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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傳統工藝含括先人的生活思想與智慧，是兼具實用與歷史情感價值的設計產物。但隨時代變遷與求

新求快的功利主義社會下，傳統工藝品不論其物體本身與價值內涵，皆已見式微，如何使這些蘊涵歷史

意義及兼具美感、實用性質的設計產物再現其價值，是當今重要的思索方向。另一方面，人類在科技與

生活思想上的改變，亦對地球環境造成重大影響。近些年來，人類於資源的過渡開採使用，其所造成對

環境的破壞結果，已如浪潮般一一襲來，各種關於「綠色」的環保議題論述便似雨後春筍般湧現，因而

近代台灣亦開始重視環保與永續發展，「綠色設計」遂漸成為設計學術領域的一項重要思潮。 
其實在反觀傳統工藝中既有之形式、材料、使用哲學中，便可發現其內涵與當今綠色設計概念有眾

多相應之處。本研究即綜合兩者，從各種文獻史料中，探尋傳統工藝所蘊涵之綠色價值，使此「綠色工

藝」能作為未來設計思考的可能，並期許藉此再造傳統工藝的新價值。 
 
關鍵詞：傳統工藝、綠色設計、綠色工藝 
 
一、 前言 
 

傳統工藝為先人在生活經驗的累積下，所產

出的具美感與實用價值之生活器物。過去台灣為

工藝品生產國，曾有過以工藝品大量外銷以改善

經濟的時期，但也導致此些工藝品僅為發展經濟

而生，而從未重視其文化與美感價值，使其隨社

會的快速文明化與生活型態上的改變，形成技藝

與產業皆面臨消逝的困境。在經濟發展穩定後的

今日，文化面向便開始受到關切，如何將傳統工

藝文化延續並發揚再展便也成為一重要之議題。 
在隨工商發達、科技日新月異下，環境的破

壞亦是當前一大問題，人類習以為常的生活模式

已對地球環境產生重大影響。如環境氣候變遷等

結果，成為全球人民共同的隱憂。面對於此，有

關綠色永續發展的議題崛起，設計領域隨後亦開

始重視綠色觀念，相關設計思想因此油然而生。

或許從設計領域著手改善環保問題，是一甚佳的

解決之道，因此「綠色設計」概念便漸成為設計

學術領域的一項重要思潮。 
在觀察傳統工藝既有之材料屬性（如木、竹、

籐、草等天然材質）、製作方式（手工與簡單輔

具）、形式與使用哲學（型態順應機能、一物全體

活用、重複使用、修補延用等概念）等，其中所

產生的多項概念，皆與現今所提出的綠色設計哲

學有許多相符之處。或許，從先人的智慧中也可

找出相關於綠色設計的概念思想，從而給現代設

計者新的啟發，產生出將傳統工藝與綠色設計概

念結合而成的「綠色工藝」之新領域概念。 
「日本學者宮崎清曾說：設計是經世濟民的

事業（翁徐得，2005）」，設計師背負著環境維護、

文化延續的使命與重任。因此如何藉由傳統工藝

與綠色設計教育，使設計者不只是僅著眼於商業

利益，而能為設計帶入文化、環境保護的思維，

亦是本研究進行時背後所支持的設計哲學基礎。 
追溯過去眾多學者對於傳統工藝的相關研究

探討，多半著重於工藝品製作材質形式、與對產

業歷史文化的思考居多，雖少數曾提及傳統工藝

內涵之「環保」價值，但卻不見深入探究其與綠

色概念間的關聯，因此將這兩者進行各面相的分

類架構解析，提出結合性的新論點，從而將綠色

設計概念與傳統工藝的未來發展相互結合，或不

失為一個嶄新的理念（或理論）視野，這也是研

究的方向形成之始。 
地球能源的枯竭及傳統工藝的振興，是台灣

近年來所重視的「環境」與「文化」之兩大議題，

那麼將綠色設計概念與傳統工藝相結合，那似乎

便儼然成為振興傳統工藝產業的另一條康莊大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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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及步驟 
 

