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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王功地理傳說 

 

浮水蓮花─明朝崇禎十二年 (一六三九)，林氏兄弟晉璧和晉玉，從

福建同安渡海來到王功，遙望三溪交會入海，如游龍口吐蓮花，並

有七座沙崙環布，猶如七枝蓮花梗浮出水面，呈現出「浮水蓮花」

的地理屏障，林氏兄弟決定在此落腳，寫下王功移開墾史的首頁。 

地名傳說─王功原名叫下堡庄，因當時尚無庄名，以下堡庄自稱，

早期居民信仰以移民自原鄉奉承來的「池王爺」被視為開庄鎮庄神

明。 

傳說嘉慶年間，大海盜蔡牽在此搶掠時，「池王爺」顯靈逼退，事

後蔡牽為了感謝王爺開恩，通令海盜船每次航行至此地，要向王爺

宮遙拜才能通過，也不能再去搶劫了。 

後來漁船航經於此，就大喊「王爺宮庄」到了，結果王爺庄後來反

比下堡庄更出名了，村民為感念王爺的護庄功勞，特將「王宮」改

為「王功」，使王功子孫莫忘王爺的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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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功位於風頭水尾的偏僻漁村，居民生活非常艱辛，目前王功居民

重要收入來源是養蚵、剝蚵。 

 

 

貳、養殖蚵仔起源 

 

相傳早在荷蘭人與鄭成功時期，就有漁人在沿岸淺海之處，採天然

野生蚵仔養殖在大陸沿海已經有四千年歷史。 

北宋梅堯臣(一００二─一０六０)食毛詩記載： 

亦復有沺民 

並海施竹牢 

採綴種其間 

沖激恣風濤 

鹹滷日興滋 

蕃息依江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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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特產-蚵仔 

 

王功地區何時開始養殖蚵仔，沒有歷史記載，但是地方歷久不衰的

特色。相傳嘉慶君遊台灣時，吃到王功的蚵仔大為讚賞。王功蚵仔

體型玲瓏嬌小，肥美時整個蚵肚呈圓形乳白色狀，有如珍珠一般，

有「珍珠蚵」的美稱，而且吃起來香甜有彈性，在全省各地市場深

受歡迎。  

王功地區水溫不會太高，鹽分適中，且水質良好，最適合蚵仔生

長，據說，王功蚵仔耳葉有七片，其它地方的蚵仔只有六片耳葉，

所以王功蚵仔又有「七耳蚵」的說法，每年六至九月是盛產期，王

功人認為冬至時期的蚵仔特別有彈性，最好吃。 

養殖蚵仔是件辛苦的事，工作時間要配合海水漲退潮時間，有時得

起個大早，忍受「九降風」東北季風吹襲；有時是正午烈日下，烤

得汗流浹背；有時天色昏暗了，蚵民還在海裡採收。 

王功地區屬淺海沙灘地，養殖蚵仔適合採用「平掛式」，「平掛

式」養殖法必須先挑選較大的蚵殼當母殼，鑽孔後，再尼龍繩把母

殼串起，每個母殼距離約十至廿公分，串成一串後，再掛在蚵架

上，讓蚵苗來附著生長，漲潮時整個蚵架被海水淹沒，退潮後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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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在陽光下，約八至十個月才能採收，生長速度較南部採用的

「垂吊式」慢了四個月以上。 

  

「三輪鐵牛採蚵車」是蚵民的運輸工具，為了適應水深及腰的海

水，車身採不鏽鋼材質，不怕水的引擎裝置在車子上方，有時必須

再換舢舨才能到達養蚵場。每天退潮時一輛輛「噗噗噗」採蚵車 

，駛向海裡工作，也算是王功地區特色之一。 

 

肆、養蚵剝蚵 

 

王功人逃不過「蚵」的宿命。「男人養蚵、女人剝蚵」，這是王功

人的寫照，走進王功芳漢路美食街上，映入眼簾的是一攤攤蚵攤，

蚵攤前張開一支大陽傘，三五成群婦女在傘下，以熟練的手法剝

蚵。 

九十歲的林閱，從年輕就靠剝蚵打零工賺錢，到現在，她剝蚵仔的

技巧仍比年輕人強，年輕時賺的錢用於家庭，現在除了當曾孫的零

用錢外，還有上廟宇買香拜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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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印象中的王功 

