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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主要進行中國大陸閩東地區神像文物考察及交流計畫，考察地點為福建省

福州市地區，主要針對博物館、廟宇以及神像藝術相關產業，進行參訪交流。 

本次主要行程如下： 

一、博物館神像典藏與展示調查： 

為瞭解神像於福州博物館典藏狀況進行交流，拜會福州市博物館初步瞭解神像或

佛像收藏及展示狀況，並了解藏品來源等議題。 

二、地方廟宇神像現況調查： 

中國大陸閩東為於福建省東部，指福州、莆田一帶，該地區許多宗教信仰隨著移

民腳步傳入臺灣，有臨水夫人、媽祖信仰、五福大帝等，爰特別安排參訪地方寺廟，

如天后宮、閩王祠、臨水夫人故居、弘聖堂、水部尚書廟、齊天大聖等，藉此瞭解神

像在大陸祭祀及現存情形。  

三、神像畫師訪談： 

臺灣神像雕刻工藝來自中國大陸福建沿海一帶，在臺灣有泉州派、福州派、漳州

派之分，此次特別安排前往福州象園及李道環畫室瞭解現存的神像雕刻技藝發展以及

神像相關傳統技藝傳承及推廣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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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與參訪目的 

歷史上臺灣與中國大陸的經濟文化關係相當密切，從十六世紀以來漢人大量來

臺，除了經貿往來之外，也帶來的漢人文化。中國大陸傳統的民間信仰也隨著移民腳

步傳入臺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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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廟建築等工藝也由中國匠師傳入。 

近年來中國大陸政府當局熱衷於將各地古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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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水夫人、王船信仰等傳統宗教習俗更被

中國大陸政府申請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臺灣的媽祖信仰雖然傳承自中國大陸，但中國

大陸卻因歷經文化大革命，致使這些傳統宗教信仰文化與工藝多有斷層。然而，在中

國大陸民間寺廟中仍然保存了許多傳統的神像，躲過了文化大革命的摧毀，可以作為

神像研究的對象，藉以釐清早期神像類型與風格。 

民間信仰下所表現的傳統工藝，雖然自中國大陸傳入，但是經歷臺灣特殊的風土

與歷史元素，已非中國大陸傳統文化框架下的工藝技術，展現出臺灣本土特色。由於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蒐藏將近 3000 件神像，為建構臺灣神像製作工

藝的系譜，推動臺灣神像工藝的研究發展，已於 2018 年已經展開泉州地區的神像工

藝調查計畫，了解中國大陸現代神像製作工藝在泉州的發展現況。2019 年更期盼透過

中國大陸閩東地區的調查，進一步了解福州地區神像製作工藝的發展與現況。 

同時，臺史博於 2016 年開始發展科學檢測的保存科學，透過非破壞性檢測儀

器，探索館藏神像上彩繪層的各種元素，試以歸納分析出神像製作的年代、區域等，

釐清神像工藝的發展。2019 年臺史博已建置文物材質資料管理平臺，除了將建立標準

樣本外，也取樣各種的彩繪資料。材質資料庫除了要有龐大的檢測數據與資料外，歷

史文化的調查研究更是重要的參考佐證，了解中國大陸匠師在神像粧佛彩繪材料或技

法使用與臺灣差異，減少在資料判讀誤解機率。 

臺史博期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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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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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考察過程 

一、參訪行程 

 

日期 行程 住宿 

第一天

11/19(二) 

桃園-長樂-福州 

參訪：福州市博物館 

福州 

第二天 

11/20(三) 

福州 

參訪：天后宮、閩王祠、臨水夫人故居、

弘聖堂 

福州 

第三天 

11/21(四) 

福州 

參訪：水部尚書廟、李道環畫室、祀典

閩王廟 

福州 

第四天 

11/22(五) 

福州 

參訪：裴仙宮、元帥廟、開元寺、象園、

湧泉寺 

福州 

第五天 

11/23(五) 

福州-台北松山 

參訪：泰山廟、齊天大聖廟、齊天大聖

府、復初庵、九案泰山府、顯應宮 

 

 

  



 

5 
 

 

二、參訪議題與內容 

1. 第一天 

 福州博物館 

(1) 簡介1 

    福州市博物館創建於 1987 年，原址位於福州於山大士殿清代古建築群中。1997

年籌建福州市博物館新館，佔地面積 14.47 畝，總建築面積 11,198 平方米，2000 年元

旦正式對外開放。新館的建築風格和裝飾風格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呈內院式佈局，

即用狹長的內院天井，以福州古建築的空間特色構築而成，建造具有福州特色的內部

空間，與福州市整體規劃及城市特色融為一體，體現福州市歷史文化名城的內涵，又

賦予時代感，成為福州的標誌性建築。 

    福州市博物館具有文物徵集、收藏、保護、鑑賞和研究等功能，透過陳列展覽、

文化交流、社教活動等方式來展現福州輝煌的歷史，展現福州的地方文化。館藏文物

有陶瓷器、青銅器、壽山石雕、字畫、絲織品、漆器、玉器、古家具和古木雕等，其

中以壽山石雕、字畫、絲織品收藏最具特色。目前對外免費開放的有《閩都華章——

福州歷史文化陳列》和《海絲門戶有福之州——福州“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遺產專題

展》兩個常設展覽。此外，該館還定期推出專題陳列展覽和各類臨時性展覽。 

(2) 考察紀要 

    此次，我們安排第一天造訪福州市博物館，由張振玉館長親自接待，張館長親自

介紹該館展場各項展覽，了解福州的歷史文化發展，同時，我們特別詢問福州市博物

館神像雕刻與藏品收藏的現況，再次呼應 2018 年閩南考察時對博物館領域的心得，

目前中國大陸博物館對於神像雕刻較無專門的研究，而重視出土文物。而從博物館展

示的內容與條件來看，存在人力不足的問題，多數展櫃潔淨度有待加強，甚至可看到

蒼蠅在展櫃裡飛竄，敏感性文物雖以 RP 脫氧進行隔絕，但似乎已密封多年，並未持

續進行氧氣濃度的檢測，而對於燈光的控制上可感受到，儘量將影響降到最低，特別

是在出土的織品文物展櫃都設有感應式啟閉，當觀賞者靠近時才會開始燈光。 

雖然博物館沒有大量典藏神像雕塑的內容，張館長也指出福州市應該僅有象園的

柯家還有再從事神像雕刻工作，可以前往拜訪調查。 

 

                                                 
1 參考資料：http://www.fzsbwg.com，瀏覽日期 2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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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博物館大門入口處 張振玉館長接待介紹博物館 

  

出土織品文物以 RP 脫氧保存，但未見到濃度偵測方式 

  

少數神像雕像的展示 與張館長交換出版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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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天 

 天后宮 

(1) 簡介 

福州天后宮位於鼓樓區三坊七巷郎官巷中，建築物於清代時期曾經重修，為清綏

安會館的附屬建築，臨街開三個門，分成前殿、中殿與後殿，前殿社有戲台，正殿頂

部有鎏金藻井，主神祭祀媽祖神像，後殿則祭祀天師張道陵、武財神趙公元帥、送子

金闕監生高元帥；左側三尊分別為北方之神真武大帝、紫霞仙府督署裴師真人、九天

會樂三田都元帥；右側三尊分別為慈航普度天尊、泰山奶奶碧霞元君、順天聖母臨水

夫人陳靖姑。 

據《綏安會館碑記》記載，約清道光年間，「建寧紙、木、茶、筍等幫，貿遷至

省，暨轉運天津等外者，險歷灘河，逾越海，無不感戴神靈，思有以報答天后之鴻

慈，圖建會館。」原來的郎官巷，西口與大、小水流灣相鄰，通連羅城大濠的浦尾，

入城船隻可達三處，故在此設神宮供奉天后媽祖，成為舊時福州城內唯一的一座天后

宮。2 

 

