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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稻草工藝」具備著文化歷史、傳統美學與先民的工藝技術，但因環境變遷、材料取代、習慣改變、

技術失傳等因素而逐漸在生活文化中流逝。本研究針對稻草工藝的變遷與現今發展等面向，收集相關文

獻資料、地方田野調查訪談，進一步瞭解台灣稻草工藝產業的歷史變遷過程、材料運用與技術變革、文

化與工藝價值、以及未來可能發展等方向。主要研究結果有：1.「稻草工藝」是代表台灣地方文化的重要

一環，「稻米文化」在台灣有著深厚的基礎，也牽引著「稻草工藝」的發展，台灣以稻米為主食，早期農

民就地取材，利用稻草製作稻草製品，而如今稻草工藝的價值已不單只是停留在原來的使用層面意涵而

已，而是已同時成為推廣傳統工藝文化目的的代表性項目。2.先民活用稻草的概念，其實含括一物全體活

用與綠色設計思想，稻草除可燃燒當肥料外，還有許多實用性價值。現今創意多元化的發展除讓稻草製

品成為具實用性的生活用品與工藝品外，稻草材料本身是天然材料，所以可以取之於自然並回歸於自然，

其實非常符合綠色設計思想發展的重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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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傳統工藝擁有長久累積的歷史與地方特

色，而地方文化則擁有地方的歷史與回憶。地方

傳統工藝因人民的生活習慣與使用需求而產生，

但隨著時代變遷、使用的習慣改變而逐漸沒落。

不過傳統工藝不單只是包含傳統工藝技術與歷史

的器物，其中還擁有地方的特色與地方居民的情

感。現今因為政府積極推廣文化創意產業政策，

許多擁有地方特色的傳統工藝也得以保存與流

傳，也讓傳統工藝開始結合新的巧思與創意呈

現，讓傳統工藝品有著另外不一樣的面貌，也使

民眾對傳統工藝品有不一樣的觀感。 
    稻米是台灣的主食，早期台灣為農業社會，

大多也以種植稻米為主，農民因材料取得容易、

生活習慣等等，利用巧思與經驗將稻草製成許多

稻草的副產品。但因為時代變遷、使用習慣改變，

稻草製品也逐漸的消失。但又由於現今對傳統工

藝重新開始重視，地方傳統工藝也得以能夠被積

極保留，而出現「稻草工藝」這個名稱，這名詞

便是用來統稱這些先民利用智慧與經驗所產出的

稻草製品。 
    如前述「稻草工藝」是地方文化與傳統工藝

技術結合下的產物，農民以自己的智慧與經驗製

作稻草人、草屋、草鞋、草繩等實用性質的稻草

製品。但卻不會出現像草編（大甲）、竹編（竹山）、

木雕（三義）等，至今仍強烈為台灣大眾所熟知

的地方工藝產業與產地印象。 
    本研究以台灣稻草工藝的發展與變遷為研究

方向，希望進一步瞭解台灣稻草工藝的整體變遷

發展過程。目前在台灣，有許多地方的稻草工藝

發展尚留有些許形跡。如：南投縣草屯鎮、宜蘭

縣羅東鎮珍珠社區等，期望藉由對相關文獻資

料，以及田野調查訪談等資料的彙整中，讓台灣

稻草工藝的相關史料有更深入補足的機會，進而

讓大眾瞭解稻草工藝這項地方傳統工藝的深層內

涵。而在從瞭解稻草工藝所帶來的文化價值後，

或許才能更進一步思索稻草工藝的改造與進化，

以及未來發展的可能性，最終期能提升稻草工藝

的創意產業價值。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稻米在台灣如此重要，稻草工藝的現況處境

卻讓我們心生疑問。而現今有關稻草處理也變成

是一個環境問題，那先民又是如何處置的呢？它

是否還有其他利用的價值？都些議題都值得我們

來探討。 



 

