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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琇鈞│ Hsiu-Chun YANG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系碩士

在台灣成名的傳統工藝家多是師承名門、或是經驗豐富、

手工精湛的「老師傅」（老經驗的師傅），而我們欣賞他們的

作品，除了創意巧思之外，主要還在其技法的純熟和作品的精

緻度或大氣度。今天我們要介紹的唐一秀老師，卻和以上的評

量標準相去甚遠 — 她很年輕；她工藝年齡相對甚短；她並沒有

師出名門的背景，甚至沒有經過專業訓練，而只是在網路上吸

收世界各國及其他方家達人的作品經驗，然後自行摸索製作；

手工的作品靠巧手琢磨而成，且經常只做單件。

我們接觸她的作品，除了欣賞作品的質樸手工和作品透露

出隱藏著的個人風格外，最重要的特性是：她的作品都不是用

來「看」的，而都是可以操作把玩的；觀賞者感動的是：當接

觸那些可動手操作互動的木製玩具時，會感受到這些會動的工

藝作品之結構外露且簡單清楚；能滿足富於童心、童趣，並引

發兒童們的好奇心；除了欣賞其創意巧思之外，更是充滿了傳

統童年玩具獨特的童趣；也會勾動你深藏內心已久的童年玩遊

戲之經驗和回憶。

唐一秀
台灣素人工藝師和生活藝術家
I-Hsiu Tang: A Master of Crafts and the Art of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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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學經歷

現居宜蘭員山鄉的素人工藝師唐一秀，其最

高學歷是高職美工科畢業，她並沒有受過科班藝術

教育或木工工藝創作的訓練課程，然而，所有看過

她將親手製作的木工家具、玩具布置於客廳和起居

空間的訪客，都會感嘆她以手工製作出會動、會變

形的木製作品，在在都流露出她個人結合童玩和生

活藝術的獨特工藝手法與創意巧思。她自稱在高職

之前，即就讀國中時一直都是放牛班的學生 — 說

到這裡，我發現她沒有一絲尷尬的表情，反倒是很

開心自己可以肆無忌憚地玩，而不需要像升學班的

學生一樣，放學後還有無止境的補習，每天都忙

著考試、念書。唐一秀雖然自稱是放牛班的學生，

但並不代表她是一位不聰明的學生。她回憶道；教

她的數學老師，曾經在放牛班的學生面前把唐一秀

叫去，請她去解一題連升學班的學生也不會做的數

學問題；而且當時有老師問過唐一秀是否願意去升

學班，但是遭到唐一秀婉拒，那時她說：「不要，

放牛班比較好玩！」。由此可見，唐一秀從求學階

段就似乎已經隱含著日後的遊戲人生歲月。

畢業之後，唐一秀進到紡織工廠工作。一開

始的工作和她的專長無關，後來才轉到幫忙畫布

1 唐一秀老師家門外就

有其作品迎客。

花、分色的工作。在國外畫布花通常會先有一個設

計師將衣服的花樣設計好，然後轉交給底下的製作

商幫忙做分色的動作後，再進行網版印刷。不過，

唐一秀表示她所作的畫布花工作的作法，並非國內

其它工廠的傳統作法 — 採用現有衣服上的圖案，

直接讓製作廠商畫好花布圖稿再分色。這樣的工作

做了幾年之後，因為畫布花的技術及重心轉移到國

外，造成台灣畫布花的工作逐漸沒落，而唐一秀也

失業了！

後來在朋友介紹的機緣之下，唐一秀開始在

無尾港社區裡頭教繪畫，唐一秀除了教繪畫之外，

偶爾也會幫忙設計產品。無尾港位於宜蘭縣蘇澳

鎮，因為濱臨海岸，所以常颳起大風。教了一陣子

之後，有一天唐一秀的朋友建議她可以設計風車，

應該很適合無尾港的天候，於是便著手開始做起風

車。當她發現她做了一座風車，她的朋友卻沒辦法

仿製做出一模一樣的風車時，她了解到她似乎有這

方面的天分。於是乎，唐一秀老師走向玩具製作生

涯的不歸路就是從這裡起步了！

做玩具的歷程

唐一秀開始把心力投入在玩具製作上。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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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出鍬形蟲晝伏夜行習性的作品也算是生物課的教具呢！