(2) 考察紀要 

正殿供奉媽祖神像，整體外觀新穎，是 2011 年由雕塑工藝師佘國平所塑，身著

彩繪金衣，頭戴神帽，手持奏板，面像、神情與臺灣媽祖神像不同，五官比例近似佛

祖，從其他殿中祀奉的神像中可發現，神像彩繪應不只有手繪裝飾而包含了噴塗技

法，雖然無法直接碰觸神像確認材質，不過就外觀造型來看應該都是以雕塑家製作翻

模而成，神像製作不再只由傳統匠師製作，而有雕塑家參與其中，這樣的案例也發生

在閩王祠，雖然失去傳統工藝技法的運用，但也突破技法上的限制。 

  

三坊七巷天后宮入口 非物質文化遺產告示牌 

                                                 
2 參考資料：http://www.mazuworld.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33&id=613，瀏

覽日期 2020.1.14 

 

http://www.mazuworld.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33&id=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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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殿中媽祖神像與臺灣媽祖神像神情不

同 

千里眼彩繪搭配噴塗技法 

 

 閩王祠 

(1)簡介3 

    福州閩王祠，座落於福州市鼓樓區慶城路，主要祭祀五代十國閩國君王王審知，

建築物原為王審知故居，直到吳越國占領福州後將其修繕為廟祠（西元 946 年），以

紀念王審知治理閩國的功勞。閩王祠由北宋至清代經歷 5 次修繕，現存建築物為明代

所興建，建築內保存唐代到明代歷代重要碑刻文物，其中以前庭「恩賜琅琊郡王德政

碑」最為古老，有天下四大碑之一的稱號，這些石碑在 1961 年被列入福建省第一批

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2)考察紀要 

    王審知因對於福建的貢獻備受福建人民尊敬，常立有塑像及宗祠表示敬崇，閩王

祠正殿中閩王塑像 1982 年由福州泥塑藝術家陳世善所塑，塑像呈現坐姿態，身著圓

領紅底金龍袞袍，頭戴結式幞頭官帽，留有鬍鬚，右手撫鬚，整體造像寫實，別於傳

統神像風格，由於右手撫鬚的造型明確，但離鬍鬚仍有一段距離，且座椅與衣服顏色

新舊有所落差，推測已有被修繕過。 

    除了王審知塑像外，廟中也展示閩王祠歷史相關文物，主要介紹閩王世系以及振

興佛道相關資料與文物，但因展櫃設計關係玻璃容易反光，使得觀賞不易，且石碑文

物斜躺擺設，更加深閱讀的困難性，都應引以為戒。 

                                                 
3 參考資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7%9E%E9%96%A9%E7%8E%8B%E7%A5%A0，瀏覽日期

2020.1.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7%9E%E9%96%A9%E7%8E%8B%E7%A5%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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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樓區閩王祠正門口 後殿展示方式不易閱讀 

  

造像寫實風格的閩王王審知 前庭「恩賜琅琊郡王德政碑」 

 

 臨水夫人故居 

(1)簡介4 

    臨水夫人故居亦是順天聖母陳靖姑故居，位於福州市倉山區工農路，也是臨水夫

人的出生地，有關於臨水夫人出生地在許多文獻中都有提及，《閩都記》提到「神姓

陳氏，閩下渡陳昌女，名靖姑」，下渡即是今日倉山，臨水夫人故居除祭祀臨水夫人

外，同時供奉觀世音菩薩、聖父聖母、三十六婆姐，正殿中懸掛著「順懿應天」、「崇

福佑民」、「母地生靈」牌匾，其中不乏看見許多來自臺灣的賀匾。 

     

(2)考察紀要 

    臨水夫人在福州地區是非常重要的信仰，本次拜訪臨水夫人故居管理委員會鄭

煒，從訪談中得知，過去文革的影響，確實造成福州地區許多神像遭受損毀，在一些

                                                 
4 參考資料：http://www.fzstsm.com，瀏覽日期 2020.1.9 

http://www.fzsts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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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居鄉村應該還存有老神像，目前故居所祭祀的臨水夫人是福州匠師所製作的軟身神

像，他個人也有收藏一些早期福州地區的神像，但因恰巧辦公室展示空間要拆除重

建，已經包裝無法提供參考，並介紹弘聖堂林志軍讓我們認識，林先生對於神像雕刻

有深入的研究，透過他我們可以了解目前福州地區現存各廟宇神像與工藝發展的狀

況。 

 

  

臨水夫人故居正殿外觀 正殿祭祀軟身臨水夫人神像 

  

臨水夫人神像臉部神態線條明顯 來自臺灣敬贈的臨水夫人臉部表情明顯

不同較重神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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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主任鄭煒交流相關資訊 提供本館神像成果書籍進行交流 

 

 弘聖堂 

    林志軍是玉敕弘聖堂的主任委員，收藏許多雕刻神像，經常與臺灣廟宇及匠師交

流，對於神像雕刻的派別有不同的看法見解，在臺灣研究文獻與學者經常會以泉州

派、福州派區別風格及派別，而林志軍則多以單字別稱呼，如西佛國為國派或人樂軒

是軒派稱呼，在風格上認為國派重意象，軒派重形象及線條，除了收藏外，自己也有

從事粧佛的工作，但由於泉州價格低廉，使得市場普遍不願意高價購買神像，因此在

製作的材料與工法上就會以價格為優先考量，而多數都可透過網路購買取得現代合成

材料，基底木材多是小葉樟木，而在福建的現存的粧佛工藝認為是永春佛像以及浙平

國較有價值。 

    此外，對於神像造像工藝，他認為水陸畫畫師也直得深入研究，因為畫師對於神

職譜系的內容熟悉，包含了姿態、法器或兵器、服裝、表情與手勢等都有一定的範

疇，福州就屬李道環畫室最為講究，他也提到許多匠師在傳承技藝時只接受到部分資

訊，誤用不合邏輯的圖像，比如門神與主神常見將領看守兵卒的奇特現象發生。 

    至於信仰的差異，林志軍則提及福州猴爺信仰與臺灣的差異，在福州猴爺信仰通

常會有紅、黑、白同時供奉，這在臺灣比較少見，至於是不是受到西遊記的影響就值

得再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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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倉山區的弘聖堂入口處 提供有關神像研究相關館刊交流 

  

收藏清代國派觀音雕像 林志軍分享收藏的水陸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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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中懸掛李道環畫室繪製神像畫 以 CNC 雕刻粗胚神像，比起過去的車佛

仔檯機來的更細緻 

3. 第三天 

 水部尚書廟 

(1) 簡介5 

    水部尚書廟，也稱勅建萬壽尚書廟，南宋時期為陳文龍擔任閩廣宣撫使官邸所在

地，主要供俸陳文龍，元朝時被毀，至明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令有司歲時到祭，

勅建「陳忠肅工神祠」，並敕封為「福州府城隍威靈公」，也是陳文龍逝後為神明的開

始。明永樂二年(1404)年成祖朱棣降旨勅封水部尚書，並增建後殿天妃祠，六百多年

來歷經多次大規模修建，但主要仍保留明代建築藝術風格。 

(2) 考察紀要 

    尚書廟中正殿主要供奉尚書公，軟身雕刻神像，五官立體且擬真，疑似重新粉光

過，原有的陳文龍神像早已在文革時期被燒毀，而在主神前方則擺設兩尊色彩較為古

樸的雕像，腳踩丁字步，表情與動態自然，推測應該福州地區匠師所刻，戰甲的造型

比較接近明朝的將士，但據資料顯示6，此兩尊神像應是琉球國護送陳文龍回福州的

侍者。 

    本次我們拜會水部尚書廟的主委盧鑫，了解尚書廟神像，廟中特別還有永祀王

船，展現水部尚書為海上保護神的信仰文化，福州地區因為於閩江口，閩江口區域民

間海神信仰以媽祖為盛，陳文龍和海龍王信仰次之，並有「官船拜尚書，民船拜媽

祖」之說。7陳文龍信仰僅於馬祖地區有祭祀，在臺灣並未有設廟祭祀，未來可以前

往馬祖考察了解差異。 

                                                 
5 政協福州市台江區委員會編，《民俗英雄陳文龍》(雲南人民出版社 2018)，頁 134~135。 
6 政協福州市台江區委員會編，《民俗英雄陳文龍》(雲南人民出版社 2018)，頁 84~85。 
7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culture/z35lv8q.html。2019 年 1 月 19 日瀏覽。 

https://kknews.cc/culture/z35lv8q.html。2019年1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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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廟入口及建築外觀 尚書廟正殿 

