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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論文主要經由瞭解藍染的過去至近代於生活中的應用，進而探討藍染其存在的價值性與未來發展

可能性，並以藍染技藝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特徵描述，做為本文論述重心。研究方法主要從近代文獻、期

刊與報紙中，收集藍染應用相關資料，並經由歸納彙整瞭解藍染在過去人類生活中的各種角色扮演與價

值性，並期望透過解析藍染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重要特徵內涵，來找回藍染存在的價值與必要性。

論述範圍主要從過去藍染的源起至社區總體營造推廣時期，其中又以探討藍染過去普及大眾生活的原

因，希望找出人們所遺忘的傳統價值性，探討現今政府機關及民營團體如何推廣藍染的過程與意義?以及

藍染是如何應用於現代民眾的生活之中，為本研究的主要探討目標。 
 
關鍵詞：工藝史、藍染、庶民文化 
 
一、 前言 
 
    藍染為人類自古以來使用最為廣泛的天然染

色技術之一，並且有「庶民（註 1）之色」的美稱，

其中「絞藍染技法深索」文中亦有所述:「在台灣

或日本藍染都曾經是庶民重要的衣著」。回溯藍染

的過去歷史，「詩經」的小雅－采綠，有一段話提

到：「終朝采綠，不盈一匊，…，終朝采藍，不盈

一襜…」。此外，荀子於「勸學」中亦提及：「青，

取之於藍，而青於藍」。也是由於荀子親眼目睹染

匠從原是綠色的藍草中，染出比綠色還要再艷麗

的青色，而對於染色過程與染色結果感到相當不

可思議，而發出驚嘆聲的結果。由此可見，藍染

於過去是非常普及平民的眾的染色技藝。 
   事實上藍染為早期台灣主要的服飾色彩之

一，但當時的染布大多以素面無任何花紋為主，

像是客家藍衫以及學生制服等皆會使用，然而對

藍染製品的需求會高於其他染色顏料，必有其形

成的原因與價值性。再者像是台灣因氣候條件非

常適合木藍及山藍的生長，因此於清代時期開

始，藍靛業就成為重要的產業項目之一。而荷蘭、

日本治理台灣期間，也皆看好此項台灣環境上的

天生優勢，並從台灣出口藍靛，也嘗試帶來種子

在台栽培，以提供染業大量的藍靛所需。然而還

原染料及生產藍靛技術，都需要長時間技術上的

發展累積，方才能穩定成長建構，所以台灣能出

現此類產業，其中必然也表示出台灣本地所蘊藏

的藍染技術，與相關產業文化的基礎不容小覷。 

    而後來雖歷經日本統治，藍染文化卻未受到

太多日本藍白染文化的影響。時至近年來由於社

區總體營造之關係，台灣藍染文化又開始重新被

受到重視，並積極與各國進行交流後，才逐漸開

始出現藍白圖樣的藍染風格產生。此外，目前的

日本與中國大陸少數民族如苗族等，都還仍保有

傳統的藍染技法，並且也能明顯地創造出屬於自

我的視覺風格。 
    時至 19 世紀時，受到工業革命（註 2）所帶

來的技術發展影響，化學染料開始興起，並逐漸

取代原有天然染料的使用習慣。在天然染料不再

受到重視的數十年後，現今卻因為傳統工藝文化

振興的需要，而又再重新注入這早已被一般世人

所遺忘的古老技藝。時至近代政府與民間團體大

聲疾呼，極力推崇環境保護的同時，大家所經常

利用的化學染料之中的「鎘」其實極易致癌，且

會同時造成環境上的污染，這更顯示出傳統天然

染料的重要價值性。故此，本研究主要便是藉由

探討藍染過去如何普及於大眾生活中的主要原

因，希望找出人們所遺忘的傳統價值性，探討現

今政府機關及民營團體如何推廣藍染的過程與意

義?以及藍染是如何應用於現代民眾的生活之

中，為本研究的主要探討目標。 
 
二、 奇妙的源起 
 
    根據「藍色繽紛中國西南少數民族藍染圖錄

（方鈞瑋，2006）」一書中所述：「藍靛做為染料

之歷史已相當悠久，從考古資料顯示，西元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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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前古埃及第五王朝時代就已使用藍靛來染色，

