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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動機 

 

    香蕉絲技術從宜蘭到現在至少經過了 400 年時間，想知道這些過程中，

現代的香蕉絲手工藝是否有與傳統製作方式不同。 

 

二、目的 

 

(一) 因為想把香蕉絲織布的文化傳遞給在地的年輕人，擔心耆老們離開

之後沒有人可以傳承下去。 

(二) 以前和現在的香蕉絲的製做和製做完的產品有沒有不一樣 

 

三、研究方法  

 

(一) 參訪： 

    參觀香蕉絲工作坊的作品 

(二) 書籍： 

    噶瑪蘭族香蕉絲文化情這本書是當天香蕉絲工作坊的潘月英

阿姨給的 

(三) 訪問： 

    我們訪問了潘金英母語老師，以及新社村村長，最後是香蕉絲

工作坊的行政小姐潘月英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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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 噶瑪蘭的簡史 

 

(一) 蚵仔難三十六社 

其實蚵仔難三十六社表面上是這麼說，但事實上有六、七十個

社。當時的稱呼是以蘭陽溪為界。以北叫(西勢番)，以南叫(東勢

番)。重要聚落有打馬煙社、抵美簡社、奇立丹社,、抵美福社、流

流社、武暖社、歪仔歪社、新仔羅罕社、利澤簡社、加禮宛社、奇

武荖社等。 

(二) 移居花蓮 

  1796 吳沙率領軍隊以武力侵犯噶瑪蘭，搶奪他們以開墾好的

土地，漢人以欺壓的方式迫使噶瑪蘭族人往花蓮、台東遷移。 

(三) 加禮宛事件 

    噶瑪蘭族被迫遷徙早期主要是因受到漢人武裝屯墾，晚期則受

於社會的弱勢被漢人運用契約，或喪失土地；雖一再遷徙，但清朝

開山撫番政策，加上晚清北(今蘇花公路)的修築，經濟文化的衝突

加上漢人違反清朝保護番民的禁入番界令侵吞番地，終於在光緒四

年(1878)爆發了由『少壯番』引導的加禮宛事件。   

(四) 結語 

噶瑪蘭族人因漢人侵入土地而離開原居地，而在花蓮爆發德加禮宛

事件更是讓噶瑪蘭族人被迫遷移搬家，在文化方面，因遷移原居地

而異化與流失。 

 

 



手工藝噶命 傳統香蕉絲手工藝與現代的碰撞 

 
 

- 4 - 
 

二、 香蕉絲對噶瑪蘭的意義 

 

如果噶瑪蘭沒有香蕉絲的話，那就不叫噶瑪蘭了。 

香蕉絲與噶瑪蘭息息相關，當你聽到噶瑪蘭，一定會想到香蕉絲織

布。以前族人們都是用香蕉絲做衣服、帽子，代代相傳，這項技術已經

在噶瑪蘭族人的部落中有約 400 年歷史，噶瑪蘭人也是全台灣唯一會製作

香蕉絲的族群，雖然索羅門群島的原住民也會製作，但是他們是只有男

生可以製作，而我們是女生才可以織布，男生不可以碰織布的任何器具，

這是我們的禁忌。我們噶瑪蘭族也因為香蕉絲而聞名，因此有著缺一不

可的關聯性。 

 

三、香蕉製作過程 

 

(一) 砍樹 

    先把一顆沒有結果實的香蕉樹假莖(由一片片葉鞘部位層層緊

密包環而成)砍伐。 

 

(二) 材料製作 

    砍伐後，把葉鞘一片片剝開，再把葉鞘兩側邊的瓣膜撕離，後

面分為 4 等份，每份分為 4~5 公分，分別處理織布用的經、緯線。 

 

1.把瓣膜內層朝上，把假莖的一頭用腳踩住，再用中型菜刀或

水果刀等切開、剝離內層的澱粉、水分、果膠等雜質。 

 

(三) 日曬與水洗 

    把處理好的香蕉絲利用數日的的陽光曝曬後，在浸泡於水中

1~2 天，之後再次曬乾。 

 

(四) 績線 

    曬乾後的香蕉絲片利用針頭挑開約 20 條，區分奇、偶條數，在

用左右手拉開絲線束成一小把，這個稱為分線。分完線後，把一條

條強韌的香蕉絲打上平結，後面再捲成一束，以備整經、保存及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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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這在稱為接線。 

 