  

尚書公陳文龍軟身雕像 盧主委介紹廟宇 

  

依據研究應該是護送陳文龍回福州的 2 位侍者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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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道環畫室 

(1)簡介8 

   李道環畫室，由李道環畫師創立，座落於福州台江區橫巷中，致力於神像畫繪畫

製作，歷經第 2 代李定衡與第 3 代李聯通，至今已傳承至第 4 代李真，2018 年通過第

五批福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並指定李聯通為傳承人。 

(2)考察紀要 

    李道環生於 1862 年，拜福州畫師為師，畫室成立時就擅長水陸9畫（神像畫）繪

製為主，到了第 2 代李定衡時，因戰爭與文化大革命等因素，使得畫室於 1949 年至

1979 年中斷運作，當時李定衡已是不惑之年，直到 70 歲畫室才重持畫筆傳承，長達

30 年的動亂，也使得福州另一位楊姓畫師因早逝未能將技藝傳承下來，李聯通表示，

畫室重啟時，因自己在兄弟間年紀最為合適，才追隨父親畫師的腳步，繼承了畫師的

工作。 

    李道環畫室專長於佛教、道教水陸畫繪製，所有的工序與材料仍保有傳統的方

法，繪畫材料使用動物膠調合礦物彩研磨，但材料的來源並無固定的供應商或國家，

即便群青礦石每一礦場所生產的品質也不同，也會依據客人的經費調整使用，但不會

直接使用市售材料，因為繪畫基底材種類很多，從紙張到灰壁都有，不同的基底材所

需要的繪畫材料條件不同，因此自行調配較容易掌握。 

    李道環畫室多接受客製求畫，作品遍及福州市區，也有特地從臺灣來訂畫的，尤

其是 1980~1990 年代最多，1996 年後就鮮少有臺灣的訂單，這些時間點都與兩岸在政

治及通商開放程度有所關係，而在福州因受文革與都市計畫的影響，許多廟宇與民宅

皆已被拆除，僅剩少數保有畫作，著名的有河上救生堂、蒼霞法師亭與康山廟。據李

聯通表示，早期福州約有八成是李道環畫室所畫，而唯一傳承下來的也是李道環畫

室，這使得文革後許多相關造像工藝匠師都會來訪尋求神像與法器圖像交流。此外，

除了水陸畫及神像畫外，李道環畫室仍有嘗試著進行粧佛技法的練習，在工作室中的

一角就發現有紅臉的猴爺神像，無論姿勢及動態都與神像畫中的猴爺極為相似。 

    李聯通畫師口述訪談中，他表示對於技法的傳授仍以口述教導為主，並且不准任

何影像拍照紀錄的方法學習，要求所有的內容都應熟記在腦海中，他認為如此才能顯

示出專業的素養，但在科技發展飛躍的時代，對於往後繼承人能否以相同方式傳授也

令人擔憂，畢竟若能有紙本或是檔案紀錄，對於文化的傳承還是較有優勢。 

     

                                                 
8 經林志軍與李聯通先生口述訪談。 
9 一種宗教繪畫。通常供佛、道教舉行水陸道場、宗教儀式時懸掛。內容多為菩薩、明王尊者、天后

聖母、四海龍王等。 

https://www.moedict.tw/%E4%B8%80
https://www.moedict.tw/%E4%B8%80
https://www.moedict.tw/%E5%AE%97%E6%95%99
https://www.moedict.tw/%E5%AE%97%E6%95%99
https://www.moedict.tw/%E9%80%9A%E5%B8%B8
https://www.moedict.tw/%E9%80%9A%E5%B8%B8
https://www.moedict.tw/%E9%81%93%E6%95%99
https://www.moedict.tw/%E9%81%93%E6%95%99
https://www.moedict.tw/%E6%B0%B4%E9%99%B8%E9%81%93%E5%A0%B4
https://www.moedict.tw/%E5%AE%97%E6%95%99
https://www.moedict.tw/%E5%AE%97%E6%95%99
https://www.moedict.tw/%E6%99%82
https://www.moedict.tw/%E6%99%82
https://www.moedict.tw/%E5%85%A7%E5%AE%B9
https://www.moedict.tw/%E7%82%BA
https://www.moedict.tw/%E7%82%BA
https://www.moedict.tw/%E6%98%8E%E7%8E%8B
https://www.moedict.tw/%E6%98%8E%E7%8E%8B
https://www.moedict.tw/%E5%A4%A9%E5%90%8E
https://www.moedict.tw/%E5%A4%A9%E5%90%8E
https://www.moedict.tw/%E8%81%96%E6%AF%8D
https://www.moedict.tw/%E5%9B%9B
https://www.moedict.tw/%E5%9B%9B
https://www.moedict.tw/%E7%AD%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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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橫巷中的畫室入口 畫室被指定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證書與歷

代傳承人照片 

  

與第 4 代傳人李真交流畫作細節 第 3 代傳人李聯通介紹畫室顏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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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室中所購買常用的顏料與動物膠 畫室中已完成三太子與猴爺神像畫 

  

畫室中李真捏塑並粧彩猴爺神像頭部特

寫，臉頰的紅色顏料不同於臺灣匠師使

用顏料 

李聯通收藏早期猴爺神像的殘件，與李

真自行塑造的有所差異，但神情可看出

有模仿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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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料研磨的使用狀況  

 

 祀典閩王廟 

(1) 簡介 

    祀典閩王廟座落於倉山區上渡路灰爐巷中，又稱檀越境閩王廟，創建於明朝，占

地約 500 平方公尺，為明代建築風格形式，廟中祭祀閩王王審知，2007 年被指定為區

級文物保存單位。 

 

(2) 考察紀要 

    不同於鼓樓區的閩王祠，閩王風格更為神格化，神情自然，呈現坐姿態，從彩繪

狀況判斷應該重新粉光不久，正殿側面供奉紅、白、黑猴爺，手持棒棍，整體姿勢動

態與李道環畫室神像及畫像相同，也符合林志軍先生猴爺信仰不僅只有一尊的說法，

正殿兩側畫有多幅壁畫，新舊參雜，狀況保存不佳，這樣的壁畫繪製及空間配置則鮮

少出現在臺灣廟宇中。據福州閩王廟內人員說明，廟裡的壁畫是在無意間被發現的，

1998 年廟裡翻修，工人給壁畫上色時發現牆皮開裂，牆皮剝落後，裡面的壁畫才露出

來，目前其壁畫的牆面非常脆弱，修復不易，壁畫彩繪層也脫落嚴重。 

 

 

  

位於倉山區的閩王廟 閩王廟正殿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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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殿祭祀閩王神像 側面祭祀紅、白、黑猴爺 

  

正殿兩側舊有壁畫為王審知的五虎上將 李道環畫室所繪新壁畫 

 

4. 第四天 

 裴仙宮10 

    裴仙宮位於福州城內肅威路，建於北宋年間（1046～1067 年），宮中供奉主神—

鶴髮白鬚老人即裴仙師或稱裴仙爺。裴仙師歷史上確有其人，其俗名周簡潔，浙江紹

興人氏。相傳，他在督署為幕客時，關心民間疾苦，輔政多施恩澤於民；政餘則宣揚

道義，勉勵人從善，從學道者眾多深受民間百姓稱道。後棄官入霞府修道，法號為

「非衣真人」，人們便把「非衣」與「真人」合稱為「裴真人」，成為宋代修煉派道

士。其道成，在督署大榕樹下羽化。當時，道眾感其一生功德、聖績，遂於此大榕樹

旁建起殿宇堂皇而肅穆的裴公祠，尊他為「裴仙師」或「裴仙爺」。據聞廟中仍留有

                                                 
10 參考資料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3%B4%E4%BB%99%E5%AE%AB，瀏覽日期

