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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智信是臺灣人奮鬥的典範，一生當中不斷挑戰高峰。他的第一次

高峰不是「迎媽祖」的完成，而是鮮為人知，透過日本民間邀請前往

中國大陸舉行展覽。這場展覽為海峽兩岸文化交流揭開重要序幕，

成為版畫第一位渡海展覽的畫家。臺灣傳統風光初次在中國大陸以

正面形式出發，受到熱烈回響。第二個高峰在於「迎媽祖」巨幅版

畫，將藝術、風土、信仰融合在一起，成為臺灣與世界版畫傳奇，

奠定林智信版畫與臺灣形象的直接連結。臺灣風土的面貌成為林智

信過往記憶的回溯，同時也是他對於臺灣這塊島嶼的禮讚。「迎媽

祖」創造一種身體的空間性與影像的時間之間的豐富辯證，打破西

方傳統全景圖式的臨場感，透過移動時的身體感使眼前影像不斷進

入內在世界，構成一種神聖的超越性與現實的夢境般的反覆交疊。

民藝的昂揚

[本頁圖 ]   

1987年，林智信於畫室一角為「迎媽祖」版畫起刀。

[左頁圖 ]   

林智信，〈獨占鰲頭〉，1993，交趾陶，

19×15×2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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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文化交流的先鋒
1949年後海峽兩岸文化直接交流中斷數十年。在特殊機緣之下，郭

雪湖、劉國松都一度從香港、美國受邀到大陸進行展覽。林智信版畫巡

迴展則透過日本，但是他人卻在臺灣，在兩岸文化交流尚未開啟的戒嚴

時期，這是相當冒險的行為。林智信受邀前往美國展覽時，一度與小學

同班同學陳錦芳接觸，也受到謝里法接待，返國後都受到情治單位關

切。在當時，臺灣風貌的藝術表現一方面被視為鄉土象徵，偶而也被情

治單位視為臺獨象徵。1986年林智信收到一封日本寄來的信函，輾轉邀

請他前往中國大陸展覽，這封突如其來的信讓他陷入長思，苦惱不已。

在此之前，林智信已經受到大陸關注。1979年林智信友人告訴他，

大陸廣播電臺向國際報導，林智信為臺灣鄉土版畫家；友人聽到後告訴

林智信，小心情治單位又來關切。在黨政軍控制臺灣一舉一動的時期，

被大陸宣傳並非好事，反而會惹來一身災難，林智信聽到這一消息戒慎

恐懼。

1981年某日，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何浩天打電話約林智信到臺北見

面。當時，臺北市立美術館尚未開館，史博館是全臺灣美術發展的領頭

羊。何館長約見，意義非同小可。他在好友曾培

堯陪同下前往史博館會見何浩天。事後得知，原

來是何浩天之子何平南任職於美國紐約聖若望大

學亞洲博物館，1981年間聽聞中國大陸推薦林智

信的相關報導，於是向父親傳達訊息。何浩天約

林智信見面時說：「別人都在介紹你，你是受我

們的教育，喝我們的奶水長大，所以本館義不容

辭，要好好地在國家畫廊舉辦你的版畫個展，並

出版專輯。」史博館展現雍容大度的態度，在那

個年代可謂意義非凡，足稱遲來的喜悅。1982年

2月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林智信版畫展，並出版

1983年，林智信四十八歲的

容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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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智信版畫集》，史博館在圖錄序文上說：

本土藝術的表現，是導源於藝術家本身對鄉土的關懷與眷戀。世

界上有許多傑出的藝術家，都曾誠摯地透過他的藝術品，呈現其

鄉土情懷和地方色彩。林智信先生的版畫，就是蒼勁中帶有圓

瑩，色彩特別明朗鮮麗，充分表現了藝術家對人生的積極態度，

和穩健踏實的奮鬥精神。本館鑑於林先生對版畫藝術的卓越成

就，特請提供近作在國家畫廊隆重展出。今將展品籌印成冊，廣

為流傳，誠為當今藝壇一大豐收。

當時的史博館是臺灣最權威的展覽場域，足以「一錘定江山」，

史博館展覽意味著臺灣畫壇上的品質保證，崇高無比，更何況這場展覽

是由史博館主動邀請，意義更深。史博館往後在黃光男主持館務期間，

將林智信成就推廣到海外，成為臺灣文化影像的重要代言人。史博館首

初個展中對他的推崇頗有獨到之處，首先提到林智信創作態度乃關懷鄉

土，具有地方特色，其次說明他作品表現風格是蒼勁中帶有圓潤晶瑩

感，色彩明朗鮮麗，由此引申出其個人的積極踏實與奮鬥精神。從題材

詮釋到創作表現，此外也將林智信的創作態度作為某種臺灣人精神的註

1983年，林智信工作時留影。

鄉土情懷和地方色彩。林智信先生的版畫，就是蒼勁中帶有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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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

林智信版畫在國家殿堂

展出，在臺灣文化軟實力遠

遠超越中國大陸的1980年代，

引起中國大陸北京人民出版社

《版畫世界》主編李平凡矚

目。於是1986年林智信才會收

到日本「中日藝術交流友好協

會」三山陵的來信，信中邀請

林智信前往大陸舉行展覽。原

來李平凡商請三山陵出面代為

邀請，希望林智信於史博館展

覽的五十五件版畫能在日本展

覽後，轉往中國大陸展覽。李

平凡本名李文琨，天津人，當

1937年魯迅提倡新興版畫運動

時受到啟發而開始創作版畫，

1943年前往日本學習水印木板

雕刻，1950年回到中國大陸出

任人民美術出版社編輯、日本

國際版畫研究會顧問、中日友

好協會理事。他的作品〈我們

要和平〉獲得「萊比錫國際版

畫大展」銀質獎章，乃是中國

大陸版畫在國際獲獎的第一

人。在海峽兩岸並未三通之

前，受邀赴大陸展覽根本是禁

忌。林智信有了情治單位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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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他將受邀時的歡喜藏在心裡，謹慎地面對問題；最終與三山

