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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後，小學畢業典禮一結

束，陳啟村立刻飛奔至大伯家，起

先大伯還因為忘記拜師學藝的事而

稍微一愣。陳啟村回家收拾行李與

母親告別，穿著斷了一半的拖鞋跟

著大伯搭客運到臺南市區民權路拜

會「光華佛像店」的老闆林依水。

林依水見到陳啟村便問：「你畢業

了嗎？」。「我早上畢業了。」陳

啟村這麼回答。

掃地掃心，打磨磨心

「光華佛像店」是府城福州

派的雕刻店，入福州派門下的學徒

通常要四年才能出師。很長一段時

間，陳啟村做著打磨、掃地、進出

貨的工作。「師兄刻到重要的地

方，我就假裝邊磨砂紙邊偷看。」

每夜躺在床上，想像一塊四四方

方的木料就在眼前，應該從哪裡下

刀、五官要怎麼雕刻、手的姿勢如

何表現，當思緒卡住的時候，就是

下次偷看時要更注意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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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工之子 一技之長

陳啟村（1963～）是出身臺南鹽田的鹽工之子，五

年級那年失怙。六年級某日去大伯家，大人們正討論原

本說好畢業後拜師學雕刻的姪兒，竟然反悔不學的事。

正煩惱該如何向木雕師傅交代，大伯父看到陳啟村便

問：「小學畢業後是否還想升學？」陳啟村說：「以我

的家境可能無法讓我繼續讀書」。大伯父趁機詢問陳啟

村學習木雕的意願，陳啟村開心地答應，代替姪兒讓師

傅收徒一事就這麼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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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陳啟村因為師傅的誤

解而遭受責備，想著自己在光華佛

像店已經三年了，還只做著雜役的

工作，委屈之下萌生退意。但陳啟

村想著自己是孤子，現在放棄就是

讓過世的父親蒙羞，「學出師，功

夫好壞嘸人知；沒出師，轉去故鄉

大家知。」

某日師母拿了一尊土地公像

要陳啟村臨摹雕刻，事後，師母透

露師傅看到土地公像的驚訝反應：

「啟村平時也沒有在雕刻，怎麼

一下子就刻得這麼好！」陳啟村

回憶當時：「作學徒的時候想學學

不到只好偷學，趁著休息趕快把觀

察到的用紙筆速寫記下，憑著一股

熱誠，反覆在腦中回想溫習每個步

驟。雖然雕工、刀法還未熟練，卻

能憑著自己的觀察與摸索完成。」

在學藝的第三年半，因師兄入

伍服役，讓他有了實際雕刻的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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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陳啟村與徒弟在工
作室的工作景象 
（圖／吳姿瑩）

 2  啟村雕塑工作室展
陳空間（圖／吳姿瑩）

 3  陳啟村　 
劉部宣靈公　2016 
臺灣牛樟木　

48×46×81cm 
（圖／啟村雕塑工作室）

1 2

3

陳啟村與1995年作品〈窗〉合影
（圖／三義木雕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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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沒有前面三年就沒有最

