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沖繩群島位於日本的最南端，在歷史的交融影響之下，透過貿易往來以及交流往返，在南

國的風土孕育中，顯現了豐富而多樣的各種工藝品項及面貌。其中，織品更是其中非常具

有代表性特色的一類，有的有中國技法的影響，有些顯現了受到日本影響的風格特色，甚

至部分還與南島語族以及東南亞、印度的織物有異曲同工之妙。

國立故宮博物院舉辦「萬國津梁：東亞海上的琉球」特展（展期：2024年 9月 7日至 12
月 1日），即將輪流展出 6件精美的代表性琉球衣裳，而在 10月 5日揭開序幕的「故宮
亞洲藝術節：日本沖繩月」（展期：2024年 10月 5日至 11月 3日 )更將展出多元繽紛的
各種沖繩織物與服裝，並邀請觀眾來親自體驗觸摸。本文綜合整理筆者過去多年來對沖繩

織品的採集研究，梳理各式染織技法特色，希冀能對欣賞沖繩染織之美略盡棉薄之力。

▌馬芬妹撰、賴芷儀編輯整理

染織工藝的寶庫—沖繩群島

18∼ 19世紀　紅地龍寶珠瑞雲紋紅型平絹袷衣　那覇市歴史博物館藏　37-紅型 -29-29 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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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群島染織工藝的歷史和風土
  昔稱「琉球王國」的沖繩群島，位於日本

