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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縣柿染文化協會 
新埔客家不只柿餅！
2017-01-11  記者 黃承歆 報導 

新⽵縣柿染文化協會內部空間，其內部擺設多為柿染產品。(羅嵐綺/攝)

「說到新埔，你第⼀個想到甚麼？」

「柿餅！」

「那你知道新埔柿餅，發展出來的柿染⼯藝嗎？」

「柿染？」

  提到新埔，⼤眾印象最深刻的便是柿餅產業的發展。來到新埔，⼀定會去品嘗柿餅那甜脆爽

⼝的滋味。然⽽，除了柿餅之外，很少有⼈會直接聯想到新埔的柿染⼯藝。

「新埔柿染，到底是甚麼呢？」

  新⽵縣柿染文化協會（以下簡稱柿染坊）的成立宗旨及客家精神鮮少被⼈報導，其背後的原

因與決定因素在哪，除了柿染之外，柿染坊本⾝在新埔產業與社區發展上⼜扮演了什麼樣的⾓⾊

呢？

新埔柿染坊，染出客家古樸精神

  ⺠國94年，經濟部中⼩企業輔導團隊來到新埔鎮公所，有意對新埔進⾏在地發展。鎮公所蔡

⼩姐帶領團隊來到味衛佳柿餅觀光農場，在參訪期間看⾒柱⼦上有新埔客家⼯友們⼯作時，因⼿

掌接觸柿汁再攙扶柱⼦所留下的⼿掌印，經年累⽉也不易消失，因此發起了柿汁可以作為染料的

念頭。在蔡⼩姐的召集之下，成立了台灣最早發展柿染文化的柿染坊。

  那根作為柿染坊成立契機的柱⼦，被稱為「柿染之柱」，柱上柿染的顏⾊從暗橘⾊、深褐⾊

到⿊⾊，古樸的顏⾊與柿染之柱結合，正象徵著篤實純樸、辛勤⼯作的客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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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右⽅柱⼦為柿染之柱(⼜稱懷親柱)，是客家⼈辛勤⼯作的象徵。 (圖/柿染坊官⽅網站)

創造新埔柿餅產業附加價值

  柿染坊總幹事鍾夢娟說：「新埔擺脫不了柿⼦的產業，柿染坊可以結合柿餅產業，與廢物再

利⽤的概念，為新埔柿餅產業創造附加價值。」

  因九降風及乾燥氣候的配合，新埔是百年柿餅產業的原鄉，也是台灣發展柿染的最佳地點。

柿汁因含有豐富的單寧酸和膠質，染⾊後顏⾊牢固度良好，耐洗耐曬，且曝曬時間越久，柿汁的

顯⾊越加明顯，染出效果有良好的⽪⾰質感。且柿汁的原料不需要很多，雖然不是四季都有柿

⼦，但產季所剩下的廢棄柿果，其柿汁可以提供⼀整年的⽤量。

  柿染坊⽬前的柿染商品主要有包袋產品、家飾品、特⾊商品…等，有由國立台灣⼯藝技術研

究發展中⼼(以下簡稱⼯藝中⼼)協助開發、或與設計師聯名合作，⽬前員⼯也積極上網查詢⽇、

韓相關柿染設計，⾃⾏研發產品新風貌。

包袋商品，⽬前主打的熱銷商品。(羅嵐綺/攝)

柿染布，鍾夢娟說：「近期因符合台北⼈喜歡⾃⼰買布，找設計師做，染布的銷售量有提⾼。」

(羅嵐綺/攝)

落地社區-柿染⼯藝展望

  鍾夢娟說：「以前曾經想要向文化部申請社區營造的計畫，但內容要⽥野調查並不符合我

們，我們著重的是技藝的研習！」

  柿染坊最早由當地社區媽媽的「柿染班」起家，向⼯藝中⼼申請柿染⼯藝研習課程的補助，

跟隨老師學習有關柿染繪畫的技巧、培養柿染⼯藝的技術。⽬前柿染坊的組織成員，多是這些社

區媽媽。其⼯作內容包含了柿染產品的開發及製作、對外進⾏柿染特⾊的導覽、以及柿染DIY的

教學師資。

  其中⼀位員⼯⽥春蘭說：「我在這裡⼯作是因為對柿染有興趣，做出各種不同的作品，讓我

有驚喜感。」

  柿染坊員⼯們在⼯作過程中教學相⻑，⼀⽅⾯培養柿染技術的⼈才，傳承在地柿染⼯藝；⼀

⽅⾯也凝聚社區內擁有共同興趣的夥伴，企圖融合在地與柿染，共同打造新埔柿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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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染坊員⼯進⾏柿染DIY教學過程。 (羅嵐綺/攝)

