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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宝岛台湾是我国的第一大岛，位于祖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
岛上风景秀丽、气候暖和、物产丰富，极宜人类生存与发展。
台湾居民绝大部分是从大陆直接或间接迁徙过去的，他们与原住民一起披荆斩棘，历尽艰辛，为开发
和建设宝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随着大陆人民的大批迁入，大陆较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和风俗习惯不断地移植
台湾，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艺术的繁荣，使台湾文化成为中华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但是，自1895年以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占和1949年以后两岸的长期隔绝，大陆人民对台湾
的了解十分有限。
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大批的台商和各界人士纷纷渡过台湾海峡，到大陆经商和从事文化交流
，然而大陆人民进入台湾还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广大的青年学生迫切希望了解台湾社会经济、历史
文化。
为了让大陆人民特别是大陆的青少年能比较全面、真实地了解台湾，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组织了一
批研究台湾的学术工作者编写了&ldquo;图文台湾&rdquo;丛书。
这套丛书以翔实的史料、精美的图片、通俗的语言，从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介绍台湾的情况
，既追述两岸人民共同开发建设台湾的艰苦历程，也颂扬两岸人民抗击外国侵略、收复台湾、保卫台
湾的光辉业绩，同时展示台湾的美丽景观、民俗风情、民间信仰和文化艺术。
　　我们期望，这套图文并茂的通俗读物能陪伴你一起追忆历史，探访民俗，欣赏台湾的秀丽风光，
让你从容地穿梭于时光隧道，流连于古迹佳景，轻松愉快地享受一趟台湾宝岛的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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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台湾的手工艺，起源于先人对原始生活的需要，随着台湾的开发而逐渐发展。
台湾的先住民大多是大陆沿海地区的移民，他们不仅将中华文化的内涵和技艺带到了台湾，而且结合
台湾特殊的地理和气候环境下的特有材料，发展出了台湾手工艺所特有的形态。
从取材和制作来看，台湾手工艺较突出者有：烧陶工艺、木雕工艺、石雕工艺、竹藤工艺以及细金银
工艺。
台湾的传统手工艺，从男耕女织时代到声光电化时代，不仅未曾式微，反而得到了一定的保护和发扬
。
往年村妇野老农闲时的手艺如野花随时世兴败，如今或，登堂入室陈列在博物馆中供好奇游人观赏，
或走进工厂由专业人员发扬光大，或走进研究院用现代科技手段分析研究，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台湾传统手工艺的继承与发展，是整个中国手工艺历史的具体而微。
拉近距离看台湾手工艺界的复古和创新，从中悟出的道理，也将大有裨益于传统手工艺的薪火相传。

传统手工艺种类繁多，由于各地区、各民族的社会历史、风俗习惯、地理环境、审美观念的不同，各
有不同的风格特色。
明清时期漳州、泉州移民到台湾，由少到多、聚集而居，一种以同祖同乡为主的聚落社群从此建立。

至此，台湾三百余年的发展史，实际也是一部移民史。

 以汉人移民为主的台湾社会，仍然保持着传统的习俗，例如祭祀共同的
“唐山祖”，如王爷庙、妈祖庙、天上圣母庙、关帝庙等。
因此明清两代移居台湾的汉人在聚居地大肆修建寺庙、道观和宗祠，而修建庙、厝需要的人力和物力
，均是从原乡延聘的工匠，而这批来自原乡的能工巧匠则被当地人称为“唐山师傅”。
这些陆续到台的漳泉工匠不仅为台湾早期寺庙建筑留下了精美的作品，同时也将海峡西岸的民间工艺
技术和样式传播到了台湾，不仅为日后台湾的工艺美术储备了后备人才，更为两岸民间工艺的传播打
通了渠道。
若干年后，台湾便有了本地的工匠。
时至今日，台湾大陆工匠的第五、六代传人，提到他们祖先、前辈的从艺经历时，仍能依稀勾勒出当
年“唐山师傅”雕龙画凤的情形。

但是早期移民，由家族衍生的村落，以祖籍的地缘而产生的“乡党”意识强烈，同时也由于强烈的排
他性，因此商业活动中行业相互倾轧的现象时常发生，这给竞争激烈的民间工艺行业增添了许多特殊
的色彩。
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从台湾民间工艺分布的区域来看，有一种相对稳定持续发展状态，即台湾的木
版年画在台南旧市米街最为集中；木雕在台南、彰化鹿港最发达；交趾陶主要在嘉义和台南；剪瓷雕
主要在台南和彰化；刺绣和金银器也集中在台南和彰化的古老街区。