九州南方和臺灣上方之間，像一串長珍珠燦爛

地浮出東海。十四∼十九世紀間，琉球王國先

後受中國明、清兩朝「冊封」，雙方有朝貢關

係。在大航海時代以其地理位置，和中國、東

南亞等地有繁盛的貿易往來，從中國學習文物

典章制度，並獲賜三十六姓移民，藉移民帶入

各項農業和工藝技術。因和東南亞各地航海貿

易交流，引進了獨特的「絣」結染織技法。

十七世紀初遭到日本幕府位於九州南端「薩摩

藩」控制，日本明治七年（1874）藉口琉球漁

民遭風漂流至臺灣南部不幸遭殺害引發的「牡

丹事件」，日本將其從屬薩摩藩改為「琉球藩」

正式統治，之後實行「廢藩置縣」而成為日本

的「沖繩縣」。

  因上述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琉球王國在

不同政權壓迫下，各地諸島經過數百年發展努

力，加上南國溫暖潮濕風土孕育，交織創造出

多種多樣的琉球染織文化。琉球王朝設有「御

繪師」，保存「御繪圖帳」的染織圖案。琉球

王朝優異的染織品曾經作為「貢納布」獻給中

國，同時也作為「上布」納至日本江戶幕府。

  1940年代，日本民藝學者柳宗悅（1889-

1961）、鎌倉芳太郎（1898-1983）、芹沢銈介

（1895-1984）等，赴沖繩群島調查各項生活工

藝，研究琉球傳統染織，紛紛讚賞沖繩群島是

「工藝寶庫」。前者是帶動日本民藝思想的啟蒙

者，是「日本民藝館」創始者。後兩者將沖繩

傳統「紅型」染色技法帶入日本，在「型繪染」

創作上，以沖繩植物花卉、高腳家屋、陶罐酒

具、衣著用具等作為型染造型，將沖繩的風物

景色間接介紹給日本內地。

  二戰結束時沖繩被美國駐軍託管 27年，直

至 1972年正式歸還日本。沖繩縣政府為保存傳

統文化，自 1974年之將有多項傳統工藝指定為

「沖繩縣無形文化財」，分別成立「技術保存

會」、「振興會」。最重要的是輔導組織成立「事

業協同組合」（產業合作社），補助各地興建

「工藝會館」，作為長期培訓人才和展示行銷的

基地。日本文化廳和通產省，透過文化保存和

振興制度，先後指定保存振興染織工藝計有 13

項目，拍攝紀錄影片、編印作品專輯和進行宣

傳，其中喜如嘉芭蕉布、宮古上布，琉球紅型

等被指定為「國家級重要無形文化財」，有多

位一生貢獻染織工藝代表人物，陸續榮獲人間

國寶「重要無形文化財」保持者。

  沖繩染織工藝中只有「紅型」是後染物，其

他都是先染後織的織物，新興的「甘蔗葉染」則

兩種兼有。所有的織物共通使用紮線防染的「絣

結」技法表現圖案，簡稱「絣」（飛白），是沖

繩傳統織物中平織系統的紋樣構成技法。據研究

「絣織」技法來自東南亞，如印尼的伊卡布，或

菲律賓傳統織物都有絣織技法。「絣織」在琉球

王國各地發展出多樣面貌，成為琉球織物的重要

特色，辨識度極高。根據學者研究「絣織」技法

和圖案北上傳至日本內地，形成藍地（紺染）棉

絣織工藝，如福岡縣「久留米絣」、鳥取縣「倉

吉絣」以及愛媛縣「伊予絣」三大產地，藍白絣

織物是日本近代普及的庶民服色。

  「絣」構成圖案的技法，是在準備織造的成

束經、緯線，依照圖案稿的記號，分段施加綁

紮防染，染色完成拆解，再依照原圖案排列或

錯開，依序織造幾何形圖案的「絣」織物。沖

繩織物線材以自栽植物纖維的苧麻、芭蕉纖維

為主，適合夏季較長，氣候潮濕溫暖的沖繩群

島穿用，其他包括棉和蠶絲。染色材料以琉球

藍（爵床科山藍）、福木、紅露（薯榔），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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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梅（石斑木）、楊梅、茜根和泥媒染等。下

列簡介各項染織工藝淵源和表現特色。

沖繩縣的染織工藝項目
一、首里織
  「首里」是琉球王朝自十五世紀至日本明治

時代為止的首都，是琉球王國政治經濟和文化

中心。琉球王國長久和中國、日本、以及東南

亞諸國來往，貿易興盛兼有文化交流，吸取了

中國大陸和南洋各地染織技術，因而產生豐富

多樣的「首里織」工藝（圖 1）。傳統首里織係

以琉球王朝「御繪圖帳」為基礎，有王朝風格

的華麗色彩、「絣」織圖案以及紋織技法，在

首里地區保存傳承下來，使首里織具有琉球傳

統織物的繁複技法和領先的地位。

  「首里織」主要使用蠶絲、棉、苧麻和芭蕉

纖維，目前以前兩者材料為主，同時以植物染

材先染後織。織造項目分為「首里絣」、「首

里花織」、「首里花倉織」、「首里道屯織」、「首

里棉紗織」（圖 2）等，各項目依技法不同再細

分表現。產品主要以和服料、腰帶、掛飾布及

室內用品，此外也有復原琉裝的特製研究品。

二、琉球紅型
  「紅型」據研究起源於十五世紀，因琉球王

朝與中國大陸、日本和各地貿易往來，引進各

種染色技法、器具、植物染料或礦物顏料以及

圖案等，經過長期吸納發展成一種獨特的染繪

技法（圖 3）。紅型最早稱為「形附」，原本

是琉球王府的御用染物，有王府專屬「御繪師」

設計圖案染製，表現華麗色彩和豐富多樣造型。

紅型是王族士族婦眷的服飾，也是宮廷舞蹈服

裝，和一般常民生活有距離。隨著琉球王朝繁

盛發展興起的宮廷化染色工藝，成為琉球王朝

的精緻文化。

  有關「紅型」工藝技術，據考證十八世紀

時已確立和二十世紀戰後加工技術相同。基本

圖 1　首里染織館所陳列的各式首里織物樣本　賴芷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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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分為「筒糊手繪」防染和二方連續「型版」

