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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校內的民族課程一直以來都有學習製作傳統藤編的課程，平時在家裡我們

也會看到傳統背籠及獵物背籠，後來學校夏日樂學課程有兩天的課，耆老帶著

我們上山採集黃藤，我們才知道原來製作背籠的材料這麼難取得，過程很辛

苦，回來之後還去做處理才能開始製作作品，剛好小組的成員家中是做傳統藤

編的工藝坊，我們就討論說，很想了解太魯閣族傳統的藤編，以及現在在生活

中是去如何運用，從中去了解以前與現在的差異與不同，族人是怎麼將這些傳

統技藝傳承下來的。 

 

二、研究目的 

   （一）、認識太魯閣族傳統藤編 

   （二）、瞭解太魯閣族傳統藤編在現代的應用 

    (三)、探討太魯閣族藤編傳統與現代的差異及文化傳承延續 

 

三、研究方法 

(一)確定主題：從學校課程活動及生活著手思考並確認研究主題。 

(二)查閱文獻：透過電腦、電腦教室查詢網路及圖書相關資料，瞭解黃藤   

              及在族人生活中運用。 

(三)訪問調查：聯絡訪談對象後，約定訪談時間，並擬好問題提問再彙整 

              及分析訪談內容。 

(四)實地踏查：直接實地依循文獻資料及訪問調查的內容。 

(五)完成報告：完成資料整理與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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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太魯閣族傳統藤編 

    太魯閣族的藤編、竹編是男子在濃獵休閒的時刻，從事的手工藝活動。有

關太魯閣族的木竹藤編工藝，在廖守臣(1992)為出版的《花東泰雅族部落的手工

藝技術》一書中，曾有完整的調查資料說明，其中涵蓋了族群傳統社會中的農

耕、狩獵與飲食器具的製作過程及其用途。太魯閣族的木竹藤編器具是傳統社

會生活行事上的必需品，且以就地取材的巧妙手法，設計出背籠、藤帽、水

壺、竹瓶、竹杯與農耕器具等體貼家族山林生活的的日常用具。編織主要的材

料是取自山林中的竹、藤為主，籐器或竹器都取自藤皮或竹的外層，因藤皮或

竹的外層堅韌可曲，並且適用螺旋編織法。籐器或竹器是用穿卷的方法，以一

編條做螺旋狀來捲繞，再以另一編條卷疊成螺旋狀縫繞在一起。太魯閣族的藤

竹編器有背籠、穀櫳或籃、圓箕笊、藤製小飯盒、簸箕、酒芻、頭帶，編紋則

以六角型及十字為主。 

 

二、黃藤介紹、採集及處理流程 

    棕櫚科，黃藤屬。木質藤本植物，莖長達 30 公尺以上，粗約 3 公分，除根

部外，全身都是刺，像隻發怒的刺蝟。其果實橢圓形，外面披黃色鱗片，果肉

其酸無比。他的末梢嫩莖可食用，其纖維化的莖強韌且富有彈性，藤皮常被太

魯閣族人拿來製成大小不同的置物籃，早年沒有鐵釘時，藤皮、藤片及黃藤是

不可少的建築用材料。黃藤的優劣將直接影響藤製品的品質，通常選採向陽生

長者，背陽生長者易折裂不宜採取。黃藤是原住民社會重要的藤材，生活中無

所不在，像是背簍、籃子、頭帶、穩固房屋架構、固定陷阱等，都會採用堅韌

且彈性極佳、可塑性高的黃藤。據說，過去獵人若上山沒有打到獵物，因不能

空手而回，便會取幾條黃藤返家，作為日常應用的素材。黃藤的用途還不僅於

此，其藤心味甘，可料理成湯品與沙拉，是常見的野菜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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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藤 上山採集 處理 成品 

圖說：黃藤處理流程 

三、訪談歌勒文傳工作室都姆‧馬紹老師 

(一)接觸藤編的歷程 

請問您什麼時候開始接觸傳統藤編？為什麼會想要

開始接觸藤編？總共持續多久時間了？ 

我是從 16 歲開始學習藤

編，主要是爸爸都在做

藤編，所以就開始學

習，從 16 歲一直做到現

在 42 歲了，還持續做。 

傳統藤編主要使用的材料有哪些？處理的過程為

何？有那些常見的編織技法？ 

 
圖說:獵物背籠及背籠編法 

原生藤跟國外進口的

藤，要上山開始採籐，

要挑長的然後是太陽曝

曬的，取夠用的就好，

會先預測母線跟子線的

長度，拉完之後就開始

先進行簡單的裁切，然

後揹下山之後先將節去

掉，先剖再剖半，然後

陰乾，之後開始進行定

寬成要製作的材料大

小，處理大概要兩到三

個星期，很花費時間，

基本技法有兩種物件的

作法，底部都是十字

編，獵物背籠是十字，

一上一下，一般背籠是

六角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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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覺得傳統藤編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麼呢？過程中是