2020.1.1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3%B4%E4%BB%99%E5%AE%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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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神像，然而，我們一行人前往，該廟位於市場內，而內所供奉的神像，多為近期

所新製，僅有 1、2 尊看起來似為年代較久的神像。 

  

座落於鼓樓區市場內的裴仙宮 主要祭祀裴仙師 

 

 

 元帥廟 

(1) 簡介11 

     田都元帥廟位於福州市鼓樓區元帥路，據明代《八閩通志》、《閩都記》、清代

《榕城考古略》等方志史料記載，福州元帥廟始建於元代，歷稱元壇祠、玄壇祠、啟

化宮，清中期後改稱為元帥廟，一直延續至今。 
    古元帥廟原為仿宋宮廟建築，廟占地 0.75 畝，深 33.5 米，寬 13.5 米，四面為風

火高牆，門樓式廟門，中為大門，左右配側門，正面大門上鑲「祖殿元帥廟」匾額。

廟為兩進，前進為戲台，戲台兩側為譙樓，後進為正殿，供祀主神戲神田都元帥和諸

配祀神。前後進中有一天井，其右側有一株已列入福州市古樹名木保護名錄、樹齡約

七八百年的大榕樹。戲台、主殿都有斗拱藻井，構造精巧，裝飾華美。廟裡匾聯遍

布，流金溢彩，雕樑畫棟，富麗堂皇。 

    元帥廟地理位置獨特，舊處古棗園裡，毗鄰三坊七巷，門前原有一條南北走向通

達閩江的內河，水陸運輸對接方便，河兩岸通稱「元帥廟河沿」，附近的雙拋橋有兩

個碼頭和木材市場，是福州城木材運輸和加工的集散地之一。1975 年，河道被填平為

路，因廟取名，才改稱為元帥路。過去這裡經濟發達，商賈雲集，人文薈萃，宮廟常

演戲。元帥廟作為供祀戲神田元帥的祖廟，長期以來是福州地區戲曲、音樂的活動中

心和戲班藝人的聚散地，對福州地方戲劇的發展影響很大。 

    元帥廟廟產大部分被企業占用，損毀嚴重。在信眾多方努力和有關部門支持下，

                                                 
11 參考資料: https://kknews.cc/zh-tw/other/nb89zzg.html，瀏覽日期 2020.1.9 

https://kknews.cc/zh-tw/other/nb89zz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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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收回占地約 120 平方米約四分之一的廟地，恢復正殿、鑒殿、門廳等建築，並保存

了票友組織蘭桂社和林則徐的漆金贈匾等文物。現廟內主要供奉神仙有，正殿：田元

帥、李真君、鄭元君、黑真人、白真人。側殿：楊都總政、九天統帥詹大帥、南天王

天君、田元帥座下靈狗將軍——赫煞何大將。 

 

(2) 考察紀要 

    元帥廟位於三坊七巷附近，位於新建大樓中，外觀不似獨棟的傳統寺廟，在元帥

廟的正殿，田元帥呈現側身站立態，身著鎧甲，全身設金，雙手劍指，上半身動態近

似猴爺，差別於手勢。廟中的神像從型態上可見到具有傳統神像的比例與風格，可惜

大多因為直接覆蓋重新彩繪的關係，許多臉部以及服飾細節消失，使得整間廟宇的古

樸味道盡失，且此種修復方式與原則都值得借鏡。 

     

  

元帥廟入口處 主殿供奉田都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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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中的神像都明顯被重新直接彩繪覆蓋，細節消失不少 

 

 開元寺 

(1) 簡介12 

    福州開元寺位於福建省福州市鼓樓區，又稱鐵佛寺，是福州現存最古老寺院，始

建於梁太清三年，距今近 1,500 年歷史。是著名的藥師佛道場，後改大雲寺。唐改龍

興寺，開元 26 年稱開元寺。後多次被毀。1657 年重建，清康熙帝親筆提寫了匾額。

近代，又在這裡創辦全國第一家規模較大的佛教醫院。寺內現存一鐵鑄阿彌陀佛像，

重約 10 萬斤，高 5.3 米，寬 4 米，是福建省文物保護單位。 

    開元寺是南無消災延壽藥師佛著名道場。曾為皇家寺院、宗廟。歷史上的範圍，

東起現井大路，西至現尚賓路，南達現三牧坊，北抵現龍山巷。日本真言宗祖師空海

大師、日本天台宗祖師圓珍大師、印度密宗高僧般若怛羅大師於唐代入華修學於此。 

 

(2) 考察紀要 

    寺中充斥現代技法的神像雕塑，神像的神情與比例皆是擬真的風格形式，並未有

傳統的神像雕刻，可惜的是即使是千年鐵佛仍未保留原有彩繪裝飾的外觀，而讓人有

新作的錯覺。 

 

                                                 
12 參考資料: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80%E5%85%83%E5%AF%BA_(%E7%A6%8F%E5%B7%9E)

瀏覽日期：2020.1.1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C%93%E6%A5%BC%E5%8C%BA_(%E7%A6%8F%E5%B7%9E%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F%BA%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2%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AF%E5%B8%88%E4%BD%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80%E5%85%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C%A5%E9%99%80%E4%BD%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E7%9C%81%E6%96%87%E7%89%A9%E4%BF%9D%E6%8A%A4%E5%8D%95%E4%BD%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9%BA%E6%B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9%BA%E6%B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80%E5%85%83%E5%AF%BA_(%E7%A6%8F%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80%E5%85%83%E5%AF%BA_(%E7%A6%8F%E5%B7%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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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重新裝飾的千年鐵佛 擬真人的雕塑佛像 

 

 象園 

(1) 簡介 

    象園在福州市是一個著名的木雕區域，在考察福州市博物館、臨水夫人故居與玉

敕弘聖堂時，都指出福州市僅剩柯炎淦匠師從事神像雕刻事業，但都對於匠師的工藝

並沒有讚賞，故在取得地址後前往拜訪，實際走訪該區發現，初步發現有 2 到 3 間刻

佛店。 

(2) 考察紀要 

    由於事先未取得柯炎淦先生的聯繫，拜訪工作室時才得知神像雕刻並未是主要工

作，平日還從事其他行業，無法進入參觀拜訪，但在同區仍有發現名為柯平雕刻店在

進行工作，經訪談後表示，象園地區本地的神像雕刻師多是柯姓家族，不過因為受到

泉州價格的影響，需求訂單大大減少，從工作室的作品及材料來看都是現代材料為

主，神像細修完後施以白色打底再行彩繪貼金(若有貼金則是以黃色打底)，工序上相

對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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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平雕刻室外觀 戶外存放大量樟木木材 

  

與柯平訪談交流 工作室中正在進行的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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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繪材料多是現成合成漆 從作品外觀來看選材沒有特別捨棄包心

的木材 

 

