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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春 田 窯 創 辦 人 廖 增 春 來 說，柴 燒 窯 不 僅 是 一 門 工 藝 技 法，更 希 望 其 能 成 為 苗 栗 在 地
產 業 文 化 的 鏈 接 與 傳 承。所 以，在 家 族 成 員 的 大 力 支 持 與 協 助 下，廖 增 春 將 窯 廠 結 合 了 田
園生態、客家飲食文化、小農栽種，成功的將春田窯轉型成柴燒陶藝文創體驗園區。

 除 了 經 營 型 態 的 轉 變，春 田 窯 在 製 程 上 也
有 很 大 的 突 破。在 以 往，傳 統 工 藝 的 關 鍵 技
術，多半都來自老師傅們的經驗傳承。「想要
提 升 良 率，就 必 須 改 變 窯 的 特 性。」「 所 以，
我們將AI智能模擬系統導入柴燒製程，將製
程參數數據化，不僅大幅提升柴燒製程的穩
定度，產品品質也能高值化。」廖增春說。

 目 前，春 田 窯 的 柴 燒 成 品 良 率 已 高 達 九
成，同 時，節 能 減 排 也 超 過 二 成，績 效 亮 眼。
那 麼，燒 壞 的 廢 陶 瓷 要 怎 麼 回 收 再 利 用 呢？
廖 增 春 表 示，他 曾 是 聯 合 大 學 材 料 系 的 老
師，所 以 懂 得 這 方 面 的 相 關 知 識，就 是 把 廢
陶瓷壓碎磨粉、噴霧造粒，混進磁磚、地面磚
或 柏 油 裡，當 作 部 分 熟 料，就 能 做 到 回 收 再
利用，且無污染。

春田窯極具特色陶藝文創體驗園區

導入AI智能模擬系統		產品良率高達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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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與時間		淬煉出陶瓷工藝魂
 要把陶瓷燒熟、燒漂亮，「最重要的就是溫
度 與 時 間，尤 其 是 溫 度 燒 熟 後 的 持 溫、恆 溫
效 果 一 定 要 好。」廖 增 春 表 示。一 般 的 電 窯、
瓦 斯 窯，必 須 上 釉 藥 去 填 補 陶 瓷 的 表 面，才
能製造出溫潤感。「柴燒窯的陶瓷不靠釉藥，
也不只單靠溫度，而是靠時間來燒出陶瓷的
溫 潤 感。一 般 來 說，要 高 溫 持 溫 2 0 小 時，燒
出 的『 落 灰 』就 會 非 常 漂 亮，也 有 溫 潤 感。」
廖增春自豪的說。

 不 過，因 為 是 全 靠 時 間 與 溫 度 慢 慢 燒 出 的
工 藝 品，無 法 快 速 大 量 製 造，因 此 難 以 大 批
外 銷 到 國 外。「 多 半 是 外 國 客 人 到 我 們 的 文
創 體 驗 園 區，看 到 我 們 的 作 品、聽 過 我 們 的
解 說，表 示 喜 歡，就 會 買。」「 我 覺 得 好 的 工
藝技術，就應該留在台灣，不能只為了利益、
想 大 量 販 售，就 將 技 術 外 移 到 國 外，萬 一 技
術被剽竊，這代價就太高了！」廖增春語帶憂
心的說。

溫度與時間為陶瓷燒結最重要的元素

產業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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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何 與 地 方「 共 好 」這 議 題 上，春 田 窯 也
出 了 一 份 力，藉 由 申 請 到 的 S B I R 計 畫，積 極
帶 領 三 義 鄉 十 個 小 企 業 共 同 合 作。「 我 們 把
這些二代返鄉的年輕人都找來合作，有做陶
的、做 茶 的、吃 的、玩 的、還 有 民 宿 業 者，都
請 他 們 來 共 同 參 與。像 是 山 板 樵 休 閒 農 場，
還有茅鄉炭坊，也都有跟我們合作，大家一起

『共好』」廖增春感性地說。

提振陶瓷產業		與地方共好
 提 及 要 如 何 提 振 日 漸 沒 落 的 苗 栗 陶 瓷 產 業，曾 經 擔 任「苗 栗 縣 陶 藝 協 會」理 事 長 的 廖 增
春表示，他在兩任四年的期間內，辦了許多活動。例如請來花藝及茶道老師開班授課，教導
協 會 的 陶 友 們 插 花、沏 茶，「必 須 要 先 習 得、懂 得 相 關 知 識，才 能 做 出 好 的 花 器、茶 甕，吸 引
買家收藏。」