時至中王國時代，廣泛的將藍染應用於織品上。」

顯示出遠在古埃及時人類便知利用藍草染色。在

中國，藍染起源可追溯至三千多年前。早期原始

社會的染色發展情況，古代文獻記載及出土的實

物甚少。而根據史料上的記載，人民很早就已懂

得用色彩來增加物品的美感，因此人類在很早時

期開始便已懂得開始利用礦石、植物染料來進行

染色行為。在新石器時代時期，人們在應用礦物

染料的同時，也開始利用起天然植物染料，而生

活週遭中的植物都成為他們所取用的對象。早期

他們只是把這些植物利用搓揉成漿狀，再利用有

色汁液進行圖繪。後來慢慢逐漸知道利用溫水浸

泡，提取出有色染料，選用的植物也開始慢慢擴

大到植物的根、莖、樹皮等部位。在經過數百萬

年人類反覆探索與實踐的過程中，祖先們開始瞭

解藍草可以染成藍色，並且有許多功效及多元利

用方法，至此方才開始揭開藍染技術發展的序幕。 
 
三、 台灣藍的覺醒 
 
    台灣藍染可追溯至明末時期，荷蘭在台灣發

展藍靛業的主要原因究竟為何？於「從染料到染

坊（蔡承豪，2002）」一文中描述：「荷蘭地區需

要大量的染料供應，但歐洲生產的藍色植物是歐

洲菘藍，在加工提煉靛藍成分較為不方便，需要

經過繁復的步驟，再加上染色的效果並不好，容

易掉色。歐洲菘藍地處高緯度地區，生長速度較

慢，一年僅能一獲，製成藍靛發效速度也慢」。由

上述得知，荷蘭染業的最大利潤盈餘主要來自於

染色精緻技術。並且經過染色加工程序的製品，

價值可大幅增加。而荷蘭正好擁有這些技術，加

上台灣的木藍，因類似於歐洲菘藍的效果，遂取

而代之成為當時主要的進口藍染原料。 
    至荷蘭撤退出台灣，台灣進入明鄭時期後，

鄭氏改變農業經營方針，開始致力於米穀栽培。

而當時的日本地區，由於其染業的發達，需要大

量的染料用於染色，又因為台灣的藍靛（木藍）

品質好，加上距離近之便，可以快速供給日本市

場，所以加速此時期台灣藍靛業的發展規模。進

入清代後，台灣藍靛業又是如何發展？據「從染

料到染坊」的論述中得知：「主要的原因是當時棉

布的生產量為明末的二倍(一萬匹布)，紡織業的興

盛連帶需要大量的染料，而青藍布是貿易中的大

宗，藍靛則是染料中最為重要的，因此藍靛的生

產成為伴隨紡織業而來的重要經濟活動」。再則由

於 18 世紀末各地水利設施建造速度不同，而又因

水田化程度有別，故在農地仍多的情況下，農民

會種植稻米以外的耐旱作物（經濟作物），好讓土

地能充分開發利用。時至日治時期主要的出口貿

易項目中，提及「藍」所指的即是藍靛，且最為

重要之織品染料輸出中，又以藍靛為最大宗如圖 1
所示。 

 
圖 1 臺灣日日新報 25 冊，1940 年 8 月 11 日 

    
    由上述得知，由於台灣天氣適合藍草生長，

因此在過去藍染為重要產業項目之一，但多以輸

出原料為主，亦或是僅提供素面染之布（布面上

無任何圖樣如客家藍衫、國中制服），未進行布面

圖樣上多元化之應用，仍為可惜之處。 
  而 17 世紀由於化學材料的興起，使得許多傳

統工藝受到極大打擊，其中最受其影響的有傳統

木工藝以及染織工藝等，藍染因此而中斷數十年

之久，可謂藍染的危機時期。 
  時至近代政府及民營團體開始逐漸意識到傳

統文化之重要性，開始積極推廣民間工藝，藍染

便成為主要的工藝項目之一。目前正進行藍染推

廣地區有三峽鎮、中寮鄉、旗山鎮、美濃鎮等地

區，上述地區發展藍染原因皆有其不同之處，以

三峽鎮及美濃鎮而言，則是由於早期為藍草主要

生長地區而漸漸發展出產業，像是三峽鎮則是因

為鄰近橫溪、三峽溪、大漢溪，方便藍染於製作

過程中需要鄰近水源的要因之故，而造就出現今

三峽民權老街上，隨處可見染布坊招牌林立的遺

留現象。而美濃鎮則是由於早期為客家族群聚居

處，則因藍衫（客家早期服飾）如（圖 2）所示，

需要而大量製作藍染布，亦加上地方天氣適宜藍

