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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藝」源起於人們日常生活所需而產生，但隨著社會型態轉變，塑化產品充斥於日常生活當中，現在變成一般大眾對於

「工藝品」的感受與日常用品已有些差距。 本研究主要透過參考文獻與實際觀察的方式，探討傳統工藝 與農村生活的關

係及傳統工藝在農村生活之文化意涵，以了解傳 統工藝的創造是人類基於歷代累積的智慧與經驗，利用靈巧的雙 手取材

地區性材製作出符合人們使用的生活用品。 本研究分成「居民」、「店鋪」、「工藝製作者」三個面向，分層了解梅山不

同地形：市街地區、丘陵地區、淺山地區、深山地區工藝情形，了解生活型態與工藝使用關係及背後文化意涵。最後經由

訪談的結果發現梅山的工藝發展與地方的自然資源及地方文化、風俗習慣息息相關。 因為環境背景造就農民利用簡單自然

素材製作生活用具，沒 有經過特別的工藝訓練。單純因為生活需要或是興趣喜好，自己 製作生活工藝品，工藝與生活關

係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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