 湧泉寺 

(1) 簡介13 

    福州湧泉寺，又稱國師館、鼓山白雲峰湧泉禪院，素有「閩剎之冠」的稱譽。位

於中國福建福州郊區的鼓山上，為中國佛教全國重點寺院之一。湧泉寺始建於 789

（唐建中 4）年，908（四五代後梁開平 2）年，神晏主持重修，並改名為「國師

館」。915 年，改名為鼓山白雲峰湧泉禪院。1407 年稱湧泉寺。後經過歷代修葺，

1699（清康熙 38）年，康熙皇帝御賜「湧泉寺」金匾。臺灣傳統的四大佛教法脈月眉

山系、觀音山系、法雲寺系、大崗山系皆與湧泉寺有法脈聯繫。 

    湧泉寺曾為重要印經所，保留有明、清及近代的雕板 2 萬多塊。其中包括元《延

祐藏》、《麻沙藏》、《永樂北藏》、《永樂南藏》、《清朝梵本》、《書本藏》、《日敘本藏》

等。湧泉寺前有建於 11 世紀 1082（北宋元豐 5）年的兩座千佛陶塔，為中國全國重

點文物保護單位。 

(2) 考察紀要 

    文化大革命破四舊時，有多次燒佛行為，因此許多的寺廟及神像在文化大革命時

難逃劫數，付諸一炬。而有幸躲過一劫的神像，卻因不被重視而缺乏「文物認證」，

故無相關研究及說明，加上因缺乏文物的認證，因此許多疑似年代久遠的神像及文

物，尚待進一步考證；此情況亦間接造成現存於寺廟的神像，以現代的工法進行「整

修」，而非以文物「修復」的方式進行。 

                                                 
13 參考資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6%8C%E6%B3%89%E5%AF%BA_(%E7%A6%8F%E5%B7%9E)。瀏覽日

期:109.1.1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C%93%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6%97%8F%E5%9C%B0%E5%8C%BA%E4%BD%9B%E6%95%99%E5%85%A8%E5%9B%BD%E9%87%8D%E7%82%B9%E5%AF%BA%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80%E5%B9%B3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5%9E%E6%99%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A%B7%E7%86%99%E7%9A%87%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88%E7%9C%89%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88%E7%9C%89%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7%82%E9%9F%B3%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9%9B%B2%E5%AF%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B4%97%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95%E7%89%88%E5%8D%B0%E5%88%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3%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B%B6%E7%A5%90%E8%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B%B6%E7%A5%90%E8%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A%BB%E6%B2%99%E8%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8%E6%A8%82%E5%8C%97%E8%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0%B8%E4%B9%90%E5%8D%97%E8%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8%85%E6%9C%9D%E6%A2%B5%E6%9C%AC&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9%A6%E6%9C%AC%E8%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7%A5%E5%8F%99%E6%9C%AC%E8%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3%E8%B1%90_(%E5%8C%97%E5%A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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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85%A8%E5%9B%B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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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8C%E6%B3%89%E5%AF%BA_(%E7%A6%8F%E5%B7%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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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泉寺入口處 湧泉寺外觀 

  

建於 1082（北宋元豐 5）年的千佛陶塔之

一，現場缺乏相關說明及保護措施，容易

讓民眾忽略此為宋代文物 

建於 1082（北宋元豐 5）年的千佛陶塔之

二，現場缺乏相關說明及保護措施，容易

讓民眾忽略此為宋代文物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3%E8%B1%90_(%E5%8C%97%E5%A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3%E8%B1%90_(%E5%8C%97%E5%A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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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缺乏說明，無法確定神像製作年代；且

玻璃罩妨礙觀看之外，恐造成濕氣無法排

出 

因缺乏說明，無法確定神像製作年代；且

玻璃罩妨礙觀看，恐造成濕氣無法排出 

  

兩側神像為現代製作推測與閩王祠塑像為

同一雕塑師陳世善所製，材質推測為玻璃

纖維 

現代製作神像未考慮寺廟空間，造成牆壁

須開鑿，方能放置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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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天 

 泰山廟 

(1) 簡介14 

    泰山廟供奉的是「泰山」部將溫康二都統。神也有等級之分，溫康二都統被民間

認定是泰山手下的大將。據傳這座廟是為紀念村民在明代抗倭而建的。 

    龍峰泰山廟位於福州市鼓樓區華大街道龍峰社區。1630（明崇禎 3）年始建，歷

代有修，現存建築保留清代風格。坐西北朝東南，依山而建，占地面積 2,000 ㎡，由

山門、披榭、二殿、戲台、兩廊、拜亭、大殿、臨水宮等組成。大殿穿斗式木構架，

懸山頂，殿內供奉溫康兩都統及十二元將(即十二生肖)等神祗，兩廊有保稷、五穀、

瘟疫等十四司神像彩繪及泥塑。二殿穿斗式木構架，懸山頂。龍峰泰山廟內的壁畫

上，繪有福建十府兩州（福州府、漳州府、延平府、邵武府、福寧府、興化府、泉州

府、建寧府、汀州府、臺灣府、龍巖州、永春州）的城隍形象，其中「臺灣府」作為

福建「十府」之一，特別引人注目。它見證了臺灣在尚未建省之前曾隸屬於福建管轄

201 年之久的歷史。2009 年公布為中國大陸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泰山廟供奉的是「泰山」部將溫康二都統。「泰山」源自中國古典小說《封神演

義》中的人物，商朝大臣「鎮國武成王黃飛虎」。因不滿昏淫無道的殷紂王，黃飛虎

反商助周，是姜子牙登壇封神的第二位人物，被封為「東嶽泰山天齊仁聖大帝」，居

五嶽之首，掌管天地人間吉凶禍福，享受人間香火。福州泰山神祖殿稱「東嶽廟」，

在東門外的岳峰村，始建於唐末五代，龍峰泰山廟和福州城鄉其他泰山廟一樣，都尊

東嶽廟為祖殿。神也有等級之分，溫康二都統被民間認定是泰山手下的大將。在舊

時，每年農曆九月初四，龍峰村的重要活動就是抬著神像到東嶽廟朝拜，到初六才回

來。 

    經清代重修和擴建，保留至今。現在大門上的一副題有「龍峰」二字的藏頭聯，

就記錄了這段歷史。左聯「龍舞在天揮雲驅倭寇」，右聯「峰迴越麓建廟佑黎民」。據

當地傳說，明嘉靖年間，倭寇侵犯福州北郊，燒殺搶掠，龍峰村在遭到倭寇攻擊時，

激起村民的反抗，正當村民寡不敵眾危急之時，突然天上烏雲密布，電閃雷鳴，風聲

中還伴隨著「喊殺」之聲。別看這群心性兇狠的倭寇，也被一陣陣雷聲給嚇住了，慌

作一團。看到前臨河，後是山丘，找不到出路，為了保命，個個跪地求饒。這時，一

道閃電讓倭寇找到了一條逃生之路，他們再也不敢停留，落荒而逃。後來，有人說這

是溫康二都統在幫助村民趕走倭寇。這個民間的傳說就為後來的建廟提供了理由。 

 

(2) 考察紀要 

    泰山廟位於高樓的社區中，我們拜訪時幾乎沒有任何信眾，寺廟內部也呈現出相

當的簡陋，年久失修之樣，內部的家具也隨意亂放，內部有多尊城隍爺神像，許多疑

似年代久遠的神像及文物，但因缺乏說明，廟方管理單位也不重視，無法追問到了解

                                                 
14 參考資料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9%BE%8D%E5%B3%B0%E6%B3%B0%E5%B1%B1%E5%BB%9F。瀏覽日

期:109.1.9。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9%BE%8D%E5%B3%B0%E7%A4%BE%E5%8D%80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6%BA%AB%E5%BA%B7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6%B0%B8%E6%98%A5%E5%B7%9E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6%98%8F%E6%B7%AB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6%9D%B1%E5%B6%BD%E6%B3%B0%E5%B1%B1%E5%A4%A9%E9%BD%8A%E4%BB%81%E8%81%96%E5%A4%A7%E5%B8%9D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7%A5%9E%E7%A5%96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4%B9%9D%E6%9C%88%E5%88%9D%E5%9B%9B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9%BE%8D%E5%B3%B0%E6%B3%B0%E5%B1%B1%E5%BB%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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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文物歷史淵源者；因此現存於寺廟的文物及神像，多用現代工法進行上漆「整

修」或重繪，而非以文物「修復」的方式進行。 

 

 

泰山廟外觀 後期所繪之門神與傳統風格不同(一) 

  