 

王功！風大，還有濃濃的人情。 

余季回到王功，卅年來柑仔店依然。 

政府實施周休二日後，彰化縣政府加強王功漁港的各項休閒遊憩設

備，像興建生態景觀橋、觀景台等，近幾年到王功的遊客數是呈倍

數成長，每到假日，美食街滿是摩肩擦踵的人潮。 

來了的遊客，吃炸粿 (蚵嗲)、花生、枝仔冰、海鮮，吃吃喝喝玩了

一天，拍照紀念後就走人了，遊客一天帶來數十萬元的經濟利益，

只留給美食街店家，帶給社區居民的，就如同傳統柑仔店一樣─沒

有改變，令人不勝唏噓。 

 

陸、採訪緣起 

 

在二林四鄉鎮跑新聞有六年餘，近兩年只有在季節更迭時，繞到王

功芳漢路美食街，拍婦女挖蚵仔的照片，詢問氣候是否影響蚵仔品

質，向讀者報導蚵仔的售價，順便買包新鮮的蚵仔回家享用，對蚵

仔介紹深入不多，頂多是餐廳業者推出蚵仔大餐時再多寫上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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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蚵仔含鋅，是男人眼中的『威爾剛』」，大概我是與蚵仔相看太

多年了，蚵仔在我眼中已是「見山不是山」了。 

王功很適合全家親子休閒旅遊，在海邊有紅樹林、彈塗魚、白鷺

鷥、招潮蟹等豐富生態、到潮間帶看蚵田、摸貝捉蟹，走一趟王

功，等於為孩子免費上一堂自然課；另外，王功燈塔是著名地標

外，遊客站在縣府新設王者之弓橋、景觀台及生態景觀橋上，可以

欣賞彰化八景─王功夕照─更是遊客必留下倩影的景點。 

但很可惜的，走在王功的路邊、堤岸邊，隨處是成堆廢棄的蚵仔

殼，不只腥臭味道難聞，更糟的是，總引來蚊蠅孳生，汙染環境衛

生，王功人對蚵仔是既愛且恨，畢竟蚵仔帶來生計，如何處理「蚵

仔殼」這惹人嫌的東西，又十分棘手。 

王功漁牧生產合作社爭取到經費，添購機械，將蚵仔殼加工製成肥

料，卻只是解決了少部分蚵仔殼的問題。 

前年月，救國團芳苑鄉團委會會長洪愛美告訴我：「帶你去看看余

季老師利用蚵仔殼做的作品，好漂亮。」，「余季？我認識他，他

是王功美食街的會長嘛！」，不過，當時心中對「蚵仔殼作品」一

點也不抱希望，「大概就是把上色的蚵仔殼串成門簾吧！」，聊備

一格的蚵仔殼門簾，浮現在腦海中，心想：「搞不好發了稿，還被

報社長官臭罵一頓：「這種作品能算是新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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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幾天後，洪會長把我拖到余季家中，余老師住處就在芳漢路美食

街上，前方是傳統柑仔店，後方房間擺放的作品，真叫人眼睛為之

一亮。 

「這真的是蚵仔殼做的嗎？」這些充滿生氣的作品，包括各種表情

的臉譜，有彩色也有西白的，或哭、或笑、或沈思，或做祈禱狀，

每個臉譜都具有靈活神現的神情，它們竟是蚵仔殼融入紙黏土做成

的作品？我揉了揉眼睛，直呼不敢相信。 

在另一個角落有一幅作品「海邊景致」，余季說：「這一隻隻白鷺

鷥也是蚵仔殼做成，那天，我帶著女兒到海邊散步，看到幾塊漂流

木、石頭，還有沙子就把它們撿拾回來，布置成海邊景致。」真是

美到不行，害得我也很想把它搬回家。 

回程，直感謝洪會長帶我到余老師家大開眼界，當然當天的報導也

順利見報。 

柒、蚵殼創作 

 

