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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筆者投入泰雅族傳統地上水平織

布機的工藝學習以來，3個月後我完成

了人生的第1塊布，從織作開始到完成織布脫離織布

機，卸下完成的的布疋它呈現的不是一塊長長的布

片，而是一個可以不斷循環的圓的結構。女性的一

生，每個階段都有一塊可以相對應的布疋織品。嬰兒

出生，外婆會送來襁褓布；11、12歲時要學會織出自

己的裙子，婚嫁前要織好自己的嫁衣；為人妻、為人

母更必須承擔家中老老小小們的隨身衣物；等到快要

離開人世、即將踏上祖靈橋之前還必須為自己備妥裹

身的布疋。

織布學習與師承

在學習傳統地上水平織布機的織作過程，我的指

導老師彭玉鳳已有20年的織布歷史，她的媽媽很會織

布，當年因為很會織布，在觀光業盛行的年代，還曾

經在烏來山胞公司擔任織布展演工作多年；而彭玉鳳

老師的織布啟蒙老師，是鄉公所為振興傳統織布工藝

所開的課程指導老師─莊白蘭與潘芳妹。彭玉鳳老師

從此開啟了織布的工藝學習之路，但是真正回頭請媽

媽協助傳授傳統織布的技術，卻是老師在進入原民會

委託輔仁大學所舉辦的編結

染織繡2年工藝學習課程

中，體會到那麼好的師資就

在身邊，更應該好好跟媽媽

學習傳統地上水平織布機的

技術，帶出她來自南澳泰雅

族的織藝特色。

另一位課程老師拉拜依

‧尤耀，她是從花蓮卓溪鄉

立山部落嫁到烏來的泰雅媳

婦，老師的媽媽今年已經

103歲了，一直到80歲還有

能力為家人織布。老師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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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第一塊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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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啟蒙老師與彭玉鳳老師相同，過去雖然媽媽

都會織布，但是家人都鼓勵他們外出學習，尋

求更好的發展機會。雖然有很會織布的媽媽在

身邊，但自己的媽媽卻都不是她們學習織布的

啟蒙老師。

傳統織作的課程

傳統地上水平織布機的課程的第一堂課，

由彭玉鳳老師主導大家如何清理教室，並為大

家準備織布箱與所需的配備，以及這些傳統工

具的泰雅語說法。二位老師都覺得會使用設備

也要了解設備的母語說法，因為大家都是祖靈

的兒女，將來踏上彩虹橋才能溝通。

設備整理好之後，老師們會開始教大家畫

組織圖，以便按序將線材繞進整經架上，這步

驟很重要的地方是，你要先規劃你這塊布疋的

色彩與織紋變化，因為是初學者，所以老師會

以簡單的平織，運用線材的變化產生簡單平凡

的泰雅織紋。老師在課堂上還會特別強調，泰

雅族的婦女在織布的時候，織紋的配置通常都

會特別留意左右是否對稱。

課堂上，老師們會傳達傳統泰雅織布文化

教育的意涵，過去在每個部落都是由家中的女

性長輩傳給女兒或是孫女，而且還是一對一的

教學，如果女孩的個性還不成熟，還有可能碰

見家中長輩拒絕傳授工藝的困境。這樣嚴謹的

家族傳統工藝文化教育，在我們這一班是完全

烏來傳統織布學習的師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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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第一件織品，一個圓融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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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的，大家是因為很想學習，所以才透過

申請部落大學傳統文化學程而來。雖然學生中

有8位是初學者、但是也有7位同學是來複習傳

統織藝的。

進入織布的世界

細心、專心，是學習過程中最深的感受。

工作很忙碌還要分心來學習織布，真的是要有

很大的決心與毅力。初學的每一個步驟，老師

都會要求學生，有問題只能問老師，不要問同

學，因為經驗豐富的老師說：即使你已經運用

現代科技錄影下來，可以重復觀看學習，你還

是要留意老師指導時的每一個手勢細節，這都

是在為你留意可能出錯倒退的機會；這些經驗

都是老師們織出很多布疋後的經驗。在這個傳

統織布工藝的學習過程中，深深感受到這種課

程規劃，即使配有助理老師一人，課程還是需

要配合學生的人數，無法一對一的教學，至多

也只能一對三的教學設計。

課程進行到第19個小時，我終於完成了將

線材整經完成，準備換置工具到織布箱開始織

布，沒有經驗的我，必須靠著二位老師同時幫

忙才能將整經架上的經線，安安穩穩的放進織

布箱。而這樣就可以開

始織布了嗎？早的很

呢！老師會幫學生試織

5公分左右，以便檢查

經線是否有繞錯的地

方，設計好的織紋是否

有變化。因為，整經線

過程有許多疏漏與錯

誤，為了我之前整經線

過程的不夠細心，二位

老師能救的範圍內，會

與我們討論，你要重新

來過嗎？或是捨掉錯誤

的部分（將經線剪下

來，留作他種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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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解救的狀況之下，老師很嚴肅的與同學討論不得不剪去錯誤的地方，以便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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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來傳統織布學習的師生互動

第21個小時之後，我終於可

以與織布機連成一體，開始

我的人生織布歷程。

第30個小時後將織布機

搬回家中，運用晚餐後，所

有家事都做完了以後，沒有

事情打擾的情況之下來織

布，漸漸的已經很習慣頂著

織布箱咚咚咚的聲響，放鬆

織布箱慢慢地前進，織布已

經成了非常療癒情緒的時

刻。

織布工藝傳承教育的未來

從自身的織布學習歷程，發現在這個年代

的教育體系內，從家族的傳統教育走向學校教

育體制化的課程設計或是社團課程，傳統織布

工藝傳承教育是否能在部落的學校或是部落生

活中重振，很大的因素還是在於，織布在現代

化織品很容易取得的心理，價錢也很親民的狀

況之下，耗時又很費心力，這讓距離台北市區

最近的一個原住民部落，要延續傳統的織布文

化是真的很辛苦。

但是，從傳統織布的學習過程之中，發現

烏來地區現在有在做織布工藝的工藝老師們，

雖然大家共同的特色都一樣，織布啟蒙機會都

是鄉公所在家政班推動傳統織布工藝學習；織

布的啟蒙老師都是莊白蘭與潘芳妹，而不是自

己的媽媽或奶奶，但是學了織布後，都相當好

學地精進織布的技術。因此，部落織布老師群

們，對於如何詮釋自己烏來屈尺群的織布紋飾

或是如何訴說自己的織品，總有一股不能暢所

欲言的委屈與遺憾。

然而，文化的消失與興起，總是需要面

對。近日，老師們拜訪了國立台灣博物館庫

房，親眼看見佐久間財團於1927年前所收購台

灣原鄉各部落之文物中，看見並觸摸到部落祖

先們的衣飾，想到烏來的織紋與織紋所代表的

意涵，將逐漸被大家解密。老師們因而對織紋

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希望能夠一起解織紋、一

起將博物館內烏來的織品服飾織出來、一起穿

出百年前的烏來服飾的決心。漸漸走向文化與

織藝並進，將會是烏來織藝老師們未來對織布

工藝傳承教育的信心。

整經線是初學者的第一門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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