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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戲文藉此出相，故事從此開始　　坦白說我並不是一個玩古蹟的人，可是從踏進社會開始，就對
廟宇非常著迷。
曾有一段時間，只要看到寺廟就進去看看，燒香與否端看當下感覺。
陰廟、陽廟，在我的眼裡都是廟。
府、廟、寺、宮、觀都是一座座充滿藝術的殿堂，我不管裡邊供奉的是佛教菩薩或是道教的真人、大
帝。
　　走進廟裡，向主神見過禮後，就發現一個個歷史和戲文人物藉著裝飾藝術跟我打招呼。
看著看著，開始有個念頭往心口浮昇，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學校或是機構，專門教人看這些「戲文」
？
　　記得在三峽祖師廟聽「林衡道老先生講故事」，他手裡一根竹竿，推開阻隔□鶯和張生的那扇門
。
木雕插角，很高的位置，老人家低沉的嗓音像「廟裡的說書者」。
怎麼學才能像老先生一樣，當個廟裡的說書人？
是我心靈深處探頭的聲音。
　　接下來幾年，攝影、散文的學習，以至古蹟培訓進而欣賞探尋，把我從雜亂無章的探索，歸納到
研究的路上。
那時就想，如果以戲曲人文掌故裝飾，當成古蹟研究調查的敲門磚，能否結出一顆人間佳果？
　　二○○五年新春，我在雲林麥寮拱範宮結識一群愛護鄉土的熱性青年。
一夥人從一齣「關雲長單刀赴會」開始，展開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
林敏雄先生、吳萬丁先生、陳慶霏、郭宗諺、林和正、梁勝宗等人只要有空，就找耆老聊天、訪談。
木作匠師有誰？
交趾剪黏又是誰做的？
彩繪還有哪些人參與？
石雕匠師的後人據說就住在西螺！
這些訊消息，在每一通興奮的電話中傳來，一個又一個之前只在書上出現的人物，透過「封神榜」、
「三國志」，「五虎平西」等等戲曲人物來向媽祖婆報到。
交趾陶、剪黏師父陳天乞、姚自來；石雕匠師蔣九、蔣國振；木作匠師王錦木、王伙艾、陳應彬、陳
己堂、陳專琳、黃龜理等等。
最後出現的是台南春源畫師潘春源。
如此盛大的陣容竟然出現在日治時期，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雲林西部，「風頭水尾」的麥寮。
姚自來老先生在葉俊麟介紹之下接受採訪時說：「到今天還想不出當時那樣一個『庄腳所在』，怎麼
有辦法找來那麼多大師父在一起為媽祖蓋廟？
」讓人驚喜的是，面臨拆廟重建危機的拱範宮，竟然在一群被戲稱為「猴齊天」的我們，變成一座「
縣定古蹟」保留下來。
　　經過這件事情，更加堅定當時那個推想：透過一齣齣「戲文」的解讀，也可以推開那扇通往文化
歷史的大門、凝聚鄉人的情感。
　　當然，這些工程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幫襯。
如果沒有來自各地的文史工作團體讚聲，讓鄉人對媽祖廟產生信心；如果當時的文化主管機關並未理
會一封又一封的陳情信派人前往探訪了解；又假設主事者不願意從善如流，鄉人未于重視，恐怕這些
只會是「一個人的某一段生命旅程。
」　　因此，利用這本書完成之際，讓我獻上最誠摯的謝意。
感謝：台北市保安宮文史工會團隊全體會員及我敬重的廖董事長，因為這裡是我學習的母土；國立台
灣藝術大學古蹟修復系主任王慶臺教授、劉淑音老師，如果沒有兩位的幫忙拱範宮可能不會被保留下
來，這本書也不可能完成。
李乾朗老師，他提供相當多的文獻著作並傳授求救方法；當時雲林縣文化局局長劉銓芝老師，若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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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費心「走闖」，不可能有一座「西濱明珠」縣定古蹟拱範宮留在麥寮。
可惜個人當時只拿劉老師公家名片，而他前年已回學校教書，不然在這欣喜的一刻，應該親自向他道
謝。
還有，三重文史工作會洪老師及全體會員，興直堡文史工作會素月老師和各位老師。
　　最後還要感謝：　　攝影協助：梁勝宗攝影師，雷明聖先生。
　　典故咨詢顧問：劉淑音老師，高振宏老師。
　　典禮咨詢匠師：交趾剪黏，陳世仁師父。
彩繪，潘岳雄畫師。