(五) 染色 

    利用福木染黃色調、檳榔子染咖啡色偏紅色調、另外藍染，在

加上各染材相互間的疊染，即可產生各種的色調。 

1. 先把香蕉絲線經練過後備用。 

2. 把處理好的植物染材加水，經過高溫煮沸，過濾萃取出染

液。 

3. 把香蕉絲放入染液中逐漸加溫，均勻攪拌進行煮染。 

4. 煮染過後的香蕉絲放入灰水、明礬、鐵泥中均勻混合。 

5. 重複進行 3~4 的步驟，直至香蕉絲吸收的色彩飽和為止。 

6. 最後清洗、晾曬及整理線紗，捲成一小束，以便保存。 

 

(六) 織作 (傳統製作方式) 

    製作工具為地機，是由婦女坐於地面上，兩腿平直伸長，以腳

掌撐住經紗軸；再將腰帶置於後腰部，往前繫住捲經軸上。靠著腰

背與腳力於一撐一鬆的當中，輪換提綜與綜棒的開口，置入緯線，

使用打緯棒，令其緊密，透過經緯交織都步驟，築成一匹布。 

 

(七) 布匹處理 

    香蕉絲織作或染色完成時，具有密實、堅硬、堅硬、經緯疏密

不一的特質。因此須經過柔軟化、經緯順紗的步驟。順著經線的脈

絡使用長棒滾輪或是陶瓷杯口，來回或定點的四周摩擦，直至布面

平順、柔軟為止。 

 

(八) 成品製作 

    「新社香蕉絲工坊」配合專業設計師、織者、並結合拼布、手

工縫製等技法，力求成品的一貫性。目前製作的成品有文書組合、

包袋類、餐桌組、背心衣物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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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傳統與現代香蕉絲的各項差異 

 

 我們訪談的傳統與現代的差異，主要是透過與潘金英奶奶與香蕉絲工作

坊的潘月英阿姨所獲得的結論，我們將他製作成表格。 

 

 以前 現在 

製 作 者 每個家庭的婦女都要會做 剩幾個老人會做 

製 作 工 具 地機 桌機 

製 作 方 式 舖坐在地上 坐在椅子上 

製 作 過 程 沒染色 有染色 

香 蕉 絲 布 面 粗糙 精緻 

香 蕉 絲 作 品 衣服及褲子 包袋、背帶及窗簾 

消 費 者 家人 中年人 

 

備註： 

1、地機：藉由幾個手工製作的長筒狀竹棒來當作香蕉絲整經的工具，是必

須坐在地上並將雙腳伸直支撐機器，這樣的製作方式稱為地機。 

2、桌機：桌上型織布機，有較多分線可以製作較多各式各樣的花紋。 

 

參●結論 

  

 (一)訪談回顧 

經過這幾次的訪談後，我們得知現在與早期的差異，比如：以前都用地

機來做香蕉絲；而現在是以桌上型織布機來製作。還有以往的香蕉絲織品都

幾乎是素面，沒有任何的花紋，或是較為單調的變化，現在有了桌上型織布

機，可以用來製作其他花紋設計，看個人變化圖案；還有以前能製作的東西

不多，主要是以背心、布面、褲子跟衣服，還有雨天穿的簑衣，現在則有各

式各樣的產品，加入文創的概念，做成書的書套，還有項鍊、包包、手機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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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套等；在製作者的差異中，以前是部落裡的婦女幾乎都要會做，而現在

只剩幾個老人會做，還有參與工作坊的工作人員等，年輕一代很少人會製作。 

我們也發現，老一輩的人或中年人在編織香蕉絲作品，是因為他們擔心

這個重要的技術消失，所以非常努力地想要傳承下去，只可惜年輕一輩的孩

子，似乎是外界的吸引太多，根本無心學香蕉絲編織的技術。所以頭目、長

老們都希望部落裡的年輕人如果在都市沒有工作的話，可以回來部落繼承我

們噶瑪蘭的文化。 

 (二)願景 

在工坊我們隨處可見老人、中年人在忙著編織作品，希望可以做更多

作，他們也很努力的研究、鑽研新的香蕉絲織布的技術，說不定還能發展出

更多的編織樣式和設計。在這次製作過去與現代的差異中，我們這次學到了

不只是有關噶瑪蘭族香蕉絲的歷史、製作方式、過去與現代的差異，還學到

了專題研究的一些方法，例如：學會了記錄訪談的過程、跟老人們用母語溝

通、如何打一個完整的專題報告…很多很多，而且透過這個專題研究，我們

還能回到家裡跟部落的老人們聊聊天，並帶著長輩們給我們的叮嚀，希望我

們可以把這個技術傳承下去。 

  (三)現代作品欣賞 

 

 

(圖 1)鑰匙包 

 

(圖 2)書套 

 

(圖 3)書籤 

 

(圖 4)筷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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