後一年，每一個過程都有因緣，

要好好守住。」入門四年有餘，

陳啟村18歲學成出師，但在進入

府城雕刻工藝水準最高的「人樂

軒」之前，還有一段故事。

頭手家教班

出師後約莫半年的時間，

陳啟村在與光華佛具店同一條民

權路上的雕刻店工作。當家的鄭

老闆曾經是「人樂軒」的第一代

頭手，因為地緣與人脈的關係，

「人樂軒」的「三師傅」林利銘

找上陳啟村，詢問受聘至「人樂

軒」擔任粗胚頭手（首席雕刻

師）的意願。「人樂軒出來的師

傅都是高人一等。」陳啟村雀躍

地答應。

三師傅林利銘雖然身為掌

門，但上面還有兩位兄長，大哥

林利燈和二哥林利雄。從外面找

來當頭手師傅的人，以「人樂

軒」的高標準，當時的陳啟村

還有需要加強之處。林利銘認

為陳啟村雖然功夫還不到位，

但仍具備基本認知，傳授雕刻

要領只需提點一下，觀念就通

了。在這三個月仍然支付陳啟

村師傅等級的薪水，讓他感動

萬分，至今銘記在心。

「人樂軒」第一代掌門

林亨琛（一粒瘤）於清末自福

州來臺，陳啟村在人樂軒工作

期間，閱覽早期神像的黑白照

片，得知這些刻劃優美的作

品，創作者皆是清末時期，應

臺灣仕紳禮聘來臺的福州派大

師，林起鳳、林福清、林邦詮

等。陳啟村深受啟發，懷著滿

腔熱血，斥資購入昂貴的相

機，騎著機車展開全臺佛像的

田野調查。他形容那時的自己

猶如一塊海綿，每週都可以看

到自己的進步。

求知若渴的陳啟村曾經在旗津的媽祖廟，未經

廟方同意擅自掀開神明身上的龍袍，好把前輩大師

的刻工看得更仔細，在虔敬的廟方眼裡是必須被撻

伐的瘋狂舉動。為了拍到清晰的畫面他百折不撓，

也數次被廟方發現，從廟裡落荒而逃。臺南竹溪

寺、豐原媽祖廟、苗栗獅頭山勸化堂、基隆月眉山

靈泉禪寺⋯⋯都有他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

資料的行跡。

回顧這段雕刻學習的日子，「林依水就像是生

下我的老師，而林利銘是撫育我成長的老師。」

為神像注入人性的靈魂

還在光華佛具店當學徒時，坐落馬路對面的社

教館，展出全國美展得獎作品，陳啟村欣賞後內心

澎湃，他認為素描是學習藝術的必修，在神像的表

現上「師傅教的是比較寫意的表現，但神明其實也

是人，這就會有人體的基本架構。」23歲時跟著曾

培堯學習素描。2000年左右，一週有四天，陳啟

村同前輩藝術家聘請人體模特兒，進行素描、油畫

 1 陳啟村木雕展紀念書票
   陳啟村利用木刻水印版畫技法為

自己首次個展製作紀念書票

 	 （圖／啟村雕塑工作室）

2-3  陳啟村　木刻水印版畫藏書票　
2000　每件15×12cm

  （圖／啟村雕塑工作室）

   陳啟村在26歲榮獲第一屆奇美藝
術人才培訓獎，因而結識時任奇

美博物館館長潘元石，受館長鼓

勵，陸續與日本7位版畫大師學
習，將木雕工藝與木刻水印版畫

技法傳承。

2 3

1

陳啟村　力士　1997　臺灣牛樟木　30×30×36cm（圖／三義木雕博物館）

陳啟村　新衣　1997　臺灣牛樟木　35×20×70cm
（圖／啟村雕塑工作室）



陳啟村　順天張府千歲公案桌　2006　臺灣牛樟木、檜木　160×160×160cm（圖／啟村雕塑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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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雕塑的創作，並於假日期間在美濃菸

樓、鄉下古厝等處寫生。那段享受自由

創作、不受限的時期，奠定了陳啟村在

現代美學上的素養。

「對藝術系學生來說，素描是很基

本的學習，但在傳統雕刻的學習系統卻

很缺乏，有機會就很珍惜，學到的東西

都要牢牢記住。」

1980年代，臺灣木雕市場因打模

複製機的使用，粗胚打製逐漸被機械取

代，這個最需要創造實力的過程，在完

成後竟可被機械輕易複製。失落之餘，

陳啟村更積極提昇自己的創作內涵，形

塑個人特色。以前鑽研用刀的技術、累

積處理木質纖維的經驗，轉變朝向簡潔

形體、強化情感的深度與層次，創造市

場差異性。

除了素描，陳啟村也跟著陳英傑學

習現代人物雕塑，不但講求外在的表現

技術，更經營內在的精神思想，透過揣

摩西洋雕塑巨匠如米開朗基羅、羅丹等

藝術家的創作、認識西方美學思潮的變

遷，陳啟村在創作傳統神像或神話人物

時，比例與神態更接近真實的人類，也

因為注入更多人味，在傳統應是端莊、

威武、莊嚴的氣質中，透出更多堅毅、

憂懷和心緒情感，像極平凡的我們在面

對生活的挑戰時會產生心情，因此更觸

動觀者的心靈，給予人們更多的鼓舞。

作品上細細的刀痕，猶如素描的筆觸，

陳啟村將所學心得相互融滲，不只是不

同的媒材，也包括傳統與現代、東方與

西洋。

生活中的人物也是陳啟村觀察與雕刻的題材。他用雕刻記

錄看顧孩子長大的心情，未來，每一個兒孫也都會有屬於自己

的雕像傳家，這些作品單純出於身為父親和祖父對晚輩的愛。

創作以外的社會責任

大約四十五歲的時候，陳啟村事業有成也步入中年，他認

為除了工作賺錢之外，應該為社會做一些事情。這些想法來自

學徒時期以來受到各種幫助的心路歷程，更包括在經濟困頓之

時，陳啟村榮獲奇美藝術獎第一屆得主榮譽，得到奇美實業創

辦人許文龍的實質支持。陳啟村先後擔任臺灣工藝之家協會理

事長、社團法人臺灣南美會理事長、府城傳統藝術學會創會理

事長、中華文化總會諮議委員、臺南市美術館監事等職，致力

推廣藝術並改善整體創作環境。

1 2

 1  陳啟村　阿羅漢（巴沽拉尊者） 
1998　臺灣牛樟木　55×50×66cm 
（圖／啟村雕塑工作室）

 2  陳啟村　英雄鄭成功　2016　臺灣檜木
40×40×103cm（圖／啟村雕塑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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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啟村雕塑工作室」至今，陳啟村屢獲各

