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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前言
棒繪具（棒絵具）是類似於彩色墨條的繪畫用具，將天然色粉與動物膠結合揉製成棒狀（東京藝術大学大学院文化財保存学日本画研究
室，2014），使用時以水磨開即可。在臺灣，棒繪具被應用於繪畫創作，以及文物保存修復。並由於臺灣自身並沒有生產棒繪具，必須自
日本購入，而日本產的棒繪具中，藍色系以本藍、美藍、日本發酵藍為常見。其中，陳年日本發酵藍棒最為珍稀而價高。

臺灣過往曾有陽明山藍染歷史文化，一方面，若能夠研發出陽明山藍染棒繪具，除能促進文化的活化，發展具有臺灣特有色相之顏料、積
累更豐富的藝文成果之外，亦可能能夠降低棒繪具取得的成本與困難，因此有了陽明山藍染棒繪具試做的起心動念（見圖1）。

圖 1 試做第零號的色票試塗（左）與日本產發酵藍（右）進行對照

 

n  第一次試做
    以墨條的製作原理為參考：墨條是以顆粒極細的煙灰為色粉，混入動物膠後經過一段時間的機械或者人工揉製，使粒子與膠充分結合
並且排出空氣後，揉成棒、入模具、自然乾燥。因此，藍棒第一次試做亦是將乾燥的藍泥塊以乳缽磨細後加入動物膠揉製而成。

一、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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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將藍泥倒入大盤中乾燥（見圖2）。

（二）   乾燥後的藍泥塊以乳缽磨成粉末。

（三）   將藍泥粉末加動物膠充分揉製、混合（見圖3）。

（四）   塑形、乾燥。

（五）   試塗。

圖2 將藍泥倒入大盤中乾燥

圖3 將藍泥粉末加動物膠充分揉製、混合

二、問題發現

（一）   磨出的顏料顆粒太大，粒子感強烈（見圖4），不易均勻上色（見圖5）。

（二）   膠過重可能造成研磨時不易發色。

（三）   棒身不夠緊實或者太脆，容易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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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磨出的顏料可明顯看見顆粒 圖5 可見明顯顆粒、無法均勻塗佈，顯色不佳

 

n  第二次試做
在第一次試做後，得出了後續試做中必須改善的要點，本文接下來會先針對粒子感強烈部分進行試做。

關於顏料顆粒太大問題的解決，首先聯想到礦物顏料製作時將顆粒粗細分層的「水飛法」。水飛法指的是將研磨後的顏料顆粒加入水中攪
拌均勻後靜置沉澱，每隔一段時間將上層混雜著較細而尚未沉澱的水倒出、另外再次靜置沉澱，漸次得出顆粒大小不同的礦物顏料色粉。

第二次試做將藍塊以乳缽磨碎後加入水中攪拌，並且分別製作了靜置20分鐘、1小時、1天、1週的版本。

一、步驟

（一）   將乾燥後的藍泥塊以乳缽磨成粉末。

（二）   將粉末與水混合後靜置沉澱，20分鐘後將上層倒至其他容器中繼續沉澱，底部沉澱部分靜置乾燥。

（三）   重複步驟二得出靜置20分鐘、1小時、1天、1週的版本。20分鐘顆粒最粗、1週最細、量最少。

（四）   乾燥後的藍泥粉末加入動物膠充分揉製、混合。

（五）   塑形、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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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試塗。

二、問題發現

（一）   顆粒粗細確實會影響到顏色的顯色與延展性（見表１）。

（二）   水飛法得出細顆粒量少且耗時，因此第三次試做將嘗試穆勒棒的方式。

表1  a-c組試塗狀況可見較明顯的顆粒感，且a組有一圈黃色漬痕。d組顏色均勻也較藍

代號 a b c d

 
 

呈現樣態
 

沉澱時間 20分鐘 1小時 1天 1週

試塗狀況
 

 

n  第三次試做
水飛法雖然能得出細膩均勻的粒子，但耗時且量少，並不完全適合。故本次參考用膠汧細（小山畫譜，2017）的做法，在研磨的過程

中加入動物膠一起研磨，讓顏料粒子與展色劑充分融合、研細。

一、步驟

（一）   將乾燥後的藍泥塊以乳缽磨成粉末。

（二）   將粉末與動物膠一同置於大理石板上，以穆勒棒研磨混合（見圖6）。

（三）   充分研磨後塑形、乾燥（見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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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試塗（見表2）。

二、問題發現

（一）   此方法能夠充分解決顆粒、顯色、延展性等問題，製做出漂亮的棒繪具顏料。至於究竟需要研磨多久、能不能有更漂
亮的顯色等，是第四次試做希望得出的課題。

圖6 以穆勒棒將乳缽研磨過的色粉加膠再次研磨，以8字形繞圈研磨

圖7 充分研磨後整形成棒

表2         e組試塗狀況可見較明顯的顆粒感，顯色也不佳；f組成功改善顆粒問題，陽明山藍染美麗的顏色被充分的展現出，
也能夠均勻的塗佈。d組顏色均勻也較藍。

代號 e f

版本 第一次試做 第三次試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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顆粒狀況
 

試塗狀況
 

 

n  第四次試做

穆勒棒能夠得出美麗的顏色，是可行的方式。本次試做則進一步實驗不同研磨時長製做出來的陽明山藍染棒繪具，顏色是否不同、能否有
更好的色彩表現。

一、步驟

（一）   將乾燥後的藍泥塊以乳缽磨成粉末。

（二）   將粉末與動物膠一同置於大理石板上，以穆勒棒研磨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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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充分研磨後塑形、乾燥。研磨時間有5分鐘、10分鐘、20分鐘、30分鐘、40分鐘，共五組

（四）試塗。 本次試塗方式分為單點平塗、暈染測試兩種，測試紙張為宣紙。

二、問題發現

（一）   單點平塗測試中，將顏料從濃到淡調製，並單點試塗。研磨40分鐘者即使加水成淡色，也不會有顆粒感，依然非常
均勻顯色（見圖8）。

（二）   暈染測試中，亦是40分鐘組的暈染最為平順。（見圖9）

圖8 單點平塗測試。研磨40分鐘者即使加水成淡色，也不會有顆粒感，

依然非常均勻顯色，且層次豐富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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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暈染測試，40分鐘者較為平順

n  結語
一、本次試做總結

（一）   棒繪具的色粉粉末顆粒大小會影響到顯色。顆粒小者有較好的延展性、彩度、層次展現。無論濃淡、暈染都有較好的
表現。

（二）   以穆勒棒將陽明山藍染色粉與膠融合、研磨，是較適合的作法。

二、未來課題

　　本次試做過程中，雖解決了顆粒明顯問題，但仍有其他問題有待解決。其一，是動物膠的濃度以及融合方式：在本次試作過程中得出，膠
過度濃重會造成棒繪具乾燥後難以研磨使用，而膠過輕則棒身容易斷裂，何為最適合的膠液濃度，又或者要參考其他方式以達到以輕膠便能製
造出堅固又易發色的棒身，也許能參考徽墨的製作工藝等，並有待後續繼續試驗。

　　其二則是日本棒繪具製作中加入糖貽的目的解謎以及取代方案。日本的棒繪具在製作時會加入糖貽，這是棒繪具在台灣的溫濕度下容易發
霉、產生保存問題的原因。本次試做尚未測試加入與未加入糖貽的效果差異，未來亦必須測試之並且找出取代糖貽的方式，改善配方，研發出
適合台灣氣候、具有台灣獨特色彩的棒繪具，是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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