否曾經想要放棄？是什麼原因讓您堅持到現在呢？ 

最困難的地方就是採

集，因為要去山上，處

理很累，過程中完全沒

有想要放棄，因為這是

爸爸傳承給我們的，也

是爸爸離開之後我們對

爸爸的思念及愛，因為

非常喜歡藤編，這也是

唯一可以跟爸爸溝通的

橋樑，所以也讓我們一

直堅持到現在。 

學習藤編之後製作過哪些作品？運用在那些場合或

是時機？傳統藤編主要是用在日常生活中，請問除

此之外還會運用在哪些地方？ 

 

圖說:裝置藝術展示於太魯閣文創園區 

成品製作過很多，像是

獵人背籠、背農作物的

背籠都跟日常生活有

關，或是做成紀念品及

藝術品，其中有一件是

為了配合鄉公所活動製

作的超大型背籠跟獵物

背籠，當作裝置藝術。

所以這些作品除了上山

打獵跟務農用之外，現

在還會變成送禮跟紀念

品還是 DIY 課程使用，

或是變成裝置藝術展覽

用、還有裝飾品，運用

非常廣泛。 

印象最深刻或是最有感動的作品時什麼？創作的理

念是什麼？ 

 
圖說:M 字大型背籠 

我覺得每一件作品都很

感動，印象最深刻是大

型展覽作品，但是最讓

我感動的是獵物背籠，

因為背籠側面是 M 的字

母，主要有兩個代表意

義，M 是爸爸的母語名

字的開頭，另外一個就

是山的意思，代表我們

太魯閣族跟山生活在一

起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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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歷程小結： 

(一) 學習的時間點是從小開始學，很自然而然在父親身邊學習，慢慢將藤編與

自己的生活結合，非常熟悉各種傳統的編法。 

(二) 最困難的除了採集之外，就好像沒有其他可以讓老師想放棄的時候，因為

這是爸爸的意志，使老師堅持下去，從中可以感受對爸爸非常大的思念。 

(三) 藤編除了運用在日常生活當中，也漸漸轉型製作符合現代人的需求而去製

作作品，也都讓人深受喜愛。 

(四) 最感動的作品跟父親有關，從訪談當中可以聽到老師不斷地重複這項傳統

技藝跟父親一直有很緊密的連結。 

(二)傳統藤編的傳承與創新運用 

傳統藤編的傳承與創新運用 

您對下一代或是族人學習傳統藤編這

件事的看法為何？有做過哪些具體的

行動或是做為去推展？ 

因為傳統藤編從處理到製作完成非常

需要花時間，所以對下一代或是族人

去學習就保持開放的態度，當然是希

望能夠很多人可以來接觸，所以我們

就會用比較簡單的方式讓他們先喜

歡，當然教法也會因應每個人的需求

而有所改變，像是對下一代的就是用

陪伴學習的方式，上課的學員就是用

師徒制的方式去學習，所以除了在家

做個給小朋友，在外推展就是申請鄉

公所的課程或是部落大學的課程，還

有就是配合工作室的套裝行程將藤編

技藝去做推廣，有展覽或是市集也都

會去參與，讓大家認識傳統藤編。 

推展傳統藤編的過程中有遭遇過那些

困難？您如何去面對與解決的？ 

遭遇最大的困難是因為太魯閣族傳統

的觀念，藤編是只有男生去學跟製

作，女生只能織布，所以剛開始就很

容易遇到不被看好的情形，再來老人

家也會覺得說，這麼年輕然後又是女

生，怎麼可能可以教人家藤編，從學

習到教學一直遇到這樣的困難。我們

一樣去面對這樣的質疑，因為家裡只

有三個女生，在很自然的環境下我們

就學會了，而且為了爸爸的意念，所

以我們很堅持下去，慢慢地透過自身

的能力以及作品的呈現，讓大家慢慢

能夠接受女生也是可以將藤編做好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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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讓大家去學習的，雖然還是不符合