回想起王功美食團結會時，與余老師細談，得知余老師藝專畢業

後，一直是留在台北從事藝術創作，八十六年，以看顧柑仔店維生

的老父身體狀況欠佳，他與妻子毅然結束台北的一切，帶著女兒回

到故鄉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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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季的妻子梁鳳蓉接手看顧柑仔店生意，她利用機會與上門購物的

村民聊天，徹底了解到王功人生活艱辛的一面。 

王功地區在彰化西南隅，居民謀生不易，靠捕魚、養殖或賣炸粿維

生者多，年輕人口嚴重外流，忍痛離鄉背景，為的是求得一分穩定

的好工作，而留在鄉下的多是打零工或待業人口。  

四、五十歲以上的婦女，為了貼補家用，受雇幫人挖蚵仔，挖一碗

約十四兩的蚵仔賺得廿元，一天八小時工資四、五百元，對家庭經

濟不無小補，「不過，其他年輕的人才呢？不是太可惜了嗎？」余

師母惋惜著。 

  

̕師母催生蚵殼藝術 

  

「王功有的是什麼？」，連炸粿都端上國宴了，王功特產當然首推

蚵仔啦，其實，王功在吃的文化早已享譽全國，還能推出什麼呢？

除了每逢假日來來去去的觀光客，就是隨處可見廢棄的蚵仔殼了。 

「對了，是蚵仔殼」，師母靈機一動：「就像墾丁的貝殼一樣，蚵

仔殼就是王功的特色，它不只垂手可得，蚵殼藝術化後，令人頭痛

的蚵仔殼數量也會減少，還可把蚵藝推上文化舞台，成為王功的文

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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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母說：「王功人曾發動大規模的東麗紙廠抗爭事件，海口人豪

邁、飆悍的個性，是一般人對王功仍存在著不良印象，我回到王功

居住，愛上的卻是王功人憨厚、率直的一面」。 

「桃園鶯歌陶藝、苗栗三義木雕街均是充滿人文氛圍的觀光景點，

遊客到那兒旅遊，會順便買個陶藝、木雕紀念品，我們推動蚵殼藝

術後，日後到王功遊覽的遊客，看到這些藝術品，首先改變對王功

的印象，接著買個蚵藝紀念品回家擺設，保證把王功的名聲打得更

響亮，也改變了王功的文化氣質，如果可行，我們帶動社區民眾大

家一起動手做，還能增加居民的收入。」師母自信滿滿一口氣說完

她的理念。 

「蚵仔殼？藝術？不行吧！」，沒想到，余老師立刻潑了盆冷水，

毫不保留流露出：「怎樣也無法把蚵仔殼與藝術聯想在一起」的不

以為然表情。 

原來，余季從小與蚵仔殼一起長大，蚵仔殼又髒又醜又臭，一般人

嫌它都來不及了，他認為，色彩華麗的貝殼鑲在珠寶盒上，或做成

項鍊，即突顯出明星般的耀眼質感；反觀被棄置在路邊，樣貌又醜

得可以的蚵仔殼，活像老人家皮膚上的皺紋，吸引的是蚊蠅，怎能

與「有文化氣質的藝術品」連在一塊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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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機緣下，夫妻倆接觸到一家紙黏土店，老闆拿出的紙黏土，余

季發現紙黏土與洗白後的蚵殼很搭配，靈機一動，決定把蚵仔殼與

紙黏土融合一起，九十一年，余季總算擺脫學院派的窠臼，動手完

成第一件蚵殼作品─「變臉」─這個為了深愛故鄉，終於大功告成

的力作。  

接著陸續完成滄桑的老人國臉譜、印地安酋長圖騰、禪師、漁夫

等，表情不一的臉譜，像極了余季的前半生，充滿喜怒哀樂豐富的

人生表現。 

余師母像個嚴厲的老師，在後方不斷鞭策余季創作，她希望余季展

現的蚵藝要呈玩多元化，讓男女老少都有ＤＩＹ蚵殼藝術的機會。 

目標最後落在余季從宜蘭尚德社區帶回來的竹製白鷺鷥模型，「臉

譜圖騰的難度太高了，白鷺鷥在沿海地區最常見，鳥類又是最適合

親子ＤＩＹ的題材。」 

「嚴師出高徒」，余季動手以紙黏土，加入鉛線，讓蚵殼變化出多

種肢體類型，如白鷺鷥的長頸、高蹺 的短頸長腳、黑面琵鷺的厚

長嘴喙與頸的相等比例，隨著不同比例，甚至衍生出雞、鴨、鵝等

有趣的造型，大大延伸了作品的創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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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失敗 

