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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鎖與鑰匙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影響人類每日的生活，具備「科技生活化、生活科技

化」的特性，且與歷史發展、社會文化、工藝技術等息息相關，因此科工館將鎖具定為長期

發展的主題。然而，本館典藏的古中國鎖具藏品，超過九成的比例為金屬鎖具，整體而言，

木鎖藏品類型與數量相對不足；此外，動力與機械廳的鎖具展示專區於106年設立至今，展示

內容以金屬鎖具為主，有關木鎖的展示因本館藏品不夠豐富，所以只能少量呈現。因此，藉

由本次「古木鎖研究與徵集」出國計畫，拜訪大陸地區的木鎖藏家，深入交流與互動探討，

進而徵集本館欠缺的木鎖類型，有助於未來鎖具展示專區之展示內容更新設計及科教課程開

發應用。 

本次拜訪四川省成都市唐嘉先生、西藏拉薩市陳治龍先生、江西省撫州市熊文義先生與袁

志平先生等四位鎖具藏家，進行討論與研習。本次的成果除了使本館木鎖研究資料更為完整、

豐富科教課程並洽談展示合作之外，亦徵集本館欠缺之古木鎖品項與類型，如完整的木鎖與

木門、品項良好的柚木門鎖、穀倉用木鎖、重力型木鎖、複合式竹木鑰匙、竹木鑰匙外加保

險銷、栓銷型木鎖等類型，共計12把。本次計畫成果可以更完整地呈現古木鎖豐富多樣的開

啟方式及其科學原理，以利未來鎖具專區之更新設計，吸引更多民眾對於古早鎖具的關注與

興趣。 

 

關鍵詞：木鎖，古機械，鎖具展示，鎖具科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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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數千年來，鎖具在世界各地廣泛的使用，其發展是人類對於安全感的追求而衍生出來的

機械裝置，隨著科技與工藝的進步，鎖具的類型與功能亦呈現多種不同的面貌。直至現今，

鎖與鑰匙已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影響人類每日的生活。由於鎖與鑰匙具備「科技生活

化、生活科技化」的特性，並與歷史發展、社會文化、工藝技術等息息相關，因此科工館將

鎖具定為長期發展的主題，蒐藏六百多把古中國鎖具，並且在動力與機械廳開設鎖具展示專

區，希望可以引發更多民眾對於古鎖歷史發展、文化意涵、及科學原理的關注與興趣。本館

典藏的古中國鎖具藏品，超過九成的比例為金屬鎖具，整體而言，本館木鎖藏品類型與數量

相對不足；此外，動力與機械廳的鎖具展示專區於 106 年設立至今，展示內容以金屬鎖具為

主，有關木鎖的展示因本館藏品不夠豐富，所以只能少量呈現。因此，期能透過本次的「古

木鎖研究與徵集」出國計畫，拜訪大陸地區的木鎖藏家，深入交流與互動探討，進而徵集本

館欠缺的木鎖類型，以利未來鎖具專區展示內容更新及科教課程開發應用，以吸引更多民眾

對於古早鎖具的關注與興趣。 

 

貳、計畫依據 

 依據行政院 112 年 8 月 23 日院臺教字第 1121033271 號函，及教育部中華民國 112 年 9 月

1 日臺教人(一)字第 1120083761 號函辦理，核准本出國研究計畫，核定執行預算為新台幣 29

萬 4 仟元整。 

 

參、計畫目的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以下簡稱科工館)，為南台灣第一個國立社會教育機構。1997 年 11

