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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色―淺談手工紙染色

針對色彩的研究，長久以來就是一門專

業學問，而布染的發展技術已有長時且詳實

的累積成果，反觀手工紙，其染色技術經常

被放在裱褙的脈絡中討論，也會在造紙過程

的加工環節中提及，但專門以天然草木萃取

色料作為染劑，並運用在手工紙上的研究並

不多見。因此本篇論述著重在分析色料的萃

取來源以及手工染紙的方式，讓手工紙的染

色可用於增加美觀、藝術裝飾、甚至防蟲的

能力，以全面滿足書畫、抄經、作詩、製書、

裝裱、裝飾、藝術創作等需求。

色料的來源與分類

當代的考古人員從岩洞石壁所記錄的圖

像與遠古人類使用的物件證實，人類自史前

時期就知道從身邊物質取材後萃取顏料繪製

圖像，紀錄生活。舉凡三萬多年前史前時期

法國肖維岩洞(Grotte Chauvet)中描繪的多種

動物及狩獵過程中的人類；二至三萬年前中

國的山頂洞人使用赤鐵礦粉末為器物染色；

一萬多年前西班牙阿爾塔米拉洞(Cueva de 

Altamira)中出現的野牛群壁畫，證明當時人

類已能運用礦石提取紅色系塗料，並利用火

燒後的木炭作為黑色顏料，以成熟的塗染技

法為器物上色或在岩壁上紀錄當時的生活情

境。隨著文明演進，人類製色、用色的歷史又

有更詳盡的紀錄並且迭有開創。

人類從物質中萃取「顏色」的歷史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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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先是以手指或隨手可得的簡易工具，塗佈

在天然物與造物上，其後進展到利用浸染過

程，甚至可以改變物件原本的色彩，比起最原

始的著色增加了更多的人為選擇與控制。植

物、動物與礦物等自然素材是早年提煉色料的

主要來源，十九世紀後人類發明以化學合成的

方式製作顏料，此後成為製造方法的主流。上

述四類方法所製造的色料，又可依用途及形式

分為顏料及染料，它們的著色原理各有不同，

處理及運用方式也很多變，並廣泛運用於織

品、纖維、紙張、繪畫、工藝及各類用品上，

與人類的生活密不可分。以下就這四類較常見

或特殊的顏料來源分述：

一、植物

此類色料從植物的特定部位取得，以浸

泡、加熱或發酵提取色素作為染料，包含木

材、樹皮、樹脂、莖葉、花部、果實、果皮、

根莖部，還可以從植物燒化而形成的煙灰及

木炭間接獲得。草木染的製作過程對環境較

為友善，對生態的破壞性較低，資源又能以

再生、再植等方式循環使用。草木染最常被

提及的特點為擁有天然的媒材、溫潤的色澤

與植物的氣味。所萃取的染料往往可形成溫

和沈靜且雅緻的視覺效果。

二、礦物

礦物色料多採自自然界的粉狀土壤、礦

石中的各式結晶結構及內含金屬物質的金、

銀、銅、鐵、鉛、碳、鈣……等。常被取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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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土壤中的土紅、白堊／石灰；從金屬礦石中

採集的金、銀、朱砂／丹砂、赭石／赤鐵、鉛

丹、雄黃、雌黃、鉻黃、孔雀石／石綠、藍銅

／石青、青金石／群青與石墨／黑鉛。值得

注意的是，部分礦石具有毒性，接觸或吸食

都容易造成中毒現象，處理過程比起動、植

物色料需更謹慎。

三、動物

這類色料是從自然界的動物或昆蟲身上

取得，有些較為稀有，如昆蟲(胭脂蟲、紫膠

蟲)、海洋生物(烏賊的墨囊、紫貝的黏液)、

動物的排泄物(牛的尿液、昆蟲糞便)等。較為

知名的例子是原產於南美洲的胭脂蟲，西元

前即有以之染色的紀錄，在西班牙帝國殖民

擴張時期更被當成重要且珍貴的貿易商品。

西元前就發現利用紫貝腺體提煉的色料，因

來源稀有故僅限於掌權者使用(通常是皇室專

屬)，藉此象徵崇高地位。相傳中的印度黃則

是從只被餵食芒果葉的印度牛尿液中提煉，

後因氣味不佳且違反動物倫理之故而未能廣

傳。動物及昆蟲糞便染色的技術則有幾位日

本研究者投入實驗，其中伊丹市昆蟲館的工

作人員後北峰之就收集攝取不同食物來源的

蝴蝶及鼠科動物的糞便，並輔以媒染達到染

色目的。

四、化學

早在古埃及與古希臘時期，人類已能充

分掌握礦物色彩的萃取，進而發展出以礦石

結晶結構輔以化學變化的方式，創造出新的

顏色，如西元前兩千多年的鉛白便是物質彼

此融合催化的化學產物；此外，以多種礦物

混合再經由高溫取得的至少有埃及藍、鈷藍

與蔚藍等色。十八世紀時，在提煉瘧疾藥物

的過程中意外形成的苯胺紫(因顏色與植物錦

葵相似，亦以錦葵紫命名)也開啟無機顏料工

業的先河，萬千色彩自此陸續問世。化學合成

的無機顏料因具備可大量生產、控制固色的

穩定度、較平易的價格與持續性的供貨等條

件，很快就取代上述三項來源，成為人類最

常使用的類別。

手工紙的草木自染

一、 材料與色素提取

以植物色料染布已累積許多成果且相關

書籍數量頗多，對可用於染色的植物項目及

類別皆詳加說明與解釋，手工染紙的草木可

直接取用這些長年實踐所得的成果。較常見

的取材部位及染色色系分類可見(圖1)所示。

圖1 草木取材部位及染色色系 (陳佳琦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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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手工紙自染，首先可選取較易取得

