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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出當代青藍時尚風 
謝后蘭 ／⼯藝師
2016-01-09   邱薏真、黃馨儀  

前⾔／從最初只是作為耐穿衣服，到如今成為⼀種文創商品甚⾄悠閒活動，傳統⼯藝藍染並沒有

隨著染料變⾰⽽沒落，相反地，在多位⼯藝師的巧⼿下，它轉型出當代的新樣貌，⽽這其中，謝

后蘭正是將藍染帶向不同凡響新紀元的推⼿之⼀。

 

 

內文／

在⼀個慵懶的午後，依約來到鐵道藝術村，此時，⾝穿藍衫、披著淡藍⾊的素雅絲⼱、⼿拎藍染

式樣提袋的她以和煦微笑，殷切地招呼我們。只⾒夕陽把⼀室染得暈黃，悠悠的⾳樂在⽿際迴

盪，把展覽中上百項的服裝、圍⼱、⼿提包、⼿機套、隨⾝鏡等作品襯得益發耀眼。她，就是凝

藍⼯坊的負責⼈，也就是致⼒於客家藍染同時⾝兼國立聯合⼤學客家學院文化觀光產業系講師的

謝后蘭。

 

段標／⼀件藍衫禮物結起情緣

 

談及與藍染結緣的起源，是在八○年代初期時，謝后蘭的友⼈赴屏東美濃旅遊，帶回⼀件藍衫作

為贈禮，對於中國古老、傳統的東⻄很有興趣的她，初⾒藍衫便愛不釋⼿。直到⺠國92年，某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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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機會下，得知苗栗縣社區⼤學開設植物染課程，謝后蘭⼼中浮現「我應該去看⼀看藍衫製作

過程」的念頭，就這樣，她加入社區⼤學課程跟隨鄭麗雀老師與陳隆進老師學習藍染⼯法，從此

⼀頭栽進藍染的世界。

在參與苗栗縣社區⼤學課程兩年多後，老師因課程繁忙⽽決定請辭，⽽老師認為謝后蘭的技藝已

⼗分純熟且頗具潛能，便推薦她與另⼀名學員張慧貞接⼿課程，在課程計畫通過審核後，她便與

張慧貞協同接棒社⼤的植物藍靛染班，使得藍染技藝得以傳承。

雖然實作經驗豐富，但謝后蘭認為⾃⼰缺乏理論知識，於是⺠國100年她攻讀聯合⼤學客家學院
客家語⾔與傳播研究所時，更深入鑽研藍染歷史與技法，也因為她將社區⼤學的課程與藍染推廣

經營得有聲有⾊，謝后蘭的老師也引⽤《荀⼦‧勸學》「青，取之於藍，⽽青於藍」，藉以表達對

她的讚賞。有趣的是，當時荀⼦正是因為⽬睹染匠在藍染過程中，從藍草最初的綠⾊逐漸變為更

青艷的⾊彩，從⽽發出「青取之於藍⽽青於藍」的讚嘆。

圖：謝后蘭設計相當多藍染的文創商品，其中實⽤性⾼的包包往往成為參展⺠眾想購買的作品。（黃馨儀攝影）

段標／復育藍草，重建⼯藝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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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藍染在中國已有三千多年歷史，周朝中央設有「染⼈」的官職，專⾨負責中央染布⼯

