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埔里位於台灣地理的中央，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在屬於只能有農業經營的小盆地，

怎樣運用其現有的資源發展更有經濟價

值的產業，

是先民最大的智慧。

上蒼的賜予給埔里純淨的水質，埔里在

日據時代分別由日本及中國傳入了手工造紙

的技術，這是在蔡倫的造紙術發展後二千多

年的事，和多年來這種手工造紙的產業，形

成埔里特殊的產業及台灣文化的一部份，手

工紙業的發展替埔里的農村經濟奠定很良好

的基礎，當這種紙產業在三四十年前蓬勃發

展時，埔里一地就有四十家以上的手工紙製

造場所，雖然大部份的規模都不大，但家庭

經濟收入優渥者，大都與手工紙的生產脫不

了關係，台灣的經濟發展過程應該說是從家

庭式經濟發展開始，經營者大部份以少許資

金在家庭剩餘空間以微小規模發展民生必需

品的生產，埔里手工紙業的發展，亦是如

此，初期的產品以電池紙、打字紙、炮心

紙、燙髮紙及鴨母被紙為主要產品，這是因

二次大戰前後民生品需要為主。俟經濟漸穩

定之後，從大陸帶來的書畫技術觀念的人在

因政治上與大陸的隔離於找不到書畫用紙的

情形下，漸發掘出這個能生產書畫紙的寶

地，要生存的動力，給台灣經營者勤於用心

研發不同的質材運用，配合造紙師傅的勤

奮，雖然有大陸、日本造紙技術的影子，雖

然眾多的紙廠用了相同的原料，但這種發展

的過程，台灣的手工紙品質漸走出自己的風

格，自己與眾不同的品質，在這同時手工紙

在東北亞的書畫市場打出一片江山，台灣的

手工紙源源不絕的銷往日本、韓國，這是政

治隔離下誰也料想不到，這種紙的產業有如

此風光及驕傲之處。

在15年前台灣正值房地產的發達，在台

灣的業者普遍遭遇的問題及困擾是工資的飛

漲及勞動力的不足，對於大陸市場的開放及

西進政策的鼓勵，埔里手工紙製造的業者亦

是被一個個大餅所吸引，有能耐者紛紛外

移，謀求更好的生產環境，此舉是讓埔里手

工紙產業開始沒落的主要原因，對於以工資

低廉、物料便宜的地區利用相同的技術、相

同的原料，生產相同的產品，然後於相同的

市場競爭，最後被淘汰的是根莖葉都留在台

灣的相同產業，埔里的手工紙開始步入艱困

的經營過程，這種過程是紙價無法提高→師

傅工資不成比例→無後進人員。在此我們亦

知此產業最大的缺點在於長期以來缺乏產品

的設計它只針業書畫過程平面紙上下功夫，

缺少對於紙張賦以新的生命呈現，所以生產

紙張的家數由兩位數字減少到個位數。

以多年來的手工造紙過程，我們以此產

業為榮，它的生存關係到活的文化指標，它

已溶入台灣生活文化、知識文化與藝術文

化，有富裕的經濟，有高知識水準的環境更

能實現這種耗工費時產業的可貴性及重要

性。我們亦認為在不容易生存的環境之下要

有所突破產業的生機方能延續，文化的命脈

才得以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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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興紙寮在八十五年間，在社區總體營

造的觀念引進下，結合埔里僅存的少數不同

行業做結合，其目的是重新介紹埔里這觀

念，讓埔里的藝文界及文化工作都能重新思

考及包裝埔里的外觀及內涵，讓長久對埔里

單純的地名觀念，得以從不同的角落散發其

獨特的魅力。紙寮於現有的空間騰出一部份

閒置的，開始作手工紙生產過程的介紹，這

也使埔里特殊的手工紙產業能讓人開始瞭

解。當在遊客引進的過程，因是驟然的開

放，在沒有任何的經驗之下，我們不難體會

和遇到許多接踵而來的問題，諸如交通問

題、塞車、缺少停車位、缺乏公共設施、廁

所、食宿無法安排，還有髒亂、垃圾、噪音

等諸問題都是在開放過程所產生的負面影

響，於台灣媒體非常發達的情況下，如果一

個地方稍具特色，媒體為了搶新聞，往往互

相競爭，往好處看，提高地方特色的曝光

率，往壞處來說是殺雞取卵，很快的就會失

去光環，又回到沒落的情境，這很值得開放

一個點借鏡的，畢竟細水長流規畫長久的經

營形態，才是正確的作法，同時旅行的素質

也需要長時間的作教育培養，你到一個地方

是要看什麼？要認識什麼？要得到什麼？要

跟人家配合什麼？我們說交通的發達就沒特

色，怎麼維持特色讓遊客帶不走，一而再的

會回到這個地方體會這是最值得深思的。

在紙寮的開放過程，我們就把它定位在

教育的功能上，所謂寮是緬懷過去造紙的情

景，雖然工業的進步可以到處設廠，不必擔

憂不可預期的天災，但如前所述在家庭式一

腳步一腳印的創業過程還是要牢記的，紙寮

可貴的不是建築物的宏偉壯觀，而是讓你真

正感覺運作的活力、聲音、溫度、味道及你

的感受，和對於造紙師傅的尊重、對於紙張

的珍惜。我們設計一個模擬師傅造紙的過

程，讓參與學習造紙的學員體會造紙的困難

和辛苦，從中去發掘什是挑戰性、趣味性與

知識性，還要將自己完成的紙張與印刷作結

合，然後將它完成日常生活用品，其作用希

望能將文化的精神轉移在你我不自覺的生活

中，以目前國民小學的課程，對於課外的教

學活動均有安排，在這種活的教育課程機制

之下，在紙寮中有很大的發揮空間，用心的

學校會於課程之前針對課外教學科目研製學

習單，在學習後要填寫資料，在填鴨式的台

灣教育制度下，如果所有的課外教學能有如

此漸進式的進步，台灣教育的改變還是可期

的。

能維持產業的動，才能延伸教育的功

能，在艱難的情況之下，如何維持它的正常

運作，是我們最迫切需要的關鍵，它如運

作，代表說有許多的家庭能夠得以溫飽，也

才能使教育的功能得以延伸，因此開放工廠

的結果，它與生產形成互補的關係，利用少

許開放的收入挹注生產線收入的不足，事實

上所謂產業轉型成功，這該是見仁見智不同

的角度去解讀。

在紙寮開放的過程，我們也有一個很深

的感受，當我們引進了大量的遊客之時，社

區居民是否因而受惠？社區的居民是否也運

用了這寶貴的資源營造自己的好處？營造自

己的特色？這是一個經營過程未擴及社區層

面，我們經驗不足之處、還需要各位先進指

導之處也深切祈望之處。

本文作者係埔里廣興紙寮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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