靠風力轉動的作品。

用風力轉動的作品。

做的玩具皆採用木頭，因為她個人很喜歡木頭材

料，另一方面除了要做出自己的特色之外，還希望

可以挑戰只用單一木頭材料的極限。她想看看到底

只用木頭可以做到什麼樣的程度。唐一秀所做的玩

具是按照書上所教的，先做出一個一模一樣的之

後，再仿照其機械原理做出其他不同造型的玩具。

那個時候她所做出的玩具類形式是可以用手轉的，

只要轉了把手，盒子上的人就會動。這類的玩具不

同於風車只能放在外面，它可以放在室內，靠力學

轉動，讓人物動起來。

這類的玩具做久了，唐一秀漸漸感到乏味。

她覺得這種類型的玩具只會一直轉，沒什麼意思。

於是滿腦鬼點子的她，便開始突破創新，想做點別

的東西。她運用網路搜尋資料，希望可以找到更多

有關玩具的資訊。當時的網路沒有現在那麼發達，

連想看 YouTube 網站上的影片也沒有，所以，她

是靠上網買書來獲取新的靈感。之後網路逐漸發

達，很多關於玩具製作的傳播在網路上也越來越流

行，唐一秀時常瀏覽網站、觀看 YouTube 影片以

及閱讀書籍來獲取新知。她開始改做有節奏性的玩

具，較富趣味。也就是說，這種類型的玩具當你轉

把手帶動齒輪的時候，上面的人物或主角會搭配不

同的情境而有不同的動作或表情。

比較特別的是，當唐一秀在網路上看到節奏

性的玩具時，激起她很大的興趣，誘使她去做這類

型的作品，可是她又想跟網路上做的不一樣。於

是，她開始花腦筋去思考要做什麼樣造型的玩具比

較好。像鍬形蟲作品，是唐一秀替蘭陽博物館搭配

「曠野的行動寶石 — 步行蟲特展」時所設計的。

這個作品當你轉動手把的時候，後面的背景會有日

夜交替的感覺。當白天的時候，鍬形蟲會靜止不

動；晚上的時候，鍬形蟲則會開始走動，藉此暗喻

鍬形蟲為夜行性動物。此外，當鍬形蟲走動的時

候，牠的足部會呈現相互交叉的方向而前進。從這

一個例子正好可以說明，唐一秀在創作鍬形蟲時，

套入節奏性的概念，非常具有教育價值。我想這或

許也是唐一秀的玩具創作這麼具有原創性以及吸

引力的緣故。

有一次，宜蘭監獄舉辦一場給工藝師傅展示

藝品的展覽，唐一秀的玩具作品也在那裡展出。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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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被在宜蘭頭城鎮負責修復和製作傳統木藝的在

地木工師傅 — 陳啟文看見，那時陳師傅很讚賞唐

一秀的玩具作品，認為她做玩具的想法非常好。但

是以雕刻起家的陳師傅，一眼就看出唐一秀的玩具

作品還有許多雕刻技巧上面的缺乏。原本唐一秀雖

然是就讀高職美工科，但是雕刻並不是她的本業，

許多有關於木工的技巧，都是靠自己摸索而來的。

大約六年前，兩人因緣際會之下互相認識，

並各自切磋關於木工上的創作。陳師傅從國中畢

業後就開始學木雕，對於木工特別有耐心和興趣，

因此一生中已有二、三十年的努力，造就陳師傅

現在一身的好手藝。陳師傅表示除了拜師學藝外，

很多東西還是靠自己摸索而來的，像是他使用的雕

刻刀都是自製的、機器也自己修理，除了雕刻外，

他還精通做匾額、金工、修理家具以及攝影。唐一

秀也特別提到，陳師傅磨刀的功力可是一流的，這

個她都學不會！

說起陳師傅與唐一秀的關係，可以用「亦師

亦友」這四個字來形容。陳師傅和唐一秀並不是所

謂的學徒關係，不是陳師傅教什麼，她就跟著學什

麼。唐一秀提到她對自己要做什麼有自己的想法，

但在某些技巧方面遇到瓶頸，她通常會使用土製的

方法來解決。不過陳師傅的出現，幫助唐一秀提供

5 6唐老師早期的創作，雞吃蟲的非節奏性作品。 具有節奏性、較富趣味的玩具是唐一秀老師後期的作品。

7

8

唐老師手作的木玩具都可以一方面操作並看清楚其結構原理。

唐老師的作品展現台灣早期林木業時期的木材工業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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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在木工方面如何可以做得再精緻的技巧，或是