「綠色工藝」此一名詞，在台灣由於尚處於

起步階段，文獻資料較為匱乏。為切實瞭解傳統

工藝（與綠色工藝交集下）之發展軌跡，本研究

擬對傳統工藝發展的各面向文獻進行蒐集解讀，

尤其是過去歷史文獻中，有關類似於綠色設計哲

學所應用於生活文化發展各層面的各類案例資

料，將其具體分類論述，解析其應用價值，以綜

合出綠色工藝之發展歷史脈絡。 
 
三、 文獻探討 
 

過去少有直接對於綠色工藝提出見解與論述

之文獻，因此筆者抽出間接相關文獻進行解析。 
從「臺灣傳統工藝」中列舉傳統工藝之項目，

可發現其皆有著天然材料之內涵，由此材質出發

可向內探究其中之各項綠色概念。 
另在「傳統工藝價值在產品設計應用之研究-

以漆器為例」文中，提及傳統工藝價值中包含著

「環保價值」，說道「祖先留下傳統工藝的『製作、

使用及丟棄』等整個過程，即是最佳之綠色產品，

可作為現代產品設計最佳指導原則」，此也提示本

研究所依循的基本概念。 
而「綠色設計」一書中提及關於「永續性設

計策略」，其短程為：耐用、減少能源使用、含較

少物質、綠色生命週期評估。中程為：滿足需求

的方式、技術可行的原理、於生態系統中的運作、

多功能特性。長程為：產品可符合心智與行為的

改變、服務、系統發展、更少量的產品，及整合

短、中、長程整體的發展途徑。本研究中便以此

流程作為過去相關綠色工藝文獻資料的分類依

據。 
  其餘在過去常民生活記錄等文獻中，可見相

關「綠色工藝」記錄，以下便將其一一舉例說明。 
 
四、 綠色工藝之起源 
 

在以往傳統工藝是為常民因生活需求所製作

之器物，並無特別的綠色設計概念，但由於過去

物資不豐，對於器物的製作工法與材質上，便是

採簡便節約的理念為造物根基。而從現今的角度

視之，這樣的內涵反而包含著多種環保特質。 
綠色概念崛起之際，眾多專家學者亦不停探

尋與提出關於綠色概念的種種理論。在 2004 年

時，筆者便已提出「傳統工藝、綠色設計、適切

設計與設計教育」一文，其中便述及：「…傳統工

藝之『綠色』價值不在於新的設計人工物之創造

與設計，而是在於重新思考這些本已存在的既有

設計人工物之新時代價值再造。…」。另在 2007
年 11 月號的《臺灣工藝季刊》中，更有直接以「綠

工藝」作為專題之相關文獻發表。國立台灣工藝

研究所所長林正儀在其中便提及「工藝應當與當

今世界核心的環保永續議題連結…」，其中有諸多

撰文論述綠色工藝的價值概念，應為近年來提出

最多關於綠色工藝概念的論述集。而「綠色工藝」

之名詞也在此時期出現。 
  雖此名詞已出現一段時日，然對於綠色工藝

之詳細論述，其實尚仍未見有深入研究。因此作

為一個開端，筆者在此研究中即將「綠色工藝」

以製作流程的分析方式，將概念架構與哲學論述

如第五章以後的綠色材料、綠色製造、綠色使用

等主題一一分述，期能為綠色工藝論述提出更完

整的理論內容累積。 
而對於綠色工藝的定義，筆者便將其定義為

在其材質、製作工法、使用哲學等概念上，能與

綠色設計概念產生關聯與交集性的工藝產品為

之。 
 
五、 傳統工藝中的綠色材料哲學 
 

原料採取為製作器物的前端步驟，從此開始

即深刻影響後續之任何設計行動，同時決定產物

的特性，此也是在「綠色設計」一書中「永續性

設計策略」上所描述之「短程」項目。在器物製

作之初即採綠色概念思考，便是定位綠色工藝的

根本。從古人於器物製作前的原料採集上，便可

見其綠色哲學法則。 
 

1. 順應自然的材料使用概念 
人類造物最初便是由自然萬物間取材。自五

萬年前舊石器時代，即知打製石器、授獵採集維

生，顯示利用自然資源輔助人類生活行為即是造

物之始。而順應自然便成為綠色工藝的最簡單的

法則。觀看傳統工藝取材便可見一斑。在《古文

觀止》之《黃岡竹樓記》中寫道:「黃岡之地多竹，

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

與連橫《臺灣通史工藝志》：「嘉義產竹多，用以

造紙，銷用甚廣。編為器具，亦用宏。而水沙連

之竹，徑大至尺餘，縛以為筏，可渡大洋，凌濤

不沒，故沿海捕漁皆用之。竹工之巧者，為床、

為几、為籃、為筐，日用之器，各地俱有」，諸如

此類，可見過去造物材料是從原產地直接取得使

用，而單一材料在不同的設計使用功能性下，可

