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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10  記者 康甯 報導

隱隱藏在西門町的小巷，「小花園」靜靜地在鬧區中尋找一絲寧靜，很難想像走在這裡會遇見一
家百年的繡花鞋老店。沒有絢麗的招牌及店面，來台六十年的店面保持著以往的古樸，櫃子裡還

擺著一雙三寸金蓮。頂著幾搓洋蔥般的頭髮，陳弘宜，小花園的第三代老闆，堅持要讓繡花鞋在

這裡繼續走下去。

玻璃櫃裡三寸金蓮的模型。（攝影／康甯）

「架上的繡花鞋可以看一下啊！」吃著饅頭、聽著廣播，陳弘宜用爽朗的聲音對顧客說著。這家

店的店面不大，但一整牆的繡花鞋卻讓人嘆為觀止，鞋面上琳瑯滿目的繡花開滿了整個牆面，上

一代傳下來的七彩繡花鞋放在玻璃櫃裡，算算也有幾十年的歷史了。小花園最初是在上海創立，

產品分為布鞋和繡花鞋兩種。民國三十七年，第二代老闆隨著時代動盪遷來台灣，在西門町紮下

了根。陳弘宜說，當時台灣人還沒有穿鞋的習慣，不是打赤腳就是穿木屐，自然也沒什麼做鞋的

產業。大陸來台的夫人小姐們穿不慣木屐，因此遷台之後都會到這兒選購繡花鞋，成了最主要的

客群。

一整牆的繡花鞋彷彿讓人走進時光隧道，時間有如回到數十年前。（攝影／康甯）

手工不敵現代化　難辨差異成弱勢手工不敵現代化　難辨差異成弱勢

陳弘宜從小就跟著爸爸學做鞋，「繡花鞋是個很簡單的東西，繡花就是要有耐心。」陳弘宜說，

因為繡花鞋左右兩隻的圖樣必須對稱，所以每個圖案都有一套繡的方法，一針一線都不能有錯。

「上五針，下五針，每針都要算得清清楚楚。」他指了指一雙繡龍的繡花鞋說。製作繡花鞋有三

個步驟，分別是繡花、縫製以及販售，其中繡花又分為繪製圖樣和針線刺繡兩個程序。許多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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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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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邊的鞋都是陳弘宜親手繡的，他笑笑說不是，解釋道他是設計圖案，刺繡是女性做的事。由