後期所繪之門神與傳統風格不同(二) 空調設置破壞寺廟傳統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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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所繪之門神與傳統風格不同(二) 前殿保留疑似早期的壁畫 

  

地獄各司場景類似臺灣 70、80 年代的觀

光造景 

玻璃罩妨礙觀看，且缺乏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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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殿保留疑似早期的壁畫 部分年代久遠的神像以現代的工法進行”

整修”，而非以文物”修復”的方式進

行。且廟缺乏工作人員整理，環境頗為髒

亂 

 

 玉封聖王宮(玉封齊天大聖廟) 

(1) 簡介15 

    福建省自唐宋時期，即有猴王崇拜，各地流傳了許多猴精的傳說。這些傳說，經

過歷代藝人和民間文人的加工整合，最後匯總為「丹霞大聖」，一隻全身紅毛的猴

精。這隻猴精，四處為非作歹，禍害當地百姓，甚至犯下了姦淫婦女的罪行。後來，

福建當地大神臨水夫人捉住了這隻猴精，並將其閹割，關押在了烏石山宿猿洞。後丹

霞大聖改過自新，並用自己多年來修得的無邊法力，顯聖佑民，造福一方百姓，也被

玉帝封為正神。因為廟方並無相關介紹文宣，其他管道也找不到相關的資訊，故缺乏

對於此廟的介紹。 

 

(2) 考察紀要 

    福州的猴神信仰有別於臺灣，尚有通天大聖（又作黑面大聖）及耍耍三郎（又作

爽爽三郎）16，故福州所供奉的大聖廟都有 3 尊神像，為何臺灣僅保留「齊天大聖」 

，尚待進一步考證。 

    至於中國的丹霞大聖的故事架構，與齊天大聖孫悟空的故事架構，也非常相似。

而且，《西遊記》流行後，齊天大聖孫悟空的形象，又影響了丹霞大聖的形象。現

在，福建地區所有的丹霞大聖形象，幾乎都與孫悟空有關。關於《西遊記》中齊天大

聖孫悟空的原型問題，是一個學術問題，尚未有定論。 

                                                 
15 參考資料 https://kknews.cc/culture/xe2rro.html。 瀏覽日期:109.1.10。另根據林志軍先生口述整理。 
16 據說是在元末明初蒙古族戲劇家楊景賢撰寫的《西遊記》雜劇裡出現「通天大聖」這一形象。楊景賢

撰寫的《西遊記》雜劇里有一段孫悟空的自白中就介紹到了通天大聖。並且提到他有弟兄姊妹五人：大

姊驪山老母、二姊巫枝祗、大兄齊天大聖、小聖通天大聖、三弟耍耍三郎。而且據說這五人個個身懷絕

技，本領超人。 

https://kknews.cc/culture/xe2rr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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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天大聖廟入口處 齊天大聖、通天大聖（又作黑面大聖）及

耍耍三郎 

  

疑似早期的神像(一) 疑似早期的神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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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所繪之門神與傳統風格不同(一) 後期所繪之門神與傳統風格不同(二) 

 

 齊天大聖府 

(1) 簡介及考察紀要 

    此次我們還特別考察福州地區的猴爺信仰，此間廟宇為於小巷內，外部被攤販遮

蔽，廟宇規模很小，類似臺灣的土地公廟規模，因神像離可觀察的距離有點遠，且玻

璃罩清潔度不高，不易進行觀察及記錄；此外廟方無相關說明資料，故無法判斷是否

為早期製作的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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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天大聖府入口處因與尚業攤販混合，造

成入口處不明顯。 

齊天大聖、通天大聖（又作黑面大聖）及

耍耍三郎，因玻璃罩未適當清潔，妨礙觀

察 

 

 復初庵 

(1) 簡介17 

    復初庵坐落在台江區海防前復池路，前身為五帝廟，有一段時間改為庵，建於宋

代中葉，擁有殿、舍、園三個部分，元、明、清、民國期間都有不同程度的修葺。每

年五月上旬，都會舉行規模盛大的「採蓮」活動，所謂採蓮，就是請五靈公送瘟神出

海，時間為三五日。出海時，扎竹木為船，糊色紙，內設神座及儀從、供具，鳴鑼擊

鼓，抬神像至江邊焚化，人們希望五靈公將瘟神送到遠遠的地方去，不再回來。 

    復初庵還擔任一個任務，即晉城拜謁雙門樓之武聖，民間稱走親戚。雙門樓之五

靈公，於客神返回之時，必親送至城外，名曰送行。送行時除儀仗鼓樂之外，還僱人

扮戲中角色，騎馬唱曲，十分熱鬧。為節約百姓錢財，明代巡撫張肯堂上任時曾禁一

次，命屬下張鯢淵寫下《閩中禁左道榜》。因福州城內外神廟發展到二十座。清時知

府遲惟城也下令大拆五帝廟以破陋俗。 

    復池路五靈公祠在清同治六年（1869 年）仲夏，在官府禁令之後，義洲、幫洲、

雙杭等地紳士，擇名為復初庵，取復池之首字，恢復到初期樣子之意而重建。如今之

庵堂，乃為明清遺物，民國初年部分殿堂曾租借企業當廠房，後來市總工會亦在廟內

辦公。為了大辦教育，偌大花園館舍變成某小學，以致面積僅剩千餘平方，比原來少

了一大半。由於鄉民強烈的文保意識，庵中乃保存有明代石柱，柱上刻有「復禮維處

未點祝許沾厚澤，初心若昧即明頭難宥前非」的藏頭楹聯，還有四塊百福百壽陰刻的

                                                 
17 參考資料 https://www.fzsfqx.com.cn/Articles/2012/1213/9233.shtm。瀏覽日期:109.1.9。 

https://www.fzsfqx.com.cn/Articles/2012/1213/9233.shtm?fbclid=IwAR2eQebSJ0wV4NDsJe-vtsBW0skFaWW1Z4cfG3cTxOgWZA-KmRwnWBBbw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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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金牌匾，顯示了古代精美的雕刻藝術經重修後的複初庵，擁有帝殿、偏殿、廂房、

客廳、戲台等建築物，由於修舊如舊，顯得古色古香，香火也比他處旺盛。 《福州

地方志》記載，福州查其曰庵者有「復初庵，白龍庵，萬壽庵、崇聖庵、一直庵、九

福庵、龍津庵……」郭白陽《竹間續話》記述：「福州九庵十一澗……復初為福州第

一庵」，在東南亞、港澳臺以及美、日等國家和地區影響最大。值得一提的是，古代

時，在防疫防病和衛生方面，復初庵都是帶頭做，而且做得最好，特別是在端午節，

請大人喝雄黃酒、送小孩子以五色香包掛在胸前，這對防疫防病是有一定作用的。 

 

(2) 考察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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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所保存下來

的神像，算是此次考察中較多的。在此次的考察中，我們發現福州寺廟中的主祀神像

多使用軟身神像，復初庵的神像多為軟身神像，據採訪所言，軟身因為重要較輕，比

較容易出巡時比較容易搬運。 

    這些軟身的神像外觀都已經重新上漆，無法判斷其年代，但是神像的外觀與風

格，仍得以發現原來的神情及姿態，尚存有一些傳統的脈絡及工藝。但是，中國大陸

民間對於這些神像似乎尚未發展出保存修復觀念，在民間寺廟中僅有壁畫彩繪得到文

化單位的重視。未來如果有機會，或許可以進一步觀察，以及進行科學檢測，以獲得

更進一步的研究資料。 

 

  

復初庵外觀 軟身神像重「新修」，原來的粧佛工藝已

被移除或遮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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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身神像重新「修整」，原來的粧佛工藝

已被移除或遮蔽(二) 

軟身神像重新「修整」，原來的粧佛工藝

已被移除或遮蔽(三) 

  

元帥廟內的神像重新「修整」，原來的粧

佛工藝已被移除或遮蔽(一) 

