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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研究動機 

    三峽，一個以金牛角麵包出名的古老小鎮裡，其實在以前原是一個「大染鋪」

不管是中台灣還是南台灣的布匹都是送至三峽染製。藍染這個技藝在三峽是有其歷

史地位、也代表著三峽居民早期經濟型態。染布業曾有著豐厚的經濟利潤,連三峽地

方上的重要人物都各個成立了染坊,甚至有外地商人遠到來此經營, 其規模可說是

當年北台灣僅見的一條染坊街，每家染布業，各有其獨門配方和絕活，各自出品的

貨色亦不盡相同，而由於貨色多，故也吸引許多外地客前來批貨，貨品銷至全台各

地。今日民權老街一座座街樓上，仍能看到「林榮祥染坊」、「成和染坊」等匾牌，

而昔日匾牌最華麗的「金聯春」染坊的樓牆上，還留有「本染坊不惜重資精撰原料

嚴督加工製造發售」的橫批(林炯任，2009)，證明了藍染曾在個小鎮渲染過的痕跡。 

    曾經輝煌的藍染工藝在三峽已沉寂近百年，目前在發展上仍存在著許多問題，

包括很多年輕人並不了解這個文化的重要性、製作過程手續繁複、合成化學染料入

侵等，昔日林立街道的染坊，也難再以原本的買賣為主，而多轉為觀光產業。又至

七○年代，台灣社會急遽轉型為經濟掛帥、利益為導向的國家。人民生活與價值觀

產生很大的改變，直接衝擊了傳統文化,許多百工技藝漸漸式微，像是捏麵人、吹糖

這類較於藝術性質的技藝，年輕人不再想要學習，而多改為機器代工；孩子們手上

把玩的也不再是可愛的捏麵人，而是塑膠玩具。三峽藍染亦是如此，頇由手工製作

的藍衫已跟不上科技的進步，衣物早可以輕易大量生產，染坊理所當然也無法再獲

取豐厚的利潤。 

    面對三峽藍染的復甦，國內政府單位、專業人士以及文化協會莫不盡力提出其

計畫或想法。例如：「將天然的藍靛染色布料回收再染色，舊衣新穿」、「藍染創

意生活產品設計與製作：以三峽鎮內藍染工坊或創作家為輔導對象，邀請商品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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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師參與三峽藍染創意生活產品的設計與開發」（王淑宜，2009）、「天然無汙

染、質樸的圖樣色澤、手工質感等所傳遞的心靈感受是藍染的特性與價值，且與當

代之永續概念、LOHAS、在地文化等設計思潮是一致的，可見藍染具有其設計上的未

來性」(李俐慧，2009）還有三角湧文化協進會，除了每年舉辦「三峽藍染節」他們

也成立「三峽染工坊」，替民眾帶來藍染教學、DIY藍染體驗與藍染商品。但因協

會為非營利單位，在現實環境下推動是不易的，例如:藍染活動辦理的適切性、藍染

體驗活動的收費合理性及藍染文化產業推動的策略等。而在這麼多計畫的實踐下它

的成果有如預期中的發展嗎？而藍染在面對現實環境的變遷與挑戰該如何生存下

去？未來的發展方向？該如何發展能再創它的風華面? 藍染的未來朝創意生活開發

發展，是否能使文化復甦？ 

    藍染乃三峽的地方特色產業，它象徵的是一種飲水思源、文化的傳承，也傳達

了三峽人儉樸、樂觀、進取的精神。只不過，在面對上一段所提到三峽藍染產業發

展上所存在的種種問題，這項技藝正處在持續走下坡的階段，它將何去何從呢？本

研究主張保存、傳承與再生，應該是其當前刻不容緩的三部曲策略。進一步來說，

藍染技藝若能結合在地文化、地方特色、環保綠化、…等概念，釐定一套追求再生

的策略，或許是可行的？  

 

1.2 研究問題 

一、三峽藍染的傳統技藝如何保存? 

    在研究動機陳述時提到，三峽藍染目前面臨傳統文化消失及技藝失傳的問題。

而我國在傳統文化保存及推廣已有成功的案例，若三峽藍染也參考類似的方法是否

能達到同樣的效果?而現已推行的眾多計畫，實踐後的效果是否有符合預期? 

二、三峽藍染的傳統技藝如何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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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三峽藍染的復興，皆著重於讓民眾體驗學習如何製作、藍染業與其他產業

如何異業結盟、生活面多元應用等等。那在面對目前藍染業在三角湧有 15戶，41

名員工(林炯任，2008)該技藝該如何傳承下去，使將來懂得此技術的人數不會下降

甚至增加呢?目前是否有具體行動方案在針對技藝傳承面實施?其進展如何?過程中

遇到了什麼困難? 

三、三峽藍染的傳統技藝如何追求再生? 

