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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民間重視神靈崇拜，民間藝師對於諸

神的形象塑造特別重視其法式：諸如臉譜、服

色、法器及其坐姿，尤其是尺寸大小之類，均

需符合傳統的法式規則，形成獨特的神像藝

術。由於信仰雜多，按其崇拜性質可區分為天

神、地祇、人鬼、物魅等四類，這些崇拜的對

象也就成為不同情況的祭祀對象。在數量眾多

的神祇中，又可依各寺廟祭祀的主從地位而區

分為主祀神、從祀神、同祀神、寄祀神等四大

類。若依宗教系統則可區分為兩大類：一是道

教與民間信仰系統，二是佛教系統。其中道教

諸神系統又可大致分為先天神和後天神兩大

類，先天神指宇宙創生被神格化為具有神性的

神祇，如日月星辰山川大地等一切自然神；後

天神則指經歷一段艱辛的生命歷練，由成人而

成神逐步完成神自體的完美，終能得道成神

仙，主要包括有古聖先賢與功烈神明等系統。

道教與民間信仰諸神可依神祇的職能，概

分為五大類：行政神（包括護衛神、官將神和

侍從神）、自然神、先聖先賢之神（全國性信仰

神，含行業神）、功烈神明、土俗神。其次，民

間信仰所崇拜的頗為雜多，若按諸神的性質作

為分類法，別為道教與民間信仰神明系統；以

崇拜的地域大小分為全國性與地方性，以神的

職能分為行政神（中央行政神、地方行政神、

軍事行政神、陰間行政神）、行業神（各種行業）

等。

臺灣傳統民間信仰在內涵上與中國信仰習

俗有關，多源於自然神信仰；又依《禮記˙祭

法》的祭祀精神崇奉功烈神明，凡成人而成神

者即列於祀典，以人文精神表現其道德教化。

因此崇拜的對象雖則龐雜，卻又尊卑上下各有

其秩序；由於幅員廣大，全國各地各依其地域

文化在地發展出各具地域色彩的神祇，閩粵及

臺灣地區因在地崇奉，因此區別為自然神祇、

先聖先賢、地方守護神等，構成了內容龐雜的

神祇信仰。

神像是宗教祭祀的主體，尤其是臺灣傳統

宗教信仰的神祇十分龐雜，以神靈崇拜為主體

的民間宗教信仰，對於崇拜對象的形象塑造更

是重視，因此也帶動了神像藝術的發展。臺灣

神像的雕造與供奉源自於大陸閩粵一帶，但在

傳承與開創上，則是隨著三百年移民文化的發

展，而呈現出與其母體文化不同的風貌。臺灣

神像的製造過程，呈現出工藝技巧與完整宗教

儀式行為的結合；在製作過程中，細膩地表現

出傳統民間宗教信仰的一些特質。由臺灣的神

像藝術與其他廟宇的裝飾藝術、信仰文物藝術

等意象，也可明顯看出民間藝術與民間宗教信

仰的密切關係。下列就神像供奉類型與神像製

作等兩個方面來說明。

台灣神像供奉類型

神像作為祭祀的對象，若以其因信眾的信

仰活動而被供奉於不同場所，就行事的需要可

分為：廟祀神像、扮神、出巡神偶、壇場神

像、家祀神像等數種。

寺廟藝術（三）臺灣的神像藝術

●圖‧文／謝宗榮●



100

神像，主神通常為太上老君與趙康元帥、三界

諸神等，神像十分小巧，由紙質或木料製成，

是道士法師們的隨壇寶物；其次為掛軸形式成

套的「道壇畫」，每一掛軸通常以布或紙繪成單

一或組合神像，神像名稱則因佛教與道教的不

同而有區別，道教形式的有「三清」、「三

官」、「四府」、「四官將神」等，佛教則有

「西方三聖」、「十殿閻羅」等，在中國繪畫史

上也屬於「道釋畫」的一種，歷史十分悠久；

