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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代的負責人李宗勳，年輕有為、敢於夢想。

YUAN MAGAZINE56

傳家
技藝

w
w

w
.t

aip
ower.com.tw



就像秋日午後的陽光和煦而溫暖，臺

南的老街風情也永遠都是最有在地氣息與

味道的巷弄景致。臺南市在三、四百年前

就曾經是臺灣首府，擁有「臺灣京都」的

稱號，更是全臺灣保有最多古蹟、廟宇、

經典美食、歷史建築與舊街文化的城市。

很多人說，想要認識臺灣，不妨以臺南為

起點；尤其想要感受舊時代的氛圍與生活

樣貌，建議就從老街巡禮開始。

老街漫遊，體現舊時代的生活樣

貌

位於中西區的新美街，是臺南舊街漫

遊的代表巷弄之一，早期指的約莫是從成

功路、民族路、民權路到民生路一帶，大

致分為前、中、後三段，分別是米街、抽

籤巷及帆寮街，後來經政府行政劃分才將

三段連接起來。新美街雖然街名有個「新」

字，卻是一條不折不扣的舊街，可能因為

「美」的台語和「米」同音，而取其諧音

之故。

過去尚未填海造陸時，新美街位處五

條港流域，往來貿易繁榮興盛，據說許多

名人巨賈的起家厝現在都還在這條街上。

如今繁華落盡，人潮少了，卻依舊匯集了

文物藝品店、香燭行、紙莊、茶鋪、燈籠⋯

各式傳統老店，加上近年陸續進駐的文創

產業，時尚咖啡館、創意料理餐廳、藝術

工作坊⋯，穿梭在一整排老式木造平房之

間卻不顯突兀，反而饒富趣味，有一種穿

越時空的現代古典風格。本期造訪的傳統

老行業是手工榻榻米，店家就位在帆寮街

上。

疊蓆文化，感受手作的溫度

榻榻米寫做「疊」，日本漢字 [畳 ]，

也做「蓆」，「疊蓆」指的就是在房裡供

人坐臥的一種家具。相傳最早起源於中國

漢朝，於唐朝時期傳入日韓等地，由日本

人加以創新改良、發揚光大，並成為日本

「和室」地面鋪設的主要材料。「疊」跟

台語「塊」同音，一塊即一疊，是榻榻米

的單位，傳統尺寸是 3尺×6尺，即寬

90公分、長 180公分、厚 5公分；但現

在也有各種不同的尺寸，譬如臺灣目前的

標準尺寸即 91公分乘以 182公分。

古代的日本社會，榻榻米不僅在居家

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更是房間面積的計

量單位，譬如一般和室四疊半 (約2.5坪 )、

店面五疊半等等。難怪臺灣有不少長輩會

以榻榻米的大小來做為坪數的計算方式，

「一坪大概就是兩疊榻榻米的大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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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法，真的很有意思。