防染，另依色彩表現分為「紅型」和「藍型」。

使用棉布、絹布、麻布和芭蕉布，染料除了植

物染料，亦使用外來的礦物顏料。圖案經過色

插、刷地、隈取（暈染）等工序，一筆一筆施加

色彩，隈取技法可增加色調變化和圖案立體感，

同時變成不太透明的質地。有趣的是王府御繪師

所描繪的圖案題材，並非全是亞熱帶南國沖繩地

區的花卉植物，而是包括中國吉祥圖案或是日本

內地的北國植物，這種融合異文化的表現，也是

紅型重要又有趣的特色（圖 4）。目前紅型有城

間、玉那霸和知念三世家代表傳承。

三、宮古上布
  「宮古上布」據傳是十六世紀末，起源於宮

古島的一種極細緻的苧麻布，十七世紀初這種

精緻的苧麻布成為「貢納布」。薩摩藩控制琉

圖 2　獲得工藝認證具有標章的首里織　作者研究採集　賴芷儀攝

圖 3　 第二尚氏時代（19世紀）　琉球紅型　黃地菊牡丹雲尾長
鳥紋紅型木棉衣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I-3482

圖 4　紅型琉裝　拜訪城間紅型研究所　作者攝於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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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後，依「人頭稅」強制生產，並以「薩摩上

布」之名上納至江戶幕府。明治時代廢除人頭

稅，自由化生產商品性宮古上布，因其精緻「藍

絣圖案」的苧麻夏布大獲肯定，聲名遠播，生

產量大增（圖 5）。

  「宮古上布」最大特色是使用宮古島栽種的

苧麻為材料，手工績撚極細的經緯苧麻織線，使

用琉球藍染色，以極小十字絣結構成古典圖案。

織造時一條一條錯置排列，藍白點絣紋苧布呈半

透明，織成之布再以木槌捶打至平整光亮。宮古

上布採用分工製作，一件和服夏布費時費工需兩

個月，獲有「北有越後上布，南有宮古上布」美

譽，是日本最高級的苧麻材質夏季和服料。

四、久米島紬
  久米島位於沖繩本島外海和中國之間的小

島，是昔時琉球王國和大陸貿易往來的中繼站。

據考證大約自五百年前，從中國傳入蠶絲材料，

「久米島紬」（圖 6）是將無法繅絲的次級繭「絲

綿」，拉引出質輕細軟的「紬」絲（圖 7）。蠶

絲長纖維非常耐用，利用絲綿線織成之布稱為

「紬織物」，簡稱「紬」。久米島因接近大陸地

理之便，輸入材料和生產技法，也引進養蠶技

術，因品質精巧被琉球王府納入管理生產，成

為「貢納布」。明治時代解除貢納布，商品化

自由生產，生產量和知名度大增。

  久米島紬使用「絣」結防染織造圖案，比

較特殊的是經緯線分段植物染色，使用福木染

黃色，或是含有單寧酸的植物根莖（拔契）染

成褐色，最後在含有鐵分的細泥塘中多次媒染

變成黑褐色，因此久米島紬底色多數以黑色為

主。「紬」絲織物原本具有溫潤光澤，泥媒染

的黑地上排列紅褐色或黃色「絣」圖案，色調

穩定，質地優美，在和服界獲得很高的評價。

圖 5　宮古上布製織　作者攝於 1997年

圖 6　 久米島紬　取自臺中縣立文化中心編印，《亞太藝術節：中日編織工藝交
流展—日本館》，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2003，頁 48。

圖 7　久米島紬絲拉引　作者攝於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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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喜如嘉芭蕉布
  據文獻記載沖繩大約在十二至十三世紀，