    保存、傳承之外，如何讓藍染能創新、再生及環保是可使它後續發展更蓬勃的

關鍵。藍染以現代應用而言，用途非常廣(林炯任，2008)，那如何讓其具有創新的

體驗設計策略使未來的發展也朝向創意生活產業呢?而這個用天然植物染色的產

業，在現今重視環保的地球可以如何去應用?使藍染製品具有再生功能是否為其中一

項環保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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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流程 

本研究為探討上一節所提出的三個研究問題，研究流程如圖 1.1所示。 

 

 

 

 

 

 

 

 

 

 

 

 

 

 

圖 1.1：研究流程圖 

 

 

 

 

 

 

 

研究動機 

研究問題 

文獻探討 

三峽藍染與文化創意的

結合 

三峽藍染當前發展上的困境 什麼是三峽

藍染 

三峽藍染的歷史發展軌跡 

研究方法 



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什麼是三峽藍染 

一、三峽之「源」 

    三峽位於台北盆地西南隅，最早名稱為「三角隅」，據說是泰雅族的譯音(王怡

茹，2004)。三峽鎮舊名「三角湧」，境內有大嵙崁溪(今大漢溪)、三角湧溪(今三峽

河)、及橫溪三條河流交會，且地形略呈三角形而得名(林炯任，2008)。而在 1920(大

正九年)因實施全台地區改名，稱為「三峽」，由於三峽境內多山地地形、溪流交錯，

帄原面積狹小，除了在河谷帄原種植水稻外，也善用山地來生產大菁、茶葉、樟腦

等經濟作物，並利用河運之便，造就了染布業、藍碇業、茶葉、樟腦的發展(王怡茹，

2004)。 

    清代中期北台灣貿易興起，三峽與淡水河下游之名的港埠如艋舺、新莊等地往

來頻繁，溪岸出現了船運碼頭，沿溪地帶也普遍發展，據王教授在其著作『淡水河

流域河港水運史』提到舊時的三角湧河港碼頭，當時一些山產物資的運送，多運用

帆船(俗稱紅頭船)運送至艋舺一帶販售，由於生意往來頻繁，許多三峽人至艋舺、

大稻埕發展。 

    整個三角湧地區可說是因河而興衰，日治中期以後，山區林木開發完成，在大

正十三年(1924年)桃園大圳完工，造成水利漸失，加上橋梁完工，陸上交通漸漸取

代河運。藍染業也因化學染料和西服引進的影響而漸衰，原本從事的染布業漸轉型

成布莊，但曾有的三角湧街道仍有舊有的染布坊將昔日風貌保存下來(王怡茹，

2004)。 

二、藍染的定義 

藍染為傳統藍靛染色的簡稱。藍靛又稱為藍泥，是由染藍植物所萃取的靛青色天

然染料，在染料的特性上，藍靛屬於還原性染料，靛泥調水後仍無法將色素染著在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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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布料上，必頇透過複雜的發酵過程，才能使色素轉換結構而具染著力，所以自古藍

染即是一種高難度的染色技藝(梁育甄，2010)。 

同時，也由於藍靛染色具有深厚的色彩層次與細膩耐看的色彩質感，所以向來

頗受大眾喜愛。我們的祖先在一百多年以前，不論男女老少，多數人帄日都穿著藍

染服飾，所以藍染產生的顏色為傳統染色中與庶民大眾最接近的色彩，也是我們民

族傳統染色中的主要代表色。藍染的技藝包括色染、蠟染、紮染、夾染、刮漿染等

項，各項技藝皆有不易突破的技術關卡(王淑宜，2004)。藍靛製作及染布製作過程

如圖 2.1和 2.2所示： 

 

          

 

圖 2.1：藍靛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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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染布製作的過程 

圖片來源：台北縣三角湧文化協進會(2010) 

    臺灣的藍草栽種於先民由中國大陸移墾來台時帶入的經濟作物「山藍」，而藍染

產業重鎮之一的三峽，乃在明末清初時代，因渡海來臺的移民在大漢溪畔的三峽地

區開墾住居時發現在大量的馬藍草，並利用三峽溪溪水漂洗染布，晾曬於溪畔，之

後染坊逐間設立，而促成了三峽藍染產業的發展(李俐慧， 2009)。   

    以臺北盆地而言，由於四周多丘陵及山地，氣候及環境適宜大菁的生長，自古

即為大菁染料的產地，而且所製造的藍靛品質優良。西元一九○三年大衛生（J. W. 

3 1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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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son）一段有關靛藍的記載：「一八八○年，靛藍的數量占戎克船輸出貨品之第