  

感念故土孕育的這片感情，身為文建會社區營造員的余季，九十年

一頭栽進王功社區總體營造活動，接下會長重責。 

滿懷改造王功的理想與計畫，希望再次掀起八十五年全國文藝季

「王功甦醒」時王功人團結，更期待社區民眾總動員的熱潮，余季

奔波在美食街的各店家間居中斡旋。 

或與社會新鮮人一樣，懵懵懂懂不得其門而入，或理想與現實不

合，余季掙扎許多，決定坦承這是一大挫敗，他帶著一身疲憊的傷

痕，退出社區營造行列。 

余季不願放棄，他思索如何透過自己擅長的蚵殼藝術，開拓另一條

社區總體營造的道路，「這條路或許漫長，但只有堅持著繼續走下

去，才會知道前方的景致到底是充滿荊棘，或是開滿美麗的花

朵。」 

  

●泥人文化 

  

余季自稱，「蚵藝就像遠古的泥人文化」：遠在舊約聖典中記載上

帝耶和華以自己的形象，用泥土創造亞當；希臘故事中，普羅米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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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撮起泥土捏塑成人型；連在中國創世神話中，女媧也是以泥土塑

造出人類。同樣的塵土造出五色人神，歷往無數文明，開演人類多

采多次的歷史文化，余季透過蚵藝，找到屬於蚵仔殼的故事。 

 

●投入社區營造 

社區傳習計畫萌芽完成了第一件蚵殼作品，余季對未來的一切仍茫

茫然，尤其是遭遇社區總體營造失敗的經驗。 

九十一年，監察委員黃煌雄，會同農委會、文建會及彰化縣政府文

化局人員組成的台灣海洋資源考察團，適巧到王功考察，余季趁機

呈現蚵藝作品給貴賓欣賞，得到官員們一片讚嘆聲，文建會及農委

會官員都鼓勵余季要繼續不停的創作，並建議他提出具體計畫爭取

政府補助，擴充資源。 

九十二年，縣府文化局代替余季向文建會提出社區傳習計畫，得到

文建會的九十二、九十三年的經費補助，蚵藝作品社區化的種子開

始萌芽。 

●為蚵殼再ＨＩＧＨ一次 

  

這時好似打了一支強心拓針在余季身上，肩頭的責任卻也加重了，

為了創作更好的蚵藝作品，他日以繼夜的思考，結果，陷入睡眠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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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思維，成天與女兒小悅一起快樂天真的捏紙黏土，完全沈浸在

創作的喜悅。  

余季忘卻了生活世俗的紛擾與束縛，忘卻了蚵藝的重擔，剩下的是

如同孩提般的樂天創作，與作品完成後的興奮。 

「我曾經被醫生警告，最好不要再從事藝術創作了，…。」，原

來，個性講求「凡事竭盡全心全力」的余季，學生時期從事繪畫創

作時，就因為太投入而引起睡眠規律失序，畢業後甚至放棄最心愛

的藝術工作，沒想到，數十年後，這次又被蚵藝「害」了一次。 

不過，余季卻被「害」的很無話可說，他解釋說，自己是被蚵仔殼

再「ＨＩＧＨ」一次，但這一次是心甘情願。 

  

●芳苑戶政事所─第一次在外展覽 

  