已有利用芭蕉纖維織布的紀錄，至十六世紀已

經確立了和目前相同的加工織造技術。往昔沖

繩各島和九州南部島嶼，都有生產自家用的芭

蕉布衣料，是長久根植於沖繩風土的傳統織物。

芭蕉布質地輕滑，纖維中空，透氣性高，涼爽

利汗，極適合亞熱帶島型氣候穿用，也是琉球

王朝數百年來不分士族、庶民不可或缺的傳統

織物（圖 8）。十七世紀琉球王朝曾設置芭蕉布

生產管理職，並以「獻納布」分別向中國、朝

鮮以及日本九州島津藩獻上特產芭蕉布。

  沖繩在二戰受美軍砲火空襲破壞嚴重，民

生凋蔽，位於沖繩本島北部大宜味村喜如嘉，是

芭蕉布代表人物平良敏子（1921∼ 2022）的出

身地。戰後回鄉力圖保存振興傳統芭蕉布，除了

提供衣料外，並開發設計觀光產品，作品參展屢

次獲獎，受到肯定殊榮，2000年榮獲「重要無

形文化財（人間國寶）技術者」（圖 9）。「喜

如嘉芭蕉布」自原料栽種開始，至纖維成熟需要

三年，採割取纖分成四種規格，一絲一縷績麻加

撚，採用琉球藍、福木、茜根等植物染色。以絣

結防染表現圖案，工序至為繁複，至完成織物產

品為止，一件和服料費時兩個月，目前只有大

宜味村喜如嘉專業生產。芭蕉內層較細纖維主

要用於織造夏季和服料，或研究重製早期琉裝，

外層稍粗硬的纖維用於織造腰帶、掛飾布、桌

布，或素胚蕉布提供紅型染色等。

六、讀谷山花織、讀谷山棉紗織
  讀谷村位於沖繩本島中部，據傳是十五世

圖 8　第二尚氏時代（19世紀）　綾中田舟紋絣織芭蕉衣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I-3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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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大航海昌盛時代，從東南亞、印度傳來提花線

綜的紋織技法，在讀谷村織造出「緯浮花織」或

「經浮花織」圖案的紋織技法（圖 9）。「讀谷

山花織」使用棉質或蠶絲材料，紋織圖案精巧，

曾被琉球王府指定為「御用布」。其經緯底線以

車輪梅或琉球藍染為深色，彩線浮出排列有序的

極小圖案，使表布有如星空閃爍般美麗，圖案的

裡側留有彩色線頭。讀谷山蠶絲花織作為和服

料、腰帶，棉地花織則作為手巾、裝飾小物等。

其代表人物与那嶺貞（1909-2003）於 1999年獲

「重要無形文化財（人間國寶）技術者」。

  「讀谷山棉紗織」是以不同經線排列，挑花

呈幾何形圖案的棉紗織帶（圖 10、11），部分

以花綜或挑花棒織出花紋，產品主要作為窄幅

腰帶、細長腰帶或室內裝飾小物。

七、琉球絣、南風原織
  「琉球絣」原意指沖繩絣織物的總名稱，種

類繁多，在此僅針對沖繩本島南部區域南風原

町生產的琉球絣織物。據傳十七世紀初從薩摩

藩傳入棉花種子，開始種植生產棉花紡線，並

使用琉球藍染「絣」圖案的棉織物。二十世紀

初引進多樣蠶絲材料，之後生產附加價值高的

生紬織物、玉繭絲織以及細棉織等。琉球藍之

外也採用色彩明亮的福木和各種植物染色，併

用化學染料增加色彩變化。

  「琉球絣」生產部分採用分業，從設計圖案、

經緯絣結、藍染、製織和後處理，各有專職。

基本上採用幾何形基本絣結圖案，經緯絣巧妙

交互組合，變化豐富（圖 12、13）。織材種類

圖 10　讀谷山花織　作者研究採集　賴芷儀攝

圖 9　 日本人間國寶：喜如嘉芭蕉布靈魂人物—平良敏子創作品的樣本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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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配色明朗，具有南國樸素明朗的風格。