　　本書搜集宮廟四十餘座，範圍包括台北縣市、台中、彰化、南投、雲林、嘉義、台南。
有些廟宇根本不知道有這本書，但筆者希望有機會回到廟裡和鄉親同好坐在狀元椅上說故事。
　　個人不揣淺陋，大膽將這年的摸索集結成冊，希望各界先進惠于方便，給在下賜教指正。
　　本書「人生大四喜」收集五則，章節名來自民間戲曲扮仙戲的唸白：「久旱逢甘霖，他鄉遇故知
，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
」人生四大喜事在這幾篇故事裡已包含這四句吉祥話。
　　本書有幾則故事，藉圖在介紹幾座比較特殊的寺廟：如已被鄉人傳言將拆的廟宇但又有某些特色
足以補證歷史痕跡的；或有時代意義的特殊工法：如「三元及第」就是以清朝風格石雕作品見長的淡
水福佑宮，因而列入這個篇章。
　　「二十四孝」本書只收錄十二則，且版本不一。
廟宇要見二十四孝齊全，常見「一次完成」的作品，像二十四孝柱或畫屏、隔扇門。
有一些題材常見於陰宅法事佈置之中民間不喜，如：哭墓、哭竹、丁蘭事親等等，特此說明。
　　這本書可以讓喜愛的同好「一本書看全台灣」，裡面雖有戲文出處廟宇，圖示地址，但這個部份
應該只對「廟宇所在地」的鄉人才有意義（見前半段文章所述）。
　　這些戲文嚴格說來有範本（粉本），同好只要熟記角色特徵，就算是不同情節，不同作品，只要
不是太離「譜」（畫譜），應該都容易看懂戲文故事。
舉例來說：關雲長臉部表情和他拿的大刀和所穿的衣服，都有他獨特風格。
李哪吒「童子像」火尖槍，風火輪。
只不過小說裡「李哪吒鬧東海」時，火尖槍和風火輪還沒有拿到手，但有些作品卻給他這兩件法寶。
不過這些並不影響說書者的演出，充其量以時下流行電玩角色扮演，加以擴大發揮，還是可以逗得觀
眾哈哈大笑。
　　本書在「唐山風」新廟裡也用得上。
只為傳統被保存在「裝飾戲文」裡，所以名為《戲文出相》。
聽！
在台灣廟宇說故事。
導讀　　寺廟建築的雕飾與彩繪　　劉銓芝　　認識臺灣的古廟建築，除了可以由空間組成、構造、
材料與形式入手，欣賞合院佈局、內外相扣的空間層次，以及大木結構的輝宏壯麗之外，寺廟建築內
外的豐富雕飾與彩繪，更是極為重要的考察對象。
當我們一踏進一座寺廟的山門，抬頭望見大木結構上富麗的色彩圖像與精緻細膩的雕飾，即已開始一
次宗教工藝藝術的饗宴，沿著參拜路線逐次進入拜殿、正殿、後殿與兩廂，更可發現這些精湛的工藝
表現，配合著殿堂空間的主從關係，以及營建構件的巧妙搭接，逐一呈現在參訪者的眼前，甚至隨著
空間的佈局而產生高潮迭起的戲劇性效果。
　　不論是東西方，自有建築的發展以來，建築與裝飾即有著緊密的連結，整個古典建築史也可視為
一部古典建築的裝飾史。
古代匠師竭盡所能地將其創造力發揮在雕飾與彩繪之上，造就出建築最表層的裝飾構件，大多數人也
許無法完全瞭解古典大木結構的力學鬥合原理、屋頂構造的精要之處，或是壘石疊磚考究原則，但是
卻可以很快地感受到盤龍石柱、花鳥彩畫或是仙靈人物雕刻的美學效應，因此，這些位在建築最表層
的雕飾與彩繪作品，往往也是最能感應常民美學的重要部分。
　　中國古代有關建築的描寫往往側重於這些精緻工藝的部分，漢代張衡的《西京賦》中，以「雕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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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繡栭雲楣」、「采飾纖縟。
裛以藻繡，文以朱綠」等文字描寫建築的形象，說明殿堂建築的棟梁（楹）、礎石（□）、枓栱（栭
）與楣梁（楣），精細雕琢與華麗彩畫的景象；西晉的左思《吳都賦》中，亦以優美的詞藻刻畫出當
時的殿堂建築，所謂「雕欒鏤楶，青瑣丹楹。
圖以雲氣，畫以仙靈」，正是說明大木屋架中，櫨拱（欒）、枓（楶）的雕刻、窗格的青色連瑣紋飾
（青瑣）與朱紅的棟梁（丹楹），以及建築構件表面繪以雲霧暈染與仙靈題材的優美場景。
　　類似的裝飾概念也可見於西方的建築歷史之中，雕刻與彩繪隨伴著西方建築的發展而興盛，古希
臘、羅馬的建築通常是佈滿彩繪壁畫與雕刻的空間，建築裝飾歷經歌德、文藝復興的建築發展，於巴
洛克、洛可可時期到達顛峰。
教堂建築此一重要的建築類型，更是裝飾盛行的場域，宗教裝飾表現在教堂裡外的石雕、柱式雕刻、
彩繪玻璃、壁畫、泥塑與木雕設施之上，然而不同於東方的發展，西方教堂建築中雕飾、壁畫的題材
，往往限制於一神論的神學觀點，以聖經典故、聖者、天使為宗，發展出不同於東方的營建工藝內涵
