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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傳統的創新　新埔⺠俗⼿藝店劉保志 
2021-05-23  記者 廖瑩椿 報導 

▲ 位於新埔市區中正路上僅存的百年老店「新埔⺠俗⼿藝店」。（圖／廖瑩椿攝）

新⽵縣新埔鎮過去擁有幾⼗家糊紙店，但如今僅存⼀家仍堅守著傳統糊紙⼯藝的老店「新埔⺠俗

⼿藝店」。

從1891年成立⾄今，新埔⺠俗⼿藝店已有⼀百多年歷史，並傳承到第五代。早期以製作燈籠、
糊紙、⾯具及各個慶典所需要的裝置品等為主，產品遍及了所有⼤⼩廟會及燈會。但隨著時代的

變化，逐漸投入各個⼤型⼾外裝置藝術、舞臺設計等。不僅如此，作品還從平⾯轉變為立體化，

更是將糊紙的素材以科技做結合，不斷以⼤膽創新的風格來突破技術。

⾝為第五代傳承⼈的劉保志，不僅保存著⺠俗創作藝術品的開發設計、⾯具創作、⼯藝品等，更

是讓臺灣糊紙⼿藝能夠活絡，延續傳統文化。儘管環境帶來多重困境，依然努⼒堅持，並持續創

新及傳承下去。

 

傳統⼯藝　文化傳承的使命

劉保志在⾼⼯畢業後因為聯考失利，選擇志願役提早入伍，退伍後沒⼼情繼續讀書，因此決定直

接投入職場。由於當時剛好家中的⺠俗⼿藝店⼯作量⼤，於是⾃然⽽然的就回家幫忙。在⽗親劉

興星的帶領之下，不管⽗親說什麼，劉保志就按部就班的做，因此前⾯⼀、兩年都在做打雜，後

來才慢慢的接⼿製作的⼯作，花燈、公共造景、糊紙等等都難不倒他。

  推文
讚 0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by IR@NYCU

https://hkp.nctu.edu.tw/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issue/800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296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313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314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315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316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317
https://hkp.nctu.edu.tw/group/74
https://hkp.nctu.edu.tw/user/1114
javascript:void(window.open('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concat(encodeURIComponent(window.location.href)).concat(' ').concat('(').concat(encodeURIComponent(document.title)).concat(')')));
https://twitter.com/intent/tweet?original_referer=https%3A%2F%2Fhkp.nctu.edu.tw%2F&ref_src=twsrc%5Etfw%7Ctwcamp%5Ebuttonembed%7Ctwterm%5Eshare%7Ctwgr%5E&text=%E7%99%BE%E5%B9%B4%E5%82%B3%E7%B5%B1%E7%9A%84%E5%89%B5%E6%96%B0%E3%80%80%E6%96%B0%E5%9F%94%E6%B0%91%E4%BF%97%E6%89%8B%E8%97%9D%E5%BA%97%E5%8A%89%E4%BF%9D%E5%BF%97%C2%A0%C2%A0%E6%96%B0%E5%AE%A2%E5%AE%B6%E4%BA%BA%E7%BE%A4%E5%83%8F&url=https%3A%2F%2Fhkp.nctu.edu.tw%2FHakkaPeople%2Farticle%2F15145
https://hkp.nctu.edu.tw/files/issue/doc/20210524%E4%BA%8C%E4%BB%A3%E5%89%B5%E7%94%9F%EF%BC%9A%E7%9C%8B%E8%A6%8B%E5%AE%A2%E5%BA%84%E7%9A%84%E6%96%B0%E7%94%9F%E5%91%BD%E5%8A%9B.pdf


▲ 新埔⺠俗⼿藝店第五代傳承⼈劉保志（圖左⼆）以及付清劉興星（圖右⼆）。（圖／廖瑩椿
攝）

⺠俗⼿藝店的產品包括⼈偶、⾯具、燈籠、甚⾄是⼤型的醮壇等。劉保志說，製作這些精緻作品

都非常耗時、費⼯，從塑型、繪畫、綁鋼筋等樣樣都得⾃⼰來，因此都需要看⼯作量以及接單數

量，來評估什麼是需要提前佈局，這樣時間上比較充⾜，施⼯時壓⼒也不會那麼⼤，所以適時的

調節也是非常重要的環節之⼀。

投入家族事業後，劉保志每年都有很多成就感的作品。他舉例，像是現在少⾒的醮壇，所有的佈

置及擺設都非常的精緻，整個⼯程非常浩⼤。此外，他表⽰，他的⼯廠不是有靜態的，整個⼯廠

的團隊及施⼯的作法⼀直不斷地在進化，「今年這樣做，明年⼜有新的做法也不⼀定。」

他表⽰，就像本來要兩、三天才能完成的東⻄，忽然間靈感⼀來，更改製作的⽅法，結果變成兩

天就能夠完成，⽽且更為安全堅固，也會讓他很有成就感。⺠俗⼿藝店在技術⽅⾯年年都⼀直不

停在突破，並堅持保持傳統，現在也即將邁向第六代了。

▲ ⽬前在臺灣已難得看⾒的⼤醮壇，只有在⼤的⺠俗活動中才會搭建。 （圖／劉保志提供）

 

保持傳統　融入⾼科技

⾄於不同代之間⼀起共事，會不會有意⾒衝突？劉保志指出，在與⽗親學習過程中，衝突難免會

有。他舉例，⽗親比較沒有成本概念，接了五萬元的案⼦，有時會以⼗五萬元的規模去做，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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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搞不懂這樣的模式如何賺錢養活⾃⼰？⽽他也曾想⽤現代比較輕鬆的⼯法，但⽗親卻依然堅

