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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 of handicrafts originated from people’s daily essential needs. However as the society progresses and living standards

improve, plastic and petroleum based products begin to flood our living spaces. The goal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isc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handicraft art and village living, as well as the how it affects the culture and the meaning behind it.

Through the study of existing documentation and actual observations, one can hope to understand how traditional handiworks are

made using techniques and knowledge accumulated from experiences gained over the years,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using

locally procured materials to produce tools that aid in improving lifestyle. This research is broken down to three main categories:

People, Workshop, and Craftsman; and how the culture and lifestyles under each of these categories is affected by different

geographical landforms and terrains, such as: Township, hills, mountains, and high mountains. Concluded through interviews with

local residents to correlate the development of Meishan’s handicraft art, the local culture, and the natural resources and how they

’re all inter-connected. This study only aims on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but has no research results in

cultural symbols and totems. Therefore, it is worthy continuing the following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 of between lifestyle and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is quite wide. This research is simply about the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the age of the relevant group is rather

high, so there’s negligence for the young group. The follow- up of the investigation about the young group lifestyle will be worthy

paying attention to. Because the environment background accomplishes the farmer to use the simple natural source material

manufacture tradition handicraft,The farmer has not undergone the special craft training. They manufacture the life handicraft by

self.Craft and Life relation are quite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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