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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藝的創造起源於人類生活所需，並且造就了生活上的便利與舒適。由生活的層面去彰顯工藝的原生價值，其中所蘊含的

意義，除了生活應用的機能性之外，亦涵蓋了內斂精神與教育的功能。 台灣早期是移民社會，因此生活用的漆器，都是由

中國大陸移入；日治時期，才有規劃的發展台灣漆器事業，為傳統工藝史上奠定了台灣漆藝的基礎。木、竹等材料是人類

最容易取得及加工的素材，以簡樸的方式加以保護與塗飾，是當時漆器的特色，而紅色、黑色與金色是我漢民族最喜好的

塗飾色彩。 　　本研究創作，以簡約樸素傳統漆藝的技法描繪，兼具美觀與實用功能的漆器作品，喚醒大眾對自然的尊重

，珍視傳統與人文的關懷。期將漆工藝之美的生活理念導入日常生活當中，促使社會大眾瞭解漆器，進而愛用漆器，重視

漆器，創造漆器美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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