九十二年六月，芳苑戶政事務所要舉辦戶所特色活動，主任林采燕

得知余季的蚵藝並參觀後，不禁驚呼：「相信這絕對是能與地方結

合，又是最有特色的展覽」，她主動邀請余季到戶政所展覽作品，

當天到戶政所、鄉公所洽公的民眾，都是首次看見蚵藝作品，讚嘆

聲此起彼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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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白鷺鷥ＤＩＹ教學時間」，許多洽公民眾忙著放下手邊工

作，爭著跟余老師學習蚵殼藝術。「不簡單呢！原來醜醜的蚵仔

殼，化身為白鷺鷥白白胖胖的羽毛，若不仔細看，真不敢相信這是

蚵仔殼做成的。」「帶這件蚵藝作品向家人炫耀，真是驕傲」，學

員越做越開心。 

余季第一次在外蚵藝展覽及教學頗到好評，各方的肯定及支持，真

是興奮得睡不著覺了，在流下感動淚水之際，他決定著手整理住家

後方空地，闢建為蚵藝工作室。 

  

●從校園著手 

  

曾經在社區總體營造的路上挫敗，這次，余季推動文化藝術的計

畫，改從拿手的校園著手，試圖把蚵殼藝術帶進校園。 

九十二年暑假，先在草湖國中開設暑假研習班，接著，王功國小成

立蚵藝社團，余季親自教導學生製做蚵殼藝術品，成果斐然。 

在偏遠的王功地區，有機會接受課堂外美勞教育的刺激，是件不容

易的事，往往必須靠家長接送到彰化、員林都會區拜師學藝，所以

多數學生家長雖不懂蚵藝，但對學習這項藝術品是抱著支持態度，

「讓孩子們玩玩紙黏土也好，激發想像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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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學生也是從小就與蚵仔生活在一起，早厭煩蚵仔殼的腥臭味，

最初學生拿到蚵仔殼時，總是習慣性的拿到鼻子前聞一聞，幸好這

些蚵仔殼已漂白清淨，聞不到臭味後，他們自然不再排斥蚵仔殼

了。 

「余老師，招潮蟹的腳斷了一隻」、「招潮蟹可以塗上五彩顏色

嗎？」，「救命，白鷺鷥站不起來啦！」，溫文儒雅的余季，對上

這群麻煩不斷的小搗蛋，還是用他一貫的耐心教導。 

從不會，到熟能生巧；從僵硬的白鷺鷥身體，到捏出覓食中姿態優

美的白鷺鷥，學生都能獨立完成作品。 

完成這些美美的作品，引發他們濃厚的蚵殼創作興趣，有人向余老

師要了剩餘的紙黏土材料帶回家，「我家有好多不要的蚵殼」，他

們試著當小老師，教導爸爸媽媽製作蚵藝。 

看見草湖國中學生認真投入製作紙黏土的表情，及王功國小學童的

小手中，緊緊握住蚵仔殼，揉捏著紙黏土，童稚的臉上，散發歡愉

的笑容，余季欣慰的笑了，因為他見到王功的未來。 

  

「小時候，我們拿到蚵仔殼總是嫌它臭、嫌它髒，趕緊丟到遠遠

的，現在孩子們知道，蚵仔殼就是王功的代表。」這是王功社區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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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營造的開端，這條不歸路帶領著偏僻的漁村朝著文化藝術之路邁

進。 

招潮蟹、彈塗魚、候鳥等，全都是王功濕地的生物，現在一一展在 

蚵殼藝術上，為了引起學生喜愛，余季陸續開發新創作，沒想到熟

能生巧的學生，真是青出於藍更勝於藍，自己發揮巧思，捏出不同

姿態的候鳥，蚵殼藝術更見多元化。 

  

●蚵仔藝術節 

  

在王功福海宮舉行「王功村新風情蚵ㄚ藝術節」，展出余季與學生

的招潮蟹、候鳥等作品，現場還有ＤＩＹ教學，這次活動也是王功

社區居民首次看見蚵藝。 

「哇，這真的是蚵仔殼做的？」，雖然每件作品上貼著「請勿動

手」，不過，許多長年與蚵仔一起生活的七、八十歲老者，趁著四

下無人，好奇的拿起作品東摸摸、西看看，一付不可置信的表情。 

  

