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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台灣傳統民間宗教信仰，所衍生出附屬的宗教藝術品，種類多樣且面貌豐富，其中又以傳統泥塑像神祇的工藝製作，所

涵蓋的文化背景與形式風格，都有其傳承脈絡，值得深入探索與研究。 傳統福州派塑像神祇藝術，大抵於日治初期傳入台

灣，這段期間由中國福州渡海來台的福州泥塑匠師，在台灣各地從事捏塑泥像神祇的工作，也留下許多精湛而又動人的泥

塑神祇作品。傳統福州派泥塑神祇所運用的材料與工藝技術，集合塑造結構、彩繪工藝、金屬工藝、玻璃工藝、等諸多的

工藝技術層面。本文以苗栗獅頭山勸化堂泥塑像群為主，探討勸化堂泥塑像神祇，製作年代、修茸紀錄、空間配置、形式

表現與造型風格，以及傳統福州派塑像神祇製作方式與技藝特徵。 本文透過匠師訪談、田野調查分析，對於勸化堂傳統福

州派塑像神祇所存在的形式風格，做出觀察、紀錄；並提出福州派泥塑風格，在台灣所留下的塑像形式與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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