與表現形式。
　　台灣傳統寺廟建築的雕飾與彩繪發展，源自於漢人體系的古老營建與工藝文化，但卻有著更為輝
煌的表現。
在長時間的發展歷程之中，南方的匠師自成一格，發展出不同於北方宮廷美學的精湛工藝表現，而台
灣的寺廟藝術更進一步，發展出更為多元、更具常民性格的表現形式。
　　中國早期對於大木結構的裝飾，應以「彩畫」為主，雕飾為輔，主要起因應是源自以油彩做為保
護木結構的實用目的，中國宋代的官方建築著作《營造法式》一書，全書分為三十四卷，卷第十四以
專章說明「彩畫作制度」，清楚說明木結構梁、棟、枓、栱之屬的彩畫作法，而卷第十二則說明「雕
作」、「旋作」、「鋸作」、「竹作」等制度，顯見當時對於木結構表面彩畫的重視。
《營造法式》的作者將作監少監李誡，於卷第二〈總釋下〉，「彩畫」項下說明「今以施之於縑素之
類者為之畫；布彩於梁棟枓栱或素象什物之類者，俗謂之裝鑾；以粉朱丹三色為屋宇門窗之飾者，謂
之刷染。
」說明以油彩（調和桐油）為料，但分別施作於不同的介質或營建部位，而有不同的稱呼，運用在畫
布上則為一般所理解的「畫」，運用在大木結構上的油彩畫作，稱之為「裝鑾」，如運用在屋宇門窗
的單彩保護則稱之為「刷染」。
　　當時正統的官式彩畫，在題材上並無太多創作的自由與彈性，依照《營造法式》的說明，彩畫題
材的規範主要可分為華文類（即花飾、花紋類，共分九品）、瑣文類（即連續圖案類，共分六品）等
兩大主要裝飾題材，華文類中可并用行龍、飛仙（共分二品）、飛禽（共分三品，可搭配騎跨飛禽的
人物共五品）、走獸（共四品，可搭配騎跨、牽拽走獸的人物共三品）等題材，再以雲文類（共二品
）補空，題材形式上係以吉祥圖文做為基調。
在「雕混作」（立體圓雕）的做法亦有所規範，《營造法式》卷第十二〈雕作制度〉中，定有八種題
材的類別：「一曰神仙，真人、女真、金童、玉女之類同；二曰飛仙，嬪伽、共命鳥之類同；三曰化
生，以上并手執樂器或芝草、花果、瓶盤、器物之屬；四曰拂箖（註─古時中國對羅馬人的稱呼），
蕃王、夷人之類同，手內牽拽走獸，或執旌旗、矛、戟之屬；五曰鳳凰（註─原文為皇），孔雀、仙
鶴、鸚鵡、山鷓、練鵲、錦雞、鴛鴦、鵝、鴨、鳧、雁之類同；六曰師子，狻猊、麒麟、天馬、海馬
、羦羊、仙鹿、熊象之類同；&hellip;..七曰角神，寶藏神之類同；&hellip;..八曰纏柱龍，盤龍、坐龍、
牙魚之類同。
」當時的彩畫、雕飾題材的規範甚為明確，裝飾之外，並無太多匠師自設主題的彈性。
　　而明清官式建築的彩畫發展仍然延續宋代規範的精神，著名的「和璽彩畫」與「旋子彩畫」即是
當時宮廷建築彩畫的最高標準。
然而在宮廷之外的府第、民居、寺院建築，在無法使用宮廷建築彩畫題材的情況下，反而讓匠師得到
自由發揮與選擇題材的機會，中國江南蘇杭一帶民間所興起的「蘇式彩畫」，形成一股不同於宮廷彩
畫的題材風格，大木額枋的枋心中可搭配各種不同題材的畫面，例如山水、人物、走獸、飛禽、蟲魚
、翎毛、花卉等，雖仍有固定格式的規矩，但選擇題材的自由度大為提高，民間畫師的創作亦產生了
風格上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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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寺廟建築的彩繪畫作，延續了中國南方自由選材的發展，在既定的格式之下，創作上增加
了更多本於宗教典故、歷史典故與民間傳說的題材，以及祈福發願的吉祥圖文。
此外，平面的彩繪場景進一步轉化成更多的立體雕飾手法，交趾、剪黏、泥塑、石雕與木雕，各類材
質交替出現在屋脊、壁面與大木結構之上，表現形式較之過去的發展更為多元與豐富，相較於中國各
地的寺廟建築而言，臺灣的各類匠師顯然更具有發揮的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雕飾與彩繪作品，並非旨在表達深奧的宗教神學主題，而更是基於宗教精神
，傳遞正向價值觀點與倫理教化意涵的社會通俗教材，它往往引用傳統社會傳頌經年的民間教化故事
做為題材，以生動的方式加以詮釋，轉化成一幕一幕的立體書頁。
在早期學校教育貧乏的年代，寺廟中雕飾與彩繪作品，就像一本攤開於空間中的書冊，讓人們在寺廟
中隨性閱讀，進而產生潛移默化的啟發作用。
時至今日，這類精彩作品的教化功能或許不再強烈，但其做為工藝藝術作品的價值則更為彰顯，一幅