來自二林、芳苑地區的民眾，看到蚵殼作品，都耐不住趕緊加入Ｄ

ＩＹ教學行列，縣長翁金珠到場參觀後，認為蚵藝實在深具地方特

色，不斷為余季夫妻加油，讓余季對蚵藝社區化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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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 

  

「地球只有一個」，蚵仔殼是廢物利用，蚵殼創作完全符合現今環

保回收的觀念，余季再配合創作出有關王功濕地生態景觀作品，就

是要提醒大家環保及生態的重要性。 

「我們要好好深愛這片土地」，所以余季費盡心思製作光碟，應邀

到每個社區、學校ＤＩＹ教學前，他一定不厭其煩的透過光碟教

學，向學員解說各種鳥類及濕地生態，如何愛護海洋資源等。 

透過教學，學員學會分辨白鷺鷥、高蹺 、黑面琵鷺等候鳥種類，

更懂得用心珍惜遠方來的嬌客，保護牠們的生態環境；所以在學員

的創作作品中，可看見大小不一的招潮蟹爬滿潮間帶，這就是未受

工業汙染的王功潮間帶特有的景觀，也是余季對故鄉的驕傲。 

同時，余季希望引發學童從小就培養愛社區的熱情，像到芬園鄉芬

園國小ＤＩＹ教學時，他就引發學童聯想芬園盛產的荔枝，除了食

用外，荔枝籽做成…，「只要用心，就能發展出特有的社區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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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仔店再造 

  

一間不起眼的傳統柑仔店，蘊含著九十多歲老父孕育八個小孩的酸

甜苦辣；柑仔店再造，是父親對孩子全力支持的愛的表現。 

柑仔店，是余父年輕時養家活口的工具，更是老年時的精神慰藉，

但余季需要一間蚵藝展示館，在展示館內擺放創作，藉此吸引社區

居民及遊客的注意。 

余季不忍讓老父操煩，瞞著父親，背地裡計畫把柑仔店改建成「蚵

畫人生─王功蚵藝文化協會蚵殼展示館。 

余父從醫院回家靜養，發現柑仔店已改裝完成，眼中不免流露出落

漠，但不善言辭的余父，用堅定的眼神支持摯愛兒子的努力。 

他淡淡的說：「我年紀大了，這房子要是能夠讓他們用來實現自己

的夢想，那也很好…，至於他們做的東西，我沒有什麼看法，年輕

人嘛！喜歡做什麼就讓他們去做。」 

  

余季把父親給他的愛，化為對社區的大愛，希望影響生活在王功的

每人人，好好用心愛自己的故鄉。 

這兒，將成為王功地區社區營造的火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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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社區活動 

  

蚵藝在校園推動成功，肯定了余季的努力，更鼓舞了信心，但他知

道不能以此為滿足，決定在工作室招收社區成人研習班。 

「每星期四晚上在工作室免費指導，且免材料費」，如此優渥的條

件，積極透過媒體宣傳，結果，苦等了兩個星期，出人意料的，沒

人報名。 

「為什麼沒有人報名？」，真叫余季夫婦傻了眼，這是個必須正視

的問題。原來，社區居民認為，「余季是藝術家，創作的蚵藝作品

值得給予極高評價，但我們這些海口庄下人，實在看不懂那種什麼

泥人、臉譜的高格調創作，還是先填飽肚子比較重要啦。」。 

  

原來，居民把蚵藝視為余季自己的事業，他們抱著「遠觀」的態度

欣賞蚵藝作品，不願、也沒有心加入創作行列。 

  

原來，余季利用蚵藝來改造社區文化的用心，居民不懂；從事藝術

創作的余季，更不懂居民的實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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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長年以來，王功居民靠養蚵、剝蚵維生，他們只求氣候穩

定，蚵仔長得又肥又大，這就是老天爺賞飯吃，其他己無所求。 

社區居民的冷漠，像顆百斤重的大石頭，狠狠的重擊在余季的心

頭，重挫余季對蚵藝社區化的信心。如何讓蚵藝能吸引社區成人注

意，成了重要課題。 

在妻子鼓勵下，余季抱著「不怕難」的一股傻勁再出發，左思右

想，終於了悟：「蚵藝只單純強調藝術，不會有人理會，最重要的

是要有經濟產值」。 

他絞盡腦汁，希望開發一項屬於社區民眾可以共同手工量產的產

品，這項新創作不只要吸引觀光客，還要有鼓勵社區民眾不論老少

一起參與的動力。 

  

