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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傳統藝術是生活的反映，而雕刻神像更是文化遺產的其中一部分，家裡又供

奉神明的家庭不計其數，但又有多少年輕一代的族群知道雕刻神像背後的種種一

切，神像儀態容貌及民俗信仰只是單方面的了解，生命本質注入，各種深刻的神

韻卻是要有自身的體會後方能有所感悟。 

 

二、研究目的 

 

在這資訊發達的時代，我們接觸太多新科技，總是追求日新月異，以至於忘

記台灣的傳統是什麼 ─ 雕刻神像。在廟裡供人膜拜，卻不曾仔細看那尊神像上

的雕刻藝術，忘了這是一種傳統技藝。因此我們想藉由本次的專題深入探討雕刻

神像的介紹、禁忌和過程，以書面呈現一尊神像背後的來源，這是大家陌生的一

面，也是人們逐漸忽視的一面，其實雕刻神像是大家值得驕傲的國寶，希望雕刻

神像能一直發揚下去。 

 

三、研究問題 

 

(一) 了解雕刻神像的介紹 

(二) 了解雕刻神像的禁忌 

(三) 了解雕刻神像的過程 

 

四、研究流程 

 

確定要研究的主題之後，我們將進行到圖書館找書面資料及網路文獻有關此

專題的小論文、深入主題、實地探訪、詢問蘇義雄師傅，組員親自探訪師傅的義

山佛店位於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 312 號之 5，加以整理以文章及圖片呈現，最

後針對本研究結果歸納出結論。  

 

制定研究主題      收集文獻資料     討論與分析     呈現與整合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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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雕刻神像的介紹 

 

臺灣的神像藝術在傳承與開創上，乃經歷了兩、三百年的發展而形成，雕刻

藝師的流派及其技藝和臺灣三百年的移民發展有密切的關係，都經歷從「內地化」

到「在地化」兩個階段。 

 

(一) 從明鄭到清領時期 

移民群分從閩、粵請來原籍神明，用以護佑渡海及墾拓初期所面對的危

險。這些神像是大陸原鄉的藝師所雕，屬於閩粵地方流派的風格；為了攜帶

之便，多是小型的神像，約有五‧五寸左右。 

 

(二) 自定居後建廟的神像 

是技藝定傳的階段，由於臺灣各地的順利開發，從清中葉到日治初，公、

私基於奉祀的需要，神像的需求量大量增加，除了繼續從原籍購進或請來，

有許多匠師也前來定居落戶，帶來原有的雕刻技藝。 

 

(三) 從日治期到臺灣光復 

日治末期所採行的宗教政策，諸如「神佛昇天」的毀神運動，最後雖因

諸多因素而不能實施，卻也因戰事而使神像的雕刻有一段時間停滯；又因與

大陸隔絕後，閩、粵傳統也中斷。 

 

(四) 當前開放政策階段 

在臺灣的社會變遷中，從農業轉型為工商社會型態，而經濟發展帶動寺

廟的更新及信仰風氣，使得神像的雕刻得以延續其發展。 

雕褲神像師傅既傳承原籍的雕刻傳統，凡有泉州、漳州及福州各派；也因應

在地的自然、人文環境而發展其特色。 

 

二、雕刻神像的背後意義 

 

神像藝術所展示的雕刻技藝，固然是並時性的民間技藝反映，卻也是貫時性

的傳統技藝的傳承。臺灣各地區所呈現的地域特色，表現族群文化、信仰習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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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派的傳承等，在長時間的發展中形成「地域」的性格。因此臺灣的神像雕塑技

藝史，體現了各地在自然、人文環境下，各自展現其信仰文化，既有教義、信仰

的宗教意義，也有藝術、技藝的審美意義，如此作為物質文化也能具現精神文化

的價值與意義。 

 

三、雕刻神像的派別 

 

神像雕刻由於派別不同，雕刻的方法及其藝術風格也隨之不同，由於移民群

以閩南的漳、泉籍為重，大多師傅做的派別是屬於泉州派的，而師傅既傳承原籍

的雕刻傳統，凡有泉州、漳州及福州各派；也因應在地的自然、人文環境而發展

其特色。其派別以表格呈現如下。 

 