三位，僅次於稻米及煤炭，而金額則居首位。其數量為二萬一千擔（每擔一百公斤），

金額達十五萬圓」(蔡啟恆，1972)。十九世紀時大菁（又稱山藍、馬藍）已成為臺

北盆地的大宗經濟作物，也是臺灣重要的出口產物，不只大量外銷中國，也提供本

地染坊使用，帶動了北臺灣藍染業的發展(陳紅旭，2009)。 

    臺灣藍染業的興起，在嘉慶二十一年（1816）「重脩鹿港聖母宮碑記」中即有染

郊的記載。臺北地區的傳統染坊在道光初年出現，三峽早期的藍染業，大都集中在

三角湧街（今民權老街），出產的貨品多樣，染布商品銷至全臺各地。由於從事染布

的人口多，成為三角湧街的時代特色產業，因此在今天三峽老街的牌樓立面仍可見

到許多「染坊」字樣，而其規模可說是當年北臺灣重要的一條染坊街肆。 

三、何謂三峽藍染 

    染布業在早期的拓墾社會中主要以供應附近地區居民的需求，在道光初年，染

坊這種自染自售的「農業社會簡單工業」已在三角湧街上出現。直到同治、光緒年

間才況大規模，在明治、大正年間，染布業仍很盛行。 

    三角湧街的染布業，是文武市兼營，所謂的文事就是只零賣，而武市則是只批

發。在當時，批發的運銷不僅遍布北部，甚至遠及中南部；店家不僅在門市零售，

亦有人擔著布匹到外地出售。而擔布者大多到桃園、中壢、新竹方面的客家庄銷售。

經營染布業的人家，其店屋臨街的前進，如同一般店家均作為店面，後進及作為染

布的場所，沿街兩側的染布業者，均將染妥的布，擔往西邊在水中進行漂洗的過程。 

    當時的三角湧山區有可以製染料的植物馬藍(大菁)，再加上清澈的三峽溪溪水

可以用來漂洗布、溪畔可以晾曬染布，因此當地染布業非常興盛，加上當時淡水河

水運便利，在三角湧染好的布經由萬華大量銷往廈門、漳州、福州、上海等地。這

些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遂造就了發展染布業的絕佳環境，於是染布業在當時市場

中逐漸成為三角湧街的特色行業(梁育甄，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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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三峽藍染的歷史發展軌跡 

    三峽早年曾為藍染染料植物－馬藍的產地。因清澈的三角湧溪具備染布時所需

的良好水質，更為漂洗、晾曬染布時的場所，加上淡水河河運的便利，由下游的港

埠運進布匹來三角湧染色，製成後可順流運送到萬華，再大量銷往廈門、漳州、福

州、上海等地。早期三峽藍染業主要供應島內市場，消費市場為以附近客家人居多

的桃竹、苗地區。而因藍染業的發展外銷至大陸市場，其在於當時清代戰亂影響了

當地農產的藍草地，因此在國內的資源短缺的情況下，進而依賴臺灣藍染進口；當

時在台灣的手工業並不發達頇依賴進口，形成大陸與台灣間的區域分工，從台灣出

口米、茶、糖等需要人力種植的作物與大陸手工業製品換取。 

    在乾隆中期後，三角湧街因移民人數的增加，農產品與日用品的貿易漸增，逐

漸成為市集。嘉慶、道光年間，由於山地資源的開發，興起了大菁染料、染布、樟

腦、茶業的產業，形成街肆的規模。在日治時期化學染料引進前，桃園、台北等地

出產的土布，都送至三峽染布坊染色，因此在早期三角湧街有「全臺第一條染布街」

之稱。同治光緒年間是三角湧藍染業發展的顛峰時期，有陳種玉於同治年十年（西

元 1871年）開設的『陳恒芳染坊』、武秀才林金井開設的『林元吉染坊』、文秀才陳

嘉猷所開設的『元芳號染房』及本鎮耆老廖富本父母所開設的『金聯春』等，這些

都是老字號的染坊，當時一度多達二、三十家，除了本地人開設外，也吸引外地商

人前來營利。到了光緒年間，三峽傳統染布業受到人工合成染料的影響，產量逐漸

減退，再加上西服和日式和服的衝擊之下，市場逐漸萎縮，終告沒落(王怡茹，2004)。 

    這條三峽民權街目前仍保有多家染坊立面的文化資產，是三峽推動藍染過程

中，優於其他社區發展的重要資源，也是三峽推動藍染文化產業發展重要的營造點。

目前三角湧文化協進會規劃分三個階段，初期的重點是「人才培訓」，從學校教育

開始拓展，將藍染習作做為當地小學必修的美勞課程，目的是讓更多人學會種植藍

草與染布技法；中期目標是「擴展染布空間」，由各個藍染老師駐店經營，成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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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坊、DIY空間，集中人力共同籌備、培訓等；後期乃是希望將藍染發展為「地方文

