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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主要是進行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神像文物調查及交流計畫，考察地點為

福建省廈門市、泉州市相關博物館及寺廟。 

本次的行程三大主題如下： 

一、博物館神像典藏與展示調查：為瞭解神像典藏類別並進行研究交流，拜會泉

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館、泉州博物館、中國閩臺緣博物館、泉州華僑歷史博

物館、晉江市博物館、廈門市博物館等，初步瞭解神像收藏來源與展示方式

等。 

二、地方廟宇神像調查：中國閩南沿海是臺灣移民的原鄉，臺灣民間信仰許多源

出於此，爰特別安排參訪龜峰岩、開元寺、承天禪寺、崇福寺、南普陀寺等，

瞭解神像在大陸廟方受祭祀及蒐藏、存放狀態。 

三、神像製作匠師訪談：臺灣神像雕刻師傅工藝傳承來自中國福建沿海一帶，而

有泉州派、福州派、漳州派別之分，爰特別拜訪泉州市張坂鎮神像雕刻工藝

師，瞭解大陸現代神像雕刻技藝的發展、傳承及推廣現況。 

綜合本參訪行程，提出以下心得與建議作為後續業務推動之參考： 

一、推動博物館進行神像研究議題：由於各地博物館或地方均典藏許多神像，各

地神像的技術、風格均有其特色，目前尚未有專業與深入的調查研究，建議

與中國大陸加強合作，推動全面性的主題交流研究。 

二、推動傳統工藝相關教育推廣活動：加強將神像雕刻工藝材料及技術轉換為大

眾能夠理解並且接受的傳統工藝美術，尤其可作為作為博物館教育推廣活動

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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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國內、外環境情勢分析 

歷史上臺灣與大陸的經濟文化關係相當密切，從 16 世紀以來臺灣一直是漢

人移民之所在。兩岸之間的維繫除了經貿往來之外，還有文化的交流，臺灣人傳

統的宗教信仰多源於中國閩南沿海，移民帶來原鄉的宗教信俗，在臺灣各地開枝

散葉傳佈而來，伴隨而來的神像雕刻、寺廟建築等工藝也從中國傳習而來。 

然而隨著中國政府當局將各地古蹟、文化遺產等紛紛申辦世界文化遺產作為

觀光、文化霸權的象徵。其中媽祖信仰、王船文化等均被中國當局申請作為非物

質文化遺產。雖然臺灣的媽祖與王船文化信仰傳承自中國，但因中國歷經文化大

革命，這些傳統文化與工藝多有斷層，因此大陸也借鏡臺灣各地廟宇有關媽祖或

王船文化的傳統儀式等，始能成功申報。 

臺灣傳統民間信仰下的傳統技藝，雖然傳承自中國，但是經歷臺灣特殊的風

土與歷史元素，已非中國傳統文化框架下的工藝技術。透過臺灣神像雕刻工藝的

研究，建構出臺灣文化的特殊發展脈絡，進一步釐清臺灣文物的在地元素，得以

呼應以在地知識為主體的「地方學」，發揚獨特的在地文化，厚實文化經濟基礎。 

二、與參訪主題相關之政策現況分析 

連結與再現土地與人民的歷史記憶是文化部重要文化政策，而文物普查是文

化資產調查的重要課題。臺灣人傳統的宗教信仰是源於中國，隨著移民而傳到臺

灣，成為臺灣重要的無形文化資產，近年來文化部推動文物普查，各寺廟內的文

物成為重要的普查對像，其中神像的工藝、技法與特色成為重要的研究議題，歷

史悠久的神像也成為各地廟宇論述歷史來源的重要象徵。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臺史博近年蒐藏 2 千多尊的神像，為

釐清神像雕刻技術的來源與特色，目前已經展開基本的資料注入、神像彩繪的研

究分析，而為讓民眾更加瞭解廟宇中崇祀的神像技藝的風格特色與來源，特此展

開神像雕刻術的調查，藉此梳理臺灣神像雕刻的脈絡，雕刻藝師的流派及其技藝，

經歷「內地化」到「在地化」的階段，以連結與再現土地與人民的歷史記憶，並

且為文物普查工作提供研究的參考依據，建構文物普查的交流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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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訪緣由與目的 

臺史博在大陸地區沿海省分已進行多年的臺灣史料調查與交流計畫，本計畫

除延續歷年考察成果，更聚焦於「神像雕刻的調查」，前往福建省泉州市及廈門

市等地，實際瞭解神像在各博物館的典藏、展示狀況、研究的實績等。同時，也

進行田野調查到各地寺廟、製作匠師的調查，以作為未來神像物質文化研究上的

基礎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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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參訪行程 

日期 行程 住宿 

Day1 

10/24(三) 

臺南－金門－廈門 

參訪：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 

廈門 

Day2 

10/25(四) 

廈門－泉州 

參訪：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泉州博物館、中國閩臺緣

博物館、泉州華僑歷史博物館 

泉州 

Day3 

10/26(五) 

泉州 

參訪：泉州市羅溪鎮龜峰岩、張坂鎮雕藝街、晉江博物館 

泉州 

Day4 

10/27(六) 

泉州－廈門 

參訪：泉州開元寺、承天寺、銅佛寺、文廟 

廈門 

Day5 

10/28(日) 

廈門－金門－臺南 

參訪：廈門市博物館、南普陀寺 

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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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議題與內容 

本計畫行程聚焦於博物館神像典藏與展示調查、神像製作調查及地方廟宇

神像調查，說明如下： 

(一) 博物館神像典藏與展示調查： 

臺灣民間宗教習俗來自於大陸閩南一帶，所崇祀神像雕刻技藝也多傳習於此，

因此特別拜會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泉州博物館、中國閩臺緣博物館、晉江博

物館、廈門市博物館等調查神像之典藏與展示，這 5 間博物館都以典藏展示該地

歷史文化為主，內容涉及閩南信仰習俗，因此作為參訪之對象。但經由訪談調查

後，這 5 間博物館有關神像的典藏品數量不多，僅有閩臺緣博物館神像典藏較為

豐富，係在臺灣與中國大陸宗教信仰同源的脈絡下進行論述，因此才有此豐富的

典藏，而該館對於神像來源、雕刻工藝派別等研究均不足。其他 4 間博物館藏品

數量更少，館員對於神像的資料更加缺乏。但是這 5 間博物館均有少數品項優良

的神像典藏，未來可作為資料參酌。 

此行拜訪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歷史研究所陳小沖所長、王玉國研究員，據採

訪所得目前大陸地區神像研究，多是在中國佛教藝術史的範疇下進行，對於寺廟

所祭拜的神像，因被歸類於民俗信仰，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產類別，不受到歷史學

者的重視。神像的保存也因文革之故，民間神像多佚失，除了少數摩崖雕刻、石

雕、銅佛雕像等佛教文物被保存下來外，這種民間宗教所崇祀的神祇保留有限，

研究者甚少，資料也闕如。 

(二) 神像製作調查： 

目前泉州神像雕刻工藝工廠集中在張坂鎮，此行拜會張坂鎮的西豐佛藝製造

神像雕刻店家、桂榮木雕佛像工藝及漆線雕工藝師黃勝陽等，探訪大陸神像雕刻

技術傳承現狀，並探究兩地神像雕刻材料的差異性，作為臺史博神像研究的基礎。 

(三) 地方廟宇神像調查： 

此行安排泉州羅溪龜峰岩、泉州天后宮、開元寺、泉州崇福寺、開元寺、承

天寺等在地寺廟參訪，這些神像仍供奉在寺廟被信眾祭祀著。各廟宇對於年代久

遠，有藝術及歷史價值的神像，特別存放於玻璃櫃中保護著，各廟方也沒有提供

這些神像來源或工藝技法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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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天：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 

1. 簡介 

廈門大學是大陸著名華僑陳嘉庚先生於西元(以下同)1921 年創辦，為中國

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由華僑所創立的大學，而校園中的建築物融合中西方的建築

特色，以紅色屋頂為其特色，強調閩南的建築特色，而校園中綠樹蓊鬱，有中國

最美麗的校園之美譽。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的前身為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成立於 1980 年 7 月 9

