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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手工紙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手工紙可以因應需求隨時調整紙張特

性，這一點是機器紙所無法替代的優勢，因

此，即使生產數量遠不及機器紙，手工紙仍然

廣泛運用在許多地方。經由實驗觀察證明，手

工紙的纖維分散均勻，這使手工紙幾乎無方向

性，且由於部分原料纖維比機器紙纖維長，使

得強度優於機器紙。由於其製漿條件緩和，纖

維破壞少，保存年限也比機器紙更為長久。

本篇論述著重在臺灣手工紙的歷史發展

背景、探討現況與未來的發展。這類造紙技術

由中國傳往韓國及日本，而在日本進行改良的

造紙技術，舉凡設廠、造紙及抄紙師傅皆在臺

灣的日治時期傳入。藉由臺灣手工紙歷史的介

紹，可以讓大家更了解臺灣的這項珍貴文化資

產的過去、現況與未來的展望，提升對於傳統

紙廠的保存及轉型重要性認知。

造紙濫觴的明清時期

臺灣何時開始獨立造紙沒有確實的記

錄。直到清朝乾隆年間重修的《臺灣縣志》

提到：「鹿仔樹，即楮也，皮搗爛可作紙，

臺人不造紙，以葉為鹿所嗜，故名之。」此

文獻一方面解釋楮樹可以造紙，卻同時證明

直到乾隆年間，臺灣還不具造紙技術。

 清同治期間重刊的《福建通志》有一段

記載提到：「沙連紙，以沙連之竹製之」，

這可能是臺灣造紙的最早史料。清朝時稱今

日臺灣日月潭埔里一帶為「水沙連內山」，

康熙及乾隆時已經有種植茶葉的記載，而在

嘉慶道光年間沿海的人民也陸續移入開墾。

雖然《福建通志》說明了至少在19世紀臺灣

已有沙連竹紙，但根據水沙連一地的開墾歷

史，設置抄紙廠的時間應該遠早於19世紀。

清朝中葉以後，臺灣人口增至250萬人，

紙品的需求與日俱增，逐漸供不應求，商人

必須經年累月將福建沿海紙廠所產的紙張運

入臺灣大小港口；然而臺灣海峽漁船沉沒擱

淺的事件層出不窮，運輸的高度風險，間接

刺激商人在島內興辦紙寮，供應全臺。

傳統造紙工法在中國行之有年，技術已臻

於成熟。藉由移民的造紙技術，再加上臺灣豐

富的植物原料，使成立造紙廠條件變得相當充

分。《竹山鎮志》記載，清代在竹山鯉魚潭、

頂林一帶即有造紙工坊。《安平縣雜記》也提

到，日治前臺南地區的臺灣工藝，其技術傳承

多半來自中國的福建、廣州等地。由此可知日

治之前，臺灣已有紙廠以及造紙師傅，整個西

部沿岸盛產竹子的城市已經有許多小型紙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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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造紙基礎的日治時期