陵達成協議，作品寄到日本展覽後由日本輾轉送到中國大陸展覽，此後

一概不予過問，免得為自己與家人惹來禍害。1988年第一檔展覽在北京

天安門勞動人民文化宮開展，首展之後在中國大陸各地舉行巡迴展，分

別是四川成都展覽館、遼寧本溪望安公園、黑龍江大慶市市政府會議大

廳、武漢美術館、江西宜春市、黑龍江哈爾濱美術館、廣西南寧博物

館、廣東湛江市博物館，總計巡迴到1991年結束。在兩岸對立而逐漸邁

向解嚴的前奏，林智信尚未退休，無緣親臨現場，對於一個終身奉獻版

畫的藝術家而言，這場巡迴展應該是林智信一生初次無上光榮，可惜無

法與會。林智信作品在大陸巡迴展

的消息都透過三山陵從日本轉達，

身為藝術家受到無比光榮的邀請卻

無法前往參與，實為遺憾。

當然，紙包不住火，展覽第

三年情治單位派員在某天傍晚時節

登門盤問，態度傲慢怒斥何以在大

陸展覽。林智信理直氣壯回應，臺

灣風光能在大陸展覽何等光榮，

四十二件作品也都選自於史博館展

出的版畫，何罪之有。情治人員不

得不悻悻然離開。1990年7月林智

信受到李平凡邀請，與妻子黃金桂

初次踏上北京，在那裡認識許多大

陸知名版畫家，除了李平凡之外，

還有古元、宋源文、張克讓、李春

立、莫測、蔡懷慧、周燕麗等數十

人。當時的中國美術協會及版畫

協會副主席古元特別頒贈給林智信

[左頁上圖 ] 

林智信，〈暮歸（蘭嶼風光）〉，

1985，油印木刻，65×65cm。

[左頁下圖 ] 

林智信，〈九月降霜（九月起

九降）〉，1982，油印木刻，

50×50cm。

[上圖 ] 

1988年，林智信版畫巡迴展於

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

[下圖 ] 

1990年，合影於北京國際大飯

店。左起：李平凡伉儷、林智

信、李允經伉儷、夫人黃金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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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畫世界》首枚魯迅金獎和證書，表彰他在版畫藝術上的成就，對於

他身為兩岸版畫交流的第一人，以及首位在中國大陸舉辦版畫展覽的臺

灣版畫家給予高度肯定。

林智信版畫藝術取得同屬漢文化圈的中國大陸高度肯定。在兩岸文

化交流史上這是莫大榮譽，也是他的版畫藝術令人感動才能有此殊榮，

值得大書特書。他從臺南師範學校恩師張麟書獲得技藝傳承，接著獲得

楊英風、席德進的鼓勵，逐漸聚焦於自己對於臺灣土地的情感，最終獲

得世界各國讚譽與魯迅版畫金質獎，這是多麼奇特的際遇與成果。

[右頁上圖 ] 

林智信，〈媽祖〉，1992，

交趾陶，22×22×40cm。

[右頁下圖 ] 

林智信夫婦與母親林楊環

（中）合影。

[左圖 ] 

1990年，林智信獲得北京《版

畫世界》首枚魯迅金獎。

[右圖 ] 

1990年，《版畫世界》頒發給

林智信的證書。

1992年，林智信於蘇州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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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為兩岸版畫交流的第一人，以及首位在中國大陸舉辦版畫展覽的

灣版畫家給予高度肯定。

林智信版畫藝術取得同屬漢文化圈的中國大陸高度肯定。在兩岸

化交流史上這是莫大榮譽，也是他的版畫藝術令人感動才能有此殊榮

值得大書特書。他從臺南師範學校恩師張麟書獲得技藝傳承，接著獲

楊英風、席德進的鼓勵，逐漸聚焦於自己對於臺灣土地的情感，最終

得世界各國讚譽與魯迅版畫金質獎，這是多麼奇特的際遇與成果。

林智信獲得北京《版

首枚魯迅金獎。

《版畫世界》頒發給

證書。

林智信於蘇州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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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力量
林智信從1973年到日本受到藝術刺激

之後，創作欲望可說如奔濤巨流，無法抑

制。不只如此，他在1978年師事交趾陶大

師葉王的傳人，並從事泥塑學習。他把以

前賺錢的農畜副業停掉，卻又開啟藝術創

作上的多元跨域創作。

林智信三十六歲那年，在鬼門關走一

圈，有一天凌晨4、5點，長年氣喘突然

發作，喘到臉色已經發黑，生命如同風中

之燭，微微顫抖，喊著摯愛的母親：「媽

媽！媽媽！我已經沒氣了呢⋯⋯」他母

親慌張地點起一把香，焚香祈求天公。

李素真描繪林智信那生命垂危之際的情

景，「瞥了慈母一眼，那一剎那他有個念

頭：可憐母親三十七歲時守寡，若再喪

子，對她是多殘忍的打擊？這一念間的

孝心，竟忽地一口氣又過來，是母親救

了他？是孝感動天？」（採自〈十年辛苦不尋

常—藝術家林智信先生〉）這峰迴路轉的故事

動人心弦，將一位孝子與母親的關係緊密

聯結起來，使他往後生命產生巨大改變。

林智信入伍受訓罹患氣喘，退役後遍

尋名醫，久治不癒，幾乎每半年便無法平

躺於床上睡覺，三十六歲雖逃過一劫，直

到四十歲依然氣喘不已。為此他前往臺南

大天后宮，向媽祖祈求：「請您保佑我身

後，創作欲望可說如奔濤巨流，無法抑

。不只如此，他在1978年師事交趾陶大

葉王的傳人，並從事泥塑學習。他把以

賺錢的農畜副業停掉，卻又開啟藝術創

上的多元跨域創作。

林智信三十六歲那年，在鬼門關走一

，有一天凌晨4、5點，長年氣喘突然

作，喘到臉色已經發黑，生命如同風中

燭，微微顫抖，喊著摯愛的母親：「媽

！媽媽！我已經沒氣了呢⋯⋯」他母

慌張地點起一把香，焚香祈求天公。

素真描繪林智信那生命垂危之際的情

，「瞥了慈母一眼，那一剎那他有個念

：可憐母親三十七歲時守寡，若再喪

，對她是多殘忍的打擊？這一念間的

心，竟忽地一口氣又過來，是母親救

他？是孝感動天？」（採自〈十年辛苦不尋

藝術家林智信先生〉）這峰迴路轉的故事

人心弦，將一位孝子與母親的關係緊密

結起來，使他往後生命產生巨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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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好，我要為您做一件事！」奇蹟居然出現，那一年他的氣喘並未復