琉球絣產品多樣，絲質絣織物主要是和服料、

腰帶、領帶、袋物等，市場甚受歡迎，生產量

高，佔沖繩蠶絲織物生產量的大半。

  「南風原花織」和琉球絣同產地，是近年復

振成功的紋織系統的花織，2017年獲指定為全

國的傳統工藝。其特色是在手織機設置紋綜絖

（花綜），使用多色浮緯織造大型圖案，重複排

列猶如盛開的如花園，富於立體感。南風原花

織分有「雙面浮花織」、「緯浮花織」、「縫

取織」以及「南風原斜紋織」等四種類型。

八、八重山上布
  沖繩群島南方的石垣島及其鄰近各島稱為

「八重山諸島」。「八重山上布」起源是琉球王

朝時代，因實施「人頭稅」的貢納制度，受王府

圖 11　 「讀谷山棉紗織」是以不同經線排列，挑花呈幾何形圖案的棉紗
織，圖案豐富而多彩。　賴芷儀攝

圖 12　琉球絣　作者研究採集　賴芷儀攝

圖 13　琉球絣製織　作者攝於 1997年

管理強制生產，當時以精緻的「赤縞上布」、「藍

縞上布」苧麻織物著名。人頭稅廢止之後，自由

生產而成為八重山地區的重要產業（圖 14）。

  「八重山上布」昔時以自栽的苧麻取纖，手

績製成經、緯織線，目前手績苧麻線用於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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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使用島嶼山區的薯榔（染物薯）染色，染色

採用「刷染」技法表現「絣」圖案（圖 15）。

使用竹片製刷筆沾上薯榔濃縮汁液，在成束經

緯線上依記號一段一段塗刷茶褐色。製織時交

錯排列織造絣紋圖案，最後以海水曬洗增加色

圖 15　石垣島八重山上布加工　作者攝於 1997年 圖 16　 八重山上布海水曬洗　取自真南風の會編，
《清らか布》，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
2002，封面書影。

牢度（圖 16），白地苧麻布浮出點點紅褐色絣

紋，顯得十分清爽。八重山上布主要作為夏季

和服料，或室內裝飾織物和墊袋小品。

九、八重山綿紗織
  「八重山綿紗織」（ミンサー）是細綿紗織

圖 14　18∼ 19世紀　桃地經緯絣織苧麻衣　那霸市歷史博物館藏 福地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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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八重山綿紗織 四個和五個方方格代表生生世世永結同心　作者攝 圖 18　八重山上布　門簾　作者攝於 1998年

造的狹長絣織帶，據傳起源於中亞地區，十八

世紀琉球王朝的冠服制度規定使用棉紗織腰

帶，推斷當時八重山地區生產厚地細長綿紗織

帶已十分普及。

  「八重山綿紗織」的經線採用絣結技法，以

琉球藍植物染色，也併用合成染料染色。織成

之後呈現 4個和 5個「方形絣紋」重複配置，

以日語發音意為「生生世世」（圖 17）。長

帶兩側以藍白兩色線相鄰排列，可以織出象徵

「百足蟲紋」的圖案，是昔時女方送給男方，祈

願永結同心之意。目前以石垣島、竹富島、西

表島為主要生產地，厚地八重山綿紗織是夏季

浴衣腰帶、和服腰帶、半幅腰帶、室內裝飾品 

（圖 18）及包袋表布，亦有採用絲質織造同樣圖

案製作高級服飾或領帶等。

十、與那國織
  與那國島距離沖繩本島有 520公里，位於

日本最西南端，和臺灣距離相隔約 100公里，

昔時和臺灣是共同生活圈。據十五世紀中漂流

至與那國島的朝鮮人，在《李朝實錄》《琉球

見聞錄》中記載與那國島的織布情形，推測「與

那國織」苧麻布技術，可追溯至十五世紀，受

琉球王府「人頭稅」貢納布之故而發展至今。

  「與那國織」採用棉和苧麻混用交織成「黑

白方格平織」，又稱為「交布」，使用白、藍、

黑色布邊做衣領，是該島傳統常服，也是豐年祭

服裝（圖 19）。此外有棉地「浮緯花織」方格圖

案的和服料、彩色「板花棉手巾」。另有併置重

複兩個長方格「絣紋棉紗織」，是浴衣的細長腰

帶，此種棉紗織帶兩側亦有「百足蟲紋」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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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甘蔗葉染
  「甘蔗葉染」（ウージ染）起源於沖繩本島

