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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輝 傳統⽊桶的最後記憶 
2018-01-11  記者 林采昱 報導 

隨著「崩⼭下」的路牌⼀路往上，崎嶇蜿蜒的道路覆滿落葉，⼀棟古老的三合院座落在⼭中，⼀

位老先⽣緩緩從屋旁堆滿⼯具的⼯作間⾛出。⾝穿菱格紋圖騰的靛藍⾊針織⽑衣，頭戴⼀頂褐⾊

狩獵帽，瞇著⼀雙⼩⼩的眼睛，掛著⼀抹溫柔的微笑，他是黃⼦輝，崩⼭下最年⻑的賽夏族⼈，

也是獅潭最後⼀位精通⽊桶製作的傳統⼯藝師。

   

 居住在百壽村的黃⼦輝，是獅潭最後⼀位⽊桶傳藝師。（林采昱／攝）

獨⼀無⼆的⽊桶

「全台灣應該就只有我這樣做啦。」黃⼦輝⾃豪地說，眼神閃耀著⾃信與驕傲。黃⼦輝的⽊桶最

特別之處是⼀體成形，他將⼀截杉⽊中間直接挖空製作，跟⼀般⽤⽊條拼接⽽成的⼿⼯⽊桶相

比，耐久度較⾼，⼀個⽊桶可以使⽤好幾代，當然，這種做法仰賴⽊頭本⾝的品質，從選材到製

作的過程，每個步驟都考驗著⼯藝師的經驗與耐⼼。⼀體成型的⽊桶，就像是保留了每棵杉⽊的

個性⼀樣，每個作品都有獨特的模樣，有⼤有⼩、有寬有窄，依照客⼈需求量⾝打造。

   

⽊桶的材料來源是⼀截截的杉⽊。（林采昱／攝）

⼤部份的⽊桶⽤來蒸飯，黃⼦輝露出滿意的笑容說：「⽤⽊桶蒸的飯才好吃，⼜香，⼜健康。」

他提到早期的賽夏族⼈會使⽤⽊桶來蒸⿇糬，因為蒸出來的米飯特別香，後來平地⼈看到後，也

開始⽤⽊桶來蒸飯，於是⼀傳⼗、⼗傳百，⽊桶的名聲從訂購的客⼾開始擴散並遠播，到後來不

少⼈慕名來崩⼭下購買這個獅潭獨有的⽊桶，最興盛的時期，甚⾄還有遠從美國及⽇本⽽來的客

⼈，訂購量⼤的時候，附近的鄰居們也會來幫忙製作⽊桶，六、七個⼈⼀起待在充滿⽊頭香氣的

⼯作間裡，雖然辛苦，卻也溫馨。但是，隨著電鍋的盛⾏，近幾年訂購⽊桶的⼈數越來越少，黃

⼦輝也幾乎不再製作⽊桶了，只接非常少量的訂單，⼀代代祖傳下來的傳統⽊⼯技藝也漸漸⾛到

了尾聲，如今⼩⼩的⼯作間裡已了無⼈煙，只剩下老舊的各式器具，和⼀絲絲的杉⽊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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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間裡的器具。（林采昱／攝）