第三類則是紙糊神像，主神有山神土地、大士

爺、普陀巖等，通常在醮典舉行前方請糊紙師

父臨時製作，科儀完畢之後隨即燒化。在這兩

類神像中，尤其以神像掛軸與大型紙糊神像最

受矚目。

☉掛軸神像

台灣民間的壇場掛軸神像，常見者如使用

於醮典中的「道壇掛軸」，與使用於超渡法會的

「十殿閻王掛軸」。

‧道壇掛軸

道壇掛軸諸像，主要乃是為了營造道士演

法祭拜的儀式空間，使之成為一種非常性的神

聖場所。道壇的基本結構，主要為三清壇與三

界壇兩個部分。三清壇即是舉行醮儀的重要場

所，懸掛三清道祖之像，以元始天尊居中、靈

寶天尊及道德天尊各居左右，即是道教神譜上

所稱的「一 化三清」：玉清、上清、太清，

三清兩側又有左旁的玉皇宮，懸掛玉皇上帝畫

像，乃是萬神之主；右旁為紫微宮，懸掛紫微

大帝畫像，是為萬星至尊。在三清壇壇前的左

右兩旁則分別懸掛著天京地府、水國陽間等四

府神像，眾神在乘雲駕霧中朝三清宮行進，象

徵著各方眾神正朝著三清朝元謁聖。三官壇與

三清壇相對，供奉三官大帝：天官、地官、水

官，即是民間俗稱的「三界公」，通常在壇中央

設置一座紙糊的「三界亭」，或是懸掛三位一組

的「三官大帝」掛軸畫像，有時兩側設朱衣

公、金甲神畫像作為守護。右邊掛玄天上帝的

畫像，左邊則掛天師畫像，其左右有時可分別

高懸溫、康、馬、趙等四大元帥畫像，即是象

徵諸元帥統兵備守壇場。整個內壇即為眾多的

掛軸神像圍成儀式空間，臺灣傳統道壇諸掛軸

畫像，多以此規模布置懸掛，間或有增減者，

則視壇場空間之大小而予以彈性調整。道壇諸

仙聖之掛軸畫像，原本以紙本而以礦物顏料作

畫，亦有採用絹布，先勾勒其形後再塗以顏

料，於今多是現代顏料，就是較易變化。一般

言之，其式樣與風格多傳承傳統道釋繪畫的製

作方法。

‧十殿閻王掛軸

地獄為印度古代輪迴信仰中，專司人死後

審判的幽冥界，其觀念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後，

逐漸為漢人所普遍接受。閻羅王原為佛教地獄

之主，亦隨之逐漸本土化，掌管地府職司獎

懲，凡有十殿。十殿閻王之地獄變相，在型制

上多以彩繪掛軸方式呈現，規模完整者，為十

殿各一軸共十幅成一組，間或有以五軸或兩軸

形式成組者，用於功德超度儀式之壇場，民間

俗稱為「功德畫」，乃傳統道釋繪畫一脈的風格

傳承。據《玉歷鈔傳》、《閻王經》合載：一殿

秦廣王、二殿楚江王、三殿宋帝王、四殿五官

王、五殿閻羅王、六殿卞城王、七殿泰山王、

八殿都市王、九殿平等王、十殿轉輪王等，在

超渡法會時，常掛於壇場兩旁，以象徵人死後

所須面對的閻王之裁判。

☉紙糊神像

道壇中所供奉的神像，除了內壇中的諸般

掛軸之外，主要即為位於內壇之外的各種紙糊

神像，道教結壇時即以之作為道壇的守護神

祇。紙糊神像的數目常隨著醮典的規模而有不

同，常見的凡有大士爺，山神、土地，溫、

康、馬（或岳、高、辛）、趙四大護壇官將，朱

衣公、金甲神等；大士爺與山神、土地也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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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般的普度場合，四大官將與朱衣公、金甲

