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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獨運　⽊雕匠師蔡楊吉 
2019-01-02  記者 林明慧 報導 

⾛進添薪坊台灣⼯藝之家，陣陣⽊頭香撲⿐⽽來，映入眼簾的是滿屋⼦的⽊雕作品以及⼀個拿著

鑿⼑認真敲敲打打的⾝影。他是蔡楊吉，為新⽵市政府登錄的無形文化資產⽊雕類保存⼯作者，

也是⽬前台灣僅存的少數傳統⽊雕匠師之⼀。

從⼩接觸⽊雕　新⽵⽊雕產業之興衰

今年六⼗⼆歲的蔡楊吉，⼩時候家裡經營⽊雕⼯廠，⾒證了新⽵⽊雕產業開始興盛的時期。他表

⽰，雖然⼀般⼈提到⽊雕，只會想到苗栗三義，但其實新⽵的⽊雕產業發展得比三義更早，可追

溯到⺠國五零年代美軍駐台時期，因為新⽵設有空軍基地，不少美國商⼈在此採購⼯藝⽤品，新

⽵成為了台灣⼯藝品銷售的轉接站，許多⽊雕⼯廠散布於此。⽽美軍撤退之後，⽇本商⼈看準台

灣⼯資相對便宜的優勢，向台灣採購⽊雕⼩佛像，甚⾄還有⽇本⼯藝師親⾃赴台指導雕刻師們如

何做出符合⽇本市場需求的產品，為了確保產品品質的⼀致性，台灣也從原本⼀⼈從頭刻到尾的

⼯作模式，轉為⼀群⼈分⼯合作，「分⼯分的相當精細，有⼈專做粗胚，有⼈專做佛⼿，甚⾄連

蓮花都是拆成⼀片片再去組合。」蔡楊吉這麼形容。然⽽好景不⻑，新⽵⽊雕產業的光輝歲⽉隨

著台灣⼯資上漲⽽逐漸黯淡，產業外移⾄中國⼤陸，⽊雕成為夕陽產業。更糟糕的是，在分⼯合

作的⽣產模式下，⼤多⽊雕師只會做零件⽽無法獨⼒完成⼀件作品，因此原本兩、三千的雕刻⼈

⼝紛紛轉⾏，產業⾯臨⽡解。⽽苗栗三義因為原料優勢，加上政府推⾏⼀鄉⼀特⾊，⽊雕產業才

逐漸盛⾏，全台灣的雕刻⼈⼝也開始集中於三義。

不只是裝飾品　⽊雕共分三⼤類

⼀般⼈常認為所有⽊雕皆屬於裝飾品，但蔡楊吉認為，⽊雕其實可以分成三⼤類，第⼀種是產業

型⽊雕，會跟隨著流⾏趨勢⽽有所改變，例如⼀般常⾒的佛像⽊雕以及當年家中出產的⽊雕商

品，第⼆種為傳統⽊雕，也是蔡楊吉最擅⻑的⼀種，⽤於廟宇、古宅等傳統⽊作建築中，除了裝

飾以外，也兼具穩固效果，因此必須依循嚴謹的⼯法雕刻，題材取⾃忠孝節義，或是三國演義、

封神榜等經典歷史文學作品，第三種則為創作型⽊雕，展現創作者本⾝的意志，題材和⼿法皆較

無限制。談起⽊雕，蔡楊吉滔滔不絕地解釋，從他的神情中，可以感受到他對⽊雕的熱情，難以

想像年少的他曾對⽊雕感到無比厭煩，⼀⼼想逃離⽊雕。

傳統⽊雕具備嚴謹的⼯法，才能協助穩定建築物的結構。(攝影/林明慧)

從「討厭」⽊雕到「了解」⽊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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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楊吉因為家庭因素，從⼩接觸⽊雕，每天放學回來都要幫忙磨砂紙，或做⼀些重複性⾼的雜

