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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自 2009年起啟動保存者核心技藝傳習計畫，採「師徒制」傳習制度，藝生
習藝四年屆滿可申請結業考核，通過考核授予結業證書。本文嘗試從重要傳統
工藝傳習計畫成果展示及推廣活動之面向探討，綜理未來策展及教育推廣策略之
建議。

傳習計畫執行背景

為讓傳統表演藝術與傳統工藝保存者技藝得以世代

傳承，文化部積極協助經認定之重要傳統表演藝術及重

要傳統工藝保存者，針對不同保存者及所屬傳統藝術的

特點與原生態之特質，原則上以4年為一個階段，分年

提出藝能及技藝傳習計畫，以達到傳承的目的。

（一）傳習計畫規範及執行內容

傳習計畫由保存者親自訂定傳習整體架構及各年

度傳習技藝、藝能項目與內容後進行傳授、指導，

包含重要傳統表演藝術傳習及重要傳統工藝傳習兩大

類。表演藝術類傳習計畫以劇目、曲目教學為主；傳

統工藝類傳習著重技法與工法之教學，每階段以4年為

原則，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以下稱文資局）於每年固定

時間通知各保存者（團體）提案，針對計畫內容召開審

查會議，核定之後由傳習團隊執行，而參與傳習計畫

之藝生，須經由文資局公開甄選審查通過公告；如屬

業餘、採非公開甄選，可由保存團體於傳習計畫主動

列名為參與各年度傳習之藝生。

傳習計畫每年為期 10個月，個人保存者鐘點費以

固定金額每月新臺幣6萬元給付、而傳習藝生支給每

月 1萬8,000元學習津貼，提供藝生們基本、穩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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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年度 項目（保存者人數）

2010 竹編工藝（1）、漆工藝（2）

2011 傳統木雕（5）、粧佛（1）、錫工藝（1）

2012 傳統建築彩繪（4）

2014 剪紙（1）

2016 竹工藝⸺籃胎漆器（1）、竹籐編（1）、泰雅染織（1）

2020 纏花（1）、緙絲（1）、刺繡（1）、玉雕（1）、泥塑（1）、剪黏（1）

2021
細木作（1）、排灣族 tjemenun傳統織布（1）、排灣族Kinavatjesan傳統刺繡（1）、賽德克族Gaya tminun傳統織布（1）、
噶瑪蘭族ni tenunan tu benina香蕉絲織布（1）