於刺繡需要很好的眼力，早期都是請外面的年輕小姐來一針一針的繡，但如今需求量大減，現在

則是家裡的女性有空就會幫忙。繡好之後，陳弘宜再將綢緞和鞋底縫製成型，一雙雙繡花鞋就這

麼誕生了。

當問及哪些是最得意的代表作，陳弘宜笑笑地答說擺在檯面上的全部都是滿意的作品。由於手工

的產量不大，賣的不好的作品自然不會再縫製，留下的全都是客人比較喜歡的。而隨著時代變遷

，現代人對於繡花鞋的想法和以往大不相同，手工縫製的繡花鞋雖然精細，但所需的時間和銷售

量已不成比例，成本反應出的價格也讓多數消費者無法接受。陳弘宜說，現在已經很少在手工刺

繡了，目前幾乎都是車繡或是電腦繡，不但速度快也可壓低成本。

他感嘆大部分的人都分不出來電腦繡和手工繡之間的差異，這也讓「純手工」的繡花鞋越來越弱

勢。現在讓陳弘宜最痛心的是坊間充滿了劣質繡花鞋，一雙僅僅要價三百元，讓許多人對陳弘宜

產生疑問：「為什麼你這邊的價格是夜市的兩倍？」劣質品除了使繡花鞋蒙上一層不好的印象，

價格的打壓也深深影響著這裡的生意，在傳統產業的沒落中砸下一顆大石。

粉絲一路伴隨　舊款新元素粉絲一路伴隨　舊款新元素

不過，精美的手工也讓陳弘宜有一群死忠的顧客，許多知名人士的心被深深擄獲，例如翁倩玉、

Anna Sui，其中也有九十幾歲的老主顧。陳弘宜說，賣這個老主顧數十年的鞋子，他都親切的稱

呼她「奶奶」。老奶奶是知名連鎖餐廳的老闆，從擺路邊攤時開始，這裡伴著她一路走來。陳弘

宜笑說，老奶奶現在來買時場面十分氣派，不但是五字頭的名車接送，還有保鑣兩側隨行。「但

還是會殺價！十幾二十元也都要意思殺一下。」他開玩笑地抱怨。

繡花鞋也是知名設計師Anna Sui重要的設計靈感，陳弘宜說，Anna Sui從小跟著祖母來這買鞋

，幾十年過去了，現在她定居國外，但每次回台灣時還是都會帶走幾雙，發表新作時也經常分享

繡花鞋是她很重要的靈感元素。此外，繡花鞋也常是送給外國朋友的伴手禮，例如陳萬水、孫運

璿的太太都曾經來此選購；「壽鞋」也常是繡花鞋的另一個身分，陳弘宜提到，王文洋和林懷民

的母親過世時，都來此訂做大紅色壽鞋，送母親最後一程，希望他們踩著繽紛，安祥的到另一個

世界。

上一代傳下來的七彩繡花鞋，一針一線絲毫不馬虎。由於太費工，現在已經沒有在做了。

（攝影／康甯）

同樣在女性衣櫥裡永遠少一件，繡花鞋和旗袍曾經你儂我儂，密不可分。陳弘宜回憶，以前訂做

旗袍時，小姐太太們也幾乎都會順便訂一雙繡花鞋搭配著穿，現在穿旗袍的人少了，繡花鞋也逐

漸消失，甚至被批評「過氣」。因此，陳弘宜在繡花鞋身上加上一些「時尚」元素:縫上亮片呈現

「bling bling」的風格、繡花高跟鞋及涼鞋等。此外，網拍也是陳弘宜拓展銷路的方法，趕上科

技的列車不落人後。

繡花鞋中也有些特別的款式，例如小孩滿周歲時穿的「虎鞋」。有別於繡花鞋秀氣的形象，虎鞋

有著大大的耳朵、「眨吧眨吧」的眼睛和鮮豔的配色，甚至尾巴還有一大把澎湃的毛蓬鬆蓬鬆的

恣意綻放。老虎在中華文化中一向是勇猛、雄壯的代表，虎鞋正是希望小孩將來能夠長的頭好壯

壯，所向無敵。而現在虎鞋也不是純粹拿來穿，很多人買回去是放著吉祥，老虎頭上的「王」字

更代表了父母對孩子的殷殷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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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虎鞋古靈精怪的造形十分特別，是希望小孩頭好壯壯的吉祥物。（攝影／康甯）

推廣只是暫時　堅持才是遠久推廣只是暫時　堅持才是遠久

為了避免夕陽產業走向真正的日落，政府在「推廣」做了很多努力。陳弘宜說，政府免費幫他在

電視及雜誌上宣傳，飛機上的旅遊雜誌也有特別介紹繡花鞋，讓許多觀光客慕名而來。「他們進

來不一定會買，有的拍拍照，看一看就走了。」陳弘宜說，儘管沒有消費，推廣比購買更重要。

陳弘宜在宜蘭傳藝中心有唯一一家分店，他表示，有兩家知名百貨公司邀他去設櫃，他豪不猶豫

地一概拒絕。他說一旦到百貨公司設立專櫃，不但產量是個大問題，價錢也必須提高，相差將近

兩倍的售價，「客人不罵死才怪！」陳弘宜憤然地說。

儘管政府和相關團體大力推廣，但陳弘宜覺得這些只是暫時的，畢竟讀過的文章和看過的節目一

下子就會被淡忘。雖然現在沒有其他具體的方法去推廣夕陽產業，但陳弘宜表示只要有機會他都

願意去做。「走一天算一天。」這是陳弘宜現在經營的心情，當初因為父親一句「做吧！你不做

就沒人做了」而成為第三代老闆，現在，陳弘宜的孩子也正面臨和他當初一樣的猶豫。繡花鞋跌

跌撞撞走了千年，走到了今天，但明天會如何陳弘宜自己也不清楚。唯一確定的是他會盡力讓繡

花鞋在台灣走下去，而不是默默地走入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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