的染材，因此無論是中藥材或是市場裡的新

鮮花卉蔬果皆可作為材料來源。如今更可於

網路平台選購材料，很多商品還事先做了乾

燥處理，甚至附上染液萃取的步驟說明，非

常便利。選色可著重紅、黃、藍色系，再利用

這三個色系去做調色，這多元的色彩表現可

增添作品的豐富度，用於書畫、裝裱或個人

創作都有其特殊的視覺效果。

大部分的草木染材都可加水煎煮取色，

此稱為中性萃取法，亦可以榨汁或敲打方式

提取色素。藍色系多取自葉片植物，雖可用生

葉榨汁，但如果要提煉彩度較高或顏色較深

的色彩，就必須進行打藍、製靛、沉澱、發酵

等繁複程序。部分植物的色素無法長久保持

穩定，可在中性萃取法取色時加入酸性或鹼

性物質協助萃取色素。為使色素能順利依附

布品或紙品，常用媒染進行固色與發色。常

見的媒染劑有木灰、醋、石灰、鏽鐵釘、明礬

等。經實驗證實，如果在染色過程再加入媒

染劑，會導出更多的色彩變化。

二、 染紙方式多樣

紙張的染色方式大致可分為兩種：其一

是在纖維打漿時即加入色料，紙漿染色後利

用抄紙程序來生產有色紙張，有色紙漿亦能

直接作為創作材料使用(圖2)；其二(也是多數

的製作狀況)是將已抄好的手工原色紙張，利

用刷染、拖染、浸染(圖3-5)、噴染及絹印等方

式讓顏色附著於其上。刷染，係以刷子或排

筆將色料刷在紙張上，植物或礦物顏料皆可

圖2 已染色紙漿 (陳佳琦 攝)

圖4 拖染 (陳佳琦 攝)

圖3 刷染 (陳佳琦 攝)

圖5 浸染 (陳佳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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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此法染色，亦稱排染。拖染，係將紙張

在染液上拖拉，使紙張吸收染液而達到染色

效果。若是用此法染礦物顏料，須注意因為

礦物顏料比重較水大，所以會沉澱在染盤底

下，染色時須注意攪拌均勻，以免染色不均。

浸染，係將紙張浸漬在染液中，可以雙面皆

染到顏色。噴染，係將染液裝入噴壺中，利

用壓力將染液噴成細小分子灑落在紙張，達

到染色效果。此法須注意噴壺壓力要足夠，

噴出的染液分子才會細緻，否則容易造成紙

張一點一點不均勻的斑點。絹印，係將顏料

與膠調和後，利用絹印的方式將色料印在紙

上，通常此法會增加紙張的厚度。另外也可

以利用染布的技術，取其適合運用於手工紙

的方式，依據所需圖紋，綜合絞染、夾染、刷

染、蠟染、糊染、套染等各方式靈活施用。

手工紙染色的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相較某些礦物或化學染劑具有毒性，

對人體有害，也容易造成環境污染。草木是

自然界裡的可再生資材，一年四季都能採收

各種植物作為原料，其質性溫和，搜集與萃

取時的所需工具容易取得，很適合小規模製

作。另一方面，受植物產季、染材特性、植物

色素含量、蒸煮濃度、溫度、酸鹼值等條件影

響，部分手工紙染色後著色穩定性較差，遇

酸鹼易變色，長時間曝曬易褪色，這都是在製

作與保存上要克服的困難。

顧及長時間穩定固色並兼顧日後紙張的

保存性，至少需分兩部分實驗，一是素染的

光照影響與褪色狀況，另一是將添加媒染劑

作為實驗要素，以儀器進行染色紙的測試，

觀察媒染劑是否會造成紙張劣化。手工紙若

具有酸鹼物質皆會造成紙張保存性的問題，

必須經由研究者多方嘗試，建立更多研究成

果來維持手染紙的穩定度。

手工紙有其染色的條件限制，並不能全

然複製布染長期以來所累積的經驗，紙張雖

可經過多次染色來增加顏色附著性或是加深

色彩，但若想增加染色的圖紋變化，對於絞

染或折染這樣經常使用於布染的方式，在執

行上則必須考量所選紙張纖維的脆弱性與耐

折性。另外，紙張通常在染色後即是完成作

品，無法如布染可經過多次漂洗來去除添加

的酸性或鹼性物質，凡此種種皆是紙染與布

染的不同之處。如何在天然的草木染色中又

兼具長時固色保存，則是未來實驗與研究的

重要發展方向。

圖6 手工紙的植物染色(陳佳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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