●社區義工 

  

王功蚵藝文化協會成立後，博愛村的林東宏與余季是舊識，他認同

余季的蚵藝，及對社區營造的用心，主動伸出友誼的手，接下總幹

事一職，並四處向人要免費的蚵仔殼供余季創作。  

林東宏說，推動蚵藝社區化，是寄望日後蚵殼藝術不僅要代表王功

舞台，最重要的是要讓居民有實質的經濟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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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東宏計畫，先找來十多名義工以樹狀方式，拉攏社區待業或低收

入的居民為招募對象，沒有性別、年齡的限制，鼓勵他們學習蚵

藝，學成後可以帶回家代工，再由協會統一支付酬勞，及統一對外

販售，告別王功人剝殼打工的悲情生活。 

住在新寶村的義工康金梅主動來幫忙，她說，「多年來在柑仔店購

物，認識余老師夫婦後，很認同他們推動蚵殼藝術的努力，自己Ｄ

ＩＹ後蚵藝後，蚵藝不如想像中的困難，只要多做幾次，就能做得

如余老師一般」；義工黃阿源說，「我相信蚵藝真的能代表王功站

上舞台，所以我主動加入義工一起推動」。 

  

●由點到線的擴展 

  

幸運的，蚵殼藝術漸漸由點擴展至線，縣府教育局舉辦「藝術與人

文鄉土教學」，將余季的蚵殼藝術帶進彰化市忠孝國小美術資優

班，學童ＤＩＹ的巧思，為候鳥加入覓食的動作、互相嬉戲的動

作，一件件的新創作，反讓余季大開眼界，原來蚵殼的變化是如此

無窮無盡。 

下課了，學童圍著余季不願離去，有趣的是，美術資優班家長看到

孩子完成後的蚵藝作品，有人不相信真的是蚵仔殼製作，還猛用手



 
 

24 

指敲呀敲的，家長說：「不再拘泥水彩等傳統創作，接觸新奇的蚵

藝，才是資優班學生最需要的創意啊。」 

假日時，這些彰化市的家長帶著孩子遠到王功蚵藝文化協會參觀余

老師的蚵藝作品，看到栩栩如生的蚵藝盆栽，或是加入漂流木等擺

飾，都驚呼：「余老師的巧手，真是化腐朽為神奇。」 

  

●為何選擇雞 

  

靠海的芳苑鄉除了生產蚵仔，鄉內單是大大小小養雞場共有兩百多

場，此起彼落的雞啼聲，是王功另一項特色，雞，也為雞農帶來財

富，保證你絕對不相信，全省的雞蛋，每五顆就有一顆是來自芳苑

鄉。 

  

「把蚵仔殼與雞，兩種地方特產結合在一起，真是巧妙不過的

了」，余季夫婦苦思良久，總算想到「金殼福氣雞」，恰巧明年是

中國人的金雞年，真是金雞帶來福氣啊。 

以蚵殼貼上金箔，結合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色紙黏土，做出

現代雕塑感，這隻具有民間色彩吉祥物，充滿著福氣，這就是─福

氣金殼雞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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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首次在鹿港工藝傳藝聯合工作室展覽發表，接著參加農委會…活

動獲獎。 

  

●蚵仔殼命運大不同 

  

曾經，在九十三年鹿港工藝傳藝聯合工作室展覽會場，余季的金殼

雞獲邀參展，金殼雞首次與金雕、玉雕及陶藝等名家的名作擺放在

一起，記者問了：「蚵仔殼這種廉價與其他工藝品擺在一起，會不

會有矮人一截的尷尬」。  

曾經，金殼雞登上全台地價最昂貴的台北三越百貨公司，華麗的展

覽場中，裝在珠寶盒中的金殼雞，被柔美的投射燈投射著，「好像

做夢啊，故鄉，蚵仔殼是最不起眼的廢物，現在竟點石成金，被當

成珠寶一般供奉著」。 

  