日，是大陸最早公開成立的臺灣研究學術機構。設有政治、經濟、歷史、文學、

法律、兩岸關係等六個研究所，而歷史研究所中多位教授均以研究臺灣歷史為專

長，院內也典藏臺灣歷史資料與圖書，過去臺史博多次拜會廈門大學歷史所、臺

灣研究院，已建立交流的機制。 

2. 參訪紀要 

本次參訪是由臺灣歷史研究所陳小沖前所長協助接待，與會者包含王玉國

研究員、陳思研究員，針對大陸地區對於神像雕刻研究現況或典藏單位進行交流

會談。 

在中國大陸，對於神像的研究類別被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廈門大學則是

從中國藝術史的角度研究。而民間所崇祀的神像雕刻的研究成果甚少，同時中國

藝術史的研究偏重在佛教藝術的研究，對於近代民間的神像研究者甚少，這部份

在中國大陸是不受到重視的，神像的收藏許多私人收藏家手上可能會有一些，但

是博物館界進行研究者較少。陳小沖教授表示臺灣博物館界已將神像列為創新研

究題材，該校將作為參考借鏡。 

透過參訪廈門大學，顯現中國大陸對於民俗宗教的研究偏重於無形的儀式

上，而儀式相關的實體文物則較少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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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大學臺灣歷史研究所（一） 廈門大學校區一景 

  

本館致贈「神像人間：臺史博館藏神像

特展」專刊予廈門大學臺灣歷史研究所

陳小沖前所長 

廈門大學臺灣歷史研究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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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天：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1. 簡介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設立於 1959 年，為中國大陸唯一以海外交通史為專

題的博物館，2008 年並被中國大陸官方列入國家一級博物館1，展覽主題為古代

海外交通和海上絲綢之路2。其建築外型貌似一艘揚帆起航的大海船，佔地面積 3

萬 3,000 平方公尺，建築面積 7,300 平方公尺，設有「泉州古船陳列館」、「泉州與

古代海外交通史陳列館」、「泉州宗教石刻館」、「中國舟船世界」、「泉州海交民俗

文化陳列館」常設展，另「莊亨岱藏品館」則提供預約導覽。該館特色藏品包含

國內發現年代最早、體量最大的宋代海船及其大量伴隨出土物外，另有數十根木、

鐵、石古代錨具，數百方宋元伊斯兰蘭教、古基督教、印度教石刻，各個時期的

外銷陶瓷器，160 多艘中國歷代各水域的代表性船模，以及數量繁多的反映海外

交通民俗文化的器物，是泉州進行中外文化交流重要窗口及旅遊參觀重要景點。
3 

2. 參訪記要 

進入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園區，就不免即刻注目到大門口旁池塘裡的古

船，映趣地展現了博物館的主題。經與在場宣教部王主任、考古部林瀚館員等各

研究人員交流，交通史博物館目前藏品約 8,000 餘件，典藏庫房面積為 1 千餘平

方米，主要與神像相關展示及典藏係為伊斯蘭教，至於與佛教或道教相關神像展

示僅包含 1 座明朝關公像、1 座泥塑媽祖像及 2 座觀音像，為數甚少，但我們仍

進入展場參觀及進行影像紀錄，惟其展品介紹除了展品名稱，並無其他介紹，展

場導覽人員亦無法提供更深入之說明，甚為可惜。 

特別的是，該館常設展設有 3D 技術之古代港口海運之動畫展示影片，其畫

面極似 2011 年由臺灣聯合報系與中國上海世博會事務協調局主辦之「智慧的長

                                                      
1 博物館分級制度是中國國家文物局為加強博物館行業管理，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所有正

式登記、註冊並接受年檢，具有文物、標本收藏保管、科學研究、陳列展覽功能的，對外開放

的各類博物館，經該國家局組織設立的全國博物館評估委員會在綜合管理與基礎設施、藏品管

理與科學研究、陳列展覽與社會服務等各方面進行綜合評議，並以打分方式產生的博物館等級

劃分。參考資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國家一級博物館。瀏覽日期:107.12.21。 
2 參考資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瀏覽日期:107.12.19。 
3 參考資料 https://www.tripadvisor.com.tw/Attraction_Review-g303693-d1865217-Reviews-

Quanzhou_Maritime_Museum-Quanzhou_Fujian.html。瀏覽日期:107.12.2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https://www.tripadvisor.com.tw/Attraction_Review-g303693-d1865217-Reviews-Quanzhou_Maritime_Museum-Quanzhou_Fujian.html
https://www.tripadvisor.com.tw/Attraction_Review-g303693-d1865217-Reviews-Quanzhou_Maritime_Museum-Quanzhou_Fuji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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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會動的清明上河圖」大展，展出螢幕程度雖僅 20 餘公尺，在偌大展示古文

物的展場裡，展出效果格外引人駐足，在此出國形成考察之各博物館中，是極少

數運用 3D 技術，跳脫傳統大圖輸出及靜態展示，展現現代化展示效果的館所。 

另有關文物議題，經與在場各研究人員交流該館「文物鑑價」相關作業程

序，研究人員係同步參考市面上所謂「文物販子」及中國大陸現設之「國家文物

商店」之定價狀況，每年館方固定編列 20 萬人民幣用以購藏文物，並將文物區

分為 1,000 元、5,000 元、1 萬元及 5 萬元人民幣之級距，在該級距之間可授權不

同官職等之研究人員、主管及館長等人自行決定是否採購。如有專案欲購置之文

物，則可在此本預算之外，另函報省政府申請經費進行採購。 

 

  

入口意向—古船 與宣教部王主任等各研究人員交流 

  

常設展寺廟裝飾文物 3D 技術之古代港口海運動畫展示影片 

  

常設展展示神像（一） 常設展展示神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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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博物館 

1. 簡介 

泉州博物館以泉州歷史文化為主題的綜合性博物館，2005 年 1 月 1 日開館，

為中國大陸國家文物局認定屬「國家二級博物館」，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

的「世界多元文化中心」所在地。博物館展覽內容包括文物和民俗文化4。 

2 樓常設展包含「早期開發」、「刺桐崛起」、「東方第一大港」及「泉南雄風」

四大主題，以泉州歷史為主線，從遠古時期的深滬古森林遺址說起，囊括了閩越

先民在這塊土地上生息繁衍的痕跡。3 樓是民間收藏展和民間書畫展。 收藏者

可以向博物館申請，將自己的藏品展示出來，根據自己的情況確定展示藏品的時

間和種類，這也是泉州博物館在藏品展示上的一個創新。4 樓的臨時展廳則不定

時接納書畫、攝影、陶瓷等多種類型的展品，舉辦各種形式的展覽5
。 

2. 參訪記要 

中國大陸之官方博物館普遍於上午開放時間至正午 12 時後，下午至 2 時 30

分始開館。首先我們前往典藏部門辦公室，欲瞭解其館藏神像之數量及主題，惟

其典藏人員並未積極提供資料，僅願於其公務電腦略展示幾件神像相關圖片，經

瞭解其文物造冊及編目方式，亦僅以微軟試算表 EXCEL 格式建置基本欄位資料

而已，未有如臺灣各國立博物館皆業以文物典藏網方式公開文物資訊並開放相關

文物資料公開及授權。典藏辦公室環境雜亂，亦有各界捐贈之藏品隨意置放地面

之狀況，典藏人員表示捐贈物件過多，需待空暇再行處理。 

另經參觀展場，展示組研究人員表示，泉州博物館以陶瓷收藏為主，相關展

示方式實已過於陳舊，惟該館僅屬國家二級博物館，編制員額有限，展示組僅編

制 4 名人力，無暇更新常設展並進行全面性清潔。展場展示神像約 8-10 件，僅

有名稱標示，研究人員表示並無前開神像進一步資訊可提供參考。另展場並無溫

濕度控制，針織類藏品保存狀況甚為不佳，已有嚴重破損或風化脫落之現象。參

訪當日雖為開放日，展場現場確有廠商進場施工並使用電鋸電鑽進行木製欄杆切

割及組裝，經瞭解係為隔離部分展品，避免觀眾碰觸展品，惟展場眾多展品，施

工現場塵土飛揚且噪音不斷，是否應於開館期間進行施工且現場切割工材，且應

事先進行文物保護措施，皆有可議之處。 

                                                      
4 參考資料：https://zh.wikipedia.org/wiki/泉州博物館。瀏覽日期:107.12.20。 
5 參考資料：https://baike.baidu.com/item/泉州博物館。瀏覽日期:107.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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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人員以電腦畫面展示其典藏神像 該館文物檔案係以 EXCEL 格式記錄 

