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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為一抹藍，鄭美淑的卓也藍染團隊
文／李若  Lee Juo-chin‧圖／卓也藍染

For the Beauty of Blue: Cheng Mei-shu’s Choyeh Indigo Dye Team

原鄉好藝｜Native and Creative｜

藍色，溫暖的顏色

法國歷史學家—米歇爾‧帕斯圖羅

Michel Pastoureau（1947∼），曾

在他的書中考據古今中外有關藍色的歷

史，自希臘、古羅馬時期從象徵沉鬱、

冰冷、野蠻的感覺，緩緩翻轉到中世紀

象徵神聖、明亮與貴族，甚至用於繪製

聖母衣袍的顏色，又小說《少年維特的

煩惱裡》裡的主角一身藍色穿著也成為

角色形象塑造的表徵。爾後藍色染色技

術進步，西方中世紀的歐洲貴族、美國

西部牛仔褲、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藍染文

化，日本德島阿波藍、中南美洲的印地

安和印加民族的藍染織品，以及臺灣先

民的青布衣與客家藍衫，都有藍染廣泛

運用的足跡。「藍」成為貴族、平民百

姓都喜愛的顏色，於歷史文化的流動脈

絡裡，經過漫漫奮鬥，終於有了自身的

價值與符號，在冰冷的色彩意象中，透

露出一種質樸與溫暖。

又見一抹藍，臺灣藍的復育與重生

世界上可萃取藍色素的植物有多

種，臺灣常用於提煉藍色素的植物有山

藍、木蘭、蓼藍及菘藍。臺灣因地理氣

候又以前兩種最適宜生長，從荷蘭人統

治時期開始，南部曾種植木蘭，其後經

過明鄭時期至清朝時期，吸引不少從福

建地區渡海來臺的農民，直到19世紀

中葉，在臺灣西部平原到淺山地區種植

了許多藍草，藍靛產業來到鼎盛期。後

因歐洲化學染料之引進而漸趨沒落，甚

至消失了一甲子，而臺灣的藍染推動與

復育，首推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由左至右為鄭美淑、先生卓銘榜與兒子卓子絡。近年來對於臺灣藍染產業復育不遺餘力，後方為山藍田。
（左）特色穀倉民宿。卓先生擅常園藝規劃，因為懷念兒時住在鄉下村落的感覺，於是把園區打造小小村落的形式，每間房舍都有自己的門牌號碼。



6365

（以下簡稱工藝中心）前副研究

員馬芬妹，於1992年開始投入

重建藍靛技術；從山藍、木藍

植株的尋找及種子的收集，到

藍草製靛、建藍，經過十年不

斷地努力復育下，重現臺灣的傳

統藍染風采，並於2001年起培養

各地種子教師，推動現代的藍染生

活工藝，「卓也藍染」的創辦人鄭美淑即

是歷屆學員之一。鄭老師因具備農學的背

景，在教職生涯的後十年，將自己的農學

技術加入藍染工藝，不斷進修藍染的培訓

課程，除了在學校帶領學生種植藍草，也

開發天然染色的相關課程。也許是這樣的

藍染因緣，讓她從教職退休後，開始自己

的創業人生。

創辦「卓也藍染」

卓也園區的設立，初期以餐廳與民

宿為主，藍染只是特色體驗。2005年開

始嘗試在園區內種植藍草，歷經幾次的挫

折，終於在2008年種植成功。然而鄭老

師骨血裡有著農人刻苦耐勞的質樸本性，

憑著一股傻勁與韌性，到處觀摩與請益，

憑著有想法就會有辦法的理念，開始籌劃

建立藍染商品、建立品牌。

工坊工作分成技術、設計、產品三

組，各司其職，且在品質上嚴格把關。除

自種藍草外也與山上農民共同契作，目標

鎖定在復興臺灣藍染產業。為求品質穩

定，部分製程引進機器生產，並嚴格把關

原物料的揀擇，同時購入科學專業儀器以

檢查其色牢度，加上三階段的專人品管，

以確保品質。商品展售時，也會盡可能告

訴客人天然染的製成與特性，貼心提醒與

附上洗滌說明。對於產品品質，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堅持，對於客人的回饋與反應，