    稻草工藝具備著文化歷史與傳統工藝美學，

及先民製作技術的智慧，而這也正是「稻草工藝」

所散發出的質樸內涵與魅力所在。故此筆者希望

藉由瞭解台灣稻草工藝整體發展史的過程，重新

體驗與思考常民文化、傳統工藝、社區營造與設

計教育發展之間的交互關係。 
    此次的研究目的在於收集所有的相關文獻、

與從田野訪談方向相互補足資料的不足處，讓社

會大眾更瞭解稻草工藝，也能體會、珍惜這些原

本就存在於一般生活上的事物。 
 
三、文獻回顧與探討 
 
    台灣從前主要是農業社會，每一吋土地、每

一枝草、每一滴雨露，都是非常珍貴的物品，而

所有的自然產物，都可在農民的智慧與經驗下進

行充分的利用。如：稻草的運用、種稻的技術與

智慧的累積傳遞。農民把稻草紮成「稻草人」用

來嚇阻鳥雀吃稻穀；或燃燒當成肥料；「草屋」為

囤積、保存食糧之用；「草繩」為綑綁東西之用；

「草鞋」則為農業社會中人民所穿的鞋子。從上

述數例中可看出稻草製的產品在以前的生活中是

常出現而且常被使用的東西。 
    「稻草工藝」又稱「稻草文化」，這兩者間有

著相互依存的關係。「稻草文化」涵蓋範圍較廣，

包含「稻草工藝」。「稻草工藝」亦是「稻草文化」

的一種。如：1941 年發刊之「民俗台灣」中就如

此記載：「先後介紹包括打綿布、鶯歌製陶、柴屐

加工、編織竹籠、竹笠編織、及清花陶缽、香爐、

燭臺、花仔布、草鞋、陶枕、謝籃、油壺鹽瓶、

木匠刨刀、杵臼、各類竹家具、竹編製品�等等。」 
草鞋亦包含在內，從此處可看出當時「稻草工藝」

確是相當興盛。 
    而在教育部於1980 年起委託學術機構對台灣

民間傳統技藝及藝能所進行的調查中，其中由台

灣大學人類學系所主導調查的「中國民間傳統技

藝訪查報告」，將當時的台灣傳統民間工藝，依製

作方法與使用材料的標準，區分為十三類二十六

目：雕刻類（木、石、竹、牙角）、編織（竹編、

草編、籐編）、捏塑（陶塑、捏麵人、畫糖人）、

彩繪（民俗畫、廟畫、臉譜、鏡屏）、漆器製作、

琺瑯製作、印染、刺繡、剪藝（剪紙、剪黏）、糊

紙、打造（金銀打造、佛帽打造、木桶打造）、鑲

嵌、灌漿（製陶）等。 
    而在 1988 年省教育廳「中國傳統技藝」的調

查資料，則將台灣傳統民間工藝分成八類六十二

目：雕藝（木雕、竹雕、毫芒雕、傳統石雕、神

像雕刻、硯台、蔬菜雕刻、等十三目）、編藝（藺

草編、斗笠、燈籠與花燈、扇子、竹編、簑衣、

草蓆與草鞋等八目）、繪畫（彩繪、木書畫、民俗

