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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博惠　歸根⽵東　推廣⽵簾之美 
2021-05-22  記者 王乃安 報導 

儘管隱⾝於⽵東火⾞站附近的⼩巷，⽃⼤的「篁城⽵簾」⼀下就能奪⼈⽬光，⽽⾨⼝懸掛的⽵簾

更是與此相互呼應。⾛進店內，有別於⼀般⼯廠給⼈的昏暗、機械感，印入眼簾的反⽽是黃光下

琳瑯滿⽬、溫暖的⽵製品。

在⼀眼就能看盡的空間內，篁城⽵簾結合⼯廠⽣產、⾨市和文化館，可謂五臟俱全，將空間發揮

的淋漓盡致。⽽⽵⼦的美、⽵簾的美，在第三代經營者莊博惠回歸⽵東後，透過⼆次轉型，開啟

網路經營，更加為眾⼈所知。

1970年代的臺灣，正是⽵⼦產業興盛的時期。此時剛接⼿家中⽵業買賣⾏「新東⽵⾏」的第⼆
代經營者莊文勇，卻⾯臨了中國⽵業市場的削價競爭。許多廠商為了在這場價格戰中⽣存下來，

紛紛將廠房外移。莊文勇當時也先後⾄中國考察三次，最後因為對於⽵材品質的堅持，決定根留

臺灣持續經營，並逐步將⾼品質的產品推向海外市場，⽽保留了⽬前全臺灣僅存的⽵簾⼯廠。

▲ 第⼆代經營者莊文勇講解篁城⽵簾的歷史。（圖／王乃安攝）

 

三代返鄉　再次轉型

篁城⽵簾⽬前來到第三代經營者莊博惠的⼿中。她從國中開始隻⾝到外地求學，⼀直到⼤學畢業

後，因為政府推動⽵東火⾞站改建活化計畫—「⽵東之⼼」，篁城⽵簾必須配合轉型，所以她便
在⽗親的詢問下回到⽵東接⼿家業。

「其實我本來就會回來，我還沒畢業我就知道，⽇後我會回篁城⽵簾。」莊博惠表⽰，當年的計

畫只是提早了她回來的時間，不然她本想在外再闖闖，為⽇後的經營進⾏⼀些累積。

2003年接⼿篁城⽵簾的莊博惠，做的第⼀件事就是改變外觀。莊博惠談到，⼀⽅⾯是為了配合
⽵東之⼼的計畫，另⼀⽅⾯是⼯廠的外型也需要做出改變。再來，針對經營模式，她也做出了創

新。莊博惠運⽤學⽣時期經營網拍的經歷，讓篁城⽵簾在網路還不盛⾏的2000年代，成為踏入
網路市場的先驅之⼀。這⼀個決策，也開啟了篁城⽵簾⼆次的轉型。

  推文
讚 0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by IR@NYCU

https://hkp.nctu.edu.tw/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issue/800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296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313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314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315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316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317
https://hkp.nctu.edu.tw/group/74
https://hkp.nctu.edu.tw/user/982
javascript:void(window.open('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concat(encodeURIComponent(window.location.href)).concat(' ').concat('(').concat(encodeURIComponent(document.title)).concat(')')));
https://twitter.com/intent/tweet?original_referer=https%3A%2F%2Fhkp.nctu.edu.tw%2F&ref_src=twsrc%5Etfw%7Ctwcamp%5Ebuttonembed%7Ctwterm%5Eshare%7Ctwgr%5E&text=%E8%8E%8A%E5%8D%9A%E6%83%A0%E3%80%80%E6%AD%B8%E6%A0%B9%E7%AB%B9%E6%9D%B1%E3%80%80%E6%8E%A8%E5%BB%A3%E7%AB%B9%E7%B0%BE%E4%B9%8B%E7%BE%8E%C2%A0%C2%A0%E6%96%B0%E5%AE%A2%E5%AE%B6%E4%BA%BA%E7%BE%A4%E5%83%8F&url=https%3A%2F%2Fhkp.nctu.edu.tw%2FHakkaPeople%2Farticle%2F15134
https://hkp.nctu.edu.tw/files/issue/doc/20210524%E4%BA%8C%E4%BB%A3%E5%89%B5%E7%94%9F%EF%BC%9A%E7%9C%8B%E8%A6%8B%E5%AE%A2%E5%BA%84%E7%9A%84%E6%96%B0%E7%94%9F%E5%91%BD%E5%8A%9B.pdf