也抱持著積極檢討努力突破的態度，讓

「卓也藍染」走向優質品牌之路。

培植藍染團隊人才

卓也藍染團隊的成員皆對藍染有高

度興趣，許多外地的工作人員常住園區

近年來，卓也藍染積極開發各式藍染商品，朝向精緻化，時尚化，活潑化發展。
（右）卓也藍染的新手，要先經過三個月的徒手重覆染布訓練，才能對染色有一定的熟練與敏銳度。

與「財團法人鞋

類暨運動休閒科

技研發中心」合

作開發年輕款式

的藍染布鞋。



64

原鄉好藝｜Native and Creative｜

中，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彷彿一個大家

庭。鄭老師常關心成員們的學習狀況與工

作進度，固定每週給工作團隊上課，平均

每三個月就聘請其他業界或國外專業人士

授課，給團隊新的創意。新血加入也有一

套為期18至36個月紮實的學習與晉升評

估制度，期許在繁複的訓練進程中，讓同

仁得以完全地獨立作業，也能因了解各環

節而有良好的溝通默契。此外，為拓展眼

界，鄭老師積極帶領團隊至國內外的藍染

重鎮參訪，汲取寶貴的經驗。

鄭老師帶人也帶心的管理哲學，深刻

落實在產業經營上，促使卓也藍染的商品

設計更趨多元化、活潑化與時尚化，逐漸

受到年輕消費族群的喜愛。

跨界合作，穩固品牌形象

近幾年「卓也藍染」積極與其他產業

的合作，如與「財團法人鞋類暨運動休閒

科技研發中心」合作開發多款鞋款、與亞

洲大學時尚設計系的林青玫老師合作開發

藍染時尚服飾，也與製包師傅合作開發多

款包袋設計，同時委託唐草設計團隊進行

品牌的行銷與推廣，讓商品設計的朝向精

緻時尚化發展。

近年也於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設立

分店駐點，由鄭老師的兒子，臺師大美術

系畢業的卓子絡負責。分店目前規劃一樓

為展售空間，二樓為茶席體驗區，門口為

藝師展演區，以及DIY體驗區，讓遊客看

到商品的同時，也能感受藍染的魅力。另

外也著手規劃臺中旗艦店，預計定位成教

育推廣臺灣天然染色的研究平臺，計畫用

臺灣在地植物提煉顏色與自然食用色素，

將規劃成為國內外天然染的交流據點，讓

民眾了解、進而珍惜天然染對環境土地友

善的可貴之處。

呼喚臺灣產業回留

這幾年「卓也藍染」漸漸打出自己的

知名度，在國內已有一定的市場，也有不

少來園區的遊客專程為它而來，但也面臨

在地傳統老產業日漸凋零的困境。如泡製

藍靛用的大缸，本委請金龍窯燒製大缸的

師傅製作，近幾年卻因師傅們年事高退休

而可能斷炊；原計畫與苗栗在地蠶絲內衣

褲業者合作，但蠶絲業者也抵不過市場外

移的競爭而結束營業。這些困境讓鄭老師

更堅定自己的心願，要把曾經在臺灣扎根

的藍染產業給呼喚回來。先從卓也藍染開

始做起，進而帶動週邊的產業鏈，讓臺灣

好物續留臺灣。

這幾年來許多人都紛紛開出優渥的條

與亞洲大學時尚設計系林青玫老師合作，設計藍染時裝走秀服。
（右）師大美術系畢業的卓子絡，近年負責宜蘭傳藝店的事務，也成為母親藍染事業上的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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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邀請他們至海外展店，但鄭老師很明確的

告訴自己，這幾年是品牌建立期，一定要在品

質與技術上達到一定的高度，回歸農人踏實的

初心，種藍、養藍、建缸。先把一塊布徹徹底

底地染到最好，接著力求品質穩定，才會是真

切踏實之路。建立臺灣樸質誠懇的品牌形象，

屆時再到海外拓店，自然就能一舉擄獲人心。

三生農業信仰，創造永續共好

對於鄭美淑與卓銘榜這對夫婦，創立卓

也園區是對土地的尊敬與回饋，其中包含了人

與人之間的學習與互信、對「三生農業」的信

仰。所謂三生農業，指的是從農業的「生產」

開始，有機自足，與「生活」連結，與「生

態」達成一種平衡狀態。

卓也園區的草創，源自於撿到一隻貓頭鷹

的悲心開始，而下定決心買下一片荒蕪的廢棄

梯田。在夫妻兩人胼手胝足下，成立民宿、餐

廳，以及爾後的藍染工坊，打造成陶淵明筆下

的桃源仙境。整個園區就像是一個與環境共生

共榮的小村落，每個在此工作的夥伴都能互助

合作，成為永續共好的美的循環。他們希望生

活所需的顏色都可以自己染，讓卓也園區成為

名副其實的彩虹村。

鄭老師一路走來，發現自己願大，心就

大，沒想過自己退休後，會把藍染興趣玩成一

個產業。從工藝中心踏入藍染領域開始，到如

今成立藍染品牌並建立自己的團隊，在人生許

多關卡上的果敢與堅韌，她始終感謝一路走來

的因緣，深刻相信與天、地、人為善，必會感

召許多善緣挺身相助，以農家子弟樸實努力的

精神，敬天愛人，一步一步、踏踏實實地，在

臺灣的土地上耕耘出一方「藍」天。

傳藝店二樓為茶席體驗區，不定期在此舉辦茶席展演與藍染相關講座。 

宜蘭傳藝店一樓的藍染體驗教室，遊客可從透明落地窗，欣賞職人工作

時的風景。

天然植物提煉出來的食用色素，也成為卓也藍染在食安推廣上的重要課

題。

卓也園區在旅遊淡季會接受預約，舉辦食農教育遊程，帶遊客認識天然

染料植物，與DIY萃取天然食用色素，希望這份與自然永續共好的理念傳
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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