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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針對泉州派傳統木雕師施鎮洋所承作的施姓大宗祠木雕神龕的人物堵面為主要研

究重點 ，探討施鎮洋在人物圖像堵面之傳統雕作技巧 、知識和理念 。本文以口述歷史研究

法整理木雕師施鎮洋承作此神龕的人物堵面之步驟 、歷程 ，並以田野調查方式實地勘查其

木雕作品 ，進行各堵面圖像紀錄與實作的交叉比對與分析 。在資料整理分析部分 ，進而採

藝術教育評析角度依兩大重點為探討架構 ，其一為形式層面的材質 、工法 、構圖等方面的

描述分析；其二為內容層面的圖案主題 、取材背景 、意義象徵等方面 ，剖析其創作風格與

傳統美感的表現 。本研究旨在藉由施鎮洋的人物堵雕作作品深入傳統木雕藝術深層解構內

涵及文化歷史風格並詳加研究 。本文將提供民間傳統木雕藝術之學理研究做為國內傳統藝

術的鄉土教學教材 ，以及藝術教育傳承結合方向之參考。

關鍵字 ：傳統木雕美學 、人物圖像 、施鎮洋藝師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the traditional wood carving techniques and skills,
knowledge and belief, on human-figure subject, focusing on the wooden shrine in the Shih
Ancestral Temple at Lu-Kang, which was craved by the master Cheng-Yang Shih. Oral history
research method was used in data collection to organize making steps and process. Each carving
was carefully documented by photo and drawing, to examine traditional artistic form, content and
technique. Utilizing analytic perspective of art education and criticism, field data was analyzed on
two foci: First, form analysis on material, technique, and structure; Second, content analysis on
subject, background, meaning, and symbolic. It was to reveal the traditional aesthetics and cultural
value of Taiwan folk art, traditional wood carving. This study provides art educators and
researchers rich document for future research in the fields of folk art and art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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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台灣傳統民間藝術方面的研究長久以來因未受學界重視 ，一直缺乏系統性深入探

討的學術文獻資料。近年來隨著地方匠師及老藝人逐漸地凋零 ，極具文化藝術價值的民間

傳統技藝工法與知識也發生傳承斷層的危機 。而在目前以西方美學價值為主流的學院派藝

術教育訓練中 ’傳統藝術一直未能列入主要核心課程規劃之教育系統 ’也直接衝擊到民間

藝術的永續發展 。種種相關問題與影響均引發學界及民間關心傳統藝術文化的保存傳承等

議題與省思 。值此世代交替之際 ，唯有致力於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建立 ，從多元的學理角度

來廣泛進行傳統藝術美學以及技藝保存之學術與實證研究 ，在教育及社會層面建立傳統藝

術的永續發展 ，才是新世代台灣藝術文化全面性發展之重要指標 （ 江韶壁 ，民86 ， 頁 15-

34 ; 林保堯 ，民 86 ， 頁 195 ; 萬煜瑤 ，民 87a ) 。
過去有關傳統藝術研究主要在整體性廟宇建築裝飾方面 ，例如宋龍飛（民74 ) 、 席德

進 （民 75 ) 、 劉文三 （民75 ) 、 王慶台 （民78 ) 、 李乾朗 （民7 8 , 民 85 ) ， 以及黃文

博 、涂順從所撰有關南台灣廟宇系列（民84a ， 民84 ， 民84b ， 民84c ， 民84d ， 民84e ) ，

偏向形式通論或導覽 。有些研究則偏重在廟宇雕繪圖案典故整理 （ 陳美娟 ，民 85 ; 曾勤

良 ，民86 ; 施鎮洋 、李榮聰 ，民89 ) ， 提供歷史背景 、內容觀念之文化依循脈絡 。而在

傳統藝術的範疇中 ，木雕藝術是相當重要的視覺形式 ，但過去較缺乏深入的學術性整理與

探討。近年來學界著手進行國家級傳統木雕藝師的作品及生命史研究 ，包括黃龜理藝師

( 國立藝專 ，民80 ; 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中心 ，民85a ， 民85b ) 及李松林藝師 （彰

化縣立文化中心 ，民83 ; 王耀庭 ，民84 ) 兩案 ，然均因藝師過世而致身後眾多珍貴資料

檔案未及詳細完整配合口述紀錄來完成全面研究 ，此實為民間文化藝術的損失。

最近十年來國內民間重要老藝人调謝最速且最多 ，卻也是中生代藝人新起時刻(林保

堯 ，民86 ， 頁 196 ) 。目前碩果僅存之國家級傳統木雕藝師有鹿港的施鎮洋1 ， 屬於泉州

風格流派2。施鎮洋早期承作廟宇工程3 ， 例如彰化太極恩主寺中港神龕 、福吉佛堂北式神

i .iMi ii 為教育第八屆民族藝術薪傳獎得主的鹿‧港泉州派木雕大師 ，為文建會重要民族藝術傳承藝師 。年輕時

期即師承其父大木匠師施坤玉 ，投入傳統木雕四 十年。

2 . 台灣民間傳統木雕主要流派約有泉州 式 、福州式兩系統 ，乃在區分早期木雕師來源地區以 及 工具用法 、雕刻

風格之異同性 。目前台灣木雕風格 已經大致互通交流而並無非常明顯的兩極差 異 ，但雕刻工具仍有不同 。福

州刀之握柄為木製 ，握把較細而鋼刀面相較為宽 ，主要以鐵鎚配合雕刀敲 鑿 ；泉州式刀具握柄與刀面全為鋼

製 ，握把 宽度與刀面寬度較為相 近 ，主要以 木棒配合雕刀敲鑿 。

3. 早期一般師傅承製廟宇木雕過程大都採競標工程 ，或被雇主要求以 ”拼場 " 方式進行( 邱博舜 ，民 86)。 在研

究中發現施鎮洋獨立承作的廟 宇木雕工程都是廟方(資方 ) 直接邀請或委託 ，除因其個人承製習慣之故 ，主要

是其雕刻功力 已獲公認肯定 ，鹿港施姓 宗祠 木雕神龕即為一 例 。

4 . 早年施鎮洋剛開始大都與其父施坤玉共同承作傳統建築工 程 ，常由施老先生設計而施鎮洋 負貴實際作工 ，例

如彰化太極恩主寺中港神龕 ( 邱博舜 ，民86 ， 頁73) 。施鎮洋獨立後開始自行設計承 作 ，如彰化福吉佛堂北式

神龕等早期的廟 宇雕刻作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