化產業」，推廣讓更多人認識藍染、體會藍染，並在日常生活中落實，使藍染得以

延續、傳承、生生不息，這個理念對三峽當地居民來說是，不只是一種分享，也是

一種責任，更是一種歷史的使命感(李俐慧，2009)。 

1.萌芽期 

    在1996年十一月正式成立「三角湧文化協進會」係以三峽舊地名三角湧命名，

成員大多為三峽在地子民，成立緣起則追溯至1994年由地方人士、學校老師組成的

「三角湧文史工作室」，開始培訓文化義工，大力宣揚文化資產及鄉土文化保存之

理念。後因會務多元發展之需要，所以成立此協進會，以研究保存三峽地區之文化

資產，提升三峽文化、教育及環境生活品質為宗旨。目前會務推動主要為三峽藍染

文化推廣及社區文化導覽(林炯任，2009)。 

1999年的第一次三峽藍染發展座談會中，與會人員皆肯定三峽傳統藍染技術復

原工作的重要性與急迫性，隨即成立了「三峽染傳統技術復原工作團隊」簡稱「三

峽染」，在三角湧文化協進會的推動下展開，其研究發展歷程上，第一年著重在傳

統染液技術的研究，從藍草植物的生態認識、採藍製靛的過程、染液營養劑的選用

到酸鹼度的控制，都投入相當多的心力；第二年則以染色技法與成品製作為學習重

點，三峽染成員在步調帄穩的計畫中採取組織學習的方式逐步成長(王淑宜，2009)。 

2.成長期 

並於2001年由三角湧文化協進會所輔導成立的「三峽染工坊」，提供三峽社區

媽媽學習、染布、製作的窗口，目前主要推出的文化商品種類包含藍染教學、DIY

體驗與藍染手工製品。在藍染教學課程規劃上，除了本地持續培訓的種籽教師外，

也針對地方民眾或藍染同好規劃基礎課程。在藍染體驗的部份，為因應不同對象， 

她們也開發各種套裝行程，而不同材料包的設計，體驗收費當然也不盡相同。一般

而言，兩小時的藍染體驗包含三峽藍染簡介、染色技藝教作、方巾染色。透過藍染

體驗的教學設計能更快速及全面的傳達三峽藍染的社區學習資訊。在文化消費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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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產業推動上，三峽染工坊的觀點是，適度的商品化是必要的。因此三峽藍染的商

品為藍靛植物染色，每一件成品都為手工製作，背後都有它的創作故事。目前開發

的商品有大小手提包、香包、名片夾、小錢包、門簾、筆記書、方巾、圍巾、壁飾、

藍染娃娃、多樣的藍染服飾及大青養生料理等。並邀請產官學界的專家幫助，成立

藍染教室、舉辦三峽藍染節(台灣工藝，2006)。由於藍染推動需要多方資源網絡的

連結始能擴張其效能，結合的行業包含了教育單位、學術機構、紡織廠、設計單位、

飯店、餐廳等(王淑宜，2009)。 

3.成熟期 

在2002年三月起先後在中園國小、插角國小、三峽國小及安溪國小等學校，結

合「藝術與人文」課程，進行藍染教學，指導學生藍染技藝，深受師生及家長的肯

定。就在此時，台北縣文化局也注意到三峽藍染的特色，協助在2002年8月舉辦第一

屆的「三峽藍染節」
1
，場面熱烈，備受肯定(林炯任，2009)。自2002年起，台北縣

政府、三峽鎮公所及相關文化單位陸續推出「台北縣三峽藍染節」，以系列教學、現

場藍染實作、創意藍染服飾展…等活動，重現三峽早期得天獨厚的染布產業盛況，

進而以此技藝宣導、推動社區營造(台灣工藝，2006)。在公部門與民間團體、個人

工作室的努力之下，藍染發展日益蓬勃，也漸漸朝向工藝產業的發展，相關活動就

是要讓更多年輕族群親近三峽染(王淑宜，2009)。三峽文化行銷策略的發展歷程如

圖2.3所示： 

 

 

                                                        
1三峽藍染節：是由台北縣政府與三峽鎮公所聯合辦理的地方文化活動，結合服裝設

計師、學界、業界、各國藍染工藝師、在地工作者，讓藍染更加多元，跳脫出服飾

格局，而廣泛應用在家飾、茶包、養生食品、配件等生活用品中，希望透過活動的

辦理，為地方帶來觀光、經濟、教育及文化等方面的效益。截至今日已辦理10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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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三峽藍染文化產業階段歷程 

資料來源:游惠文(2006) 

 

 

此外，民以食為天的普遍性，也讓「食文化」在地方產業活動中變成不可少的

一環，而藍染的素材大青具有解毒、涼血的功效，因此在嘉義大學生科院楊玲玲院

長的協助下，大青植物配合中藥材製成的相關養生食品也登場了，這些新嘗試突顯

藍染產業延伸的更多可能，而地方與學校共築產業交流帄台，確實也激盪出更多創

意的潛力(林炯任，2009)。各地常舉辦藍染活動，使參與藍染學習的人口快速增加。

目前也有人成立網路市集，拍賣地方工作室及藍染教室的作品，可說是將文化產業

轉變成為觀光及時尚產業，帶來全新商機。這種結合文化、藝術，讓產業有創意、

新賣點的作法，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統計，2005年「文化及休閒服務產業」銷售

額高達兩千七百億台幣。而台北縣統計資料，2004年的三峽藍染節之後，每月藍染

網拍市場有四、五萬元，也有民眾團體預約三峽藍染DIY課程，可說在愈來愈崇尚自

然風格的情況下，藍染的推廣是後勢看好(台灣工藝，2006)。 

 

2.3三峽藍染當前發展上的困境 

    本研究小組由各文獻資料的顯示出並加以彙整下列四項現階段三峽藍染所面臨

興盛 

1920年之前 

衰退 

1920-1932年 

只剩一家染坊

1932年 

技藝復原 

1999年之前 

藍染文化精緻化

2002-2004年 

藍染文化社區化

1999-2002年 

藍染文化產業化

2004-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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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 