持⼿作的⼯藝，因此常常為了這種事情意⾒不合。

▲ 劉保志⽗⼦倆以客家⺟語來溝通⼯程的細節。 （圖／廖瑩椿攝）

因此在劉保志接⼿⺠俗⼿藝店後，進⾏了⼀些變⾰，像是將現代的3D列印技術帶進⺠俗⼿藝來製
作。他表⽰，當初會使⽤3D列印來翻模製作，是因為現今因少⼦化，導致找不到那麼多⼈⼿來製
作，不找機器取代根本沒辦法因應不了客⼾的需求，所以必須去開發這些技術。但他也強調，在

使⽤新科技的同時，製作的步驟並沒有因此⽽改變，依然遵守著傳統的⽅式，只不過是從中去做

更多的變化。

 

個⼈事業進階　為公司制度化

另外，⺠俗⼿藝店現在的⼯作分配也詳細許多，光是部⾨就劃分了彩繪部、鐵⼯部、電腦部等，

⾓⾊種類更是多樣，像是駕駛、操作員等，⼤家各司其職。劉保志說，由於公司規模不⼤，所以

每個請來的⼈都要會有兩、三種技能才能夠⽣存下去。⽽他⾃⼰也是老闆、業務、掃地、買便當

等樣樣來，兼了非常多的⾓⾊。

以跟隨他的鐵⼯部來說，總共有⼗⼆個⼈，這項⼯作非常忙碌且辛苦。搭建任何⼤型裝置品時，

⼯⼈們在沒有任何安全措施之下，即使是個危險的⾼空作業，他們也依然非常靈活的穿梭著。不

僅如此，在室外⼯作的他們，還要完全不受任何天氣影響。

劉保志笑著說，對於南部⼈來說，只要颳風下雨就受不了，沒辦法施⼯下去，但對北部⼈來說卻

已經是常態化，尤其是新⽵⼜有著風城之都的稱號，天天都在颳風，就像在颱風裡⾯施⼯⼀樣，

根本已經沒什麼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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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埔⺠俗⼿藝點的⼯⼈們正在搭建桃園龍潭永和宮⼤醮壇的粗胚。 （圖／廖瑩椿攝）

⺠俗⼿藝是季節性的，在⾯對節慶來臨時，市場需求量就會⼤增，⽽主要營業額重點於上元節

（元宵節）、中元節以及下元節，中間皆為養護期，只能接受⼀些政府的活動及裝置，⼜或者爭

取⼀些公開競爭的招標，才能夠存活下去。劉保志說，沒有爭取到標案的話，就是繼續維持養護

期，養護期也就是裝備的保養，非常重要，也是不可缺少的環節之⼀。

 

你我都不知道的「事蹟」

⻑期承攬廟會及喪葬這類活動，劉保志相當相信⿁神等「事蹟」。他表⽰，以廟會來說，在搭神

壇過程中如果起狂風的時候，就是代表著神明要叫他們停⼯的意思，⽽微微的徐風則是代表著神

明來看，整個是個非常神奇的事情，每次準備要做慶典，就會慢慢的有微風。他提到，像是今年

團隊前往南投從來沒有風的地⽅，偏偏⼤甲媽祖蒞臨時就開始起風且下⼀點⼩雨，這也就是神明

來的預兆。

⾄於喪葬的部分，劉保志則笑⾔，⽬前沒遇過什麼靈異事件，不過他倒是分享了個有趣的⼩笑

話。他說，有天晚上突然接到⼀通電話，要訂購很多臺的⾶機、⾞⼦、洗衣機等糊紙辦喪事，於

是他們就先做了很多臺⾞⼦放在地上，但誰也沒想到，到了晚上三更半夜的時候，突然聽⾒有東

⻄在響，⾞⼦居然還⾃⼰在⾛，整個不知道怎麼⼀回事，⽑骨悚然的嚇得半死，結果原來是家中

狗兒在跟貓玩，將地上⾞⼦推來推去。

 

未來是個未知數

對於下⼀代的傳承，劉保志說他並沒有想的那麼遠，從來也沒有要求孩⼦要接⼿家中事業，當然

如果有⼈要做，絕對會全⼒的去輔佐他們，因為現在⼿藝店已經從家族事業變成公司制度，不會

有兄弟分家的問題。另外，因為就是相同領著公司的錢，也有請專業會計來專⾨做帳，所以也不

會做比較多，薪資就比較⾼。

劉保志強調，這個事業如果孩⼦賺不到錢、養不起家庭，他們也絕對不會繼續做下去。他認為，

這個⾏業能否傳承，政府是否全⼒去扶持非常的重要，有很多產業會失傳，都是因為政府沒有任

何的補貼和輔導，所以未來⺠俗⼿藝能否保存下來，就看接下來政府如何動作了。

 

劉興星　投入⺠俗⼿藝逾⼀甲⼦

今年76歲的新埔⺠俗⼿藝店第四代傳承⼈劉興星，隨著祖⽗輩，7歲就踏入家族產業，今年更是
邁入第69年。

雖然年紀⼤，但他頭腦還是很清楚，保持著「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除了繼續做出新的成品之

外，為了擴展視野，還到處去世界觀摩，如⽇本、中國、越南等。

劉興星未來還要研發新的⺠俗⼿藝作品，⽽未來20年之後的願景，他現在就逐漸開始做了，但⾃
⼰也不知道會發展的怎麼樣。他強調，讓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本有很多⼿⼯藝是機器能夠完全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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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代的，但政府依然藉由⾦錢補助的⽅式，讓⼈到處去教學，也是他⽬前看過文化保存最好的國

家。

他也不斷的強調，看⽇本可以看到臺灣的未來，要看我們未來的幾⼗年，就看⽇本現在的樣⼦，

他們如今的困境也會出現在我們臺灣，因此⽇本的經驗是值得臺灣借鏡的。（廖瑩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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