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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Vu的智慧 

 

摘要 

學校積極推動減塑活動，我們透過學習祖先月桃編織的技藝，利用山區垂手可得的

月桃葉鞘纖維，經過處理替代塑化原料編織為日常器物，響應減塑政策，展現對環境的

友善。 

本次的探索是在月桃纖維編織前，所需經歷處理的程序進行了解與探討。 

在編織前材料的處理分三階段：一、採集階段；二、曝曬階段；三、葉鞘定型收藏

階段。 

一、採集階段：經過田野調查，原住民於每年 10月到隔年 3月採集纖維柔軟堅韌、

顏色呈白色，適合編織的白色月桃，做為編織材料，編織前葉鞘需經過定型處理才能編

織。水分過多、過少皆不利纖維的定型。 

二、曝曬階段：經過實驗曝曬 3-5天，纖維捲曲後破損率最低。經過重量減輕、水

分蒸發、植物蒸散等實驗發現曝曬時連葉一起曬，較容易乾。透過顯微鏡觀察月桃葉子

表面較葉鞘部分有較多氣孔，所以連葉一起曬有利其水分蒸發，另外選擇碎石或水泥地

曝曬較容易曬乾。 

三、定型收藏階段：定型時用反轉捲曲方式晾曬定型，可使編織材料線條最直、面

積最大，最有利編織。用捲曲的樣態保存減少與空氣的接觸可延長期限與持續定型。 

 

關鍵詞：友善環境、原住民文化、月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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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現今海洋被塑膠製品嚴重汙染，其嚴重情況已達危害到海洋生物的生存。特別是塑

膠微粒更對海洋生物健康造成影響，透過食物鏈也間接影響了人類的健康。若要能減少

其危害減塑是唯一的選擇，我們就必須減少對塑膠產品的依賴，才能友善環境。我們的

原住民常用月桃葉鞘編織日常生活所需之用品，如床墊、籃子、手提包、置物盒、搖籃……

等，因材料為天然材料，不會對環境造成傷害。在海洋環境嚴重汙染的現今，是值得再

次重新認識與學習的。若能習得此項技藝，利用山中此垂手可得的原料，製作優美及實

用的產品，發展部落產業或許能解決部落就業問題。 

    

  

 

貳、研究目的 

一、學習月桃編織器具。 

二、透過耆老訪談了解適合採收的季節、品種。 

三、找尋最適合的曝曬天數? 

四、曝曬時，為何須保留葉而不只是保留葉鞘的原因為何?   

五、晾曬時，直立的晾曬和橫躺的晾曬，哪種方式較易乾? 

六、使用顯微鏡觀察比較葉鞘、葉面、葉背的氣孔多寡。 

七、葉鞘定型方法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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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手機攝影拍照錄音(耆老訪談) 

二、彈簧秤  

三、電子秤  

四、電子微克秤 

五、夾鏈袋 

六、直尺 

七、黏土 

八、手機顯微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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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問題一： 

我們如何利用月桃葉編織？ 

方法：尋找部落老師耐心教導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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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 

何種月桃生長的年齡比較適合編織? 

  

採取月桃葉 1 採取月桃葉 2 

 

方法：田野調查，訪察部落耆老 

結果發現： 

族人對月桃認知與現今社會對月桃分類方式並不一樣。依月桃生長區域、顏色、及利用

方式，將其分成紅色月桃及白色月桃二種，如同石板屋建材中的石板分公母一樣。 

 

田野調查傳統排灣族月桃分類及其比較 

 顏色 纖維 曬乾後纖維 韌性 用途 

白色月桃 綠色曬乾後成乳

白色 
緊密 柔軟 較強韌 編織 

紅色月桃 
顏色較深曝曬後

顏色不均勻 
鬆散 較硬 鬆脆 當柴火 

 

月桃在每年 4月~9月為月桃開花結果時期，因此其纖維鬆散

不利編織。所以族人利用每年 10月至隔年 3月「非開花結

果期」，採收此時期的纖維，其性質實柔韌，烘乾時較不易

斷裂有利於編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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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 

探討耆老交代「葉鞘須連葉」一起曬的原因為何？ 

耆老交代「月桃葉要連葉子一起曬」，若採收時就把葉子去除，只留下葉鞘以減輕重量不

是好做法。為何一定要連葉鞘一起曬呢? 