一、經費因素 

    1.三角湧文化協進會為非營利單位，成員多為社區義工，在許多現實壓力下推動

三峽藍染著實不易，如場地借租的問題、進修學習課程的規劃與溝通、藍染活

動辦理的適切性、藍染體驗活動收費的合理性等，均是近年來的發展的課題(王

淑宜，2004)。 

2.開班授課時學習過程中產生學費問題，現在大部分公部門沒有補助，必頇去找與

三峽藍染有相關的提案申請，若無補助，只好以自給自主方式開班。 

 3.經費來源困難，造成若想尋求專業行銷公司幫助或雇請專職人員，協會對可能無

力負擔其費用、薪資、勞健保等。 

 4.藍染節預算多給表演團體或公關公司，協進會經費會被刪減，甚至倒貼。 

 5.專業團隊有很有能力的行銷人才，對於行銷管道一定有專業人士，三角湧文化協

會沒有，早期怎麼依賴也是只有公部門可以協助，若公部門資金挹注之後，將

要求產能，若產能不高，經費預算會被縮減。 

二、人才與技術 

1.幾期技藝培訓課程結束即投入工坊營運的情況下，設計、美工等相關背景素養的

缺乏，導致產品在到達某一技藝層面之後即難以再突破，整體品質無法向上提

升(陳育正，2010)。 

2.因為人數不足使或無用者付費觀念對於學費不願繳納，造成無法開班而後流班的

情形：人手不足、缺少年輕的生力軍，於培育課程結束後，最好狀況是十個人

有一個人留在協會中。 

3.解說員屬於義務性，無法全心全意投入。 

4.協會成員年紀偏向老化，三角湧文化協進會成立十餘年，成員感到疲乏，可能造

成人才斷層。 

5.藍染加入國小教材中，雖有與學校合作使小朋友認識藍染，但若欲從這方面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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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時間上過於冗長。 

6.外地人對於三峽藍染的文化比在地人較有興趣，但若外地人想學習有交通往返不

便的問題，再來有自己的家庭也要照顧。 

7.藍染產品成本高、材物料貴、藍染衣服穩定性不足，經過多次洗滌之後會產生褪

色和淡化的問題，無法把色澤定位是藍染商品最主要原因，加上無法量產，導

致推展與推廣受到局部的限制。 

8.藍靛染液製作與照顧不易，藍靛原料的採集更是辛苦，三峽染工坊能否提供長期

的場地開放與藍靛染液，將會面臨考驗。 

三、行銷 

1.藍染技藝純熟不成問題，缺少的是行銷管道，政府鼓勵推廣文化創意商品，但作

品完成卻不知從何銷售，缺乏行銷通路，曾加入紅樓、台北故事館銷售，後期

因抽成太高而撤架，若民眾對於加入藍染興趣降低，也將面臨到傳統與傳承的

問題。 

2.無明確的目標市場：重心放在推廣，展示單位、活動、社區舉辦活動都會參加；

最近才有請老師指導設計與行銷，即使有接到訂單，會因藍染商品是手工製耗

時原因無法快速大量生產。 

四、藍染節舉辦狀況 

1.目前三峽藍染的工作者多以接案為主，推廣過程常頇借助政府的補助，推廣方式

多半停留在好玩的 DIY體驗課程及教學課程，一年幾千人次的藍染 DIY體驗課

程，多半以好玩為主(陳紅旭，2009)。 

2.三角湧文化協進會只負責藍染節活動中藍染 DIY的項目，經費也是向三峽鎮公所

額外申請，藍染節對於三角湧文化協進會來說屬於曇花一現的活動，應景遊客

多，活動中帶來的遊客可增加一些收入，但結束就恢復以往的狀況，就長期經

營來說效益不大。 

3.公關公司或外來團體非三峽在地人，對於藍染文化可能一知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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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宣傳不足：2003年縣府主辦時，一個月之前以記者會、帄面媒體、記者媒體做

預告宣傳，旗子、廣播電台 104.9警廣採訪，三峽鎮公所完全沒有，7月底才招

標出去，8月初才再辦籌備會，推廣不足。 

5.藍染節成為作秀舞台，合作單位獲利較多，對於協會效益還不足。 

6.藍染活動內容缺乏新意、千篇一律的狀況可能會降低遊客對於藍染節的吸引力(梁

育甄，2010)。 

    在成功復育藍草到現在已經經歷十二年，國立工藝研究所在馬芬妹的規劃下，

開設一系列染織工藝課程，培養出近百名的優秀學員，並鼓勵這些學員回到自己熟

悉的土地，繼續把藍染的種子撒出去。再伴隨近年來政府積極發展地方產業，馬老

師的種子學員們成功的將三峽三角湧文化協會發展為復興藍染最好的地方之一。而

讓藍染配合「社區營造」，成為當地特色之一，然而這部分還是需要政府的大力配合。

馬老師指出：「自古以來所有精緻的工藝一定都是官方在做，官方可以指定顏色、供

給補助，讓工藝師沒有負擔。自古的官窯、宮織，哪一種頂級的工藝不是政府在背

後主持?」民間可以從事基本的原料供給，但要將「民生產業」提升到「文化產業」

的話，就需政府的力量幫忙(符心宜，2006)。 

 