版畫等三目）、塑藝（泥塑、皮塑、剪粘、糖塔、

陶藝、燒烤玻璃、獅頭製作、交趾陶等九目）、剪

裁（剪紙、剪影）、女紅（中國結、香包、刺繡、

漢宮花等）、童玩（毽子、風箏、陀螺等十三目）、

其他製作（毛筆、製墨、製香、銀器、製紙、漆

器、皮鼓等十目）等。 
    從上述資料可見台灣「民間工藝」的詞彙使

用或類別品目，是隨時代遞移而不斷變遷，並各

自具有不同的意義與價值象徵。這其中已看不到

將草鞋列為單一類別，後來則被歸納至編藝此一

類別。這代表著「稻草工藝」在之前的發展似乎

已經開始有所改變。 
     
四.研究方法及步驟 
 
    筆者試圖從過去記錄民俗工藝或是傳統工藝

等有關書籍中，如「民俗台灣」、「中國民間傳統

技藝訪查報告」、「台灣文獻叢刊」309 種、「台灣

日日新報」、「台灣的副業」等資料中，找尋有關

「稻草」關鍵字的紀錄。但實際上在所能得見大

多數的歷史文獻中，在台灣稻草工藝產業有關的

歷史資料其實甚為少見，且大多數也只是集中描

寫近十年來才在南投草屯草鞋墩地區所發展出有

關稻草工藝相關活動的演變史，或者是從社區營

造運動中所發展出來的如珍珠社區稻草工藝活動

等。而這些論述多半未著墨於其文化歷史與工藝

藝術，以及產業發展軌跡上的價值描述，而只是

單純的簡介。 
    稻草工藝屬於地方傳統工藝的一環，更是結

合許多地方古老技術與經驗所產生的設計人工

物。且原屬庶民文化的發展項目，所以較少能在

文獻上看到較為正式的記載，而多是從地方所留

下的傳統技術與地方長者以口述經驗所流傳下來

之物。故此，筆者只能調整研究方法，轉向以地

方田野調查，與對現存稻草工藝師傅進行訪談，

再加上配合歷史文獻綜合運用來進行資料的收集

與整理分析。 
  地方田野調查是以草屯鎮地區相關稻草工藝

活動的訪查為主，主要對現任「草鞋墩鄉土文教

協會」的陳接枝理事長，以及其他相關稻草工藝

匠師進行訪談。 
    而文獻資料的來源，則以過去記載民俗工藝

或是傳統工藝的相關書籍、地方日誌相關記載、

論文、或是地方活動記事等為資料蒐集中心。地

方田野調查與匠師訪談的結果，可以跟文獻史料

相互對照印證，以掌握其真實性。 
 
五、台灣稻草工藝的各項內涵 
 
    稻草文化隨著稻米文化而興起，稻米是台灣

最主要的主食。因種植稻米的數量多，稻草也取

得容易，所以在當時常被拿來使用。不過稻草在

不同的地方也會有不同的使用方式與習俗，如在



 