 

實驗一：連葉與單獨葉鞘的曝曬時間重量變化 

過程與步驟─ 

挑選 20 株大小相同的月桃葉，每 10株 1把，分 2組一 組連葉一組把葉去掉剩葉鞘分別

秤重並每天鋪曬及秤重記錄 

  

未連葉的葉鞘秤重 有連葉的葉鞘秤重 

 

 

單位：公斤 

 D1 D2 D3 D4 D5 D6 減重 減重% 

單獨葉鞘 5 4.5 4.2 4.1 3.5 3.3 1.7 34.00% 

葉鞘連葉 11 9 8 7 5.5 4.8 6.2 5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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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與討論 

(一)連葉葉鞘連續曝曬 6天重量和曝曬前比較，得到結果：總共減少 6.2 公斤、6天後

減少的重量佔初始重量之 56.36%。 

(二)單獨葉鞘連續曝曬 6天重量和曝曬前比較，得到結果：總共減少 1.7 公斤、6天後

減少的重量佔初始重量之 34.00%。 

(三)依據實驗結果，說明證明連葉葉鞘水分消失速率大於單獨葉鞘不連葉，各為56.36%、

34.00%，約為 1.66倍，顯然帶葉的葉鞘乾燥速率相當的快。 

 

實驗二 

不連葉葉鞘與連葉葉鞘蒸發量比較： 

實驗步驟： 

(一)本實驗為想了解單獨葉、單獨葉鞘、葉鞘連葉先各別秤重後，再分別裝在夾鍊袋裡

面，再予以密封。 

(二)再放在地曝曬太陽下三日後，先秤重量後，再從夾鍊袋分別取出單獨葉、單獨葉鞘、

葉鞘連葉，此時夾鏈袋內有剩下曝曬三天蒸發的水分，所以再分別秤重。 

(三)再把上述 2得到之秤重減掉夾鏈袋重，可得蒸發之水分重量。 

 

夾鍊袋重 12g 

 初始重  D1 D3 
袋+蒸發  

水重量 

蒸氣水重

量 

(蒸發水重/ 

單獨葉鞘 

初始重)% 

單獨葉鞘

(不含袋) 
42 

單獨葉鞘

(含袋) 
54 53 16 4 9.52% 

單獨葉

(不含袋) 
16 

單獨葉

(含袋) 
28 26 15 3 18.75% 

葉鞘連葉

(不含袋) 
49 

葉鞘連葉

(含袋) 
61 58 23 11 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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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一)發現葉鞘連葉蒸發速率最快，約為 22.45%、單獨葉蒸發速率約為 18.75%、單獨葉鞘

蒸發速率約為 9.52% 

(二)由上述數據可得知葉鞘連葉蒸發速率約為單獨葉鞘的 2倍。 

(三)由本實驗了可得知經過太陽曝曬的月桃葉減少的重量，主要成份是蒸發在夾鏈袋內

的水蒸氣，在冷卻後凝結為小水滴。如下圖所示。 

(四)本實驗證明葉鞘連葉曝曬速率比單獨葉鞘快到一倍，也就是為何要連葉曝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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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三 

顯微鏡觀察比較葉面、葉背、與葉鞘的氣孔密度 

 

   

葉背 葉面 葉鞘 

 

結果與討論 

如同已知植物靠氣孔蒸發水分，透過顯微鏡我們發現月桃葉背的氣孔最密集，其次

為葉面，葉鞘的氣孔密度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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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 

找尋月桃葉曝曬最佳天數? 

