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緣起

記憶裡，小時家中曾使用芒萁製作的碗籃

和花籃，而它何時消失在我的生活中，我並不

在意，也不覺得可惜。三十年來不斷的從事竹

藤材的編織工作後，對於天然纖維素材漸漸感

受到它的無價和喜愛，但對於什麼是「芒萁」

並沒有細心去探討。

直到民國80年，在與本所同仁黃禮信副研

究員等人，一同研究開發日月潭觀光紀念品

時，為了探討當地的資源，才真正的接觸到芒

萁，當時為了記錄芒萁編製技術，我們拜訪了

住在日月潭潭邊的簡周老先生，因簡先生也用

芒萁編製魚筌，所以就向簡先生購買芒萁材

料，回所裡後試作了幾件芒萁的作品，做為研

究計畫內新產品開發的項目。

之後相隔十年，期間多次赴日考察當地的

纖維編織工藝，加上本所在社區總體營造上的

推動，在日本千業大學宮崎清教授等人的指導

之下，對於日本在與自然共生的編織工藝文化

上所作的努力，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青森縣

稻恒村的草編工藝、福島縣三島町的山葡萄藤

製品、新瀉縣山北町的科布工藝等，都是相當

成功的案例。

今年9月草鞋墩鄉土文教協會理事長李為國

夫婦，為了年底要擴大舉辦的稻草文化節－中

日編織工藝展，到寒舍研商活動的項目時，才

又提到被遺忘且幾乎消失的芒萁編織工藝。因

此我開始認真的四處打聽，因為以前聽說竹山

也有區域性的芒萁編織產業，所以就從竹山開

始調查，經過多次的尋找後，訪問到一位今年

70多歲，以前也確實天天在編織的婦人，但這

位老太太除了仍保留兩件20年前的作品外，目

前因身體狀況欠佳和材料取得困難，已無法外

出示範表演了，而且老太太說：「竹山現在也

沒有人在編了，何況她們以前將竹山的芒萁採

盡後，也都到日月潭一帶採取芒萁的材料回竹

山加工的」。之後我開始從材料的產地「日月潭」

尋找人員，最後才由黃禮信先生輾轉介紹認識

目前仍在編織芒萁藝品的張連桂先生父子。

二、芒萁編織的耆老－張連桂先生

今年77歲的張連桂先生，民國14年出生於

日月潭的『二笆籠』，8歲時即與母親、姑姑學

習芒萁的編織技術，早期張老先生除了砍伐芒

萁材料賣到集集外，也常自行用芒萁編製魚

簍、魚筌、菜籃、花籃和背簍。張先生說：

「民國50年代前後，芒萁籃子曾經是到日月潭觀

筆者嘗試開發的芒萁產品

被遺忘的傳統編織工藝

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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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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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遊客，所必須購買的禮物」。當時張先生每