發。現代醫學面對宗教信仰與其特殊神奇經驗時，無法解釋，但在文明

社會裡總要用些理由去解釋，以免怪力亂神。

藝術家林智信，長年以來關心臺灣文化凋零，感嘆往昔迎神賽會的

熱鬧場面，因為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勞力密集的農村人力紛紛往外

漂流，必須依靠許多人方能組成的陣頭、藝閣、鼓吹、儀仗、雜耍等，

逐漸凋零。這些儀式原本環繞著信仰而起，信仰是民間藝術根本核心價

值。然而，現代社會將信仰與藝術切割，將宗教與神蹟分離，經傳統與

現代被一分為二，許多依附於生命本質上的信仰或者根本價值，發生動

搖。沒有信仰就不會有這些林智信早年所見所聞以及生活經驗，如今這

種生活經驗所依附的宗教因為經濟繁榮、社會型態改變而消失，真是

他最感慨、最為心痛之處，於是他心中就一直想著如何再現昔日所見盛

況。就在此時，林智信發願製作一幅全世界最長迎媽祖慶典儀式。
林智信，

〈搖旱船（桃花過渡）〉，

1984，油印木刻，

65×90cm。

藝術家林智信，長年以來關心臺灣文化凋零，感嘆往昔迎神賽會

熱鬧場面，因為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勞力密集的農村人力紛紛往

漂流，必須依靠許多人方能組成的陣頭、藝閣、鼓吹、儀仗、雜耍等

逐漸凋零。這些儀式原本環繞著信仰而起，信仰是民間藝術根本核心

值。然而，現代社會將信仰與藝術切割，將宗教與神蹟分離，經傳統

現代被一分為二，許多依附於生命本質上的信仰或者根本價值，發生

搖。沒有信仰就不會有這些林智信早年所見所聞以及生活經驗，如今

種生活經驗所依附的宗教因為經濟繁榮、社會型態改變而消失，真

他最感慨、最為心痛之處，於是他心中就一直想著如何再現昔日所見

況。就在此時，林智信發願製作一幅全世界最長迎媽祖慶典儀式。
桃花過渡）〉，

印木刻，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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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小就喜歡傳統文化，對於媽祖慶典活動特別感興趣；對威風

凜凜的眾神爺、高人一等的踩高蹺、風趣的民俗表演、鄉韻情濃的民間

古樂曲調⋯⋯隨著隆隆的鞭炮聲以及五彩繽紛的煙火助陣，真是熱鬧非

凡，每每令我忘情駐足。」林智信對於早年看到迎神賽會的感動描繪得

相當真情流露。「媽祖慶典的技藝亙古深印我的腦海，四十歲那年，我

恍然驚覺昔日許多遵循古禮的優美傳統宗教及民俗文化，在工業時代的

轉型中日漸式微，甚至已到被『摧殘』的地步。儀典不夠莊嚴、衣飾道

具俗陋且簡化，民俗表演藝人凋零、後繼乏人。我深恐具有世界三大宗

教活動之譽的『迎媽祖』會漸漸失傳而流失，萌生起自己有責任去保存

這個傳統宗教民俗文化的責任。」正是因為這種保存傳統無形文化資產

的責任，「一直到四十歲這年，我向媽祖祈求讓我的氣喘病癒，當下發

願創作『迎媽祖』版畫，自此有了成熟的思考，一切可說水到渠成。」

這些都是他創作「迎媽祖」的念頭。
林智信，

〈迎媽祖—踩高蹺〉，

1975-1995，木刻版畫，

90×180cm。

，每每令我忘情駐足。」林智信對於早年看到迎神賽會的感動描繪得

當真情流露。「媽祖慶典的技藝亙古深印我的腦海，四十歲那年，我

恍然驚覺昔日許多遵循古禮的優美傳統宗教及民俗文化，在工業時代的

型中日漸式微，甚至已到被『摧殘』的地步。儀典不夠莊嚴、衣飾道

俗陋且簡化，民俗表演藝人凋零、後繼乏人。我深恐具有世界三大宗

教活動之譽的『迎媽祖』會漸漸失傳而流失，萌生起自己有責任去保存

個傳統宗教民俗文化的責任。」正是因為這種保存傳統無形文化資產

責任，「一直到四十歲這年，我向媽祖祈求讓我的氣喘病癒，當下發

創作『迎媽祖』版畫，自此有了成熟的思考，一切可說水到渠成。」

些都是他創作「迎媽祖」的念頭。
林智信，

〈迎媽祖—踩

1975-1995，木

90×18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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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迎媽祖」版畫必須透過文化來進