作，所以藍染在中國是⼀個歷史悠久、發展純熟的技術。⽽台灣的藍染最早追溯⾄荷蘭占領時

期，東印度公司帶來藍草植物稱作「⽊藍」，以南部地區的種植為主，如台南後壁、菁寮等地。

由此可知，藍染並不是客家⼈獨有也並非台灣獨有，無論是在⼤陸、美洲、印第安、非洲、歐

洲、印度，甚⾄韓國、印尼都可⾒其蹤跡，乃世界性的⼯藝。

然⽽台灣藍靛的產量於清朝咸豐年間曾⾼居台灣第三⼤出⼝經濟產物，直到⼗九世紀德國拜⽿公

司發明化學藍⾊染料，不論調製的時間或過程都⽅便甚多，不必耗費繁瑣程序，因此藍染在台灣

快速地消失。直⾄⺠國81年，草屯國立台灣⼯藝研究所⾺芬妹老師赴⽇學習後回台積極找尋台灣
的藍草，投注⼼⼒於重建、復育藍染技術。

新復之後的藍染開始有了轉變，以往無任何紋樣的素布，僅是⼀件藍衫、⼀塊布料的藍染，復育

後開始有了構圖設計與紋樣。「剛好時機也對了！」謝后蘭強調，適逢政府推廣周休⼆⽇，⺠眾

注重娛樂以及休閒、文創產業的盛⾏，加上現代⼈注重個⼈特⾊展現，藍染成功轉型成了⺠眾體

驗DIY活動，⾃⾏動⼿創作之作品不僅有獨特性，⺠眾⾒到成品後更會感動，謝后蘭表⽰：「藍
染興起以後並沒有沒落，它是進⾏式，⼀種正值興盛的東⻄，是⼀個傳統⼯藝漸漸被賦予新⽣

命、逐漸轉型的過程，所以藍染跟文創、體驗、觀光相輔相成的。」傳統技藝染上新氣息，將藍

染帶向不同凡響的新紀元。

 

段標／熱忱⾜以⽀持⼀切

 

藍染是⼀種將取之於⼤⾃然的植物藍留在布裡的過程，因此⾸先必須浸泡葉⼦，以沉澱的⽅式溶

出⾊素，⽽藍染是藍泥如同爛泥巴般，但藍泥狀態無法染⾊必須將其還原成染液，染液以紅綠⾊

或是墨綠⾊為最佳的狀況，之後再進⾏染⾊。雖然費⼯，但是藍染所呈現出來的樣貌、持久性較

佳，因此需要挹注耐⼼與專注⼒⽅能完成，謝后蘭笑說：「有些作品都已經很多年了，但它的⾊

澤還是很好。」她說⾃⼰有⼀件藍染的衣服，快10年了但顏⾊仍未褪去，可⾒製作過程中每個環
節都需留⼼。

「當你喜歡⼀件事情的時候就不會覺得它很繁瑣，熱忱⾜以⽀持⼀切。」謝后蘭從開始接觸、著

⼿學習，到現在可以去教授，她從不認為藍染是⼀件「⿇煩」的事情，「因為我喜歡我就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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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所以享受。」

圖：謝后蘭領銜設計的舞龍，綴飾兩千七百七⼗⼆片鱗片上的花紋無⼀相同。（謝后蘭提供）

段標／設計產品讓藍染融入常⺠⽣活

 

然⽽原料或技術並非謝后蘭覺得困難之處，「販售」才是她掙扎的問題；每每有外賓來訪看⾒精

緻的藍染絲⼱、藍染托特包等作品，漸層深淺不⼀的藍輔以細緻的紋樣讓不少⼈都提出購買藍染

作品的意願，對於將藍染當成作品、興趣的謝后蘭⽽⾔，商品販售並不是她的本意，製作的作品

每件都是獨⼀無⼆，所以總是惜售也為此感到困擾。

因為興趣，謝后蘭總會將⾃⼰的藍染作品與朋友分享欣賞，不料朋友卻總說：「妳⼜不要賣，幹

嘛拿出來『餳⼈』！」（siangˇ nginˇ，客語中表⽰要吸引⼈⼜不讓⼈家擁有，吊胃⼝的意
思。）直到謝后蘭進修客家語⾔與傳播碩⼠學位時，在學習中查覺⾃⼰有責任、義務去延續、傳

承這難得的文化，當她了解到「讓⼈家擁有也應該是⼀種推廣⽅式」時，這才逐漸開始有藍染商

品化的規劃。謝后蘭笑說，每回展覽都有許多⺠眾欲購買，以前她會斷然拒絕，現在則請⺠眾訂

購，讓她客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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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后蘭對商品規劃也有⼀套想法，她認為⼀項產業若能跟⽣活結合相對較不容易失傳，因此她設