天不停的製作還是供不應求，同時在日月潭地

區也有約40-50戶人家在編織販賣，如此可見當

年的盛況。可惜在塑膠製品盛行後，芒萁製作

的各式各樣籃子被取代了。

暫停編製籃子後，身手矯健的張先生，平

常喜歡往戶外活動，因此對日月潭地區的人

文、環境都瞭若指掌。曾憑藉著記憶將日月潭

地區的八景與仿四手網模型的樣本製作出來，

並獲得李遠哲院長的讚賞。

事隔一二十年，歷經921大地震及其夫人又

接著中風，張先生不但沒被擊倒，且為了就近

照顧太太，反而積極的重新展開芒萁編織品的

製作，目前除了教導兒子、媳婦學習外，更嘗

試以各種技法編製生活器具，自己巧思創作的

芒萁製品，並獲得科學博物館的典藏，今年也

在「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的經費補助

下，開始開班授徒。

張先生自家附近即長有很多芒萁，他常自

行上山取材、去殼、乾燥後，設計製作出適合

現代生活空間使用的作品，諸如菜籃、小花

籃、酒瓶保護套、背簍，盤子、小吊飾、小動

物等。由於芒萁的材性與藤芯相似，所以可使

用的編織技法也幾乎相同。

張先生常用的起底編法有四方型編法，井

字編法、六角型編法、壓一或壓二密編，收編

則慣用迴轉繞法，繩索上以三股捲繞、單片包

繞法較常用。色彩方面則使用本色居多，但偶

爾也以黑色配色，部份產品則使用鐵樂士亮光

漆噴塗。

①

②

③

圖一、由細芒萁編成的小動物

圖二、菜籃、拐杖、木劍曾是50年代到日月潭的遊客所爭

相購買的產品

圖三、各式各樣的汽車吊飾

圖四、由六角編法編成的花簍

圖五、圓形及橢圓形的果盤

圖六、可吊式花籃

圖七、大小不同的菜籃

圖八、魚簍改良成的背簍及花瓶、雞簍

張連桂先生製作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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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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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各樣的芒萁籃

已使用50年的毛枝籃

採取與編製芒萁的用具

「大號仔」的芒萁葉

由於芒萁的生長力強，蔓延至路面妨害交通因而居民噴灑

除草劑使其枯死

適合插花的新長嫩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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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什麼是芒萁

