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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介紹與初步成果                             

研究計畫介紹 

    交趾陶五彩繽紛的特色來自釉藥的發揮，充分呈現出一場多彩豔麗的視

覺饗宴。經研究，交趾陶釉藥可溯自中國戰國時期的低溫鉛釉，歷經漢綠釉、

唐三彩、宋三彩、明清素三彩發展，成為臺灣傳統建築裝飾不可或缺的元素。

目前臺灣釉藥與陶瓷藝術發展趨於穩定，但由於研究釉藥配方需耗費大量時

間與實驗成本，成為民眾入門門檻，推廣交趾陶藝術易受阻礙。釉藥是一連

串測試的過程，需要耐心實驗，本計畫將運用傳統方式及鉛釉體系，進行配

方實驗，可穩定輸出交趾陶的釉藥色票，同時能依據色相與明度需求調整所

需色彩，建立一套交趾陶色票試片。因應時代需求與傳統藝術延續發展，交

趾陶積極從廟宇裝飾藝術轉換成普羅大眾的藝品，但是隨著時代變遷，工藝

品或藝術化均有疲軟趨勢。因此，釉藥技術延續，或許不應侷限於交趾陶作

品應用，需更廣泛運用於古蹟修復、建築裝飾或作品等，讓釉藥發展得以持

續傳承。 

 研究內容大綱: 

    本計畫將分三年期進行交趾陶釉藥研究與實驗，並藉由資料搜集、藝師

訪談等方式，整合交趾陶釉藥色彩，包括用土種類、釉彩特色等，由於交趾

陶藝師各家各派多有個人差異，例如陶土混合比例或自製慣用工具、上釉方

式等，技術特色並無優劣之分，故將以統整概念進行基礎建立，為後續釉藥

研發與配製應用建立基礎。參見【圖1】。 

第一年建置釉藥色彩體系（900℃） 

    交趾陶除了基本色相以外，需創造更多顏色色階，之後運用於陶瓷類仿

作修復時，色彩還原可更精準。目前規劃製作色相有紅、粉紅、橙、黃、淺

黃、草綠、深綠、水藍、深藍、紫、棕、黑、白等，每種色相由淡到深9層色

階，以百張試片為目標，建置完整色彩體系。 

第二年土坯混合配製（900℃） 

    因為不同坯體，上相同釉藥後，亦呈現不同深淺色彩，例如瓷土燒結偏白色、

木節土燒結偏米色、黃陶土燒結偏黃色，三種土相互搭配，即可產生多種坯體，

每一系列坯體搭配前述釉藥色彩體系，即可創造上千張試片，使色彩體系更完

善。 

第三年無鉛釉藥研發（1200℃） 

    含有鉛釉的交趾陶，容易讓民眾心生畏懼，推廣傳承易受阻礙，因此無鉛釉

藥的研究，勢在必行。提高陶瓷燒製溫度，則可摒棄對鉛的依賴。如何呈現鉛釉

釉色流動美感，又不依賴鉛化合物來配置，將是實驗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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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片 

瓷土、木節土、黃陶土 

第二年 

土坯混合配製 

第三年 

無鉛釉藥研發 

資料搜集 藝師訪談 

交趾陶釉色開發與研究 

建置成果 

推廣展示 

【圖 1】研究方法與步驟流程圖 

第一年 

建置釉彩體系 

溫度 

900℃ 

配方 

鉛釉 

試片 

瓷土 

數量 

109 件 

溫度 

900℃ 

配方 

鉛釉 

試片 

瓷土、木節土、黃陶土 

數量 

654 件 

溫度 

1200℃ 

配方 

長石、石英、碳酸鈣 

數量 

76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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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業流程 