行神聖宗教行為，透過個人對於信仰來表現

自己對於人與土地，個人對於傳統文化消逝

的追憶。困難的是那是消失的過去，「迎媽

祖是臺灣民間重要民俗宗教活動，包括藝閣

與陣頭排列順序和形式、典故都必須正確；

每個陣頭的神輿與其護衛的關聯性，傳統服

飾及化妝都必須研究清楚。動態的表現、架

勢、配樂、道具等等也都務必一清二楚才能

動筆繪製草圖」，為了克服如此艱困的挑

戰，為了再現幼年時隨著祖父進入府城看

熱鬧的場景，林智信花很長一段時間收集資

料，只要聽到廟會慶典就會不辭勞苦，騎著

偉士牌機車穿梭府城各地，有時候也到臺灣

各地參觀媽祖活動。他為了這幅巨作充分做

足田野調查，一邊攝影，一邊紀錄，一邊畫

草稿，同時也一邊做採訪，除了對於媽祖承

諾之外，「希望能為後人留下可供研究與傳

承藝術文化的史料紀錄。」為了完成這幅作

品，他總計三次更換草稿，正是著眼於準確

呈現畫面內容與典故。他認為：「刀刻遒勁

的力道不但更具藝術性，也能展現民間活動

的生命力；另外，木刻水印表現在棉紙素材

上，宛如中國傳統版畫作品，更具東方藝術

風格。」

如此巨大的「迎媽祖」陳列方式，水印

木板自然為首選，因為作品可以如傳統水墨

畫裝裱成卷軸形式，易於搬運。水印版畫向

[上圖 ]   林智信正在構繪「迎媽祖」版畫草圖。

[中圖 ]   1987年，林智信擇良辰吉日為「迎媽祖」上墨起刀。

[下圖 ]   林智信完成「迎媽祖」版畫原版。

的追憶。困難的是那是消失的過去， 迎媽

祖是臺灣民間重要民俗宗教活動，包括藝

與陣頭排列順序和形式、典故都必須正確

每個陣頭的神輿與其護衛的關聯性，傳統

飾及化妝都必須研究清楚。動態的表現、

勢、配樂、道具等等也都務必一清二楚才

動筆繪製草圖」，為了克服如此艱困的

戰，為了再現幼年時隨著祖父進入府城

熱鬧的場景，林智信花很長一段時間收集

料，只要聽到廟會慶典就會不辭勞苦，騎

偉士牌機車穿梭府城各地，有時候也到臺

各地參觀媽祖活動。他為了這幅巨作充分

足田野調查，一邊攝影，一邊紀錄，一邊

草稿，同時也一邊做採訪，除了對於媽祖

諾之外，「希望能為後人留下可供研究與

承藝術文化的史料紀錄。」為了完成這幅

品，他總計三次更換草稿，正是著眼於準

呈現畫面內容與典故。他認為：「刀刻遒

的力道不但更具藝術性，也能展現民間活

的生命力；另外，木刻水印表現在棉紙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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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運用於水墨印刷，除了要有細膩的分版、刻製與套色如同油印版畫之

外，需先於木板上塗上色彩，接著均勻地噴溼棉紙，因棉紙遇水膨脹與

變形，也必須衡量空氣溫溼度，使紙張適當平鋪於木板上，套色時由淡

色開始套起。「迎媽祖」採用水印木刻技術，筆觸輕重、色彩濃淡變化

相當豐富。

這樣的創作經歷總計二十年，龐大材料費用都是他稍有閒暇去賺錢

來貼補。「迎媽祖」總長竟達408臺尺，合西洋尺寸為124公尺，總計由

六十八片90公分乘上180公分全張三夾板拼接而成。經過詳實考據，三

次更動草圖之後，林智信開始刻繪木板、印刷、染色。漫長二十年工作

歲月，開筆上墨當天是媽祖昇天的午時，正是媽祖昇天一千年，而畫稿

完成那一年，他正好六十歲，一切似乎那麼神奇，一切都奇妙地

圓滿。

「迎媽祖」的神聖歷史劇情
1995年8月26日《中國時報》「影藝周報」以滿版報導「迎媽

祖巡出臺灣情」林智信展覽，民俗學者莊伯和、藝術工作者張瓊

慧及記者張淑慧等人大篇幅報導，這是時報副刊1970年以來少有

的盛事。

林智信，〈迎媽祖—媽祖飛

昇圖〉，1975-1995，木刻版

畫，90×180cm。

1995年，《中國時報》特別報

導「迎媽祖」版畫於臺北美術

館的首展。

運用於水墨印刷，除了要有細膩的分版、刻製與套色如同油印版畫之

，需先於木板上塗上色彩，接著均勻地噴溼棉紙，因棉紙遇水膨脹與

形，也必須衡量空氣溫溼度，使紙張適當平鋪於木板上，套色時由淡

開始套起。「迎媽祖」採用水印木刻技術，筆觸輕重、色彩濃淡變化

當豐富。

這樣的創作經歷總計二十年，龐大材料費用都是他稍有閒暇去賺錢

貼補。「迎媽祖」總長竟達408臺尺，合西洋尺寸為124公尺，總計由

十八片90公分乘上180公分全張三夾板拼接而成。經過詳實考據，三

更動草圖之後，林智信開始刻繪木板、印刷、染色。漫長二十年工作

月，開筆上墨當天是媽祖昇天的午時，正是媽祖昇天一千年，而畫稿

成那一年，他正好六十歲，一切似乎那麼神奇，一切都奇妙地

滿。

林智信，〈迎媽祖—

昇圖〉，1975-1995

畫，90×180cm。

1995年，《中國時報

導「迎媽祖」版畫於

館的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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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路關牌、托燈〉 3〈香案迎神〉

8〈媽祖事略〉

12〈蜈蚣陣（二）〉

16〈城隍爺頭旗〉

20〈十二花神花車〉

7〈清道大鑼、皂隸、報馬仔（探馬仔）〉

11〈蜈蚣陣（一）〉

15〈延平郡王神輿、轎前鑼〉

19〈三姑六婆〉

 林智信「迎媽祖」長卷版畫連作 

「迎媽祖」是版畫界的傑出之作。林智信從1975年開始構思，為了從事水印木刻，特地從日本訂購一批木質寬3

尺、長6尺的三夾板，歷經二十年的研究創作、三次更動草圖，終於在1995年大功告成。「迎媽祖」全長124公

尺，突破版畫藝術的世界紀錄，內容亦經過詳實考據，匯集了臺灣六十年以來的文獻紀載、傳說和幾十年的親

牌、托燈〉 3〈香案迎神〉

事略〉

蚣陣（二）〉

7〈清道大鑼、皂隸、報馬仔（探馬仔）〉

11〈蜈蚣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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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迎媽祖」標題暨開筆上墨〉 1〈媽祖飛昇圖〉

6〈執事牌〉

10〈延平郡王攻臺炮船藝閣、財神爺〉

14〈白鶴陣、跳鼓陣〉

18〈鬥春牛〉

5〈哨角、媽祖頭旗、鼓亭〉

9〈延平郡王大旗〉

13〈蜈蚣陣（三）、王馬（王爺馬）〉

17〈開路鼓、搖旱船（桃花過渡）及海族陣〉

自觀察，並將西洋單一視點畫法改成東方的多視點畫法，生動地呈現臺灣民間珍貴的宗教慶典。作品共六十八

幀連幅，自右頁至左頁依照編號順序排列。

2〈「迎媽祖」標題暨開筆上墨〉 1〈媽祖飛昇圖〉

6〈執事牌〉

10〈延平郡王攻臺炮船藝閣、財神爺〉

5〈哨角、媽祖頭旗、鼓亭〉

9〈延平郡王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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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中壇元帥頭旗〉