表一 雕刻神像的派別 

派別 介紹 

泉州派 
代表沉著穩重，雕法相當細膩，甚至講究鼻孔、耳孔可以相通，

認為七竅相通。 

福州派 注重生動活潑，以泥塑神像為主。 

漳州派 

象徵完好靈氣，較注重神像外表部分的裝飾，以漆作外表的修

飾；因其延展性良好，乾了以後相當硬而不易脫落，可以做出

相當繁複的花紋圖案。 

 

四、雕刻神像的禁忌 

 

許多禁忌是要避免及遵守的，以表格呈現如下。 

 

表二 雕刻神像的禁忌 

禁忌 介紹 

吃齋 盡可能在雕刻期間內不吃牛肉、不吃檳榔、不喝酒、不抽煙。 

淨身 
要保持身心靈的淨空，服裝上也不可過於隨興，盡量避免說話

干擾思緒。 

經期 
女生不可在月經來的期間進行這項工作，因為這是很不乾淨的

一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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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誠 
以最純淨端正並帶著無邪念的心進行這項工程，代表對神明的

尊敬。 

 

五、雕刻神像的過程 

 

從木質選材到開光點眼，以表格呈現如下。 

 

表三 雕刻神像的過程 

 

      內容       圖片 

木 

質 

選 

材 

首先挑選適合雕刻神像的木材，特點

需不易崩裂，不能是觀音山的墓地旁

邊的樟樹，因為一旦吸收去世的人的

靈氣，會顯得較不乾淨。而台灣南部

山區所產的牛樟最為高級，年輪明

顯，木材有光澤，材性結構細，紋理

交錯，故易於切削，取回的木材還需

靜置陰乾，樟木乾燥後不易變形，耐

久性強，也不易腐蝕，所以廣受雕刻

藝師的喜愛。 

 

(圖 1 木質選材) 

開 
工 

儀 

式 

製作前依據黃曆擇一良辰吉時，於紅

紙書寫雕刻神明及日期，經「三請」

儀式，俗稱開斧，即敬備四果，燒香、

金紙，祭天禱告，再由雕刻師父舉「神

斧」在木頭上輕砍，第一下表示添

丁，第二下表示進財，第三下表示三

元及第，第四下表示大眾，最後一下

表示五子登科，如此意為賦予三魂七

魄。 

 
(圖 2 開工儀式)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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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粗 

胚 

打粗胚前應先在木頭週圍的切面標

示木材正中心點，畫出中線和比例，

大約勾勒神像的形體後，便使用電鋸

將不需要的部分切除，最重要的是不

可以傷到木材要使用的部分，所以要

注意不能一次鋸到底，最後再用雕刻

刀把木頭修平。  

(圖 3 打粗胚) 

修 

細 

胚 

以較精細的雕刻刀，把雕得比較

不光滑的部分補足，將神明的臉

形、五官、體態、衣褶紋理雕刻

定型，最後再用較細的磨砂紙均

勻輕巧的磨動，把每一個線條都

要修得很乾淨。  

 
(圖 4 修細胚) 

開 

面 

由於臉部為視覺重點，神像的傳神與

否與五官的呈現關係甚鉅，武像要具

威武，莊嚴氣度；文像要有慈悲，敦

厚之相。 

 
(圖 5 開面) 

打 

塗 

底 
木頭有毛細孔，所以要用最老的黃土

擦在木頭上，把毛細孔填滿，要以黃

土溶於水膠覆蓋上，再用砂紙慢慢磨

細，這樣反覆數次，不能把線條破壞

掉，尤其是臉部是非常重要的一部

分，功夫好壞由此可看出。 

 
(圖 6 打塗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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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 

雕 

直接雕刻在神像上的圖騰稱為

錦花雕刻，簡稱為錦雕，舉例來

說，龍袍便是直接用整顆木頭所

雕刻，因為這樣才會永不脫落，

不像其他的七線或粉線，講求的

是純雕刻。  

 
(圖 7 錦雕) 

