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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文化和環保的平衡　邵璦婷
吳佩芸 報導  

今年，「環保天燈」成為⼀個熱⾨的關鍵字出現在各⼤媒體上，此研發計畫是由
文化銀⾏所執⾏。文化銀⾏⻑期致⼒於文化資產保存，並帶動文化復興。作為文
化銀⾏共同創辦⼈的邵璦婷，同時也是「環保天燈計畫」的⼀員，她在計畫的推
廣上始終不遺餘⼒，不論是過往《台客劇場》的影片或是TEDxTaipei的演講，都
能看⾒她侃侃⽽談的⾝影。

邵璦婷不吝分享環保天燈的計畫內容。（圖片來源／吳佩芸攝）

傳統天燈的正反評價　研發的開端
在台灣早期的農業社會，先⺠以開墾為⽣，對他們來說溫飽與豐收最為重要，所
以每年的元宵節，也就是春耕季節之始，他們都會在廟宇施放天燈，向上天祈求
⼀年的希望。⽽天燈在台語也和「添丁」的⾳相似，藉由這樣的祈福⽅式，先⺠
期望能為家中「添丁」，增加勞動⼒。

隨著時代變遷，施放天燈這樣的風俗漸漸成為平溪當地在元宵節必有的活動，⽽
這項文化慶典也⾛向了國際舞台。2011年的電影《那些年，我們⼀起追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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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文化慶典也⾛向了國際舞台。2011年的電影《那些年，我們⼀起追的女
孩》、2016年的觀光宣傳片《Meet Colors!台灣》等，在在都能看⾒天燈的文化
意象，⽽施放天燈更曾被CNN譽為最值得做的52件新鮮事之⼀。代表著希望之意
的天燈成為許多⼈認識台灣的重要指標，但隨著平溪觀光產業的興盛，天燈對於
環境的破壞也⼀再被提起。

邵璦婷表⽰，最初會關注到天燈議題是在2016年的時候，「我們發現每次快要到
元宵節的時候，網路上就會有正反兩⽅對於要不要放天燈的爭吵，非常的激烈。
」其中⼀⽅的立場認為天燈並不環保，應該被禁⽌，⽽另⼀⽅則主張天燈是台灣
的傳統文化，應該要被保存。對於這樣你來我往的⾔論，邵璦婷說道：「如果因
為牴觸了環保的價值，然後天燈消失的話，是非常可惜的。」也因⽽讓她與團隊
成員產⽣研發環保天燈的構想。

兩年時間　創出⼆代環保天燈
⾃2016年開始，環保天燈團隊著⼿尋找適合的材質以及嘗試各種不⼀樣的結構，
並前往⼗分向老師傅學習做天燈的學問。第⼀代的環保天燈在2016年底被做了出
來，是由天燈紙、鐵絲、膠帶和⽵⼦所組成。有別於傳統天燈底部為鐵絲⽀架，
他們選擇以天然⽵材組成外框，並在天燈紙上增加助燃劑、引線，協助其燃燒分
解。

然⽽，經過團隊的初步計算，施放⼀顆環保天燈會產⽣1.28公⽄的⼆氧化碳排
放，「我們就想有沒有什麼⽅式是可以不⽤通過燃燒，比如下⼀場雨，就能（將
天燈）融化掉了」邵璦婷說道。他們決定進⾏糯米紙實驗，希望能取代原有的紙
質，可惜的是，糯米紙太過脆弱，且只要天氣⼀潮濕，它就會產⽣黏性影響組
裝，連帶的想在紙材上加入枯草桿菌使天燈更快速分解的點⼦也無法實⾏。

直到今年3⽉，團隊才推出第⼆代環保天燈，並在⼗分試⾶成功。第⼆代環保天燈
最⼤的突破在於他們將底座的⽵材改為回收紙漿，讓整顆天燈都是紙做的，較容
易在⾼空中完全燃燒掉，改善了傳統天燈掉落⼭林後難以分解以及落下過程中造
成事故的狀況。問及整個研發過程中的動⼒來源，邵璦婷說：「它就只是我們覺
得是對的事情，然後要做下去，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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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代環保天燈進⾏試⾶測試。（圖片來源／邵璦婷提供）