27〈眾爺神（四營將）〉

31〈三十六官將花車之（二）〉

35〈保生大帝繡旗、護衛神爺〉

39〈金七爺、董八爺、叉神爺、吳總鎮、易牙祖師〉

43〈竹馬吹陣、關公大刀〉

24〈八音古樂隊、公揹婆和老揹少〉

28〈中壇元帥神輿、法仔鼓陣〉

32〈三十六官將花車之（三）〉

36〈福州十番吹〉

40〈文衡聖帝頭旗、天子門生太平清歌古樂陣〉

44〈宋江獅陣〉

27〈眾爺神（四營將）〉

31〈三十六官將花車之（二）〉

35〈保生大帝繡旗、護衛神爺〉

壇元帥神輿、法仔鼓陣〉

十六官將花車之（三）〉

州十番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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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八家將〉

25〈布馬陣〉

29〈保生大帝與玄天上帝頭旗、北管古樂隊〉

33〈踩高蹺〉

37〈舞龍陣〉

41〈大麒麟陣〉

22〈七爺八爺、乩童〉

26〈牛犁歌陣〉

30〈三十六官將花車之（一）〉

34〈車鼓陣〉

38〈舞龍陣、快樂童子與保長公〉

42〈七響陣〉

25〈布馬陣〉

29〈保生大帝與玄天上帝頭旗、北管古樂隊〉

33〈踩高蹺〉

26〈牛犁歌陣〉

30〈三十六官將花車之（一）〉

34〈車鼓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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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觀世音菩薩、七星娘娘〉

51〈兩廣醒獅隊〉

55〈臺南百百旗〉

59〈哨角、媽祖報駕匾旗和托燈、供仙桃〉

63〈南管（御前清客）〉

67〈媽祖廟後景〉

48〈醉彌勒、春耕牛車藝閣〉

52〈十二婆姐〉

56〈臺南百百旗隊、招財進寶、喜神三仙童子〉

60〈旌節、麾旛、曲柄華蓋涼傘、供花、提爐、提燈、持輿鑼隊〉

64〈廟事老大〉

68〈後記〉

51〈兩廣醒獅隊〉

55〈臺南百百旗〉

59〈哨角、媽祖報駕匾旗和托燈、供仙桃〉

二婆姐〉

南百百旗隊、招財進寶、喜神三仙童子〉

節、麾旛、曲柄華蓋涼傘、供花、提爐、提燈、持輿鑼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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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宋江陣〉

49〈土地公、秋收牛車藝閣〉

53〈十二婆姐、蟠桃會花車藝閣〉

57〈十三音古樂隊〉

61〈報駕大鑼、千里眼與順風耳〉

65〈牌樓、隨香客〉

46〈鷸蚌相爭、文衡聖帝神輿〉

50〈七仙女〉

54〈白蛇傳花車藝閣〉

58〈掃隨香路、兵器執事〉

62〈媽祖鑾輿（神輿）〉

66〈分靈媽祖回祖廟、媽祖廟〉

49〈土地公、秋收牛車藝閣〉

53〈十二婆姐、蟠桃會花車藝閣〉

57〈十三音古樂隊〉

50〈七仙女〉

54〈白蛇傳花車藝閣〉

58〈掃隨香路、兵器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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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智信的「迎媽祖」是版畫藝術裡面的精彩作品，除了長度突破版

畫藝術的世界紀錄之外，作品內容皆經過詳實考據，總計有六十八場面，

依次為：（1）媽祖飛昇圖，（2）「迎媽祖」標題暨開筆上墨，（3）香

案迎神，（4）路關牌、托燈，（5）哨角、媽祖頭旗、鼓亭，（6）執事

牌，（7）清道大鑼、皂隸、報馬仔（探馬仔），（8）媽祖事略，（9）

延平郡王大旗，（10）延平郡王攻臺砲船藝閣、財神爺，（11）蜈蚣陣

一，（12）蜈蚣陣二，（13）蜈蚣陣三、王馬（王爺馬），（14）白鶴

陣、跳鼓陣，（15）延平郡王神輿、轎前鑼，（16）城隍爺頭旗，（17）

開路鼓、搖旱船（桃花過渡）及海族陣，（18）鬥春牛，（19）三

姑六婆，（20）十二花神花車，（21）八家將，（22）七爺八爺、乩

童，（23）中壇元帥頭旗，（24）八音古樂隊、公揹婆及老揹少，（25）

布馬陣，（26）牛犁歌陣，（27）眾爺神（四營將），（28）中壇元帥神

輿、法仔鼓陣，（29）保生大帝與玄天上帝頭旗、北管古樂隊，（30）

三十六官將花車之一，（31）三十六官將花車之二，（32）三十六官將

花車之三，（33）踩高蹺，（34）車鼓陣，（35）保生大帝繡旗、護衛神

爺，（36）福州十番吹，（37）舞龍陣，（38）舞龍陣、快樂童子與保長

公，（39）金七爺、董八爺、叉神爺、吳總鎮、易牙祖師，（40）文衡聖帝

頭旗、天子門生太平清歌古樂陣，（41）大麒麟陣，（42）七響陣，（43）

竹馬吹陣、關公大刀，（44）宋江獅陣，（45）宋江陣，（46）鷸蚌相爭、

文衡聖帝神輿，（47）觀世音菩薩、七星娘娘，（48）醉彌勒、春耕牛

車藝閣，（49）土地公、秋收牛車藝閣，（50）七仙女，（51）兩廣醒獅

團，（52）十二婆姐，（53）十二婆姐、蟠桃會花車藝閣，（54）白蛇傳花

車藝閣，（55）臺南百百旗，（56）臺南百百旗隊、招財進寶、喜神三仙童

子，（57）十三音古樂隊，（58）掃隨香路、兵器執事，（59）哨角、媽祖

報駕匾旗和托燈、供仙桃，（60）旌節、麾旛、曲柄華蓋涼傘、供花、提

爐、提燈、持輿鑼隊，（61）報駕大鑼、千里眼與順風耳，（62）媽祖鑾

輿（神輿），（63）南管（御前清客），（64）廟事老大，（65）牌樓、隨

香客，（66）分靈媽祖回祖廟、媽祖廟，（67）媽祖廟後景，（68）後記。

[右頁上圖 ] 

