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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隆 校友

守住傳統、執著創新

林
國隆校友，民國47年出生於水里鄉的

頂崁社區（舊名： 窯），是蛇窯的

第三代經營者，家中還有一位姐姐與妹妹。

他的祖父林江松先生早期在南投縣省立醫院

附近的牛運堀，打下南投陶技術的根基。於

昭和二年（西元1927年）由於水里本地的土

質佳決定移居於此，為水里墾荒的第二人，

及開設窯場第一人。國隆校友說，因當地剛

開荒無人力，因此從南投聘請師傅至水里工

作，當時無道路，所以請挑伕將日常用品與

陶藝品送至車站運送出去，因工作因素他們

就定居於此。水里早期鼎盛時期，有八家窯

場，窯業的榮景可以想像。 

國隆校友在水里老家的老照片（國隆校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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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經營 百年窯場

南投縣水里鄉是一個濁水溪畔的小鄉鎮，本地舊地名叫「水裡坑」，日

治時代與國民政府初期原屬集集鎮的轄區，後來才設置鄉的行政區，是南投

鐵道集集線的終點站車埕站所屬的一個鄉鎮。在民國五六零年代，臺灣伐木

業相當發達時期，這個集木小鎮曾經風華一世，因而有「小台北」之稱，現

在車埕火車站一帶還保留著當時林業盛行所遺留下的味道。

約在民國60年代初期，臺灣的窯業逐漸沒落，出現了經營危機。國隆校

友回憶表示，當時，國內的塑膠業大量生產堅固耐用的塑膠製品，因陶製品

易破碎，日常生活用品幾乎全面被塑膠取代了，水里地區的窯業亦遭受這波

嚴重的衝擊。

蛇窯源起於大陸福建福州，由於窯長似蛇且順著山坡砌成，因此而得

名。水里蛇窯是台灣現有最古老、最具傳統文化的柴燒窯場。蛇窯的結構，

包含窯首、窯尾、窯門、護窯牆、窯室與燃燒室等，從窯首投入薪柴，經過

三天三夜高溫燒窯後，再從兩側的投薪孔投入木柴，窯室高達1200度，將開

始封窯門等待窯室冷卻之後方能取出陶品。

老照片由國隆校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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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隆校友說明指出：「水里蛇窯的窯身長達百餘台尺，以木柴作為燃

料，燒製過程中柴灰會散落在坯體表面之上，產生無法預測又豐富的色彩變

化以及一份樸拙的質感，此為現代電窯或瓦斯窯所無法取代的。」對於手工

與柴燒的一份堅持，保留著傳統也保存陶窯場的古早韻味；在師傅燒窯的過

程中，溫度控制，師傅須憑多年的經驗，透過觀察火色，便可知窯內的溫度

是否已足夠。每一件作品均經由陶土和木材共同創出，與現代化電窯加熱的

製品是不同的。

日治時期，水里蛇窯被奉命來製造軍用的防空缸，員工因而免於服役。

立志繼承 面對夕陽產業

高中要升大學時期，考慮未來須跟父母親生活一起，因而看到父親所經

營之窯廠已淪為夕陽產業，因而慎重地問父親，行業已是夕陽產業，我需回

來繼承嗎？此時父親慎重告訴他：「產業雖已沒落但畢竟是祖父留下來的，

要保留下去！」這句話一直留在他的心裡。當時的鹿港高中輪機科畢業生

從未有人升學，他是唯一的一位，並且打算轉換跑道、報考國內陶瓷科系，

老師們都幫不上忙，國隆校友只能自立自強、靠自修研讀陶瓷相關的專業科

目，曾經遇到許多困難的問題。在輪機科就續三年級時，含他在內班上有4

位同學選手打算參加全國技藝競賽，卻只能報名3位，這年的成績團體組榮

獲第3名，他個人榮獲第8名，是學校歷屆最佳的名績，選手返校之際，炮聲

連連，自覺十分榮耀，可惜無法保送升學。輪機科校外實習時，實習的船隻

因發生問題、無法出海，改到陸上實習，卻遇到一位騙子，身上的錢幾乎被

騙光了，一連串不順的事情都發生在他的身上，深受打擊。

轉換跑道 進入聯合陶玻科

因此，他立下決心，必須好好為自已的將來打算，

一心只想進入陶瓷科系就讀，未來可以返家挑起面臨夕

陽產業的窯場。下定決心準備資料苦讀陶瓷相關的專業

科目，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民國67年以第2名錄取進入

聯合工專的陶玻科，學號是676002，從此展開在苗栗聯  畢業記念冊上的林
國隆校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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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求學生涯，一圓長期以來的夢想。

