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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中彰化是台灣磚雕藝術發展的集中地之一。為了對磚雕藝術的發展歷程及藝術形式有進一步瞭解，並進行有效的保存及

發揚，本研究以中部磚雕較為成熟地區的台中和彰化為研究地點，透過文獻探討、訪談和田野調查等方法，進行台中彰化

地區磚雕藝術的歷史源流、藝術形式、工法和運用的研究，並且分析其形式、題材及內在意涵等特徵。 在探索、分析與比

較後，本研究歸納出：（1）以材質、手法、移民歷史等條件來推究，中彰地區磚雕盛行於光緒同治年間，源自於閩粵的

漳泉客三大族群，其風格有相當的一致性，可能源自其工匠系統的延續性；（2）磚雕藝術風貌及取材偏重自然，具有祈

福和祝禱之目的性，而崇文、教化的意圖也包含於其中，是一種溫和的人文主義的形式企圖，著重心靈意向；（3）外在

形式內斂，為配合空間常有所變異；構圖擅用排列透視，將多種主題拼貼成一件作品；磚框以漸次向外高起的形式最常出

現；線條、面向、磚框等特徵，常因所在位置、空間大小而定；（4）對於磚雕藝術的推展，應先重視現存作品的保護和

修復，並藉以推廣成為一種具有傳統與創新特色的產業，需要產官學互相配合。 關鍵字：磚雕藝術、傳統工藝

關鍵詞 : 磚雕藝術 ; 傳統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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