南部豐見城村，在 1989年代以「村里再造事業」

為名，由幾位家庭婦女利用製糖廢棄的甘蔗葉，

嘗試植物染色試作開發特產品的新產業。甘蔗

葉一年四季可以取得，沖繩縣工藝指導所派請

專家指導染色技術和造型設計。1994年成立協

會，2002年成立產業工會。

  「甘蔗葉染」產品分為型染和織物，產品名

稱使用沖繩甘蔗的方言，所染出的淺黃、草綠

色彩具有親和力，很快便受到市場歡迎。雖然

是新興染織工藝產品，但是銷售看好度很高，

所開發設計產品經常參展，獲取榮譽和肯定，

逐漸奠定地方特產品的厚實基礎，成為沖繩縣

地方新工藝的亮點（圖 20）。

十二、知花花織
  「知花花織」是沖繩本島中部舊知花等地區

（現為沖繩市）的傳統織物，從十八世紀傳承至

今。昔時該地區舊曆8月15日舉行豐年祭慶時，

奉納榖物和祈願平安慶典時，當地婦女穿上同

款深色棉質或芭蕉布的花織盛裝，男生則穿上

花織背心騎馬競技。這些傳統織物和民俗祭儀

連結，是知花地區的重要歷史文化。

  「知花花織」的織造特色有兩系列，採用彩

線「浮經」或「浮緯」在深藍地表現重複的幾

何形圖案（圖 21）。其浮經技法是將彩線縱長

式排入經線，在圖案地方浮出，因此表裏相同。

浮緯技法猶如刺繡般，以挑花技法表現多彩圖

案。2000年因推動「沖繩工藝造町計畫」，當

地藉由調查研究、人才培訓和展覽宣傳，使衰

退的知花花織重新獲得認識和利用，進而成立

產業工會。花織主材質是蠶絲，以植物染色，

產品做為和服料和室內裝飾品等，2011年被指

定為全國的傳統工藝。

圖 19　 與那國織　取自臺中縣立文化中心編印，《亞太藝術節：中日編織工藝交流展— 
日本館》，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2003，頁 62-63。

圖 20　 甘蔗葉染所染出的淺黃、草綠色彩具有親和力，受到市
場歡迎。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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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技能、村的工作
  沖繩群島在過去遭遇「薩摩藩慶長之役、明

治時期廢藩置縣、二戰大戰的沖繩戰」等三次

不幸的苦難浩劫。特別是沖繩戰對日本而言是

唯一發生在地面上的戰爭，戰火不僅造成沖繩

民眾無辜死亡人數達十萬人，並完全破壞了沖

繩原有與世無爭的生活環境。今日沖繩縣復歸

日本政府至 2024年已 52年，但是因戰略位置

和日美安保條約之故，進駐日本的美軍基地有

四分之三分布於沖繩群島，在沖繩縣有三十三

處美軍基地，佔沖繩縣土地面積百分之十，而

且是比較適合農業利用和工業發展的平坦地。

  在以上歷史變遷中，二戰後焦土化的沖繩

群島社會極度困乏，為了溫飽惟有拾起世代傳

承的農業和工藝技能。以自栽纖維作物製取織

布原料，以自產植物染材染色，利用絣結和手

織表現圖案成為衣料品，活用村里家戶原有的

手藝技術，一絲一縷製作生產換取生活所需。

如「喜如嘉芭蕉布」平良敏子所言，染織工藝

是「家之技能、村的工作」，通過長期協作和

身體勞動，支撐了生計，創造了產品，點燃了

希望、獲得喜悅心情，並保存振興了沖繩傳統

染織文化的尊嚴。

  沖繩群島的各項工藝豐富多樣，被民藝學

者柳宗悅譽稱為「工藝的寶庫」，其中沖繩一

縣的染織工藝多達十三項目，可謂是「染織工

藝寶庫」。沖繩從昔日琉球王朝的繁華榮耀和

島嶼海民特有的忍耐勞苦，融合創造出來的染

織工藝不僅質形異采樣貌多元，此種奇蹟般的

寶庫同時蘊含無數「美和用」的工藝最高價值。

馬芬妹為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退休副研究員
賴芷儀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圖 21　 20世紀　兼城由香利　知花花織胴衣　取自沖繩県日本伝統
工芸士連合会，《沖縄県日本伝統工芸士作品集》，沖繩：沖
繩県日本伝統工芸士連合会，2021，頁 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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