表 1 重要傳統工藝項目登錄年度列表

支持。為使藝生更加瞭解權利義務，另訂定「重要傳統

表演藝術傳習藝生藝能學習作業說明」及「重要傳統工

藝傳習藝生技藝學習作業說明」，例如每月學習時數至

少 50 小時，須完成各次上課習藝日誌以及在習藝期間

接受文資局期中及期末考核。並規定表演藝術期末成

果發表配合文資局辦理國內公開演出至少一場，發表

曲目劇目為傳習內容；工藝期末成果發表則是配合文

資局辦理國內公開展覽至少一場，展覽內容為傳習成

果，而期末成果發表納入年度考評。

（二）法規依據及參與對象

主管機關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稱文資法）第

91條規定，登錄無形文化資產項目①並認定其保存

者；並應依同法第92 條規定訂定保存維護計畫，其保

存維護計畫包含七大項內容：基本資料建檔、調查與

紀錄製作、傳習或傳承活動、教育與推廣活動、保護

與活化措施、定期追蹤紀錄及其他相關事項；其中「傳

習或傳承活動」以「人」為主體，傳承必須以人為媒介的

特質為無形文化資產保護延續關鍵。本文所探討傳習

計畫參與對象為上述規定經文化部認定之重要傳統工

藝之保存者。

文化部自 2010年登錄重要傳統工藝項目，截至目

前已登錄 21項並認定 29位保存者（表 1），其中 3位保

存者已逝世，其餘 26位保存者平均年齡高達 75歲；重

要傳統工藝大師急遽凋零，人才傳承出現斷層，因此

年邁但尚有傳習活動能力者，傳承其技藝與保留其紀

錄為當務之急。為保存傳承瀕危之無形文化資產，文

化部針對各保存者所傳承的傳統藝術，辦理傳統核心

技藝與知識傳習計畫，採「師徒制」傳習制度，藉以培

育該項文化知識、技藝能力及美感內涵之新生代傳承

者。文資局於2010年陸續委託保存者開辦「重要傳統工

藝傳習計畫」，其中最早登錄的項目：竹編工藝（黃塗

山）、漆工藝（王清霜）、粧佛（施至輝）、竹工藝⸺

籃胎漆器（李榮烈）、錫工藝（陳萬能）、傳統木雕（施鎮

洋）及竹籐編（張憲平）等傳習團隊，已培養出第一批

結業藝生，使傳統工藝薪火得以開啟延續篇章。我國

近十年在重要傳統工藝項目及認定保存者逐年增加之

情況下，傳習計畫執行數量有明顯攀升之趨勢，亦表

示更多保存者願意投入技藝傳習計畫。2022年重要傳

統工藝傳習計畫達到20案（圖1），藝生共有57位，為文

資局執行重要傳統工藝傳習計畫以來案數及人數最多

的一年。

① 無形文化資產包括五個類別：傳統表演藝術、傳統工藝、民俗、口述傳統及傳統知識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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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傳習計畫考核機制及辦理情形

文資局在新年度傳習計畫開始執行後，視各計畫

現況及性質辦理訪視會議瞭解保存者執行計畫是否面

臨問題，以提供傳習團隊可解決的方法及建議。期中

考核由文資局組成專案小組就教學進度進行階段性審

查，因期中考核採非公開的展演模式，通常在傳習地

點或由傳習團隊自行找尋適合的場所，以延續原生態

場域為目標。期末考核則由文資局主辦重要傳統工藝

傳習成果展，每位藝生至少繳交2件作品，於展場進行

期末審查，審查委員包含外聘專家學者4至 5名，內派

委員由機關召集人及業務單位代表等 2名擔任。進行

方式由各團隊行政助理就年度課程內容進行簡報，後

由個別藝生針對作品進行技法解說，再由審查委員提

問，考核基準分為兩大項，一是現場展覽審查占總分

70%，審查基準包含藝生所學技藝是否純熟掌握、藝生

對藝師教授之技藝是否忠實傳達；二則是成果資料成

績評核占30%，評分基準為傳習期間的出席概況、課程

紀錄之完整性，過程中除了讓藝生展示該年度的學藝

成果之外，並訓練藝生公開發表之能力。

依「重要傳統工藝傳習藝生技藝學習作業說明」規

定，期中、期末考核藝生成績未達 80 分則未通過，未

通過考核之藝生得於規定時間內申請補考 1次。未申請

補考或補考後仍未通過者，僅支給部分學習津貼，而

期末考核未通過者於次年起2年內不得擔任該類同性質

傳習計畫之藝生。因此透過公開展覽作品階段性反映

藝生課程所學之技藝並展現學習成效，可以激起藝生

們之間良性競爭力，亦鼓勵藝生積極投入傳藝領域。

傳習藝生於年限內修畢傳習計畫內容，則可申請

結業考核；依「重要傳統表演藝術及重要傳統工藝傳習

藝生結業考核原則」規定辦理結業考核會議，通過考核

將授予結業證書。結業藝生可參與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傳統藝術接班人傳藝工坊駐園計畫，亦可每年向文資

局申請教育推廣相關補助計畫。截至2023年已培育 18

位藝生修業期滿並通過結業考核，其中有6位已被地方

政府認定為縣市保存者，其他亦擔任教職及工作室負

責人等，皆於傳統工藝領域中穩定發展。

1 
2012至2022年度重要傳統工藝保存者人數及傳習計畫案件數（資料來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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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習成果展覽