春田窯建立複合式共創場域

春田窯陶瓷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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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望更多人才投入
培育真正的工藝家
 苗 栗 縣 政 府 文 化 觀 光 局 每 年 十 一 月 舉 辦

「 苗 栗 陶 藝 節 」，今 年 已 邁 入 第 六 年，除 了
邀請國外的陶藝家駐村之外，也希望能藉此
吸引更多的年輕世代願意投入陶藝這產業。

「 由 政 府 出 面 協 助、包 裝 與 整 合，我 相 信 會
有 更 多 人 才 願 意 加 入。」廖 增 春 樂 觀 的 說。

 「我 一 直 想 要 推 廣 陶 藝，但 許 多 陶 藝 家 主
觀 意 識 太 強，不 見 得 會 配 合，而 客 家 人 又 保
守，也 未 必 想 讓 子 女 學 陶 藝，所 以 在 推 廣 上
還是有難度。」
 「我 最 希 望 做 的，還 是 訓 練 科 班 出 身 的 陶
藝 家，讓 他 們 以 豐 富 的 陶 瓷 材 料 知 識 為 基
礎，進而設計創作出造型多樣化的美麗陶瓷
作 品。是 真 正 的 工 藝 家，而 不 僅 只 是 工 匠！」
廖增春殷切表示。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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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交通問題		建置數位工具
 端 著 咖 啡 托 盤、颯 爽 加 入 談 話 的 是 廖 增 春
的媳婦、同時也是春田窯文創體驗園區的重
要 推 手 之 一 杜 真 誼。她 說：「三 義 是 山 城，交
通 不 是 非 常 便 利。來 這 邊 的 遊 客，多 半 是 包
車或租遊覽車。所以我們想跟計程車業者做
串 聯，輔 導 他 們 當『在 地 導 覽 員』」先 請 司 機
們 踩 點，暸 解 苗 栗 店 家 的 特 色，讓 他 們 有 同
感，就會更願意推薦遊客來。

 「我 們 明 年 也 想 把 數 位 工 具 建 置 好，例 如
導 入ＡＲ、ＶＲ這 些 科 技 的 輔 助，就 可 以 減 少
解說員的人力配置，將人力挪作它用。」杜真
誼 說。不 論 是 地 方 產 業 的 小 聚 活 動，或 是 未
來可期的與大企業合作，廖增春都希望能將
春田窯的柴燒窯文化發揮最大價值。

春田窯座落三義 擁天然山水美景

苗栗縣竹南鎮中山路168-1號
03-787-7820
https://www.springkiln.com.tw/

春田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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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錐花與薑黃		園區兩大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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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開 始 規 劃 到 現 在，已 經 二 十 五 年 了。一 開 始 就 是 鎖 定 在『農 業 生 技』
這部分，希望以此為主題，去發展出一個企業體。」邱文正說。
 為了定調「杜石地一號」園區的主題，邱文正花了非常多時間尋找合適的
作物。「主要評選標準有二。其一，是這個主題，必須要能夠讓我開發很多的
附 加 產 品，也 就 是 衍 生 性 商 品。那 時 鎖 定 的 是 能 抗 發 炎、抗 氧 化、且 藥 理 活
性明確的植物，而且要適合在台灣栽種。」「再來，就是這種植物必須要有獨
特 性。這 點 很 重 要，畢 竟，打 造 品 牌 一 定 要 有 獨 特 性！」「最 後 選 定 的 就 是 特
用藥草『紫錐花』」邱文正表示。

 而 為 了 讓 紫 錐 花 的 藥 理 活 性 能 發 揮 到 最 大 值，邱 文 正 也 在 園 區 內 種 植 了
西洋接骨木，讓它們的藥理活性可以相輔相成。此外，還大量種植薑黃與油
茶，做為開發抗發炎產品的第二主要原物料。因為是觀光休閒園區，所以莊
園 內，一 年 四 季 皆 有 不 同 花 季 可 賞 玩，例 如 紫 藤 花、苦 楝 花、桐 花、繡 球 花、
甜 香 桃 木 等 等，同 時 也 刻 意 栽 種 許 多 香 藥 草 等 香 氛 與 藥 用 植 物 做 為 自 有 品
牌產品的應用。

 「 杜 石 地 一 號 」的 創 辦 人 邱 文 正，原 本 是
位 科 技 人。在 新 竹 待 了 二 十 年，因 為 對 務 農
有 興 趣，選 擇 在 四 十 六 歲 時 離 開 職 場，回 到
苗栗老家，開始他的「樂農人生」。

