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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葡萄牙人贈予台灣「福爾摩沙」這個美名，寶島台灣是一個美麗的島嶼，擁有著各種不同的

文化，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從最早居住在台灣的原住民，再接著有漢人的移入，而現在

更有所謂的新住民，其實每個文化都有自己的美麗與特色。另外組員之一是烏來泰雅族的後

裔，希望藉此機會可以了解原住民的文化、習俗，這次報告主軸是泰雅織布，這就是泰雅族

人無與倫比美麗的象徵。 

 

與紋面相比，沒有慘遭日本人禁止的織布文化可以說是幸運多了，雖然會使用傳統織布機的

泰雅女性現在也已經所剩無幾。參觀泰雅博物館時，導覽人員告訴我們 Yaki 註一是烏來最後一

位會使用傳統織布機的女性，是國寶級的人物。我們不得不感嘆，曾幾何時，方便的機器取

代了費時的手工，沒有人願意坐在織布機前花好幾天的時間來編織一條充滿著傳統文化的布

匹。老街上穿著泰雅服飾的人比比皆是，不論繡有多麼精緻的圖騰，但寄託在服飾內的泰雅

傳統精神卻已經不復存在，漸漸地在人類的進步底下消失無蹤。 

 

生長在都市的我們只看過服飾店內賣的衣服，根本不曉得衣服的製作過程，所以泰雅族的織

布技術讓我們非常感興趣，織布是泰雅族婦女的職責，但過程其實非常辛苦，而泰雅服飾上

的每個顏色所代表的意義也都不同，需要我們一一的揭開面紗。織布的過程就像母親孕育胎

兒一樣，需要先種植苧麻之後剝麻、析麻、捻麻再上框架才可以進行染色，最後才開始織布。

一個新生命並不是一開始就有齊全的五臟六腑的，每一個步驟都是循序漸進的，看著他漸漸

的茁壯，就好比一匹布，從剛開始的苧麻變成一塊色彩繽紛的布，最後完成一件很美麗的衣

服。蘇軾曾經誇讚王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雖然在傳統原住民的社會中是沒有文字的，

甚至藉由圖畫來表達自己的意思，就將有意義的符號編織到衣服內，繼續傳承泰雅文化，因

此，泰雅族的花紋總是複雜且多變化，每個圖案都代表著不同的意義，不要以為這只是一件

簡單的衣服，其實每件衣服上的花紋都有其特別的意義。因此我們是不是可以稱讚泰雅族的

織布：圖中有話，話中有圖。 

 

泰雅族傳統文化有很大的獨特性，雖然大部分的文化已經漸漸消失，但我們可以緊抓著時間

的尾巴，把那些幾乎絕跡的泰雅文化紀錄下來。所以蒐集各種資料、實地訪問、勘查、甚至

去拜訪，這都是我們該做的工作，希望可以把這長久被忽視的文化重現給大家，盡我們微薄

的力量來保存泰雅文化。我們做了這樣的一件事，正是對泰雅族文化的保存盡了一份心力！ 

 

貳●正文 

 

一、泰雅族 

 

泰雅族屬於山中傳奇的子民，聚落分佈相當分散，其居住區域散居在台灣中北部山區和中央

山脈兩側的高山地區河川之中、上游河谷一帶廣大的山區，北起台北縣烏來鄉，南至南投縣

萬大、花蓮縣卓溪；西自台中縣東勢，東至宜蘭縣南澳的廣大地區，以雪山山系西北斜面，

東北側及大嵙崁溪之中游、上游溪谷為主。其中以北部山區為主要活動範圍，是台灣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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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佈區域最廣的一族。且由南投縣埔里山區至花蓮港、宜蘭、桃園、新竹、苗栗、台中、南

投和台北縣的山區，都有泰雅族的蹤跡。 

 
圖一 泰雅族分布圖註二 

 

二、烏來泰雅族 

 

這次的報告雖然是整個泰雅族的織布文化，但是我們主要針對烏來地區的泰雅族來做討論。

烏來由於鄰近台北市區，因而不得不成為台灣地區第一個放棄戰爭，而與外族和平共處的泰

雅部落。烏來的泰雅族為泰雅亞族賽考列克族群馬立巴系統屈尺群，二百一十年前泰雅族祖

先從復興鄉遷至南勢溪、札孔溪合流口處台地，一百二十年前二遷到南勢溪與桶後溪會合的

河谷盆地，也就是今天烏來老街一帶。 

 