台湾移民以闽籍和粤籍两大族群为主，这些移民与少数民族构成了台湾的主要社群，台湾手工艺便吸
收和融合了汉人和高山族的手工技艺，逐渐发展出具有台湾特色的手工艺形态——兼具平凡的生活美
和经久耐用的坚实性。
另外，台湾传统手工艺结合传统性与民族性，包含了传统文化的理念与感性，那份天人合一的人生观
，那种浓厚善良的恕道精神，以及敬祖尊贤的礼仪观念深植其中。
因为台湾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自然材料，其手工艺又具有浓厚的乡土风味。

 《台湾南部垦丁探奇》(作者段皎琳)是“图文台湾”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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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南部垦丁探奇》包括陶瓷工艺；木雕工艺等几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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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莺歌位于淡水河流域大汉溪下游的石灰岩地带上，地层中蕴藏着粘结力强、土质细致、适合拉坯
烧陶的&ldquo;大楠黑土&rdquo;，加上特有的具有微粘结性的柴炭，使莺歌地区获得了&ldquo;台湾景
德镇&rdquo;的美誉。
全镇的工厂约有八百多家，无论其资本规模、生产技术、产品品质及各项指标，皆不输中国大陆的景
德镇。
对于忙碌的都市人来说，在莺歌，不论买陶，还是赏陶，都会让人身心愉悦。
　　莺歌陶瓷自嘉庆年问由吴岸、吴糖、吴增等人在莺歌制陶烧窑开始，至今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
这期间，莺歌陶瓷的发展起起落落，有过辉煌也有过消沉。
莺歌陶瓷最辉煌的时候，是在台湾光复后。
由于台湾与日本贸易的终止，再加上，国民党逃到台湾后，隔绝了两岸间的往来，莺歌陶瓷因此得到
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其陶瓷业借由此机迅速壮大，成为台湾陶瓷生产的中心。
但是1989年后，因为台湾经济整体环境的转变，如工资上涨、人力缺乏、基本劳动法的订立等，均对
资方不利，从而对莺歌的陶瓷产业造成重大冲击，莺歌的陶瓷业开始大幅衰退。
在此危难之际，长期在莺歌的制陶业者改变经营理念和方式，致力于融合莺歌产业的特色，让艺术创
作者、设计者与生产者共同合作，提高莺歌陶瓷的艺术地位与产业竞争力，更新传统商店街，成立以
陶艺家为主的小型化与专业化工作室，并且尝试融合艺术园区与观光休闲的特性，开创产业艺术化、
生活化的契机，促使莺歌的陶瓷制造业转型成为具有地方文化产业特色的行业。
　　莺歌陶瓷在现代台湾艺术家的开拓下，除了继承了传统的技艺，还融人了新的技艺。
例如，郭博州的陶板彩绘，就是利用陶可画、可刮的特性，在陶板上进行色彩瑰丽的创作。
高义蝗的现代山水彩绘，就是利用釉料重迭的效果，以及透明及不透明的特性，将水墨画中的山水、
瀑布，重新给予新的色彩，并在作品上让陶瓷釉色出现独有的立体感与浑厚度。
陶瓷彩绘的画法和中国水墨画画法是相反的。
水墨画一般是先画线条再染墨。
现在则先染墨，把底色衬出来，烧后呈半透明或透明状。
底打好就画所谓的皴，即线的部分。
如果需要更浑厚，则可直接用丝瓜布蘸颜料敲上去。
杨莉莉的青花彩绘则是将民俗剪纸图的线条表现用在青花彩绘上，使得传统器型在设计风格上有了新
的创意和设计。
青花只有单色的表现，所以通常比较强调设计风格、线条及染色技术。
构图分对称与不对称、疏密的变化、深浅的变化。
用国画的洗色方式把深色的部分先染好，再找一支用了比较久的秃笔，一半沾颜色进行描画，画的深
浅色彩就出来了。
而陈士侯则是以明快利落的书写笔法，精彩地勾勒出古典人物的姿态神韵，并结合流动性的釉里红，
让画中人物栩栩如生。
画钟馗可以比较奔放一点，身穿红袍。
线条有虚实之分，实线不能放过，像手就不能画错；虚的部分则可以随意挥洒。
因为颜料高温时会流动，所以靠上边线的地方可以多涂一点，下边线就少涂一点，以免超过边线。
窑烧前的釉里红看起来是粉绿色的，烧制后就变成红色。
　　今天那些从事仿古彩绘的窑场，以精致的官窑风格重新设计与诠释了彩绘，创造了另一种彩瓷的
用途。
艺术家与个人工作室，更是以陶瓷作品来表达个人的创作风格，并与世界对话。