杜石地一號創辦人邱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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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中，光 是 紫 錐 花，便 種 植 了 四、五 萬 株，
「 我 們 是 國 內 以 紫 錐 花 為 主 題、產 品 品 項 最

多 的 公 司。主 要 有 洗 髮 精、沐 浴 乳、洗 面 乳、
面膜、精華液等，甚至還有防疫茶、跟喉嚨噴
劑。也 做 寵 物 保 健，就 是 把 紫 錐 花 跟 多 胜 肽
結 合，添 加 在 飼 料 裡。每 年 至 少 會 研 發 二 款
新 產 品 上 市，薑 黃 方 面，也 有 不 少 產 品。」「
而莊園內提供的餐飲跟茶飲，雖然只是附屬
產 品，佔 總 收 益 比 重 不 高，但 也 還 是 很 有 名
氣。」邱文正自信的說。

 近 年 來，政 府 積 極 推 廣「 食 農 教 育 」，邱 文
正認為，首要任務就是要先鼓勵友善及有機
耕種。

 「必 須 要 在 安 全 無 毒 的 環 境 下，生 產 食 物
來 源，強 調 飲 食 與 健 康 的 關 係，才 能 進 一 步
去推食農教育。」

 目 前，「杜 石 地 一 號」所 有 場 地 皆 為 有 機 認 證 場 域。在 產 品 原 物 料 生 產 方 面，均 為 友 善 土
地、無 污 染 的 有 機 栽 種 方 式，不 撒 化 肥，也 不 噴 農 藥、除 草 劑，以 期 能 生 產 出 健 康 無 毒 的 原
物料。

紫錐花產品多元化且具有機認證

有機認證		產品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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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IR	挹注資金		研發有成
 由 於 清 楚 務 農 的 辛 苦，再 加 上 科 技 人 的 背
景，邱 文 正 在 一 開 始 投 入 斜 槓 務 農 生 活 時，
便不停思考要如何把科技導入到農業裡，讓
農 業 可 以 智 慧 化、精 緻 化。「 傳 統 的 栽 種 方
式，都 是 採 用 經 驗 法 則。那 要 如 何 準 確 得 知
怎 樣 比 例 的 肥 料 配 方、或 怎 樣 的 萃 取 方 式，
才 能 得 到 最 好 的 抗 發 炎 有 效 成 分 呢？」自
1 0 9 年 開 始，邱 文 正 便 投 入 智 慧 農 業 系 統 的
開發，轉型「精緻農業」。

 「 軟 硬 體 設 備 的 改 善、及 產 品 的 開 發、包
括紫錐花抗發炎成效的研究分析，這些事都
非 常 燒 錢，我 們 沒 有 那 麼 多 資 金 可 投 入。剛
好 那 時 苗 栗 縣 政 府 在 推 S B I R 計 畫，這 對 廠
商 在 研 發 初 期 階 段、最 需 要 資 金 挹 注 時，是
很 有 幫 助 的。」因 此 從 1 0 9 年 起，邱 文 正 共 申
請 了 三 期 的 S B I R 做 精 準 農 業。此 外 也 跟 聯
合 大 學 以 及 業 界，共 同 合 作，做 智 慧 農 業 優
化。「 透 過 政 府 的 S B I R 計 畫，有 效 協 助 了 我
們 在 軟 體 開 發、栽 種 技 術、生 物 科 技 及 檢 驗
技術上的進展。」邱文正感激的說。

杜石地一號推動精緻農業

產業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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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農業		產官學研合作
 而 提 到 E S G 這 部 分，邱 文 正 表 示，他 在 做 社 區 營 造、地 方 創 生、或 休 閒 農 場 這 部 分，已 二
十 多 年。例 如 我 們 現 在 力 推 休 閒 農 業 區，就 是 以『杜 石 地 一 號』為 中 心，去 推 動 地 方 產 業 的
發展。

 此 外，近 期 苗 栗 縣 政 府 與 教 育 部 合 作 的「智 慧 農 業、花 園 城 市」計 畫，邱 文 正 也 積 極 投 入
其中。「因為很多人喜歡務農，不論是當作休閒娛樂、或發展成產業，但往往不得其門而入，
以至於會覺得務農很苦。所以我就把過往經驗規劃成『樂農生活家終身培育計畫』，旨在傳
達 如 何 建 構 不 同 面 向 的 快 樂 農 生 活，並 推 廣 農 業 創 新 跟 食 農 教 育 的 理 念。」邱 文 正 熱 情 地
說。

杜石地一號打造休閒農業區

苗栗縣苗栗市新英里1鄰新英9之1號
03-737-5062
https://dsdno1.com.tw/

杜石地一號紫錐花莊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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