日本，稻草除生活用品用途之外，也常被當成可

以避邪用的物品，如注連繩(圖 1)。在農業社會的

台灣，則多被製成與農業相關的物品較多，如稻

草人、草鞋(圖 2)等。 
 

 
圖 1 日本島根縣出雲大社注連繩 

資料來源：大和風旅遊株式會社網站 
 

 
圖 2 草鞋 

資料來源：國立新竹生活美學館網站 
 

欲瞭解稻草的使用價值與其蘊含之意義，需要

從歷史、環境、技術、用途與產品等面向進行議

題切入。因此本論文規劃由台灣的稻米文化介

紹、稻草的使用範圍、稻草工藝的技術、稻草工

藝的產出品等研究項目範圍，進行討論議題設定： 
 

5-1.稻米文化介紹 
    稻米可說是台灣的主食，也是種植糧食最多

的種類之一。在台灣所種植的稻產地占全台的一

半面積以上，產量也是台灣的所有農產品中最多

的種類之一。其所種植的類別也分為很多種，從

「台灣文獻叢刊」309 種文獻中，可看出有以下的

分類類別：「稻屬：埔占、花螺、清游早、銀魚早、

田岸早、圓粒、占仔、紅腳早、鳥咬種、格仔、

埔早、烏尖、葉下萄、田頭叩、萬斤掀、竹絲秫、

赤殼秫、虎頭秫、芒花秫、 花秫、鵝蛋秫、蛄蟻

蛋秫－右稻屬（摘至第 48 種［苑裹志］→苑裏志

下卷）猪油糯、白糯仔、赤殼糯、芒花糯、鵝卵

糯、圓粒糯、埔禾糯——右稻屬。」（摘至第 63
種「樹杞林志」）。還有很多的種類無法一一列出，

以上是為最簡單易懂的分類學名。而現今的分類

簡單分為糯米、泰國種等。 
  先人說「人以食為天」、「吃飯皇帝大」，由此

說法就可看出吃在人的生活上佔有多重要的部

分。而台灣人最常吃的食物主要以米食、麵食為

主，稻米在人的生活上就因此顯的非常重要。 
 
5-2 稻草的使用 
    所收集的資料階段，分為清治至日治時期與

戰後時期、現代等三個階段範圍。清治至日治時

期的文獻，以「台灣文獻叢刊」309 種、「台灣日

日新報」為主。「台灣文獻叢刊」309 種主要收錄

自唐、宋、元、明、清以下迄至日治時期有關臺

灣的所有相關著述。 
    嘗試找尋以前有關稻草使用的資料，在「台

灣文獻叢刊」309 種中，有草屬（部）運用的資料。

例如：草鞋、草帽、草繩、草屋、草蓆、草阜等，

卻沒有直接的表述這些是用稻草所製作而成的

（應該也會用其他草種），但以稻的種植量、生活

習慣與生活環境面向去推論，草鞋、草帽、草繩、

草屋、草蓆、草阜等，仍可能是以當時種植量最

多，與利用可能性最多的稻草材料製成為主要中

心。但在「台灣文獻叢刊」309 種中直接提到與稻

草有關的資料實為甚少，不過仍可從一些蛛絲馬

跡推論瞭解稻草當時的運用史。在「台灣文獻叢

刊」309 種中的「重修臺灣府志（十卷）－臺灣府

志卷十藝文志」中便述：「二縣土番，雖具人形，

皆蓬頭裸體，以幅布遮身、稻草束髮，其捕鹿為

生者，諸羅三十四社、鳳山四社；種地為生者，

鳳山八社耳。」這是最直接描述到與稻草有關係

的一段話，即表示在生活中束髮，這種小事也以

利用稻草，表示稻草確是取得容易，其利用價值

範圍也可以大到從保護腳的草鞋到束髮的小工具

皆可使用。這表示因稻草產量多、生活習慣等因

素，加上稻草取得容易，故稻草材料會經常被利

用製作成任何物品使用於當時的一般生活中。 
    而「台灣文獻叢刊」309 種中第 107 種「臺風

雜記→大甲筵」中則提到：「臺中大甲地方，產異

草，柔軟如麻，細纖如練；可以織筵，可以制帽，

可以作囊，可以組履。」這表示物品並不一定得

用特定原料，也表示任何原料被製作成任何物品

的可能性。同理推論之，稻草也可能會被製作成

任何可製作的物品。也表示在清治時期稻米是人

民生活中的重要一環，甚至稻草被廣為運用的證

明。 
 
5-3 稻草工藝技術 
    上述中提到稻草被廣為利用的範圍，皆以生

活必需品為主，像草鞋、草帽、草繩、草屋、草

蓆、草阜等。在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所出版的「台

灣的副業」一書中，便詳細記載著台灣當時各地

生產的副業狀況，書中記載著許多地方產有草

鞋、草帽、草繩等的資料，還有當時的生產狀況

與技術、相關環境等說明。 



 