神合稱為「六騎」，加上山神、土地成為「八

騎」。此外在少數規模較大的醮典中，還會加上

雷公、電母、風伯、雨師等成為「十二騎」，甚

至是再加上風、調、雨、順等四大天王，構成

了場面壯觀的「十六騎」排場。

紙糊神像與紙厝通常是分列於內壇之外的

廟埕之上，由於乃是屬於開放空間，故一般信

眾都可趨近觀賞，也就成為一般人印象較為深

刻的建醮印象。這些事先布置在醮壇之外的神

像紮作，在儀式開始時即會由道長「開光點眼」

予以聖化，經賦予靈性之後就成為神聖事物，

以此完成鎮守壇內的宗教聖域。一般說來紙紮

神像屬於民間藝人的傳統技藝，運用了紮、

糊、剪、版印等傳統民間藝術的手法，其造型

素樸而精鍊，色彩強烈而鮮明，乃是表現出民

眾喜愛的一種民俗藝術。近代隨著傳統版印的

沒落，各種紮作上所使用的諸多組件已為現代

式彩色印刷所取代，其材質形式也已制式化、

規格化，但其內容式樣則仍多遵循傳統習慣，

故尚能保持傳統的風貌。

◆家祀神像

家祀神凡有兩類，一種通常為廟宇主神的

分身神或紙禡，供爐主或信徒迎回家中供奉，

民間也有少數行業的信徒請回行業守護神，做

為職業場所的祀神，如早期漁民將小型的媽祖

神像置於漁船船頭，藉以保佑航海的安全，民

間稱為「船頭媽」；另一種則為家中長年供奉

的組合式「神明綵」。

神明綵是傳統閩南家庭中必備的神像，早

期為手繪或木刻版印，近代則逐漸為以玻璃或

壓克力材質、彩繪或印刷方式所取代。家中神

明廳所掛的神明綵一般採掛軸或掛屏形式，型

制為中間一中堂並配上兩邊一至二幅對聯或百

壽聯，上方為一橫額書「祖德流芳」；中堂之

上的神明組合：最上層為觀世音菩薩，有時單

一呈現或加上善才、龍女兩挾侍；第二層的神

明則因漳泉籍而有所不同，泉籍以媽祖為主，

而漳籍除媽祖之外則多加上玄天上帝；最下層

則為土地公與灶君，除觀音媽之外其餘神明皆

作持笏坐姿，因為主神皆為觀音媽故又稱「觀

音媽聯」。也有部份泉籍人家中不掛觀音媽聯而

改掛「關帝聯」的，中堂繪有坐在交椅上、讀

春秋狀的關帝爺，後面則立關平、周昌兩部

將。

台灣神像製作藝術

臺灣神像的雕造與供奉源自於大陸閩粵一

帶，但在傳承與開創上，則隨著三百年移民文

化的發展，逐漸呈現出不同的風貌。神像的製

作是一種宗教信仰的表現，故在製作方式及規

矩上也特別講究。下列即由材質尺寸、派別風

格、製作方式、相關宗教儀式等方面說明。

◆材質尺寸

神像的製作可分為平面與立體兩類，以立

體居多，而製作神像的材質有木、金屬、泥、

石、陶、紙等，但以木質佔絕大多數。又有硬

身與軟身之分，硬身神像通常為整塊木頭雕鑿

而成；而軟身神像則指神像軀體由數部份組成

關節可以活動者，大小不一。泥塑或夾紵造像

在台灣也頗常見，通常做為鎮殿用，尺寸較

大。

臺灣石質、陶質神像較為少見。紙質神像

凡有兩類，紙糊與繪製印刷，紙糊神像目前都

作為道壇法事之用，法事完畢後隨即燒化，如

建醮時的山神、土地與普度時的大士爺、普陀

岩等；早期也有用紙糊方式製作祭祀用神像，

通常十分精細小巧製作不易，是民間糊紙工藝

的精品，故民間匠師慣說：「一紙、二土、三

木、四石、五金」，現在鹿港少數廟宇及歷史悠

久的道士壇尚能見到。另外有一種以木刻印製

的神像稱為「神禡」或「紙禡」，供信徒請回家

中張貼供奉，現時已較少見。此外廟宇大門上

常見的以彩繪或雕刻方式繪成的門神，既作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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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也具有神像的功能。

立體神像的尺寸很多，但有一定的規矩，

一般最常見的大小有台尺七寸二或九寸六，其

他稍大的有一尺二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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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尺六寸，而較大的如五尺一

