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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獲文化部「重要傳統藝術保存者」榮譽，三十多年來致力傳承泰雅

染織技藝與民族文化，尤瑪．達陸（Yuma Taru）是一名文化教育保存者，

是一名母親，也是來自苗栗泰安鄉象鼻村的泰雅族人。  

 

跳脫體制，回到部落尋找自己的根  

你是女生，你就來做織布吧！ 

尤瑪老師 29 歲時，決定辭去公務員一職，開始思考自己要做什麼。跳脫體

制後的她，一開始並沒有想到文化傳承這件事。  

她將曾經在博物館和工藝館的工作經驗化為助力，帶著在研究、展覽、教

育、推廣等多方涉獵後累積的豐富知識，跨出辭職後的第一步，她決定和 5、

6 個年輕朋友回到部落彙整出自己文化的不同面向。  

「Yuma，你是女生，你就來做織布吧！」朋友們提出這樣的分工建議。過

去在部落裡，男性主要負責狩獵、女性則是織布和做家務，男女間有明顯

的分業，於是尤瑪老師理所當然地被「分配」到織布，雖然不情願但她仍

抱持著試試看的心情，也開始了她復興泰雅文化的「50 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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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瑪老師回到從小成長的象鼻村，展開為期 50 年的泰雅文化推廣計畫 

過去對泰雅族人來說，織布是女性必備的技藝，然而尤瑪老師說她的外婆

十幾歲以後就不曾再織布，從外婆、母親到尤瑪老師這一輩，當時部落裡

有一兩個人會織布已經很不錯了。然而這項文化為何會出現斷層？最早可

以追溯到日治時期的皇民化政策，族人的織布工具被沒收，強韌的麻布料

就被拿去製成軍用布，族人們穿上和服、改成日本姓名，而傳統服裝被丟

棄、燒毀，原有的民族文化就這樣被外來政權強硬地取代。而國民政府來

臺後推動山地平地化，族人身上的衣著又從和服變成西式服裝，以求融入

社會大眾，傳統文化、母語便是與時俱滅。「殖民者希望你變成日本人或中

國人，但沒有人說你可以恢復成傳統泰雅人，在那個時代氛圍裡，你就會

丟棄原來民族的認同。」尤瑪老師細數那些過往，當她決定尋回自己的文

化時，已經沒人在做這些事了，因此她必須從頭抽絲剝繭、理出頭緒，彷

彿也預見將要面臨的重重困難。 

 

十年如一日，穩定踏實的五十年計畫  

你不要擔心，這個方式是走得通的，你可以往下走。 

10 年聽起來很長，但其實對於文化推廣工作而言，10 年卻是不長也不短。

尤瑪老師在最初便訂下「50 年計畫」，以 10 年作為一個階段，每個階段有

不同目標，一步步踩穩往前進。第一個 10 年從田野調查和研究開始，拜訪

部落耆老，在博物館翻查文獻資料，詳盡地整理分析；第二個 10 年彙整研

究結果，配合博物館的藏品展開傳統服裝的技術重製；第三個 10 年輪到民

族教育，在原住民地區推行實驗小學、實驗中學；而正要開始的第四個 10

年，也就是 2020 年到 2030 年，她希望以傳統服裝為引子，將臺灣原住民

文化推向全世界，進行國際交流……。 

文化傳承做了 30 年的尤瑪老師，形容自己的工作是將看起來單一的染織工

藝，展開成不同面向並且拓展各種可能性，不論是研究、創作、教育、推

廣等等，甚至是染織材料──苧麻的自然農法循環利用，尤瑪老師都先做過

一遍，讓年輕人在未來能夠依循她的足跡，安穩地踏出步伐。  

第五個 10 年呢？「那時候應該是 2030 年到 2040 年，我現在已經要 60 歲

了，那時我可能已經……」老師哈哈大笑，說自己是老人了。將一大半的時

光「浪費」在這件事情上，縱然辛苦，但老師認為以 10 年作為一個期程是

必須，時間要這麼長，文化才能夠真正延續或是產生影響力。  

人才培育，部落織女遍地開花 

一個人真的能力太少，沒辦法讓其他人產生共鳴和認同，我們希望

可以做有影響力的人。 



 