安 

金 

箔 

塗上安金漆有一定的速度，必須在

上漆後三小時左右做，如果太乾

金箔黏不住，無法將金箔服貼於表

面，太溼金箔的光澤表現不出

來，要先上一層安金底漆，等它

乾、溼度剛好時，安好再上金

箔，讓神像看起來有光澤。  

 

(圖 8 安金箔) 

著 

色 

把臉、手、皮膚以外的部位上色

就是著色，讓神像看起來更鮮

活，臉部所上的漆是油性漆，身

體則為水性漆。通常是以神明的

屬性而決定粉面的色彩，紅色代

表忠肝義膽，黑色代表剛毅正

直，金色是佛祖、觀音，而將軍

爺是花臉的。  

 

(圖 9 著色) 

入 

神 
通常在神像定型後，在神像的背後開

動，由師傅或法師、道士擇時畫符施

法，將事先準備的「寶物」，其中的

七寶包括金、銀、銅、鐵、真珠、玉、

瑪瑙；而五寶包括金、銀、銅、鐵、

錫；還有五色線包括红、黄、青、白、

黑。甚至可虎頭蜂、鳥、蛇、蟾蜍、

蜈蚣、蝴蝶或鴿子，置入活物的神像

才會顯旺，安入神像背後的洞封住，

在供於神桌上，燒金紙稟告之後，即

完成入神儀式。 

 

(圖 10 入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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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光 

點 

眼 

要用雞冠血開光點眼，敕過朱砂

筆，朱砂筆要包紅布因為凡手要

避免接觸到聖筆，以聖筆沾銀硃

畫三清敕令開光大吉於寶鏡鏡

面，在太陽之初要去採日之光，

照射金身寶座來開光，邊咒邊念

神，用鏡子照映神明。如此便大

功告成，可開始供人參拜。  

 
(圖 11 開光點眼) 

 

五、雕刻工具 

 

表四 雕刻工具 

雕刻工具 內容 圖片 

所 使 用 的 

工 具 統 稱 

為「鑿 子」 

大大小小約有上百支，並有各

種不同的彎曲幅度，用以雕刻

不同深淺、不同彎度的紋路；

而用於搥打的工具，則兩頭方

形的木製木棒，約為臺尺一尺

半。 

  

(圖 12 雕刻工具) 

 

                                                      

六、神像大小 

 

表五 神像大小 

神像大小 介紹 圖片 

臺 灣 神 像 

最 常 見 的， 

所 謂 的 蹲 

三 坐 五 站 

七 

大小為臺尺九寸六或七寸

二，為小型化的神像雕刻；其

他稍大的則有一尺二寸、一尺

三寸半、一尺六寸、一尺八

寸、二尺二寸、二尺四寸、二

尺六寸、三尺二寸、三尺六；

而較大的則如五尺一寸半、六

尺二寸、六尺三寸半，多為神

廟主神的奉祀之用。 

 
(圖 13 神像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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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結論  

 

    藉由此專題讓我們了解到一尊神像從最初到最終都是需要經過一段細心雕

琢，考驗真本事的一項功夫，雕刻時的力道大小，只持一根斧頭和多把雕刻刀把

一塊平淡無奇的木頭變成栩栩如生的神像，經過道道手續一個不留神可能就毀於

一旦，不論過程又多艱辛，從學徒到師父的時間有多長，仍不放棄既須堅持慢慢

地刻，這是一種維護傳統的使命，延續下去的態度，這是我們從師父的言語及雕

刻過程中感受到的，保留台灣最傳統的技藝，縱使不再像新科技求新求變，然而

這項技藝帶著無法遺忘的味道，神像的眼神流露出深刻的韻味。在訪問的過程中，

師傅對傳承這方面感到些許擔憂，我們想這應該是要這社會上的人對這項技藝要

有更多的認知才行，我們要更重視逐漸沒落的傳統技藝，在新科技的同時，保有

自己土地上本身的文化是很重要的，雕刻神像是富含文化的，只有雕刻神像這項

技藝才能賦予一塊木頭全新的生命，給信徒供俸的一種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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