草之生長，藍染漸形成當地主要產業。中寮鄉則

是由於 921 大地震之後，為再造地方產業發展而

起的新興項目，如簡千美所述：「1999 年 9 月 21
日地震過後，台北市社區資源交流協會來中寮救

助與輔導 」以及「2000 年，中國時報駐地記者與

手工所植物染單位引進植物染近入中寮；成立植

物染的職訓，培訓人才，第一批人員即為巧手工

坊的第一批老師傅 」，由上述文中可得知中寮鄉

藍染活動的興起是由於 921 大地震過後為重建社

區而開始，在加上本地山中具有藍草生長的優良

條件，而漸發展此項技藝。旗山鎮則是因為臨近

美濃鎮而開始推廣藍染技藝，也是社區總體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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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推動之後開始發展出的地方產業。 
    綜觀上述得知藍染於台灣人民生活中確實佔

有一席之地，於荷西、日治據台時期供應其所需

外，亦加上早期客家服飾等大量需求之故，而逐

漸發展出「台灣藍」的庶民文化。 

圖 2 客家藍衫 
 
四、 神秘的藍色意涵 
 
  染製藍布必須使用藍草染之，而探討藍染工

藝必要暸解其色彩意涵。早期藍色為平民象徵性

色彩，本章節主要以色彩意涵解析藍染於庶民生

活中的意涵。 
  探討究竟為何藍色會普及平民百姓的生活之

中？主要原因可歸因於古代先祖風俗的流傳，「中

國染織史」有所提及：「唐代觀年間開始，以袍衫

顏色區別官員等級，紫色為三品以上的官員…..
青/紫則為八九品官員（如表 1）」以及「漢代以冠

帽種類和顏色作為官階的等級依據黃帝為紅色…
卿，百石為青紺（如表 2，三品相較八九品官員高

階）」，及書畫中亦有其蹤跡如圖 2、圖 3 所示。綜

觀上述可得知，古代達官貴族所使用的色彩，多

為紅、黃等較為鮮豔暖色系之色彩，以彰顯自己

的身份地位，平民百姓則以青色較冷色系為主。

表 3 中可從色彩心理學角度解析，紅黃色相識別

性較高，因此多給人華麗之感，古代又稱為正色

（註 3）其代表未混色，色調純度較高有高貴的意

涵存在。相較於平民百姓則是因長期需要在外工

作，必使用耐髒深色，故青綠色為平民主要使用

色彩，以色彩心理學角度視之，則有較為樸素、

不明顯感與符合平民給人的印象之義。 

圖 3 清朝平民百姓的服飾意象 
 
表 1 唐代貞觀年間官員等級袍衫的顏色區別 
色彩/官階 紫 緋紅 綠 青/紫

三品以上 ●    

五品以上  ●   

六、七品   ●  

八、九品    ● 
資料來源：中國染織史，吳淑生、田自秉著，南

天書局，1987。 
 

 
表 2 漢代官階等級的冠帽種類與顏色 

 
資料來源：中國染織史，吳淑生、田自秉著，南

天書局，1987。 
 
表 3 古代社會裝飾的色彩趨向 

  視覺心理 色相 象黴 

擴張 高貴 

活躍 華麗 宮庭貴族

溫暖 

紅黃色相 

喜慶 

色彩/官階 紅 綠 紫 青 黑 黃
青

紺

皇帝 ●     

諸候王 ●     

諸國貴人 ●    

相國 ●    

公  ●   

候  ●   

將軍  ●   

卿，二千石   ●  

卿，千石、六百石    ● 

卿，四、三百石     ●

卿，百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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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縮 貧寒 

