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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同時造成產業人才培養因而中斷，即未能

從「會做」的技術轉型到「會想」的設計競爭

力，是過去產業式微之原因，值得省思！

臺灣木藝的現在式

隨著臺灣國民所得的提高，國人對於生

活品質的要求也隨之提昇。人們對於生活所

需之用品除了要求具備實用性機能外，更強

調其美學機能，再加上近年來設計教育及整

體外在環境的開放等因素，「設計」逐漸成

為顯學，成為現代居家生活中的基本需求，

形成了設計風氣。所以，產業有機會從技術

導向轉為重視設計能力，進而形成品牌的出

現，而整體社會則從OEM進入ODM進而形成

OBM的產業環境，另外，消費市場亦開始重

視品牌的價值，進而催生了品牌的誕生。

臺灣木藝的未來式

當社會意識到品牌的重要性時，對於品

牌的永續亦須進一步思考如何創造品牌的競

爭力。觀察品牌的創生地，大多產出於具備

文化底蘊的歐、美、日等先進國家。換言之，

要形塑品牌前，須盤點自身的文化，進而從中

找出文化的獨特性，並彰顯其價值及透過適

當的轉化，形成競爭優勢才能與國際接軌，

才有機會將在地品牌用自己的軟實力在國際

間形塑出價值，進而進行文化輸出形成國際

品牌。如今要成為國際品牌已不再僅是單純

從「森入生活―國產．材好．設計展」 
談木藝傳統與創新

前言

傳統木藝讓人覺得是夕陽產業，留下來

的都是長世代的藝師，都是過去默默在工廠

盡心盡力產製的幕後英雄。因此，對青世代的

年輕人不具吸引力，特別是以科技著稱的臺

灣，更難以進行傳承與創新；再加上人力缺乏

及生產成本高於東南亞地區之進口商品，使

得臺灣木藝產業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來

自鄰近亞洲地區生產低價位的用品，或來自歐

美日的進口設計品牌，臺灣木藝產業已面臨亟

待轉型的階段，要自創品牌嗎？或繼續代工生

產呢？如何轉型與重生成了現今傳統產業必

須面對的課題，也值得國人深思與探討。

臺灣木藝的過去

臺灣過去在70、80年代曾是全世界家

具出口的王國，主要以美式家具OEM代工

為主，製造技術一直是臺灣的強項，主要有

賴於中小企業的上、中、下游有效整合，形

成完整的產業鏈，並能在製造技術上不斷創

新，來形成強而有力的競爭優勢。但隨著勞

動力成本不斷的提高及外部競爭壓力，致使

產業不斷外移至大陸及東南亞，惟產業未能

從OEM採購方提供設計給製造方代為生產的

運營方式，轉型為ODM由製造方從設計到

生產，能將智慧財產歸屬於製造方的運營模

式。因此，產業未能承接產生提升動能而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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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有形的產品，更是無形文化的輸出，要軟

硬兼施才能有競爭力，這正是臺灣未來要面

對課題。因此，找出臺灣文化的「根」用不同

商品的「魂」，來對應不同的消費者需求是品

牌發展過程中，亟待努力的重點。

臺灣木藝的轉化

為了進一步讓大家理解木藝產業該如何

轉化，本文擬以「森入生活–國產．材好．設

計」展的發展過程為例與讀者分享。

本次展出係以臺灣國產木材為設計之出

發點，來彰顯本地材料之特點，並透過「設

計」來進入人的生活空間，展示的作品包括：

公共藝術作品(圖1、2 )、藝術家具類與設計家

具類……等60件作品，其策展理念如下：

森入生活―國產．材好．設計

本展係以森林而來的「國產好木材」

透過「設計」進入人的生活之中，來創造

其生活福祉

選用「負碳家具」即是使用具固碳效果的

木質產品

在家如同坐擁一片森林，享有會森呼吸的

環境

並將碳鎖於家中，來保固地球

一起成為愛地球的世界公民

森

森生不息，森態生態

善利萬物而不爭，甘居下位益眾生

森林木下賦生機 能生存

入

道之始也

反覆其道，七日來復

深入淺出，游�有餘

方得 自由自在 好生活

生

生生之謂易，易有太極

兩儀．三才．四象

天地之大德曰生

生存．生活．生命

三生之道也

活

活出自我，品味人生

木藝生活，品牌臺灣

用木藝讓世界看到

不一樣的臺灣！

「展現」臺灣木藝過去―技術底蘊

本展特別彰顯出展品係是透過傳統藝

師「會做」的實作技術能力，及傳統榫接工

圖1  入口意象―-臺灣林相 圖2 重生羅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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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來完成作品，表達了臺灣「長世代」的精

