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記憶裡，阿嬤年代的棉被套，大紅

底上盡是鬥豔爭芳的牡丹花，那時

看來俗氣的圖樣，現在卻覺得平凡人在夜

裡，能沾點花中之王的富貴氣息挺討喜，

早期嫁娶，打一床新棉被要陪伴新人長長

久久，自然是件大事。

　平鎮市忠貞市場內隱藏一家老字號棉被

行「台灣湖北棉被行」，家傳四代維持手

工製做棉被的傳統，一進屋內，眼光即離

不開鋪棉被的實木座台，它實在太龐大，

註定成為視覺焦點，來幾個姚明在座台上

滾動應該都不致於掉下來，聽說小朋友喜

歡爬上爬下當床玩，老闆周儷金說座台表

面以砂紙磨粗，用意在鋪棉片時避免滑

動，細皮嫩肉的孩子可別開玩笑。

　周儷金的公公程兆金，隨軍隊撤退來台

灣，湖北襄陽老家產棉製棉，老家的手藝

成為老先生安身立命的依靠，陸續在龍南

路、中山路與朋友合資開店，民國41年，

程兆金在忠貞市場內落腳，轉眼走過一甲

子。

　老店技術原本傾向傳子不傳女，更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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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周儷金得先撕開結塊髒污，剪成塊

狀，再重新放進紡棉機攪散滾鬆，視情況

添加新棉花，接下來步驟跟做床新被一

樣，旁人看來，舊翻新反而費工，不過這

也是老店與老客人特有的惜物態度。

　老店使用進口的墨西哥長纖棉、澳洲小

羊毛、日本纖維，三款原料之間的組合與

比例拿捏，都是程家祕方，送進紡棉機輸

送帶的棉團落點位置也有學問，棉團進機

器攪鬆再壓送出長條棉片，用桂竹當軸像

做毛巾捲式，將棉片層層捲起，再上座台

舖棉、套布、車縫。

　手工棉被視客人喜好分厚薄，五斤、六

斤、七斤、八斤、九斤⋯⋯都能討論，有

人喜歡「發」訂八斤，識貨的老客人尤其

堅持嫁娶的晚輩得在湖北打床新棉被，同

樣是雙人棉被，老店手製與市售大量生產

的鋪平比一比，就是長了些，厚了些，膨

度平均，而且四個角再加縫線，程兆金交

代兒子、媳婦這道工省不得，睡覺翻身，

棉被才會服貼順背。

　早期傳統棉被打得厚實，周儷金則建議

加一些纖維，增加彈性也比較柔軟，「純

棉會吸濕、塌，老一輩曬棉被，要打鬆，

那就是純棉的。」

　三年前過世的程兆金，未曾當面稱讚媳

婦的手藝，卻透過兒子表達心中的謝意：

「爸爸說妳做得比我還要好。」臨危授命

的周儷金扛起招牌，繼續給人溫暖一輩

子。

傳媳婦了，不過一場921地震，意外迫使

周儷金不得不接班。

　當時保暖製品全台大缺貨，程家長子程

凱勝夜以繼日趕工，地震後第四天健康出

狀況，送醫後緊接著是漫長的復健，程兆

金把媳婦叫到眼前，希望她傳承手藝，

「那時後公公說我教妳，以後用得到用不

到先不要管。」於是周儷金咬牙扛下一家

子賴以維生的老店。

溫暖一輩子的好物

　中壢市與平鎮市的交界處又稱「龍岡」，

是北台灣相當有規模眷村聚落，包括忠貞

新村、馬祖新村、貿易七村、富台新村等等，

眷村改建，老主顧搬到龜山陸光、內壢，然

而一床暖和的棉被仍然緊緊繫住彼此的感

情。

　夏天屬淡季，老店提供舊翻新服務，榮

民伯伯專程搭計程車帶被子回娘家維修，

不過車子半年保養一次，一條被子回門已

經過了一、二十年，甚至超過三十年。

　「表皮已經變咖啡色，伯伯打電話來

問，有點不好意思拿來，我說沒關係。就

算有嘔吐的、拉肚子的，只要曬過就可以

交給我處理，客人都很好，會把那一塊拉

台灣湖北棉被行

地址：桃園縣平鎮市中山路34號(忠貞市場)
營業時間：09: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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