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乍
聽之下「麥頭」到底是什麼，有點

摸不著頭緒，不過做國際貿易的人

很熟悉這個用語，轉個彎，用英文單字

「Mark」來解釋，麥頭就是「標記」的意

思，還有一說，在日據時代，也有人用閩

南話發音叫做「目頭」。

　現在出口貨物包裝上的標記大都可以直

接印刷，早期有個專門手工刻麥頭的行

業，用一張薄薄的鍍鋅鐵板，工匠直接以

鋼材刻刀雕出貨物的重量或公司寶號等訊

息，這張鐵板麥頭墊在包裝上，刷一層顏

料，就成為最原始的Mark。

　「柏祥號」是一家專做麥頭的老店，聽

老闆林柏占說從祖父就從事這行，阿公從

迪化街72巷5號發跡，就在城隍廟對面。

當時貴德街專營台灣茶外銷的三井合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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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也委託林家做茶桶，「還有做噴蚊蟲

的噴藥罐子，一支圓筒，像現在的打氣

筒，一般做茶桶最多，後來三井要我爸爸

投資機器量產，我爸沒買，不敢投資，別

人做了。」今年七十歲的林柏占，從十八

歲就跟在爸爸身邊學刻麥頭，在民樂街的

店開業41年。

　沒電腦字型當模版，所以林柏占毛筆蘸

墨直接寫在鐵板上，就能刻字了，既然是

標記，務必讓人一目瞭然，正楷是最常用

的字型，想用草書是萬萬不可行。老闆

說越戰時，生意最好，軍方採購蚊帳、

衣服等送到越南，當時一塊塊MADE IN 

TAIWAN 加REPUBLIC OF CHINA兩行英

文字的麥頭是最常見的備貨，客人來店買

了就帶走，現在恐怕是生意越來越差，假

日最常見文史工作者帶團參觀，他笑說要

是賣湯湯水水就好了。

　手做小物有耐看的樸拙趣味，台北東區

的咖啡店跟柏祥號訂了一塊小孩散步的鏤

空招牌掛在屋簷下，咖啡店老闆拍下照

片，還專程送回給林柏占看，這樣有心的

客人就是令人珍惜的人情味；來台灣旅遊

的韓國女生，也訂了自己的漢文名字；里

長的名字也用這款古早麥頭漆在滅火器的

瓶身。

　中英文字或圖案都能訂做，在這裡工商

服務一下，其實有創意，拿不定主意的人

客，不妨腦力激盪，跟老闆討論討論用鐵

皮刻出生活小物，「張宅」或「李宅」的

鐵皮門牌有意思，或許也可以自己再加工

做成鐵皮燈罩、鐵皮封面筆記本，算上是

生活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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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地的麥頭

有些客人訂的麥頭沒來拿　掛在牆上超過二十年

七台斤重的鉛塊　刻字時當墊子

老店屋齡逾百歲 留有古早的開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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