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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這座古意盎然的城市，一縷懷舊的氣息悄悄接近，

令人不禁萌生弔古懷幽之感。身為外地人的我們，初次

來到這座城市時就被其源遠流長的歷史給深深吸引。在

現代，許多人事物早已消逝殆盡，古蹟、遺址若非是經

過良好的保存與修復，焉能完善的保存至今。然而，在

早期被稱為「承天府」的地方，存在著許多連接著過去

與現在的技藝。透過這些老技藝，那些時代的縮影、逝

去的時光、走入文字裡的歷史，都清晰的呈現在我們眼

前。無論有著多悠久的歷史仍舊歷歷在目。

儘管這些手工老技藝有著無數的意義與價值，仍然抵不

過時光的洪流，經過無數次的變遷，許多老技藝都不復

存在。如不更加重視，再過不久也終將成為過往。先代

努力打拼下來的道路、無人傳承的手藝，在充斥著先進

技術的時代之中實為鳳毛麟角一般，人們需得將其視之

為吉光片羽，多加珍惜。

影音電子書－府城手工老技藝故事



沒落老技藝－振利工具店

振利工具店第三代傳人 吳天助師傅
振利工具店第三代傳人，堅持手作，維持手工

製鐵的品質

   清脆的敲擊聲，四濺       

的火花，映入眼簾的

是師傅辛勤工作的模

樣。

  如今白髮蒼蒼的他，

依舊舉著槌子、拉著

風箱，為客人打造出

堅固耐用的工具。 

在這空間算不上寬敞的店面裡，陳列著各式各樣的用具。從農業器

具、刀具到民生用品。都是由吳師傅手工鍛造而成，而師傅對打鐵的

執著，以及正向的態度，為成品塑造高質感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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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台南市中西區的沒落老技藝－ 振利工具店

( 請點閱影片 )

https://youtu.be/Sld48Tnz2C0


時代變遷－機器取代人力

但機械大量化生產的結果就是品質不比手工製，雖然機械生產便宜又

快速，但手工製造卻是賦予每支鐵器不一樣的價值。

近年來招收學徒變得困難，這項手工藝的傳承也面臨著極大的威脅，

面對這樣的困境，傳統的打鐵舖也只能抱持著正向的態度。

機械大量化的生產逐漸取代了傳統的手工藝。

打鐵舖過去繁榮的光景已漸漸消逝，許多同行都一間間的收起，依靠手工

鍛造的打鐵舖，早已成為夕陽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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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點閱影片 )

https://youtu.be/0spjaEScEl4


老技藝傳承出現鴻溝

要製作出一把好的用具必須經過繁瑣的程序，其中控制火侯的大小、

敲擊的力度，完全都得依靠師傅長年下來累積的經驗，但也因為這項

技術已經逐漸被工廠取代，在這個人人都想追求便宜快速的時代，極

少有人願意傳承這項技術。面對著無法挽回的變遷，振利工具店的傳

承也將在吳師傅這一代畫下休止符，但兩人坦然的接受一切。繼續為

客人打造出最好的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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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利工具店老闆娘 張馨月女士

振利工具店老闆娘，用正向的態度接
受打鐵業的沒落

( 請點閱影片 )

https://youtu.be/a6E8c8k1dys


傳統手工老技藝 - 義美燈籠

街頭巷尾，紅燈高掛的元宵節景象，在台

灣，已經不常見了。

在台南市的中西區裡，有一間小小的燈籠

店，傳承了 40 年的技藝，燈籠店平時都會

接一些客製化的案子或是廟宇燈籠專門製

作，但這些看似大小不一的燈籠又有哪些差

異呢，這些在背後大家都不知道小知識，對

老闆來說，都是很習以為常並且不可搞錯的

大重點。

義美燈籠店
尤國銘 老闆

義美燈籠第三代傳人，

推動客製化燈籠，使燈

籠有不一樣的一面。

手作燈籠職人

林阿金 阿嬤

手作燈籠職人，接觸燈

籠已有二三十年的經歷

手作燈籠職人，接觸燈

籠已有二三十年的經歷

手作燈籠職人
黃其欽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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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籠材質與用處大不同－廟宇

義美燈籠老闆也大致上介紹了一些不同材質的燈籠，不同用處的地方。

像是通常廟宇用的燈籠，大多都為圓形造型，並會一次性訂購比較多顆，在燈

籠上寫下廟宇供奉神明的名稱和活動目的。

還有一種特別的燈籠，但可能一般民眾都不會去特別注意的燈籠，通常都會吊

掛在廟宇的門口，在龍側和虎側兩邊，各吊一顆，並寫在燈籠上寫上地名、宮

名以及神明名，還有年格可以提醒廟宇或是告訴民眾這對燈籠製作了多久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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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點閱影片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a9TgOCesRU


除了隨處可見的廟宇燈籠，商家燈籠也是現在許多店家的吸引別人的

招牌的一種。

那麼商家燈籠又有哪些不同呢 ?

商家燈籠就不會像廟宇燈籠一次需要那麼多顆，而且大多商家燈籠都

為長型，因為字也比較多，在燈籠上面再貼上自己店家賣的商品，

像是：鍋燒意麵 傳統米糕 拉麵等等⋯⋯

義美燈籠老闆也說，商家的燈籠大多只需要做一兩顆，把燈點亮，感

覺也比較復古，也比起招牌、廣告看板吸引力更強。

燈籠材質與用處大不同－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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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點閱影片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llux9BvuSI


慢工出細活，能工出巧匠

這項傳統的手作技藝流傳到現在已經快要四十年了，伴隨時代快速發

展，在這些燈籠的背後，其實是阿金阿嬤與其欽阿公在雙手用心慢慢

製作而成。

第一步驟

第二步驟

第三步驟

第四步驟

製作過程是先把燈籠的骨架按照號碼一一排序起來，其欽阿公會先將

鉛線纏在已經完成的骨架，再交由阿金阿嬤完成貼燈籠布的動作，最

後再把流蘇點綴在燈籠底部，就完成製作了。

雖然看起來好像很簡單，但其實每個步驟都非常需要精心製作，因此

這項技術是沒辦法被科技取代掉的，也因為手工製作較費力，目前還

尋找不到想學想傳承的下一代，面對這項不知能流傳至何時的技藝，

阿公阿嬤依舊對這份工作充滿熱情，保持敬業，令人欽佩。

先把燈籠的骨架按照號碼一一排序起來

其欽阿公會將鉛線纏在已經完成的骨架

再交由阿金阿嬤完成貼燈籠布的動作

最後再把流蘇點綴在燈籠底部，就完成製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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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點閱影片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Xx5qfCM_ss


傳統老技藝無人傳承

科技日益進步，工廠一家接著一家開，這些傳統技藝也因為無人

傳承而有被遺忘的危機，在接受無人傳承技藝的同時，他們用盡

了自己的力量去保護了這項手工技藝，讓每顆燈籠和每支鐵器更

加有了自己的價值，也因為手工製作會使這些產品都有小小的不

同之處，才更為珍貴，而這樣的堅持和用心，值得讓我們好好的

重視和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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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點閱影片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Tq56SHnUiE
https://youtu.be/cqLI3ocN4EI


團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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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 

         冼旻暄 

         黃采瞳 

        李毅誠 

       採訪報導

記者冼旻暄拍攝採訪燈籠手工藝過程 記者李毅誠與振利工具店手工藝職人合照

記者冼旻暄、黃采瞳與燈籠手工職人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