湛技術底蘊依然存在著，傳統榫接工法仍具

競爭力，亟待「青世代」承傳轉化來開創新

局。「技術」一直是臺灣最具競爭優勢之所

在，更是不可輕易拋棄的能力，端賴有心人

士給予適當的轉化來形成競爭力。

「展出」臺灣木藝現在―藝術設計能力

創意來自生活需求，而「會做」才能

將「會想」的創意形成展品，呈現在人的面

前。因此，整合「會想」與「會做」的能

力，展品才能一一呈現在展場中，「會想」

係以本土的文化為基礎進行思考，並附予展

品生命，因此，透過華文化發展而生的三生

需求理論(圖3)來理解不同層次的消費者需

求，作為品牌設計的基本思維，以呼應不同

消費客群的需求，如針對「生存層次」的消

費者則以「一般家具」之實用性機能為導向

的產品來對應；其次，因應「生活層次」消

費者，則以「設計家具」(圖4)來滿足消費

者，除了具備實用性外，更重視美學機能的

需求；最後，針對「生命層次」之消費者，

則以「藝術家具」(圖5)來因應，即除了實用

性、美學性機能外，尚須具備象徵性機能方

能滿足該層次之消費者需求。換言之，知己

知彼解析人的需要，才能符合市場的需求，

形成不同的品牌文化來與消費者對話，取得

共鳴，進而讓消費者具備品牌忠誠度。

再者，本次展品設計中融入華文化之

「三七設計法則」，以「三分天成七分人」的

理念來呈現作品之獨特符碼，「三分天成」

係保留了材料原始的自然邊，代表了上天賦

予的藝術創作；而「七分人」則是隨著作品

在不同的生活場域下形成不同的設計品項，

如桌、椅、櫃…等不同作品，來符合人的生

圖5 藝術家具類作品

圖3 三生需求理論(陳殿禮，2022) 圖4 設計家具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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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需求，即設計是為了創造人類的生活福祉

而存在的，反映其形隨機能而生之結果。

「展示」臺灣木藝未來―文化軟實力

本次除了展出作品外，更出版了同為展名

的「森入生活–國產．材好．設計」一書(圖6)，

透過五行五色據此作為書之主體架構進行編

著，因此，除了具體物―家具形式的呈現外，

更對在書中為每件展品賦予文化的內涵在其

中，特別是將華文化群經之首的「易經」智慧

入書；作品係以華文化為根，並注入不同的魂

於其中，展示的不僅是有形的家具「物件」，

更是軟實力的「文化」，未來將展示的是在地

的生活文化與型態，輸出的是文化思維，才能

彰顯出每件作品的靈魂並提升其價值，是臺灣

木藝的未來式，更讓臺灣木藝以文化「定根」

並「回魂」展現在不同的作品之上(圖7)。

結語

定根回魂．品牌臺灣

「根」是林木生命的源頭，也是成就參

天大樹的起點；「魂」則是物的精神，也是土

地文化的表徵。在西方世界的眼中，寶島臺

灣―福爾摩沙「Formosa」是美麗的島嶼，面

積3.6萬平方公里，介於熱帶與亞熱帶之間，

自然景觀與生態系資源豐富且多元；它歷經

荷治、明鄭、清治、日治及戰後等時期，形

成了文化多元性，也是生長於斯的2千3百萬

人的「根」，更蘊育了無數生命。因此，「多

元」成了我們的根源，惟異中求同才能形成

共識，如何形塑出屬於這塊土地的風格，形

成福式風格(Formosa style)，成為共同追求的

目標，期待尋回屬於這塊土地的根，形成共

識；臺灣森林覆蓋率約為六成，種類多元，

如同臺灣多元文化之縮影，透過國產木材研

發，可窺其堂奧之一二，尋覓多年後試圖探

索出方向；俗話說：「吃水果，拜樹頭」，找

回自己的靈魂，定根回魂才能有自己的味，才

能談品牌，臺灣木藝才有未來！

圖6 森入生活書封面 圖7 觀自在．案桌及文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