月桃葉鞘編織前須定型，曝曬不足或太過，編織時易造成破損，影響織品的品質、

美觀及耐用。傳統上最天然與最省錢的脫去水分方法就是陽光曝曬，但是要曝曬多少時

間？脫去多少水分？是我們想要了解的。 

 

實驗方法─ 

取 50株月桃分成 10組，分別編號 1~10每組 5株，再依各組編號分別依序曝曬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天。依曝曬天數由小到大順序檢查反捲後的破損

率， 透過曝曬天數，與破損率的變化，找尋最適當的曝曬天數。 

 

 

曝曬天數與破損率 

組別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曝曬天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破損片數 5 3 0 0 0 0 0 1 1 2 

破損率% 100 60 0 0 0 0 0 20 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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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討論： 

由上面的數據與作圖，我們發現約曝曬 3~7天，定型時破損率最低為最佳曝曬時間

長度。日曬天數不足水分過多，月桃纖維還太硬，反折時會容易破。但曬的時間太長水

分失去太多太乾燥，月桃纖維會變得硬脆，反折時容易造成破損。經過試驗，最佳的時

間約在摘取後 3-7天的曝曬，這時候的月桃纖維，不會太濕也不會太乾，柔軟度適中破

損率低，這時候定型剛剛好。 

 

   

新鮮月桃定型 曬過三天 曬過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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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五： 

如何曬月桃葉?直立曬或躺橫曬? 橫躺曬與直立曬之比較 

實驗方法─ 

各取 4公斤的月桃分直立曬與橫躺曬，連續曬五天結果得到以下表格 

 

 

 

直立曬或橫躺曬重量變化(單位：公斤) 

 橫躺曬 站立曬 

D1 4 4 

D2 3.4 3.8 

D3 3 3.6 

D4 2.6 3.3 

D5 2.3  2.9  

減少重量 1.7 1.1 

減少重量% 41.8% 27.5% 

 

 

橫躺日曬 

 

直立日曬 

 

結果與發現: 

橫曬減少重量約 41.8%，優於直立曬 27.5%。 

探討其原因應為直立時，其葉鞘接觸面主要是空氣為介質。橫放時，其葉鞘接觸面為

水泥地面。而水泥地面的傳導熱比空氣快，所以橫放曝曬減少重量速率比較快，時間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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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六： 

月桃葉曬在哪裡最容易乾？ 

 

實驗方法─各取 8公斤的月桃分別在各種不同地面曬，測量其重量變化及地表溫度。 

 

地面材質比較誰比較快 

種類 草皮 碎石地 水泥地 

溫度 36.3℃ 41.3℃ 41.0℃ 

初始重(公斤) 8 8 8 

曬後重(公斤) 6.6 5.5 5.2 

 

 

   
 

發現與討論 

我們比較了同一天相同曝曬的時間但在 3種不同的地面，發現它們有不同的溫度，

草皮 36.3 ℃、碎石地 41.3 ℃、水泥地 41.0 ℃，晒一天後分別再秤重得到 6.6、5.5、

5.2公斤，亦即水泥地效果最佳、碎石地次之、草地再次之。如果時間緊迫，需要快速

烘乾，那麼水泥地及碎石地是較佳的選擇。 

探討其原因為水泥地導熱快，草地會略帶潮溼，所以導熱效果比較不好。碎石地導

熱略比水泥地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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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七： 

定型時用何種捲曲方式定型?探討何種力量讓其定型? 

選取曝曬 3天，大小、長度大約相等的葉鞘，用反轉捲曲晾乾方式定型、 

葉鞘內轉捲曲定型 、不加任何力量方式自然烘乾 

實驗方式─ 

選取曝曬 3天，大小、長度大約相等的葉鞘，用反轉捲曲晾乾方式定型、葉鞘內轉

捲曲定型 、不加任何力量方式自然定型三種定型的方式，並長度與面積。 

 

 

定型方式 反轉 內轉 不加任何力量 

長度 28公分 27公分 20公分 

面積 112平方公分 108平方公分 60平方公分 

 

 

 

 

定型方式晾乾 反轉捲曲 內轉捲曲 不加任何力量 

長度(公分) 50 15 20 

面積(估平方公分) 250  7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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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發現: 

   
   

 

  

三者展開後的比較 內捲的力道將使葉鞘更捲曲 

 

              

 

 

月桃葉鞘生長時是呈現往內包的狀態，而反轉是由葉頭往葉尾方式捲曲施力並用迴

紋針將其固定，讓其持續施力乾燥定型。用這種相反力量反轉捲曲晾乾定型可以得到最

直面積最大的織材，若順著植物內捲的力道將使葉鞘更捲曲，無法得到更直面積更大的

織材，故以自然方式晾乾，那麼葉鞘會內縮也無法得到最大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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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7： 

以何種樣態收藏保存? 