2.4三峽藍染與文化創意的結合 

一、什麼是文化創意產業 

    台灣早期主要以製造與服務的產業特質為主，由於時代變遷以及新環境的

崛起，產業結構及特質也已逐漸蛻變成以創意、思維掛帥的形式，所以近年來

「文化創意產業」一詞出現於各大媒體與報章雜誌之頻率顯得特別高(林耕民，

2006)。其名詞定義如下： 

1. 文化產業的定義  

「廣義的文化產業」，是發揮與活化在地歷史文化所形成的產業。而「狹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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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產業」，以操作型定義來看，可以說是以社區居民共同承擔經營的，以社

區原有的文史、技術、自然等資源為基礎，經過資源的發現、活用等，提升社

區生活生產、生態、生命等社區文化的分享體驗與學習的產業。而所謂的產業

文化，意指產業經由付予創意與品管而發展出屬於該特有的文化。而文化產業

則是運用文化特色，如生活文化、生態文化、生產文化加以發展應用的產業。

例如水里蛇窯在生產製作的歷史中找出文化意涵，設計成為參觀者可以學習體

會的新型文化產業型態。  

2. 文化產業的創意觀點  

現今文化思潮的多元思想應用於文化產業與設計專業形成的關聯項目為以

下作三個部分的探討： 

(1)「地域性與國族特性的著重」。全球文化產業競爭時代，本土文化可說是個 

重要的競爭優勢，所謂的本土文化就是生活在台灣這個社群生活的點點滴滴，

而衍生出具有生命力的表現方式，來引起人類高度的共鳴。所以地方產業的「特

殊性」以及「稀有性」將成為吸引國際性的觀光休閒要點，也是帶動產業經濟

與凝聚居民意識的主要資產。而特定空間的象徵，意象與記憶的資源，歷史保

存和地方資產維護，在地方產業的發展即是扮演重要角色。往往必頇藉由「意

象重建」，來強化「地方行銷」作為主要策略。  

(2)「追求差異消費意識的特色」，由法國哲學家德希達提出，現代主義時代是

以生產者主導的無差異消費。但是在後現代環境下是以消費者所欲求的差異消

費、知識消費為主。觀光消費就是典型差異消費，而獨特風格就是差異消費的

客體。全球文化產業追求的是人類普遍關心，即是大多數人可理解的「普遍性」

主題。依此看普遍性雖佔上風，但是否可斷言本土文化的主題無用武之地？也

不盡然。因為相反的「差異性」更具有吸引人的特質。因此，相對於現代設計

運動的普同性，思考「差異性」與「本土文化」表現在文化產業，適度展現本

土特質的差異性才能攫取地方產業獨特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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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善於溝通，產品的表情十足才是賣點」。從 70年代之後興起的後現代風潮

對於設計感性表達的演變過程、設計的藝術性以及文化的角度，逐漸配合全球

政經勢力再結構的過程，造就多元價值觀。繼承了現代主義設計運動，在後現

代設計運動之中，產品結合了感性與理性的設計創意。「感性思維」是發揮設計

主題感染力的思考項目，並以說故事的思維方式，進行軟性的說服與溝通。  

    另外，文化產業創意設計有重要的三大要素，分別為：美感、價值與故事。

形式與外型的「美感」是必要的條件，讓外在的環境變的更藝術化、美感化，

進而從外在而影響內在，其次是「價值」，此要素是贏得消費者認同的一個重要

因素，而價值通常是隱含的，透過外顯形式間接表達，因為多數的民眾喜歡在

娛樂及感性中瞭解一些概念與價值。「故事」在文化產業中扮演主要的關鍵角

色，在於提升地方的價值感。發掘故鄉的記憶與印象、以及人文脈絡，並從故

事中去感受、探索事物，體會其中的價值，企求以此感動參訪者與旅遊者。此

外，「故事」中還包括：呈現的主題、鋪陳的節奏與方法，這些都可能因地方的

風情特色不同，而有不同的特殊性。所以「說故事、創作故事」正是追求「創

意台灣」的一個好方法。 

就前瞻性而言，無論是國內及國外，都受到政府以及民間的大力推廣。美

國、英國、法國以及北歐各國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相當地重視，而我國也在「挑

戰2008年國家重點發展計劃」中，將文化創意產業第一次正式納入國家重點經

濟發展政策當中（林耕民，2006）。 

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方向 

二十一世紀全球知識型態，已轉變為以創新為主的知識經濟型態。雖然在

全球化的過程中，大型企業製造的規格化產品始得人類生活類型日趨統一化，

但在同時，由於大型經濟體無法服務小眾消費者的需求，這樣的經濟型態給了

小單元經濟個體一個反彈的機會， 具創造性的小經濟體往往可以藉產品特質的

凸顯，來與大眾跨國企業一較長短，文化現象與社會經濟逐漸受到重視（吳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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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2003）。 

    在全球化與科技化兩股力量的推進下，全球新經濟型態已轉變為以創新為

主之知識經濟型態，「全球思考、在地行動」更成為二十一世紀之主流思維。文

建會在 1995年文化產業研討會中首先提出「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之構想，

此一「文化產業」概念，隨後成為我國「社區總體營造」的核心，政府為貼近

此一脈動，因此於 2002年正式將「文化創意產業」這項文化軟體列為「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其中一項，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期待藉由結合