清朝統治初年，烏來鄉泰雅族的勢力到台北盆地南側，從台北市文山區的木柵地區地名的由

來可以得到證實，古時在新店溪上游一帶，是泰雅族原住民居住的地方，當時景美溪河面寬

廣，水深數丈，惟於開元街頭至更寮山麓一帶河道較淺，原住民極易渡河侵襲，故漢人就地

取材，於景美溪右岸今道南橋附近，沿著河流以木樁圍柵，防禦原住民進犯，眾人習用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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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作當地名稱，於是取名「木柵」。另外，「古亭」名之由來，相傳漢人為防禦新店溪上游屈

尺方面的泰雅族出草，於是居民議置「守望亭」於今晉江街、同安街口旁土地廟（長慶廟）

旁，亭內置鼓以為傳哨警戒，故稱鼓亭。直到清朝末年，烏來的泰雅族人勢力才退到新店屈

尺一帶，接著退至忠志村。台灣設省，劉銘傳作為台灣巡撫時更有烏來人到台北讀書並且考

上鄉試的紀錄。 

 

三、織布 

 

１. 織布重要過程 

 

(1) 選種與植栽註三 

 

適合泰雅族人使用的苧麻有三種：泰雅苧、漢苧、野生苧，而野生苧麻的特性是莖脈容易斷，

且纖維少；漢人的苧麻，出織量大且潔白，但析麻時不易劈析，泰雅族人認為這是它的缺點；

泰雅的苧麻成熟時從莖到支脈都呈現紅色，出織量雖然沒有漢苧多，但以手劈析時較容易且

纖維強韌，另外還有一個優點，就是沒有太多的毛羽。 

 

苧麻在經過選種之後，就可以開始進行繁殖的工作。種麻一般是屬於婦女們的事，有些部落

是嚴禁男子參與，除了擔心狩獵時會發生危險之外，也會妨礙苧麻的生長。種麻的地方大概

都是在新開地的一隅或燒墾過的土地四周。麻種一般都是利用分株法，除非要遷移到較遠的

地區，則會先收存苧麻的種子，分株時也有一些揀選的經驗要知道。苧麻一年可收穫三次，

在寒冷的那一季纖維會較短小，所以理想的種時間是在氣溫和暖時。 

 

(2) 收割取纖 

 

麻莖若是從莖部到頂梢都轉紅時，割麻的時間就到了，當收割完麻莖後，留下的地下連根會

在下一季繼續成長供應，苧麻可取纖維的時間依照纖維的需要，從轉紅直到結小穗，這段時

間都可以採收苧麻。苧麻的成長一般需要三、四個月圓以上，等到三~四個年的週期結束之後，

就必須要換耕地，而麻園也就跟著遷移了。 

 

(3) 刮取纖維 

 

在割下麻莖，打下麻葉之後，就可剝麻了，先從底端試折到不會完全斷裂的地方，也就是在

底端大約一掌左右的距離折開麻莖，取下麻皮，而取麻纖則要使用到刮麻的工具，利用鋒利

的邊刮去表皮纖維以外的部分，刮除麻纖維上的雜質，取下的纖維綁成小束收集，以備下一

個步驟之用。以前這些工作在傳統的習慣中都得要女人在田園裡完成，這些工作是絕不可以

在家中進行，必須在田間工作，且利用做完糧田的工作後，剩餘的時間處理，另外對於要製

作較精細的布料，必須在取纖維後，先精選出細而長的纖維單獨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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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席地利用刮麻器剝麻纖註四            圖三 分離出苧麻的韌皮纖維註五 

  

(4) 洗滌脫膠去雜質 

 

取下一束束的纖維之後，可以到附近清冽的小山溝、小溪流裡搓洗、浸泡，以去除黏附在纖

維上的雜質，經過多次反覆的搓洗之後，用布包裹擰乾，再以適當的力氣在地上摔打，目的

是鬆解原本交雜在一起的纖維，以利下一個工序的進行。因為麻莖裡含有大量黏稠的膠質，

利用反覆不停搓洗、踩踏的方式快速地脫去膠質和雜質，另一個方式則是將線盤起來，放入

加了草木灰的灰水中練煮，加蓋並注意水的充分，水沸騰之後，偶而要翻動，以便使纖維都

能均勻的脫膠。經過脫膠去雜質後的麻纖，要再經過擰乾、打鬆、曝曬的過程，待乾了之後

就可以開始製線了。 

   

