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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編工藝家專訪介紹 張憲平 

採訪．撰文／鄭世同 

 

   來到「碧竹平舍」張老師接待客人與堆

放作品的地方不禁開了眼界，到處都是編織

的作品，有老師自己的作品、收藏的作品、

有製作中的教學材料、從各地收集來的小東

西… …令人眼花撩亂。而一開門最為令我印

象深刻的是老師將自己父親、祖父等家人的

相片掛在入口的牆上，讓我覺得老師有飲水

思源不忘本的謙虛及感恩的精神，而事後詢

問將此處取名為「碧竹平舍」的原由，原來

是取師母名稱中的＂碧＂與老師名中的＂平

＂而成，原本覺得此名平實易懂，而又多了

一份充滿愛與溫暖的感覺。 

 

   張憲平老師曾說：「我一生愛竹，無怨無

悔的投入，也希望盡己所能，以圖這場編織

的美夢。三十年來對於竹籐編織的研究及探

索，不曾停歇；竹的虛骨、耿直、中空、有

節…，大自然賦於我們如此優美的物質，應

加倍珍惜，讓它的生命增添光彩、更加永

恆。 」張老師自踏入竹籐編織世界迄今四十

年，從對材料一無所知、辛苦摸索，到四十

七歲那年獲得教育部第六屆「民族藝術薪傳

獎」，成為最年輕的薪傳獎得主，爾後連續三

年獲得文化建設基金管理委員會「民族工藝

獎」的肯定。 

１ 

 

 

 

 

  為何張憲平老師會踏入竹編工藝的領域

呢？又為什麼會選擇竹編當作自己的創作媒

材呢？原來張老師的祖父與父親皆從事藺草

（鹹草）的帽蓆編織工藝。祖父時代以手工

編織為主，父親那一代則改以織機編蓆。而

張老師則在二十六歲正式繼承祖業，開始藺

草的編織工作。但是傳統產業黃昏化，內銷

不敷成本，於是張老師將市場鎖定日本。三

十歲那年，父親有一位從事照明業的日本朋

友，託張憲平老師在台灣找尋生產竹編燈罩

的廠商，儘管他跑遍所有產竹的鄉鎮，但品

質皆無法合乎日本的要求，不如試著自己著

手開發，從草編轉入竹編。然而張老師光在

選材上遇到很多麻煩，加上台灣當地少有會

剖竹面的人，且為了外銷量產，最好能用機

器代工。在長達兩年的學習、研究後，張憲

平終於開發設計出符合日方要求的產品，百

分之百手工編製的燈具，每一個規格竟然分

毫不差。因其精巧的手藝，一九八一年，一

位日本商人拿來一件精美的竹編藝品，希望

張憲平幫他複製，就此，日後投入竹編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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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熱情講解作品的張老師 

２ 一開始日本商人要求的燈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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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竹編手藝上，張憲平老師最擅長的

是，處理空而實存的提耳與密實中空的器身

產生對比，在接合的部份以棒捲、盤結，精

心的編結，使表面處理具有雕刻般的效果，

增加空間深度的靈動，使作品蘊藏無限生命

力。 為了克服竹子保存不易的缺點，擷取傳

統家具以乾漆塗佈髹漆方法，終於完成獨有

的「竹編塗裝」。有趣的是，這種獨創的乾漆

編竹，還曾經在展覽場上被懷疑是古物而引

發爭論。張憲平老師的努力與創新，使竹編

作品從日常用品一躍而成為名家爭相收藏的

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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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創作、教學、展示方面，「精緻不失雅

趣，細膩不失堅挺，輕盈不失厚實。」竹編

創作貴在精、準、勻、薄。選用纖維與節長

堅韌的桂竹。製作流程中，從選材、伐竹、

去竹青、劈竹、剖篾、整篾、定寬、定厚、

倒角，一長串精細的前置作業後， 無論是著

手編織時的起底、 立邊、緣口收編、紮邊、 

接插或結飾，一定得處理的乾乾淨淨、仔細

而不起毛或扎手，才能使作品具有輕、雅、

滑、韌的特性。 

 

４ 

  從一開始老師學習選竹、親手剖竹準備

材料，到自己組裝機具並聘請工人來增加效

率和規格化… …這些在去參訪的當天有了

深刻的感受，老師不但熱情的主動示範手工

編製，並且也帶我去工廠參觀是如何使用機

器去製作材料。一整天下來讓對於編織一無

所知的我，除了對作品與製作有了解之外，

更讓我發覺選材、備料、與機器輔具的重要！ 

５ 

６ 

 

 

 

 

 

 