項藝術大獎，如1989年榮獲第一屆奇美藝術獎、

1995年第一屆臺南美展府城獎、1999年獲國家傳統

工藝獎二等獎與鳳凰府城人十大傑出青年、2007年

獲文化部「臺灣工藝之家」認證及大墩工藝師獎、

2010年獲全球中華文化藝術薪傳獎、2014年獲臺南

市登錄「無形文化資產傳統木工藝保存者」、2019

年獲義大利時尚媒體藝術獎。

2019年，陳啟村榮獲苗栗縣政府頒發「臺灣木

雕薪傳成就獎」，是臺灣木雕界的最高榮譽。他將

獎金五十萬元全數捐出，部分獎金回饋至苗栗家扶

中心、三義木雕博物館，作為每年夏天「木雕薪傳

創作營」辦理的營運基金，栽培青年創作者；其他

則贈予臺南市美術館義工團隊。

2020年，陳啟村經文化部登錄為國家重要「人

間國寶」無形文化資產重要傳統工藝「傳統木雕」

保存者，在傳承上有更多的義務與承擔。他最想傳

遞給後輩的，是他在入行的最初、學徒

時代所領悟的道理：「灑掃、應對、進

退」之節。

「現在的人一入門就急著想雕

刻、做師傅的工作。但是會做事，不一

定會做人，也不一定有對的心態。真正

要學一門技藝，不只學技法，還要學習

關於這個行業所有的江湖規矩，包括為

人處事和生意商道，這些就是職人的專

業素養，得靠長時間的潛移默化，沒有

捷徑。」

中華文化總會諮議委員

臺南市美術館 監事

臺灣工藝之家協會 理事長

社團法人臺灣南美會 理事長

臺南市府城傳統藝術學會 第一屆理事長

學習成長

1976  臺南鎮海國小畢業，當天7月2日向臺南福州

派「光華佛像店」林依水師傅拜師學藝

1980 學成出師

1982  到臺灣頗具盛名的福州派「人樂軒佛像雕刻

店」擔任頭手粗胚師傅

1983 於金門服役

1984 退伍，回到「人樂軒」任職

1986 5月12日創立「啟村雕塑工作室」 

陳啟村簡介

重要榮譽

2019  文化部登錄重要傳統工藝傳統木雕保存者 

（人間國寶）

2019 臺灣木雕薪傳成就獎

2019 第一屆義大利時尚媒體藝術獎

2017  第五屆海峽工藝精品獎「奉獻精神獎」

2014  臺南市無形文化資產傳統藝術 木工藝保存者

2010  第十六屆全球中華文化藝術薪傳獎

2008  臺南市市長頒「臺南之光」

2007  文建會認證「臺灣工藝之家」

2007  臺南市文化局頒「榮耀府城」

2007  第三屆大墩工藝師獎

1999  第二屆傳統工藝獎「二等獎」

1999  府城傳統民間工藝展 「第一名」

1999  鳳凰府城人「十大傑出青年」

1995  第一屆臺南市美展「府城獎」

1994  文藝季書寫的可能性「創意獎」

1989  第一屆奇美藝術獎 

1988  臺灣南美展 第一名「南美獎」

1987  第四十一屆全省美展 優選

今年起，陳啟村將獲邀參與多處

展覽，包括文化部將進行人間國寶授

證儀式，並於文資局舉辦展覽—「109

年度重要傳統藝術保存者授證典禮暨特

展：傳統木雕工藝—陳啟村」；2021

年1月將在臺中大墩文化中心受邀舉辦

雕塑個展，5月將在三義木雕博物館舉

辦盛大的薪傳專題展，展出不同創作時

期的作品、草圖、素描，以及珍貴的歷

史資料，呈現一位藝術大師從事木雕

44年來的成長與轉變。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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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媽祖　2000　臺灣牛樟木　26×22×76㎝ 
  （圖／啟村雕塑工作室）

 2  2017年陳啟村設計製作「in臺南‧無影藏」
文化資產影像競賽獎座（圖／三義木雕博物館）

 1  2019年受臺南市政府邀
請，製作贈予藝人林志

玲新婚誌囍大餅及餅模

紀念。 
（圖／啟村雕塑工作室）

 2  2016年陳啟村為出嫁
的女兒所刻製的餅模。
（圖／三義木雕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