幅的作品既可個別欣賞，又可視為整體宗教空間中，具有連作性質的裝置藝術作品，細細品味各幅作
品的意涵、佈局與組織，以及其所運用的技法與創作意趣，應是進香參拜之餘，相當引人入勝的文化
饗宴。
　　本書作者郭喜斌，這一位十分用心的文史工作者，將研究台灣古寺廟多年的經驗與成果，匯集全
台各地寺廟的雕刻與彩繪作品，用深入淺出的文字，將它還原成原本的民間傳說與故事，相信經由這
本書的解說，再一邊欣賞著一幅幅的平面或立體的作品場景，真的可以聽到來自悠久歷史歲月的鮮活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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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到廟宇拜拜，你只認得神明嗎？
廟宇那麼大，你知道那些點綴著樑柱、牆壁、屋簷等處的裝飾、浮雕和彩繪，其實都各說著一則流傳
久遠的故事？
台灣百年來偉大的建築匠師，到底在這些裝飾藝術中想跟我們說什麼故事呢？
我們該如何重新認識這些經常出現在我們身邊、然而我們卻又那麼不熟悉的老事物呢？
　　台灣廟宇的樑柱、屋簷、四壁，都藏著一則則流傳久遠的傳統故事彩繪和雕刻，它們的製作年代
有的甚至近百年之久。
雖然你想仔細看清楚它的樣貌，可是它們卻高高在上難得一見。
雖然你想一探這些手工藝品背後的故事，但卻很難辨認出故事的源頭。
本書所收的裝飾藝術，都是耳熟能詳的經典故事重要情節，即使你沒看過《封神演義》、《三國演義
》等故事全書，透過作者精選的情節，亦能了解故事的重要轉折，並且欣賞到台灣歷代重要匠師巧下
手的精細工藝。
　　本書作者自幼即愛上膾炙人口的「三國演義」、「封神榜」、「史記」等精采故事，研究台灣古
廟多年，現為帶團參觀台灣無數廟宇藝術的文史工作者。
經過長年全省廟宇跑透透累積的鑑賞力，作者挑選出大家最常見、最熟悉故事情節及最珍貴的廟宇裝
飾藝術，不只讓你能看到樑上雕刻的精美，也教你如何辨識出每一則故事的關鍵人物，讓你去拜拜時
，也能向親朋好友介紹這些精彩的故事和畫面。
◎ 台灣第一本讓你聽見廟宇裝飾藝術無聲的故事。
◎ 136張你最熟悉卻不一定見過的傳統精采故事場面。
◎ 教你辨識廟宇故事中最常見的關鍵人物。
◎ 收錄主要廟宇的地址、外觀和最值得欣賞的彩繪、雕刻作品。
◎ 《台灣古建築裝飾圖鑑》作者 康?錫 好評推薦◎ 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專任教師 劉銓芝 
專文導讀◎ 珍藏台灣重要廟宇雕刻、彩繪、陶瓷等彩色照片136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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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喜斌　　台灣雲林縣人，一九六三年出生。
對於人文古蹟一直有著濃烈的好奇與探索的衝動，以人文書寫的角度看待這塊活我生我的土地。
從民國七十九年起開始拿起筆和相機紀錄屬於這塊土地和自已的故事。
不論是旅遊,生活、民俗、古蹟、文化等等，都化成個人探索地方人文族群生活的題材。
作者目前為台北市大龍峒二級古蹟保安宮解說義工、中華民國華語特約導遊，以及新莊興直堡文史工
作室會員。
並著有台灣廟宇藝術專書《拱範宮傳統建築藝術》（與林敏雄合著）、《追隨媽祖的足跡》（與黃晨
淳合著），及多篇專刊。
並於二○○七和二○○八年舉辦「台西風情畫」、「馬祖風情話」攝影展。
作者的YAHOO部落格：「戲古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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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關懷台灣，熱情推薦（依姓名筆畫排列）　　王慶臺　台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系主任　
　夏鑄九　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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