  

泉州博物館入口 泉州博物館大廳 

  

織品類文物展示狀況（一） 織品類文物展示狀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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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雕觀音 木雕釋迦摩尼佛 

  

石雕釋迦摩尼佛 木雕土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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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閩臺緣博物館 

1. 簡介 

中國閩臺緣博物館坐落於福建省泉州市，為中國大陸國家文物局認定屬「國

家一級博物館」，是展示及研究中國大陸與臺灣關係史(特別是閩臺關係史)的主

題博物館及重要學術機構。閩臺緣博物館主要包含國際學術報告廳、庫房及綜合

主題館，其中，綜合主題館按地緣、血緣、法緣、商緣、文緣的閩臺關係五緣淵

源來設計，分為 7 個部份，展示閩臺兩地從古至今密不可分的淵源關係。另外，

3 樓為鄉土閩臺專題館、臨時展廳等，其中鄉土閩臺專題館按「春夏秋冬」4 個

時節，展現閩臺共同的民俗風情6。館內共展出了 1,500 餘件文物，文獻館內還展

出許多臺閩兩地的風俗文物、古玩，例如布袋戲偶、人偶戲等，讓遊客走進博物

館參觀時就瞭解閩臺深厚的歷史淵源7。 

2. 參訪記要 

中國閩臺緣博物館緊鄰泉州博物館，為中國大陸國家文物局認定屬「國家

一級博物館」，為中國大陸官方「被中宣部授於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有其政

治目標及意義。其與屬「國家二級博物館」之泉州博物館相比，經費編列規模相

距甚大，無論建築規模、展示手法、研究人員編制數，客觀而言，皆較泉州博物

館出色許多，步入大廳迎面而來的極為臺灣藝術家蔡國強的巨型火藥爆繪壁畫

《榕樹》，有其刻意營造之磅礡之勢。 

中國閩臺緣博物館為此行考察之博物館中展示神像數量最多的博物館，包

含媽祖、關公、土地公、臨水夫人……等各神衹，材質包含泥塑、木雕、銅鑄等

各式材質，惟泥塑神像已有部分損壞狀況，館方表示尚待修復。另此行拜會交流

之典藏組研究人員專業解說素養甚佳，詳述展場個展區主題、文物展示手法及保

存方式等。與泉州博物館相比，中國閩臺緣博物館於重要文物展櫃皆設有溫濕度

控制監測儀每日予以記錄，重要紙質文物則置於無酸密封袋並放入除濕劑加強降

低濕度。惟有關前述紙質文物以密封袋方式除濕方式是否合宜，我們與該組典藏

組研究人員亦針對目前臺灣對於該保存方式正反兩方意見進行交流。另部分神像

之固定方式係以釣魚線直接綁住文物，我們亦建議以矽膠軟管作為釣魚線與文物

之緩衝，避免損傷文物。  

                                                      
6 參考資料：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國閩臺緣博物館。瀏覽日期:107.12.20。 
7 參考資料：https://www.fjta.com.tw/spot_citycontent_b.aspx?scenic_spots_name_db_id=239。瀏覽

日期:107.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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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閩臺緣博物館入口 中國閩臺緣博物館大廳 

  

與典藏組研究員交流文物保存意見 展場神像（一） 

  

館方以釣魚線直接纏繞文物展品 展櫃設有溫濕度監測設備 

  

泥塑類神像文物待修復狀態 館方以密封袋方式為紙質文物除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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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華僑歷史博物館 

1. 簡介 

泉州是中國大陸著名僑鄉，先民移居海外的歷史源遠流長，華僑華人足跡

遍及五洲四海。泉州華僑歷史博物館於 1996 年落成，即是由海外華僑捐資興建，

為中國大陸國家文物局認定屬「國家二級博物館」，全館擁有文物藏品 1,000 餘

件，參考品 2,000 餘件。1996 年成立華僑史圖書資料中心，主要收藏華僑史書籍、

刊物、報紙、圖片、音像製品，累計已收藏圖書 5,000 餘冊，其他資料數千件，

成為海內外具影響的僑史研究資料中心之一。 2001 年起，初步建立起華僑史族

譜資料中心，為泉籍海外鄉親返鄉尋根謁祖提供了重要的查找依據和手段，也為

華僑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資料8。 

展場主要展示泉籍華僑往海外移民及其在海外生存、發展的歷史，反映華

僑華人群體的主要特點和在人類文明發展中的地位、作用。 建館以來，博物館

先後推出「出國史館」及「泉州人在南洋」兩個常設展。「出國史館」主要展示

自唐代以來，不同歷史時期泉州籍華僑移民海外的原因、類型、方式、過程及其

影響；「泉州人在南洋」則表現了泉州人在海外生存、發展的歷史及海外泉籍華

人社會變遷和現狀。展覽設計獨具匠心，大量採用場景復原、微縮景觀、幻影成

像等現代先進表現手段，展示效果頗佳9。 

2. 參訪記要 

本次拜會泉州華僑歷史博物館係與吳翠蓉館長及學術部駱曦主任進行會談

及交流，並由駱曦主任進行常設展導覽。其常設展展展示方式與臺史博常設展展

示方式頗為類似，與此行拜會之博物館多元傳統大圖文字輸出及展櫃文物展示方

式不同，而多有歷史模擬場景與 1：1 比例製作人偶之展示，展示方式活動有趣，

其依年代順序展示泉州華僑在海外生存、發展的歷史，皆令人印象深刻。惟經瞭

解該館館藏神像甚少，於展場僅有模擬神桌擺飾之土地公石材浮雕像 1 尊。 

  

                                                      
8 參考資料：https://baike.baidu.com/item/泉州華僑歷史博物館。瀏覽日期:107.12.20。 
9 參考資料：http://you.ctrip.com/sight/quanzhou243/1478836.html。瀏覽日期:107.12.20。 

http://you.ctrip.com/sight/quanzhou243/14788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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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華僑歷史博物館入口 常設展入口 

  

與吳翠蓉館長交流該館海外交流狀況 常設展場景（一） 

  

常設展場景（二） 常設展神桌擺飾之土地公石材浮雕像 

  

常設展場景（三） 常設展場景（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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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天： 

‧羅溪鎮「龜峰岩」 

1. 簡介
10 

龜峰岩坐落于泉州洛江區羅溪鎮雙溪村的龜峰山下，因山形似靈龜汲水而得

名，故名為龜峰岩。「龜峰岩」有座廟宇建在岩山臨石崖上，三廟並峙，雄偉壯

觀，獨具三教(儒、道、釋)兼容的泉州宗教文化特點，迄今已有五、六百年歷史，

被列為泉州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因聲名遠播，千百年來吸引了許多信眾及遊客前

去拜謁瞻仰。 

  

入口外觀 「龜峰岩」外觀 

  

