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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的窯業早期較值得一提的是南投、苗栗、鶯歌及北投的陶瓷產業，是以民營為主體的產業架構，並時常隨著大眾生活

的需求變動而改變其經營策略，在光復後曾經繁榮發展，但近年來陶業業績卻逐步衰落，遂轉型發展成為觀光、歷史文化

、教育價值的工廠。 本研究方法實施以田野調查與問卷調查為主，從傳統窯廠經營的角度去探索、技術層面的突破、產品

特色探究，就傳統窯廠轉型契機、窯廠各時期重要代表性產品、陶藝種子師資培訓班，探索傳統產業轉型前、後的核心精

神。 轉型後的添興窯找到生存契機，產業不再是硬梆梆的樹立在地方空間中，而是加入新的生命力，讓陶藝文化作為地方

再生策略，共同開創新的文化合作架構，文化產業在合作架構下緊緊相扣，促成文化與地方居民共生共存的地方文化產業

，產業的價值性提高，受到當地居民認同，引發共有的感受，創造生活共同體，帶來地方經濟繁榮與再生的產業。 添興窯

因應時代趨勢，在自己的國土、家鄉的生命樣態與價值完整延續傳承，發出於自我、根源於本土的追求，聚集本土化的竹

節酒瓶設計、優質化的產品，適時的引導出文化活動，帶動文化教育傳承，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下發展自己地方的工藝文

化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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