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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早期染布業

與今日社區藍染工藝再生」
● 林 炯 任 ●

位於台北縣南端的三峽鎮，舊稱「三角

湧」，是北台灣淡水河上游早期開發的沿河

聚落。曾因山林資源豐富，染布、茶葉、樟

腦、木材、煤礦等山林產業盛極一時，形成

繁華熱鬧的「三角湧街」聚落。自然樸實的

小鎮風光，一直是北台灣人們假日踏青、尋

幽訪勝的好去處。

近年來三峽民眾積極復原傳統三峽染布

技藝，定期舉辦藍染及草木染等研習，帶領

親子體驗藍染之美，推廣應用在生活中，已

逐漸成為一項頗具地方特色的新興文化產

業。

1.淡水廳志中北台灣古地圖，已出現「三角湧」地名

2.台灣堡圖中三峽地區聚落分布



3 1
TAIWAN CRAFTS  No:15

3.三峽老街區延著三峽溪及中埔

溪而建

4.三峽舊聚落為大漢溪上游之沿

河聚落

5.日治昭和初年三峽市街全景

（何兆青翻攝）

一、三峽地區菁作（藍靛）與染布業發

展

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廷開放淡水

河口之八里坌港，准與福建之五虎門、蚶江

對渡往來，北部商業因而興起，以茶葉、樟

腦、煤炭、藍靛為大宗物資。艋舺（萬華）

在當時因水運條件優越，來自大陸沿海的巨

型船隻均可直抵艋舺，遂成為台北盆地之貨

運集散中心，北部各郊行咸集該地，並間接

促使位於淡水河上游，盛產樟腦、茶葉、藍

靛之大溪及三峽成為重要市集。

三角湧以淡水河上游大菁（山藍）產地

之便，早有大菁之生產。起初所產殆為野生

大菁，待產量需求增加，遂引起人們以人工

栽植園菁圖利，「菁作」乃成為淡水流域最

早之大宗經濟作物。艋郊於道光年間即將

「菁稅」列為私抽之一款，可見當時「菁澱」

成為輸出對岸之大宗貨品。

道光二年（1882）時有艋舺經營頂郊之

安溪人翁添，組織金聚成公司，曾派方清至

三角湧、成福一帶栽植菁樹（木藍、山

藍），並由大陸雇傭工人，生產藍靛染料輸

出大陸，並藉水路輸入布疋、雜貨銷售。方

清經營約二十年後失敗，乃由翁氏繼續經營

菁樹栽種。

咸豐初年，有一外僑與艋舺人林左賣、

沊

沀

沝



王益興、井賢、伊記四人至大寮方面討伐生

番，從事採樟腦及栽植菁樹，左賣坑（今紫

微坑）、竹坑、大寮均為當時開墾之地帶。

菁作之經濟價值至同治年間依然被看

重。公館尾李姓兄弟即曾籌議共創大業，由

其兄李明瓦負責在三角湧上帝公烏塗窟山一

帶廣植大菁，並建有菁寮；而其弟則赴艋舺

經商，加入出口大菁為大宗的北郊，與人合

資開設「金益興號」，為大菁之運銷作準

備。惜因產地遭番變未成。

光緒年間起，歐洲人工合成藍靛開始銷

入本地，菁作之產量遂受影響，急速減退。

艋舺北郊即因原以菁稅為大宗之公費，由於

「邇年以來，靛菁所出無幾，而抽分亦屬不

多，況地方諸事浩繁，經費遂至不敷」，遂

於光緒十一年（1885）另訂新的抽分條約，

菁作至此產量已大為減少。由於國外染料源

源湧入，日治中後期遂無人再將菁作視為高

經濟作物種植。

清代及日治初期，海山、樹林、三角湧

地區的產業，除一部份居民從事染布、伐

木、製材、製樟、茶、米粉、赤糖及織蓆

外，其餘大部分之居民多從事農業。依據清

光緒十四年（1888）清丈結果，當時農業人

口占三分之二，其中農作生產木藍及山藍達

二十一萬斤。明治三十三年（1900）日人調

查統計，三角湧有製藍工場五所，年產四千

四百斤。大正三年（1914）則有染色工廠十

二家。

日治中期後，由於日人政策的推動下，

西式服裝及日式和服風氣帶引，洋服、西

裝、布行漸多，傳統染布產業和市場乃逐漸

萎縮。到了昭和五年（1930）後，三峽有登

記的染布業只剩下二、三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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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三峽多山區，大豹溪縱貫全鎮，山林資源豐富

7.山區留有許多野生化的山藍（大菁）

8.山藍（大菁）在冬季時開花

洰

泀

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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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角湧染坊街及南北馳名的「三角