幾十年前的臺灣，很多民眾也習慣睡

榻榻米，即使後來西方彈簧床大肆風行，

改變了國人的睡眠與生活型態，傳統榻榻

米似乎已經淡出，但其實許多家庭只要空

間足夠，往往還是會預留一間和室，可見

榻榻米早已深入、內化為我們生活中的一

部分。臺灣人對榻榻米的接受度高，不論

原因是傳統習慣、環境所及或政治因素受

日本文化的深度影響所致，似乎已不重要，

而是因為榻榻米確實有其優點，才能歷經

兩千年仍能流傳下來。來自天然藺草材質

的自然香氣，以及軟硬適中的厚實度，另

外還有淨化空氣、調節室內溫濕度等等功

能，坐臥躺睡都很適宜。

臺灣幾十年來因科技發達而使傳統榻

榻米行業日益式微，直到近十多年來興起

懷舊風潮，老屋改建、民宿旅店也走復古

路線，沉寂多時的榻榻米行業才有復甦跡

象，但在逐漸由機械化取代手工的現在，

堅持傳統手作方式的店家已少之又少，其

中，臺南市的榻榻米堪稱全台數一數二，

負責人李宗勳更是新一代手工榻榻米師傅

中的佼佼者。

祖孫傳承，累積一甲子的功力

從新美街街頭悠閒的散步，沿途經過

臺南意麵、古早味冬瓜茶等店鋪，一個綠

底白字的小小招牌跳進我的視線，不起眼

卻很好找。店面是狹長形的，一張放置榻

榻米的工作檯非常醒目。入口處陳列著四

種不同種類的蓆面，分別是前兩種的臺灣

▲ 門口陳列的樣本，由左至右前兩種是臺灣大甲藺草，
第三第四是日本琉球及熊本藺草。

▲ 擺放榻榻米的工作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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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藺草，以及日本的琉球藺草和熊本藺

草，提供給來訪者作參考。一位老師傅正

專注的用裁刀裁切榻榻米，手法乾淨俐

落。迎面走來的是手工塌塌米的第二代李

春生。「李老闆好！」我打著招呼。「我

不是老闆，我兒子才是。」爽朗宏亮的聲

音劃破老街的寂靜。我跟著他走進店裡，

抬起頭剛好看到辦公桌後牆上掛著幾張照

片，主角正是創辦人，第一代老闆李金水，

旁邊有著一張稚氣未脫臉龐的是李金水的

孫子，也是目前的負責人李宗勳。幾幅略

顯歲月痕跡的老照片，彷彿帶著我重返李

家的歷史與時光隧道。

原來，西元 1926年出生於臺南佳里

的李金水，16歲就開始跟著日本師傅學

習手工製作榻榻米，三年六個月出師後，

先到高雄榻榻米店工作，民國 46年回到

故鄉臺南新美街開業，民國 57年才正式

申請營業登記。當年榻榻米行業相當興

盛，公家宿舍、機關行號甚至住家都用榻

▲ 師傅正用裁刀進行修邊，一旁是壓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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榻米，需求量大，只要不怕辛苦、肯學願

意做，收入都還過得去。李金水的手藝好、

速度快，做出來的榻榻米質佳耐用、經濟

實惠，許多日本客戶還特地來臺灣下訂單

再運回日本販售。60多年來，李金水靠著

一片簡樸的鐵皮屋和雙手，製作出超過 10

萬疊榻榻米，養活一家人，還把四個小孩

全都栽培到大學畢業。今年中秋節前夕，

李金水以 91歲高齡於家中安詳辭世，承接

他的手工榻榻米事業的不是兒子，而是孫

子李宗勳。

李宗勳出生在西元 1988年，自 4歲

半起便隨著在中國大陸經商的父親於福建

漳州生活、就學，過著輕鬆寫意的日子。

專科畢業後回台服兵役，當完兵找工作卻

沒想像中順遂，由於大陸學籍不被臺灣認

可，李宗勳索性辭職在家待業。80歲的李

金水看孫子這樣也不是辦法，答應一個月

給他一萬元當作零用錢，條件是要跟著自

己學做榻榻米。生活一向安逸優渥的李宗

勳對金錢沒什麼概念，覺得一萬元好像很

不錯，就這樣展開他手工榻榻米的學徒生

涯。

▲ 蓆底下壓的步驟，可將彈力拉到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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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公師傅，嚴師出高徒

