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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尊漢的璃饗生活邵尊漢的璃饗生活

2011-12-31  記者 張繼云 報導

一襲中式唐服，一頭灰白髮隨意綁起，熟練地將茶具擺好、泡茶，說話溫文、笑容親切的邵尊漢

是新竹有名的玻璃創作大師，他舉手投足間散發著儒雅氣息，卻在下一秒拿出iPad，輕巧的滑動

手指展示他的作品。傳統與新潮，在他的身上和諧並存。

他是風城藝術玻璃作家協進會理事長，同時是漢民琉璃工坊負責人。創作經歷豐富的他也曾擔任

各項美展、比賽的評審，並在新竹富禮國中任職玻璃技藝班指導老師。儘管身上披掛著各式頭銜

、獲得無數獎項，邵尊漢對於過往的風光只是輕描淡寫，在談起玻璃創作時卻是神采奕奕，雙眼

透著無比熱情。

有著傳統文人氣息的邵尊漢老師，使用科技產品的熟練不輸製作玻璃藝品。（照片來源／楊依靜攝）

為生活　從零開始為生活　從零開始

邵尊漢於民國68年到新竹闖蕩，當時玻璃產業利潤高，公家機關的薪水無法比擬，他因此辭去台

北衛生試驗所的職務，從頭學起玻璃這廣博精深的領域。那時資訊非常封閉，他既非科班出身，

同行間又守口如瓶，學起來相當辛苦，也常為了買不到零件與工具而傷透腦筋。「我沒有老師教

，就只能想辦法一直學習，用勤奮和設計彌補沒辦法做的缺點。」邊學邊做開始累積，他覺得玻

璃創作並不難，由簡易技法開始磨練，例如風鈴和花器一些架構簡單的東西，只要抓到訣竅，一

般人一星期就能學會。

「我做事情往往有一種想法：『為什麼人家能而我不會？』從這角度去檢討，就會自己去找資料

填補不足。」由於早期主要的產品都大量外銷，同一件藝品能讓師傅做得很熟練，但受限於工具

和技法，總會有做不出來的時候。單打獨鬥的邵尊漢，一邊接訂單，同時觀察其他師傅的作法再

研究，甚至到國外請教設計師，錄下製作技法回來琢磨，藉此累積各式各樣的技巧。

生命意外的休息站生命意外的休息站

民國89年，邵尊漢在工作室創作時，高溫的鍋爐突然爆炸，造成他嚴重灼傷，復健與植皮之路長

達六年。他的手幾乎全毀，需要植皮的面積很廣，醫生甚至建議截肢，他自己則形容手能恢復真

是奇蹟！「我真的很喜歡玻璃，雖然因為它而受傷，但也因為它養了一家子，就當作跌倒了趕快

爬起來吧！」

樂觀的他就算受傷仍閒不下來，在醫院裡不斷思考，回顧參與玻璃產業的歷程，和自己小時候的

回憶對話，便有了轉型與辦個展的念頭。透過弟弟與兒子的手幫忙，有些部分也能自己完成作品

，於是傷後第二年，他不顧家人反對辦了個人展，並且大受好評。「經過大難想法會改變，對事

情看得比較透徹，像比賽對我就沒意義了。」邵尊漢說自己以前很喜歡比較，拿到獎固然高興，

但他也反思自己的作品真的那麼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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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castnet.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castnet/page/4
http://ctn.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group/3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issue/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6
javascript:void(window.open('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concat(encodeURIComponent(window.location.href)).concat(' ').concat('(').concat(encodeURIComponent(document.title)).concat(')')));
//castnet.nctu.edu.tw/user/15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publish/ads_history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7?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5?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5?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3
//castnet.nctu.edu.tw/user/406
//castnet.nctu.edu.tw/user/403
javascript:void(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9?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0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1?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2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6?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39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有時自己覺得最好的（作品）沒得獎，不滿意的（作品）反而得了，真的很矛盾！」因此他努