「鍾英廟」外觀 「盟心堂」外觀 

根據廟方記載龜峰岩始建於宋開寶年間(968-976 年)，初名「蓮花庵」。至宋

咸淳庚午年(1270 年)在蓮花庵前別建新廟，時因鄉中異姓常為土地，水利紛爭械

鬥，後以吳姓為首邀集五大姓族長入廟結盟，自此爭鬥永息，故名「盟心堂」，

堂廳聯曰「盟後同心歸永好，心中無妄悟真空」。明洪武年間，黃伯齋肇基羅溪。

隨著其他異姓人紛紛外遷，而「龜峰岩」則由金溪黃氏族人傳承禮祀。明永樂年

間(1424 年)，黃氏在盟心堂兩側增建文、武廟。自此左、中、右三廟並立，左昭

右穆，儒、釋、道三教兼容統稱「龜峰岩」，成為金溪黃氏家廟。 

                                                      
10 參考資料 https://baike.baidu.com/item。瀏覽日期:107.12.10。 

https://baike.baidu.com/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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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廟「盟心堂」，奉祀三寶尊佛、三代祖師、觀世音菩薩、直符使者、哪吒

太子、地莊王、文殊普賢菩薩，右廂增祀金溪黃氏始祖原齋公、開基祖伯齋公、

三民祖清隱公、三尊樾主；文廟又名「鍾英廟」，內奉祀五文昌夫子(孔夫子、呂

祖、朱衣神、魁星爺、北鬥九皇星君)，為羅溪、馬甲、虹山三鄉七甲文會，乃文

人學者講學、聯誼、交流聚會之所；武廟又稱「龜峰岩」，供奉關聖帝君、配奉

關平、周倉將軍及田都元帥。三廟均為二進宮殿式古寺廟建築風格，背山面水，

風景絕佳。 

現今，「龜峰岩」廟宇修繕一新，寺後增建三層式鐘鼓兩樓，廟前拓建前埕，

增建拜亭、戲台，建築面積 6,600 平方公尺，成為人們信仰，休閑場所，到此游

覽朝聖，旅游觀光，令人心心曠神怡，正是「龜脊有文聖人乃解，峰岩無數此地

最靈」。 

2. 考察記要與心得 

本次考察此處，係於第 2 天參訪泉州華僑歷史博物館時，吳翠蓉館長表示

「龜峰岩」有 1 尊「軟身」的關公神像，甚為特別，建議前往考察。此明代「軟

身」關公神像，於每年大年三十等特定日子，鄉人為神像洗臉擦拭，更新一次衣

冠，才能觀看到軟身神像的關節及細節。神像高約 141.5 公分，根據泉州市文物

保護研究中心分析，由於該關公神像的面相和明末的一些雕刻風格相似，年代可

能出自明末。另從製作手法推論，工匠有可能非泉州本地，而是來自莆田一帶。 

據廟方說明，此尊關公神像跟泉州涂門關公、南安洪瀨關公為同一塊木材雕

刻的，具 500 年以上之歷史。另據傳，當年匠師共雕刻了 3 尊同樣的「軟身」關

公神像，一在「龜峰岩」、一在南安、一在通淮關岳廟。現今僅留「龜峰岩」的

關公神像，其餘 2 尊已遭毀。從古至今，羅溪人對武廟呵護有加，對關帝金身誓

死保護，當時 19 路軍進到福建，廟毀了很多，這尊關公神像被抬到鄉下藏起來。

文化大革命破四舊時，有多次燒佛行為，不管是大人小孩，鄉人們競相保護這尊

關公神像，一有風吹草動，就提前將神像抬至山中躲藏，或藏至南安或莆田。 

許多中國民間信仰的神像在文化大革命時難逃劫數，付諸一炬，而臺灣卻保

存了許多早期傳統的神像。惟臺灣清代以前的神像較少，因此仍可找尋中國僅存

的神像作為比較研究，分析研究中國大陸與臺灣分治後，其相關神像工藝的相同

及相異之處，進而從工藝層面或材質層面去分析出臺史博館藏神像哪一些是來自

於大陸地區，哪一些是臺灣製作的，以及製作年代及風格流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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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廟方管理人員訪談 關公神像(一) 

  

關公神像(二) 關公神像更換神衣所用床。 

  

後期製作之關公神像與早期型態及工

藝不同(一) 

後期製作之關公神像與早期型態及工

藝不同(二) 

  

三寶尊佛神像 五文昌夫子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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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坂鎮雕藝街 

1. 簡介11 

張坂鎮雕藝街是福建首個專業雕藝市場，於 2014 年 9 月正式通街，整條雕

藝街全長 1.1 公里，共有 600 多間店面，將建成一流的宗教佛具用品和木雕產品

專業集散市場。 

張坂是中國著名的雕藝之鄉，擁有木雕、漆線雕、石雕、灰雕、磚雕等產業，

尤其是木雕，歷代的木雕匠師，揉合中原文化、閩越文化和宗教文化，創造出具

有中國繪畫的意境和趣味的藝術精品。 

張坂雕藝匠師傳承了古代雕藝的精神，推陳出新，形成宗教佛像、紅木傢俱、

園林建築、室內裝飾、旅遊工藝品等五大系列 200 多個品種，形成集藝術珍藏、

實用價值為一體的傳統工藝品生產地，具有規模的雕藝企業有 40 多家，從業人

員達 2 萬多人。 

在張坂鎮街道上有許多名為佛像藝術品工場，而多數的工廠均採取 CNC 車

床的機器方式製作神像，大批神像變成商業品輸出，讓人嘆為觀止。 

  

雕藝街一景 大量現代生產的神像 

2. 考察記要與心得 

本次參訪調查張坂鎮，分別造訪以現代企業型態經營的「西豐佛藝工藝品公

司」及傳統漆線雕傳習的「紫雲軒雕藝廠」。 

西豐佛藝工藝品公司公司引進 3D 掃描列印的方式生產佛像，瞭解顯現現今

工業化下的傳統神像雕刻的轉變：另一方面，而紫雲軒雕藝廠的黃勝陽師傅，比

較重視漆線的製作，並被官方指定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習人。 

                                                      
11 參考資料 https://kknews.cc/zh-tw/other/l8ybe29.html。瀏覽日期:107.12.10。 

https://kknews.cc/zh-tw/other/l8ybe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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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黃勝陽師傅說明，中國大陸近年開放祭祀後，因應大量的神像訂單需求，

張坂鎮雕藝街的神像製作已變成變成生產線的概念，包括粗胚、手、身、頭部、

開光、漆線……等，皆由不同人所完成。而臺灣的匠師則保有完整的神像雕刻及

粧佛工藝的養成，匠師從選料，雕刻，粧佛…等皆需一手包辦，臺灣保存了最傳

統的神像製作技藝。 

張坂鎮漆線雕技藝早期因為沒有神像製作的市場，轉而用藝術品的市場，也

加入多現代機械輔助，相較於臺灣仍保有手工的漆線製程，其手工漆線能接近於

髮絲般細膩。而張坂鎮雖然集結了許多匠師及各類木雕技藝，但單就神像製作技

藝，其神韻及細膩度尚無法與臺灣傳統匠師相比，應為文化大革命造成相關市場

萎縮，人才及技藝進而殞落。 

西豐佛藝工藝品公司中蒐藏許多早期神像，據公司的負責人仇先生說明，他

們製作神像也須要參考傳統神像的神韻、形式等，這些神像年代均久遠，與臺史

博館藏的傳統神像較為類似，或許日後也可以做為比較研究的對象。 

此外，張坂鎮藝雕街也導入了 3D 列印技術，用於大量生產神像，對於臺灣

而言，此種製法如果作為藝品還可以理解，但作為神像，則覺得不可思議。 

就近觀察，臺灣神像的雕刻、漆線等技藝，在臺灣的傳統匠師尚未發展成為

大型的企業化的生產，在臺灣神像雕刻仍是依賴在宗教信仰的範疇下，匠師除了

雕工技巧外，雕刻神像的祭儀、神聖性，仍是無法摒除的傳統。 

機器生產的神像其精緻度雖較人工較易掌控，但臺灣傳統匠師細膩的技藝卻

是中國大陸的機器生產者所無法比擬，因此，臺灣更應該好好珍惜這些保存傳統

技藝的匠師及其技藝。而這些傳統的工藝要如何傳承，並且抵擋大量生產廉價的

工業化製品，這是臺灣匠師的優勢，但是也是值得憂心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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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雕神像粗胚(一) 木雕神像粗胚(二) 