寸半、六二寸、六尺三寸半，則為廟宇主神神

龕上奉祀之用；其神像尺寸通常會依照行事需

要而製作。

◆派別風格

神像的風格因其「派別」而有所差異，臺

灣的木雕神像，主要為以泉州、漳州、福州三

派。其中福州派在福建傳統脫胎漆藝中，一直

有優異的技術傳承，加上福州派在臺灣採取開

放授徒的方式，故至今繁衍眾多，廣布全台；

而泉州派、漳州派則採取比較保守的家傳方

式，發展上較受限制。因為福州派的人手較

多，因此很多大廟的外場多是屬於福州系統的

作品。

在神像風格上，泉州派神像注重神像的架

勢，在雕鑿過程中注意大略格局，而在完成初

胚後以黃土與水膠混合敷飾神像的表面，達到

神像外型美觀的目的，現多分布在彰化、鹿

港、宜蘭等地。而漳州派相較之下，則較注重

初胚後的精緻修整，在木質部份即以細緻的琢

磨修整神像的表面，幾乎已達到完成階段，惟

現今在臺灣已幾近失傳。至於福州派則緣於脫

胎漆的作法，在木雕初形完成後，較注重披土

與裱紙的工作，做得較多層，對於紋身的線條

也有較精緻而細密的表現，神像的體態較為修

長接近人身比例，且製作速度快，分布也較

廣。

神像的造型依神明的「神格」而有所不

同，通常有一通則，如土地公作員外打扮且外

表慈祥，武神通常身著戎裝外貌威猛，廣澤尊

王作孩兒臉與單腳盤腿狀等，不一而足。

◆製作方式

臺灣神像的製造過程，呈現出工藝技巧與

宗教儀式的結合；在製作過程中，細膩表現出

傳統民間信仰的特質。從臺灣的神像藝術與其

他廟宇的裝飾藝術、信仰文物等意象，可明顯

看出民間藝術與民間宗教信仰的密切關係。神

像的製作方式主要有紙紮、泥塑、脫胎、木雕

等技法。

☉紙塑法

神像製作的紙塑法主要是以「紙」做為材

料，其製作方式可分為「塑」法與「糊」法兩

種，後者又稱為紙紮神像。以塑法製作的紙質

神像，在尺寸上一般多比木刻神像為小，其作

法是以紙作為塑材塑成神像軀體，並加以彩繪

或貼金裝飾，早年臺灣先民由於遷移的需要，

多以之代替木刻神像，在製作上由於需要較高

的手藝功夫，故早年民間十分重視，近代則多

見於道士作科儀時桌上所奉的神像（老君像、

北帝像），其製作過程較為精細、考究。而一般

「紙紮神像」的體型則有大有小，小從不足一

尺、大到等身高度，主要是依所造神祇的性質

而以各色色紙糊貼而成。其製作方式先在內部

以細竹篾紮成骨架後，再用紙糊貼成軀體，其

上用色紙糊貼或施彩裝飾。這類紙紮神像在漢

人信仰儀式的活動上普遍使用，如各種建醮、

普度或喪禮等；這些神像通常在宗教儀式完畢

時即加以焚化，故材料使用上較不考究。

☉泥塑法

泥塑方式所使用的材料主要為泥土，以臺

灣所產、多做燒黑瓦用的「赤煉土」為主，其

製作方式凡有直接雕塑與模塑兩種，前者製用

於大型神像；塑好主體之後，交互裱上數層紙

與麻布等，再用漆線、粉線、金箔、顏料等裝

飾表面。

☉脫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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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胎技法在中國古代稱為「夾紵造像」，由