藝術創作和商業機制，以創造具本土文化特色之產品，藉以增強人民的文化認

同與增加產業的附加價值（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4）。 

三、文化創意在工藝產業的角色 

    文化創意產業在政府的設定下，共區分為十三個範疇，「工藝」便是其中之

一。而文化創意產業所關注的工藝，重點位置在製造過程中，經由工藝師的設

計創新，或經由手工技法增加美感與價值的作品。在如是的基準下，工藝可再

細分為強調藝術性與藝術家個性的「工藝美術品」、「工藝產品」與「社區工藝」

三個領域。 

    為了發揚台灣工藝特色文化，激勵設計創新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美化人

生並促進國際工藝文化交流，文建會下設附屬機構「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前

身為「台灣省手工藝研究所」)，肩負推動台灣工藝研究重任，以美術工藝、生

活工藝、產業工藝為範疇，著眼於現代與未來之研究創新，以帶給國人精神與

生活的豐裕和舒適，提升內涵和水準(鄭夙恩、陸佳暉，2009)。 

四、文化創意下的三峽藍染 

    近年來，在臺北文化局與三峽鎮公所的推動三峽藍染節，藉此將三峽推向

藍染文化產業重鎮，幾年來的努力「藍染」已然成為三峽另一代名詞。在地方

各單位分工努力下，已有可觀的成績，然而這番努力並未讓三峽立即轉型成為

染布文化產業的重鎮，要使三峽藍染成為地方文化產業，仍需有更多人的投入

與努力。若從文化產業的再造來說，三峽藍染可說才在起步階段，有志藍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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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與關懷三峽發展的人都期待三峽藍染順利發展，然而「文化」、「創意」、「產

業」要能健全發展，需要更多人更多的關注。 

    關於藍染產業的社區文化行銷模式，陳隆進、鄭麗雀伉儷提出藍染產業垂

直整合的經驗。首先是在上游產業輔導上，以專業山藍及木藍藍靛製作，建立

生產標準流程，山藍採收種植的規劃，製靛流程效能的提高，以及藍靛包裝行

銷的完整產品標示，並提供售後服務。其次是中游產業輔導，重在技藝傳承教

學上，進行藍染的技術改良與產品開發，成本分析及行銷規劃，商品陳列包裝

的職業訓練課程，至於下游產業輔導，則以自我學習型、技藝傳習型、產品開

發等三種類型分別加以輔導。藍染產品的開發與製作，頇朝多元化與精緻化努

力，以增加產品的附加價值、開發市場通路多元銷售管道、藉助傳媒做形象行

銷、以提高藍染產品的曝光率，強調「開發」與「創新」，是藍染產業朝向提升

產業與產能的不二法門(陳隆進、鄭麗雀，2006)。經由上述的資料配合可應用

於藍染創意生活產業開發如下列：  

1.藍染創意生活產品設計與製作   

以三峽鎮內藍染工坊或創作家為輔導對象，邀請商品專業設計師參與三峽藍

染創意生活產品的設計與開發，讓藍染更貼近時尚，融入現在生活。 

2.藍染代工資源網絡調查與連結   

為了朝向藍染創意生活產業發展，開發藍染文化商品，透過三峽在地家庭代

工資源調查，形成代工資源網絡，落實社區產業在地製作與生產，並創造社

區就業機會。 

3.環保回收資源再生布料的應用與開發 

  國內環保回收品與再生布料技術已逐漸成熟，嘗試將回收品再生布料與天然

染色結合，開發藍染創意商品。 

4.大菁養生料理推廣 

了讓馬藍更多元應用及滿足現代人養生需求，進而推廣大菁養生食譜。(王

淑宜，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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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研究框架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三峽藍染如何保存、傳承與再生，由廣泛閱覽資料，以了解

三峽藍染目前的現況，並以其當前面臨的問題，作為分析的架構，將資料歸納與整

理，以進行分析，最後分析結果，尋找三峽藍染該用什麼方式達到保存、傳承與再

生。依據第二章的文獻探討與整理後，本研究提出以下的研究框架如圖 3.1 所示：

 

圖 3.1：研究框架 

本研究經過文獻探討的資料收集後，將藍染當前所需解決的問題分成保存、傳

承與再生三個部份。 

1.保存：將三峽藍染面臨的保存問題拉到三峽在地政府以及中小學來看，了解中小

學如何實施教育結合藍染，使藍染這項文化深植當地人的心中。 

2.傳承：在藍染的傳承上面，已有三角湧文化協進會、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等組織

透過一些地方

組織、與一些概

念結合，研究如

何達到三峽藍

染的保存、傳承

與再生。 

傳承 

 

保存 再生 

三峽在地政府、中小學教育推動 

文化創意產業 

藍染與環保概念結合 

三峽藍染節 

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 

三角湧文化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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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積極推動，但僅限於地方上的，研究者希望深入了解他們運作的方式並使

藍染這項文化更廣為人知。 

3.再生：在保存與傳承之後，就是要讓三峽藍染達到再生，探討藍染與文化產業結

合之策略。 

 

