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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化新⽅向 花花世界玩布⼯坊 
2016-12-29  記者 陳咨諭 報導 

  ⿃聲啁啾、花團錦簇，周遭⼀片⽣機盎然，⼀幢童話故事中才會出現的蘑菇⼩屋隱⾝在⽵東
動漫園區內，這裡就是拼布達⼈鄧淑裕所創辦的──「花花世界玩布⼯坊 」，也是⾃創立以來持
續投入客家花布推廣的在地商家。

花花世界玩布⼯坊店⾯。(陳咨諭/攝)
 

舊城新希望 花布搖⾝變時尚

      出⾝於⽵東⼩鎮的客家女兒鄧淑裕，⽗親經營傳統布莊，⺟親的職業則是裁縫師，從⼩⽿濡
⽬染之下，她就對裁縫相當有天分，⽽後⼜上過打版畫圖、裁縫課、服裝設計課，鄧淑裕笑說：

「做包包對我來說其實不難，你找得到照片給我看我就做得出來！」

       2005年，原本在台北開設精品店的鄧淑裕⼩姐，因為⽗親⼀場⼤病，離開夢想之城回到家
鄉幫忙分擔家務事，除了照顧臥床的⽗親之外，更要幫忙打理家中鴻星老布⾏的⽣意。某天顧店

時，⼀位年輕⼈來到店裡說要剪阿嬤花布，鄧淑裕⼤感驚奇，⼼想被認為廉價且俗氣的花布怎會

受年輕⼈所喜愛？⼀問之下是要做為⽣活裝飾之⽤，不同於傳統⽤途，如做被單或窗簾等，她恍

然發覺花布的新⽣命。鄧淑裕閒時隨⼿將花布拼貼縫剪⽽成的⼿⼯包包，也意外獲得顧客青睞，

「⼈都是這樣，很現實的，賣出去⼀個就有動⼒再做下⼀個。」她充滿成就感地說。雖然起初只

是打發時間，但她逐漸做出興趣，也吸引志同道合的朋友⼀同玩布。

      「我要做出⼀個東⻄，然後告訴他們這就是⽵東，所以我成立了花花世界玩布⼯坊。」從鄧
淑裕炯炯有神的雙眼中，看到了保存傳統文化的熱忱以及推廣客家花布的決⼼，靠著對於家鄉的

熱情，鄧淑裕⾛上這條崎嶇難⾏之路，同⾏的朋友已因現實問題不再繼續玩布事業，然⽽，受花

布⼤師林明弘所啟發，鄧淑裕決⼼⾛完這條路。

鄧淑裕老師如數家珍地介紹各⾊花布。(陳咨諭/攝)

舊式新花樣 消費者接受無望？

      早期的⼿作市集尚未出現花布元素，⼤家對客家花布還不甚熟悉，鄧淑裕第⼀次主動參加⽵
東客家湯圓節擺市集就⼤受好評，更加肯定了她的信⼼。然⽽，這些年來，⽿邊也不乏許多反對

聲⾳，「有⼀次在台中擺市集，有遊客經過直接繞開，還⼩聲地說『不要看花布啦！』，我就想

說⼜不是瘟疫，有這麼嚴重嗎？」「還有⼀對情侶，女朋友因為男朋友進來看看⽽賭氣不理男朋

友。」「⼜有⼀次，⼀家⼈⼀起進來逛，其中⼀位先⽣⾝穿夏威夷花襯衫，其他⼈調侃似的問他

要不要買花布衫，那位先⽣竟然說『不要！那個這麼花我怎麼敢穿！』，那時我就⼼想，他⾝上

可是以花⾊聞名的夏威夷花襯衫耶！」語句之間，聽得出鄧淑裕對於這些先入為主認為花布花不

溜丟、廉價俗氣的想法感到無限失落與無奈。 
    
      「我要做林明弘第⼆！但是我的努⼒還不夠啦， 我覺得還不了解就先說不喜歡的聲⾳還是很
多。」鄧淑裕謙虛地說，甚⾄把原因歸咎於⾃⼰過於「被動」。但是提到家⼈的⽀持，幸福的笑

容再次洋溢在鄧淑裕臉龐，不論多艱辛，她都會抱持著初衷、⼀步⼀腳印地⾛下去。

舊雨新知 鄧淑裕笑談做⾃⼰ 
      畢業於公關學系的鄧淑裕，對花布創作的興趣卻遠遠⼤於⾏銷宣傳。不管是精品店⼜或是布
⾏跟最初⼯作坊的⽣意，她總是秉持著：客⼈若無法接受講再多次也沒有⽤，客⼈喜歡的話下次

就會再⾃⼰回來買的態度，也因此常開玩笑說⾃⼰不善於推銷商品，⼀點成就也沒有。

店內花布熊與粉紅兔商品。(陳咨諭/攝)

      近年來，⼿創市集的體制與規模愈趨⼀致，策展期間或許會⼤幅提⾼創作者的銷售量，但數
字往往在市集結束後再度歸零。鄧淑裕認為，此⽅法對推廣傳統文化的成效並不佳，甚⾄為了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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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商家進駐⽵東動漫園區 ⼩檔案：相關組織簡介

合客⼈侷限了作品的價錢、類型與展現⽅式，所以近年來不再參與市集，「我來到這也⼀年了，

都沒有再創作出任何⼀個令我驚豔的新作品，還是做我⾃⼰實在，能做多少算多少吧！」

舊夢新展望 花布隨風飄揚 
      致⼒於推廣阿嬤花布的還有名揚國際的林明弘老師，他將花布元素成功融合藝術創作，讓更
多⼈看到這項傳統的台灣文化。除了林明弘老師，帶動花布買氣的⼈還有前總統夫⼈周美青，她

在⾙⾥斯的⼀襲黃牡丹桃花紅花布裙，吸引不少⺠眾到布⾏指定剪那塊花布。在這兩個成功案例

中，花布皆由國外紅回台灣，鄧淑裕感到相當可惜，她認為想要成功推廣傳統文化，在地聲⾳是

不可或缺的。因此，鄧淑裕積極投入教學，無論是店中的DIY活動、樂林社區的花布拼貼教學、
甚⾄校園、新住⺠團體、客家週等等活動，都涵蓋在她的教學範圍內。「從⼩在⽵東⻑⼤，我都

不知道有這麼有趣認識花布的⽅法！」參加樹杞林文化館花布DIY活動的蔡太太表⽰，他們全家
⼤⼩⼀同藉由⽵東湯圓節的活動，認識了不同⾯貌的客家文化。

      作為保存傳統文化不遺餘⼒的在地商家，鄧淑裕不計較收⽀是否平衡，全⼼投入客家花布的
推廣，「哈哈！我沒這麼偉⼤，更不是社會企業！這些都是對未來的期許！」她爽朗的道出她的

「收入」：是創立花花世界玩布⼯坊以來認識的朋友、是來到⽵東動漫園區結交的知⾳、是將傳

統精神發揚的富⾜感、是⼀同為了地⽅⽽團結努⼒的成就感。「⼀個⼈的⼒量其實很有限，你來

找到我可能產⽣火花，但多⼀點⼈經營絕對是更多⼒量！這條路會比較辛苦，畢竟只有⾃⼰⼀個

⼈，只能再加油。」鄧淑裕如此說著。

 

延伸閱讀：

發揚本⼟ ⽵東打造動漫魔法森林 

⼩檔案：玩布⼯坊的啟發與蘊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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