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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陽光的柿染⼯坊

導⾔

近年來，在地創⽣的概念益發蓬勃，依據政府的說法，在地創⽣強調在地性、創新性，以及特⾊

性。按照政府的構想，在地創⽣能「開拓地⽅深具特⾊的產業資源，引導優質⼈才專業服務與回

饋故鄉，透過地域、產業與優秀⼈才的多元結合，以設計⼿法加值運⽤，將可帶動產業發展及地

⽅文化提升，必能使社區、聚落及偏鄉重新形塑不同以往的風華年代，展現地景美學並塑造地⽅

⾃明性。」在這個想像下，柿染⼯坊似乎被含括在內，但只要依照這樣的邏輯運作真的就能成功

嗎？

萬藍叢中⼀點橘

⼤約在2000年左右，藍染逐漸開始在臺灣蓬勃發展，直到2004年新埔柿染班出現後，才在⼀片
藍天中開拓出不⼀樣的⾊彩。

柿染⼯坊是由就業輔導中⼼的陳先⽣與新埔鎮公所的蔡⼩姐共同催⽣，希望能針對新埔在地的柿

餅產業進⾏產業升級，因此在染織⼤師陳景林老師的傳授下，柿染⼯坊應運⽽⽣。起先是以柿染

班的形式運作，後來才轉變為⼯坊。在實際⾛訪，並與總幹事鍾夢娟對談後，發現現階段柿染⼯

坊並不如想像中順利，反⽽⾯臨了許多困境，包括場地的不確定性、與年輕⼈的磨合問題、通路

⾏銷的拓展、經濟壓⼒、傳承的問題等。在這些難題接連不斷的打擊下，柿染⼯坊該如何應變？

▲桌上蜷曲成堆，已曬乾的柿⽪。                                                               (陳亭安/攝)

隨時被召回的場地

在⼀條不起眼的⼩徑上，矗立著⼀間⼩店，那是柿染⼯坊。⾛進店⾨，明亮的展⽰廳內擺放著許

多柿染相關的產品；⾛到後頭，偌⼤的露天場所可以⽤來曬浸染完柿汁的布；⾛上⼆樓，空曠的

DIY教室可以容納許多來訪體驗的遊客，如此舒適的空間卻有著隨時可能被收回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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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染⼯坊新設立的展⽰區，kirkir是取⾃「柿⼦」海風腔的諧⾳。                     (陳亭安/攝)

據總幹事鍾夢娟所說，柿染⼯坊的場址是由新埔鎮公所向新⽵縣政府承租後再轉介給柿染⼯坊使

⽤。因為⼟地所有權歸屬政府，所以⾯臨隨時被召回的壓⼒。近期聽聞縣政府打算將其轉讓給⻑

照中⼼使⽤，然⽽在何時被誰接收也都未成定局，這樣的不確定性讓柿染⼯坊備受苦惱。究竟何

時會被迫遷移？再者，要搬去哪裡、⻑期積累下來的物品該如何運送也都是⼀⼤問題。

▲柿染⼯坊的倉庫存有多桶不同年份的柿⼦原汁，這是為了解決非柿⼦產季就無柿汁的問題。   
                                                                                                         (陳亭安/攝)

世代間的共舞

由柿染班轉型⽽成的柿染⼯坊吸納了許多當地婦女的加入，然⽽卻在轉型中因為種種問題⽽決定

開始吸收年輕⼒量。不過對於兩個不同世代的⼈來說，⼤量的溝通、磨合是必要的。

當地婦女善於染布、⾞縫；新進的年輕⼈則善於⾏銷、管理，雙⽅專精的部分不同，因此無論是

對於柿染布匹的使⽤⽅式，抑或是⾯對柿染⼯坊的營運模式，均有討論空間。要怎麼找到⼀個彼

此都能接受的平衡點是柿染⼯坊⽬前⾯臨的挑戰之⼀。

難以拓寬的⾏銷通路

柿染因其染出來的樣貌、效果都不⼀樣⽽獨具特⾊，然⽽這個特⾊在某⽅⾯卻是⼀把雙⾯刃。對

於⼩眾客⼾⽽⾔，柿染商品的獨⼀無⼆正是魅⼒所在；對於想要⼤量訂購送禮的客⼾⽽⾔，其特

殊性卻會添上不少⿇煩。這也是柿染⼯坊⾄今仍無法順利開拓的⼀條通路，若能順利說服客⼾，

將會為⼯坊帶入⼀筆為數不⼩的收入。

除此之外，因為柿染商品處理⼯程繁複，需投入⼤量的時間與⼈⼒⽅能完成，因此其⾼昂的定價

總是嚇退不少⼈。該如何在這個以⼤量製造，進⽽壓低成本以賺取⾼額利潤的⼯業社會裡，讓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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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認知到柿染商品的實際成本是⼀⼤難事，卻也是柿染⼯坊勢必得思索解決⽅案的⼀⼤難題。

▲剛曝曬完，因單寧酸⽽觸感稍硬的柿染布。                                              (陳亭安/攝)

不甜蜜的負荷

⼀直以柿染產品DIY做為主要經濟來源的柿染⼯坊近期遭遇了經濟上的壓⼒，因為欲體驗DIY的
⼈數減少了，甚⾄預約的團體還會詢問是否有折價或贈送，這使得DIY收入漸減的柿染⼯坊得開
始想辦法從其他地⽅獲取經費。雖然⾃106年就開始申請政府的計畫案，可是拿到的補助⾦依舊
難以維持柿染⼯坊的營運，往往在⽀付完員⼯的薪⽔後就所剩不多。對於政府希望他們最終⾛向

社會企業，鍾夢娟坦⾔很難，因為臺灣對於社會企業的認知是以非營利為⽬的，但他們連維持⾃

⼰的營運都有問題，若是不以營利為⽬的，根本無法繼續存活下去。

無以為繼的傳承

在許多技藝上，傳承⼀直是很重要的課題，不過在追求⾼薪的社會氛圍裡，要如何吸引到志同道

合、不在意薪資的年輕⼈⼀起投入這份產業變得不簡單。往往不是志趣不相投、沒有⻑久經營的

打算，不然就是沒有相關的背景經驗，無法給予實際的幫助。許多⼈只將柿染⼯坊視作閒暇的去

處、創業的跳板，或是訪問的對象，在短暫的接觸後便離開，因此尋找技藝的傳承者對成員平均

年齡不低的柿染⼯坊來說是當務之急。

此外，因為是向科技部申請青年培⼒計畫，柿染⼯坊並無挑選青年的實際權⼒。即便認為合適，

只要政府不同意，再優秀的⼈選依舊得放⼿，這在某部分增加了傳承的困難度。另⼀⽅⾯，許多

成員平時皆有⾃⼰的⼯作，雖可以⽀援但機動性較弱，反觀鍾夢娟則因為在離柿染⼯坊不遠的地

⽅開代書事務所，因此較能花費⼼⼒處理即時問題，⽬前⼤部分帳務都由她負責。在難以找到傳

承者，且許多成員均無法全時投入的情況下，柿染⼯坊的營運更為困難。

只要撥雲就能⾒⽇

談到這些困境，鍾夢娟露出⼀絲無奈的笑容說：「雖然很累，可是還是繼續做下去。」秉持著這

股不放棄的精神，柿染⼯坊的存在就如同歷經⻑久曝曬的柿染布，愈淬煉愈成熟。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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