依「重要傳統工藝保存者傳習計畫」規定，傳習

計畫應配合文資局每年辦理國內公開展覽。文資局於

文化部文化資產園區B01表演藝術館展出「技藝傳薪

20×57―重要傳統工藝傳習成果展」（以下簡稱本展），

藉由 20案傳習成果展示傳遞臺灣傳統工藝的藝術價

值、生活美學、保存者之技藝特色與彰顯無形文化資

產傳承之精神。

（一）展示目的及理念

本展為呈現傳習計畫之成果，同時作為年度考評之

重點，提供藝生展示該年度的學藝成果作品，訓練公開

發表之能力，也作為藝生們之間的交流平臺；本年度除

展出20案傳習成果之外，為將計畫的傳承精神致力向大

眾傳遞，特別規劃拍攝傳習推廣影片、辦理藝生導覽交

流會及兒童體驗工作坊，期望不分年齡層一同參與。

2022年傳習成果展在歷年「技藝傳薪」的主題下，加

入「20×57」作為展覽概念，代表20位國寶的頂真技藝

及 57份藝生的純粹初心，邀請參觀民眾透過展覽從中

體會傳習計畫的靈魂與精髓，看見藝生如何跟隨大師

的腳步，憑藉踏實的技法及純粹的初心，一步步淬鍊

出完美的手藝。本次藝師及藝生實體作品共計 138件，

此外教學紀錄、習藝日誌、相關圖稿及傳習影像都一

併納入展示內容。在展示架構上，策展團隊將 20 案傳

統工藝項目依其材質、型態分成六大展區，主題分別

為：「細線起落・指尖纏繞」、「橫縱穿引・以梭代筆」、

「竹藤細緻・內斂優雅」、「細膩溫潤・神情意態」、「百

態匯聚・形神兼備」及「刀筆刻畫・入木莊嚴」，各展區

代表色分別為湛藍、橘褐、茶棕、銀灰、蒼綠、黃橡

等六大色系，此色彩計畫用於展場中作為各項重要傳

統工藝展區之區隔，不同色系的交織線條匯聚為本案

主視覺意象，以平行延伸的規律線條，象徵藝生循序

學習，呈現「交織造藝，循規傳習」的意涵。

2 
展覽主視覺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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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展區主題 代表色系 分區項目 保存者 藝生人數

細線起落・指尖纏繞 湛藍色

纏花 陳惠美 3

刺繡 劉千韶 3

排灣族 Kinavatjesan 傳統刺繡 陳利友妹 3

橫縱穿引・以梭代筆 橘褐色

緙絲 黃蘭葉 2

賽德克族 Gaya tminun 傳統織布 張鳳英 3

排灣族 tjemenun 傳統織布 許春美 4

泰雅染織 尤瑪・達陸 3

竹籐細緻・內斂優雅 茶棕色

竹籐編 張憲平 3

竹工藝⸺籃胎漆器 李榮烈
4

（1位中止）

細膩溫潤・神情意態 銀灰色
漆工藝 黃麗淑 4

玉雕 黃福壽 3

百態匯聚・形神兼備 蒼綠色

剪黏 陳三火 2

泥塑 杜牧河 2

錫工藝 陳萬能 3

傳統建築彩繪 洪平順 2

刀筆刻畫・入木莊嚴 黃橡色

粧佛 施至輝 3

傳統木雕

施鎮洋 3

李秉圭 3

陳啓村 2

蔡德太 2

表2 展示分區主題及內容

*資料來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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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示內容及手法