尤瑪老師回憶起剛回到部落時並不那麼順利，接收到許多不一樣的看法，

彷彿以部落為分界，外面的人給予鼓勵，周遭族人卻對她做的事感到不理

解。對泰雅族來說，傳統織布技術通常是母親傳給女兒或是家族傳承，並

不會對外公開；這項技術就這樣被綁在少數人身上動彈不得，往往只能讓

織品變成商品，與金錢脫不了關係。  

這也讓尤瑪老師想起早期臺灣推廣原住民傳統織布時所面臨的情況，例

如：織布可以做成包包或文創商品販售，藉此吸引原住民響應「文化推廣」，

導致多數人學會一些織布技術後便開始製作商品，反而沒有人去織傳統服

裝。 

「用這樣的方式吸引族人，而不是學織布就能做傳統服裝，讓自己更有尊

嚴，讓自己知道自己是誰。」尤瑪老師感嘆，卻也因此堅定初衷，持續推

廣傳統服裝技術重製、民族文化教育。漸漸地有些年輕一輩的族人產生為

自己的民族學習傳統織布、為文化傳承做一些事的想法，已經是過了 20 年

後的現在。 

 

這並非一條好走的路，除了文化斷層、人才短缺之外，教育勢必要投入大

量的心力與經費，泰雅傳統工藝文化和技藝該如何才能延續呢？尤瑪老師

先是在象鼻部落成立「野桐工坊」，教導鄰近大安溪流域的部落婦女織布，

著重於技藝人才培育，讓這些織女們學成後能夠回到自己的部落，有些人

成立工坊、有些人繼續念書進修，有些人參賽或申請駐村藝術家，將文化

的種子散播地更廣更遠。 

「野桐工坊」不只傳承織布，而是全面性看待文化傳承工作，像是語言、

歌謠、祭典等等，擴大民族發展的視野，身體力行地重現泰雅文化。而現

實面的經濟問題，也成為尤瑪老師與博物館合作公共藝術創作的契機，收

支平衡下來不僅養活工作團隊，也藉由染織技術與科技、藝術的結合，展

現了高質感的創意與規格，讓大眾了解原住民文化不同於以往的刻板印

象，而是有無限的可能性。 

以土地作養分，教育的種子開始萌芽  

他們是確確實實地從土地、從生活學習，學習土地跟人的關係，大

自然跟人的關係。 

苧麻，是泰雅族人織布的重要原料，尤瑪老師決定從復育苧麻田開始，從

種植、採收苧麻、製線、染色、織布等，經過幾十道工序才能完成傳統染

織。「你要怎麼照顧苧麻、把纖維變成線，怎麼運用大自然的材料染色，

織成一塊布之後，你還必須接受部落裡的區域制度，做出每條河流域特有

的服裝樣貌，包含圖案組成和位置、穿戴和儀式等等……」語畢，老師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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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說很複雜吧？要再現染織工藝可不容易，也因為每項工序如此繁雜，織

女們需要具備一定的植栽、染色、織造、服飾文化等知識和能力，才能織

出一件件美麗衣裳。 

而文化教育方面，尤瑪老師自 2010 年起開辦了色舞繞民族教育學園，讓 2

歲半到 6 歲的小朋友接受全母語教學，從傳統歌謠裡學習語言、美感和身

體律動；更多時候帶著孩子在戶外上課，接觸大自然。 

泰雅族的祭典多與小米的種植和生長有關，例如：播種祭、收穫祭、祖靈

祭等等，這些孩子從自己種菜、種植小米的過程中認識傳統祭典，也理解

自然萬物和人之間的關係。尤瑪老師說：「小朋友有自己的小米田，收穫

以後會跟著老師一起做糯米酒。 

我記得他們第一次把釀出來的糯米酒送去給頭目的時候，頭目又哭又笑，

難過的是這個東西竟然是在這麼小的孩子身上展現，開心的是有些種子在

他們身上開始萌芽了。」有別於按表操課的制式教育，這裡讓孩子能夠按

照自己想做的事學習，喜歡畫畫就盡情地畫，喜歡木工就用爸爸鋸下的木

頭蓋房子，在孩子還小的時候就能看出他們對某件事物的熱情與天賦，老

師退居協助的角色，陪伴孩子緩步前進。  

許多教育界的人最初並不看好這樣的教學方式，認為原住民族的孩子應該

要融入社會，學習這樣的文化對未來有什麼幫助……而提出種種質疑；但尤

瑪老師認為實際做了之後，就能發現孩子們並非大人想像中那樣偏頗或適

應力不足，最後她用 6 年實驗教育的成績說服公部門，在 2016 年取得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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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長林佳龍的支持，將臺中市和平區的達觀國小轉型為「博屋瑪民族