中國造紙技術在漢末到魏晉時期就傳

入鄰近國家韓國，推動了韓國文化事業的發

展。韓國再於3世紀末將中國重要的書籍帶入

日本。之後兩國的經貿往來頻繁，日本在7世

紀左右向韓國學習造紙術，得以在各地建立

了造紙工廠。早期日本的造紙原料多為麻、

楮皮或雁皮，其中麻紙與楮紙製作方式與中

國唐朝一致，待他們完全掌握造紙技術後也

常將優異紙品傳回中國。

日本的造紙技術是來自中國，經由韓國

傳入，歷史已有千年以上，並擁有豐富的造

紙文獻記錄與高明的技術。二戰爆發時，日

本國內產業因戰爭受到影響，迫使他們積極

在海外找尋合適的地方設置紙廠。也由於製

作文化用紙獲利較高，所以當他們統治臺灣

時，便帶入了相關技術及製紙人員。

但有關臺灣最早開始製做文化用紙的資

料不多，陳大川在《臺灣紙業發展史》中提

到一小段：1926~1928年間，臺灣花蓮設立一

間「花蓮港製紙合名會社」，採用臺灣本地

生長的楮皮及三椏為原料，製造美濃紙運回

日本，此為日本人第一間在臺灣製造文化紙

張有記錄可考的工廠。

要將手造竹紙產業轉到文化用紙，原料、

水源、氣候三者至關重大。臺灣製作手工紙的

重鎮在中部的埔里，因為經調查全臺灣水質，

發現埔里位在臺灣正中心，氣候屬於溫帶濕

潤，境內有兩條主要河川，溪流眾多，且水質

極佳、水源充沛、植物繁多，地理環境非常適

合發展造紙業。日本人的田野調查也發現埔里

氣候良好，水中含鐵量與石灰質極少，所造紙

張潔白，不易變黃、變脆，是發展手工紙的絕

佳環境。這時埔里的人口約三萬人，大多是從

事農業及林業生產。根據梁坤明的研究，1935

年日本人橫溝大藏在烏牛欄橋(今愛蘭橋)下搭

建工寮，以楮樹皮為原料並加入山肉桂試驗造

紙，不過這座紙寮還沒開張，就被那年夏季的

一場大水淹沒。橫溝大藏不久又在南烘溪的北

岸再度搭起紙寮，稱為「埔里製紙所」，這座

紙寮為日後埔里的紙廠發展奠下基礎。

今日的埔里桃米附近還有一處從清朝就

留傳下的地名為「紙寮坑」，這個地方也被稱

為水沙連，正是《福建通志》中所記載沙連竹

紙的產地。這些記錄說明埔里原本就有手工紙

的生產，但生產的紙類還是以竹紙為主，真正

開始發展文化書畫用紙已經是在日治後期了。

1937年紙寮由恆吉城招來人工開始訓練

造紙技術，臺灣人林雙傳及洪亦漢先後進紙

寮受訓。橫溝大藏並不抄紙，而是對紙質進

行實驗，直到他從日本九州福岡縣請來山の

要次郎、三宅和佐藤，才使用竹簾網製造出

既白且薄又有韌性的紙張，也就是前文提到

的書畫用紙。

《臺灣紙業發展史》中記載，紙寮後來轉

售給大津山周造，他從「臺灣林業所」找來日

本技師教授「薄紙」技術，這類薄紙添加了雁

皮，所以纖維細緻柔軟，薄到可以多層複寫。

紙張銷售對象為總督府內的各單位，用於公文

及編寫戶籍、土地資料。

1935~1945年可說是埔里造紙的奠基期，

先後有多名日本抄紙技師前來開拓經營，為

埔里的造紙技術打下良好的基礎。而最先跟

日本人學習造紙技術的林雙傳，1940年代在

臺灣人成立的「能高製紙所」、「光華製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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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擔任創辦時期的顧問。他的弟弟林榮昌