3 棒捲、盤結，精心的編結 

4 材料處理的乾淨，才能保有作品的品質。張老師親

手製作示範。 

5 製作燈罩的圓板模具，四十幾年來的製作由椅板上

方原來的厚度使用到只有最上方圓板的厚度 

6 示範機器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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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作品張老師本著嚴謹的態度，製作

精緻、古樸蒼勁的竹編，很多收藏家及評鑑

家均給予極高的讚賞。連續獲得大獎榮耀的

張憲平，並不眷戀於名氣的光環，反而如同

所鍾愛的竹子一般，有著虛懷若谷的胸襟。

「做了四十年竹籐編器，說來有三十年都很

痛苦，許多技術上的困難要解決，而且要創

新作品，作不滿意就重來，沒有歡樂的一天。」

但是在近幾年的創作中(創作的第四時期)張

老師對於創作感到十分的滿意，因為「簡單

的作品有無限的組合，而且怎麼組合都好

看。」 

 

  傳統民間器物編製的兩大原則是實用和

美觀，其中實用包括了好用和耐用，更甚於

美觀的要求。也由於實用的考量，發展出紮

實、堅固、對稱、穩定等質樸的美感。張憲

平對器形的基本要求是必須流暢，再來是堅

固和生動，以及器物的整體比例，注重作品

的方便攜帶性與美感兼具。張憲平技法融合

臺灣漢族的傳統竹編、原住民與世界各地竹

藤編織的長處。擅長以精細的編結，形塑出

極富空間張力的架構，以虛實對比突顯竹編

的鏤空特色。也受到日本人啟發，開創具備

「輕巧、彈力」的作品，且多方面的鑽研，

贏得「工巧形美」的美譽。 

 

  老師的創作歷程大約分為四個時期： 

第一時期 普通實用造型與簡單幾何圖紋變

化 

 
７ 

第二時期 造型新變化和立體圖紋編織 

 

８  

第三時期 營造編織的中空疏密與構圖性 

 
９ 

第四時期 大型組合裝置藝術 

 

１０ 

 

7 簡單幾何圖形變化，《無名》 

8 立體空間編織與仿古上漆效果，《無名》 

9 編織的光影疏密，《騰龍》 

10 由許多元件組成的《翻雲》 



 4 

作品欣賞 

 

 

１１ 

  《竹林》藝術創作源於大自然，像他就

把進入竹林走動的那種感覺，微風輕輕吹

起，枝葉不時搖曳的那種迷離光影交錯下的

映象，編織在名為「竹林」的作品中。 

 

１２ 

  《福在眼前》有蝙蝠，有圓圈，隱喻叫"

福在眼前"，因為有四隻蝙蝠，稱為"賜福"也

可以。這件作品也是具有尋找透空的效果，

用雙層的席片把它重疊起來，流露出透光的

感覺，密密麻麻的很漂亮。最特殊的是巧用

竹子的節這一特徵，把它編做圖案，形成彷

若來自竹林中如夢似幻、光影晃動的映像。 

 

 

 
１３ 

  《龍蟠》張憲平的作品有分兩類，有竹製

品和藤製品兩種，這件純粹是藤編的，編做

這一件作品剛好是龍年，為了紀念千禧龍

年，張憲平在編做工整的淺盤上，展現出翻

騰迴轉的千禧遊龍。

 

１４ 

  《覓》這一件作品呈現出雕刻、浮雕的

效果，有一些樹枝、樹葉的那種感覺。張憲

平細密紮實的編織出雕塑的空間感，仿古的

染色法，讓輕盈的竹器皿，滲透出彷若古器

的厚實滄桑。 

 

11 《竹林》 

12 《福在眼前》 

13 《龍蟠》 

14 《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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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尋跡》因為張憲平家已經有三代從事編

織的工作，家學淵源的關係，從祖父、父親

到他，血液裡遺傳下來的基因，所以他把它

取名叫“尋跡”，即尋著前人的足跡，繼續

他們的手藝。在輪口編法的圓形紋飾上，呈

現出輪迴不已的旋轉，張憲平用“尋跡”編

寫著，一家三代的編織情緣。 

 

  張憲平老師畢生投入編織工藝，從兒時

被父親要求，到自我尋求拓展並且創作，從

原本賴以為生的事業找出了興趣與成就，來

自各國爭相購買收藏他的作品，然而老師卻

捨不得將自己的心血全數賣出，畢竟每一個

都像是自己的孩子，且獨一無二。在跟老師

談話中得知，雖然有從世界各地來向老師拜

師學藝的人，而老師也有在大學、工藝所等

台灣各處教學，但是卻還沒有一個可以交託

的傳人，眼看此項技術與手藝可能就只僅只

於此，不只老師，而我感到惋惜。 

 

15 《尋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