曾經，在社區居民冷漠以對，余季一度對蚵藝創作失去信心，但是

金殼雞的誕生，讓蚵藝再度發光。  

現在，余季自信滿滿，是貼上金箔後帶來的價值感嗎？「不」，他

說：「金殼雞呈現的是王功社區的美，它以社區特色文化產業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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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點，以最簡易的技術，讓多數沒有工藝技能的社區民眾，一起加

入手工量產行列」。 

這個目標看似簡單，其實是最難達成的，余季計畫培訓長期的社區

種子老師，畢竟蚵藝的拓展工作是要長長久久的。 

  

●外籍配偶的加入 

  

外籍配偶嫁來台灣的人數年年增加，隻身生活在語言、文化及風俗

習俗迥然不同的異鄉，有的才剛嫁過來就懷孕，除了忍受害喜之

苦，還要適應生活，若不幸遇到動輒暴力相向的老公，或不通情理

的公婆，她們的苦處往往吞到肚裡，或淚流到天明，能向同鄉人哭

訴的，算是幸運的。 

  

台灣人一向以高經濟所得自傲，且多認為外籍配偶是來Ａ錢回故鄉

的，所以政府雖已開放外籍配偶打工賺錢，但她們還是受到歧視，

像在工廠工作，一開口交談，即使國語說的再流利，免不了有個怪

怪的腔調，本地勞工總會以鄙棄視的眼光詢問：「你是越南新娘

喔？」，讓外籍配偶傷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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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年七月，芳苑戶政事務所開設外籍配偶研習班，最後一堂課

是請余季上「蚵殼ＤＩＹ」，這群用印尼、越南等母語溝通的外籍

配偶，學習創作金殼雞，學得不亦樂乎，遠超乎余季的想像。 

政府已開放外籍配偶打工賺錢，余季心想：「不如就從外籍配偶下

手吧」，他向外籍配偶簡單敘述蚵殼社區化的概念，告訴她們只要

學成了，可拿ＤＩＹ材料回家代工，賺點外快。 

隔天，印尼籍的林愛娜、陳滿娜相約騎著摩托車到協會，自告奮勇

拜余季為師，聰穎的兩人，學習一個早上就「出師」了。 

 愛娜、滿娜引薦同鄉的張西梅、麥惠惠，另外，越南籍曾潤桂也加

入，愛娜說：「嫁到台灣後，不能外出工作，每天不是看電視，就

是睡覺，現在有手工做真好，一邊看顧小孩，還能賺零用錢」。 

  

陳滿娜嫁到台灣十一年，她說：「多數人認為，嫁到台灣的外籍配

偶，就是想要享受，或Ａ錢回娘家，我可是早把這兒當成自己的家

了，現在學做蚵藝手工，能把老公、孩子安置好，又賺錢貼補家

用，我比台灣女人還厲害吧」。 

曾潤桂拿出剛開始學習時捏製的候鳥，逗得在場的人哈哈大笑，因

為它們像極得了小兒麻痺的候鳥，不過，才短短三個月，現在捏出

的候鳥，每一隻的體態惟妙惟肖，靈活的各展美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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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還有許多外籍配偶的同伴，想加入蚵藝ＤＩＹ的行列，余季

說，外籍配偶的韌性強，而且她們的雙手像是未受過機械工業汙

染，十分靈巧，有了這批生力軍，真好。 

文建會主委陳其南上任後，推動的「文化公民權」理念，已在陳滿

娜等人的身上實踐，但外籍配偶更努力追求的是「經濟公民權」，

希望 

政府能輔導蚵藝的通路，讓蚵藝有更大銷路，有助於改善她們的生

計。余季用創作重塑王功的新魅力，如同王功人強韌、不畏艱難的

堅毅態度，余季用心珍惜大海遺留下來的寶物，也讓蚵仔殼與自己

得到再生的機會，「有朝一日，王功社區與蚵藝站上國際舞台，是

余季最大心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