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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encountering birth, ageing, illness, death, ominousness, luck and joyfulness all those inevitable incidents of lives, the human mind

tends to create copious popular folk arts imbued with their sincere, simple and honest affection as well as expectation for expressing

civil hope and wishes. Not only are the creations entertaining, but enriching human lives in the Meantime. On top of breaking

interpersonal indifference and alienation, the folk arts evoke people’s common hopes, blessing and wonderful memories.

The formation of each folk art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inhabitants, which stems from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This enormous unconscious psychological energy system reflects the psychological nature and

genuineness of human kinds. This study takes as object the Fukienese-styled lion head to study depth structural problems hidden in

fukienese spirit by bringing Jung’s theory of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into play and endeavors to find out the common collective

depth psychology and culture the folks share in the same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mentality that gives the folk common

concepts and value orientations, moreover to contribute for the Fukienese-styled lion head a multiple brand-new interpretation and

provides divers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further study.

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findings as follows: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patterns of society and culture, the Fukienese-styled lion heads

in Taiwan are profound imprints of Collective Unconscious, a kind of totem and an specific cultural heritage as well. From the spirit

of the symbol “lion” to painting icon, the details of the totem, all of them have their own life memories and common wish. The

Fukienese-styled lion heads our ancestors made in Taiwan inherit the Fukienese and Cantonese tradition. They are aimed for

surviving, to pursue spiritual satisfaction, and to build up a cultural image in lives with abstract aesthetics. Just like the customs in

Taiwan, Lion head has multiple origins and is with toleration and flexible attitude. It intergrades buddhistic symbols, five Elements,

Taoism and general religions without contradictory. The bizarre and exaggerated design of Lion heads with brilliant colors displays

vividness and impassion outwardly, but fulfills with tolerance and magic harmony inter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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