元帥廟神像重新「修整」，原來的粧佛工

藝已被移除或遮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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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案泰山府 

(1) 簡介18 

    福州九案泰山府簡稱九案泰山，因為南台十三鄉共同奉祀東嶽大帝靡下溫康二都

統為主神，稱溫泰山、康泰山，並沒有奉祀東嶽大帝，但也叫「泰山府」。另外，十三

個鄉各有分堂，有的一鄉為一案，有的則兩、三鄉為一案，合起來總共九案。百姓為

了區別東岳泰山府，就把溫康二都統的府邸叫做九案泰山府，如果按道教上的說法，

應該叫「東岳泰山都統府」。 

    九案泰山十三堂「祭祀圈」現位於福州台江西北面和鼓樓區西南面的交接地，總

面積為 3.42 平方公里的區域裡，十三座村廟始建於明清時期，並合為九案，溫康二帥

信仰已有四、五百年曆史。 

    太平山案，由九案泰山總堂，太平山堂，山仔裡陰陽專案堂，雙浦頭協心堂組

成；浦東案，由浦東境大堂，黎光堂，福興堂，齊心堂組成；浦西案，由浦西境大堂

（包括保壽堂，保心堂，柏福堂），義州社（包括百壽堂）組成；洋炳案，由洋炳同

心堂組成；河上案，由河上救生堂和下河上大堂（包括金蘭堂，芝蘭堂等）組成；教

場坂案，由教場坂大堂堂組成；西營案，由西營里長生堂組成；西洋案，由西洋積善

堂組成；鬥池案，由涵頭大堂，鬥池社組成。 

 

 

(2) 考察紀要 

    本廟宇內功俸的神像，外觀尚未被重新上漆，神像上還保留彩繪層，但是廟方對

於神龕內的神像，未盡管理之責，內部有許多灰塵，許多櫃中的神像也都沾染許多灰

塵。而且因附近市區重劃，附近道路施工，而進行擴建及翻修，但中國政府卻相對不

重視寺廟的文化，而對於都市更新採取較為積極的態度。本次田調，繞了許久才找到

此廟，深怕這次的擴建及翻修，不知道多少文物又因此遭受「損害」。 

                                                 
18 參考資料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D%E6%A1%88%E6%B3%B0%E5%B1%B1?fbclid=IwAR2peQwgZ2_Ty

FlAlat7s2luVx_JLB3hCVnwb5q73d9CJbTIX4MC38Nw_qM。瀏覽日期：109.01.0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D%E6%A1%88%E6%B3%B0%E5%B1%B1?fbclid=IwAR2peQwgZ2_TyFlAlat7s2luVx_JLB3hCVnwb5q73d9CJbTIX4MC38Nw_qM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D%E6%A1%88%E6%B3%B0%E5%B1%B1?fbclid=IwAR2peQwgZ2_TyFlAlat7s2luVx_JLB3hCVnwb5q73d9CJbTIX4MC38Nw_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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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經施工區域(一 路經施工區域(二) 

  

  

路經施工區域(三) 配合都市重劃，廟方進行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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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都市重劃，廟方進行整修 正殿 

 

 

疑似早期製作的軟身神像(一) 疑似早期製作的軟身神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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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後期製作的神像(一) 疑似後期製作的神像(二) 

  

廟方塑有完整形象的太歲星君(一) 廟方塑有完整形象的太歲星君(二) 

 

 顯應宮 

(1) 簡介19 

    顯應宮又稱大王宮、天妃宮，位於福建福州市長樂區漳港街道仙岐村，是中國重

點文物保護單位，AAA 級旅遊景區。顯應宮始建於 1138 年（宋紹興 8 年），1490 年

（明弘治 3 年），後殿闢為「鳳岐書院」。 

    幾百年間，顯應宮數度重修。據出土的碑文記載，最後一次重修是在 1841 年

（清道光 21 年）。大約在清光緒年間，因巨大自然災害而湮埋於地下，從此匿跡。若

干年後，人們在這裡又建起了村莊，村的名字叫「仙岐」，卻沒人知道顯應宮及其

「仙人」們就在村莊的地下。 

    1992 年 6 月 21 日，福建日報登載了國務院批准建設長樂國際機場的消息。事隔

                                                 
19 參考資料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BE%E5%BA%94%E5%AE%AB。瀏覽日期：109.01.0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BE%E5%BA%94%E5%AE%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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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機場所在地仙岐村的一位村民在村居中的沙丘中挖到了一堵牆。政府獲悉後迅

速派人指導現場挖掘。半個月後，沙丘變成了許多尊大小不一，栩栩如生的泥塑神像

展現在人們面前。這是福建省迄今為止發掘的數量最多，群體最完整，年代最久遠的

泥塑神像群。同時出土的還有 20 多件陶瓷器皿、石碑、匾額以及部分古幣、硯台

等，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清朝嘉慶年間的匾額，雖然邊緣已腐爛，但「願愈應」三個

陽刻楷書依然清晰可見。 

    文物專家考證，這裡就是有 800 多年歷史的顯應宮。從《長樂縣志》查知，顯應

宮曾被列為縣內十五都的名勝古蹟。當時顯應宮俗稱大王宮，因偏殿祀有媽祖神像，

又稱天妃宮。歷經宋元明三個朝代，香火鼎盛不衰。那些神像屬大王殿、媽祖殿、臨

水夫人殿、巡海大臣殿與馬將軍殿。專家斷定，已發掘的遺址僅是顯應宮的后宮部

分，前宮尚埋在鄰近十餘戶農舍之下。足見當年顯應宮規模之大，氣勢之宏偉。 

 

(2) 考察紀要 

    福州雖然還是保留許多神像於寺廟之中，但中國政府卻不重視寺廟的神像，而對

於出土的神像較為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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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處出土的神

像因一個自然災害而躲過另一個人為災害。然而臺灣卻保存了許多早期傳統的神像及

製作技法，惟臺灣清代以前的神像較少，因此從本處出土的神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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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多數出土的神像粧佛粉飾層已

消失，但仍可從神像的形制、神情，乃至於工藝層面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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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應宮入口處 此處為中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故一樓有

較為詳細的說明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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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文物(一) 出土的文物(二) 

  

顯應宮外觀(地下一樓) 燈光規劃不良，造成玻璃罩反光，妨礙觀

察，且現場展示說明不足，場地維護感覺

亦不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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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光規劃不良，造成玻璃罩反光，妨礙觀

察，且現場展示說明不足，場地維護感覺

亦不足(二) 

燈光規劃不良，造成玻璃罩反光，妨礙觀

察，且現場展示說明不足，場地維護感覺

亦不足(三) 

 

 

燈光規劃不良，造成玻璃罩反光，妨礙觀

察，且現場展示說明不足，場地維護感覺

亦不足(四) 

燈光規劃不良，造成玻璃罩反光，妨礙觀

察，且現場展示說明不足，場地維護感覺

亦不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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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察心得 

一、福州地方寺廟的考察與省思 

    福州市屬於福建省政治中心，都市文明發展較早，文化大革命時對於「民間信

仰」的破壞，相較於福建其他地區更為嚴重。相較於泉州地區，傳統神像工藝在福州

幾乎沒有被保存下來，文化斷層更為明顯，沒有發展出傳統工藝的傳習人。 

    經過我們這次 5 天 4 夜的走訪地方廟宇、訪問地方宗教人士，福州其實還是保留

許多神像於廟宇之中，除了中國大陸官方不重視外，廟方本身也不重視這些神像，有

經費的就請人重新塑造新神像，缺錢者就請人重新上漆。對於廟宇環境也不重視，環

境灰塵汙垢隨處可見，造成廟宇中的文物保存狀況不佳。相較於臺灣，近年鼓勵地方

廟宇進行文物普查，對於神像修復也逐漸能夠採用文物修復的等級與規格來進行整

修。 

    此外，由於福州市正在進行都市發展，各處道路修整、社區改建，因此有許多寺

廟面臨拆遷的命運，於是將許多神像全部集中「閩俗閣」(當地人所謂的神明集中住

公寓)，且只開放於初一、十五祭拜，故本次無法進行考察。然而此種作法，身處於

香火鼎盛的臺灣人，實在是很難理解。這次走訪多間廟宇，雖然位於商業鬧區，但是

寺廟內卻是信眾稀少，不似閩南的寺廟內大多還是有信眾、有香火的。 

    綜合 2018 年於中國大陸考察時，廈門大學教授對於臺灣從事「神像研究」頗為

驚訝，認為這是一種創新的研究，也突顯中國把神像視為「崇拜物」（非物質文化遺

產）或「藝品」，並未將神像本身視為一種「文物」，因此不重視「神像文物」的保存

與修復。 

     