確立碳平衡機制　展開募資計畫
⽬前，第⼆代環保天燈為團隊⼿⼯黏製的樣品。整個製作過程需要兩個⼈⼒配合
才能在⼀⼩時內完成⼀個天燈，還不包含準備材料等的時間，非常的費時，且天
燈整體的穩定度也會受到影響。於是他們展開募資計畫，希望能透過開模製作出
⼀體成型的天燈⽀架，改善這樣的問題。

實際⼿⼯黏貼第⼆代環保天燈的⽀架。（圖片來源／邵璦婷提供）

雖然無法做出⼀款施放後不會有⼆氧化碳排放的天燈，但團隊想出了⼀個替代辦
法，「你每買⼀個天燈，裡⾯就會有⼀部分的基⾦拿去給專業的種樹團隊，讓他
們選地種樹和維護。」期望透過短、中、⻑期對碳平衡機制的規劃，降低⽣態負
擔。

問及募資結果若不理想的作法，邵璦婷表⽰可能會選擇政府補助或⾃⼰籌錢作⽣
產，「募資不順利就沒有錢，沒有錢就沒辦法做。」⽽對於嘖嘖杯事件造成環保
提案可能的負⾯影響如何因應，邵璦婷說：「在上線之前，我還很擔⼼，後來發
現完全沒有（影響）。」並提到去年⼀整年，只要跟環保相關的募資專案，其實
成績都非常亮眼，「它（群眾募資）的特權就是這麼⼤，要買的⼈就是會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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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第⼆代環保天燈是否會是他們產出的最終型態，邵璦婷說：「我覺得它是現
在的最佳解，但是未來如果有更好的材質出現，或有成本更低但效益更好的做
法，我們都不排斥做更多的優化和創新。」

傳統文化的保存　回歸⼈們⽣活
對於未來規劃，邵璦婷表⽰天燈開模不是⼀次就會成功，團隊須先試驗第⼀批樣
品有沒有需要調整的地⽅，後續才能進⾏其他模型的製作。另外，如何真正能夠
前往平溪販售也是⼀⼤難題，除了需要通路以外，他們也極需提升業務相關的能
⼒。

「我們⼀直以來都是希望能夠跟在地店家合作，共同把天燈的這個品牌文化做再
升級。」邵璦婷觀察到⼀顆天燈賣150到200塊，遊客幾個⼈放⼀顆，分擔下來的
錢並沒有多少，「這件事情根本就不合理，這完全只是在消費我們的環境和文化
⽽已」，⽽當地店家削價競爭的結果，也讓他們賺不到什麼錢。

她認為環保天燈是⼀個活化平溪的契機，透過販售環保天燈，店家可以獲得比較
⾼的利潤，並提供更好的產品，「過去平溪的⼀些礦業歷史，還有在地的⼀些⾃
然風景都是很值得遊客去探索的⼀個部分，但現在完全沒有跟這些東⻄相關的套
裝⾏程出現。」邵璦婷覺得這對平溪的旅遊業才是⼀個慢性⾃殺的狀況。

近期，團隊已經有和居住於⼗分的兩位老師傅談合作，他們都很願意幫忙寄賣，
也提到這並不是⻑遠的辦法，「我們還是希望未來某⼀天，這個環保天燈能夠實
際進到平溪⼗分的市場裡⾯，然後有⼈在那裡販售我們的天燈。」此外，邵璦婷
表⽰其實在⽇本、韓國、東南亞、 歐洲、中國⼤陸等，很多地⽅都有放天燈的活
動，「開始募資之後，也有很多國外的廠商洽詢說能不能做天燈的代理」，所以
他們後續也會希望把環保天燈賣到國外。

「我希望最終傳統文化能以某種形式保存下來，甚⾄是可以回到⼈們的⽣活裡
⾯。」邵璦婷⾯帶微笑地說道。

      

 記者 吳佩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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