▲ 三代經營者莊博惠與⽗親於她所親⾃設計的篁城⽵簾外合影。（圖／王乃安攝）

 

不再只是代⼯　看⾒篁城⽵簾

「我們很早就有商標，但是貿易公司、裝潢⾏都不會⽤我們的商標。」莊文勇表⽰，早在1982
年決定從⽵材買賣轉型成⽵簾⼯廠時，就已經將名稱改為篁城實業有限公司；然⽽，早期成品多

交由經銷商銷售海外，鮮少⼈知道他的公司。

針對這點，莊博惠接⼿後，在與⽗親的討論下，決定要取⼀個好聽⼜親切的名稱，於是「篁城⽵

簾」誕⽣了。這個名稱⼀⽅⾯體現⾃家以專業⽣產⽵簾為主，另⼀⽅⾯希望將篁城與⽵簾畫上等

號，確立⾃⾝品牌價值，讓更多⼈看⾒。

▲ 談到經營理念，莊博惠堅定的表⽰，「普及」是最⼤的訴求。（圖／王乃安攝）

談到當初接⼿的理念，莊博惠表⽰，當時沒有去想過⾃⼰要做到多⼤的規模，或是要做得多好，

只是單純覺得「我爸爸的產品這麼棒，臺灣⼈居然都不知道」，希望能讓更多⼈看⾒⾃家的⽵

簾。

多年經銷⽇本和歐美市場，使篁城⽵簾的商品受到外國⼈的喜愛，形成⼝碑，但臺灣⼈卻以為這

些⽵簾必須透過國外通路才能購買。因此，莊博惠希望可以直接對⼝消費者，這樣⼀來，不僅可

以不受經銷商的限制，讓⾃⾝品牌被看⾒，在保證品質的情況下，⼜可以讓價格維持在最低的批

發價，將價格回饋給消費者，讓⽵簾更有機會進⾏普及。

 

不⾛向藝術品　⽽是⽣活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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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問我說，你們篁城怎麼不再接著做更精緻的藝術品？」對此莊博惠表⽰，其實藝術品的

單價是偏⾼的，只有少數⼈能夠擁有，⽽她所追求的是「⽣活藝術」，希望讓單價比較便宜，讓

⼤眾可以想要⽤就⽤。莊博惠表⽰，不論是觀察現今市⾯上的情況，或是評估⾃⾝這⽅⾯的經

營，藝術跟文創商品的提袋率是低的，逛的⼈很多，但真的願意掏錢的⼈很少。

另外，莊博惠強調，⾯對⻑期以來以⼯廠鏈為主軸的篁城⽵簾，⾛向藝術品的經營恐將無法⽀撐

公司的運營，因為藝術、精品產業通常標榜久久出件⾼單價的作品，乍看之下可以⼀次獲取龐⼤

收益，但其背後所投入的設計成本、⼈⼒資本和所承擔的風險，反⽽會對⾃⾝造成極⼤的壓⼒。

於此同時，整個⽵業的運作也會因⽵材不夠廣泛的使⽤，導致無法⽀撐、延續的狀況。

▲ 莊文勇與莊博惠時常⼀起討論⽵簾、⽵製品的產製。（圖／王乃安攝）

莊博惠表⽰，文創只會是篁城⽵簾經營的⼀部份，她主要還是希望讓⼤家能夠盡量使⽤⽵簾、⽵

製品，如果壞了就丟掉，沒有負擔，也不會造成環境的汙染。「⽵⼦取之於⼭上，就算丟棄它只

是回歸⼟壤。」莊博惠認為這是⼀個正向的循環，因此她希望⽵製品是可以被普及的使⽤，⽽非

像是寶⾙⼀般的收藏。

▲ 客製化訂單導致更多廢料的產⽣，莊博惠透過邊材再利⽤，為廢材注入新的活⼒，製成價格平
實的文創商品。（圖／王乃安攝）

 

危機中的轉機

談起當初接⼿篁城遇到的困難，莊博惠認為是「社會文化的不習慣」，讓⽵簾難以打入⺠眾的⽇

常，⼤眾仍普遍的認為窗簾就要⽤布製的，就是需要師傅到府丈量、安裝。對此，莊博惠在⾃家

官網中建立獨有的試算系統，簡化⺠眾訂購的流程和疑慮；另外，於⼯廠就完善整件⽵簾，並簡

化安裝⽵簾的過程，使⺠眾得以靠DIY進⾏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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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知名度是篁城⽵簾初期的另⼀個硬傷，但很幸運的是，因為⽵東之⼼的計畫，篁城⽵簾被新