二、神像製造工藝系譜的研究 

    在臺灣神像製造派別中的福州派，經過本次參訪，幾乎不可尋，據李聯通所言目

前福州已經沒有傳統神像的製作師傅了，即使是柯炎淦先生，目前以製作「大仙尪」

為主，早期福州派的「人樂軒」遷到臺灣後，福州地區幾乎也沒有具規模的神像製

作。雖然福州現存的神像製作匠師，多數以凋零，但本次考察發現，神像畫中的「譜

系」仍保留許多重要的線索，包括神祇的服飾、法器、手結、肢體動作、所配官將…

等，仍保存於神像畫師中。具考察所得，因文化大革命造成許多神像製作的失傳，許

多近年投入神像製作的工匠，會來詢問神像畫師後，作為製作神像的參考。 

    早期福州除了李道環畫水陸畫之外，還有楊鴻章畫神像畫，另有求精茶亭與陳海

光等人製造泥塑與木雕神像，但是現今幾乎已經不存在了。因此，我們無法判別福州

派神像製作師傅在地的特色。多數廟宇的神像均經過重新彩繪上漆，無法釐清早期神

像妝佛的技術。 

    神像畫因尚存有畫師，且對於神祇的系統均有考究，目前臺史博典藏的神像中或

許可以透過神像畫的神祇風格，進行判讀，然而李道環畫室對於傳統工藝的保守堅

持，甚難尋得更進一步的資料進行判讀。根據臨水夫人廟鄭煒主委所言神像的系譜是

個冷門的知識，也沒有人出版類似的圖書。臺灣的神像師傅也有自己一套的系譜，各

種神祇各有不同的姿勢、服飾、風格、表情等，但是大多也是從其師傅所學，並沒有

一套完整具系統的資料，未來進行神像研究，或許透過這些神像畫來判別神尊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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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三、福州系統宗教信仰議題的發展 

    經過這次參訪福州的廟宇，我們可以發現臺灣五福大帝、瘟神信仰系統在福州地

區甚為發達，壁畫、神像等均似臺灣的八家將或什家將，據聞臺灣的八家將源於臺南

白龍庵五福大帝信仰，白龍庵、西來庵均來自福州，其神明神格、外貌均有別於閩南

神系。 

    福州信仰系統對於臺灣人而言是較為陌生的，但是八家將卻成為臺灣重要的陣

頭，雖然社會對於八家將有不同的偏頗之言，但是不可諱言卻是臺灣宗教文化重要的

特色。此次在福州的廟宇幾乎都是以這些家將系統作為裝飾。福州向來是福建省重要

的政治首都，而瘟神系統信仰為何在此特別發達?又如何影響臺灣?這是未來可以發展

的研究主題。在臺灣因為風土環境之故，發展出許多王爺信仰，有驅瘟逐疫之效，而

福州瘟神系統的發展緣由，而王爺信仰之來源是否也受到福州瘟神信仰的影響，過去

王爺信仰中的王船信仰式來自閩南一帶的送王船，但是瘟神、五福大帝的信仰是否有

來自福州的影響。因此，臺灣王爺信仰的元素是否也參雜著福州信仰的因素，此乃未

來可以發展的議題。 

    福州的猴爺信仰是否也影響了臺灣猴子信仰?臺史博的神像收藏中也有許多齊天

大聖神像，這些神像是否與福州的猴爺信仰有關，或是福州的猴爺神像造型影響臺

灣? 

四、博物館典藏的面向考察     

    中國大陸的博物館，對於宗教信仰的文物並不重視，即使是地方性博物館，雖然

展場中會展出地方信仰，但是這些神像只是輔助的角色，說明解釋也不清楚，更遑論

將廟中的文物提報為重點文物了。雖然，福州開元寺內有千年古佛、湧泉寺內有重要

的佛塔，但是均缺乏博物館專業的管理，致使民眾也無法了解古佛、佛塔的重要性與

意義。另外，福州市博物館共有七、八個部門，館內管轄福州市區內多處古蹟建築，

例如文廟、華林寺等，因此館員對於展示、典藏也無法盡心，展場中多處不當的文物

環境，不但對文物是種傷害，對參觀者而言，更是不友善。 

    地方性的博物館對於地方文物徵集的觀念仍停留在古文物的概念，因此對於地方

的無形文化遺產並不重視，在博物館內無法了解身為一個福州人的生活方式、特色是

甚麼?博物館的典藏重點為壽山石、陶瓷器、硯臺等，雖然中國大陸官方一直推動非

物質文化遺產的申報，但是博物館的觀念仍以物件蒐藏為主，非物質文化遺產尚未被

重視，福州地區對傳統宗教信仰也不似閩南地區來得重視。同樣是地方性的博物館，

廈門市博物館展間內就針對廈門市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有深入的展示。因此，一般人甚

難從博物館一窺福州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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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事項 

一、保存觀念推廣 

    本次訪查福州的廟宇，可以發現多數並未列入物質文化保存標的，使得許多神像

遭受不同程度的整新或是粉面，喪失了歷史價值，在臺灣仍有許多修復案例備受爭

議，無論是從信眾或是廟方的角度都無法取得共識，未來臺史博希望透過案例探討，

以及成果的分享，讓更多人思考修復的方法與原則如何進行是對神像最合適，將建構

適合廟宇中神像修復的觀念與方法，提供臺灣寺廟修復神像之參酌。 

    1.有形文化保存： 

    大多數的神像因為文革之故，且許多廟宇內的神像多已散佚。而現存的傳統神像

在修復觀念上仍未有修舊如舊及修護最低介入的概念，或是重新雕刻粉面，僅有少數

仍保存下來。然因臺灣保存了許多來自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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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臺灣對於神像的修護原則仍偏好重新粉面為多，但近年來社會對於有形文化保存觀念

的轉變，即便祭祀中的神祇，仍會尋求問神的方法盡力保留原貌，對於後續研究調查

都有極大的幫助。 

    2.無形文化的保存： 

    福州因文革不僅使得神像物質文化消逝殆盡，也讓許多無形文化無法完整傳承，

在福州廟宇中處處可見老舊的神像壁畫，多出自李道環畫室之手，也幸好李氏畫室將

神像畫技法與知識傳承下來，在有形文化缺乏參照的情況下，可以從畫師口中得到神

像形貌與譜系的相關內容，反映了無形文化保存的重要性。近年來在臺灣雖透過許多

傳習計畫進行無形文化保存的傳承，但在許多匠師都反映在社會缺乏需求的環境下，

使得許多傳習生在完成訓練課程後被迫中斷轉業，都值得我們思考文化生態鏈如何持

續發展下去。 

二、豐富神像資料平臺 

    臺史博已經有將近 3,000 尊神像，目前均匯入典藏管理系統中管理，並公開在網

路上得以查詢，2019 年臺史博已著手進行材質資料管理平臺的建置，期許未來能透過

館藏分析研究，以及地方廟宇合作方式，完備神像資料內容，提供未來神像修護工作

參考，未來也希望透過神像譜系研究，減少神像名稱誤植的機率。也期望透過田野調

查，讓民間神像得以列入資料平臺，提供各界神像研究者之使用，豐富神像研究的視

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