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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嘆傳統陶藝凋零　李清標感嘆傳統陶藝凋零　李清標

2013-03-01  記者 陳儀澧 報導

走進鶯歌，這個有著兩百年製陶歷史的小鎮，街上隨處可以看見製陶的工廠及出售陶藝品的店家

，即便是初來乍到的旅人，也能感受整座小鎮的裝飾及氛圍，透漏出與陶藝品不可分割的歷史情

懷。

見證時代的轉變見證時代的轉變

近年來鶯歌的傳統陶藝品逐漸被卡通陶藝以及具有現代藝術元素的陶藝作品所取代。而這一切都

被傳統製陶師李清標看在眼裡，陶藝品的欣賞價值被流行的風潮引領，在他的心中除了感到不捨

也有著幾分無奈。

提到陶工藝品被流行文化引領風潮時，李清標難掩失落。

（圖片來源／陳儀澧攝）

出生於大正13年（西元1924年）的老陶師李清標今年已愈九十歲的高齡，對於自己年輕時的記

憶已模糊不清，記憶中唯一鮮明的部分，是投入七十年時光製做陶藝品的經驗和心得，還有近年

來傳統陶藝品逐漸被取代的感慨。

對於自己開始投入製陶業之前的人生，他約略只記得：出生在台北縣金仔山，十幾歲時來到鶯歌

當挖礦工人。李清標提到：「以前鶯歌製陶的時候還是用柴來當做燃料，後來日本人來了之後就

變了，日本人引進煤礦當燒窯燃料的技術，所以我到鶯歌的時後幾乎已經都是用煤礦來燒製。那

時候鶯歌的煤礦場需要人來挖礦，也就是因為這原因我來到了鶯歌，一住就是七十幾年。」

因為在鶯歌當礦工，時常與窯廠裡的師傅接觸，在二十歲因緣際會下，被一間製作釉碗工廠的師

傅發掘他的繪畫天賦，以及具有極佳雕塑力的雙手，進而進入工廠當學徒。從此之後的七十年，

整天與陶藝品形影不離。李清標提到：「當時要是去別的地方當礦工，或許今天我還不知道什麼

是上釉，什麼是燒窯。一開始來到這只是當個礦工，作夢也沒想到那麼幸運可以學到製作陶藝品

這樣的技藝。」

進入製做陶藝品的彩釉工廠後，李清標經常在閒暇之餘構思陶藝品的草圖，利用紙和筆，繪出心

中一閃而過的創意。這樣的過程也不斷累積他製陶功力和手藝。除了利用繪圖，李清標也經常閱

讀歷史文書，藉由閱讀來尋找創作的素材以及靈感，這樣的習慣替未來精緻的作品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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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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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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標家中擺放著各種傳統陶藝品，如：公背婆。（圖片來源／陳儀澧攝）

技術轉變造成的影響技術轉變造成的影響

隨著現代工業技術發達，電子窯的出現可以讓製陶師們，把創作環境由工廠轉移到個人工作室，

家裡就可以進行窯燒的動作。李清標轉為個人形式創作後，他不希望自己的作品用人名標記，於

是就給自己起了個筆名「金峰四象」。李清標說：「家裡創作，只需要從外面購買基本的原料，

像是調配釉藥的元素，以及捏塑的黏土。我自己也有個電子窯，產量不大這樣的設備就夠了。」

 

李清標家中的電子窯與其創作。（圖片來源／陳儀澧攝）

從煉土開始，捏塑的成品從乾燥、素燒、上釉到進窯燒烤全都在老陶師自家的工作室中完成。工

作室坐落在離鶯歌市區有點距離的三樓的透天厝，屋子的每個地方，除了吃、喝、拉、撒、睡，

會運用到的位置以外，其他空間的運用都和陶工藝品有關。整間居家和工作室儼然融為一體。

工作室的環境雖然簡單，但每道製作手續卻毫不模糊。李清標說：「從一塊土變成一個成品要經

過二百多個手續，從調配釉藥開始到上釉彩、放入電子窯進行烘燒，每個步驟都不能馬虎。」老

師傅自豪的拿著手上的觀音菩薩塑像，解釋自己調配的釉藥上料之後，幾百年都不會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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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野餐趣　草地微旅行親子野餐趣　草地微旅行

二○一四年十二月六日，由一群七年級生組成
的團隊發起的親子野餐會，在臺北大安森林公
園登場。

重機街頭文化　磅礡展出重機街頭文化　磅礡展出

由雜誌社所主辦的重型機車展「Ride Free
5」，在五股工商展覽館盛大展開，呈現具有
速度和藝術感的騎士文化。

老師傅展示放在客廳的觀音塑像。（圖片來源／陳儀澧攝）

甫一進門，即是李清標的展示空間，滿滿的全都是傳統歷史人物和精緻的作品。李清標自豪的說

：「家裡一進來就可以看到：老子騎牛、觀音菩薩、公背婆，這些作品全都和歷史有關。」映入

眼簾的作品，除了說明老師傅爐火純青般地手藝，也無奈的透露出，傳統陶藝作品的乏人問津。

頂樓的空間是老師傅進行煉土，進行胚體雕塑還有上釉的空間，桌上各式各樣的工具顯示了雕塑

藝術的五花八門。構圖及尋找靈感的地方位在透天厝的二樓，李清標說：「這樣的環境規劃比較

舒適，構圖有靈感了就先畫下來，整個想好了再去樓上成形。這樣就不會做到一半不知道要做什

麼，一邊畫一邊做，弄的環境亂七八糟。」

時不我與的感嘆時不我與的感嘆

當李清標提到現今傳統陶藝品的市場不斷的被壓縮，甚至沒有什麼人願意來學這門藝術時，他無

奈地表示：「沒辦法了，現在鶯歌的那些作者，為了迎合消費者的品味，逐漸的將創作卡通化、

融入現代西洋藝術的元素，但是我只堅持做有歷史典故的作品。」他更進一步說：「當初鶯歌博

物館的第一任理事，來跟我買一些作品說要放在博物館內，但最後卻不了了之，沒有被放在博物

館，我也沒辦法說什麼，因為人家都付了錢。」對於自己做的傳統陶藝沒有辦法留在博物館內展

出，李清標難掩心中的失落。

相較於三十年前一個月可以賣出價值三萬塊的作品，消費者對於傳統陶藝作品的購買意願已今不

如昔，往往數個月只能銷售幾樣作品。李清標說：「政府對於鶯歌陶藝的環境建設是基於觀光的

需求，建立了博物館，保存了古法製作是很好的。但是對於傳統作品的製陶師傅們沒有鼓勵、幫

忙，讓我們日子越來越難過，現在只能夠藉著以前的積蓄過活，然後等死。」

一個遲暮之年的傳統製陶師，在製陶業待了七十年後，最終黯然的隱居在家。除了受到環境轉變

、消費者消費習慣的影響外，這樣的結果給我們一個反思。或許政府應該要更重視傳統陶工藝的

保存，而不該是讓市場經濟全然的決定究竟哪些陶工藝品可以於市場中存留。對於傳統作品應投

入更多的鼓勵措施，否則具有傳統特色的陶工藝品終究會敵不過消費者的喜好，在台灣消失。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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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7401?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8?issueID=536
javascript:void(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bout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ontact/1
http://www.nctu.edu.tw
http://dct.nctu.edu.tw

	感嘆傳統陶藝凋零　李清標
	推薦文章
	●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
	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
	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
	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
	親子野餐趣　草地微旅行
	重機街頭文化　磅礡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