月正式對外開放後，以研究、蒐藏、展示各項科技主題及推廣社會科技教育為主要功能，引

介重要科技發展及其對人類生活的影響。 

鎖與鑰匙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影響人類每日的生活，具備「科技生活化、生活科

技化」的特性，並與歷史發展、社會文化、工藝技術、民俗風情等息息相關，因此科工館將

鎖具定為長期發展的主題。然而，本館典藏的古中國鎖具藏品主要為金屬鎖具，有關木鎖藏

品類型與數量相對不足；此外，動力與機械廳的鎖具展示專區於 106 年設立至今，展示內容

以金屬鎖具為主，有關木鎖的展示因本館藏品不夠豐富，所以只能少量呈現。因此，期能透

過本次的「古木鎖研究與徵集」出國計畫，拜訪大陸地區的木鎖藏家，深入交流與互動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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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本館木鎖研究資料更為完整、豐富科教課程並洽談展示合作之外，藉此徵集本館欠缺的木

鎖類型，以利未來鎖具專區之更新設計，吸引更多民眾對於古早鎖具的關注與興趣。 

 

肆、預期成果 

一、拜訪四位鎖具藏家，進行深入交流與口述訪談，分析鎖具機械構造並徵集本館尚缺

古木鎖類型 12 把。 

二、收集鎖具製造發展史資料，訪問製鎖匠人與鎖具相關專家人員，梳理研究文獻及收

集製鎖技術與方法。 

 

伍、行程安排 

計畫行程自 113 年 5 月 20 日起至 6 月 1 日共 13 天(如下表)。 

天次  日期/星期  行程  備註 

1  5/20(週一)  高雄至成都  路程(入住成都) 

2  5/21(週二)  拜訪木鎖藏家唐嘉先生，進行口述訪

談、洽談徵集木鎖類型 

 

3  5/22(週三)  參觀「千鎖居」及物件研究、自製木鎖

教具推廣、合作展示規劃 

 

4  5/23(週四)  研究木鎖文物、分析木鎖機械構造  

5  5/24(週五)  梳理四川地區木鎖特色、探討木鎖發展

史及收集相關研究資料 

 

6  5/25(週六)  成都至拉薩  路程(入住拉薩) 

7  5/26(週日)  拜訪鎖具藏家陳治龍先生，進行口述訪

談 

 

8  5/27(週一)  研究鎖具文物、分析鎖具機械構造、合

作展示規劃 

 

9  5/28(週二)  梳理西藏地區鎖具特色、探討鎖具發展

史及收集相關研究資料 

 

10  5/29(週三)  拉薩至南昌撫州  

拜訪木鎖藏家袁志平先生 

路程(入住撫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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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5/30(週四)  拜訪木鎖藏家熊文義先生，進行口述訪

談、洽談徵集木鎖類型 

 

12  5/31(週五)  參觀「中華古木鎖博物館」、分析木鎖機

械構造及收集相關研究資料、自製木鎖

教具推廣、合作展示規劃 

 

13  6/1(週六)  回程  路程(南昌撫州回高雄) 

 

