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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推薦序１　　圖說是一種平易近人的語言　　艋舺龍山寺聞名全臺，甚至日本觀光客將它視為最
具代表性的臺灣廟宇，它的信仰融合儒、釋、道文化，它的建築集結了閩南與臺灣古建築藝術之精華
，特別是在一九一九年的大改築工程中，聘請泉州溪底派木匠大師王益順主持，另有惠安石匠與廈門
交趾陶匠師共襄盛舉，造就了無比輝煌的傳統建築藝術。
　　我曾在一九九二年受臺北市政府民政局之委託，對龍山寺建築進行過仔細的調查研究，後來龍山
寺的後殿、大殿與鐘鼓樓也陸續整修，基本上保存了古蹟的傳統形貌。
這是一座集宗教信仰與傳統建築工藝於一身的寺廟，它猶如一座寶庫，值得人們細加觀摩欣賞。
　　我在中國文化大學建築系三十多年所教的學生中，大多成為開業建築師，只有少數成為傳統建築
研究者，逸鴻屬於後者，並且是能靜下心來鑽研古蹟學術的傑出學生。
近年來他投下工夫研究艋舺龍山寺，並且運用圖解技巧來分析介紹，相信必能引起廣大讀者的興趣，
我為他感到高興。
　　逸鴻這本《圖說艋舺龍山寺》，以豐富的史料作參考，將漢人在艋舺的開發史，包含建設聚落、
頂下郊拚以及各地龍山寺廟宇之類型比較，皆以生動的圖樣表現出來。
特別值得肯定的是一九一九年王益順來臺北改築龍山寺的各種施工過程推理想像圖，兼具藝術性與知
識性，使很艱難的斗栱及藻井技術，化成平易近人的美術語言，讀者從成人到兒童皆可接受，對引導
人們從欣賞到理解台灣古建築，這本書成為良好的橋樑。
我長期提倡臺灣古建築保護與古文化之復興，特別讚賞逸鴻這本有創意的新書，樂為之序。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系教授　李乾朗　　推薦序２　　龍山寺的故事　　遇見龍山寺，
是人生的學習歷程，更是殊勝的因緣。
　　在淡江文理學院（淡江大學前身）服務期間，有五年跟著林衡道老師跑各地田野。
一次老師講起臺灣神社（圓山飯店前身）的種種，滿州國當年送來的兩座銅牛被移至今天國立台灣博
物館門口，兩隻□犬散落在山坡下，後來被移往劍潭公園門口。
表參道上的石燈龍因材質極好，則被三峽祖師廟買去，成為日後李梅樹教授發揮台灣精緻寺廟雕刻藝
術殿堂的上上材。
接著，還有個「鼓」之類的。
　　二○○二年參與文建會「國立台灣博物館民俗文物小組」清查工作時，得知館藏文物臺灣神社大
鼓為龍山寺所借。
二○○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後學在台博館蕭宗煌館長帶領下，終於會勘到這具被借走近四十餘年的臺
灣神社「獨木大鼓」。
　　因這份緣分，日後只要行經龍山寺，就一一探索、欣賞。
二○○六年初申請到當時龍山寺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的允許，開始了傳統藝術與文獻這門課的田野調查
。
在此學期中，因建築出身的逸鴻加入，師生們皆獲益良多。
記得一次獲得在大殿搭乘高梯、拍攝各處細部的許可，當時逸鴻的專心與專業讓大家印象深刻，他也
不吝大方分享所知。
　　二○○七年有機會帶逸鴻到陝北、晉北、冀北太行山內作田野。
在陝西韓城的普照寺時，他對元代建築的投入與攝製更令我佩服不已。
因為他在當下拿起簿子，一一描繪古建築的各面結構！
是田野調查真正的「第一手」。
　　《圖說艋舺龍山寺》讓我發現逸鴻對古建築的特有智慧。
看了他的書，可以「從無到有」知道這座古建築的歷史、身世、文化和藝術。
期待讀者一起來分享，明白龍山寺的內蘊與真實！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中心主任　林保堯　　自序　　大約在三年半前，貓頭鷹出版社
與我接洽，希望能夠製作一套以台灣建築為主題的手繪書。
當時我鑽研台灣建築史已有些心得，加上平日喜愛畫建築透視圖，因此便著手嘗試將文字與繪畫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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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一本內容既親切、又稍具深度的建築史繪本書。
　　艋舺龍山寺是台北市、甚至全台灣都相當聞名的寺廟，歷史悠久、建築莊嚴，是日治時期泉州派
建築的代表作，在建築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了解龍山寺，也就能夠相當程度了解日治時期的寺
廟建築。
另一方面，寺廟建築是台灣傳統建築的菁華，了解寺廟建築，也就能對傳統建築的基本有所掌握。
　　本書從歷史文化方面著手，並用大量輔以手繪圖的方式，逐步說明有關設計思想、美學以及材料
構造等建築學問題。
希望能完整呈現龍山寺各個不同的面向，帶領讀者輕鬆進入建築史的世界，也期待讀者在讀過之後，
能對建築史有比較深入的了解，甚或引起進一步研究的興趣。
那將是給我最大的安慰。
　　書中的手繪圖是經過仔細考證畫出來的，少數圖面由於史料不足，便以推測的方式繪圖，在圖說
中都會標註出來。
圖面的類型，有較寫意的素描畫法，也有剖析建築內外的透視圖，還運用了古建築研究用的測繪描圖
法，使得這本書的圖樣不僅賞心悅目，也具有很高的精確性與說明性，讓讀者在翻閱文章時，也能仔
細揣摩許多建築細節。
　　這本書由於和我的碩士論文同時進行，因此歷時數年才完成。
寫作期間幫助過我的人很多，包括台北三重剪花匠師陳世仁先生、萬華佛雕師陳燕興先生與台南石匠
師施弘毅先生，熱心解答我心中的疑惑，為本書的完成，提供專業基礎。
恩師李乾朗教授早年對龍山寺的調查，以及對台灣寺廟建築各方面所作的大量深入研究，亦是撰寫本
書的基石。
　　本書也承蒙王鎮華教授對內容提供了許多寶貴意見，張立慶女士指導我寫作技巧，並幫忙潤飾了
內文。
感謝戴吾明教授、林保堯教授、邱博舜教授一路上的鼓勵，而我的父親、母親在寫作過程中提供無條