以前的老師傅帶學徒多半施行打罵教

育，不論臺灣或日本師傅都如此；李金水

從日本人身上學到的手藝及日本精神，完

全都是內化的東西，很難以言語具體的表

達。祖孫二人年紀差距超過 60歲，加上

這層師徒關係，溝通更加困難。自始至終

都贊成兒子回來接班的李春生回憶：「做

榻榻米就是要有這種謹慎執著不馬虎的精

神，小孩子受不了就會跟阿公爭執，情況

比較激烈時我跟我弟弟就得出面幫忙溝

通，經過一次又一次的磨合，兩人之間才

越來越有交集。」但其實那已經是兩年多

以後的事了⋯。

當時的情況是，阿公怎麼說，孫子就

得照著做；做得不好或不對，阿公的指示

就是重做，「跟阿公學手藝其實很辛苦，

他很嚴格，做不好只能一遍遍重做，有時

一整天光是包邊就重做了四、五遍，一遍

遍摸索；他是我阿公，又不能跟他生氣⋯」

李宗勳說。其實李宗勳還是有脾氣的，曾

經有兩、三次負氣出走的經驗，最後還是

由父親及叔叔從中協調，將他勸了回來。

經過幾次衝突，李宗勳開始反省：

「阿公辛苦一輩子，現在年紀也大了，這

麼好的手藝如果沒留下來就太可惜了。」

▲ 頭尾各 6把蓆頭針用來暫時固定蓆底與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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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感精緻的緞帶，是包邊的主材料。

▲ 陽光斜照下的榻榻米，透出金黃色的光澤。

▲  編織好的蓆面，成捆備好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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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體會到與其改變阿公，不如從調整自己

做起。他心想：「如果我做得比阿公更好

更厲害、手藝比他更高超，阿公應該就沒

話說了吧？」就是這個想贏的念頭讓他不

再對阿公的教導方式有所怨言，反而像換

了個人似的，開始努力鑽研。白天認真的

跟阿公學技術，晚上就收集資料、閱讀專

門書籍，積極的吸收各種榻榻米的相關訊

息。漸漸的重做次數越來越少，阿公雖然

依舊少有讚美，但已不再批評或責罵，「這

時候我了解到，阿公已經認同我了。」

站在阿公的立場，或許是希望孫子能

從一次又一次失敗的經驗中磨練脾氣及個

性；由自行摸索的過程中，思考並領悟出

每個步驟最完美的呈現方式。李宗勳也說：

「阿公放手的過程是漸進式的，而且不動

聲色，我完全察覺不出來，一直到後來回

想起來才了解阿公的用心跟用意，這是他

老人家的智慧。」自西元 2007年返臺學

做榻榻米到現在，李宗勳已經走出自己的

路，紮實的基本功讓他越來越精進，更是

目前臺灣最年輕的手工榻榻米師傅。

傳遞溫度，古老卻美好

老東西也能創造出新生命。像榻榻

米這樣有著兩千年歷史及文化的傳統老物

件，不僅不被時代淘汰，甚至有翻轉命運

的機會，不只臺灣吹復古風，日本榻榻米

行業也致力於產業振興，極力推廣宣導，

期盼重返「日本式的和諧」。

年紀很輕，學的是最先進的電腦資

訊，身體裡卻像住著一個老靈魂般，李宗

勳的出發點往往都是人，而不是現代社會

講求的市場：「我覺得錢不是唯一，賺錢

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做出來的東西能

讓顧客滿意。其實做每一行都一樣，不要

只是往錢看，而是要往興趣、愛好的方向

去走，路才能走得穩走得遠。」不習慣用

通訊軟體，喜歡與人面對面溝通，也是他

會選擇這個行業的理由之一，「手工榻榻

米是有溫度的，手工做的精緻度也絕非機

器可以取代。」特別是臺灣很多房子不夠

方正，榻榻米就得量身訂做。

工藝技術遵循傳統，但創作理念卻是

新的，約 5、6年前接下臺南知名飯店的

棋盤式無邊榻榻米作品，一縱一橫的藺草

編織方式，白天光線照射之下營照出一黑

一白的視覺效果，就像西洋棋盤般賦予層

次變化，讓李宗勳聲名鵲起，一舉打響名

號；此外，結合公益與文創，和學生合作

開發一系列文創產品，杯墊、相機包、明

信片⋯，也讓榻榻米有了更多元的面貌。

「我希望透過這些日常用品，能讓更多民

眾，尤其是小朋友，了解榻榻米這種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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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綑的榻榻米蓆面。