⽵縣政府文化局看⾒，因⽽獲得許多與公務部⾨合作的機會，同時也被媒體所注意、推廣，因此

得以「讓知名度從0⾛到1」。後來，也因為緣分，文化局讓篁城⽵簾主導幾年前⽵東舉辦的文化
⼩旅⾏。

⽵東文化⼩旅⾏的舉辦，不僅是⼀個發揚在地文化的機會，也因此讓篁城⽵簾成為「⽵東客

廳」。結束⽵東文化⼩旅⾏的計畫，莊博惠發現新的機會，為了延續推廣⽵東的旅遊，她運⽤⾃

⾝設計出⾝的背景，以篁城⽵簾為中⼼，設計了⼀本⽵東旅遊⼩冊。

莊博惠說道：「我希望來到⽵東的遊客先來到篁城，我會給你這樣的資訊，然後你透過這樣的⼿

冊就可以玩⽵東。」由於⽵簾是相對獨⾨的⽣意，許多外地客會因為需求遠道⽽來，「不要讓他

們來這邊看完（⽵簾）蜻蜓點⽔的就⾛了，這樣太可惜了。」莊博惠推動⾃家⽵簾的同時，也希

望透過⾃⾝的⼒量，讓更多⼈在⽵東花⼀點時間。

從⽵材買賣⾛到專業⽵簾製造，再到現在的客製化⽵簾、邊材再製，矗立於⽵東近70年，篁城⽵
簾⼀步步透過轉型，讓⽵⼦更⾛進⼈們的⽣活中。在⼆、三代的經營與轉型下，篁城⽵簾傳承的

不僅僅是⽵簾⽣產的技術，更多的是發揚⽵業之美、宣傳地⽅的⼼。

 

⽗女同⼼，延續⽵簾之美

在⽵業同⾏紛紛外移的1980年代，莊文勇最終選擇根留臺積累實⼒，不淌入價格戰的混戰，也
因此讓篁城成為臺灣僅存的⽵簾⼯廠。穩扎穩打的經營，也讓在⼀旁看著的孩⼦們看⾒了篁城⽵

簾的願景，因⽽願意回來接⼿家業。

承襲⽗親莊仕勳當年放⼿讓⾃⼰進⾏產業轉型的⼼態，莊文勇⼀開始雖然並不看好莊博惠進入網

路市場的想法，但仍決定讓她放⼿⼀搏，沒想到此舉為篁城⽵簾帶來新的商機。

篁城⽵簾是臺灣僅存的⽵簾⼯廠，不免讓⼈擔⼼⽵簾產製技術是否得以延續下去？莊文勇說，家

中的孩⼦願意繼承家業，再加上⽵簾的技術產製已採⽤機器系統化⽣產，無須擔⼼傳承與技術的

消逝，⽽且擁有臺灣桂⽵作為良好材料的篁城⽵簾，競爭⼒絕對是⼀等⼀。但，比起⽵簾⽣產技

術無法被傳承，莊文勇更擔⼼的是⽵源的問題會導致臺灣⽵業的衰退。

莊文勇表⽰，近幾年政府所推動的《禁伐補償條例》，使原住⺠在補助⾦的誘惑下，不濫砍⼭

地，乍看之下是⼀項良好的環境保護政策，但其實，對於⽵林來說，卻是極度不友善。

莊文勇強調，不同於樹⽊，⽵林需要定期的砍伐以維繫其壽命，但這點卻是政府官員所不了解

的，少了⼈砍伐⽵⼦，便會缺乏⽵源，然後載運⽵⼦的卡⾞司機便會失業，處理⽵⼦的⽵廠也會

倒閉，連帶下游需要⽵⼦進⾏加⼯的產業也會因為沒有材料，只能關⾨⼤吉，最後就是進⼀步導

致整個⽵業體系崩解。

⽵簾之美貴在天然、⾃然和環保，莊文勇與莊博惠⽗女期許未來能增加篁城⽵簾的銷售據點，使

⽵簾更加普及化，讓更多⼈開始使⽤。比起害怕⾃家⽣意被其他⼈瓜分，莊家⽗女希望有更多⼈

可以進入⽵業發展，以維繫⽵業的永續，讓⽵簾之美得以傳承下去。（王乃安）

▲ 莊文勇和莊博惠⽗女感情深厚，對於發揚⽵簾亦是⿑⼼協⼒。（圖／王乃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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