陸、此行紀要 

一、拜訪四位鎖具藏家，進行深入交流與口述訪談，分析鎖具機械構造並徵集本館尚缺古木

鎖類型 12 把。 

鎖具的使用都已有數千年的歷史，隨著社會的變遷與科技的進步，鎖具不僅在功能與

安全性方面越加完備，其設計與製作形式也是日新月異。木鎖是古中國最具體的鎖具，分

為閂鎖(Bolt locks)與栓鎖(Pin tumbler locks)兩種。最初的閂鎖，由厚重的門閂與門板構成，僅

能從門內開啟。在不斷的改進之下，發展出各種不同構造與開啟方式的古中國木栓鎖。依

鑰匙的插入方式與開啟方法，可分為重力型、門閂插入、門固插入、複合式竹木鑰匙、竹

木鑰匙外加保險銷、栓銷型木鎖等六類。古中國木鎖的類型多樣、各具巧思創意，充份展

現古代工匠不凡的工藝技術。 

四川省成都市唐嘉先生、西藏拉薩市陳治龍先生、江西省撫州市袁志平與熊文義先生

等專家各自收藏眾多類型的古鎖，藉由本次拜訪交流，進行口述訪談及研究古鎖機械構造。

位於大陸地區四川省成都市的「千鎖居」，成立於 2014 年 6 月，收藏的鎖具年代從春秋戰國

到明清時期近兩千年跨度，品種類型相當多元，包含廣鎖、花旗鎖、組合鎖、機關鎖、鎖

攀等共 1500 多把，材料形式涵蓋青銅、黃銅、紅銅、鐵、鎏金、鎏銀、玉、木、竹等。廣

鎖的正面呈現「凹」字狀，大多為銅質，材質多為黃銅，亦有雲南白銅與鐵質者。花旗鎖

是具有不少特定外形的鎖具，可概分為人物、動物、樂器、字形、用品、及其它等類型，

除了含有特定的寓意與吉祥之外，亦兼具裝飾功能。再者，花旗鎖大多為銅質，鐫雕洗練，

工寫兼蓄，作工精緻傳神，頗富民族傳統色彩。組合鎖通常具有 3 至 7 個轉輪，鎖體呈現橫

式圓柱體形狀，在圓柱之軸蕊上排列著數只同樣大小、且均能轉動的轉輪，每個轉輪表面

刻著同樣數目的文字或符號，只要所有轉輪上轉到定位形成正確的密碼，不用鑰匙即可開

鎖。機關鎖是需要以特定的步驟與方式才能開啟，這樣的鎖具即便擁有正確的鑰匙，一時

半刻仍難以將鎖具打開，常使得開鎖人懊惱揪心、望鎖興歎。 

西藏鎖源自中原地區的傳統廣鎖，另結合西藏地域的特點，發展出不同形式且有極高

辨識度的西藏鎖。西藏鎖把藏族人民的審美概念融入於鎖體中，與其他地區的銅鎖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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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鎖多為鐵制，鎖體上大多有銼金或銼銀紋飾，鏨刻富含藏族特色的圖騰。西藏鎖鎖梁

的長度相對廣鎖較短，這與西藏地區的門鎖和傢俱的鎖攀(傢俱上掛鎖的配件)相配合，因鎖

梁較短，不易被剪斷或破壞，因此有較高的安全性。西藏鎖的鑰匙形制實用且富含藏族的

特色與文化，整體設計產生一種特殊的神祕美感，是很多鎖具藏家感興趣的收藏類型。 

位於江西省撫州市的「中華古木鎖博物館」，成立於 2018 年 11 月，是一個非盈利組織，

其宗旨是保護與弘揚中華古代木鎖。該博物館收藏超過 3,500 件古中國木鎖，是目前全世界

有關古中國木鎖最大的收藏單位，幾乎涵蓋古中國各種類型的木鎖。參訪「千鎖居」與「中

華古木鎖博物館」的重點為收集研究資料，進行古鎖文物實物分析，並與相關學者專家進

行交流，期望能藉由彼此互動交流，激發更多研究能力，相關研究成果將用於古中國木鎖

專書內容。 

目前本館的木鎖收藏只有門閂插入與門固插入兩類，尚缺重力型、複合式竹木鑰匙、

竹木鑰匙外加保險銷、栓銷型木鎖等四類型木鎖。本次的成果除了徵集本館缺少之木鎖類

型之外，還增加不同樣貌的木鎖樣式，如完整的木鎖與木門、品項良好的柚木門鎖、及穀

倉木鎖等，共計 12 把。計畫成果可以補足本館木鎖收藏不足之處，更完整的呈現木鎖豐富

多樣的開啟方式及其科學原理，未來可用於動力與機械廳鎖具展示專區更新及鎖具科教課

程的開發，將可吸引更多民眾對於古早鎖具的關注與興趣。 

 

 
 

唐嘉先生 陳治龍先生 

  

袁志平先生 熊文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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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千鎖居(組合鎖、花瓶鎖、鐵質鑰匙) 

 

 
參訪千鎖居(明朝風格廣鎖與各式鎖攀) 

 

 

參訪千鎖居(花旗鎖) 

  
各式西藏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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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鎖鑰匙 西藏機關鎖 