  

工藝品公司蒐藏早期神像(一) 工藝品公司蒐藏早期神像(二) 

  

使用機具製作漆線 漆線雕應用於藝術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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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品公司近期製作之神像與傳統風

格不同(一) 

工藝品公司近期製作之神像與傳統風

格不同(二) 

 

 

3D 列印設備 3D 列印神像 

  

漆線雕應用於藝術品（二） 「紫雲軒雕藝廠」傳統漆線雕傳習者黃

勝陽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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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江博物館 

1. 簡介
12 

晉江博物館館藏文物量在福建省博物館排行居前，其展廳面積有 5,500 平方

公尺，其展覽的主題分別有： 

晉江歷史風景線：包括泉南首邑、海疆重鎮、海上絲路、陶苑奇葩、橋甲天

下、宗教聖境、海濱鄒魯、華僑之光等八個主題，展示晉江歷史文化和社會發展

的歷程 

晉江華僑史館：包括「海天萬里故園情—晉江華人華僑歷史展」、「晉台緣港

澳情—晉江港澳臺同胞展」兩個主題展館，展覽面積 1,800 平方公尺。 

其中，「海天萬里故園情—晉江華人華僑歷史展」分為遠渡重洋、開拓異域、

情繫故土三大主題，闡述晉江人自古以通商貿易僑居海外，吃苦耐勞、勇於拚搏，

融入當地社會，為僑居地的經濟發展與繁榮作出貢獻，以及晉江籍華僑和華人身

在海外，為國家和家鄉的經濟發展及文化進步作出卓越的貢獻。「晉臺緣港澳情

—晉江港澳臺同胞展」，則分為晉台緣、港澳情兩大部份。「晉臺緣」部分展示晉

江與臺灣，兩地歷來交往頻繁，由地理位置接近產生的地緣文化，帶來了血緣、

文化、商業、宗教的關係。「港澳情」部分展示晉江人在香港、澳門拚搏創業，

促進港澳兩地、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 

  

晉江博物館外觀。 晉江博物館中庭。 

2. 考察心得 

晉江博物唯有以討論晉江人的宗教與晉臺緣展覽中，才有神像的展覽，且內

容多是從兩岸相同的宗教信仰中論述。而其神像蒐藏的部分，有多尊銅雕的神像，

木雕的神像較少，相關研究及論述皆為針對宗教的淵源及儀式的介紹，並無針對

                                                      

12 參考資料 www.jjbwg.com。瀏覽日期:107.12.10。 

http://www.jjbw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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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像的相關詮釋及研究。在展場中看到的神像展覽，說明文字較為簡單，僅說明

神尊的名稱，燈光與展示效果均不佳，觀眾對於該神明背後的信仰源流可能都無

法理解。此外，辦公空間有一個員工在勤狀況的小白板，包含各工作事項、值班、

消防安全等守則標示，此可作為國內辦公單位的參考，掌握員工出勤及執行業務

狀況。 

  

木雕神像 田都元帥神像(來自臺灣) 

  

玄天上帝神像 媽祖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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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風耳神像 千里眼神像 

  

員工出勤狀況一覽表 值班人員及安全防火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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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天 

近年臺灣已開始展開全面性文物普查，對於地方寺廟所保存的廟宇文物開

始重視列冊管理，並且補助廟宇進行保存環境的改善與保存觀念的教育訓練等。

廈門與泉州各地仍保留有許多寺廟，且為臺灣民間信仰的來源之處，本次特別安

排了泉州開元寺、承天寺、銅佛寺等進行考察，透過參訪寺廟，係為瞭解目前尚

存在寺廟中被崇祀的神像，大陸地區寺廟是如何進行展示與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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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開元寺 

1. 簡介13 

開元寺始建於唐垂拱 2 年(686 年)，初名「蓮花寺」，長壽元年(692 年)改名

「興教寺」，神龍元年(705 年)又更名「龍興寺」，唐開元 26 年(739 年)唐玄宗下昭

中國各州建一座開元寺，遂改現名，元代至元 22 年(1285 年)合 120 院為一禪剎，

始稱「大開元萬壽禪寺」。寺址本是黃守恭的桑園，相傳「守恭夢僧欲化其地為

寺，辭曰：待桑樹生蓮花乃可，不數日桑樹盡生蓮花，守恭神之，即舍為寺」，

因此，開元寺得名「桑蓮法界」。 

開元寺現佔地面積 8 萬平方公尺，是福建省內最大的寺廟。它規模宏大，構

築壯觀，景色優美，是中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及佛教重點寺院，同時也是中國 4A

級旅遊景區和福建省「十佳」風景區。是海上絲綢之路起點、歷史文化名城泉州

的象徵，也是中國佛教重鎮。 

開元寺佈局，中軸線自紫雲屏、天王殿、拜亭、東西兩廊、大雄寶殿、甘露

戒壇至藏經閣，東翼有檀越祠、本生院，泉州佛教博物館(弘一法師紀念館)，西

翼有安養院和水陸寺。內有鎮國、仁壽兩個宋代石塔(俗稱東西塔)，堪稱中國無

雙，也是泉州的象徵。寺中桑蓮歷經 1,300 多年滄桑，至今仍生機盎然，被列為

世界之最。拜庭兩旁古榕參天，大雄寶殿雕塑技術高超，尤其是粱槽間的 24 尊

飛天樂伎，在國內古建築中罕見。殿前月臺須彌座的 72 幅獅身人面青石浮雕，

殿後廊的兩根古婆羅門教青石柱，同為明代修殿時從已毀的元代古印度教寺移來，

它們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大殿內用近一百根海棠式巨型石柱支撐殿堂，

俗稱「百柱殿」，殿內供奉的五方佛像，法相莊嚴，是漢地少有的密宗軌制。大

雄寶殿之後的甘露戒壇，系中國現存三大戒壇之一，壇之四周立柱斗栱和鋪作間

的 24 尊木雕飛天，與大雄寶殿的頻伽一樣，既是建築藝術的瑰寶，又是研究閩

南古樂南音的資料。 

2. 參訪記要與心得 

本次開元寺的參訪可以參見許多在建築體上的神像雕刻，寺內的飛天神像、

寺外建築上的石雕神像，許多年代均以久遠，而寺方對於這些神像或石雕均未有

說明與解說牌指引，因此許多資料均須仰賴網路資料或是熟人才得以瞭解。而入

寺內參訪時想要瞭解內部神像，均被拒絕拍照。 

                                                      
13 參考資料 https://zh.wikipedia.org/zh-tw。瀏覽日期:107.12.11。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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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寺的建築或神像雕刻，可說是中國多元宗教藝術的集結，內可以見印度

教、佛教等特色。在開元寺的龍柱上是明代龍柱的特色，石雕為泉州惠安施副為

代表，其工藝影響臺灣各地寺廟的雕刻，在臺灣的石雕材料早期均從泉州進口稱

為泉州白石，而我們在開元寺內也見到這些早期的龍柱，顯見早期兩岸工藝匠師

的師出一轍的淵源。 

泉州師傅的神像雕刻技術，向來是臺灣神像雕刻師傅的一種派別之稱，惟開

元寺內缺乏對於這些神像雕刻的說明，無法讓人詳細瞭解神像的來源。 

  

開元寺內的大雄寶殿神像 開元寺內的龍柱 

  

開元寺大雄寶殿外的石柱 表現出印度教特色的石柱圖案 

 