湧染」

三峽地區位於淡水河上游，境內多為丘

陵及山地分布，極適合大規模栽植大菁藍染

植物，而且又有清澈的三角湧溪的良好水

質，加以淡水河運發達，方便將布匹自下游

運送來，因而造就了三峽發展染布業的絕佳

環境。

早年在三角湧山區出產大菁染料的同

時，便有街民開始經營染坊。安溪人林致遠

在道光年間即渡海來此經營染布業。至明

治、大正年間，三角湧的染布業正值興盛，

例如原來在街上經營日用雜貨的張亦樂，在

明治三十九年（1906）改經營染布業，之後

以「張亦泰」之名經營吳服店，日漸發跡。

這樣的例子在街內有數家，其吳服店的橫匾

至今仍在。

當時的染布店，計有三角湧街頭人陳種

玉於同治十年（1871）所開所開設的「陳恆

芳染坊」；秀才林金井開設「林元吉染

坊」；秀才陳嘉猷設「元芳號染坊」；大溪

人簡阿牛所設之「建發染房」等。另據林勳

老先生回憶約在大正五年（1916），三角湧

街漸次改正為今日街屋店面時，尚有陳國

治、林阿九、廖水田、周心匏、李清爽、劉

王居、李阿風以及後街的王仔楓所經營的染

坊，至少尚有十二家以上。

三角湧街的染布業，各家有各家的絕活

和手工，各自出品的貨色亦不盡相同，由於

貨色變化多，吸引許多外地客來批貨或以寄

金方式訂貨。於是「武市」（批發）及「文

市」（零賣）兼營，批發運銷，不僅偏佈北

部，亦遠至花東、屏東等地。零售除在門市

陳售，亦有人擔往外地出售；擔布者多往桃

園、新竹方面的客家莊，或往桃園、中壢，

或取道新竹湖口，途經新埔、竹東、竹北等

地，沿路販售，並在回程換購米、糖擔回。

這在最近出土的一批染坊帳冊中，清楚記載

各地的經銷商之店號可為依據。當時各家從

事染布的人口多，店號亦有所不同，也因此

今日民權老街的牌樓立面仍可見到許多「染

坊」字樣，成為三角湧街時代的產業特色，

當時規模可說是北台灣染坊街的代表。

經營染布業的人家，其店屋第一進如同

一般商家均作店面，後進即做為染布的場

所，以早年即經營染布的「金聯春」廖家為

例，當時在後進即置有五、六個巨大的杉木

製染桶。三角湧街兩側的染布業者均將染妥

的布擔往祖師廟前的三峽溪邊，在溪水中進

行漂洗工序，並就地曝曬於溪埔地。

台灣傳統的染坊中，染好的布匹經過漂

洗晾乾後，需進一步除皺砑光，所採用的

「砑石」又稱「碾布石」，形似金元寶。布料

經過碾壓加工後，美觀平整，甚受歡迎喜

愛，市場價格更好。這種後處理整布技術既

經濟又快速，連當時日本人都稱羨不已。三

峽的染布業便是以染色及碾布技術精良著

稱，獲有「三角湧染」之美名。今日三角湧

文化協進會在追查三峽染布業的歷史時，亦

嘗試復原早期染坊之各項工藝技術，希望能

重建染布、碾布等特殊技術，加以保存、傳

承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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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早期染坊碾布砑光布匹工作情形（台北市文獻會提供）

10. 三峽老街至今仍留有許多染坊字樣的山牆

11.「三峽鎮農會」大正六年信用組合設立時的申請書，名冊可見當時染布業者之姓名

泇

泍 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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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史尋根三角湧、營造三峽新故鄉

（一）「三角湧文史工作室」的第一步

民國八十三年（1994）十月由地方人士和學校老師發起，組成了「三角湧

文史工作室」。宣揚保存鄉土文化資產的觀念，喚起守護家園傳承文化的行

動。之後承辦台北縣八十四年全國文藝季─「鳶山下的子民」系列活動，

及出版「乙未年海山地區抗日誌」、「老街風情」二書及「三峽文化地

圖」。八十五年二月承辦鎮公所「廟會迎春三峽年」系列活動。八月承辦鎮

公所「三峽中元祭」─ 宗教藝術生活大展活動，並復原了傳統水燈排遊行

活動。

（二）成立「三角湧文化協進會」的宗旨與努力

為有效結合社區民眾力量、擴大參與面，民國八十五年（1996）十一月發

起成立三角湧文化協進會，以研究保存三峽地區之文化資產為宗旨，積極

研議對三峽老街聚落再發展的可行性方案。並藉由持續的文化活動及「社

區藝文學苑」人才培育計畫，推動社區文化再造的希望工程。積極推動傳

統「三峽染」產業文化再生方案，以營造三峽特有的鄉土文化特色。

四、今日社區藍染產業文化的重現歷程

民國八十六年，本會提出「三峽老街區產業再造可行

性」的研究計劃，初探三峽早期染布業的發展歷程。但因

染布業消失已六、七十年，在染坊器具、染布技術及匠師的

尋訪上，殊屬不易。次年（八十七年）五月，台灣工藝研究

所馬芬妹老師邀請本會成員參與藍靛加工工作，於北部木柵

山區，首次體驗採割山藍製靛的所有過程與工序，由此次經

驗使本會真正踏出了我們三峽藍染再生的第一步。

八十八年夏天在陳景林老師的指導下，我們以在三峽親

手採摘的大菁所製出的藍靛染料，製成一桶藍染染液，染

出七十多年來的第一條藍巾，內心真是驚嘆又興奮。繼而

在三峽國小百年校慶的校友訪問中，幸運發現了百年前三峽染坊的布品及婦女衣

飾，重新看見了「失落的三峽染」。

八十九年七月，我們嘗試在「兒童夏令營」的活動中，重現耆老口中「溪

畔染布」的情景，也獲得極大的迴響，孩童們興奮、雀躍的笑顏，令人動容。自

此我們深覺藍染具有特殊的魅力，令人欲罷不能。於是在馬芬妹老師指導下，展

開大菁復育栽種的實驗計劃，並於九十年四月成立了「三峽染工坊」，進行藍染

技藝的學習與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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泏

