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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竹子是台灣重要資源之一，早期農業社會普遍使用的材料，人民會利用竹材製作生活上的器具。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與社

會 形態的改變，竹材工藝技術隨之精進，因此在生活產品的種類與 形式的選擇上變得豐富。 本研究主要透過文獻資料與

田野調查的方式，探討從竹材工藝技術觀看竹製生活產品因時代的變遷與地域性的發展演變過程。 經由美學專家的訪談中

，探討出因技術的演變下生活、工藝、與竹之間的美感關係。 研究發現手工製作的產品是一種多樣性的形式，傳達製作者

的情感，使用者與產品會有深刻的體會，是一種情感牽絆的價值；機械加工的產品是一種一致性的美感，呈現是竹子本身

的紋理。 自日據時期開始就有的竹材工藝傳習所，有日籍教師傳授竹編織的技術，後來又有許多訓練班的成立，外銷市場

的開啟，社區所開設的課程，因此，竹編織的人才遍布於市場。許多機械加工技術的發展與演變，多為政府機關研究出新

技術，其中包含：竹材旋切技術、竹材炭化處理、竹材積層膠合技術等研究出現後，替竹材產品開啟更多形式的發展。在

竹材加工技術的研究開發過 程，機器的改良，讓產品設計開發更符合時代趨勢被大眾使用 。 隨著生活形態的轉變，竹材

是現今最熱門的環保議題之一，綠設計的好材料，利用竹材開發創新設計產品是值得探討與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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