因此不论是分工创作的彩绘师傅，还是个人创作的艺术家，他们的努力，让这兼具典雅和创新的现代
艺术，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带领我们走人艺术殿堂。
　　仿古青花彩绘的程序一般是轮廓定位、上线条，然后上色、洗色，最后是上釉、窑烧、作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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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画在花瓶上的人物为例，第一个阶段就是以铅笔作一个简单的轮廓定位。
初步下笔，先在花瓶上做一个中线的定位。
陶瓷上的人物画一般比平面上的难度要高，且陶瓷坯体会吸收水分，为增加描绘线条的流畅性，可以
在色料里中添加一些甘油或胶水，一方面可以增加润滑度，另一方面是阻止坯体吸收水分，画起来比
较顺畅。
第二个阶段是填色，也就是上色。
在上色初步完成之后，需要针对周边一些不整齐的地方进行修整，这个时候刀子就派上用场了。
用刀子修线条的时候，和画笔一样，需要用很简洁很流畅的动作。
线条修整之后，再用未沾任何颜色的干净笔，沾上适度的水，在上色的地方轻轻地把色带修匀。
接下来就是给头发上色。
旁边类似烟雾图案，用的是最深的颜色，因为一会儿需要从这上面再去洗色。
笔尖不，能有任何的杂物。
直接用水，然后轻轻地从它的外围带出去。
当图画完成之后，需要详细地检查一遍，确定没有瑕疵后再准备上釉，釉上好之后就直接放到窑里去
烧。
作旧是利用酸性的药水，把釉面的光泽减弱几分，呈现出岁月沧桑的感觉。
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用我们一般家里堆积的尘土，对釉面进行擦拭处理，让它像经过时间风化那样。
　　仿古粉彩一般需要拓稿、描边、上色、洗笔以及上粉彩。
拓稿是在原图上以毛笔蘸普通写字的墨，描出大概轮廓，主要用于确认轮廓位置。
接着将宣纸盖在轮廓上，再以潮湿的毛巾拍在宣纸上，让宣纸慢慢地湿透。
湿的宣纸拍打和移动会破，需要用塑料纸盖在宣纸上继续拍打。
底下的黑线就慢慢地移过来。
将塑料纸及宣纸整个拿下来，转盖在新的白瓷上拍打，轮廓就会印上去。
宣纸将图像的轮廓清楚地拓印在白瓷上之后，再以水性黑色颜料，重新为图画来描边。
画线条画得不好可以修改，瓶子上有时候有油，画不上，画了后会缩。
缩的时候毛笔蘸一点鱼胆水或鱼胆粉，就不会画不上。
颜色分成油色和水色，以油调的颜色就是油色，以水调的就是水色。
油调的分樟脑油跟凡尼水两种。
凡尼水有黏性，樟脑油没有黏性。
水调的得用胶，没有胶涂上去，干了以后会掉。
　　仿古彩绘里面有许多细致的填色表现，但是要如何让流动的水色色料聚集，不超出边线，陈士侯
是用锅底上的锅灰。
锅灰很细，沾在这个边缘上，就让水色聚在一块，不会漫过线。
洗颜色也叫洗笔，实际也是刷。
用拭面纸去拍打，让它有浓淡。
用水色画线，画好以后再拿油性的来洗，洗颜色，洗深浅。
水色的有胶，它干了以后就沾在这上面，拿油的来洗不会掉，颜色不会脱落。
粉彩能够呈现玻璃样的光泽以及晶莹剔透的质感，其原因是在色料中加了不透明白粉，又称为白水；
不透明白粉涂了以后，白的会浮起来，给人一种立体感。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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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ldquo;图文台湾&rdquo;丛书是一套内容丰富、纵横兼顾、&ldquo;文献有征&rdquo;而细节具体生
动又好读的书，丛书包含了台湾的历史、人文地理、文学、教育、经济、民间信仰、民俗、民系等内
容，以平实而简洁的语言，配以珍贵的资料图片，让图文互相补充，把台湾的过去与现在的方方面面
都清晰而生动地展现在你的面前。
　　《台湾南部垦丁探奇》是&ldquo;图文台湾&rdquo;系列之一，包括石雕工艺；织绣工艺等几部分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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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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