以變化出許多截然不同樣貌。另從台灣早期的工

藝生產取材，如大甲產藺而始有藺草工藝、竹山

產竹而始有竹工、花蓮產石而有石雕工藝等，此

類地方材料與地方工藝相應而生之文獻記載，可

得見就地取材的造物法則，與單一材料的多樣使

用特性，皆與現代綠色設計法則互相呼應。 
 
2. 與自然共生的採取法 

《周禮考工記》寫道：「天有時，地有氣，材

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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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減量的造物概念 材料的採取須觀看四季節氣與材料生長狀況，才

能製作出最精良的器物，此種思想即包含適量使

用不濫取的精神。「斬三材必以其時」、「仲冬，斬

陽木，仲夏，斬陰木」，皆是說明木材的質地與砍

伐時令相關，因而造物需順應物性，方能節省人

力與發揚物性。「析干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荼．

斲目不荼．則及其大修也．筋代之受病」，也說明

採取材料時應順從材料之性，才不會破壞其生長

程序。從《考工記》中多項造物原則便也得知，

前人對於自然能源的使用，即是順從天地造物法

則所運行。而日治時期日人砍伐臺灣檜木時，有

從地面一兩公尺處砍伐的採集方式，這是為使留

下之處能長出新芽，且讓根部也具有水土保持作

用，亦是一種可納入生態循環思想的採集概念。 

《考工記》記載：「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

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

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闡

述古人造物時必觀察自然現象，並循其道而掌握

材料適性法則，如此便能夠發揮天工造物優點，

且只須人為補強材料缺陷，這種思想便是一種符

合經濟概念的造物法則。 
另一方面，在過去工藝品的製作技法上，將

材料以最省力省工的技法達成所欲結果，是基本

的造物概念，有簡便精良的特質。如竹類為柱狀

時，則有堅硬筆直的材料性質，因而適於作為屋

舍支柱或是器物主要框架。而竹刨削成條狀或片

狀時，則具有易彎曲變形且帶有韌性特質，便將

之使用在眾多生活器物曲面的應用上。稻草、藺

草此類細長材料，有著便於編製造形與質地柔軟

的特質，就適宜編製使用，因此許多軟質用品如

帽、蓆、袋等，皆能用之。善用材料特性塑形，

使材料更易發揮效能，達成各種欲成之物這類的

造物法，也使得單一材料能盡其所能發揮，可減

少組合材料難以分解回收的疑慮。 

而對材料充分利用所產生的思想，古人便有

不同的利用變化方式產生。蘇東坡曾言：「食者竹

筍，庇者竹瓦，載者竹筏，爨者竹薪，衣者竹皮，

言者竹紙，履者竹鞋，直可謂一日不可無此君

也」，便闡明竹從幼時之竹筍形式便可供食用，長

成至成竹時，則可取其莖幹為造物之材，擁有多

樣性的利用方式（圖一），是「一物全體活用」哲

學的良好典範。另臺灣常見之食用蔬菜「絲瓜」，

其過老而自然乾枯者，前人便常取其纖維製成菜

瓜布。筆者於鄉下親戚家過年時，亦曾見舅媽從

廚房持乾枯菜瓜至田間，直接由菜瓜頂部破取洞

口，撒子播種栽植菜瓜，此則便是利用菜瓜乾枯

本體而成的天然種子保存容器。運用材料天然循

環過程之形態特性為物，雖看似平常，卻有著物

盡其用與綠色循環的深刻內涵存在，可供現代人

作為思考借鏡。 

  展現材料的原始風貌，也是善用材料特質的

另一面相，《臺灣工藝》（1977）的「產品介紹－

筆筒」中寫道「…以最簡單的加工完成。…巧用

木紋效果。彌補單純外形之不足。…這種產品具

有一般以人造材料，機械化大量製造的工業產品

所無法具有的氣質（圖二）」，此是保有材料特質

而減少加工製程的綠色工藝製作案例之一。從更

早以前常民的生活器物中，也更看到許多能直接

見其器物使用材料原貌的物品，便也是使用最簡

加工方式所製成的工藝產物（圖三、四、五）。 

  

