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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月桃回到我們日常生活
文．圖／林佩君 Alisa Lin 

Bring the Shell Ginger Back to Our Life

原鄉好藝｜Native and Creative｜

隨手可得的月桃，曾是原住民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藝材料，處處可

見月桃編織品，解決許多日常生活問

題。然而，現代人貪於快速便利，月

桃生活工藝逐漸失去過往重要的角

色，連帶使得這一項傳統技藝的核心

價值受到破壞與衝擊。去年，卡塔文

化工作室負責人林秀慧，本著傳承保

護原住民傳統工藝之心，決定集結月

桃工藝師們的智慧出版《月桃本事》

一書，引領大家看見先祖們的古老智

慧，正視月桃工藝的本質，讓月桃回

到我們日常生活。

那天，空氣中飄著清爽迷人的月

桃香氣，庭院裡，大夥兒正剝除月桃

葉鞘，一片片簡單地處理後，一圈又

一圈地綑綁在一起，吊掛在通風處，

等著來年取用，編織成各種生活用

品。望著手裡青澀的月桃，看向月桃

老師去年即採集處理好的月桃片材，

不禁讚佩古人的智慧與月桃千變萬化

的生活應用姿態，為什麼月桃竟在現

代逐漸失去了它的舞臺？

時間回到古老年代，阿美族媽媽

們總會用月桃葉鞘編上好幾個大小不

同的置物籃，小的盛裝樹豆之類的新

鮮食材，聽說，月桃籃裡的食材越豐

盛，代表這個家庭幸福又美滿。大的

月桃籃可以如一個行李箱那麼大，將

來女兒出嫁時，月桃行李箱裝滿女兒

的衣物嫁妝，以及媽媽貼心的關愛，

一起跟著女兒走入新的家庭。老師

月桃工藝師編織時堅毅有力的手

江布妮與她所打造的馬斯林恩月桃生態教育園區卡塔工作室負責人林秀慧，排灣

族人，為保存臺東原住民傳統文

化貢獻一己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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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阿美族的便當都是用月桃編製而成，米

飯熱熱的蒸氣逼出月桃自有的香氣再被米飯

吸收，透氣的月桃編確保米飯鮮香，一大早

從家裡帶出上工的月桃便當，到了中午即變

成月桃香滿滿的月桃飯了！這是屬於阿美族

一部分的月桃生活故事，還有布農族、排灣

族、卑南族等，每一位五字頭或六字頭的原

住民朋友，總能說出一段屬於他們自己的月

桃記憶呢！

《月桃本事》出版緣由

臺東卡塔文化工作室，也是「這裡R原

味工藝聚落」的負責人林秀慧，排灣族人，

長年為保存傳承排灣傳統文化奔走，去年決

定出版《月桃本事》一書，邀集臺東地區志

同道合的月桃工藝師們，並獲得自然素材編

織界專家孫業琪老師的強力支援，將原住民

祖先處理月桃的智慧知識，系統化地收錄於

書中。她在書中提到：「古老社會，月桃工

藝師是生活問題的解決者，完成的物件是為

了解決生活所需，必須使用方便並盡量長

久。於是老一輩的工藝師處理材料需要時

間，讓材料彰顯最柔韌的性格。現代社會不

同，生活便利性被許多塑膠物件取代，工藝

師們製作月桃編織品時的動機已非著重在生

活用品，更多時候是創作上的表現，讓自己

成為這方面的專才並換取收入。兩相對照之

下，古老與現代工藝師在面對材料的處理態

度出現巨大變化，不為外人所見的材料處理

經常被忽視看輕。」

編織與處理自然素材二十多年經驗的

孫業琪老師，為了原住民工藝全臺奔走教

學，他在書中語重心長地說道：「近年來，

文創當道，一般大眾面對工藝意涵的解讀出

現偏頗的角度，不但漠視形而下屬於工藝核

心的材料處理經驗，急於把東西做出來，

並忽視形而上的工藝思維，將土地與人的工

藝倫理屏除在外。速食文化深入我們的生活

經驗之中，人們已沒有耐心去學習古人的智

慧；事實上，耆老是文化母體的養分，文化

要傳承下去，不能忘記學習耆老們的生活智

慧，二十年前還能找到用大刀直接削出1釐

米以下籐條的老師傅，現在已經找不到這樣

的人才，而百年前古人編製的月桃籃仍歷久

彌新地被博物館收藏，現代人卻對月桃編製

品耐用度充滿懷疑。」月桃，不能只存在兒

時記憶中，所有關於月桃工藝的驕傲一定要

找回來！

自然素材採集與處理技術為編織之本

目前，一般人看到的月桃工藝都著重

在編織技法或外觀設計，然而這並非其全

貌。月桃工藝必須從源頭開始搭築練功，才

能算是完整的月桃工藝樣貌。所謂源頭，即

採集知識與材料處理技術，而這些正被現代

三月間含苞待放的

烏來月桃，花苞顏

色淡雅。

剛剝除下來的月桃葉鞘

處理好的月桃置於通風處陰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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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桃工藝師們所忽略，甚至不願花時間與