計了環保筷套、運動頭⼱等⽣活化商品，甚⾄從就讀⼤學的女兒得到靈感，製作了年輕⼈喜愛的

束⼝袋背包，以及⾃⼰⾝上揹著的藍染托特包，謝后蘭說，這包包也都是⾃⼰染的，裡⾯夾層很

多使⽤上很⽅便。在實⽤之餘，謝后蘭更希望藉由藍染的穿戴來展現⽣活風格與美學，她認為藍

染的美，就在於雖然只有單⼀顏⾊卻能夠呈現很多層次，使質感提升。

另外⼀種推廣⽅式則將藍染結合客家文化，例如宛如客家菜包形狀的零錢包，⼩巧可愛⼜寫實，

引起不少客家⼈的共鳴；⼜如苗栗的火旁（備註：美術請造字）龍是臺灣客庄⼗⼆節慶中⾸要的

元宵⺠俗節慶活動，也是臺灣舞龍文化的代表之⼀，於是謝后蘭設計了⼀整隻藍染紋路的龍，每

⼀個鱗片中的紋路都不相同，共縫製了兩千七百七⼗⼆片鱗片，在火旁龍慶典上格外引⼈注⽬；

⾄於桐花季時，謝后蘭別具巧思設計了五片桐花瓣的藍染紋路，由於植物染的技法中，紮花的花

瓣通常都是偶數，謝后蘭思索了兩、三天設計出單數片花瓣的⼯法，也將技術現場教授，讓參與

祭典的⺠眾⼀同享樂。

段標／在傳統⼯藝上開創新技法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藍染是⼀個很傳統、古老的⼯藝，所有的作品都從⽩布開始，所有呈現出來的紋樣都必須經過構

思、染⾊、訂⾊、⽤各種技法進入染缸，最後漂洗，相當耗時耗⼯。然⽽⼀回總統⾺英九來訪體

驗，謝后蘭卻被告知總統只有15分鐘的體驗時間，要如何改變⼯序才能展⽰成果，成了謝后蘭相
當⼤的考驗。

於是她從染布材質的挑選開始，選擇吸⾊效果較佳的布料並提⾼染液的濃稠度，最後則是改變染

布的氧化⽅式；⼀般來說藍染顏⾊必須⼀層⼀層疊加，因此耗時耗⼯，然⽽總統來訪時，謝后蘭

利⽤濃稠的染液邊染⾊邊氧化布料，短時間內完成⼀幅完整的藍染作品。這次機緣也讓謝后蘭重

新審視藍染，她認為每⼀次機會都應該⽤正向的思考⾯對，不僅保留傳統⼯藝的本質，更創造嶄

新且獨特的技法推廣藍染產業。

對於客家⼈⽽⾔，藍染是項特殊技藝，以藍草染做的衣服特別耐髒、耐磨，⼯序⼜相當耗費體⼒

與腦⼒，這也象徵著客家⼈刻苦耐勞的精神。但藍染對於謝后蘭⽽⾔，是⽣活的記憶、記憶客家

⼈艱苦的精神；是勞動的圖像，代表客家⼈⽤⼼鑽研的堅持。謝后蘭以熱忱將藍染與⽣活連結，

形塑穿戴美學，更期許⼈們感受精緻藍染，展現⽣活的風格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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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

當你喜歡⼀件事情的時候就不會覺得它很繁瑣，熱忱⾜以⽀持⼀切。～謝后蘭

 

BOX／About謝后蘭

苗栗⼈，致⼒於客家藍染的推廣，曾於苗栗節慶火旁龍設計了⼀整隻藍染紋路的龍，共縫製了兩

千七百七⼗⼆片鱗片，賦予古老的藍染⼯藝⼀層全新的樣貌。

 

 

 

 

BOX／採訪後記

距離交⼤不過幾百公尺的橋下，背後傳來火⾞轟隆隆的⾏進，採訪的地點位於台鐵老倉庫轉型成

的藝文展演空間──新⽵鐵道藝術村，同時也是謝后蘭2015年藍染展覽的場所。戴著藍染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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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桶包，謝后蘭穿著配戴都與藍染相關，非但不奇怪，更凸顯藍⾊的氣質韻味。當下我們可

慌了，如此⼀位優雅的女性，倘若她的回答都是短短三兩字，我們真的會非常地不知所措！

沒想到謝后蘭⼀開⼝就喊了我們的名字，由於⼀直以來都是⽤Facebook聯繫，真的沒有意料到
她會記住我們兩位的名字，這樣的貼⼼和細⼼不僅於此，開始採訪時，謝后蘭替我們關掉展場中

播放的⾳樂，讓我們得以清晰地錄⾳，甚⾄親⾃準備電腦，將藍染過程與活動的照片與我們分

享，種種⼩細節都讓我們在採訪後還不斷地讚賞。

 

 

圖說／

圖1：凝藍⼯坊的負責⼈，也是致⼒於客家藍染的藝術家謝后蘭。（黃馨儀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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