泹

泩

泑

12. 首次發現山區大菁的驚喜

13.14. 2000年「水噹噹兒童夏令營」重視溪畔染布的一刻

15. 本會受邀參與台中縣立文化中心「藍染居家飾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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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01年溪畔染布活動－染大匹布

17. 溪畔染布漂布趣味競賽

18. 染布體驗活動後，在三峽染工坊蓋紀念章

19. 帶領民眾參觀大菁復育栽種區

炔

炓

炅

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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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年「三峽藍染節」溪畔染布體驗

21.2002年「三峽藍染節」染布合影

22.2002年「三峽藍染節」染大匹布

23.眾人合力漂洗染好的紀念大布條

炑

炆 炖

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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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溪畔染布趣味活動－甩布擲遠

25.工作人員示範漂布動作

26.溪畔染布趣味競賽－力拔山河

27.「三峽藍染節」街區活動展場

28.「三峽藍染節」藍染體驗活動

炂

炃 炚

牪

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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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插角國小師生「藝術與人文」課程/藍染教學

30.插角國小四年級小朋友的方巾作品

31.本會積極鼓勵會員創作具三峽意象之作品（陳明理提供）

32.藍染紋樣有其特殊的趣味（陳明理提供）

狘

狋 狉

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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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藍染印花布做成的抱枕（范婉瀅提供）

34.2002年藍染技能培訓班學員採藍草情形

35.2002年藍染技能培訓班學員工作情形

36.2002年藍染技能培訓班學員結訓典禮

37.「藍染技能培訓班」學員作品成果展

狒 狔

狚

狌

狑



同時為了逐步推廣這項消失已久的地方產業，在九十一年三月起，先後在五寮國小及插角

國小，透過「藝術與人文」課程，進行藍染教學，指導學生藍染技藝及栽種大菁，深受師生及

家長的肯定。這項傳統的技藝，在我們點點滴滴的耕耘中，漸漸進入了三峽人的心中，人人以

擁有一條自己親手染的藍巾而自豪，以穿上自己手染的獨一無二的藍衫而驕傲，藍染技藝的再

生，對三峽人具有非凡的意義。

就在此時，台北縣文化局也注意到三峽藍染的特色，協助我們在九十一年八月舉辦了第一

屆「三峽藍染節」，場面熱烈，倍受肯定。接著台北縣政府也特別在九月新設的中園國小，成

立「染織教室」，作為長期推動藍染教學的場地。十一月獲台灣工藝研究所補助，完成第一期

「藍染技能培訓班」種籽學員的培訓計劃，為藍染文化產業的再發展，注入一股活力。九十二

年三月獲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協助在插角國小成立「插角社區藝術教育學苑」，規劃藍染及草

木染等系列課程，亦受到社區民眾熱烈歡迎。期望這股因熱愛藍染而形成的凝聚力，能持續發

揮它的光與熱，為三峽地區的文化發展，創造出新的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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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學員研習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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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峽藍染世界的願景

展望新世紀三峽社區文化發展，我們願

以更宏觀、創新的思考和積極實踐的態度，

營造社區再生的活力，並以下列五項願景作

為努力發展的目標：

（一）結合「三峽文化景觀特區」專案，以

清水巖祖師廟為中心，連結社區中的

人文自然資源，建立文化導賞系統，

逐步營造三峽特有的社區美學，創造

三峽傳統社區的新風貌。

（二）透過和學術界及文化界的合作，有系

統的整理三鶯地區的民俗藝術和鄉土

文化，成立會員合作組織，提供愛好

者的體驗服務。推廣鎮內各學校藍染

藝術教學，以累積地方文化資產，建

構三峽藍染文化特色。

（三）積極進行染布業的產業文化振興工

作，並透過文史調查及技術的復原，

結合學校的藍染藝術教學，並以「產

業文化化，文化創新化」的理念，推

動社區藍染文化產業，結合藍染家庭

及愛好者，使藍染生活化、普及化。

（四）分階段進行「三峽染」文化產業的再

生工程，從傳統的藍染技術復原到染

布技術的創新與藝術化、生活化的應

用，提昇到工藝美術的美學境界，

（五）成立「三峽藍染生活工藝館」作為推

展台灣染織藝術的起點。結合社區營

造理念，發展「三峽藍染文化園區」，

培訓及傳承藍染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