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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每一個民俗藝術的形成，都源自於當地居民獨特的個性，而這個性的形成，又源自於「集體無意識」這巨大的心理能量系

統，是人的心理本質和真實。本研究運用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理論，藉由閩獅獅頭試探隱藏於閩人心靈深層的結構性問題，

找出在同一種文化中的人們，共同擁有相通的集體深層心理與文化，所給予人們相通的思維觀念和價值取向，為閩獅獅頭

提供一個嶄新、多元的詮釋，也為日後相關的研究與推廣提供不同的思考方向。

本研究不僅詳實記錄了台灣閩獅獅頭的製作技巧與方法，更發現閩獅獅頭藝術是在社會型態與文化的影響下，於集體無意

識中留下深刻痕跡，所形成的圖騰，是具體的文化傳承。從整體的符號「獅」的動物靈力，製作工法、造形、彩繪細節都

有其生命記憶與共同期望。它呈現的是先民承襲閩粵傳統，以求生存為目的、追求心靈層面上的滿足，提升為抽象美感建

立文化生活的象徵，就像台灣的風俗民情一樣，來路多元且具有廣大的包容性，以彈性的態度，把佛教符號、五形學說、

道教及一般民間信仰，集於一身而互不衝突，造形奇特誇張，色彩艷麗，表面上熱鬧繽紛，慷慨激昂，但底蘊卻充滿包容

與奇妙的和諧。

關鍵詞 : 民間藝術、集體無意識、文化心理、閩獅獅頭、榮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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