30 
 

‧承天寺 

1. 簡介14 

「承天寺」始建於南唐保大末年、中興元年(957-958 年)，初名「南禪寺」。

北宋景德四年(1007 年)敕名「承天寺」。明末毀於兵燹。清康熙 30 年(1691 年)重

建。文化大革命時彌勒殿、法堂、鐘鼓樓、廊廡及山亭塔幢雕塑等被毀，寺院一

度被挪為他用。1983 年，旅居新加坡的宏船長老返回泉州，發願重修承天寺。

1985 年開始重修大雄寶殿並新建法堂和彌勒殿等建築，至 1990 年 10 月全部竣

工，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出席開光大典。 

「承天寺」占地約 0.7 公頃，坐北朝南，沿中軸線依次為天王殿、彌勒殿、

放生池、大雄寶殿、法堂、文殊殿，兩側有鐘、鼓樓和廊廡等建築。西側臨街設

山門，有東西方向通道通往天王殿，從而使全寺布局能坐北朝南。通道北側與臨

街形成的夾角處建有園林。 

大雄寶殿面闊五間，重檐歇山頂，燕尾脊，富有閩南傳統建築特色。 

法堂內的銅佛，高 2 公尺，重約 1 噸，由印度傳入，其年代可能為五代前後

(907 年－979 年)。 

泉州閩國鑄錢遺址位於「承天寺」西南，大致在山門與天王殿之間的過道及

園林附近，面積約 1000 多平方公尺。五代閩王王延羲於永隆四年(942)八月至永

隆六年(944)三月曾在此鑄「永隆通寶」鐵錢。2002 年夏在此發掘出土數千件陶質

錢範及當時烘烤錢範的爐箄、爐壁殘片等遺物。 

文殊殿前的石經幢原立於泉州城北門通天宮，原稱通天宮石經幢，後因通天

宮久圮，於 1989 年移入「承天寺」內。石經幢建於北宋崇寧年間，八角，通高 7

公尺，共 13 層，由須彌座、多層幢身、蓮座、幢檐、寶頂等構件壘疊而成。浮

雕有力士、佛像、蓮瓣，雲龍及山峰水波紋等。 

2. 考察心得 

因泉州華僑歷史博物館吳翠蓉館長推薦，此處有一古代銅佛及千手觀音，雖

非木雕神像，但其神韻及型態，亦有參考比較之用。 

經實地考察承天寺法堂內的銅佛，表面彩繪曾有起甲之現象，如果年代是五

                                                      
14 參考資料 https://zh.wikipedia.org/zh-tw。瀏覽日期:107.12.1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94%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94%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5%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A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A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A%B7%E7%86%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5%B5%E6%9C%B4%E5%8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5%BB%B6%E7%BE%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8%E9%9A%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4%87%E5%AE%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1%BB%E5%BC%A5%E5%BA%A7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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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久，至今以將近千年，而此等保存尚稱完善，另一尊千手觀音也是置放於玻

璃櫃內，讓信眾參拜。寺內見到許多解說已經使用語音 QRCode 的掃描解說，卻

缺乏銅佛的解說，甚為可惜。 

  

承天寺銅佛 承天寺千手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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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佛寺 

1. 簡介15 

銅佛寺原名「百源庵」，始建年代已不可確考。明萬曆 47 年(1619 年)，楊錫

玄居士獻地，泉州知府楊胤錫撥巨資主持擴建，占地面積 4.3 畝。同時鑄造銅佛

15 尊，高 5 尺，寺名遂易為「銅佛寺」。「銅佛寺」位於福建省泉州市區中心百源

川池畔，西鄰泉州府孔廟、明倫堂等古建築，1962 年公佈為第一批市級文物保護

單位。清乾隆 17 年(1752 年)施國寶等人再度修葺。數百年來，或因洪水衝擊，或

因時局動盪、戰亂紛起，銅佛寺屢遭毀壞。但此間發願重建者不乏其人，如清朝

的志存及民國時的性願、覺澈、覺願法師還在此舉辦過「覺華佛學苑」、「佛教義

診施藥局」等，之後又屢有修繕增建。 

佛寺現存珍貴文物甚多，其中有銅佛 15 尊，為清順治 12 年至 16 年期間鑄

造，大莊嚴佛像，線條流暢，栩栩如生。一代宗師弘一大師曾於 1930~40 年代至

寺駐錫，手題匾額、楹聯猶存。 

2. 考察心得 

本次前往銅佛寺參訪時，正逢其建築整修，無法完整參觀原來的 15 尊銅佛，

而僅留 1 處提供民眾參拜之用。據本次所見之銅佛，外觀莊嚴肅穆，然因確切的

年代為清初，每一尊銅佛被後均有年代刻記，其神像風格可以作為未來研究之用。

當天因值廟方有廟會活動，廟方熱鬧異常，顯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民間對於宗

教信仰的復甦，民間熱烈參與宗教的崇祀。這些寺廟的神像年代均已久遠，時間

確切，蒐藏相關的資料對於未來神像資料的建構具有正面的意義與幫助。 

 
 

銅佛寺銅佛。 廟會活動一景。 

  

                                                      
15 參考資料 https://baike.baidu.com/item。瀏覽日期:107.12.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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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廟 

1. 簡介16 

泉州文廟位於福建省泉州市鯉城區百源川池畔，又名府學，前身為唐代開元

末年在泉州衙城右修建的「魯司寇廟」，北宋太平興國初(公元 976~981 年)遷址修

建到現今地址，並建學府。該廟主要祭祀的為孔子，大成殿內陳列有古代祭祀孔

子的禮器，並收藏有許多泉州古代文化名人的遺物，是研究泉州文化的重要遺蹟，

2001 年被列為中國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府文廟歷史悠久，規模宏大，殿宇壯

麗，是集宋、元、明、清四朝代的建築形式的孔廟建築群，為東南地區最大的文

廟建築群，建築風格在中國現存孔廟中罕見。文廟內設有「泉州府文廟文物陳列

館」、「泉州歷史名人紀念館」、「泉州古代教育展覽館」。 

泉州府文廟占地面積約 8,000 多平方公尺，由泮宮、大埕、大成門、大成殿、

明倫堂、莊際昌狀元祠、蔡清祠、李文節祠等組成。「泉州府文廟文物陳列館」

設在大成殿內，有孔子雕像十二哲畫像。主要文物有傳世祭孔樂器、舞器、禮器

等。「泉州歷史名人紀念館」設在文廟西廡，陳列有唐、五代、宋、元、明、清

等朝代文化名人 38 位。這些人物從各個歷史時期反映出泉州人在政治、文化、

經濟、軍事以及海外交通等領域的傑出表現。展品使用現代彩色臘像工藝製作，

配以精製各時代服飾，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泉州古代教育展覽館」設在文廟東廡，陳列自晉代中原士人遷徙到泉州後，

帶來中原文化，家塾興起，宋代泉州除府學外，各縣均建有縣學，書院林立，如

雨後春筍，時有「十室之間，必有書舍」，稱譽為「海濱鄒魯」。該館陳列展出圖

文並茂，以大量詳實照片反映教育歷史的遺蹟和遺存，還有碑刻、課本、科舉試

卷、牌匾、楹聯等實物資料，展現當時社會教育的縮影。 

  

泉州文廟入口。 大成殿外觀。 

                                                      
16 參考資料 https://baike.baidu.com/item。瀏覽日期:107.12.1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4%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AD%E7%A5%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AE%E5%99%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9%87%8D%E7%82%B9%E6%96%87%E7%89%A9%E4%BF%9D%E6%8A%A4%E5%8D%95%E4%BD%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89%E5%B7%9E%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AE%E5%AE%A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7%E5%9F%95&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88%90%E9%97%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88%90%E6%A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8%8E%E4%BC%A6%E5%A0%8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A%84%E9%99%85%E6%98%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4%A1%E6%B8%85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D%8E%E6%96%87%E8%8A%8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baike.baidu.com/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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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察心得 

文廟置有孔子與門生的雕像，但無法考究其雕刻年代，且雕像無粧佛工藝，

故僅有雕工及雕像表情可能具有參考價值。此外，「泉州府文廟文物陳列館」設

在大成殿內，除正中有孔子雕像，兩旁有孔門四配十二哲畫像。主要文物有匾額、

傳世祭孔樂器、舞器、禮器等。其中 6 件青銅豆鑄有「乾隆十一年臺灣知府蔣元

樞捐造，貢生蔣鴻皋監製」和鑄有「同治六年五月鑄，州同御即造，訓導鄭秉經

郊行李樹監鑄」及「臺灣北路淡水同知嚴金清謹制」的銘文編鐘，是研究泉州文

廟與臺灣孔廟的歷史淵源關係的文物資料。但這些文物僅有陳列，缺乏解說文字，

無法提供相關知識的補充。 

  