實驗學校」，成為全國第一所原住民實驗國小。  

「博屋瑪」在泰雅族語裡有傳承、豐收之意，這所學校也秉持著「生活即

學習」的理念，除了兼顧學生的基本學力，也教導孩子泰雅文化、歌舞、

狩獵、農耕、祭典等課程，為民族教育開啟新的篇章。在未來，尤瑪老師

也希望民族教育不再只是依靠民間或小單位默默付出，期許串聯更多的資

源，盼著有一天能夠從幼兒園、國小、國中、高中到大學完整連結教育體

系，才能對民族傳承這件事無太多後顧之憂。 

在經緯織線裡，找到一條回家的路  

文化認同這件事，是你打從心底喜歡它；若它沒有真正進入你的骨

骸，那是沒有用的。 

談到年輕一輩的原住民要如何找尋對族群的自我認同，尤瑪老師認為每個

人必須先找到自己，才能決定在現有的深度和廣度裡自己應該要增強什

麼。「我的工作就是讓臺灣不同的族群重新用平等的眼光來看待彼此，因

為文化並沒有高低之分，只是強勢的文化讓我們無法公平地展現自己的能

量。」她也認為臺灣必須釋放更多空間，讓不同族群能夠盡情施展自己的

文化，讓孩子在自由的環境裡能夠得到應有的文化教育權利。  

「文化平權」從來不是一句掛在嘴邊的口號，必須身體力行，當別人看見

民族文化強大的能量，便會在心裡為它留一個新的位置與認同。即便尤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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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常因為工作忙碌地奔走各地、出國考察，但是她的根始終留在部落，

如同大地之母溫柔地看顧著背負文化傳承使命的織女與孩子們，從來不曾

離開。 

泰雅織布工序 

1. 剝麻 

苧麻一年可收成 3 到 4 次，當麻莖轉為紅色時即可收割。割取麻莖、去除

葉片後，即可取下麻皮，用刮麻的工具例如：竹片刮除雜質、取得苧麻的

纖維，在水中搓洗去除雜質和膠質，搓洗後再曬乾一日。  

2. 析麻 

將纖維掛在脖子上，用指甲析成所需的粗細。  

3. 績麻 

將纖維兩頭扭轉捻緊，連接成連續的長條，反覆此動作即可將線累積接長。

並將苧麻纖維條，在手掌形成小束收集成捲。  

4. 捻線 

將竹筳插入紡輪固定，接好的纖維條緊密纏繞在紡錘上，再利用紡錘的重

量與手搓竹筳使其連續旋轉，捻成強韌緊實的線，之後收線入紡錘中。  

5. 上框架 



為了避免線材混亂，把麻線依序盤繞在工字型的框架上，中間有一活結，

使其成為一束束 8 字型線圈，目的是在煮麻及洗麻等過程中不會糾結或散

開。 

6. 漂白 

將線材入鍋並加入草木灰拌煮以去除線中雜質，有利於後續染色時容易上

色。過程中必須不斷翻攪線材，避免底部燒焦。若煮過仍覺得不夠白，可

晾於戶外藉白天日曬和夜晚的露水交替進行自然漂白。  

7. 曬線 

利用兩根竹竿，將線材穿過竹竿、拉出麻線間距，曝曬時間數 10 天至一個

月，即使下雨也不會收進屋內。  

8. 染線 

處理植物染材，例如：將薯榔及薑黃根部削皮、切塊，放進杵臼搗出汁液，

去除渣淬後將紗線浸漬在汁液裡染色。染後的線漂洗後須日曬或陰乾，薯

榔染適合日曬加深顏色，薑黃染則建議陰乾以避免掉色。  

9. 整經 

將紗線依照傳統布料的織紋依序整理在理經架上。  

10. 織布 

織布的婦女席地而坐，將麻線換至水平式腰織機，先把整理為經線的一端

套到織布箱上，用腳撐起；另一端綁在腰部，利用腰和腳的力量調整經線



鬆緊度，將纏在梭子上的緯線依設計好的圖案，穿過已整理好的經線，再

用打緯刀一根根壓實緯線逐步織線成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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