事，年幼的他覺得這些⼯作既單調⼜無趣，⼼中對⽊雕的不耐煩油然⽽⽣。國⼩畢業後，蔡楊吉

的⽗親將他繼續留在⼯廠當⽊雕學徒，有⼀天，嫁到中和的姊姊打電話邀請他上北部玩幾天。到

了中和之後，他趁著⽩天姊姊和姊夫去上班時⼀個⼈到處閒晃。逛著逛著，⽿邊突然傳來⼀陣熟

悉的敲打聲，「我那時候⼀聽就知道有⼈在做⽊雕。」蔡楊吉說道。雖然對⽊雕沒有好感，他仍

耐不住好奇前去⼀探究竟，發現他們做的⽊雕既細緻⼜漂亮，和家裡⼯廠出產的商品完全不同。

雕刻的師傅與他聊了⼀會兒後，隨⼝詢問他願不願意來當學徒。⼀⼼想逃離家中的蔡楊吉，便⾺

上欣然答應了。

七、八年的學徒⽣涯，蔡楊吉跟著前輩⼀步步學習，跑遍⼤⼤⼩⼩的廟宇，奠定了純熟的⽊雕技

術，只要給他圖稿，他就能照圖刻得栩栩如⽣。對當時的他來說，做⽊雕僅是⼀種謀⽣的技能。

但在他認識了知名的黃⿔理⽊雕⼤師之後，他對⽊雕產⽣了和以往截然不同的想法，也開始探究

⽊雕背後的意義。回憶起當年的場景，蔡楊吉說，那時黃⿔理⼤師在和其他匠師交談，他發現他

們談話的內容雖與⽊雕相關，⾃⼰卻完全聽不懂，之後他主動前去攀談，才了解到傳統⽊雕其實

深具豐富的文化內涵，取材⾃忠孝節義的雕刻內容不僅僅是裝飾，在過去還具備教育先⺠的功

能。

雖然認識黃⿔理⼤師時，⼤師已七⼗多歲，無法教授他太多實質技巧，但他卻學到了⼀⽣受⽤無

窮的觀念。以前只會按照草圖雕刻的他，開始懂得如何⾃⾏取材、構圖，並且與過往習得的技巧

融會貫通，將中華⺠族五千年歷史的⽣活文學，呈現於⽊雕作品中。

⼀位好的⽊雕匠師不僅要有純熟的雕刻技術，還要有取材及構圖的能⼒。(攝影/林明慧)

重回故鄉新⽵　⼈⽣新轉機

然⽽，即使對⽊雕擁有了嶄新的觀念，蔡楊吉的⽊雕之路並非從此⼀帆風順，結婚之後，為了配

合太太的⼯作，他再次回到故鄉新⽵，成立了⽊雕⼯作室，卻⼀度⾯臨找不到⼯作的窘境。他解

釋道，因為當時傳統⽊作建築已衰退，新式建築⼤多採⽤ＲＣ結構，導致傳統⽊雕的⼯作量⼤幅

縮減，僅剩下古蹟修復的⼯作可以做。當時的他因為缺乏⼈脈⼜對產業環境不熟悉，好⼀段時間

都苦無⼯作機會，直到他在因緣際會下認識當時美術協會的會⻑傅柏村，傅柏村⿎勵他轉型改做

創作⽊雕，之後他也被引薦⾄城隍廟進⾏修復⼯作，不僅重回老本⾏，也持續做創作型⽊雕，⽣

活才再次好轉。現在台灣許多廟宇或是傳統古宅都留下了蔡楊吉的修復⾜跡，他的好⼿藝也屢屢

受到外界肯定。憶起那段不如意的歲⽉，蔡楊吉淡然地說：「回來也好啦，也是⼈⽣的⼀個轉

機。」

⼀步⼀腳印　傳承⽊雕之美

⾯臨傳統⽊雕技藝逐漸凋零的困境，蔡楊吉無奈地表⽰，因為市場對這⾨技術的需求量少，越來

越少⼈願意投入也是無可避免的，但為了讓傳統⽊雕技藝免於徹底失傳，他近年來積極和新⽵市

文化局合作，每年都會挑選數個對⽊雕有濃厚興趣的學⽣，透過拍攝教學紀錄編輯成教案，希望

能為傳承盡⼀分⼼⼒。此外，蔡楊吉也定期在⼯作室開班授課，讓⼤家能夠透過雕刻療癒⼼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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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對象不僅限於立志投⾝於⽊雕產業的學徒，只要對⽊雕創作有興趣都可以參加，因⽽吸引不

少⼈從各地來新⽵學習。

蔡楊吉的⼯作室，名為添薪坊，每周都會有⼈來學⽊雕。(攝影/林明慧)

擁有五⼗幾年的⽊雕經歷，蔡楊吉⼈⽣⼤多數時間都在雕刻。問到是從時才開始確認⾃⼰愛上⽊

雕、下定決⼼要⼀輩⼦做⽊雕的時候，他回答道，年少時不懂事，不明⽩⾃⼰喜歡什麼，只知道

要學習⼀技之⻑，沒有想這麼多，但是現在他每天⾄少在⼯作室待八個⼩時，無論是敲敲打打還

是畫草圖，做什麼都好，只要能接觸到⽊頭就能讓他感到安⼼。「這種安⼼感在家還沒有咧。」

他笑著說。從原本⼀⼼想逃離⽊雕，到現在能從⽊雕中找到成就感與滿⾜感，蔡楊吉秉持著「取

之於社會，⽤之於社會」的精神，希望能盡⾃⼰所能，⼀步⼀腳印地傳承⽊雕文化，讓更多⼈看

⾒⽊雕之美。

蔡楊吉幾乎每天都會在⼯作室待上八⼩時，只要接觸到⽊頭就能讓他感到安⼼。(攝影/林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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