展場入口以巨幕投影方式播放 30秒展覽宣傳影片，畫面呈現各類別的工藝材質特寫，例如：剖竹、鋸木、

捏土等，使觀眾一進展場即迅速瀏覽 20案傳統工藝的面貌；輔以左側展序牆，開宗明義點出展覽意涵，精確傳

達整體傳習核心價值。展示內容呈現通過觀賞傳習影片、欣賞工藝作品，以及教學日誌與習藝日誌的閱讀，並

搭配投影、聲音、多媒體影像等方式。在展示的手法上，依據展品的材質及形態，規劃各式多元的陳列展檯，

例如織品類展品使用立面式的展架懸掛、人台的展示；木雕、竹編、泥塑、錫工藝作品則以高低起伏的檯面做變

化，或依展品的觀賞型態設計直立式的展架，為視覺上提供較為活潑的視角；玉雕作品基於安全及展示效果的

考量，加裝玻璃罩，並透過內部打光呈現玉雕材質的溫潤感以及鏤空技法的透氣感，使觀眾可以通過不同的展

示手法感知精湛的工藝作品；除此之外，教學日誌及習藝日誌亦為重點展示，以圖文並茂的筆記，引人入勝了

解各項技藝的工序、工法，並從中看到藝師與藝生傳承過程的軌跡，至最終完成年度的作品，引領觀眾近距離

感受傳統工藝傳承與技藝之美。

3 
展場入口巨幕投影區

5 
織品類展品採用人台的展示及直立式展架
懸掛

7 
玉雕作品加裝玻璃罩並透過打光呈現材質
的溫潤感

4 
展示內容包含傳習影片、習藝日誌及實體作品

6 
展座以高低起伏的檯面做變化，為視覺上
提供活潑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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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傳統建築彩繪：洪平
順傳習計畫影片畫面

9 
傳統木雕：施鎮洋傳
習計畫影片畫面

10 
泰雅染織：尤瑪．達
陸傳習計畫影片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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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示媒體的運用