1995年，林智信（右）攝

於  「迎媽祖」臺北首展。

[右頁下圖 ] 

林智信，〈蔡草如先生〉，

2004，油畫，尺寸不詳。
案迎神，（4）路關牌、托燈，（5）哨角、媽祖頭旗、鼓亭，（6）執

牌，（7）清道大鑼、皂隸、報馬仔（探馬仔），（8）媽祖事略，（9

延平郡王大旗，（10）延平郡王攻臺砲船藝閣、財神爺，（11）蜈蚣

一，（12）蜈蚣陣二，（13）蜈蚣陣三、王馬（王爺馬），（14）白

陣、跳鼓陣，（15）延平郡王神輿、轎前鑼，（16）城隍爺頭旗，（17

開路鼓、搖旱船（桃花過渡）及海族陣，（18）鬥春牛，（19）

姑六婆，（20）十二花神花車，（21）八家將，（22）七爺八爺、

童，（23）中壇元帥頭旗，（24）八音古樂隊、公揹婆及老揹少，（25

布馬陣，（26）牛犁歌陣，（27）眾爺神（四營將），（28）中壇元帥

輿、法仔鼓陣，（29）保生大帝與玄天上帝頭旗、北管古樂隊，（30

三十六官將花車之一，（31）三十六官將花車之二，（32）三十六官

花車之三，（33）踩高蹺，（34）車鼓陣，（35）保生大帝繡旗、護衛

爺，（36）福州十番吹，（37）舞龍陣，（38）舞龍陣、快樂童子與保

公，（39）金七爺、董八爺、叉神爺、吳總鎮、易牙祖師，（40）文衡聖

頭旗、天子門生太平清歌古樂陣，（41）大麒麟陣，（42）七響陣，（43

竹馬吹陣、關公大刀，（44）宋江獅陣，（45）宋江陣，（46）鷸蚌相爭

文衡聖帝神輿，（47）觀世音菩薩、七星娘娘，（48）醉彌勒、春耕

車藝閣，（49）土地公、秋收牛車藝閣，（50）七仙女，（51）兩廣醒

團，（52）十二婆姐，（53）十二婆姐、蟠桃會花車藝閣，（54）白蛇傳

車藝閣，（55）臺南百百旗，（56）臺南百百旗隊、招財進寶、喜神三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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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迎媽祖」整個鋪

排來看，可以看到林智信在

準備過程，必然經過許多詳

實的考據工作。實際的迎媽

祖廟會，在當時已經因為有

些陣頭凋零或者難得出陣，

有不少考據必須耐心等待或

者傾聽耆老轉述。此外，服

飾、儀仗、樂器、車隊等考

據更是耗費時日，畢竟他是

要將自己童年時期的迎媽祖

的神聖性，以及歷史感重新

找回來，不能只是根據現實

場面來表現。另外這些陣頭

在街道上行走時，一定會表

演，如何掌握最精采及有意

義片段必然煞費苦心之外，

如此龐大的畫面以何種構圖

呈現必須仔細推敲，他也請

來民間藝術大家蔡草如分享

心得。這麼龐大的迎媽祖隊

伍出現場域更必須考據，也

就是說童年生活記憶與當時

的現實生活如何結合，產生

具有歷史性的劇情與畫面。

因此，每個陣頭如何在廟宇

前的廟埕停下表演，或者

一起匯演、炫技，如何表

實的考據工作。實際的迎媽

祖廟會，在當時已經因為有

些陣頭凋零或者難得出陣，

有不少考據必須耐心等待或

者傾聽耆老轉述。此外，服

飾、儀仗、樂器、車隊等考

據更是耗費時日，畢竟他是

要將自己童年時期的迎媽祖

的神聖性，以及歷史感重新

找回來，不能只是根據現實

場面來表現。另外這些陣頭

在街道上行走時，一定會表

演，如何掌握最精采及有意

義片段必然煞費苦心之外，

如此龐大的畫面以何種構圖

呈現必須仔細推敲，他也請

來民間藝術大家蔡草如分享

心得。這麼龐大的迎媽祖隊

伍出現場域更必須考據，也

就是說童年生活記憶與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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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理想且具美感的畫面更需有現實性也要有想像力。〈牛犁歌陣〉演

出場面設定於田野之間，更加顯示出現實感，人物動作詼諧逗趣，舞蹈

之間呈現高度誇張效果。此外，〈車鼓陣〉則出現於廟埕，兩兩一隊的

動作組成有旋律感，動作一致卻有變化。這些細膩的地方，考驗著藝術

家創作時尊重事實的同時，也能表現出美感，畫面中央的一對主角是靈

魂人物，他們的服飾與動作更是苦心經營。不只陣頭在行進中演出，神

輿進入廟埕總會有對廟方的應對儀式，保生大帝隊伍就出現在煙霧繚繞

[上圖 ] 

林智信，

〈迎媽祖—牛犁歌陣〉，

1975-1995，木刻版畫，

90×180cm。

[下圖 ] 

林智信，

〈迎媽祖—車鼓陣〉，

1975-1995，木刻版畫，

90×180cm。

動作組成有旋律感，動作一致卻有變化。這些細膩的地方，考驗著藝

家創作時尊重事實的同時，也能表現出美感，畫面中央的一對主角是

魂人物，他們的服飾與動作更是苦心經營。不只陣頭在行進中演出，

輿進入廟埕總會有對廟方的應對儀式，保生大帝隊伍就出現在煙霧繚

5，木刻版畫，

cm。

—車鼓陣〉，

5，木刻版畫，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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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炮火當中，表現出神輿與廟宇主神雙方的參詣與迎接的主客關係。此