民國67年9月初，進入私立聯合工專時，就遇到科上的陳煥堂老師，雖

然才開學不久，他便向陳老師請教求救：「我家裡的窯業快要倒了，您有什

麼辦法嗎?」當時陳老師熱切作了企業診斷，並給予不少建言。國隆校友在

聯合2年的生涯中，與科上老師有多接觸，並獲得許多專業知識。在聯合唸

書期間，對他的個性有很大的改變。國隆校友回憶說：「我原出生於傳統家

庭，個性原本木納，不善與人打交道的，來到聯合卻意外當上學會會長，不

得不與同學來往，強迫自已改變，漸漸成為能言善道，真是始料未及的」。

在聯合的記憶中，還有一段十分特別的地方。他說，曾經在陶藝工場旁，建

造一座小型柴燒窯，以便燒製陶藝作品，如今想來還真是瘋狂啊∼對於聯合

的師長，他說，陳煥堂老師、鄭萬壽、潘德華老師與徐文雄老師，這此恩師

都是他學習知識的長者，令他一生難忘。

初入社會 遇上即將倒閉陶場

當兵退伍後，陳老師推薦他到中壢一家陶場工作，國隆校友打算工作一

年即返回水里，到陶窯場他才發現此窯廠正面臨倒閉的危機，陳老師推薦於

此的用意是逆向思考，希望透過逆境中的學習可以給家鄉的家業有不同的思

維來經營。

僅管這家陶窯場的前景並不樂觀，國隆校友開始運用所學、深入了解

其問題所在，發現原生產線上的失敗率太高，以致工廠入不敷出。因此他建

議老闆，整個生產線停工檢查、分析原因，他找出材料因「熱漲冷縮」導致

產生破裂的原因，並重定製程、改善問題。對於員工消極的態度，他則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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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情：「大家一起努力，一同改善公司問題」。如此的真誠感動了工廠的其

他員工。危機就是轉機，公司也獲得一筆千餘萬元的訂單，終於這家陶窯場

起死回生，順利渡過這次倒閉危機。從這次的經歷過程，可以看出，國隆校

友是剛出社會的新鮮人，可以看得出他面對問題的態度：發揮專業技術、不

以眼前的短利為考量，反而因而學習到克服困難與解決問題的能力，經過此

磨練，他逐漸理解陳老師介紹來這家陶窯場的用意了。因此，國隆校友總是

說：「多年來與陳煥堂老師亦師亦友，他一直是我生命中的貴人」。

返鄉守護家業 承先啟後

民國72年，他終於返回南投水里的家鄉，抱著「守護家業」的想法，

毅志堅定向前，開始用心經營此沒落的老窯場。努力幾年之後，他決定將傳

統陶業轉型具有觀光、休閒的功能，這個經營方向掌握住當時民間的活動趨

勢，創造出一番新的氣象。

南投縣水里鄉位於濁水溪上游的溪畔，在前往日月潭的半途之中，沿線

風景秀麗，大自然的美景處處。來到水里蛇窯前，順著入口旁的步道漫步而

行，令人沉浸於鳥語花香的綠色步道，約20餘分鐘即來到寧靜清悠的水里蛇

窯的大門。，所謂柳暗花明又一村，窯前地面上，有著陶甕碎片拼湊而成的

陶壺與百步蛇標誌，這些材料部份取自經過921大震災後所損毀的陶器作為

裝置的碎片，用以裝飾蛇窯步道與牆面。整個園區呈現眼前的印象，予人如

歷經時光長廊之感，長排林樹下的木造磚牆建築述說著昔日的古早生活，涼

爽與純樸的風情令人如置身於童年鄉間生活，也喚起昔日的回憶。

數年之後，國隆校友成立臺灣第一個「台灣柴燒研究會」，先帶動此

柴燒風氣，慢慢引領成為主流，創造產值，也曾舉辦過8屆國際研討會，為

推廣窯業技術與休閒服務的觀念，以理論為主並含實務技術在內，結合理論

與實務的內容，每年都有海內外7、80人參加，其中國內學員佔5、60人左

右，參與十分踴躍。他獨具慧眼，將陶瓷產業由黃昏產業成功轉型成為現代

熱門的創意產業，成就國內第一家將傳統窯業工廠發展至「觀光陶藝文化園

區」。民國80年間，水里蛇窯與台中市嶺東商專的一位攝影的胡老師產學合

作，規劃觀光系列設計，當年以此案成果參加文建會比賽，幸運得到全國第

一名。民國八十二年11月12日國父誕辰-文化復興節當天，園區的創意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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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點滴，以及對於保護傳統文化的用心，因而發展出許多原創且浪漫的

想法，將台灣文化發揮出倍數成長的價值，也成功的推廣至國內外，水里蛇

窯成為天下雜誌專訪第一家的觀光窯業工廠。

思考「人生的目標為何?」

國隆校友的腦海裡，總在思考如何面對未來、開創新局。陶藝作品的

價值何在? 如何使「文化產業化」呢? 如此，文化可以協助產業的經營，而

「產業文化化」則是產業思考如何使文化融人陶藝作品與經營之中，因此造

就出在地的特色與風格，文化與產業兩方可以配合、融合以提升產品的品質

與經營內涵，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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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2年間，他在思考「人生的目標為何?」，產業並只思考營利為目

