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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藍靛服的

延伸閱讀
在金澤工藝館中，苗族服裝佔着一個重要部分。這件來自苗族

的藍靛外套，是最早收集的藏品之一，當地人以草木藍靛染料上色，

深藍帶黑，色澤愈深就代表愈多的染色次數，即用家有花時間、心機

地每年複染、打理保養，也是福氣的表現。苗族婦女以織品手工聞

名，這件外套是每年節日時穿著的重要禮服，衫上的刺繡展現女紅的

功力之外，更是方便靈活拆除的設計組合。然而收集時總會遇到有上

衫但沒有下身的問題，到底下身是襯裙子還是褲子呢？衣服本來又屬

於誰人、哪條村子？這些都有待發掘……

萬用包巾
一塊布有千變萬化的形態和用法，這條包巾就是最

好的例子說明。張開時，可以包裹不同的東西、旅程用

的衣物、用品等，摺起來卻小巧慳位，更有花紋和流蘇

作點綴，每個部分都功能、美學兼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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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羅龍袍
清朝龍袍曾在《布頭布美》專欄中多次

介紹；館藏中這襲藍色的龍袍，因為是夏天穿

著，是通透的花羅絲料，織工細緻，具透光透

氣的質感。這種傳統的花羅曾經是中國最講究

的織材之一，現在卻只剩下少數廠家製作，甚

至被現代人遺忘了。

馬尾帽研究
這頂帽子跟張西美為胡金銓導演作品《笑傲江

湖》所製作的「華山弟子」官帽造型類近。帽子乃

由馬尾毛織製而成，纖細如絲的毛髮，竟可織成嚴

密的圖案，手工細膩精巧，帽身亦光澤亮麗、觸感

柔美。旁邊損壞的地方，更是偷看內部乾坤和織法

的最佳位置。這頂帽子不但看到中國的馬毛織工，

也可以跟歐洲百年奢侈品牌的馬毛製品對比、參

考，讓人們了解東西方織品的關係。

真假荷包
現代人生活西化，對於中國傳統用品大多不知道也不了解它們在日常生活的

用途。這款長領狀的繡品，到底是什麼東西呢？光看一件難免會摸不着頭腦，當

找到類近的，如這件貌如肚兜、圍裙的相近款式，便水落石出，這個是古人的荷

包，方便貼身攜帶。傳統舊織物落到商人手中，往往會被拆件、加工、改裝，方

便賣給外國遊客當紀念品，當作家中擺設。對於研究織品工作來說，近代商人如

何造假、改裝，甚至外銷古董舊物，都是一種好的學習方式，既可以推算物件的

原貌，更能理解其與社會時代變化的關係。

向館藏學習
以下的例子是由張西美親自選來的藏品，它們代

表了工藝館正在面對的各種問題和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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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於收藏的

立體掛飾
紡織品的種類繁多，其中最難

處理的就是這種立體掛飾。這個充

滿童趣的掛飾，有流蘇、珠子等多

種立體造型，光是思考如何收藏、

保養，就是一個難題。

織布機教學模型
織布機對於中國紡織工藝有重大的

影響力和關係，其發展歷程很漫長，從

最初始的腰機到近代複雜的提花機，種

類繁多。想要完整地說明織機的原理、

異同，館方特別訂製了二、三十個不同

織布機的模型，用作教材，展示織布機

的發展史。

圖畫中用上了具備不同寓意的動物、

神話人物和圖案，若有潮州廟宇宗教

歷史專家的話，或能解讀箇中意義。

神龍造型帶點民間版畫般的親切

氣息，加上潮州匠人獨有的立體

織品手藝，令龍頭造型特別生

動、鮮明。

神龍袍中有廟，有神也有故事，每個角色都有

獨特的造型、層次和立體感。光是正面中間的

這間廟堂，就用上了好幾種繡工和技藝，人物

的表情亦生動細膩如工筆畫，令人佩服萬分。

每個神話公仔身上都是另一個故事，工匠心思

細密得連布偶身上的衣服也繡上精巧的龍面，

針法高超之外，更具備有趣的內容。單是解讀

袍上的針法，就可以展開一場深入的研究。

為了令動物造型生動，

工藝師更加入不同物料

作拼貼，卻不會與繡花

線格格不入。

翻開神像龍袍裏面，可

以找到其所屬的廟宇

「寶樹宮」、捐獻的鄉紳

名字和金額。

別致童帽的背後
這頂幼童帽子有着浮雕的立體造型，貌似虎

獸。近看時可以留意到不少獨特的織工和造型，帽

頂的鳥獸花朵形態生動。如對帽子製作有經驗者，

就能察覺出帽子寬度曾被改動過，頭形較窄小，推

算應該是商人為了吸引外國遊客而特別改細，讓帽

子外觀看來cute一點。

謎樣的潮州神像龍袍
這件並非普通的龍袍，而是潮式廟

宇裏神像穿的龍袍。袍子採用紅色羊毛

織料，估計是來自英國。其正反兩面都

有大量造型出色的圖案，更以當地獨有

的浮雕方法製作，由龍頭、人物動作、

表情、故事到針法、製作工藝技術，各

部分處理手法成熟、可見匠人花了不少

心血時間。負責收購這件神龍袍的人來

自四川，對於背後的故事並不清楚。工

藝館希望修復龍袍外，亦計劃前往當地

考查龍袍背後的工藝故事，請教各方專

家解開龍袍的種種謎團。
正面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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