 

收藏保存 

  
 

用捲曲的方式收藏，除了可以減少月桃纖維與空的接觸且持續施以力量讓植物內捲

的彈力疲乏,可延長保存時間且持續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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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果與討論 

 

編織器物前奏三部曲：一、採集階段。二、曝曬階段。三、葉鞘定型階段。 

一、採集階段：經過田野調查，訪談部落的耆老我們了解到，部落族人對月桃認知與現

今社會對月桃分類方式並不一樣將， 族人依月桃生長區域、顏色、及利用方式，將

其分成紅色月桃及白色月桃二種，如同石板屋建材中的石板分公母一樣。在每年 10 

月到隔年 3 月 VUVU們採集纖維柔軟堅韌、顏色呈白色，適合編織的白色月桃，做

為編織材料，而紅月桃因曬乾後纖維變得脆硬易破損，所以 VUVU們將其當柴火燒而

不選擇其做為編織的材料。VUVU們在月桃編織前先將其葉鞘經過定型處理才編織。

在成為編織材料前它需經過曝曬脫去水分才能定型， 水分過多、過少都不利纖維的

定型，日曬不足或太久會造成纖維含水量太濕或太乾都會造成破損。 

二、曝曬階段：我們經過實驗發現曝曬 3-5天，纖維捲曲後破損率最低，當然天氣的因

素也是很重要的，若日曬足夠那麼曝曬時間就可縮短，但日曬不足則時間就會拉長，

但平均起來約 3-5天。在經過重量減輕、水分蒸發、植物蒸散一連串實驗後，我們

發現曝曬時要連葉一起曬，較容易乾。因為若將葉片砍除獨留葉鞘晾曬，那麼沒有

了葉子的幫助釋放水分，水分被包在月桃中，反而需要更多的時間晾乾水分，甚至

是要先剝外層再曝晾第二層第三層，分批處理，增加了處理困難度及時間的浪費，

用顯微鏡觀察月桃葉子表面、葉背、較葉鞘部分有較多氣孔，所以連葉一起曬有利

其水分蒸發。 

三、定型階段：定型時用反轉捲曲方式晾曬定型，可使編織材料線條最直、面積最大，

最有利編織。用捲曲的方式收藏，除了可以減少月桃纖維與空的接觸且持續施以力

量讓植物內捲的彈力疲乏,可延長保存時間且持續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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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塑膠原料便宜又耐用，所以人類大量使用它們。殊不知它須要數百年甚至千年才能

分解它，在其未被分解前已嚴重汙染海洋。嚴重情況已達危害到海洋生物的生存。特別

是塑膠微粒，更對海洋生物健康造成影響。透過食物鏈也間接影響了人類的健康，這些

成本是我們人類未考慮進去的。若要能減少其危害減塑是唯一的選擇，我們就必須減少

對塑膠產品的依賴，才能友善環境。 

因此早期我們的祖先們，生長在深山中，他們就地取材，用月桃葉鞘編織日常生活

所需之用品，如床墊、籃子、手提包、置物盒、搖籃……等。因材料為天然材料，不會

對環境造成傷害。在海洋環境嚴重汙染的現今，是值得再次重新認識與學習的。 

若能習得此項技藝，利用山中此垂手可得的原料，製作優美及實用的產品，發展部

落產業或許能解決部落就業問題。或許 VUVU們沒有高深的理論基礎，但透過經驗與實作

也發展出優美與實用的月桃編織的技藝。政府更積極推動減塑政策，我們透過學習祖先

的月桃編織的技藝，利用山區到處可見的月桃葉鞘纖維，經過處理替代塑化原料編織為

日常器物，響應減塑政策，展現對環境的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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