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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完美詮釋「起於文化，承於創意；藝於器具，

用於生活」的臺中工藝精神，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匯

集 21家臺中在地工藝師、文創業者及設計公司，
邀請國際設計大師陳永基以「大器臺中」為策展主

題，以茶器、食器、用器、玩器四大展區，將傳統

工藝融入現代創意，在 105年 4月 20日至 4月
24日「2016臺灣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上大放異
彩，呈現臺中「創意城市、生活首都」的文創能量。

國際級設計大師    行銷臺中文創品牌
臺中市政府為提升在地文創廠商、工藝師作品

能見度，且建立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品牌，特別邀請

國際知名設計師陳永基，擔任「2016臺灣文化創
意產業博覽會」臺中主題館之策展人。

這位曾橫掃海內外設計大獎超過 400座，並是

臺灣平面設計史上，首位 2度拿下德國紅點國際設
計大獎 (reddotaward)的設計巨擘表示，此次他以
「突破」傳統，兼具美感、庶民化為設計理念，強

調「在實用與美感之間找到完美平衡」，期能將臺

中在地工藝達人推向國際舞台，並讓這些工藝產品

藉此平台獲得量化、販售的機會。

 陳永基補充說明，若俯瞰臺中主題館展場，即
可發現各展場與展櫃排列成一個「 」字，切合此

次「大 臺中」策展主題。整個展館以「白色」為

基調，採用「白色地毯」，讓視覺焦點回到工藝產

品本身美感，襯托出臺中工藝獨一無二的質感。

值得一提的是，王志誠局長於開幕時頒發全國

首創的「臺中嚴選．文博限定」專屬標章給參展業

者，這款由陳永基設計師量身打造的專屬圖象，無

魯班傳人召集令  
從臺灣文博會到巧聖仙師文化祭

精采展品於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呈現

2016巧聖仙師文化祭—臺中工藝職人展以魯班鎖傳承職人精神

償授權給業者使用在產品或包裝上，期盼開啟臺中

文創產業的下一個黃金世代。

園區舉辦「2016巧聖仙師文化祭—臺中工藝職人
展」，傳承巧聖仙師魯班公的工藝精神，體現於現

代常民生活的器物中，並匯集勞工局「巧聖仙師魯

班公獎選拔活動」得獎作品，在假日安排系列木器

手作工程，讓民眾除可一睹匠師風采，亦能親身體

驗巧奪天工的職人精神。

活動當日，在東勢青楓舞劇團的小朋友化身為

小小職人，手持 Q版藝師工具，帶來趣意橫生的舞
蹈表演，演繹臺中工藝文化的一脈相承。現場嘉賓

雲集，包括臺中市長林佳龍、文化局長王志誠、勞

工局長黃荷婷、都發局長王俊傑、客委會主委劉宏

基等一同參與啟動儀式，將象徵職人精神的「魯班

鎖」組合完成，並由參展職人在上簽名留念，代表

對工藝文化的發揚和傳承。

林佳龍市長表示，巧聖仙師文化祭系列活動，

融合臺中特色、客家文化、宗教信仰及工藝職人等，

並邀集達人與新秀同場獻技，透過這樣的活動讓更

多民眾體會實作的重要性，把工藝純粹的實用賦予

更多的特性，讓藝術品朝客製化、針對客戶個性或

需求去量身打造，讓使用者和器具間多了一份情感

的連結。

大 臺中，成功行銷城市生活美學。

巧聖仙師文化祭    傳承魯班工匠精神
 延續這陣文化創意產業風潮，臺中市政府文

化局為強化工藝職人與在地文化的互動連結，特別

在 105年 5月 21日至 6月 5日，於東勢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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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傳統與現代，連結藝術與實用」，王志

誠局長指出，文化局歷年辦理「創意臺中」、參加

臺灣文博會成績備受全國矚目，此次藉巧聖仙師文

化祭的活動將工藝職人展帶進東勢區，結合文化創

意的概念，將臺中優秀的工藝達人與文創設計師的

作品帶進國際舞台發揚光大，讓臺中從過去的木業

發展到現在的糕餅、茶葉及精密工業，工藝的傳承

連成一氣，打響臺中工藝之都的美名。

達人與新秀    源源不絕的文創能量
「2016巧聖仙師文化祭—臺中工藝職人展」，

展示來自 21組臺中在地傑出工藝師、設計公司、
工藝文創產業相關業者的作品，包括：賴作明老師、

陳金典老師、黃吉正老師、洪文章老師、陶妍藝術

創作坊、樺泰實業、安染工坊、遠方金屬工藝坊、

TODO執作設計、大視設計、大可意念、陳雕刻處
COMMA、七柒工作室、木匠兄妹、樂樂木、太平
藍、展群文化、茚 yin Taiwan、喜舊傢俱、筌美術、
千度琉璃等，共同呈現臺中職人一流的技藝與文創

能量。

本次展覽結合勞工局，創全國首例辦理巧聖仙

師魯班公獎選拔活動，以魯班公「聰穎、勤奮、誠

信、創新」的精神與態度，選拔全國之職場達人和

職場新秀，本次展出獲選作品分為木作組、泥作

組、營建組、雕刻組及漆工藝組等多件展品，多樣

化施作工法，不僅考驗著臨場反應，更是職人的默

契展現。

2016巧聖仙師文化祭—木雕大師現場創作展，邀請 5位木藝大師現場創作。

千度琉璃工作室—晶瑩剔透的琉璃珠

「達人的意思就是一個人熱衷做一件事，並做

到盡善盡美。」現代社會有許多優秀的技藝仍維持

師徒傳承傳統，的確有很多鮮為人知的專業工藝技

巧，藉由展覽讓社會大眾瞭解一窺精湛技藝並翻轉

對這類行業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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