    生產草鞋的地方有雙溪庄、南投郡、深坑庄、

石碇庄、林口庄、安坑庄、宜蘭郡等。以宜蘭郡

與南投郡為草鞋最大生產地。生產的材料，皆以

當地或鄰近縣市所耕作的稻草為主，再加上麻繩

為輔助，與利用木製的草鞋工具，用手工編織製

造而成。而生產人員皆以家庭婦女為主，而這些

工作幾乎也就成為當時婦女的主要家庭副業之

一。 
    草繩在當時書中的漢字記載並不是稱草繩，

而是稱為「藁（古語，與稻草同義）繩」。但它的

原料仍是指稻草。生產的地方有深坑庄、頭圍庄、

中寮庄。其製作方式是將稻藁先風乾，充分乾燥

後用木槌敲打，然後再以搓捻方式編織製成（這

部份也同時清楚描述出當時製作草繩的實景）。但

在 1929 年（昭和 4 年）後開始機器製作產生，機

器取代部分的人工生產產能。 
    從上述這些資料來看，早期稻草工藝品皆以

手工製作為主，且以婦女為主要工作對象。先人

常說的「打草繩」、「打草鞋」(圖 3)的話中，即可

看出以前的稻草工藝品皆以手工製作為主，但機

器工業時代的來臨、材料原料的被取代、使用習

慣開始改變以後，這些傳統工藝似乎也得開始沒

落。 
 

 
圖 3 “草鞋阿媽“李洪燕女士表演打草鞋技藝 

資料來源：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網站 
 

    從「台灣日日新報」中，雖然所得到的文獻

並不多，但從當時的圖片、廣告中，也可以適度

瞭解當時日治時期，是如何使用手工製作稻草製

品。從當時的農具中，即可看出皆是以木、竹、

草等材料，以手工製作而成，農具中的「草仔片」

就是利用稻草編織而成。 
 
5-4 稻草工藝的產出品項 
    在清治、日治時期的文獻中，會發現使用這

些稻草工藝品的人，應是一般平民百姓。在「台

灣文獻叢刊」309 中的第 71 種「臺灣日記與稟啟

→臺灣日記與稟啟卷二→日記（光緒十八年九月

初一日迄十月初五日）」有提到類似於「竹杖芒

鞋」；以及草鞋墩鄉土文化協會的「稻草風情」的

「草鞋墩稻草景觀設計暨創意競賽」一文中記載

著：「『草鞋』，不是漢族先民來此以後的創造，而

乃先民傳承自唐山大陸的祖籍故鄉」。查閱相關的

中國古籍文獻，「草鞋」應該就是古籍所稱的「芒

屩」、「芒鞵」「芒鞋」之屬。 
    從上述得知草鞋為「芒屩」、「芒鞵」「芒鞋」，

一般平民即穿著「草鞋」，而代表著布、毛皮等層

級，有錢人穿的是「足履」。台灣副業中草鞋、草

帽、草繩所販售的價錢以 1~5 錢不等，販售的地

點皆以生產地內的雜貨店或生產商直接販售，銷

售的對象也都以生產地內的人民為主，販售的價

錢也不高，表示出草鞋確是為一般平民百姓所用

之物，是平民性格的手工藝製品。 
    在上段提及草鞋並非漢族先民來此以後的創

造物，而乃先民傳承自唐山大陸的祖籍故鄉之

物。由此可知「草鞋」其實並不是本土所獨創出，

這也表示稻草工藝品源流確是來自於中國大陸地

區生活文化的傳承。當然台灣有個地方地名跟「稻

草工藝」有關，那就是「草鞋墩」，也就是現在的

南投縣草屯鎮。從舊名「草鞋墩」的由來可發現

草屯因地理位置適中，居於南投縣之西北側，與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國姓鄉、中寮鄉相鄰，

藉烏溪與貓羅溪與台中縣霧峰鄉、彰化縣芬園鄉

相隔。故古人便言：「鹿港擔鹽入埔里賣，埔里擔

山產出埔里賣」，商人行經草屯時剛好是換新草鞋

的地方，棄之後堆成一座山，後地名才稱為「草

鞋墩」。「草鞋墩」便是指草鞋的集散地之義，鎮

內亦有一條「草鞋街」，是因整條街皆為打草鞋而

故得名，即是現在的鎮民稱的「舊街仔」。「草鞋

墩」這個舊名在「續修草屯鎮誌」中也提到已有

約 160 年以上的歷史，從 1758 年（乾隆 23 年）

發展至日治時期的 1920 年（大正 9 年），這也代

表著台灣的「稻草工藝」發展也應該已有 160 年

以上的歷史。 
    而在戰後的報紙文獻中，稻草的運用，有一

段時間中是被報導成頗為負面的消息，即是燃燒

後當成肥料使用，卻造成空氣污染的結果。在當

時政府實施取締的新聞居多，舉辦活動的新聞還

是居次。至戰後近代，因為塑膠製品的替代品快

速出現，「稻草工藝」品便逐漸退出主要的民生使

用市場，而淪為只能成為觀賞用的工藝品，不再

像早期跟先民生活文化之間有著那麼強烈的互動

往來。 
 
六、現今的台灣稻草工藝發展與相關活動 
 

近幾年來的政府施策，以及開始重視「地方

文化」的風氣，在約 10 年前的 1998 年 5 月 3 日

於草屯正式成立「草鞋墩鄉土文教協會」。 
   「草鞋墩鄉土文教協會」成立後開始嘗試新的

發展方式。從以前的草鞋、草帽、草繩、草阜、

草屋等，積極研發產品，至現今為止已有稻草卡

片、稻草小娃娃、稻草筆等新製品的產出。由此



 