心力去琢磨研究，因為自然素材必須關照

的因素是變動而多元，伴隨外在環境的變

動而變化，沒有單一標準規則。

採集月桃，主要使用其葉鞘來成就

工藝的功能。最常見是使用片材，已經

越來越少人知道如何取用月桃葉鞘的纖

維作成線材來編織。然而，月桃是富有

生命活力的植物，這代表它於一年四季之

中，因生命演化而本身狀態將出現不同的

「體質」。舉例來說，開花繁殖期過後，

也就是大約五月過後，月桃植株纖維將走

向老化狀態，這時候採集來的月桃葉鞘比

較適合取纖做繩索；大約十月至隔年一月

之間，年輕健康的月桃葉鞘狀態最適合取

用片材來編織器皿。但是，千萬別忘了，

月桃在每年的一月至五月時節為開花結果

期，這是繁衍下一代生命的重要時機，這

時候必須讓月桃休養生息，應當停止採集

工作，遵守採集倫理，如此才能保證取得

源源不絕的材料。

採集月桃，必須再經過處理手續，

才能擁有強壯的片材來編織。只是，這個

階段是最麻煩而無法即刻掌控的階段，卻

最受忽視。新鮮的月桃葉鞘經過順草鞣輾

與陰乾之後，才轉為可用的編織素材，然

而，這個過程至少歷經半年以上，而用心

的工藝師甚至將之延長至一年才拿來使

用。此時，工藝師必須隨時注意環境的濕

度與溫度變化，隨時機動調整月桃片材所

處環境的狀態，使其達到穩定平衡，變成

最強壯的片材，也就是最不容易發霉的片

材。現下太多月桃工藝師使用外在物質，

例如膠、油等，想要控制發霉問題，殊不

知自然素材本來就會發霉，但是在處理過

程和使用過程時用心對待，發霉問題就會

降至最低，而以外力侵襲的方式控制，只

會破壞月桃的纖維。

自然素材生活用品與人的奇妙連結

在臺東，月桃工藝師江布妮於故鄉加

拿，花了10年時間打造馬斯林恩月桃生態

教育園區，不但收集到18種臺灣品種的月

桃，更逐步朝教育功能邁進。江布妮一手

建設月桃園，直接進入月桃生態世界，她

熟知月桃各時期的特性；月桃含苞、開過

花或幼嫩時的纖維狀態各異，不同品種的

從臺北下來的學員進入馬斯林恩月桃生態教育園區認

識月桃生態

六重溪部落大武 族的孫業琪精通自然素材編織

工藝，奔走全臺，致力保存原住民傳統工藝。

不同品種的月桃花苞，從左至右：川上氏、普萊氏、南投月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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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桃纖維亦不同。她認為，只要

是月桃，不論纖維粗細，都有其

可用之處，沒有不能用的月桃。

此外，月桃經過她長時間耐心處

理之後，耐用程度非常驚人，

每一片月桃葉鞘都轉換成堅固的

材質，一般人以為常見的發霉現

象，不容易出現在她的作品上，

「月桃當然會發霉，它是自然素

材啊，就看你如何對待它！」近

年來襲的強烈颱風重創園區，倒樹

一片，復育之路漫長，江布妮倒是樂

觀面對，時間到了植物會再長回來！

家住臺北的鄭瑞慈，因為朋友介

紹而認識江布妮，基於好奇，向她訂

購了2張月桃蓆，一張給自己，另一

張送給父親。她笑說，小時候有用過

木材做的尿桶，對自然素材生活用品

保有一份特殊的親切情懷，之前買過

用紙做的特殊蓆子，用久了會壞，所

以決定試試月桃蓆。如今，已經使用

1年多了，越用越舒服，「純自然素

材的東西，用久了，會跟主人產生奇

妙的連結。」她說，好似變成自己的

月桃纖維亦不同

是月桃，不論纖維

可用之處，沒有不

此外，月桃經過她長

理之後，耐用程度

每一片月桃葉鞘都轉

材質，一般人以為常見

象，不容易出現在她的

「月桃當然會發霉，它

材啊，就看你如何對待

年來襲的強烈颱風重創園區

一片，復育之路漫長，江布妮

觀面對，時間到了植物會再長

變成自己的

貼身衣物，會順著主人的膚觸和體溫

轉變。另外，她特別強調，剛開始拿

到月桃蓆時，前面幾天會給它曬曬太

陽，之後，大約2個禮拜就會給月桃

蓆透透氣、接觸陽光，至今都不曾發

霉。

月桃隨處可取得，原住民老祖宗

的智慧就是不一樣，在採集月桃之後

開始顯現。他們給予月桃適切的時間

萎凋，細心地鞣輾陰乾處理，置放大

約半年或一年之後，待片材品質穩定

後才拿來使用，甚或，抽纖如細絲，

不只取用片材而已，生活中隨處可

見月桃身影。曾幾何時，現代生活講

求快速便利，自然素材工藝竟因此漸

漸凋零，「用自然素材，不會對環境

造成傷害。」鄭瑞慈解釋購買月桃蓆

的原因，第一個提到的就是環保的好

處，月桃工藝不該被當作束之高閣的

觀賞技藝，不該被遺忘和丟棄。倡導

環保的今日，何不積極讓自然素材繼

續留在我們生活之中，如此，工藝回

歸生活，生活中自有工藝。

李惠美　馬甲包　29×16cm  
 （皮與月桃銜接處19×6cm）
2011　月桃與植鞣皮　

都歷部落耆老留下的月桃盒。阿美族老一輩的人相信，

月桃盒裡裝滿滿的樹豆，代表這一家人幸福美滿。

月桃本事書套和餐墊（月桃編織：江布妮╱月桃縫

製：李惠美）　2015　月桃與亞麻布　27.5×41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