展示媒體的運用在當代展覽中已成為不可忽視的

關鍵要素，合宜的展示媒體可大幅影響觀眾的觀看心

理與行為，進而提升展示傳遞與溝通的成效②。本展

規劃於展區播放傳習的採訪影片，輔以影像、聲音來

延伸並豐富主題內容。策展單位於展覽前置作業時期

進行各案傳習計畫採訪及影片錄製，並於課程時段前

去拍攝，以呈現傳習真實樣貌。傳習影片剪輯為5至 7

分鐘長度，影片架構以傳習地點畫面作為開場，呈現

藝師和藝生們的真實的學習狀況及工作環境，觀眾可

以透過影片跟著藝師走訪寺廟、部落深入瞭解各項傳

統工藝的工法、特色；並藉由訪談藝生們實作與藝師

示範講解的畫面，穿插藝師對於傳統工藝「傳承」與藝

生「習藝」的想法及體悟，展現出因時代不同而有的心

境差異或共通性，影片末段則以藝師精神標語作結，

例如：施鎮洋藝師「工藝就是敬業與態度，永遠不要忘

記學習初心。」在展場則以藝生精神標語牆作為展覽尾

聲，匯集訪談時藝生對於自己的期許，例如：「追求更

多的進步，以獨當一面為目標」，呼應策展理念57份藝

生的初心，無形之中也為展場帶來感染力，讓觀眾能

從中感受到薪火相傳、敬業精進的精神。

傳習計畫教育推廣活動

2022年傳習成果展覽案除實體展覽之外，新增規劃

辦理「藝生導覽交流會」及「兒童體驗工作坊」等推廣活

動，使傳統藝術從展場更貼近民眾生活，擴大傳習計

畫宣傳之效益。

（一）藝生導覽交流會

為擴大傳習計畫之「傳承」核心精神及宣揚傳統工

藝傳習之目的，首次於展覽期間辦理傳習藝生導覽交

流會，安排20案傳習團隊之藝生齊聚一堂輪流導覽；

每個團隊依序針對重要傳統工藝之技藝傳習課程內容

及自身作品進行解說，藉由本場合與其他藝生及參觀

者互動分享，增強藝生表達專業能力，讓藝生發揮所

11 
竹籐編：張憲平傳習團隊藝生導覽

12 
錫工藝：陳萬能傳習團隊藝生導覽

長、展現作品。透過導覽交流會之辦理，促進不同工

藝類別之間的交流觀摩與學習，藝生之間也彼此激勵

共同成長；更重要的是，與會民眾透過藝生親自解說

更加深入理解傳習計畫的課程內容、工藝技法及傳承

精神，除開拓不同的傳統工藝賞析人口，期望藉由此

場域吸引工藝潛力人才投入，持續發掘並培養傳統工

藝傳承人，使傳統文化傳承生生不息。

② 劉一儒（2022）。博物館快速回應展之展示設計研究。陶博館館刊，
8，2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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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循序漸進引導學童認識竹籐編並體驗「密平編」基礎技法（圖片來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園）

14 
楊雅雪老師與學童們手拿作品「杯墊」合影（圖片來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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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兒童體驗工作坊

