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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傳統工藝為常民生活或文化的表徵，「一府、二鹿、三艋舺」中的鹿港，傳統工藝類別多樣，名家輩出。隨著時代演進，

傳統工藝產業光彩逐漸黯淡之時，地方社團自發性推動魯班公宴文化活動，欲藉此振興傳統工藝文化，再造昔日風華。 本

研究旨在探討鹿港魯班公宴與地方傳統工藝的互動影響，首先以文獻分析鹿港魯班公宴及傳統工藝，而後進行工藝家訪談

及問卷調查統計分析，以了解鹿港魯班公宴的角色、功能與沿革發展，以及建構鹿港傳統工藝文化的在地特色、產業消費

及文化傳承的情形。 研究結果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一、鹿港魯班公宴為超越宗教信仰層級，提高至文化宣揚延續層次的文

化活動，目前已成為每年工藝界之盛事。 二、鹿港魯班公宴是傳統工藝家之舞台，亦是工藝家與民眾間的對話窗口。 三

、鹿港傳統工藝產業以傳統精神為根基，以漸進方式走向創作風 格，形塑出在地產業的特色。 四、鹿港傳統工藝走向以

質精取代量產的消費型態，並導向質感、美感與品牌形象兼具的行銷，以開發新的消費市場。 五、鹿港傳統工藝家以一脈

相承的頂真工法傳承其技術，並持續學習修鍊心性，傳承其精神。工藝傳承除家傳世代外，部分工藝家亦透過文字紀錄及

傳習工作，以達到工藝文化傳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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