件的支持，更是本書完成最重要的推力。
　　最後我要感謝本書的編輯陳詠瑜小姐和美編謝宜欣小姐，在最後緊鑼密鼓的完稿階段，她們依然
很有耐心的接受我提出的許多修正意見，終於將這本書打造成我當初理想的樣子，是完成本書的大功
臣。
　　徐逸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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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艋舺龍山寺──你去過、卻從未細細品味的二級活古蹟你知道艋舺龍山寺是台灣最早的觀音信仰中心
之一嗎？
你知道艋舺龍山寺和故宮博物院、中正紀念堂，並列為觀光客必訪的三大景點嗎？
艋舺龍山寺是泉州派廟宇的典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台灣古廟之一，其華麗的剪黏和交趾陶等裝飾手
法，堪稱台灣廟宇之首。
已有二百七十餘年歷史的艋舺龍山寺曾經歷翻修改建，亦曾在二次世界大戰時遭受戰火波及，卻也因
此成為各界大師的聯手之作。
王益順的建築格局之巧、黃龜理的木雕之精、陳天乞和張添發的剪花之細、惠安蔣氏家族的石雕之妙
，在艋舺龍山寺統統都可以看到。
本書作者研究艋舺龍山寺多年，以深入淺出的方式，結合歷史資料考證及相關匠師採訪，搭配大量精
細的手繪圖，將龍山寺的製造過程、無法用肉眼見到的工法細節與內部結構，如地基、屋簷、裝飾、
雕刻等，一一詳加剖析，精彩重現。
翻開書，一起來欣賞艋舺龍山寺最隱密、卻也最關鍵的建築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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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77年生，桃園縣觀音鄉人。
　　進入古建築領域已有十五年，曾任職李乾朗工作室助理。
擅長攝影、繪畫、並從事許多建築測繪與插圖繪製工作。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暨都市設計系、台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碩士。
　　現就讀北京清華大學建築歷史與文物建築保護研究所博士班。
　　Email: yukusku@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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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龍山寺的創建〉/b　　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相隔的台灣海峽，素有「黑水溝」之稱，俗諺說「
六死三留一回頭」，可見清代渡海來台之不易。
大陸移民們經過重重險阻到了台灣，還必須面對本土原住民，與來自不同地區移民之間競爭的壓力。
因此清代台灣的移民聚落，多以同鄉組成，凝聚力強，具有明顯的排外性格。
艋舺是由福建泉州三邑人（晉江、惠安、南安）與同安人移民所組成的聚落。
在移民聚落中，為求心靈寄託與凝聚團結力量，往往建立起廟宇，奉祀家鄉神明，廟宇因此成為居民
的信仰與生活中心。
　　龍山寺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由泉州三邑人建立起來，創建的過程頗具有傳奇色彩。
傳說在清乾隆年間，有一泉州船員（另有一說是三邑商人），要從艋舺到景尾（今天的景美）採購藤
材，經過今日龍山寺附近，突然想小解，於是將身上攜帶的香袋掛在樹上，再行小解，事後卻匆匆離
去，遺忘了掛在樹上的香袋。
之後這個香袋在黑暗中發出亮光，引起了附近居民的注意，才發現這個掛在樹上的香袋，上有金字寫
著「龍山寺觀音佛祖」，據說民眾對此香袋祈願，頗為靈驗，因此便建廟祀奉，並自泉州安海龍山寺
恭迎觀音佛祖來台。
建築自清乾隆三年（一七三八）興工，至乾隆五年（一七四○）完工，龍山寺自此成為艋舺地區泉州
三邑人的信仰中心。
　　從另一角度看，清代艋舺之繁榮，在於商業貿易。
當時往來於台灣與大陸之間進行貿易的商行，會合作成立同業組織，稱之為「郊行」，這些郊行由於
財力雄厚，在社會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除了地方建設外，還具有建立學校、平定地方動亂、賑災
等社會功能，在艋舺最早創立的郊行，是泉郊「金進順」，也是台北最早的郊行。
據清同治十年（一八七一）之《淡水廳志》〈風俗考〉記載，艋舺泉郊金進順、北郊金萬利、大稻埕
廈郊金同順，合稱台北三郊。
　　郊行組織的成立，也多以宗教信仰為號召，兩者關係相當緊密，在聚落及都市中，郊行經常捐獻
經費建廟。
比如在乾隆年間主倡創建龍山寺的黃典謀，即為艋舺富商，建造龍山寺大半用地，都是由他捐獻的。
另外，艋舺泉郊、北郊也出力甚多。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龍山寺的第三進奉祀媽祖，與中殿的觀音佛祖並無直接關係，這是因為當時艋舺
有泉郊五十餘戶，為求航海安全而奉祀媽祖，於是對貿易品課徵稅金，以這樣的收入建造了聖母殿。
　　由此可見，地方性的廟宇往往不僅是信仰中心，也和當地郊行有很深的關係，如當時艋舺北郊金
萬利的辦事處就設在龍山寺第三進，而在艋舺龍山寺西側門的牆壁上，至今仍可見到清代艋舺首富張
秉鵬開設的「張德寶」船頭行所出資捐獻的石雕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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