為落實傳習計畫更基層的傳習推廣概念，文資局

攜手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園一同辦

理「技藝傳薪・編織共感」兒童體驗工作坊，讓傳統工

藝從展場走進幼兒園。工作坊規劃以4至 5歲學童作為

目標對象，邀請三山工作室（重要傳統工藝竹籐編保存

者張憲平傳習藝生團隊），以材質較為親民、技法容易

上手的「竹籐編」工藝作為課程主題。先從自然素材開

始引導學童認識竹子變成竹片的過程，介紹所使用的

原料與工具，在老師帶領下從最原始的嗅覺、觸覺出

發，從中感受工藝原料的起源；接著引導學童循序漸

進認識竹籐編技法，觀察竹片與籐條的交織結合，及

認識不同編法的圖形，採取較平易的「密平編」基礎技

法，以日用品「杯墊」作為手作體驗，於經緯交錯之間

激發學童創造力，藉此拉近傳統工藝與學童的距離。

傳習計畫推廣策略建議

對於重要傳統工藝傳習成果展及教育推廣未來推動

之可能性，以優化展示手法、建置線上展示及資料庫、

深化藝能與職業接軌，以及落實文資教育等方向分析建

議，作為未來加強傳習計畫推廣教育之政策參考。

（一）優化展示手法

本展雖為實體展件為主的靜態傳統展示，若未來

運用傳習計畫產出資料，包含教學日誌、藝生日誌、

圖稿、上課照片及影片等素材資源，將其內容賦予更

多元的展示手法，例如規劃材質牆、放置材料，讓觀

眾可以上手觸摸，或情境模擬拜師傳統古禮，以傳達

「師徒制」傳習計畫的獨特性；也可依各保存者的技

藝特色規劃教學展示互動區，例如洪平順：傳統彩繪

圖稿設計、李榮烈：塗裝技法教學板、杜牧河：動物

骨骼架構解說等。至於原住民織品展區可呈現傳統知

識、文化脈絡、教學訓練的特色，例如張鳳英：苧麻

線材產製工序、尤瑪•達陸：傳統服飾紋樣分析與田

調，許春美：整經歌謠、族語和族群生活關係，使傳

統工藝以情景化、生活化呈現，讓觀眾多維度地認識

傳統工藝的族群、地方之生活特色。如同林惠嫻（2006）

的研究③指出，參與式設計的展覽方式，不但能讓觀

眾透過傳統的觀察、閱讀、傾聽、分析、比較、判斷

來認識展示外，更透過言語、肢體互動等多元方式激

發觀眾興趣，讓展覽不再是單一的視覺經驗，同時啟

發觀眾的想像力與創造力，拉近觀眾與展覽的距離，

以開拓並影響更多的觀眾，吸引更多人認識並親近傳

統工藝。

（二）建置線上展示及資料庫

在傳習成果展覽的形式上，建議嘗試規劃線上展

覽模式，並建立重要傳統工藝傳習成果資料庫，以數

位典藏的方式依年度將藝生的作品及習藝日誌以數位

方式保存，整合作品的影像及相關文字資料；日後辦

理實體展覽、線上展示或是紀錄出版等，皆可以作為

基礎資料使用。線上展覽不僅可以解決實體展覽場地

檔期及顧展人力之常態性問題；對於民眾而言，線上

展示作為一種輔助性的方式，和實體展示並不衝突，

觀眾的觀展經驗上還可獲得互補。虛擬不能取代直接

面對真品的感動④，但透過線上展示的方式延長實體

展覽的展期，亦可持續推廣傳習的成果並提供相關資

訊給觀眾，而觀眾也可以更彈性選擇參觀的方式，不

用擔心受到時間及地域限制，使得推廣無遠弗屆，得

以發揮推廣傳習計畫之最大價值。

（三）深化藝能及職業接軌

建議未來加強成果展之附加功能，例如本次於展場

辦理藝生導覽交流會，以訓練藝生口語表達能力，並促

進不同工藝類別之間的交流為主要目標。未來可著重在

③ 林惠嫻（2006）。博物館與兒童觀眾。科技博物，10（1），5-12。
④ 吳紹群（2002）。展示活動與資訊科技―從實體展示的輔助到線上展示。博物館學季刊，16（2），6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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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生所學工藝類項能力及個人發展面向，規劃傳統工藝

人才之藝能學術涵養及策展設計等相關培育課程，提前

訓練藝生策劃展覽主軸、展場空間規劃設計與整體設計

文宣包裝等專業能力。例如朝向新一代設計展由應屆畢

業生策展並行銷自身作品，媒合設計產業尋找人才之模

式，由藝師帶領藝生規劃展出內容及形式，並逐年增加

獨自策展的傳習團隊，增進藝生自我行銷管道及專業能

力，展期中邀請傳統工藝產業相關的經營團隊、設計工

作室前來觀展交流，以促成日後合作的機會，藉以支持

藝生在結業之後繼續承載著歷史文化或技藝傳承的使

命，扎根在臺灣各個角落持續耕耘。

（四）落實文資教育

傳統工藝與我們日常生活有著密切的關係，甚至

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傳習成果展不只是單純的

展示，透過各項工藝歷史、文化及技藝等方面背景知

識，提高民眾對於本土文化的認同感，進而感受到無

形文化資產的價值和意義。依文資法第 12條「為實施

文化資產保存教育，主管機關應協調各級教育主管機

關督導各級學校於相關課程中為之」之政策，透過展覽

延伸的推廣教育，若能利用傳習計畫歷年積累的傳習

日誌以及傳習歷程的影像資源，藉由教案設計及開辦

教學講座，讓中小學教師瞭解如何使用教學手冊與資

源，運用於教學現場，使學生對傳統工藝先有初步認

知，並在體驗與實踐中提高學習興趣，自然而然地使

文資教育融入學習與生活的一部分，以推動文資保存

觀念向下扎根。

結語

本傳習成果展始於「重要傳統工藝傳習計畫」，不

僅是呈現藝生整年度的習藝成果，也傳達師徒對於傳

統工藝的執著與努力之精神，藉由有效地宣傳讓更多

人看到，也期盼大眾透過欣賞傳統工藝的傳習成果，

體會傳統工藝經過長時間的淬煉所煥發的生活美學及

藝術價值。未來期待文資局執行傳習計畫同時規劃符

合時代趨勢之展示策略及推廣教育活動，持續擴增傳

藝欣賞人口，進而培養傳承和保存傳統工藝之人才；

藉由成果展及相關推廣活動提供藝生未來職業接軌

之可能性，規劃傳統工藝人才之藝能學術涵養及策展

設計等相關培育課程，以提供結業藝生藝能深化及訓

練獨立製作能力，建構穩定的藝文支持系統與溝通網

絡，以支持藝生運用所學技能，開創傳統藝術生命與

活力；使傳統工藝的工序知識及文化內涵，得以薪火

相傳，共同守護保存無形文化資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