傳統的規範，但如果我們不做，我們

家族的傳統技藝就會消失了。 

家族對傳統藤編傳承這件事情的想法

為何？ 

家族對藤編的傳承是非常贊成及享受

在其中，家族每個人都很願意一起學

習，不管是在外的市集、DIY 的課

程、客人的訂單或是大型活動的作

品，家族每個人都是很自然一起幫忙

及學習，讓藤編就像以前一樣融入在

我們生活中。家族成員也都沒有抗拒

及抱怨。 

在傳承藤編文化的過程中最令您感動

的事情為何？ 

 

最感動的就是家族的同心，不管是先

生退伍之後還是孩子們，都能夠一起

同心在傳統藤編的工藝，還有兩位姊

妹跟他們的家人，不管任何活動只要

有空就會一起來參與，家族也都讓小

孩子們自然而然的投入在其中，每次

看到家人一起為了傳統藤編一起努力

的樣子，就會想起小時候跟爸爸一起

做藤編的情形，大家齊心去做真的很

感動，希望我們能夠一直傳承下去。 

 

文化傳承及創新運用小結： 

(一)對下一代的傳承以及對外的推廣都可以看出老師用淺移默化的方式去進

行，利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去推展，將最傳統的藤編介紹給大家認識。 

(二)最大的困難在於太魯閣族傳統的規範，使老師的家族再做藤編技藝這一塊

遭受很多質疑，但老師們沒有放棄繼續堅持，才有現在的成果。 

(三)家族成員對於傳統藤編傳承這件事，是很自然的去看待，因為就是融入在

他們生活當中，一代傳承一代，每個人都是發自內心接受自己的文化傳承。 

(四)家族的同心，讓歌勒文傳工作室不只是一個將藤編介紹給人家認識的場

所，更是一個讓家族成員緊密連結在一起的橋樑，讓都姆家族的技藝能夠一起

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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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傳統背籠 

 

圖說:獵物背籠 

 

圖說:畚箕 

 

圖說:餐具筒  

圖說:飲料籃 

 

圖說:手機座 

 

圖說:置物籃 

 

圖說:大型置物籃 

 

圖說:花籃 

 

圖說:小背籠筆筒 

 

圖說:畚箕鑰匙圈  

圖說:超大型裝置藝術 

圖說：工作室藤編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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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經過資料蒐集、文獻探討和深度訪談後，得到的結論如下： 

一、從資料及訪談當中發現到黃藤在太魯閣族人日常生活中有非常多的運用，

生活中處處可見，食衣住行育樂幾乎都涵括其中，可見其重要性，所以族人對

於學習藤編這件事情是非常自然的，雖然有一些傳統規範在，但在訪談中知道

就算藤編是屬於男性族人該做事情，也會因為家族成員的關係而有所改變，但

傳統藤編從採集到處理到最後製作成日常生活用品的步驟還是會慢慢傳承下

來，只是因為現代環境的變遷導致傳統與現代的差異，甚至可能會逐漸消失，

都是我們在此次採集資料時所發現的。 

二、從資料與訪談中，發現傳統藤編在現代的應用非常的廣泛，除了平時農作

跟上山打獵的背籠還繼續使用之外，在訪談工作室老師時可以發現到因傳統技

藝採集及作業的困難，所以將藤編轉變成小飾品的 DIY、不同材質的材料的製

作，縮短作業時程、搭配部落文化深度旅行時的課程、依客人的喜好訂做成各

式各樣的日常生活用品及裝置藝術，可說是非常廣泛的應用，也讓工作室符應

這個時代去做改變，就像老師說的，以前的是因為生活而做藤編，而且現在的

人是為了喜好而去製作藤編。 

三、從訪談與資料蒐集中，我們發現傳統與現代最大的差異就在於使用的習慣，

現代族人除了少數還有在上山打獵跟農田農忙的人或是像歌勒文傳工作室，幾乎

很少在接觸傳統藤編這一塊，所以時代環境的改變真的影響很大，讓藤編不再侷

限於日常生活中，所以從訪談中可以知道老師用大量的課程、各種文化活動、家

人完成訂單作品去將傳統藤編透過不同的方式去推廣給大家，創新的作品核心理

念也都脫離不了傳統，也讓傳統藤編文化能夠在太魯閣族裡流傳下去。   

    這次的研究，讓我們對太魯閣族的傳統藤編有更深的認識，但因受限於地區、

人力及主題，對於傳統藤編文化的研究只是一小部分，秀林鄉境內還有其他家族

及部分族人還有更多有關於藤編的技藝與故事，建議未來還有機會可以針對此一

議題做更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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