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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mboo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sources in Taiwan; it is used very commonly in the early society when the economy is mainly

based on agriculture and farming. This research is conducted primarily through examination of documentation and field studies in

order to confer how the evolution of bamboo craft is affected through changing times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s. Through

consultations with aesthetics experts, one can discus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iving needs, craftsmanship, and the use of bamboo, as

well as the changing aesthetics and styles resulting from progressing techniques, methods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raftsman, to the end user, and finally the emotional value and meaning attached to the art work. And finally discover how machine

produced craftworks demonstrate the beauty of bamboo through technology; where as the progression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techniques fully demonstrate the beauty of bamboo. This research also discovers the existence of handicrafts training school sinc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which provided the training courses of bamboo weaving techniques by Japanese teachers, and with the

beginning of exportation as well with the community courses, the experts were throughout the market. The development of

processing techniques mostly is due to the new techniques discoveredy the government；about the adhesion laminated、rotary cut

、carbonization. After the new bamboo technology appears that to manufacture bamboo product types of more types.Coordin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mboo products design and suit the consumer. As the lifestyle develops, bamboo material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issue. How to develop innovative & eco-friendly products by using bamboo will be a worthy exploring and stud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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