於使用的原料以生漆為主，故所造之神像也通

稱為「漆像」。脫胎技法一般分為「內脫法」與

「翻模法」兩種，都是以泥塑方式先作成雕塑學

上稱為「模」的原形。中國傳統的「乾漆脫胎

造像法」主要即使用了「內脫法」，其作法是在

神像「模」上用生漆與棉麻布逐層交互塗裱，

通常要做三層以上，待表面乾透後，將泥模由

神像下方或後面取出，然後再作表面的裝飾。

翻模法在中國青銅器與銅像製作上亦具有悠久

的歷史，作法是在「模」上用石膏或砂泥翻成

中空的「範」，通常會將範分解成數個部份，再

將生漆、麻布等逐層裱於範內，脫去外範之後

將局部接合即成神像主體，又稱為「外脫

法」；由於西方雕塑技法傳入的影響，現在都

以玻璃纖維作為翻模法神像塑造的材料。

☉木雕法

臺灣佛像的製作以木雕神像最為考究，且

依例必須配合一定的宗教儀式，其過程大約為

選材、擇日開斧、初胚、修光、磨光、上黃

土、二度磨光、作線、按金、彩繪、開臉等。

木雕神像在比例上，通常立姿為一比六或一比

七，坐姿為一比五，蹲姿為一比三；開始雕造

之後習慣上配合木材生長紋理由下往上雕，一

者神像的頭必須在木材上段，再者是為避免先

雕成頭部之後，若有碰撞對神明不敬。初胚雕

成之後，再作繁複的表面裝飾工作。此外另有

一種木雕神像，在製作時將四肢與身軀分開，

待完成後才接合，穿上多層神袍，民間稱為

「軟身神像」。其姿態多為坐像，大小不一，但

近代在台灣已少製作而多從福建迎來。

☉彩繪、印刷法

廟宇中所供奉的神像通常以立體神像為

主，但仍有一些挾祀神、配祀神如門神、五營

神將等，會以平面彩繪方式製作；有些規模較

小的祠廟，如五營祠、有應公祠等也以彩繪方

式製作神像；此外，傳統閩南漢人的公媽廳所

供奉的觀音媽聯、灶頭所供奉的灶君神像等，

也多以平面彩繪或印刷方式製作，而一般信眾

由廟中請回的主神神禡則多以木刻板印方式製

作。

◆開光儀式

臺灣神像雕刻相關的宗教儀式，主要為：

開斧、入神、開光點眼。開斧必選吉日吉時，

雕刻師傅燃香唸咒後，即就事先選定的「神材」

開鑿，開始雕刻；入神通常在神像定型後，由

師傅或法師、道士擇時畫符施法，將事先準備

好的「寶物」（五寶、七寶、五神物、五穀、五

色線等）安入神像背後的洞中封住，再供於神

桌上，燒金紙稟告之後，即完成入神儀式；近

來為了順應時代的變遷，入神儀式經常會與開

光儀式一併舉行。開光點眼由師傅或道士、法

師經一特定儀式後，即用寶鏡將陽光折射於神

像之上，一面念咒，一面用筆將神像上下逐一

敕點，完成儀式。開光後的神像即可供於神案

或安置於神轎（輦轎）上，待真神降臨之後即

完成一尊神像的製作過程。其餘材質的神像製

作過程雖未若木質神像的考究，但開始製作的

擇時祈請，製作完成前的開光點眼儀式仍舊是

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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泝

沊

沀

沴

沝

1.廟宇主神神像種類可依照功能，區分為鎮殿神像

（上）、開基神像（中排）以及分身神像（下排）等三

類，圖為鹿港護安宮吳府千歲神像。

2.廟宇中有部分神像不作為祭祀對象，具有濃厚裝飾性

質，圖為台南興濟宮（主神保生大帝）三十六官將。

3.「八家將」為以人扮神，是廟會中常見的神將陣頭。

4.出巡神偶為一種軀體中空而由人扛抬的神殼，俗稱「大

仙尪仔」，也是廟會常見的神將陣頭，圖為七爺謝將

軍。

5.由玉清元始天尊（中）、上清靈寶天尊（右）、太清道德

天尊（左）所組成的「三清」掛軸，是醮壇供奉的最

高神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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泍

泞

洰

泀

6.大士爺是醮典或普度祭典中常見的紙糊神像。（台北縣

2000年宗教藝術節）

7.山神、土地神紙糊神像是醮壇主要的守護神像，圖為山

神。（台北縣2000年宗教藝術節）

8.土地神（福德正神）紙糊神像。（台北縣2000年宗教藝

術節）

9.以溫、康、馬、趙四大元帥以及朱衣公、金甲神所組成

的「六騎」，也是醮壇常見的守護神像，圖為六騎中的

溫元帥（右）、趙元帥（中）、朱衣公（右）。（台北縣

2000年宗教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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泇 泏

泹沰

泩

10.六騎紙糊神像中的馬元帥（左）、康元帥（中）、金甲

神（右）。（台北縣2000年宗教藝術節）

11.紙糊神像在醮典開始時即需予以開光點眼。（東港東

隆宮丁丑年醮典）

12.以觀音菩薩為主神的「觀音媽聯」是家祀神像的主要

形式。（筆者祖宅正廳）

13.以「塑」法為主製作的紙像尺寸小且做工較為精緻，

圖為道士所供奉的紙塑神像道祖道德天尊（中）、教主

張天師（右）、聖祖玄天上帝（左）。（基隆廣遠壇）

14.以「紮」法為主製作的紙像尺寸較大，圖為建醮、普

度時常見的紙像組合大士爺（中）、山神（右）、土地

神（左）。（東港東隆宮丁丑年醮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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炔泑

炓
炅

15.泥塑神像多直接在廟宇原地塑作，為尺寸最大的一類

神像，圖為台南開元寺三川殿所供奉「哼唏二將」中

的「唏將」。

16.脫胎神像「文殊菩薩」。

18.四肢可以活動的天上聖母木雕軟身神像（大稻埕慈佑

宮）。

19.廟宇門神多以彩繪方式製作，圖為台南三山國王廟三

川殿中門門神秦瓊（左）、尉遲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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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早期木雕神像尺寸較小便於移民攜帶來台，圖為天上

聖母（中）及其挾祀神千里眼（左）、順風耳（右）。

（私人收藏）

20.南投地區的「五方神將」（五營）通常不雕造立體神像

而以彩繪製作。

21.版印神像又稱為「神禡」，圖為民間昔時在七夕時祭祀

所用的「七娘夫人」神禡（筆者收藏）。

炘

炆

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