大成殿保有許多文物 孔子雕像 

  

孔子門生雕像 禮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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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天 

‧廈門市博物館 

1. 簡介17 

廈門市博物館是中國東南地區重要的地方綜合性博物館，致力於中國東南地

區特別是閩台兩岸珍貴文化遺產的收藏、保護、研究與展示，利用博物館直觀的

展品和各種展示手段，宣傳國家文物政策，普及文物考古和歷史知識，弘揚和保

護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保存歷史記憶。 

廈門市博物館於 1983 年籌建，1988 年正式對外開放，舊館原址位於鼓浪嶼

上的八卦樓。隨著廈門經濟和各項事業的快速發展，作為洋樓民居的八卦樓無論

在建築的規模，還是在結構和功能等方面都不能滿足博物館保護、展示文化遺產

以及事業發展的需要，2004-2006 年廈門市政府利用廈門工程機械廠舊廠房，改

建為廈門市文化藝術中心。廈門市博物館的新館就位於它的東北部，建築面積 2

萬 5,300 平方公尺，展廳面積 9,597 平方公尺，庫房面積 2,800 平方公尺。 

新館較之舊館，建築面積擴大 6 倍。2006 年 6 月，經廈門市委機構編製委員

會批准，將廈門市鄭成功紀念館、廈門市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併入廈門市博物館，

如今的廈門市博物館由廈門博物館主館、鄭成功紀念館、廈門經濟特區紀念館、

廈門市文化遺產保護中心、思明破獄鬥爭陳列館、陳化成紀念館、陳勝元故居七

個部分組成。為全民所有制事業單位，隷屬廈門市文化局管理，核定人員編製 64

人。廈門市博物館現有館藏文物近 3 萬件，已經鑒定的三級以上文物共 3,983 件，

其中以古代的陶瓷、書畫、玉器、石雕和民俗文物以及國際友誼禮品等為主並最

有特色。 

  

廈門市博物館外觀 廈門市博物館大廳 

                                                      
17 參考資料 https://www.xmmuseum.com。瀏覽日期:107.12.12。 

http://www.xmmuse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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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察心得 

據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說明，此館有神像蒐藏，故前往此處考察，主要於「閩

臺民俗」展館中陳列，惟僅有幾件神像，且無標示出處及明確製作年代，若之後

要進一步研究，尚需再進行考證。 

至於「館藏文物精品陳列」展館，因閉館施工，無法進一步考察其神像館藏。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館方將部分石質文物放於戶外園區，並作部分還原場

景供民眾體驗，此點亦可作為臺史博「歷史公園」造景參考。 

經由考察這幾間廈門泉州的博物館，博物館蒐藏神像很少，主要是不同於臺

灣，不將「民間信仰」視為正統的宗教，而是視作為「民藝品」，因此相關的神

像研究並不多。而比較多的神像蒐藏則是因為要用宗教，去論述兩岸擁有相同的

文化，因此也未對神像的雕刻及粧佛工藝作進一步的研究。 

  

土地公神像 清代木雕孔子像 

  

石蔗輪 明代石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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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石虎(一) 宋代石虎(二) 

  

石像陳列 石獅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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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普陀寺 

1. 簡介18 

南普陀寺是一座有千餘年歷史的佛教寺廟，位於中國福建省廈門市東南五老

峰下，面臨碧澄海港，規模在廈門島佛寺中居首位。因其供奉觀世音菩薩，與浙

江普陀山觀音道場類似，又在普陀山以南而得名。是一間在閩南和東南亞有相當

影響力的佛寺。 

南普陀寺始建於唐代末期，當時稱為泗洲寺。北宋時由僧人文翠改建，稱為

無盡岩。元代時被廢寺，於明代重建，改稱為普照寺，並遷建於今址。清代初期

又因戰亂廢寺，後於康熙 22(1684)年得靖海侯施琅捐資修復並擴建，因增建大悲

閣供奉觀世音菩薩與浙江普陀山觀音道場類似，遂更名為南普陀寺。到民國初年，

南普陀寺已成為閩南香火鼎盛的佛教寺廟。 

文化大革命中，南普陀寺曾遭紅衛兵砸毀，在寺東成立五金電器廠，寺西開

闢演武小學和瓜田。文化大革命後，直至 1989 年恢復推舉方丈的制度，並於次

年撤銷「南普陀寺管理委員會」，成立以方丈、堂主、監院等組成的「寺務管理

委員會」 

南普陀寺占地 3 萬多平方公尺，格局為三殿七堂，坐北朝南，依山面海，建

築具有獨特的閩南風格。中軸線上的主體建築由南往北依次為天王殿、大雄寶殿、

大悲殿和藏經閣。中軸兩側則有左右廂房、鐘樓鼓樓、羅漢堂、功德樓、海會樓、

普照樓、太虛圖書館、佛學院教舍等。 

天王殿，1925 年會泉法師住南普陀方丈時重建，為歇山頂重檐躥角式單層磚

石、木構建築，闊為五間，前有紅漆大門，後無牆。供奉彌勒菩薩、韋馱和四大

天王。大雄寶殿，1932 年轉逢法師重建，為歇山頂重檐躥角式單層磚石、木構建

築，闊為八間，綠瓦石柱，金碧輝煌。供奉三世尊佛。大悲殿，1930 年太虛法師

重建，八角形三層飛檐躥角式亭閣單層建築，後於 1962 年改建為鋼筋水泥、木

構式。供奉觀音菩薩。 

2. 考察紀要與心得 

南普陀寺的參訪中，除了瞭解寺內的神像外，寺內後方的山上還有陳第、沈

有容所題的石刻等，寺內也有許多捐置寺田的碑記等。而在南普陀寺大門外有數

                                                      
18 參考資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瀏覽日期:107.12.1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A6%E9%97%A8%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8%80%81%E5%B3%B0_(%E5%8E%A6%E9%97%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8%80%81%E5%B3%B0_(%E5%8E%A6%E9%97%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A6%E9%97%A8%E5%B2%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7%82%E4%B8%96%E9%9F%B3%E8%8F%A9%E8%90%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99%E6%B1%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99%E6%B1%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AE%E9%99%80%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7%BD%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5%8D%97%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A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3%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A%B7%E7%86%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D%E7%90%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7%82%E4%B8%96%E9%9F%B3%E8%8F%A9%E8%90%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99%E6%B1%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99%E6%B1%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7%BD%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E5%A4%A7%E9%9D%A9%E5%91%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2%E5%8D%AB%E5%85%B5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C%94%E6%AD%A6%E5%B0%8F%E5%AD%A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9%E4%B8%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9%E4%B8%88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0%82%E4%B8%B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B%91%E9%99%A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89%E6%AE%BF%E4%B8%83%E5%A0%8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7%8E%8B%E6%A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9B%84%E5%AF%B6%E6%A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7%E6%82%B2%E6%AE%B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7%8F%E7%BB%8F%E9%98%8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A5%E5%8B%92%E8%8F%A9%E8%90%A8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A%A4%E6%B3%95%E9%9F%A6%E9%A9%A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A4%A7%E5%A4%A9%E7%8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A4%A7%E5%A4%A9%E7%8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99%AE%E9%99%80%E5%AF%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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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乾隆御製的福康安平定林爽文事件的滿漢文碑記。 

這些碑記都是清代乾隆年間平定林爽文事件後，為讚頌乾隆皇帝的「十全

武功」。石碑下的贔屭龜已經與石碑分開，現今臺南赤崁樓、保安宮及嘉義市中

山公園也保留相似的石碑。而南普陀寺的石碑已經設置碑亭置放，且用玻璃櫃保

護。但是卻已經失去贔屭駝碑的歷史原貌。將石碑放置於玻璃櫃體中的展覽呈現，

雖可預防石質文物因風吹日曬雨淋而破壞，卻讓觀眾與文物間產生隔閡。 

 