亦受他影響，進入「埔里製紙所」當學徒，

跟日本人學習了製作竹簾的技術，日本人的

製紙經驗就此傳給臺灣人。

當日本與紙張最大產地中國發生戰爭，

造成與紙相關物品貨源中斷，只好尋求其他

產地，具備有良好條件的埔里，便在這樣的

情況下成為臺灣紙業發展的重鎮。

臺灣光復迄今的興盛發展時期

1945年戰爭結束，即使經濟仍然呈現蕭

條，但與民生相關的物資卻明顯供不應求。

和生活息息相關的紙張，便有大量生產的必

要，品質雖差但市價與利潤皆高。造紙廠房

受戰爭轟炸而嚴重損毀，所幸眾多技術人員

因退役返臺，人才充足，利用舊廢材料代替

原料勉強生產，數年之內產量日漸成長。也

因為紙張需求日增，加上戰後機械的使用普

及，讓大部分傳統製紙業在此時轉型為機械

或半機械製紙，以增加產量，降低成本。

1949年國民政府帶著大批人民與軍隊退居

到臺灣，並接手日本在臺灣成立的各種工廠。

臺灣自此因政治因素與中國斷絕往來，許多一

起撤退來臺的文化人與書畫家，無法再從中國

取得書法繪畫用紙。後來有人經由香港進口，

發現臺灣市場有利可圖，於是開始進行研製。

早期日本人留給埔里的紙類只有楮皮

紙及雁皮紙兩種，當時的造紙業者，於是以

這兩種纖維作為基礎，研製、改造適合書法

繪畫用的紙張，使埔里紙廠適時發展出棉紙

及更多不同種類的手工宣紙以取代中國宣

紙。戰後，埔里地區除了紙廠產量大增，紙

張種類與品質，製造設備與技術，皆有大幅

度提升。埔里紙廠的產品除了供應臺灣本身

需求，大部分也外銷到日本。手工紙需求遽

增，為埔里造紙業帶來第一次的興盛期。

1967年的中東戰爭引發的石油波動，

形成手工紙廠第一次衰退，規模較小的紙廠

紛紛倒閉。直到1970年代，亞洲各國經濟復

甦，文化活動隨之活躍，除了民生用紙，書

畫用紙也產生大量需求，由於文化用紙的價

位高出竹紙很多，這一點再度刺激埔里造紙

業的發展。自1974年起，臺灣在不到5年時

間便取代中國成為日本最大書畫用紙進口國

家，埔里紙業此時在國際間樹立了相當的地

位，可謂是埔里造紙業的全盛時期。

雖然埔里傳統手工紙廠的產量在1970~ 

1980年間達到最高峰，但全盛時期過度擴充

紙廠，導致生產過剩，品質良莠不齊。社會

環境的改變，使得造紙業面臨勞力不足、工

資上揚以及原料取得不易等困難，其中紙廠

一直存在的廢水問題尤為棘手。

1982年政府調查全臺灣污水統計，造紙

業的污水量比全臺灣各個工業都要高，迫使

政府訂定相關辦法及罰則管制紙廠廢水。這

些因素直接造成製造成本提高，小型紙廠被

迫結束經營；規模較大者，則採機器生產、

雇用外籍勞工、由國外直接進口原料、增添

汙水處理機器等方法因應；1990年左右，開

始有經營者將工廠移往大陸及東南亞地區。

1990年後隨著國內經濟變遷與產業轉型

的關係，手工造紙業也開始面臨現代化、機

械化的衝擊，使得紙廠的經營面臨困難，而

此時臺灣大型紙廠大多已由機器大量生產民

生與印刷用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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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衝擊―文化傳遞斷層

以傳統中國古法製造一張手工紙，從原料

採集、製漿、抄紙、壓紙到烘紙，必須花費將

近100天的時間，而且每道程序都要仰賴專業

的造紙師傅。從現代化營運角度來看，這項傳

統手工業耗時費工，已經面臨被機器紙取代的

困境，形成文化傳承與經濟發展的拉鋸，迫使

傳統手工紙廠必須尋找可以延續經營的方式。

向外擴充或到工資低廉的國家設廠已經

是自1990年來的發展趨勢，這些壓低成本所製

造出的手工紙再回流到臺灣販售，而一般只想

降價求售不想提高品質及書畫家一昧求價低

的觀念，形成價格的惡性削價競爭。再者，雖

然政府目前仍禁止大陸宣紙直接進口，但仍有

不少廠商利用各種方式及管道帶進大陸的書

畫紙張，這些都造成更多小紙廠無力競爭而倒

閉。但隨著大陸經濟起飛大陸內需激增，手工

宣紙價格飛漲，單張價格有些甚至超過百元，

但仍然一紙難求，令國內許多書畫家望紙興

嘆，這也提供國內手工紙業另一種成長契機－

同時提高品質及價格，提高競爭力。

現今埔里手工紙廠從全盛時期的五十幾

家到目前僅剩的6家，有的轉為機械化紙廠，

有的繼續製作手工紙。雖然這些紙廠似乎已

度過現代化的衝擊及價格戰的考驗，但是即

將面對的卻是手工技術失傳的困境。目前的

手工紙多半都是因為書法或藝術用途而特別

訂作，手工製作的日產量遠不及機械造紙的

產量。冬天時工人必須忍受冷冽的水，夏天

又必須忍受高溫蒸汽，嚴苛的環境使得沒有

年輕人願意學習相關技術。廣興紙寮負責人

黃煥彰指出，一位好的抄紙師傅，至少要有

10年以上的經驗，雇用外籍勞工只能救燃眉

之急，無法取代經驗老到的師傅，這也是多

數傳統產業最常面臨的問題。林業試驗所手

工造紙暨紙質文物維護實驗室是國內唯一從

生產原料、製程、紙品及裝裱修復皆有研究

的公家單位，除從事手工紙的科學研究並適

時提供紙廠必要的協助外，也著重人才的培

育，希望未來可以為文化傳承盡一分心力。

未來因應之道

臺灣手工紙業發展不過百年，不若其他

國家久遠，但在許多技術上卻優於其他國家，

在此基礎上不斷追求創新，才能製造質量精良

並具特色的紙張，前人創造的寶貴經驗也必須

完整保存下來。現今臺灣傳統的手工紙廠，在

保留原有手工紙優良特性的前提下改變製程，

例如以機械化製程減少勞力的消耗，不但可減

輕造紙師傅的職業傷害，還提高生產率。

未來，臺灣的手工紙發展除著重研發量

少質精的手工紙外，用紙觀念的教育及與藝術

家的合作是另外可行的發展方向，透過書畫家

的書畫技藝可以提升紙張的價值並教育國人，

好的紙張確實可以增加書畫效果，提高書畫價

值，否則只是一味的生產紙張，卻未能滿足書畫

家的需求，最後只好降價求售造成利潤下降。

小廠也可以與在地社區合作，發展觀光

產業，或結合博物館經營，進行藝術及教育

推廣、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嘗試讓紙廠應時

代發展而轉型，也延續手工紙的生命。政府

是否重視此項傳統技藝也是另一個關鍵。期

待未來可以產官學三方密切合作以提升臺灣

手工紙業的競爭力。

(參考文獻請洽作者)

廣興紙寮牆面所列「向臺灣造紙職人致敬」，其實也突

顯專業師傅後繼無人的危機(陳佳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