3.2 質性研究 

一、田野調查 

田野中的奧秘總是多變萬化，藍染過去所留下的文字記錄並不多，迫切頇要更

多的田野調查，來增加對藍染業的了解，因此在對三峽進行田野調查工作之前，必

頇先了解三峽地區聚落的發展、地理環境等，這些對進入田野的研究者都是必頇的。

一般研究有質化與量化的研究，這兩種研究方法都各有優缺點，不同的領域各有適

合的研究。針對本研究的特性將採質化研究，其使用質化分析，可以大幅增進對問

題瞭解的深度，實務性較高，但亦有其缺點，如分析較為困難、研究者主觀介入、

涵蓋面小、通用性低，常需要整理數十個個案之後，才能歸納出一些涵蓋面較大而

通用性較高的原則。在質化研究中，深度訪談為應用最廣，且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之

一，深度訪談基本上希望透過訪問，以獲知非由表面觀察及普通訪問可得之發現。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如何達到藍染的保存、傳承與再生，經查閱資料發現，目前有一

非營利組織「三角湧文化協進會」積極的在從事發展藍染的事業，但發展卻僅限於

當地，本研究擬透過深度訪談作為我們資料收集的方式，希望藉此了解此一地方組

織如何推動藍染，使其達到保存、傳承與再生，甚至行銷至各地。為了使資料更具

可信度，針對訪談的對象，受訪時先設定問題，依受訪人專業領域提出問題，獲得

更多人經驗與看法，以強化文獻探討的可信度，希望能夠因此探討到在百年前就以

沉寂得藍染現今是如何再度成為三峽的地方重要文化。 

本研究旨在探究三峽藍染當地居民對與此一項文化的主觀看法，研究者頇屏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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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成見方能得到事情的真相，因此以質性研究方式進行，以求貼近本研究之研

究目的。 

二、資料收集 

    資料蒐集之際，首先找了許多期刊以及書籍有提到藍染的部份，對於藍染的現

況有了初步的了解，但能佐證我們研究動機的相關資料並不齊全，研究者又至國家

圖書館中找尋相關的碩博士論文，另外也在網站中，找到一些關鍵人士的資料簡介，

為研究者提供不少的參考文獻。  

本研究採田野調查法及內容分析法，以訪談為主，次級資料為輔。 

1.初級資料：以深度訪談來進行訪問，訪談對象如表 3.1 所示：   

受訪者 服務單位 職稱 備考 

林炯任 三角湧文化協進會 講師 /在地文化

田野工作室負責

人 

從事三峽地方文史研究，曾發

表「三峽藍染業的發展與蛻

變」碩士論文，也曾擔任三角

湧文化協進會總幹事，目前仍

在該組織內效力。 

梁育甄 中國文化大學 市政暨環境規劃

學系研究生 

2010 年發表「三峽藍染文化

創意產業之藍海策略研究－

以三角湧文化協會為例」碩士

論文。 

王淑宜 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 

三角湧文化協進會 

社區工藝扶植計

畫計畫負責人 

2009 年規劃「三峽藍，染三

峽」，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多

角化社區工藝扶植計畫。 

馬芬妹 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 藍染技藝教學 在三峽染工坊進行染布教

學、撰寫「青出於藍-台灣藍

染技術系譜與藍染工藝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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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描述染布技巧的書籍。 

廖富本 三角湧文化協進會 金聯春染坊第二

代/協進會顧問 

為金聯春染坊的少爺、曾致力

於三峽老街的保存，目前擔任

三角湧文化協進會顧問。 

劉美鈴 三角湧文化協進會 三角湧文化協進

會總幹事 

現擔任三角湧文化協進會總

幹事、出席各地舉辦之藍染活

動。 

表 3.1：訪談對象 

2.次級資料： 

(1)藍染相關期刊文章：包括的期刊有《台灣工藝》、《臺灣民俗藝術彙刊》…等。

凡有關三峽藍染發展動態或來自各界有相關的看法，均將蒐集、整理，以一窺

究竟，並求掌握現今三峽藍染發展的動態。 

(2)國內外博碩士論文：國內三峽藍染研究者對於三峽藍染研究的相關論文，無論

是就定義或理論上的佐論，以及文獻回顧，均有十分的助益。 

(3)政府或業界出版品：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多角化社區工藝扶植計畫。 

(4)其他：奇摩知識家、敘事設計資訊中心網頁…等收集。 

三、訪談問題 

    本研究所挑選的對象，都是目前致力於復甦藍染，發表過數篇有關於藍染的文

章的關鍵人士，想藉由深度訪談來了解他們如何找回早已沒落的藍染業，如何在沒

有政府的幫助下，復甦此向式微的傳統工藝。親身訪談，訪談中以手寫記錄，並在

徵得受訪者同意下全程錄音與錄影，方便日後製作紀錄片時使用。 

1. 在復甦藍染業初期是否遇到挫折?解決困難方式為何? 

2. 您認為藍染業目前可以發展哪些文化上的創新? 

3. 近幾年舉辦的三峽藍染節是否有預期的好?哪些地方還需加強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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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峽藍染可以日漸復甦的重要關鍵? 

5. 金聯春是以什麼樣的經營方式才能成為有名的老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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