外樂隊也十分引人矚目，這裡總計出現福州十番吹、八音古樂隊、竹馬

吹陣、北管古樂隊、天子門生太平清歌古樂隊（P.96下圖）、南管（御前清

客）（P.97下圖）、十三音古樂隊等數種樂團。這些樂隊使用的樂器不同，

原本是室內表演的樂團，現在必須成為街道上演出的形式，不只如此還

要在行進中演奏音樂。古代並沒有我們的音響與喇叭，因此這些樂團的

現場演出，更增加陣頭的藝術氣息。

[上圖 ] 

林智信，〈迎媽祖—

保生大帝繡旗、護衛神爺〉，

1975-1995，木刻版畫，

90×180cm。

[下圖 ] 

林智信，〈迎媽祖—

竹馬吹陣、關公大刀〉，

1975-1995，木刻版畫，

90×180cm。

）（P.97下圖）、十三音古樂隊等數種樂團。這些樂隊使用的樂器不同，

本是室內表演的樂團，現在必須成為街道上演出的形式，不只如此還

在行進中演奏音樂。古代並沒有我們的音響與喇叭，因此這些樂團的

場演出，更增加陣頭的藝術氣息。

1975-1995，木刻版畫

90×180cm。

[下圖 ] 

林智信，〈迎媽祖—

竹馬吹陣、關公大刀

1975-1995，木刻版畫

90×18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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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智信，〈迎媽祖—

文衡聖帝頭旗、天子門

生太平清歌古樂陣〉，

1975-1995，木刻版畫，

90×180cm。

[跨頁圖 ]    

林智信，〈迎媽祖—

三十六官將花車之（二）〉，

1975-1995，

木刻版畫，

90×180cm。

〈迎媽祖—

將花車之（二）〉，

5，

，

cm。

97

林智信，〈迎媽祖—

南管（御前清客）〉，

1975-1995，木刻版畫，

90×18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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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在「迎媽祖」的陣頭更是五花八門，可以說是這是一座有形

與無形文化資產的寶庫。為什麼說是無形的呢？其實透過這些消失的陣

頭，可以再去反推以前的表演形式。〈三十六官將花車〉（P.96-97跨頁圖）總

計以三個版面來呈現，行伍出現在檳榔樹之間，林智信十分巧妙地分布

這些花車的紙紮人像以及他們的姓名，讓觀賞者可以全部認出天官人物

造形與姓名。怎麼讓這個遊行隊伍呈現出歷史性、真實性、藝術性、可

[上圖 ] 

林智信，〈迎媽祖—延平郡

王大旗〉，1975-1995，

木刻版畫，90×180cm。

[下圖 ] 

林智信，〈迎媽祖—媽祖鑾

輿（神輿）〉，1975-1995，

木刻版畫，90×180cm。

計以三個版面來呈現，行伍出現在檳榔樹之間，林智信十分巧妙地分

這些花車的紙紮人像以及他們的姓名，讓觀賞者可以全部認出天官人

造形與姓名。怎麼讓這個遊行隊伍呈現出歷史性、真實性、藝術性、

1975-1995，

，90×180cm。

〈迎媽祖—媽祖鑾

）〉，1975-1995，

，90×18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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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性呢？透視學上的空間運用成

為關鍵，傳統文人繪畫的透視法解

決了許多這方面的困擾。

既然是行進中的行伍，就必然

要有先後次序，有些是固定陣頭排

序，譬如，在臺南延平郡王一定是

廟陣的前鋒旗，表現出臺南對於延

平郡王的尊重。其餘神祇的行伍為

免爭議，根據抽籤來決定，我們看

到「迎媽祖」裡面的次序分別為延

平郡王、城隍爺頭旗、中壇元帥頭

旗、保生大帝與玄天上帝頭旗、文

衡聖帝頭旗、觀世音菩薩、七星娘

娘，最後則是主神媽祖。

這部「迎媽祖」可以說是一

部「古裝劇」，也就是說，所有出

現在畫面上的隊伍的服飾、步伐、

動作都是經過考據，以最準確的方

式來呈現。他的目的之一還包括保

留古老已經消失的有形與無形文化

資產。在當時文化資產意識還不清

楚的時代，林智信已經花很長時間

在這裡面，現在大體都會由一群龐

[上圖 ] 

林智信於工作室創作「迎媽祖」的專注神態。

[下圖 ] 

林智信於工作室彩繪「迎媽祖」版畫。

既然是行進中的行伍，就必然

有先後次序，有些是固定陣頭排

，譬如，在臺南延平郡王一定是

陣的前鋒旗，表現出臺南對於延

郡王的尊重。其餘神祇的行伍為

爭議，根據抽籤來決定，我們看

「迎媽祖」裡面的次序分別為延

郡王、城隍爺頭旗、中壇元帥頭

、保生大帝與玄天上帝頭旗、文

聖帝頭旗、觀世音菩薩、七星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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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畫面上的隊伍的服飾、步伐、

作都是經過考據，以最準確的方

來呈現。他的目的之一還包括保

古老已經消失的有形與無形文化

產。在當時文化資產意識還不清

的時代，林智信已經花很長時間

這裡面，現在大體都會由一群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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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力來做這種費時費力的工作，在當時他卻以一個人的力量來進行考