圖四 取下的麻纖，清洗膠質註六         圖五 使用草木灰漂白、去雜質註七 

 

(5) 製線與染色  

 

將取得的纖維曬乾、捻成線、紡紗，再放入柴火的灰燼水中搓揉，漂白後以水洗淨、曬乾。

取部分線材染色後再曬乾，作為配色用的線材。 根莖長得像地瓜的裡白葉薯榔，是泰雅族最

重要的染料植物。取其塊莖敲碎後，與麻線齊煮再曬乾；如此步驟重覆二次，就可將麻線染

成茶褐色。 漂白過的淡米色麻線與染成茶褐色的麻線，透過婦女的巧手，就成了泰雅風格的

圖騰，以及屬於各部落特有的紋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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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漂白後的紗線註八 

A 麻線的製作 

 

將苧麻從纖維紡成線，有幾項看似簡單，但是需要經驗和功夫的重要製線的工序：搓線、析

麻、捻線、上框架、漂白、舂線等。而泰雅人衡量織者織布技術的優劣，也與此技藝的優劣

相關。因為紡捻後麻線的粗、細，直接影響著織物成品的經緯線的品質，而搓繩、析麻、績

麻全靠人完成，捻線則要借助紡輪的工具。 

 

    
       圖七 析麻註九            圖八 紡輪註十可將鬆散的麻纖維，捻成強韌連續的線 

     

        圖九 麻線上框架註十一               圖十 繞框架的線活結註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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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染色 

 

早期先人對於織物的染色，多半是使用天然染料。脫膠精練後的麻線，若是需美化裝飾時，

就要經過染色製造效果。染色是由染料在染製時，色素分子經由化學或物理的吸附作用，與

被染織物的纖維組合，進而改變了纖維的顏色。在技術上使用過浸染、套染、媒染等多種方

法去改變纖維顏色，但基本上泰雅是以染紗線為主，極少是織成布然後染色。 

  

   圖十一 染色植物－薑黃註十三       圖十二 左上為植物染料－薯榔、右上為切 
                    碎的薯榔莖塊、左下為薯榔染紗線、右下是在 
                    杵臼中搗出染色汁液的過程註十四 

(6) 織布   

 

製得麻線後，以傳統的織布器材紡織。織布機包括一個「理經架」用以整理線材、設計紋路，

以及一組織布用的木造工具。理經架通常選取長方形檜木作為底座，分別於上方的中央與兩

端挖洞，中央的洞中置入 Y形的枇杷枝幹，兩端洞中放入圓棍形的櫻花木。使用織布機須要

先把整理為經線的一端套到踏板上，用腳撐起固定在牆上，另一端綁在腰部，利用腰和腳的

力量調整經線或鬆或緊，然後把纏在梭子上的緯線，依設計之圖案，穿過已整理好的經線，

再用木製刀狀打棒一根根把緯線壓得密實。婦女們憑藉著簡單的三根木頭理線，同時將這塊

布的花紋設計於其中。 

 

圖十三 織布機，又稱水平式腰織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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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色彩與圖案 

 

織物中色彩的選擇、應用，容易形成一個民族文化最鮮明印記，泰雅祖先對色彩的反應是來

自自然的直觀，泰雅尚紅及黑，它是以複雜的文化觀念及多樣的審美概念中衍生出的，泰雅

人擅長以簡單的顏色創造出滿目斑斕的熱鬧織品。 

 

泰雅族的織藝技術冠於他族，按技法可概括為平織、斜紋織、夾織與挑織等。而在織藝表現

上，則是在布匹織上單線、或其他色線的垂直線條；較複雜的，會變化成交叉斜短線、或以

顏色較鮮明、對比的色線，織成幾何、三角、四角、直橫與波狀等圖案。每個圖紋，蘊含著

許多的意義，大多需要神話、傳說、祭典、儀禮相互輔助，而形成一個族群約定俗成的溝通

網路，泰雅族支系眾多，但各群在織物方面仍是以菱紋及橫條為基本元素加以組合變化。        

  

圖十四、圖十五 泰雅織物上的幾何圖形 

表一 各種顏色所代表的意義註十五        表二 各種圖案所代表的意義註十六 

 

顏色 代表意義 

紅色 積極進取及生命力 

白色 純潔與永遠 

藍色 浩瀚的天際 

 

