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住
民
苧麻
線X
工藝

住民苧麻線材市場現況分析

(洪茹

薇、陶詠心)

指導老師 趙芝良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與分析

研究動機(含重要文獻說明)
編織工藝在強勢文化入侵、機械化生產下，傳統部落苧麻生產漸被取代，希望

將具有特色的部落編織線材轉型為原住民品牌的文創產品，苧麻線材更可以被視為
一種文化產業，其強調的是產品的生活性和精神價值內涵，透過保存傳統與發展地
方魅力為主力，進而發掘地方的創意與想像力，對於原生民族的自我認同與文化傳
承是有幫助的使其永久保存下來，因此形成本研究的初始動機。

研究範圍
本研究範圍限定在花蓮地區編織工藝創作為主的工坊為訪談對象

摘要

本研究運用半結構式問卷調查及文獻分析法，進行資料蒐集及分析歸納了解原住民苧麻
線材的使用現況與其未來發展機會，以編織創作為主的花蓮原住民工坊為例，了解其原
料使用現況，進而提出原住民編織產業其未來發展之建議。

研究方法

實務建議

對於未來台灣原住
民苧麻線上的發展，
認為應朝苧麻線的
色澤以及材質做創
新與創意，甚至是
讓苧麻線產生不同
的氣味，增加屬於
台灣原住民族苧麻
線的特色。

域性文化產業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