可知稻草工藝產出品，已從生活環境需求開始往

新方向發展，以創意、創新為主。這顯示出「草

鞋墩鄉土文教協會」確是台灣地區能夠繼續推廣

「稻草工藝」的主要功臣之一。 
而其他現今提及「稻米文化」，也具有代表性

的地區，如宜蘭蘇澳「白米社區」以米為主要創

作素材為出發點，發展出社區的特色，像「無米

樂」紀錄片就把記錄「稻米文化」中的農民生活

之淳樸、樂天、知足的特色表露無疑。 
另外在台灣其他地區也可以看到許多舉辦有

關於稻草工藝的活動如表 1 所示： 
   
表 1 從事稻草工藝推廣活動的有關地區與內容 

地區 日期 特色 

池上鎮富里鄉： 

是台灣目前規模最

大，每年舉辦稻草相

關活動最佳欣賞地

區。 

農曆過年

期間。 

12 生肖或環

保 科 技 稻 草

人為主題，展

示 場 地 面 積

龐大。 

草屯鎮： 

是台灣草鞋的集散

地，與台灣工藝研究

所長期合作，並邀請

國外專家一起展示

與文化交流。 

約每年稻

子收割後

時間。 

稻 草 人 比

賽、稻草編織

藝 術 品 展 示

及 DIY 教

學、草繩及草

鞋 手 工 教 學

表演等。 

羅東鎮珍珠社區： 

由社區自己訓練，以

社區為中心。每年配

合冬山河童玩節會

是冬山河風箏節等

活動，形成社區民宿

及綜合型多樣化活

動的社區改造案例。 

每年宜蘭

童玩節時

間。 

彩繪草、稻草

加 工 上 色 的

作品、稻草迷

宮 、 田 菁 迷

宮、疊草比賽

等。 

台北市北投地區農

會： 

城市人舉辦鄉村體

驗活動，讓都市孩

子、大人也可以體驗

鄉村的生活。 

每年的 6

月到 7 月

期間。 

稻 草 人 創 作

比賽、插秧比

賽 、 割 稻 比

賽、抓泥鰍及

童玩活動等。

萬丹鄉 約 9 月期

間 

體 驗 鄉 土 生

活、稻草人創

意比賽、稻草

藝 術 品 的 展

示等。 

地方稻草工藝產業發展 

桃園觀音鄉蓮荷園稻草博物館：創立於民國 88

年間，結合地方產業共同有效經營，甚至在孫業

琪老師的協助下已有 1352 件的草編作品供遊客

參觀，目前農場的特色與其最終目標、方向為自

然、生態、保育共存。 

苗栗公館鄉雍正興業稻編藝品：苗栗民間製作注

連繩的工廠，民國 77 年日本客戶在泰安鄉成立，

編織接單生產到 84 年 3 月才移至公館鄉生產，

每年的 4～10 月是加工旺季。 現今的公司往休

閒產業、體驗環境的方向發展，公司名稱改為喜

妹娜娃，並成立稻草手工藝編織館。 

 
七、結論與展望 
     
    在明清治、日治時期並沒有實際出現過「稻

草工藝」這個名詞，但卻在近年來因傳統工藝文

化逐漸被重視後，才被用來統稱指涉利用稻草所

製成的工藝品。 
    「稻米文化」在台灣有著深根地固的基礎，

牽引著「稻草工藝」的發展。也因為有「稻米文

化」的輔助刺激，讓「稻草工藝」從生活必需品，

演變到現今成為文化創意產業裡的一部份，可說

是「稻草文化」成形的功臣之一。 
    在早期因稻米種植量大，讓人民因取得容

易，而可隨意拿來製作利用。被拿來製作都是生

活必需品，例如：草鞋、草帽、草繩、草屋、草

阜等，這些當時製作的對象皆為家庭婦女，消費

者也是為生產當地內的一般民眾為主要對象。幾

近於自產自銷，在當地生產在當地販售。由此可

知當初的「稻草工藝」品皆是生活必需品，生產