技藝與記憶

黃⼦輝從童年時期開始向曾祖⽗學習製作⽊桶，當年⼗幾歲⼩男孩埋頭刻著杉⽊的⾝影，如今已

是個八⼗幾歲的老爺爺，對⽊桶的熱情⾎液，⼀流就是七⼗年。回想起當年學習⼯藝的那段歷

程，黃⼦輝提⾼⾳調地呼道：「當然是辛苦啊。」要精通⼀項技藝本來就不是⼀蹴可幾的事，再

加上選⽤天然杉⽊作為材料的緣故，受⾃然因素限制⼤，更增加了⽊桶製作的難度。

選材是黃⼦輝認為製作⽊桶最艱辛的部分，為了尋覓合適的杉⽊材，他必須隨時注意新⽵到苗栗

⼀帶的伐⽊⼯動態，並到實際到現場挑選⼤⼩適中的⽊材，「⼀⼭爬過⼀⼭哪」，他如此形容。

⽽杉⽊合適與否並不單是看外表就能知道的，有的杉⽊在挖空的過程中會因質地過於脆弱⽽裂

開，有的杉⽊挖空之後才會發現裡⾯有蛀蟲，即便杉⽊通過了挖空的考驗，仍要放置兩個⽉進⾏

觀察，測試⽊頭的好壞程度，不夠好的⽊頭會變形或腐壞，每⼀個步驟的謹慎把關，都是為了留

下最好的杉⽊材，做出最歷久彌堅的⽊桶。

但是縱使流再多汗，吃再多苦，黃⼦輝仍不忘初衷，不失熱忱。他說，會開始做⽊桶全都是因為

⾃⼰喜歡，⼀切都是「開⼼就好，有⼈來訂，我就給他做到好」，縱使他的⽊桶會變得有名是美

麗的意外，黃⼦輝仍秉持著最初的謙卑和⽤⼼的態度，堅持⼿⼯⽊桶的溫度和品質，「每⼀個我

做的（⽊桶），都像是我們⾃⼰要的東⻄⼀樣，甚⾄還要更好。」他也會在賣出⽊桶的時候，細

⼼的教導客⼈保存⽊桶的技巧，讓⽊桶可以成為貨真價實的「百壽⽊桶」。

  

黃⼦輝視每個⽊桶為⾃⼰的寶⾙。（林采昱／攝）

⼈⽣旅途，過程比結果重要

黃⼦輝出⽣在獅潭，⽣⻑在獅潭，成⻑的過程都沒有離開過這塊⼟地，因此對獅潭有⼀種深層的

情感連結。⾝為常年居住在客家庄的原住⺠，黃⼦輝始終以⾃⼰的賽夏族⾝份為榮，透過原住⺠

傳統⽊⼯技藝，更結交到了來⾃各地的好朋友，所以除了原住⺠語之外，黃⼦輝也可以講出基本

的閩南語及客語對話，他說，在獅潭的不同族群間相處都很融洽，「客家⼈、原住⺠都是⼀樣的

啦，來到這邊，⼤家都是好朋友⼀樣。」不⽤區分族群，也不必在意⾎統，⼤家都是獅潭⼈，⼀

起在這片⼟地上⾃適地⽣活著。

黃⼦輝對獅潭最深刻的記憶，就是昔⽇製作⽊桶的⽇常畫⾯。摸著⼯作室裡殘存的半成品⽊桶，

黃⼦輝的眼神中流露出的，不是技藝即將凋零的惆悵，⽽是滿滿的感謝，感謝眼前的⽊桶陪伴他

度過無數個春夏秋冬，填滿他的⼈⽣畫布。⽽任何美好事物都會有結束的⼀天，學會放⼿與釋

懷，也是⼈⽣中相當重要的⼀個課題。他豁達地表⽰，雖然現在的時代不⼀樣了，但也沒什麼值

得遺憾的，曾經做過的事不會因此被抹滅，⽊桶們在時光的流逝中，為他留下最棒的痕跡。⾄於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by IR@NCTU



Powered by  DODO v4.0
關於新客家⼈群像 聯絡我們
© 2007-2018 國立交通⼤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傳承」這件事，黃⼦輝語氣平和地說，有教過兒⼦這項技藝，但還是會尊重兒⼦⾃⼰的想法，

不必為了傳承⽽傳承，⼀切都順其⾃然就好，即使⽊桶的未來可能已⾛到了盡頭，杉⽊裡的回憶

依然是綿延無盡的⻑廊。

   

就像抽完了的菸⼀樣，因為有認真燃燒過，就不⽤感到惋惜。（林采昱／攝）

延伸閱讀：

黃⼦輝 獨⾨⽊桶製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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