寂靜 樸素 平民百姓 

寒冷 

青綠色相 

哀傷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五、 台灣藍的幕後推手 
 
  台灣的傳統藍染於過去是不具有任何圖樣，

時至近代才出現多元圖樣面貌，而正式妝點台灣

藍，讓布面增添更多元素，則是要歸功於 1994 年

10 月文建會向立法院所提的施政報告中首度在台

灣出現的「社區總體營造」開始，由此意識到政

府正積極推廣與保存地方工藝，像是「國立台灣

工藝研究所」先後於 2005 年進行「進階藍靛染藝

與專題產品開發」。以及 2006 年先染後織技藝的

「經緯梭織藍染技藝研習班」計劃希冀能夠培育

社區織染技藝的優秀種子人才。 
  除政府極力推動之外，對藍染有興趣之民營

團體也先後崛起，其中主要有台南藝術大學的陳

景林教授，以及於國立台灣工藝研究所從事技藝

推廣的馬芬妹等人。在政府與民營團體積極努力

推動下，台灣藍染逐漸躍上檯面，呈現更多元的

面貌。 
 
六、 結論 
 
    藍染是人類智慧的結晶、文明的產物。回溯

藍染過去的歷史文獻，如荀子「勸學」、詩經「小

雅」等所示，皆可瞭解藍染在過去印染史中所扮

演的重要地位，其製品也是人類生活中不可或缺

的必須品。藍染開始普及化，供給平民百姓大量

使用，是始至於周朝建立階級制度開始。當時以

服飾顏色來區分尊、卑、貴、賤等階級，青色則

代表奴隸平民的服飾色彩，而提煉青色必為藍

草。再則由於青色為主要的三原色之一，而利用

這三原色可套染出更多元豐富的色彩，由此可知

為供應更多的顏色需求，會相對地提高藍色染料

的使用量，而要染藍色必以藍草為之。因此綜觀

上述可以瞭解，藍染製品確實具有庶民文化的代

表象徵。且因長期在外工作，藍染相較於其它顏

色的天然染料，除具有染色功用外，尚具有耐髒、

耐磨、防蟲、消炎的功效上優勢，所以易於被一

般平民百姓所接受使用。 
  除此之外，在古代服飾及日常民生用品中，

大多運用大菁（註 4）為一般染料使用的原料，而

主要原因除藍草染出來的顏色非常的樸實飽和

外，尚有防止蚊蟲及驅蛇功效。因此常可以在古

代先祖所遺留下的書中，看到封面是用藍染製成

的染布，又或直接在藍染布上提文，主要是為防

止被書蟲蛀掉之故。經由上述，可以得知藍染的

使用率在古代非常普遍的原因，除用色裝飾的主

要意圖可以得知外，其實也是因為其具有許多附

加價值存在之故。 
    台灣的藍染過去也曾有段輝煌的歷史，時至

工業革命，才沒落。近代則是在政府與民營團體

的推動下，再度喚醒中斷數十年之久的藍染技

藝，目前主要的推廣方式則是培育新一代的種子

人才，讓其進入社區帶領相關有興趣者投入，使

得越來越多民眾瞭解這項傳統技藝，進而達到推

廣之目的。 
  然而目前台灣藍染所要面對的則是從建藍至

染製的過程十分繁複，要能夠控制得當，有待時

間來磨練。若以市場的角度而言，消費族群受到

流行市場的影響，對於傳統形式的藍染服飾接受

度較沒那麼高，亦加上藍染由於製作過程相當耗

時，因此價位也較高。 
  但無可抹滅的是藍染在環境保護與審美藝術

的價值性是化學染所無可取代的特色。若能夠在

現今生活環境中塑造出藍染的藝術人文氣息，不

僅能提供商業利益更能夠提升國人對於文化上認

同感，這是未來「台灣藍」所要持續努力的目標。 
    
七、 註釋  
 
註 1 庶：古代平民稱為庶。庶民：平民、百姓。 
註 2 工業革命是生產過程上應用機械代替人工的

一種基本變革。 
註 3 紅、黃、藍三元色，未經混色。 
註 4 大菁﹝馬藍﹞是爵床科、多年生草本植物，

蘊含著不可思議的藍靛素，是染作青布衫所

用染布的原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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