創業維艱的新埔特⾊

鍾夢娟說：「新埔鎮公所或者學校要舉辦活動時，都會找我們去，我們都會配合！」

⽥春蘭也說：「當地⼈⼤多都已經了解我們了，我們常去教學⽣或者社區的⼈柿染。」

圖左為柿染坊總幹事 鍾夢娟，圖右為柿染坊員⼯ ⽥春蘭。(羅嵐綺/攝) 

  新⽵縣文化局於2016年舉辦的體驗台三線「親輕旅⾏」活動，也將柿染坊設置為⼀個代表新

埔特⾊的景點。

  柿染坊廣受新埔鎮公所及當地學校的邀請，共同舉辦推廣新埔特⾊的活動，進⾏柿染文化的

導覽及⼯藝技術的教學。可⾒新埔當地已經對柿染坊及柿染文化有⾼度認同。⽽政府在尋求地⽅

特⾊之景點時，也將已具有⼀定影響⼒的柿染坊納入計畫的考量。

  然⽽，柿染坊⽬前僅有4位專職員⼯，⼈⼒資源的不⾜加上柿染製作本⾝耗時⼜耗⼯，導致

柿染產品的產量較少，單價偏⾼。⽬前的客源多是中⾼年齡，經濟能⼒較好的⼈。銷售管道除了

柿染坊基地之外，還包含了桃園機場新東陽、台北河邊⽣活、⽵北有樂堂…等，這些消費⽔準較

⾼的地點，往往也會向柿染坊要求較⾼的利潤抽成。

  鍾夢娟說：「要⼀群有年紀的媽媽們去想⾏銷⽅⾯的事情，是比較為難的。」由於⽬前的組

織成員多為中年婦女，在產品的⾏銷上較難突破。在宣傳上，柿染產品「無法利⽤網路⾏銷」也

是⼀⼤困難，因染布隨著時間變化，網路難以呈現出⽬前真實的狀況，因此⼤多數⼈都需要親⾃

挑選。

打造新埔黃⾦柿鎮

  明新科技⼤學資訊志⼯團隊，承接教育部⾏銷當地的計畫，其中⼀位志⼯美⽀說：「新埔粄

條、柿⼦都已經很有名了，於是我們找到柿染坊，覺得很有特⾊，未來也有規劃和柿染坊合作的

可能」，合作⽅式以提供柿染坊未來發展所需要的⼈⼒協助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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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州柿染 ⼩檔案：好客好品

明新科技⼤學資訊志⼯團參訪過程。 (美⽀/攝)

  柿染坊未來也希望能與職訓中⼼合作，進⾏⼯作坊的培⼒，提升⽣產技術及產量，加強設計

概念與商品製作的能⼒；也希望能夠降低組織成員的年齡層，招募年輕新⾎，帶來新觀念及新⼿

法，為柿染坊注入新的活⼒。

  相較於已有百年歷史的柿餅產業，新埔柿染僅有11年的發展，看來還有⻑遠的路途要⾛。柿

染坊⾝為台灣第⼀個推廣柿染文化的基地，也有許多需要克服的難關。然⽽，我們不能否認，結

合古樸客家精神的柿染文化，為新埔注入了更多元的文化內涵，已成為了新埔特⾊的⼀⼤亮點；

且柿染坊廢物再利⽤的環保概念，為新埔傳統產業創造了嶄新的文化創意產業附加價值；其在新

埔社區的⾓⾊，更是凝聚了社區的居⺠，傳承柿染⼯藝技術，共同創造新埔柿染的無限可能！

  或許，在柿染坊積極尋找發展管道、⼒求新風貌的努⼒之下，再下⼀個百年後，當我們提到

新埔「黃⾦柿鎮」，已經不再只有柿餅！

 

延伸閱讀：

濟州柿染-夢⽣伊⼯作室  

⼩檔案：柿染製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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