的，還有一份社會責任「社會之道、窯之道、設計之道」。因此，開始規劃

並辦理一系列的在地人文活動，邀請地方耆老來到蛇窯參加以時空膠囊為主

軸的活動，16歲青少年舉辦成年禮，請青少年走16公里路，希望營造在地產

業與在地人的連結。蛇窯也成立一個陶瓷樂團，希望找回過去敲打陶缸所發

出的聲響，這些都源於國隆校友的一個基本的想法「人生的目標為何?」。

發揚本土文化 經營邁向國際化  

國隆校友的作品曾應邀前往國藝會、臺灣省文化處、南投縣工藝中心與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等處展出，深受好評。此外，他亦爭取到日內瓦陶藝學

會（IAC，總部設於瑞士日內瓦）將於2018年9月在臺灣新北市展出。水里蛇

窯並與韓國江原道高城郡陶園二里（發源地），建立姐妹關係，推展兩國的

陶藝文化交流。，目前，他的兒子林家祥（第四代）繼承並持續創作。

聯合材料系的陳煥堂老師應聯合大學藝術中心黃豐隆主任之邀，與昔

日20餘位學生返回母校，舉行「傳承窯藝 自出機杼-陳煥堂師生陶藝作品聯

展」，2017年11月3日至12月30日為期二個月，並由藝術中心發行作品集，

11月6日開幕茶會中並將舉行作品集新書的發表會。這次聯展作品具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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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都是陳老師與學生的精彩大作，其中國隆校友兩件作品「虛實山水」

與「虛實構造」參與，整個展覽十分精彩、成功。

國隆校友在陶藝創作與園區經營卓然有成，並且不斷自我充實，求知

的精神不輸年輕一代，受到各界的肯定與讚賞。民國97年，已屆50之年他

再報考逢甲大學的文化創意研究所產碩專班，重拾讀書的樂趣，也不斷接

受挑戰。在兩年的碩士求學期間，需要上台報告，每一位同學都有自已的

創業與成長故事，同儕之間相互激勵、觀摩學習，沒有受到年齡與職業的

限制，因此在為人處世、文化創意與學理上，都有長足的成長。

水里蛇窯的園區，包含有：蛇窯文物館、陶藝教室、千禧雙口瓶、921

紀念館、多媒體視廳室、蛇窯咖啡館、成型區與產品展售部等多個館區。

園區的蛇窯文物館陳列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軍委託製作的防空缸、大型

水管接頭與民國50年代常民的日常生活陶製品等。陶藝教室供個人或團體

創作之用，可同時提供兩百人捏陶，另有20台拉坏機，現場有專人講解示

範教導。千禧雙口瓶，在西元1999年921集集大地震時水里蛇窯主體因已完

全損毀，經過50天的重建工作後，於西元2000年製作一個高6.68公尺的特

大號陶瓶，命名為「千禧雙口瓶」，取其「雙雙對對、萬年富貴」之意，

也成功挑戰金氏世界紀錄最高陶器。至於多媒體簡報室，可容納分別為120

人及80人，不定時播放水里蛇窯紀錄片，介紹蛇窯的歷史背景及製陶過

程。

陶藝作品，國隆校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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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隆校友歡迎聯大校友與眾親友們前來水里一遊，離開水里蛇窯之後，

順著縣道131往北前行，不到5分鐘車程即可來到水里市區的水里車站。再沿

著水里溪北行，約10鐘就會到達台鐵集集線的終點-車埕火車站，以及老街

與林班道商圈，車站北邊約5分鐘車程處是明潭水庫。車埕位於水里溪旁，

雖然地處山谷裡、倚著山勢而建，有一處平坦的地方早年成為人力台車的

的轉運站，本地人習稱為「車場」（以台語發音），後來改名為諧音「車

埕」。日治時代曾在此地興建水力發電廠，因而興建集集線鐵道作為材料

的輸運交通工具，後由於明潭發電廠的興建與振昌木業的設廠，曾經風光一

時，一度是南投的木材集散中心。目前車埕已轉型成觀光小城，充滿著山城

小鎮與傳統木業的特有味道，假日人潮眾多。

【訪問及撰稿人/藝術中心黃豐隆主任．於106年】

南投-水里蛇窯陶藝文化園區

地址：南投縣水里鄉頂崁村水信路一段512巷21號 

電話：(049)277-0967

Email：snake@snakekiln.com.tw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日  

08:00~17:30 (週三公休)

最晚預約或點餐時間：最晚入園：16:00

水里蛇窯陶藝文化園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