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聯合大學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活動成果集錦 

 

活 動 名 稱 客家纏花工藝文化體驗活動 

活 動 時 間 111年 11月 28日 

執 行 單 位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活動內容 

現在的年輕人多半沒有看過纏花的商品，更別說是有使用纏花的機會了，因此，

纏花的工藝文化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漸漸地消逝，甚至發生了技術傳承的危機。為了

要保存纏花工藝的製作技術以及文化，一群熱心的人士組成了台灣纏花工藝保存協

會，而其中一位古道熱腸的傳承者，就是原來任教於大同大學工業設計系系主任的羅

彩雲老師。 

羅老師不但深入研究纏花工藝的製作技術以及以前使用纏花的生活文化，為了讓

纏花工藝被更多人的重視，因而毅然決然地辭去教職，潛心研究並開發新的纏花工藝，

還設計了體驗材料包，並出國參加比賽或展覽，把纏花的工藝宣傳至海外。 

纏花以前是台灣民間一項特殊的手工藝，也是台灣早期在婚禮時的裝飾品，又稱

春仔花，像是新娘在出嫁時頭上必備的髮飾，此外，嫁娶雙方的家長也會配帶纏花來

裝飾並增添喜氣，當然，也會透過不同纏花的造型，彰顯配戴者的身分和地位。相是

婆婆就會配戴以烏龜或者是鹿造型的纏花，象徵長壽或者是福氣；而以前的婚姻都是

媒妁之言，透過媒人介紹的，因此媒人身上就配帶梅花，以象徵媒妁之和；而新娘配

戴的纏花造型就是象徵多子多孫的石榴花等等，其內容相當的有趣。 

 



 

 

  

活動海報及照片 

    



  

學生實際操作 講師帶學生體驗 

  

纏花成品 范以欣老師開場解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