  

南普陀寺的乾隆御碑 乾隆御碑的贔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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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訪心得 

一、拓展研究臺灣與大陸神像製作技術與材料史的視野 

臺灣民間與大陸神像雕刻匠師間的交流與合作，此次參訪所知許多大陸的

匠師並未到過臺灣，對於臺灣神像雕刻技術所知甚少。而當今臺灣許多廟宇卻使

用進口的大陸神像，大陸神像的製作已經成為商品輸出，大量生產的商業製品的

神像也在臺灣廟宇中出現。而臺灣匠師也不知道目前大陸匠師的製作方式。 

目前臺灣有許多從大陸進口的神像，臺灣的傳統匠師對於大陸進口的神像

均認為是廉價的商業品，儼然對於堅持傳統工藝匠師的市場也產生威脅。雖然傳

統工藝的精緻度視工業化的神像所無法取代的。但是此行瞭解大陸採取生產線的

生產方式，每一位匠師都可以發展自己的專業，臺灣傳統神像匠師均須熟稔木雕、

漆線等技藝，是一種全才的訓練方式。 

全才式的訓練與傳承就人才訓練而言，需要長時間才可以完成，因此臺灣

的匠師傳承多侷限於家族、師徒制，講究長期的學習。而大陸的分工學習的方式，

或許是可以參考的方式，時間較短，投入的人也會比較多。而大陸採取機械式的

製法是否也可以作為部份的參考。 

而現代中國大陸漆線材料的來源與臺灣的漆線來源大同小異，也是使用老

漆、利德粉等，但是老漆的來源這是值得再探索的議題。據中國大陸師傅表示，

應係來自貴州的漆樹，而臺灣本身也有產天然漆，臺灣的匠師是否也會使用在地

的臺灣漆材呢？未來對於釐清臺灣與中國神像製造產地的區別，除了工藝風格的

區別外，對於材料的判別，也是一個重要的參考依據。 

二、對於神像主題的典藏、研究與展示策略分析 

臺史博因為蒐藏 2,000 多尊神像，因此開啟了神像研究的計畫，2017 年並策

劃了「神像人間：臺史博館藏神像特展」，內容從神像的類型、民間宗教的來源、

工藝技法等全面性的詮釋臺灣神像的知識，建構臺灣神像的知識體系。 

本次考察針對博物館對於神像主題知識建構主題進行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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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劃面 

1. 規劃中國大陸地區神像典藏、展示等機構的調查計畫，除了博物館外，

深入地方的寺廟再進行深度的田野調查。 

2. 對於中國大陸地區神像製作技術的調查，除了神像製作公司的調查外，

進年許多被指定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也視作為調查的對象， 

3. 針對中國大陸神像研究資料調查與掌握，全面性蒐羅中國大陸地區民

間宗教信仰調查、寺廟文物調查資料，瞭解早期神像的分部與研究趨勢。 

4. 規劃將中國大陸博物館典藏的神像列為未來資料平臺蒐集的對象。 

(二)執行面 

1. 透過中國大陸的博物館或在中國大陸的臺灣文史團體協助掌握中國大

陸各地廟宇的神像資料、神像雕刻師傅的資料。 

2. 擴展臺史博對於神像研究的視野與角度，除了傳統民間信仰的神像雕

刻匠師外，對於中國佛教的雕刻影響，也是需要關注的議題， 

3. 未來加強臺史博與臺灣、中國大陸地區博物館界對於神像研究議題的

深度交流，許多中國大陸博物館對於典藏的神像技藝工法資料闕如，未

來可以舉辦工作坊、研討會等，進行學術性的討論，加強彼此的互動，

借此補充相關的資料。 

(三)效益面 

1. 透過調查與收集中國大陸地區博物館或廟宇中神像資料，充實臺史博

神像的資料，有助於釐清臺灣文物的特色。 

2. 兩岸博物館透過工作坊、研討會等模式，可以深度交換彼此典藏神像的

經驗，對於神像典藏的工作有實質的幫助。 

3. 實際瞭解中國大陸對於神像工藝的發展，可以協助臺灣的神像匠師發

揮專長，對於傳統工藝的傳承具有實質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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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我國相關政策之比較分析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近年以觀光化、申遺為導向，一旦申遺成功，伴隨

而來的就是經濟效應。目前申遺成功者有媽祖文化、王船文化，聯合泉州、廈門

等閩南信仰文化重心的城市或東南亞華僑的廟宇共同申報，然而大陸在神像雕刻

的技術因為歷經文革，因此僅將神像雕刻上的漆線雕列為重要的非遺文化的傳承，

而神像雕刻所涉及的宗教儀禮等卻是他們所忽略的。 

神像雕刻不僅是一種工藝技術，背後所影射的信仰習俗才是臺灣重要的文

化精神之所在。文化部鼓勵「地方學」，而臺灣神像雕刻匠師所演變出來的各地

特色精神，才是臺灣文化的精隨。然而政府當局如何將此神像雕刻技術延續，是

否有發展成為產業之可能性，符應文化部政策鼓勵地方文史與產業生態結合，成

為地方知識的學習網絡。讓傳統技術能夠轉成產業得以生存，現在中國大陸神像

雕刻成為商業產業，以低價的方式搶佔臺灣的市場，而臺灣匠師獨特的技術如何

延續並抵抗中國大陸的產品？匠師技術的傳承、神像雕刻產業的永續經營，皆為

文化與經濟產業各政府部門需要思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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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事項 

一、推動博物館進行神像研究議題 

 本次參訪大陸地區的神像典藏單位，或在地的寺廟，甚少保留神像來源、工

藝技法等方面的資料，大多數的神像因為文革之故，多已散佚。然因臺灣保存了

許多來自大陸原鄉的神祇雕像，許多都還在民間廟宇中供奉著，因為文化部啟動

文物普查計畫，使寺廟中的神像其價值受到重視，其神像資料較為豐富與清楚。

據 2018 年 10 月 25 日中國閩臺緣博物館館員或張坂鎮的神像工藝匠師對神像的

背景資訊均相當缺乏，在博物館中此類的神像非屬於藝術品，甚少得到關注，解

說資料簡略。經由臺史博說明後，他們對此議題也深感興趣，未來若能推動兩岸

神像研究，將有助於傳統神像雕刻工藝的推廣與保存。 

臺史博從 2016 年因接受民眾捐贈大量的神像，完成了基礎資料的編目作業，

2017 年開始推動保存科學，以先進的科學儀器進行神像材質檢測研究，逐步建置

神像材質資料，此行對瞭解大陸地區對於神像保存、製作工藝的發展有初步的了

解，而大陸傳統神像雕刻師傅大多已經轉型為利用現在工業機器製作方式，僅有

少數匠師仍維持傳統技法。神像製作工藝部分轉型為藝術創作，大陸工廠也運用

3D 技術製作神像。而臺灣神像工藝，結合民間信仰的觀點與工藝、技術的概念

下發展，保存了傳統神像工藝的神聖性與精神，這是目前大陸的神像雕刻所缺乏

的，也是臺灣神像雕刻技術的獨特性與特殊性。 

二、推動傳統工藝相關教育推廣活動 

神像雕刻工藝涉及木雕技術與漆線工藝，大陸的漆線雕工藝已被指定為非物

質文化遺產，此次訪問漆線雕黃勝陽師傅，他將漆線工藝作為裝飾藝術，並且到

學校推廣。在臺灣的西佛國蔡友誠師傅也將漆線工藝到社區大學傳習。兩岸神像

雕刻工藝都能在秉除宗教儀式的神聖性後，利用傳統的材料、技術將其轉成大眾

能夠理解並且接受的傳統工藝美術，這些作法可以作為博物館教育推廣活動的參

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