 

 

 
 
 
 
六、 傳統工藝中的綠色製造哲學 
 

 器物的製作方式決定工藝品的樣貌、性能與

使用途徑，是介於材料與形成器物間的手段。可

說因工法決定所產器物，也可說是因所欲成之器

物而決定製作工法。在此相互影響下，綠色概念

的帶入影響將更為廣泛且複雜。 
 

 
 
 
 
 
 

圖三 材料直接顯
露的工藝產物 

資料來源：邱函
妮，2004，灣生．
風土．立石鐵臣，

p.102 

圖二 以簡易加工方
式製成的筆筒 

資料來源：臺灣工
藝，1977，p.24 

圖一 綠竹筍與成竹 
資料來源：http://www.flick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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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的使用，在於對其效能的需求，而非其

物體本身，因此能使用最簡方式達成所欲目的，

便是節省能源的根本法則。舊時甚可直接利用材

料的原形為器物，如葫蘆盛水、竹筒盛飯、粽葉

包粽等，都是以物的原形為器，除省去繁複的加

工手續外，亦有單一材質易於分解回收的特性顯

現。 
 
2.減少能源使用的造物法則 

人類最原始的造物方式，即來自靈巧雙手的

運用，手工近乎是無所不能。如在純手工時代，

三義木雕的技術即有「雕、鑿、刻、鏤、點、鑽、

鋸、刨、劈與打磨等，各種技術幾可用手工達成

（連森裕編纂，2007）」的說法。日治後期，草屯

地區竹管製品的使用工具為：鋸、鑿刀、尖刀、

材刀、木槌、鑽子、工作台、彎仔台等（翁徐得，

2002），也可見當時仍普遍使用手工用具生產的樣

貌。 
手的運用除有節能效益外，亦有無可計算的

內涵意義。雕塑大師楊英風（1977）即指出手工

業品的真正價值，在於充分調和「人性」與「物

性」。因而不論在陶瓷、木作、竹工、草編、石刻、

書畫等人類所造之物上，使用手的力量便富有更

為深遠的無形價值。 
但即便雙手萬能，亦有所不能及之事，在於

人類力量無法達成之行為，人類便懂得藉由天地

的力量來輔助。從過去民間器物的製作工法上，

即可以看見此類運用自然力來延伸人所不能的工

藝製作技法，如竹材的乾燥是將其疊置於大氣中

任其晾乾，不需特別設備（盧祥華，1977）；染織

工藝則利用當地的溪流為洗染水源等例。從這些

技法的過程中，其實很容易便能找出可供現代人

再思索的能源利用方式。 
 

七、 傳統工藝中的綠色使用哲學 
 圖四 竹竿以原形作為曬衣之器物 

資料來源：邱函妮，2004，灣生．風土．立石
鐵臣，p.171 

1.減量的器物使用哲學 
在尚未工業化的社會裡，需要的器物常需自

己生產製作，所以過去對於資源使用，是依據「需

要此功能」才產生。因而前人也沒有現今所謂「減

量」的概念，任何過多製造對前人來說，本即一

項「多」出來的需求。而今日富裕的商業化量產

時代，所有生活器物皆為工廠所大量生產得出之

物，為商業利益而不斷用外型、功能、式樣等，

刺激消費者購買來做為器物生產設計的原始思

考，此種不同面相的創造思考概念也使得產出物

的品質、內涵與生活價值觀，與過去比較已是大

相逕庭。 
因為經濟與便利等因素考量，一物全體活用

與節約修補文化的觀念，也讓許多生活工藝品展

現出可多樣化與重複使用的綠色使用哲學出現。 
圖五 單一材質 

資料來源：研究者拍攝 
如敢子、篩、甕、竹籃、畚箕等，同一器物

可以盛裝各種不同內容物，以作為曝曬、收納、

運送、工作檯面等功能性來使用，同一器物便有

著多樣性的使用搭配方式。《臺灣工藝》1941 年 1
月號中的圖片（圖六），可見到婦女使用敢子作為

揀茶檯面之用，揀完後敢子另有搬移、盛裝的使

用功能，此外亦使用敢子作為揉製湯圓工具（圖

七），亦是兼有盛裝與搬移功效。而篩子因通風佳

又具有過濾功能，便常被當作曝曬各種作物的容

器之用（圖八）。 

 
圖六(左)、七(右) 敢子作為揀茶

檯面與盛裝器皿之功用 
資料來源：邱函妮，2004，灣生．

風土．立石鐵臣，p.90 

 
 
