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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本島製藍業以往的狀況。本島的製藍業在過去二、三十年間自然衰微，

但去年因歐洲突發戰亂阻絕了來自德國的人造染料，因而製藍業重新受到注目。

我國內地因人造染料的輸入斷絕而呈現染料不足的情況，價格也因此飆漲，甚至

以往已入窘境的內地各藍耕作地突然一反常態增加藍作物而顯得欣欣向榮。內地

藍商甚至開始探求處於遠方之本島的製藍。然而，本島以往的製藍乃依中國大陸

傳來的方法製作，其藍泥的藍含量低，性狀迥異於內地通常使用的純藍、玉藍、

靛藍，因此要將本島藍泥直接輸出內地市場有其困難。今年春天已常常聽聞沒有

靛藍再製的方法及臺灣的藍無法直接做出靛藍等等的說法，因此吾等於此藍作時

期即開始進行試驗。原本本島的靛藍製造試驗是由明治二十九年領臺時殖產局的

田村技術員所執行，但吾等此次獲得的試驗成績與前揭田村技術員的試驗成績有

些出入，故特此記述，並於附記闡述吾等對本島製藍業的淺見。 
    在記述吾等獲得的試驗成績之前，理應先概述本島的採藍作物及本島以往的

製藍方法。 
 
 
 
四、結論 
    藍草中主要成分的純藍從化學上來看是藍草中生成的含氮化合物，部分與藍

草的氮吸收量的多寡有很大的關係。而作為本島採藍作物而廣為栽培的蕃菁屬豆

科植物，有從空氣中吸收氮氣自營的能力，因此在內地僅單純作為肥料，故比吸

收氮的蓼藍栽培上需要較少的肥料費，從而僅需較少的勞力。且本島的高溫適合

藍作，就此點而言本島的蕃菁比內地的蓼藍居極有利的位置。然而，再看藍草莖

所含的純藍成分以及本島過往的藍泥製造法的成績，亦即根據本所此次施行的試

驗，所含純藍成分僅不過二〇．一三％上下。當然，此數值是針對從田地可收割

僅存的生莖數量，生莖基本上可視作不含藍。除去莖部只看葉部純藍成分的話，

約有其兩倍甚至兩倍半以上，但也僅到達二〇．三％而已。故本島的蕃菁雖只需

較低的栽培費用，但有其比率低又品質不佳的缺點。若在耕作施肥的關係上能以

低廉的肥料獲得大量增加含有的純藍成分的話，本島製藍業尚能看到引導至有利

地位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