  
西藏鎖鎖體銼金銼銀 藏族特色的圖騰 

  
西藏門鎖 西藏傢具與鎖 

  
參訪古木鎖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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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古木鎖博物館 

 
 

參訪古木鎖博物館 

 

 

參訪悅古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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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悅古齋 

 
 

完整木鎖與木門 

 

 

品項良好柚木門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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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倉木鎖 

 

 
穀倉木鎖 

  
重力型木鎖 

  
複合式竹木鑰匙木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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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式竹木鑰匙木鎖 

 

 
複合式竹木鑰匙木鎖 

  
竹木鑰匙外加保險銷木鎖 

 
 

竹木鑰匙外加保險銷木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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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銷型木鎖 

  
栓銷型木鎖 

 

二、收集鎖具製造發展史資料，訪問製鎖匠人與鎖具相關專家人員，梳理研究文獻及收集製

鎖技術與方法  

    從古至今，世界各地的鎖匠，透過不同材料的使用與製作，如木材、青銅、黃銅、鐵…

等，各自發展適合當時環境使用的鎖具，因此，研究鎖具的歷史發展與設計原理，不但可以

反映當代工藝技術的發展軌跡，更可以了解當時的社會文化與經濟發展。 

    大陸許多地區發現不同設計原理之古木鎖蹤跡，其類型多樣且開啟方式巧妙，深具科學

教育的意涵及文創開發的潛力。根據現有文獻與傳世文物，四川省成都市、西藏拉薩市、江

西省撫州市等地，自古以來皆為木鎖重要的製作地區； 因此，經由田野調查與口述訪談的進

行，可以更清楚瞭解古代木鎖材料組成與生產方法，有助於釐清當時的木鎖製作技術，對於

古木鎖的研究與展示將有極大的助益。 

    根據調查，現今製作木鎖的鎖匠已逐漸凋零，傳統木鎖的製造工藝技術正漸漸消失不見。

所幸本次透過當地藏家的協助，實際拜訪江西省撫州市鄒家村木鎖製造師傅張良明先生，張

先生從小跟隨他的師父學習製作木鎖的技術與方法，後因傳統木鎖的市場逐漸萎縮，1990 年

代之後就不再以製作木鎖維生。經由口述訪談，歸納出木鎖製作過程可以分成構思功能、尺

寸設計、選擇木材、加工製作、細部打磨、組裝、配製鑰匙等七個步驟，主要材料以杉木、

柚木為主。 



15 

 

    木鎖的可塑性幾乎為零，無形中增加製造的難度，其外型古樸厚重，沒有過多的修飾，

注重本體的實用性，是古中國最早的具體鎖具，分為閂鎖與木栓鎖兩大類。閂鎖多用於大門

門體上，只能從內部開啟與關閉。在古早的年代，一般都是大家庭的居住模式，家裡成員眾

多，大部分的時間，家中一定有人可以開門與鎖門，所以這樣的閂鎖一直流傳至今。古代匠

人不斷的研究與探索，發展出各種不同構造與開啟方式的古中國木栓鎖。木鎖經歷歲月洗禮，

外型呈現滄桑古樸的韻味，內部構造的設計原理卻十分巧妙，展現古人在反覆測試製造中，

累積工作經驗，引發創意構思，製作設計出各種不同類型的木鎖。 

    鎖具的設計原理與內部構造，自古以來就不斷的推陳出新，然而，有些近現代創作的設

計概念，早已出現在古代的發明中，例如古中國木栓鎖與現代栓銷制栓鎖的設計原理大同小

異，即為典型的例子。因此，深入探討鎖具的發展脈絡與作動原理，不但可以了解古代匠人

努力改進鎖具的過程，亦可能從中發現新的設計靈感，研究發明出更可安全實用的鎖具與鑰

匙。再者，本次成果除了使本館木鎖研究資料更為完整及豐富科教課程內容之外，亦能藉由

本次計畫的執行，在未來進行動力與機械廳之鎖具專區展示更新時，可以豐富呈現本館的古

木鎖展示品項與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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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心得與建議 