的方式也以手工為主。但當時稻草製成的製品並

沒有有效的販售通路和固定的店家存在，在這種

情況下，又加上機器工業時代的來臨，逐漸的沒

落而被其他材料器物所取代。不過至現今，在物

質生活環境的逐漸提高改變下，傳統文化產業又

重新開始被重視，也再次改變「稻草工藝」的地

位，它被重視而再生，又重新成為可以在現今利

用的物品，讓它再創造出新的價值與功用。 
    文化創意產業政策近年開始實施，不過「稻

草工藝」的推動腳步也是很近代才開始的事情。

台灣工藝研究所成立的宗旨之一即是重振手工藝

的價值，但「稻草工藝」被重視推廣卻是在當時

還在工藝所工作的現任「草鞋墩鄉土文教協會」

陳接枝理事長所推動的活動後才算是有較大發展

起步。像是活動中有一項稻草人的創意比賽，因

活動成功推展草屯的地區文化，故後來就把稻草

與草屯再次結合，演變成社區文化、鄉土文化綜

合性的地方特色。從文獻與訪談中，瞭解稻草工

藝品從被廣為運用在生活中，到現在的坐墊、稻

草筆，而可以成為活動中最重要的主題之一。「草

鞋墩鄉土文教協會」也與其他相關的「稻草工藝」

的相關單位有著相互連絡交流與參觀活動實施，

除可以從其中學習許多知識與技術等，協會也可

在各方面不斷的進步與成長。 
    陳接枝理事長也曾提及在一次草鞋展覽裡，

遇見一位隨著軍隊來台的老兵，這位老兵憶起自



 

己也曾經只靠手編織過草鞋。從這點就可以知道

草鞋不是台灣的特有產品，而經常是隨著大陸移

民一起漂洋過來，這一點跟文獻資料所呈示的說

法非常吻合。且大陸的草鞋跟台灣的草鞋不同，

台灣的草鞋不一定是使用稻草，也跟文獻中所示

不一定以一個材料與原料製作特定的產品的這點

推論非常吻合。 
    現今「稻草工藝」品已朝向創新、創意或把

舊東西改良成新品的方向發展。例如：草鞋改良

成現今的健康拖鞋，筆者曾拜訪鞋子中心、鞋子

博物館瞭解一些相關事情。還有研發新產品像稻

草筆(圖 4)、稻草娃娃、稻草卡片、稻草屋（貓屋）、

稻草娃娃的小飾品、小吊飾等，在裡面最有創意

的是稻草屋（貓屋），不僅有創意，還結合上綠色

環保概念。 此外，也有跟學術界合作或與廠商合

作的案例，例如與「無米樂」的合作，替「無米

樂」製作外提袋。從這些例子來看「稻草工藝」

已開始往社區文化產業方向發展，與廠商、學術

界多元合作，更多樣化的推展「稻草工藝」。 
 

 
圖 4 稻草筆 

資料來源：研究者拍攝 
 

    稻草工藝是從純手工去製造完成，在製作過

程中的努力付出、用心與精神、時間，都是無法

以價錢去衡量之物。每一項稻草工藝品都包含著

製作著對「稻草工藝」發展的執著，也都具有專

屬的特色，與背後的價值意義。 
    台灣稻草工藝的未來展望，從陳接枝理事長

希望以社區鄉土文化的特色去推動，也可看出一

些可能性，像是近年來的社區相關活動，其中除

草鞋墩外，像宜蘭的珍珠社區、苗栗公館等地方，

這些地區皆以社區、鄉鎮形式去推展稻草工藝，

且產品部分也都朝向以創新、新奇、創意、DIY
教學的方向去發展，顯示著「稻草工藝」未來發

展趨勢往社區創意產業、鄉土文化、DTY 教學文

化發展的可能性。「稻草工藝」的未來將朝向多元

化發展，保留原有的傳統工藝價值，並創新多元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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