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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sand molds casting industry of Yuan-li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local spirit

from apprenticeship and the unique raw materials, tools, technology and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of the industry. It also aims to

understand the lifestyle and values of the industry from operating philosophy and attitude of life. This study uses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interviews to atten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The industry faces inheritance crisis because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s

reluctant to inherit this out-dated industry. 2.The industry’s handiwork approach has survived because it has the the merits of

low-cost and customization. 3.The craftsman of hand-made moldings, in contrast with those of other molding approaches, is unique

and valuable. 4.In terms of philosophy, three credos --integrity, trustworthiness, and skillfulness—has ensured the industry’s

endurance for the last four decades. 5.Practitioners of the industry have the processors’ wisdom of learning by doing, and have

been optimistic and self-approving. 6.The practitioners have emphasized a healthy lifestyle and exercise in light of the hazards of

vocational injury. 7.The spirit of foundry departs from everyday life--loving used articles and cherishing blessings, experiencing

labors through collaboration, and creating the value of this 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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