後記

店面後方的倉庫擺放著許多榻榻米半

成品，陽光從窗外斜灑進屋內，淺綠色的

蓆面透著金黃色的光澤。靠近一聞，淡淡

的草香味，以及與皮膚接觸時的溫潤感覺，

最能傳達榻榻米原始天然的特質，也說明

它何以成為歷久彌新，同時保留傳統與創

新元素的文化生活產物。牆上一張有著濃

濃日本味的「疊錶具」海報是幾十年前製

作的傳單目錄，疊是榻榻米畳表，日譯榻

榻米，蓆面之意，既是單位也是榻榻米的

意思、錶是錶褙、具是工具 (用具 )；李金

水老師傅當年開業時的命名，古意盎然、

寓意深遠，簡單三個字便為手工榻榻米做

了最佳的註解與詮釋。

又美好的東西。」除了外形，材質及內容

物的改變也是一種創新，最近李宗勳發現

了一款有植物膜的創新材質，「可充分阻

絕水分與濕氣的滲透，有效延長榻榻米的

使用年限⋯」他開心說著，言談間流露出

自信的神采。

幾乎所有的傳統手工技藝都面臨類似的情形：製程

嚴謹、工序繁複，每位老師傅都是大師級的工藝師，技

藝精湛、手法精巧，作品巧奪天工，宛如藝術創作；但

所有工法、製程都在師傅的腦袋裡，缺乏具體的紀錄，

而且每位師傅都有自己的私房秘訣，製程不見得完全相

同；我們在李宗勳的解說下，將榻榻米的製作過程簡化

為幾個步驟，讓讀者能有概略的了解。

榻榻米的三大組成成分

1. 蓆面：材料以日本藺草為主，以及少部分的東南亞及

臺灣藺草。蓆面的材料簡稱「面材」。近年也有和紙

認識榻榻米

▲  店內有各種滾邊花色與蓆面材質可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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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割修整後，用壓尺確定平整度。

4. 檢視與縫合：經過下壓撐開的程序後，

整塊翻面，這時蓆面已撐得更緊緻。接

著檢視做在蓆底上的記號是否保持蓆

面與底部的記號平行。由於面材與裡

材在寬度上一定會有落差，因此要以面

材的邊緣為標準，以長型壓尺做確認，

進行切割與修邊的微調。修齊之後再以

蔴尼 (maning，一種植物纖維 )製的縫

線稍做固定，進行蓆面與蓆底的縫合。

裁邊與縫合是手工榻榻米的精隨所在，

縫的時候手腕要有力量、工還要細膩，

相當不容易。

5. 包邊與固定：單邊切割修完後，用壓尺

做平整度的再確認，若沒問題以滾邊

布先暫時固定在蓆底蓆面上再鋪設一

層牛皮紙 (借用其硬度折出眉角 )，然

後縫合，固定。單邊完成並且固定後，

再進行另一邊。最後包上緞帶布邊，

才算大功告成。

纖維 (具防破水 )的新材質引進，價格

不斐。

2. 蓆底：也就是底部的內容物，稱為「裡

材」，通常用的是稻草。近年業界也

開發新技術引進新材質，譬如木屑，

可減輕重量，增加耐用性及隔音功能。

3. 滾邊：亦即榻榻米的兩條布邊，材料

皆為日本進口的緞帶 (臺灣占 70%，

日本 30%，有分麻布、純棉布以及尼

龍布，最稀少的為絲綢布。臺灣只有

尼龍居多，日本則混合3 種材料皆有 )。

基本製程與步驟

1. 備料：前一天晚上依客戶需要的尺寸，

畫好基本構圖，再將由原料廠商供應

的裡材 (稻草底板 )和面材 (編織好的

藺草蓆 )都準備好。

2. 裁切：隔天早上先進行裡材與面材的

切割。通常蓆面會比蓆底多出 5吋，

預留的空間方便頭尾往下摺時能用針

線固定在蓆底上面。

3. 下壓：這個前置動作非常重要。將整塊

蓆底放在墊高的架子上，往中間下壓，

形成一個反拱橋的形狀。接著以頭尾

共 12把蓆頭針將蓆面暫時固定在蓆底

上，因為蓆面具有彈性與張力，必須讓

蓆面暫時固定時，保持與底部有點餘

裕的狀態；先撐開把彈力拉到最極限，

翻過來以後才能把底部與蓆面的緊緻

度拉到最高，最後固定時才能讓二者

充分密合到最佳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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