提供一些方法讓唐一秀去解決她所面臨到的困難。

唐一秀在陳師傅那裡看了許多有關木工的書、學習

使用更多不同的雕刻工具，讓她在製作玩具這條路

上又往前邁進了一大步。

玩具路上的風雨

對開朗、聰穎和樂觀的唐一秀來說，她認為

從以前到現在，製作玩具的過程中，並沒有遇到

太大的困難。她認為自己很幸運的沒有經濟壓力，

不需要在意買賣訂單的業績，所以她可以看到什麼

想做的都可以去做。即使在製作的過程中，她遇到

無法克服的問題，她並不覺得這是困難，反而看作

是一種挑戰。與其跟一直做重複性的工作比起來，

她覺得越困難的東西她就會特別想要去克服它，雖

然一直不能成功，但卻也激起了她想把它做成功的

決心。

例如：翻滾木偶，唐一秀興奮地分享說要完

成這個作品時，外表看起來需要計算翻轉時樓梯的

間距、人的長度、大小、重量以及手掌和腳掌的長

度等。可是，在她真正實作之後，她發現當人物的

腳夠重的時候，它就會翻過來，但是當它翻過來

的時候是不會動的，所以會需要一條繩子去拉它。

最重要的關鍵點就在於這條繩子的彈性與韌度，而

且，這條繩子不能太軟也不能太硬、不能太短也不

能太長，這些都是在自己實驗了之後才會知道的。

10

1211

利用重力翻滾的木

偶是歐洲德國、法

國，東瀛日本江戶

時代和清代貴族共

有的成人玩具。

唐老師正示範鐘擺木偶如何在木棍上行進。唐一秀老師的作品除了有趣好玩，還反映出早期

台灣林木業搬運木材的情景。

9 唐老師早期的作品－

求婚偶，木偶肚子打

開的抽屜是用來放戒

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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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唐一秀的口中聽著她敘說製作翻轉人時的歷程，

縱然遇到了許多需要解決的問題，但她卻甘之如

飴，沉浸在具挑戰性、動腦筋思考以及不斷嘗試的

樂趣之中。

「只要有熱忱，任何事都不難！」

唯一令唐一秀覺得困難的是在創作時沒有靈

感的時候。她每次所做的玩具與一般量產型玩具不

同，每一件都需要事先構思她想製作怎樣的題材，

裡頭包含著什麼樣的內容和故事。這樣的靈感，並

不是花時間思考就能想出來的，當她想不出來的時

候，就是最痛苦的時候。日後她希望能在玩具裡頭

加入更多的感動和驚喜的元素在裡頭，希望觀眾看

到她的作品也能感同身受。

當筆者向唐一秀提到，如果後輩的人也想和

她一樣想走這條路，不曉得她是否會給他們什麼樣

的建議時，她馬上開口回答：

沒有什麼建議，沒有耶。只要有熱情就好了！做任

何事情當然都是在錯誤中學習，而且不是先想如何

在這個領域得名獲利。我認為這個是天分，是教不

來的！不過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有天分，老天爺都會

給你機會，只是你準備好了沒有。

從唐一秀的話語中可以發現，雖然她謙稱沒

有給予後輩們任何建議，但從字裡行間，可以發現

許多受益無窮的鼓勵和提醒。首先，唐一秀認為做

任何事情之前，最重要的就是你對這件事有多少熱

忱，而這和宜蘭頭城陳啟文師傅對工作的態度是不

謀而合的。唐一秀也是藉著對玩具情有獨鍾的態

度，才使得她無論在製作過程中遇到任何難以解決

的問題，都能靠著熱忱迎刃而解。

再者，從唐一秀分享自己在製作玩具的經歷

和做法可以發現，除了對自己想做的事情有無比的

熱忱之外，能好學不倦，時常獲取新知、不追隨別

人的腳步，努力不斷地創新，以及在錯誤中擁有不

斷嘗試冒險的實做精神，是唐一秀在如此繽紛絢爛

綻放光采的遊戲生活中，值得讓人學習的。

（本文圖片攝影：楊琇鈞；作品提供：唐一秀）

13 14 15唐一秀老師家客廳擺滿了可讓客人動手

玩的手製家具和玩具。

唐老師的作品加入手動音樂盒的元素。 具節奏性的作品，讓整個作品多了

故事性與趣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