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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台灣的古蹟文物及民俗活動相當豐富，舉凡寺廟、古城門、古城池等散步全市各地 ，

廟宇是鄰里情感凝聚的中心，香火鼎盛，是地區民眾宗教信仰的主要依靠，而台南市的

廟宇古蹟周圍空間仍然保持得相當良好。隨著產業的變遷，傳統文化需要永續保存，修

復文化資源變得特別重要，也更需要願意花費時間學習技藝的人。而台南就有這麼一位

門神匠司－潘岳雄，出生於傳統彩繪世家，祖父潘春源、父親潘麗水，皆為臺灣知名的

彩繪家。從小在耳濡目染的情況下，學得了許多彩繪技巧，彩繪作品更是獲得台灣極高

的藝術評價。為了這次神采卓「岳」，門上好神的專題，我們實地探訪了潘老師在臺南的

工作室，了解他對繪畫的專業與堅持。希望藉由這次的專題，帶給大家更多對傳統藝術

的了解。 

 

二、研究目的 

 

（一）瞭解門神彩繪施作方法與技巧 

（二）利用問卷調查讓民眾更加瞭解門神文化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探討法 

收集相關文獻，包括碩博士論文、書籍、期刊報導資料等，以探究門神的緣

起、種類及特色。 

（二）實地訪談法 

透過專家訪談，瞭解門神彩繪施作方法與技巧，以及門神彩繪修護的重要性。 

（三）問卷調查法 

利用問卷調查，瞭解民眾對於門神文化的認知。 

 

貳、正文 

 

一、台灣傳統門神彩繪藝術 

 

一開始，門神是提高嚇阻勢力的，但後來民間逐漸從驅邪變成招福，於是門神由嚴

厲威武的武將增加到和藹可親的文門神。 

 

「台灣傳統彩繪，不僅是力與美的藝術表現更隱藏著當年的社會倫理、身份地位、

教育信念等，散布在每個角落。」(張秀雲，2013)門神是台灣寺廟彩繪的靈魂，在廟宇中

建築中營造莊嚴氣氛，傳達出中國人的價值觀及對圖像的審美觀；而門神彩繪的優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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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直接關係到寺廟的神聖崇高，更連帶影響了畫師們的社會地位。 

 

二、體驗過程 

 

表(一) 以下照片由本組自行拍攝 

（一）戳洞 

將完整圖放在保麗龍上方，拿針筆沿著白線

戳洞 

（二）磨平 

拿砂紙在剛剛戳洞紙的正面及背面將突出的

多餘白紙磨平 

（三）撲粉 

把剛戳好的白紙對稱的放在黑色西卡紙上

面，用包好的痱子粉均勻的拍在紙上 

（四）描線 

拿著鉛筆沿著痱子粉的線全部描過一次 

（五）著色 

用毛筆沾取油漆沿著用鉛筆打草稿的線依

顏色區塗色，等第一層乾後再上第二層，再

把顏料推平 

（六）疊色 

用油漆調和出比底色相對較淺的顏色，疊在底

色上最外圍，務必小心上色時不要塗出去太多 

（七）疊色 

拿著細毛筆沾上白色油漆，沿著塗色區域最外

圍描上超細的白線，接著乾掉就完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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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瞭解匠師對於彩繪的技巧的堅持 

 

每一幅畫上的顏色都是每一位匠師所調出來的，每一個顏色帶給人的感覺都是不依

樣的，所以在顏色的調配上需要符合門神帶給別人的印象以及個性，讓人一看就可以知道門

神的威武。 

 

在體驗的過程中，匠師一直強調調色只能用原色去調整，這樣子學生才會調，如果

一開始就給他調好的或是半成品，這樣子他永遠都不會調，錯了再用深色去蓋就可以。當我

們問起圖案中的勾畫時，他瞬時信心滿滿的從頭跟我們講起，像這個圖案，你在轉進來的時

候，要注意這邊的空間要等同另一邊的一樣大，線條要一樣粗說好就好，但對於初學者來說

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很多人一開始都信心滿滿的來學習，到後來漸漸覺得無聊就一一離

開待不下去，因為線條的部分關係到門神的威武，線條不能太軟也不能太硬且要一筆到底，

這是很難拿捏的。想當初，我在這個部分也受到很大的挫折感，每天都不斷的練習。 

 

四、與匠師的訪談內容 

 

Q1：請問老師為什麼會想要從事藝術方面的工作？ 

 

A1：因為職業的關係，原本我在美軍其實什麼都好，薪水也比外面來的都好，用的

東西都是美貨，去什麼卡拉 OK 都是免錢的，但之後就沒了工作，叫我到哪個地方去，公家

機關我也不想進去，私立的更不喜歡，就出來給我老爸管很自由的麻，都爸爸在處理所以很

自由，所以就走入這一條彩繪。 

 

Q2：請問老師曾經有為了彩繪特別去學習和補習嗎? 

 

A2：有，以前是因為我們剛出來嘛，除了工作忙外我們還要背一些有關門神、人物

畫和故事，這些我們都要背，就像是三國裡面的桃園三結義，要背張飛、劉備、關羽，還有

裡面出現過的人物，以及他拿的武器合座騎的馬都要背起來。 

 

Q3：請問老師曾經有沒有因為這條路很辛苦，而有放棄的念頭? 

 

A3：一定不會放棄，雖然辛苦是很辛苦，但因為離鄉背井，以前六七十年代我們到

一個鄉下的地方去，衛浴不好、交通不好，衛浴不好就要去住人家家裡，棉被蓋人家的，有

時候我們打地鋪就睡覺，只是這樣而已，不然我跟我父親那都有錢賺。 

 

五、問卷調查結果 

 

採隨機抽選高雄市各年齡層作為目標，共發 108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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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哼哈二將 

圖片來源:flickr  

 

 

 

 

圖(二) 秦叔寶&尉遲恭 

        圖片來源: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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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侍禮官 

圖片來源:隨意窩  

 

 

 

 

 

參、結論 

 

透過以上的問卷，我們瞭解了大部分的民眾都可以透過引導的方式，回答出各個神明手

持的物品，也讓他們在答題的過程中瞭解了關於門神的故事，讓他們更加瞭解門神的由來與

文化。 

 

經過本次的研究，我不但只有單純的認識了許多門神，更瞭解了每個門神彩繪的施作過

程與技巧，讓自己對於在地的本土文化更增進了。尤其是在體驗的過程中才發現，原來門神

繪畫真的是一個不容易的工作，除了面積大以外還有許多的細節與技巧，一個小小的圖案對

於初學者就要花上一個小時的時間，更何況是一對門神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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