 
 
 

從上述這些類似器物的應用方式，便可證明

過去人民在器物的功能上尋找多樣交集的使用方

式，以達節省、減量的原始概念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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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同樣功能可由不同內容物交互使用外，也

產生將多種功能結合為一體的器物製作方式。如

台灣早期的民間傢俱「椅轎」，在《民俗臺灣》中

就曾記載：「這是幼兒最初的暫時居所，當幼兒在

此狹窄之處成長之後，將其立起來，就可以當成

椅子坐下。由於活用竹的機能，單純堅固，可以

橫跨父子數代來使用，…（圖九）」。而過去臺灣

的民間小販，挑著擔子至市集即可做起買賣生

意，甚可現場烹煮料理，也是集收納、運輸乘載、

烹煮器具為一體的多功能工具（圖十），也是一種

達到物盡其用的使用哲學發揮。 
 

  
 
 
 
 
 
 
 

像這樣一物多用的工藝特質，是一種以「目

的」為主角，而器物本身作為配角的使用觀念。

也因強調使用目的為主，對其中的中介物便不特

別要求，所以器物的相容性也能大大提高。反觀

現代人對於物的使用，已成為一種追求流行時尚

的非實質需求，且流行「用過即丟」的思想，這

也是現代與過去思考方向不同，所產生的價值觀

差異。 
 
2.減少能源耗用的器物使用智慧 

而如前述所及，過去對於能源的使用，首先

來自於天地間的自然能源。除在製造過程中利用

自然資源作為輔助外，前人更利用科學原理，讓

器物本身即能與自然能源結合產生使用效益。如

茶福、竹夫人、湯婆子此類器物的誕生，便與善

用自然資源的造物法則有關。 
    《清稗類鈔（徐珂編，1917）》中的《僧有兩

妻》故事中寫道：「夏擁竹夫人，冬懷湯婆子…」，

其中「竹夫人」這種傳統器物，是以竹編而成中

央縷空的夏季消暑用具，將其放在床蓆間，可用

來倚放手腳，讓涼風能從其空隙而入，達到通風

涼爽之效（圖十一）；《清稗類鈔》中亦提及，湯

婆子是鍚製扁瓶，在冬季時注入熱水，放進被子

之中，便有保暖功用。從此種利用器物與自然能

源相互搭配產生功能的作法，也能得見過去對能

源保存與使用上的思考智慧。 

圖八 篩子作為曝曬容器 
資料來源：

http://www.flickr.com/photos/d
arkbringer/359181795/in/photos

 
 
 
 
 
 
 
 
 