力去做，得獎是外界認同自己的實力，但最重要的是過程。當評審的經驗讓他發覺，獎項在現實

面也許需要，但就一個創作者而言，不應把得獎看太重，因為創作是主觀的，美的事物沒有好與

壞。「我創作不是要迎合評審的口味，我是做我自己想要的東西。」

家裡同時也是工作室，邵尊漢的屋子裡擺滿了他的創作。（照片來源／楊依靜攝）

在受傷前，邵尊漢就有了轉型念頭，規劃改變代工型態並過渡到創作。創作理念上，早期他強調

個人生活的建立，用抽象的形和顏色講自己的故事。配合當時社會氛圍，他偏好做一些唐山過海

故事的作品，以落地生根、野百合、蕃薯藤等植物為象徵，讓大家思考台灣人的堅忍與蓬勃繁衍

的生命力。

他也喜歡以山水意象來表達，如作品「渡」以黑水溝表現先人的刻苦；「縱橫四海」用上岸的海

浪化做螃蟹腳，象徵台灣島生生不息。他深入探討許多玻璃創作的老師，從國外帶回西洋風格，

在比賽上容易得分，但如政府推動一鄉一特色，會發現台灣其實有很多國外沒有的人文地景，從

中延伸出與生活息息相關或心有所感的材料，才能真正訴說自己的想法。「我們不是感動自己，

而是要感動與我們不同文化的人。」若只是將國外的素材搬回來，豈不可惜了台灣本地的好山好

水，與外國人稱羨的人情味，而這些都是創作素材。

薰陶人才　致力教學薰陶人才　致力教學

秉持著對玻璃的熱愛，除了持續累積作品，邵尊漢對教學也不遺餘力，主要在國中教學生熱塑的

課程。由於國中生年紀輕，有正確的玻璃觀念是首要任務，教他們認識玻璃與種類，還有適合創

業的加工技法等，每項都有理論和原因。「以前會覺得這是我的秘密，後來才知道我教你沒有關

係，因為想法跟別人不一樣，我不怕被模仿。」現在沒有技術保留的問題，以個人風格為主的時

代，每個人都想做屬於自己的東西。

有時候到大學講習，邵尊漢將基本方向教給大學生，學生們會與他討論設計和手法，教學相長讓

他有了新觀念。「現在學生的想法受老師的影響大，但創作如果和老師一樣就毀了，應該像外國

一樣有點叛逆。」他認為作品要有創新，例如關心生活周遭的土地、找尋表達元素，或是多累積

經驗和實作，否則創作就會停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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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近年來，邵尊漢更自由地表達創作理念，題材不設限。照片為邵尊漢為友人製作的老夫婦。

（照片來源／楊依靜攝）

玻璃創作的推廣在學校已實施多年，但玻璃產業卻有萎縮的趨勢，這些學生為什麼後來沒能繼續

創作？邵尊漢擔憂學生最大的問題是有想法卻沒有技術，學校教的技法過於初階而無法深入。在

退休前，他希望能幫學生建立一些想法和觀念，否則台灣目前的玻璃產業其實已經出現人才斷層

。

從玻璃學習人生從玻璃學習人生

專精玻璃的他平時也接觸不同媒材，雕塑、繪畫、陶藝也有好功夫，以前是為了滿足客人的設計

去學習，結合不同領域來讓作品更豐富。他認為當技術上有瓶頸，要加入新素材來突破，學習第

二專長就為了這目的，且第二專長是用來輔助玻璃的不足，而不是互相獨立。

「玻璃可以加熱到很柔軟，冷卻時也會堅硬銳利，人的處事態度其實跟玻璃很類似。」太強硬的

東西會斷裂，柔軟反而能隨心所欲，邵尊漢長年與玻璃為伍，他的人生也從中獲得許多感觸。現

在的他創作很隨性，開心地為自己而作，並計畫蓋一座玻璃工坊，留下教育的場域，持續為他摯

愛的玻璃產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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