3. 實際訪問─烏來的泰雅文化 

˙受訪者：莊育桔、已退休 

˙時間：2009/07/12 

˙地點：台北縣烏來鄉信賢村 

 

圖十六 現代幾乎沒有人會使用傳統的織布機，反而改採用小型的織布機。 

圖形 代表意義 

菱形 祖靈的眼睛，守護著後代子孫 

橫線 人死後通往祖靈居住地的彩虹橋 

圓形 太陽，熱情活力 

交叉 牽手，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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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七 實際訪問織布過程             圖十八 實際訪問織布過程 

（圖左的女士即為受訪者莊育桔女士） 

 

莊育桔女士表示：「以前是用麻布，利用植物下去染色，之後再放進織布機中，一開始放入

織布機的過程叫做『整布』，是織布過程中最重要的也是最麻煩的，織好之後就可以直接把

它剪掉，不用怕它會散掉，所以一開始是很重要的。」 

 

4. 消失的泰雅織布文化 

 

(1) 尤瑪‧達陸 守住泰雅傳統文化 

 

苗栗泰安鄉象鼻部落的泰雅族婦女，她們所成立的野桐工坊現在已是原住民社區產業營造的

標竿。尤瑪‧達陸，最早在台中縣立文化中心地方編織館擔任技術員，曾經擔任「編織技藝

重現」活動策劃，四處找適當的編織示範人員，讓她意外的發現，原來自己的外婆保有這項

幾乎已經失傳的傳統技藝。三十歲的尤瑪決定放下一般人眼中公務員的優渥生活，重新回到

山上的部落，一邊田野調查，一邊搶救已經被遺忘的泰雅族傳統編織技藝，在平均學歷只有

國中二年級的苗栗原住民來說，尤瑪輔大織品服飾研究所的碩士學歷是少數中的少數，而放

棄公務員資格回到部落種植苧麻，學習編織技藝，對於族人來說更簡直是異類。註十七 

 

(2)烏來織布國寶 

 

烏來最後一個會使用傳統織布機的國寶級人物，只聽得懂日文和泰雅語的 Yaki，經由組員阿

姨的翻譯，Yaki 說組員的曾祖母是她的織布老師。我從小生長在都市，對住在烏來的曾祖母

並沒有很大的印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這件事。不過現在我可以很光榮的對大家說，我的曾

祖母是一位會織布的泰雅族女性。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淺談泰雅織布之美－圖中有話、話中有圖 

 - 10 - 

 

圖十九 參觀烏來泰雅族博物館，與烏來最後一位會使用織布機的 Yaki合照。 

 

參●結論 

生活在這個世代的我們，小時候的玩伴就是電視機、電腦，放眼望去盡是擋住風景的高樓大

廈，沒有美麗的大自然，更沒有在泥巴裡面翻滾的經驗，為了這次報告，我們走訪了烏來，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美麗的風景就是祖靈送給泰雅族人的最佳禮物。 

我們覺得泰雅族最具特色的就是織布，而織布的技術是女性成年的象徵，乍看之下，泰雅衣

飾上簡單的紋路，好像織布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其實織布並沒有大家想的那樣簡單，需要靠

全身的力量去支撐一台笨重的織布機才可以進行織布，所以婦女到後來都會駝背，這些經由

婦女們辛苦所織出來的布一定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女子在織布時，整個構圖都已在腦中，她

們甚至會一邊哼著織布歌一邊提醒自己織到哪一個步驟了，整個織布的過程通常維持好幾個

月，當然，困難的圖是不容易記住的，所以就算看著已經織好的布來織也不能織出完全一樣

的布，這就是為什麼織布的技術是那麼的珍貴，織布的成品是那麼無價的原因，這些都不是

靠金錢和機器就可以堆砌而成的，都是一代又一代的泰雅族女性傳承下來的超高技術，令我

們深深感動！ 

 

泰雅族文化很美，尤其是泰雅女人的織布技巧，想像她們正一邊織布一邊亨著織布歌，每一

件泰雅服飾都是她們獨一無二的心血結晶。觸摸著泰雅傳統服飾上美麗的紋路，這是花了多

少的心血才完成的呢！只可惜現代科技發達，願意使用織布機的人變少了，機器取代人力，

衣服製作的時間縮短了，可是泰雅文化的精髓也逐漸消失了。 

 

泰雅美麗的織布傳統將永遠烙印在我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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