政府長年推廣下，社會大眾文化意識抬頭，關於交趾陶研究論述陸續出版，本

計畫參考論述或專書，均針對單一釉藥研究或說明，色彩範圍較侷限。故本研

究可依據上述基礎，持續延伸色彩體系，完整所有顏色明度與彩度的架構。 

後續運用藝師訪談方式，補充相關交趾陶配製資訊，藉由藝師經驗，獲取相

關建議。由於部分配方仍屬於藝師獨門配方，有商業考量之疑慮，故訪談不

以取得藝師配方與比例為目的， 將主要諮詢釉藥配製與研發的心路歷程，

同時詢問配釉的方向。 

實驗試片流程: 

 釉藥體系: 

建置釉藥色彩體系 

色彩範圍【色相】 

依據林添木 8 種基本母色，分別為胭脂紅、古黃、淺黃、濃綠、海碧、寶藍、紅

豆紫、白等色相進行延伸，並參考設計色彩學系列顏色的冷暖色性，添加鮮紅、

橙色、草綠、棕色、黑色等色相。整合後，分別為紅、粉紅、橙、黃、淺黃、草

綠、深綠、水藍、深藍、紫、棕、黑等 12 種色相，再添加透明釉為白色，完成

基本色相建置。 

【參考表一】 

【表 1】色彩研究整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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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土練製 

本實驗為求最鮮明色相，故試片底色為白色最佳，經研究發現，面前市面上

販售日本 31 號瓷土，其質細緻、色澤溫潤、黏度高，素燒燒結可得最純白

的底色，因此將選擇日本 31 號瓷土為原則，製作試片。 

練土，陶土中空氣去除，使陶土變得均勻緻密。 

圖下為真空練土機 

 

試片製作: 日本 31號瓷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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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動式陶板機 

利用陶板機製作，用於建築模型牆面製作，可呈現較平滑之長方形土塊。試片: 

1. 陶板機使用方式 

 

 

 

 

 

 

 

 

 

 

 

 

 

 

啟動總電源開關（往上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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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量下面墊著木板的高度，看刻度在哪裡 

 

 

 

 

 

 

 

 

 

 

 

 

 

 

轉動上方握盤調節陶板機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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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運轉            反轉運轉 REV            FWD 正轉按鈕 

2. 使用陶板機製作試片 

此次實驗我們切割成一片長10cm、寬3cm、厚度0.7cm試片，為求釉藥的呈色效果

與流動性，試片形式將呈現 L 形狀，平面部分可觀察釉藥的呈色與積釉情形，

立面部分可檢視釉藥的流動性與附著力，紀錄釉藥各種狀況與效果，並予以編號，

協助配方索引。 

 

 

 

 

 

 



8 
 

 

 

 

 

 

 

 

 

在布料下方墊木板以免沾黏 

 

用切土器（線切）取土 

 

 

 

 

 

 

 

切完後土堆放在木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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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堆放置在木板靠近起始位置，盡量中間不要有縫隙 

 

 

 

 

 

 

 

 

 

把布蓋上 

 

 

 

 

 

 

 

 

 

按下運轉開關，並讓它來回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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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布料掀開，檢查土上面是否有裂痕或痕跡，如有痕跡先抹點水上去，再把土覆

蓋摺疊在壓一次 

 

 

 

 

 

 

 

 

使用L形尺衡量尺寸 

 

 

 

 

 

 

 

 

並拿刀切割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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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直來回切 

 

 

 

  

 

 

 

 

 

最後切割完的試片（長 10cm、寬 3cm，厚度 2cm）並蓋上印花章並對摺成 L 型

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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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藝燒成電氣爐（電窯） 

 

 

 

 

 

 

 

 

 

 

電窯操作 

 

 

 

 

 

 

 

放完試片後入窯，並旋轉關上窯門（上下） 

 

 

 

 

 

 

 

電表上顯示已設定的幾個配方，這次實驗素燒選配方一〈110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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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啟動後，再把下方右邊紅色按鈕按下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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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片素燒: 

1. 溫度 

交趾陶釉藥配方屬低溫鉛釉，以鉛作助熔劑，而且鉛的折光指數高，具有增加釉

藥伸張量，促使釉在坯體上穩定與活耀流動，讓釉藥在熔化後便附著於坯體表面。

本計畫運用交趾陶慣用燒製方式燒製試片 

2. 素燒，使用 1100℃素燒試片，將坯體中有機物予以碳化，使坯體堅硬，

有利於釉藥塗施。 

 