圖十一 與風力結合功能之器物-竹夫人 
資料來源：http://hyangto.pe.kr/L4-D16.htm

3.傳統工藝之修補文化與惜物哲學 
現代過度消費的文化，使產品可因看順眼而

隨手購入，不需要便隨手丟棄。對於物的擁有，

已從過去的需要轉為想要，當然也就有慾望過後

的「不想要」，許多的廢棄物便由此而生。反觀過

去對於物的擁有，是需要外，更可能是一種「必

要」才持有的物品，因此便會格外珍惜使用。在

此觀念下，過去的器物不論時空如何改變，都伴

隨著生活而使用，因而也產生出許多獨到的器物

修補文化。過去許多修補產業便是因此惜物的文

化而產生，舉凡鞋匠、磨刀店、籐椅修補、家具

修補等行業的產生，都是器物物盡其用的證明。

《世說新語》中《雅量第六》篇，寫道阮孚「吹

火蠟屐」；《紅樓夢》40 回中一段寫道：「見窗上紗

顏色舊，便和王夫人說道：這個紗新糊上好看，…

我記得咱們先有四樣顏色糊窗的紗呢。明兒給他

把這窗上的換」，還有筆者親至三義旅行時見正在

修補傳統家具的陳南鄉藝師，其修補的家具多是

拾撿或另購買而來之物（圖十二）等眾多例證，

可見如此修補文化，不是只因物資缺乏因素，其

中也包含人民對物的情感，而有珍愛與養護之情

等深刻精神內涵的呈現。 

圖十 兼有運送與展
售功能的擔子 

資料來源：邱函妮，
2004，灣生．風土．

立石鐵臣，p.98 

圖九 椅轎可有兩種乘
坐方式 

資料來源：研究者拍攝 

 

圖十二 修補傳統傢俱 
資料來源：研究者拍攝 

 

 

http://hyangto.pe.kr/L4-D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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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結論 
 
1.傳統工藝與現代綠色使用哲學之交集 

綜合五、六、七章節之分類條目，可看出現

代「綠色工藝」的說法自是有其背景及立基點，

而筆者將其所含之哲學概念與近代出現的綠色設

計法則中之 3R 概念交叉歸類如下。 
 

 
 
 
 

 
由此圖可發現傳統工藝從製造到使用的過

程，所產生的各種綠色哲學，其在與現代綠色設

計學說交集下，產生重疊最多之概念為「減量」

此一項目，其次才為「重複使用」，而最少關聯之

交集則是「回收再利用」。顯見傳統工藝與綠色設

計交集下所產生的綠色工藝哲學概念，最直接相

關部份為減量的思想，從現代綠色概念的角度視

之，這樣從造物的源頭便有多種減量的思考，其

後便自然可減少「重複使用」與「回收再利用」

的後續處理方式。 
 
2.人的價值思維與綠色工藝之未來發展 

綜觀綠色工藝在製造流程中的各種思維哲

學，雖非刻意依循著某種形式法則，然與現今的

綠色循環概念卻一拍即合，可以知道現今提倡的

種種綠色概念，其實從古人的造物智慧中，便已

可得見其完整脈絡。 
綠色工藝不論是與自然共生的思想所產生的

減量內涵，亦或是地方性的生產製造而產生的地

域性文化價值，其所擁有的如減少運輸及包裝、

材料能回歸原生地循環、減少能源使用、耐用等

等價值，都是現今綠色哲學中的重要觀念。當然，

過去在材料面的使用概念如今或許已不全然適

用，現今有些天然材料可能已有著因過度開採而

產生資源殆盡的疑慮，因此如何將過去的綠色工

藝概念，轉化成適合現今的使用模式，將是未來

需積極思索的方向。 
但現今社會所造成的種種污染問題，已不是

材料使用這種單純表面的樣貌，而是深受在生活

態度中深植的價值觀所影響。在過去是不斷發掘

同樣器物的交集延伸使用法，現今則反是不斷的

將器物使用機能一一細分而出。這樣凡事皆由購

買解決的價值觀，亦造就出現代社會唯利是圖的

風氣，以及錢能解決一切問題的粗淺想法。 
過去的器物多為使用者自行生產，因少量製

作而無過量問題產生，也因設計製造者是個人本

身，所以清楚自身需求為何，也由於是親力而為

所產生之器物，對於物以外的人與環境間之情

感，也產生出更深層的惜物精神。相對地現代人

仰賴他人製造生產，在大量製作的生產需求下，

設計者已無法再只一一針對每個消費者的需求，

而是需以一再翻新、創造需要的方式，來不斷刺

激消費者的購買慾望。所以綠色設計哲學的產生

原因，似乎也是大量生產的製造者，與被養成如

此需求的使用者之兩個終端，所聯合形成的宿命

下產物。 
老子曾言：「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

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說明自然之道該廢

棄人為，不斷的「減」，最後便可達到完全無為的

結果。而從傳統工藝中探尋其實在過去即已存在

之綠色思想，便也是從「減」的概念出發，期許

從舊有的觀念中，解析出現代的綠色思維模式。

而藉此「綠色工藝」的思維，再將過去的智慧繼

續牽引運用至現今，以期許能夠從截然不同角

度，賦予傳統工藝一些新時代的價值觀。 

圖十三 傳統工藝與綠色設計之交集 
資料來源：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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