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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太師椅作為唯一以官銜命名，並且成為達官顯貴身份地位的象徵，陳設於廳堂接待賓客與締結婚姻的嫁妝，顯現其地位之

重要性。隨著社會的進步，匠師的老化與凋零，相關研究資料較為缺乏，各地太師椅或偶有失竊、散佚的情形。因此，調

查與建立太師椅的整體系統，實是刻不容緩的研究課題。本研究即以台灣中部地區現存之具有地域特色與依照傳統工法所

製作之太師椅為主題，以田野調查方式進行五十六例之蒐集記錄，並透過匠師與收藏家之訪談，以探討工料、工序、工法

、形式轉變、祈祝裝飾題材、入宅與婚嫁意義等。分析蘊含其中的文化藝術內涵，彙整建構太師椅整體性資料。藉以瞭解

太師椅於中部地區歷經清朝、日治、民國時期等，依照入宅或婚嫁之不同用途所產生的差異，以歸納出太師椅受台灣文化

之薰陶所顯現出既豐且富的面貌，深藏於內則為文化之所蘊，展現於外則為文化之所徵，亦即為台灣文化所薰就之珍貴資

產。

關鍵詞 : 太師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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