據，十分艱辛。譬如說，延平郡王神輿的轎伕服裝必須整齊，腳踏「八

卦步」，現在一些廟宇的神輿已經很難有這麼多轎伕都會齊心踏出步

伐；其次是轎前鑼的鑼伕，坐在馬匹上的威風樣子恐怕已不復多見。創

作者不能只是看熱鬧，還必須進行考據，遇有一事多種說法的情形，必

須斟酌損益，反覆推敲，才能獲得準確答案，如果這個答案在草圖之後

才出現，就必須更動草圖，相當耗時。

民俗藝術專家莊伯和指出：「『迎媽祖』是現代畫卷式的動態民

俗圖譜。」張瓊慧指出：「當大部分生活於都市、受現代藝術訓練的版

畫家，在他們專業化的工作室創作現代版畫的同時，我們不無驚訝的得

知，版畫家林智信竟然花了二十年的時間完成全長一百餘公尺的巨幅版

畫『迎媽祖』。」「迎媽祖」的陣容龐大、內容豐富，可說是臺灣民間

藝術的龐大劇場。林智信則擔任著超越時空的導演，他以虔誠的心來為

媽祖精深演出這場現實社會已經不再現的夢幻隊伍。再者，他也以一個

藝術家眼光重新對每一個出場人物賦予其神聖性角色與趣味感，還必須

1996年，臺灣省立美術館舉

辦「迎媽祖」版畫展，林智

信（右 5）與顏水龍（右 4）等

人合影。

伐；其次是轎前鑼的鑼伕，坐在馬匹上的威風樣子恐怕已不復多見。

作者不能只是看熱鬧，還必須進行考據，遇有一事多種說法的情形，

須斟酌損益，反覆推敲，才能獲得準確答案，如果這個答案在草圖之

才出現，就必須更動草圖，相當耗時。

民俗藝術專家莊伯和指出：「『迎媽祖』是現代畫卷式的動態

俗圖譜。」張瓊慧指出：「當大部分生活於都市、受現代藝術訓練的

畫家，在他們專業化的工作室創作現代版畫的同時，我們不無驚訝的

知，版畫家林智信竟然花了二十年的時間完成全長一百餘公尺的巨幅

畫『迎媽祖』。」「迎媽祖」的陣容龐大、內容豐富，可說是臺灣民

藝術的龐大劇場。林智信則擔任著超越時空的導演，他以虔誠的心來

媽祖精深演出這場現實社會已經不再現的夢幻隊伍。再者，他也以一

藝術家眼光重新對每一個出場人物賦予其神聖性角色與趣味感，還必

臺灣省立美術館舉

祖」版畫展，林智

與顏水龍（右 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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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群眾，布置上背景。民俗展演的隊伍固然有些歡樂、逗趣的劇目之

外，其本質是神聖儀式的參與者。林智信感慨，現代社會參與廟會活動

者已經流失那種樸實而純正的信仰，因此這幅「迎媽祖」正是要顯示出

神聖而莊嚴的歷史性，透過我們的觀賞，將歷史上曾經出現、在當時生

活或者現在生活無法聚集在一起的陣頭，透過他的精心安排重新出現在

我們眼前。因此，這種藝術表現背後其實存在一種試著去樹立嚴肅典範

的苦心，透過典範樹立，引

領我們去嚴肅地看到已經淡

薄的虔誠信仰、已經現實化

的生活態度，還有那因為時

間與空間改變，不再出現於

現實眼前的陣頭、樂團、儀

仗、場面等等。

林智信指出：「這幅

幾百公尺長的版畫作品，展

示島上各族群的民間信仰，

盼望藝術的感染力，能得到

島民的心靈共鳴，建構出生

命共同體。」果然這部「迎

媽祖」，撼動許多人心，臺

北市立美術館首展後，依次

到了臺中的臺灣省立美術

館（今國立臺灣美術館）、

日本明治大學、臺南縣立文

化中心，在臺南縣立文化中

心展出時，短短時間內多達

六萬人參觀，不得不再延長

展覽日期。接著出洋到立陶

[上圖 ] 

1999年，「迎媽祖」於日本明

治大學慶祝 120週年校慶時

展出。

[下圖 ] 

2000年，「海神媽祖展」於拉

脫維亞國家歷史博物館展出。

聖而莊嚴的歷史性，透過我們的觀賞，將歷史上曾經出現、在當時生

或者現在生活無法聚集在一起的陣頭，透過他的精心安排重新出現在

們眼前。因此，這種藝術表現背後其實存在一種試著去樹立嚴肅典範

苦心，透過典範樹立，引

我們去嚴肅地看到已經淡

的虔誠信仰、已經現實化

生活態度，還有那因為時

與空間改變，不再出現於

實眼前的陣頭、樂團、儀

、場面等等。

林智信指出：「這幅

百公尺長的版畫作品，展

島上各族群的民間信仰，

盼望藝術的感染力，能得到

民的心靈共鳴，建構出生

命共同體。」果然這部「迎

祖」，撼動許多人心，臺

市立美術館首展後，依次

了臺中的臺灣省立美術

（今國立臺灣美術館）、

展出。

[下圖 ]

2000年，「海神媽祖

脫維亞國家歷史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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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   林智信，〈迎媽祖—土地公、秋收牛車藝閣〉，1975-1995，木刻版畫，90×180cm。

[下圖 ]   林智信，〈迎媽祖—鷸蚌相爭、文衡聖帝神輿〉，1975-1995，木刻版畫，90×18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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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林智信「迎媽祖」於德國

慕尼黑展出，並舉行開幕晚會。

林智信與上墨完成的「迎媽祖」版畫

合影。

宛色立昂尼斯國家美術館、拉脫

維亞國家歷史博物館、德國慕尼

黑國立民俗博物館，也曾展於中

國大陸廈門海峽兩岸文化產業博

覽會，回到臺灣又到高雄佛光山

佛陀紀念館，2022年在國立臺南

生活美學館盛大展出。前往國外

展覽的重要推手是時任國立歷史

博物館館長黃光男，他回憶指

出，他在將臺灣藝術介紹到國外

的經驗裡面，在國內被視為現代

的畫家，卻不一定引起國外博物館的興趣，林智信的臺灣風貌與特

質卻能深深打動外國美術館，因此推薦他到國外展覽，果然造成很

大轟動。「迎媽祖」讓外國人關注到這位臺灣海神在民間的龐大信

仰力以及臺灣民間的生命力。

2009年，林智信「迎媽祖

慕尼黑展出，並舉行開幕晚

林智信與上墨完成的「迎媽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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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回到臺灣又到高雄佛光山

陀紀念館，2022年在國立臺南

活美學館盛大展出。前往國外

覽的重要推手是時任國立歷史

物館館長黃光男，他回憶指

，他在將臺灣藝術介紹到國外

經驗裡面，在國內被視為現代

畫家，卻不一定引起國外博物館的興趣，林智信的臺灣風貌與特

卻能深深打動外國美術館，因此推薦他到國外展覽，果然造成很

轟動。「迎媽祖」讓外國人關注到這位臺灣海神在民間的龐大信

力以及臺灣民間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