3. 釉燒，上釉並以900℃釉燒，促使釉在坯體上穩定與活耀的流動，讓釉

藥在熔化後便附著於坯體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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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釉藥測試: 

 

 配方 

依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初步研究成果，將以鉛丹或鉛白 

70g、石英或長石 20g、高嶺土 10g，設定為基本釉（透明釉）配方【表2】，

再輔以金屬氧化物來呈色，例如氧化鐵、氧化鈷、氧化銅、氧化錳、氧化鉻

等，依據 12 種色相需求，選擇或搭配相關金屬氧化物。 

 

 

 

 配方表: 

依據基本釉補助金屬氧化物調製顏色。 

 

 

 

 

 

基本釉 

降低熔點 透明光澤 攀附效果 

鉛白 石英  

高嶺土 鉛丹 長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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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藥紙製作現場 

 

塑膠罐子*10 ，裝大桶子裡的釉粉，使用比較方便（鉛丹、鉛白、石英、高嶺土） 

 

櫃子下擺放大桶子裝釉粉（鉛丹、鉛白、石英、高嶺土、日化長石、CMC、碳酸

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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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邊櫃子由上至下擺放，方便拿取（由左到右，由上至下分別為:氧化銅、氧化

鉻、氧化錫、碳酸鋰、氧化錳、氧化鈷 76%、氧化鋁、碳酸銅、氧化鐵、氧化鎳、

太平滑石、T222、T203、T288、T102） 

 

開始調製釉藥:塑膠杯上貼標籤做記號以利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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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研究教室進行調製釉藥及上釉研究，試片塗上兩層釉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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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預計呈現方式: 

關於 109 件釉藥試片完成後，將完整記錄製作過程，包括試片製作方式、

陰乾方式、上釉技法、素燒與釉燒溫度與時間等，並予以編號，詳細記錄。

最終成果，將採用平面試片，以壁堵方式呈現，同時可依實際需求，並與主

管單位討論，建構釉藥試片牆面之整體造型，協助推廣交趾陶釉彩之美。 

【下圖】為瓷土壁堵設計構想圖 

 

（二） 初步成果 

 工作流程及進度 

1. 計畫開始前對於工作分配及製作過程進行討論規劃，以及因應疫情關係進行

分流制辦公，分開實驗製作。 

2. 製作試片前由老師進行示範教學，讓我們更便於了解製作方式及規格，

避免交趾陶作品陰乾時發生龜裂、素燒爆裂、釉藥起泡或過於流動等影

響，需積極避免與排除，期望呈現視覺效果最佳且完善的釉色試片。 

3. 試片完成後，需進行陰乾動作，自然風乾。陰乾時，應盡量避免使用風扇、

吹風機等電器來吹乾，因為快速乾燥過程中，陶土水分急速流失，收縮劇烈

而龜裂；或是僅表面乾燥，其內部尚有水分，造成陰乾作業完成的錯覺與假

象。 

4. 素燒:電窯溫度掌控則較為穩定，且為求坯體更良好的硬度，通常會燒

至 1100℃左右，使作品堅硬耐久。溫度亦不能太高，容易瓷化，使釉

藥不容易附著。 

5. 釉燒:觀察釉藥變化，釉燒若升溫太快，坯體或釉藥中的有機物質來不及揮 

發、或溫度上升不足、恆溫時間不夠，均容易產生起泡現象，故需嚴加控管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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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兩張圖】為目前初步執行成果 

a. 目前狀況 

目前進度已完成160個釉燒試片。 

b. 需改善的地方 

試片上釉時厚薄度可再多控制，避免太厚流動，並適時調整高嶺土與CMC(懸浮

劑)比例，改善流動問題。目前正進行基本釉與單一金屬氧化物配方實驗，基礎

色系完成後，將繼續展開複數金屬氧化物配方實驗，提升色相層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