    隨著科技不斷進步，現代鎖具產業快速發展，那些曾經扮演保護民眾生命安全及固守私

人財富的古老傳統鎖具，慢慢地從日常使用的重要物品，逐漸失去光芒而退居幕後。然而，

科工館發揮基本職責與社會功能，將傳統鎖具通過博物館的收藏與研究，進行系統化的詮釋

與轉化，相關成果應用於博物館的展示、科普教育、及文創商品與教具開發等主題，讓這些

富有傳統工藝技術與民俗文化意涵的文物，可以充分發揮其衍生的價值，以全新的樣貌再度

引起世人的關注。以下提出應用傳統木鎖之蒐藏研究成果，詮釋轉化後產出展示、科學教育、

及文創商品與 DIY 教具等心得與建議，讓這些富有傳統工藝技術與民俗文化的鎖具，可以用

全新的樣貌再度引起世人的關注。 

一、更新鎖具展示專區 

動力與機械廳的鎖具展示專區於 106 年設立至今，展示形式以金屬鎖具為主，木鎖的展

示因本館藏品不足，只能少量呈現。藉由本次計畫成果，徵集本館欠缺的相關木鎖類型，

未來可用於鎖具專區展示內容更新，提供民眾瞭解傳統木鎖之科技工藝與歷史文化的場

域，親近鎖具藏品並領略古早鎖具之美。 

二、進行密室逃脫展示內容 

鎖與鑰匙具有困住和脫離的象徵意義，與當下流行的密室逃脫實體遊戲有極大的關聯

性，因此，若能透過適當的故事情節安排，將鎖具的主題融入遊戲的闖關關卡，未來可以

考慮以鎖具為題開設密室逃脫年度自策特展，展示內容可增加遊戲關卡的趣味性與複雜

性，亦可讓闖關的民眾融入遊戲的情境中，動手體驗開鎖與玩鎖的樂趣，透過遊戲過程學

習古鎖相關的文化與科學原理，培養團隊合作精神與態度。 

三、木鎖科教課程開發 

鎖與鑰匙的組合是人類歷史發展中的重要發明，涉及大量的材料、科技、及工藝技術，

鎖具除了在博物館進行展示之外，亦可辦理不同類型與設計原理的鎖具教育課程。本次計

畫研究成果透過轉譯與詮釋，可以設計成為木鎖科普教育課程之教案與教具內容，結合本

館動力與機械廳鎖具專區的更新，藉由課程講解、參觀鎖具展、及實際動手組裝鎖具等課

程的安排，讓學員在探索的過程中，建立對木鎖機械構造的瞭解、提升對於鎖具探索的興

趣、以及瞭解鎖具的歷史文化意義，進而能學習鎖具製作的智慧巧思與創意設計。 

四、木鎖文創商品開發 

鎖具雖是常民用品，但已是日常生活隨處可見的安全裝置，且在東西方社會悠久的發

展過程中，延伸出多種文化意涵與民俗風情的象徵意義。博物館文創商品是依託博物館館

藏文化資源，通過設計創意轉化，以文化為核心內容，兼具實用性、審美性、教育性特徵

的各種形式的產品。藉由本次計畫之研究成果，未來將積極爭取外部資源，設計開發承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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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技術與民俗文化的古木鎖文創商品，滿足民眾參觀博物館的購物需求。 

五、加強與收藏家的合作交流 

本次拜訪的鎖具藏家都有豐富的收藏品項，也有自行設置的博物館，相關的物件在質

與量都相當完善，本次交流過程也討論未來合作移展規劃，並期能在後續本館相關展示更

新可以進一步合作落實。另，台灣亦有許多不同文物類型的收藏家，未來可以加強與民間

藏家的合作交流，將民眾的收藏品轉化為博物館的展示內容與研究主題，對博物館與民間

藏家都是非常正面的助益，產生互惠共創雙贏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