所謂「芒萁」臺灣話叫「毛枝」，是一種生

長在中海拔山區的裡白科多年生蕨類植物，是

全省常見的蕨類之一，時常成群成片的沿著峭

壁走或附在樹幹上往上攀升，向陽土地肥沃乾

燥的地方最適合芒萁的生長，可長至數十尺，

每年的四月份是芒萁的盛產期，但其它的每個

月份也都有新生的芒萁。第二年生長的節間距

離較長，到愈多年生時節間的距離愈短，第三-

四年生的最適合編織工藝品。

芒萁的種類有多種，可從葉柄的顏色、長

短、粗細、或葉片形狀的不同來區別，根據張

連桂先生表示：毛枝分為三種：有大號仔、二

號仔和三號仔，另外還有一種不去外殼的芒萁

叫做『黑殼毛枝』。

黑殼毛枝的葉柄外殼較黑，直徑比大號仔

芒萁細，節間也較短，長約只有20－100公分，

編織時必須連同外殼一起編織。材料在採取和

儲存時，均必須用塑膠帆布覆蓋並適時的灑

水，使它常期保持潮溼的狀態，以避免在編作

時因彎曲而讓外殼破裂影響品質。

至於大號仔、二號仔和三號仔的芒萁，通

常需去除外殼再編作，不同種類的芒萁因其直

徑大小有別，編製時可因作品規格的不同，來

選取適合的種類。

芒萁的功用除了其葉柄可做編織材料外，

其微黑彎曲新長的嫩芽也可做插花的材料，據

說在中藥上芒萁的根莖及葉也可治凍傷。

在塑膠製品未興盛前，居家常用的碗籃、

果盤、花籃、魚簍等，常用芒萁編製而成，其

產品外銷也曾盛極一時。另外在日據時期它也

是綁香蕉的好材料，當時12尺至16尺的長度可

賣1至2毛錢，盛產香蕉的集集一帶，則是主要

的消費地區。

隨著時代的轉變，認識毛枝籃子的民眾已

經愈來愈少了。那大地的恩賜，有如遍地黃金

的芒萁產區，如今卻淪為自生自滅，或因繁殖

力強，蔓延至路中央防害交通，而遭農民以除

草劑毒死，有的也因太久沒採伐，被它纏繞附

生的樹木因而枯死，實在非常可惜。

四、芒萁的採集、製作流程

採集：除了下雨天較不方便外，任何時間都可

砍伐芒萁，砍伐時用「草格刀」將芒萁

的葉柄割下，拉至空地集中，再用「草

格刀」將其分支去掉，芒萁的頭至尾都

可用，愈接近尾部愈嫩，顏色也愈淡，

二年生以下的因未完全成熟所以較嫩，

堅牢度也不夠，但用於紮繩索時則較不

容易斷裂。在山上去殼後再帶回家較不

佔體積，山上蚊蟲多可帶帽子和蚊香，

以防因抽拉芒萁時落葉、樹枝掉下傷及

頭部或被蚊子叮咬。

去殼：芒萁砍伐後應盡速將外殼去掉，以免待

外殼硬化後不易去除，通常在二天內去

殼較適當，去外殼時可從頭或尾部著

手，首先將芒萁較圓的一面往外折，折

時雙手握緊枝條，母指頂在較平的一面

往外推，使另外一邊半圓的外殼斷裂，

再用右手的食指或用已折斷(約十公分

長)的外殼插在殼與芒萁芯中間再往下

推，左手則配合右手往上推，其次再剝

去反面較平的另一邊，這邊的剝法較容

易，只要雙手將外殼與芯拉開即可，去

外殼後如果沒有馬上曬太陽顏色會較

紅，但存放久了之後色度則慢慢相同，

與空氣接觸的時間愈久其顏色則愈深。

對開：去掉外殼後的芒萁有二條相連，可將其

對半剝開，剝開時右手中指與母指輕壓

兩邊，食指撐開葉柄往下對開並控制兩

邊大小，而左手則往上輕推。有時去殼

後為了須要，不能馬上對開時，其芒萁

會又乾又硬，較難對開，此時只要將芒

萁浸水後，即很容易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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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草格仔將芒萁割開

將芒萁往下拉

將分支條去除

將節間距離較短的尾部去掉

待剝殼的芒萁葉柄

一年生(中) 二年生(右) 三年生(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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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半分開(中指與母指輕壓兩邊，食指從中間撐開往下壓

並控制大小，左手往上輕推)

年紀輕的色澤淡，年紀大的色澤深

將一端對齊後繞圈較好整理

兩手將其分開並往下撕開

可用一小段外殼(圓面向下平面向上)撐開，右手往下壓，

左手往上推

可用食指撐開使外殼脫離

往外彎將圓殼折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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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泥漿內泡二天後取出即成黑色

已放入泥漿中的芒萁需全部被覆蓋色澤才會均勻

將芒萁放入泥漿中

將本色芒萁整理成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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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曬：通常早上砍伐後，去外殼，曬一天太陽

後，即可收存，早上剝好外殼馬上日曬

的顏色較淡，如果是放一段時間再曬太

陽時，其顏色則略帶微紅。

染色：將去殼後的芒萁放在不流動的泥漿裡，

二天後取出清洗乾淨，即得黑色的效

果，須注意的是泥漿不能太稀，漿土也

要完全覆蓋芒萁，如此色度才會均勻美

觀。

收存：可收藏在大水缸中，用時再從水缸中取

出，而目前缺乏大水缸，則可用大塑膠

袋收藏。

五、芒萁編織工藝的再生

由於芒萁編織工藝具有下列各項優點，所

以個人覺得有必要將它的採取、製作過程即時

的記錄下來，期望能引起同好的共鳴，重新來

認識地方的環保工藝資源，並達到技藝傳承的

目的。

1、芒萁是地方的自然材料、取材容易且供應不

虞匱乏，可用來發展鄉土工藝教學。

2、編製容易、色澤優雅是一種非常美的編織工

藝。

3、耐彎、耐曲、耐水的特性，極適合編製各種

器物，集實用、耐久、精美及環保於一體。

4、是優良的傳統技藝，在教學中老年人與年輕

人的直接接觸，可培養感情、了解老年人的

生存價值；親身參與製作後更可了解它的意

義和內涵，進而養成惜物愛物的情懷。

5、用居民的雙手來豐富地方產業，如開發不同

規格可重疊的毛巾盤、放在機車腳墊的買菜

籃、餐盒籃、搭配其他材料的日常用品、各

種藝術創作品等。
使用時再從大水缸內取出

將曬乾後的芒萁放入大水缸內蓋好保存有保濕效果

本色與泡二天泥漿的黑色芒萁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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