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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銀紙在國人的祭祀文化中扮演了不可忽視的角色地位。雖然歷經不同時空的長期發展，信眾在面對生命旅程上諸多不確

定因素的變動，往往希望藉由超自然的信仰力量帶來穩定與和諧的生活；希望藉由燒化金銀紙錢這動作來達到精神上的慰

藉，還是歷久不變。本研究首先蒐集文獻資料了解金銀紙錢在台灣的發展情況，進一步將不同種類的紙錢作有系統的呈現

，並且與田野調查所收集到的資料，進行歸納、比對，發現金銀紙錢的內容形式隨著時代而改變，從傳統手工到機器大量

生產、風格由藝術化轉向精緻與世俗化、由早期較固定的形式，隨著時代演進而趨向多樣化，加上知識的提升，燒金文化

已走向燒得好、燒得環保。試從竹南竹紙藝術文化產業的推廣重塑金銀紙之意象，並從金銀紙的圖像意涵、精緻化、環保

、數量等方面做文化資產保存與應用，傳達金銀紙能讓人美夢成真意涵，賦予金銀紙這項文化資產嶄新面貌，最後希望鄉

土教育能以金銀紙蘊含的故事做感性訴求把金銀紙的文化藝術呈現出來，喚起大家濃厚的情感、公部門的重視，進而好好

珍惜台灣特殊的民俗文化。

關鍵詞 : 金銀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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