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臺中市政府文化資產處將傳統臺

灣獅頭製作登錄為傳統工藝，並評定江岳

哲為「臺灣獅頭製作工藝保存者」。

舞獅的起源與歷史脈絡

舞獅是一種流行於東亞國家的傳

統民間表演藝術，在臺灣、日本、

香港、澳門、中國大陸、馬來西

亞、新加坡、泰國等地都能見到，

可以說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有

舞獅的存在。關於舞獅的傳說

非常多，其中一個說法是，

「獅」原本就和龍、麒麟一

樣，都是存在於華人文化中

神話故事裡的「神獸」，一

直到漢朝才有真正的獅子從西

域輸入，當時人們模仿其動作、

神態、樣貌做演出，到了三國時

期則逐漸發展成舞獅，南北朝時代

「咚咚咚」，隨著鑼鼓喧天，渾厚豪邁的鼓聲

大作，帥氣威猛的舞獅隨之登場，只見百獸之王不

時甩頭、擺尾，轉身一蹬，立即躍上梅花樁，時而

勇猛時而俏皮的百變模樣，讓在場者頻頻鼓掌喝采。

這是臺灣民俗活動中，最常見也最受歡迎的舞獅表

演，舉凡節慶、廟會、開工典禮等場合，都可見到

獅陣的蹤影。獅陣表演是臺灣傳統文化裡重要的一

環，獅頭製作更是歷史悠久的傳統技藝，二者密不

可分，在傳承民俗技藝與文化的角色中，有著

舉足輕重的地位。臺中大肚山同仁堂國術獅

藝館館長江岳哲，是現今極少數同時擅

長獅頭製作及舞獅文化的國寶級

大師，從事獅頭製作及

獅藝演出逾 40

年，民國

❶❷  舞獅融合國術、鼓陣等元素，每一次的演出，
都是傳統與現代的結合，力與美的充分展現。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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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盛行於地方和民間。北周武帝時期，出

現一種表演名為《太平樂》，又稱「五方

獅子舞」，演出者的表演方式及使用道具，

都已經與現代舞獅極為相近。唐朝詩人白

居易更曾在詩作中清楚描繪獅面：「假面

胡人假獅子，刻木為頭絲作尾，金鍍眼睛

銀帖齒⋯」，可見當時的舞獅已與今之所

見相去不遠。

獅在傳統文化中不僅是神獸、靈獸的

化身，獅頭更有鎮宅避煞、趨吉避凶的涵

義，因此舞獅文化深受華人社會所喜愛。

然因不同地區的不同文化而產生不同的派

別與名稱：臺灣獅、客家獅、廣東獅、北

京獅、日本獅、西藏雪獅、印尼巴隆⋯，

臺灣最常見的則有臺灣獅、廣東獅、客家

獅等，其中客家獅憨厚可愛，長相討喜，

又稱為「福氣獅」。而臺灣獅相貌威嚴勇

猛，其中俗稱臺灣武獅的「青獅」，更廣

受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所青睞。各地風

俗各異，獅頭的製作亦各有千秋，但相同

的是，都為了宣揚華文文化的理念而努力。

武術國粹，師出名門

舞獅演出時，獅頭的舞動與表現，是

整場表演的焦點，而獅藝團出陣或演出都

需自備獅頭，因此早期的國術武師也多半

擅長獅頭製作，大肚山同仁堂國術獅藝館

館長江岳哲即為箇中翹楚。他出身國術世

家，外祖父蘇達是當代知名武術奇才，曾

擔任霧峰林家林獻堂的護院武師，善使雙

刀、腳巾、燕尾標等，人稱「紳士流氓蘇

仔達」。父親江文尚，出身南派春盛堂，

後又投入南宗少林同仁堂名師謝振林 (曾

為同盟會成員 )門下，習得一身好武藝與

跌打損傷整治法，並且舞得一手精湛的「臺

灣獅」。民國 74年，文尚師結合舞獅、國

術等元素，創立臺中大肚山同仁堂國術獅

藝館，以臺灣獅為根基，保留傳統舞法，

成員多來自大肚山台地各村落，因有相同

的愛好而齊聚一堂，習武練功之餘，也學

習舞獅表演，不僅凝聚了團員的向心力，

同時展現臺灣在地特有的傳統獅陣文化。

江岳哲則是臺中同仁堂國術獅藝館第二代

館長，他從 30歲開始教舞獅，不僅帶領舞

獅團，也長期指導龍峰國小、四箴國中、

明臺高中、沙鹿高工、逢甲大學、林口體

育大學等校獅隊，至今已逾 30年，近年更

於臺中龍井南寮地區購地，成立龍獅武藝

訓練中心，做為團員舞獅、練功的主要培

訓基地，積極傳承獅藝，不遺餘力。

學拳頭，也學獅頭

江岳哲 3歲玩獅頭，7歲習武，27歲

投入北港德義堂名師莊昆門下，歷時 3年

6個月，民國 74年，於大肚山新庄村設館，

專營跌打損傷，同時教授獅藝，幾年後名

氣漸盛，各方邀約不斷。他回想這一路習

武學藝的歷程，其實都是無心插柳。除了

家學淵源，從小耳濡目染，不只好動的個

性適合練武，連靜態的獅頭製作他也興趣

多年前在臺中新庄活動中心舉辦的獅頭展覽留影，無奈兩年多前的一場大火，江岳哲損失了一百多隻獅頭，畫面中的皆已

燒毀無存。遭此磨難，江岳哲無悔無懼，面對未來，依舊保持正向看待。

背對者為「請金 ( 請獅 ) 儀式」中的「請金者」，多由館
主或獅團中輩分最高的團員擔任。圖中的請金者即為江

岳哲。

上樁是舞獅表演中極高難度的特技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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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厚，常常跟在父親身旁邊學邊做也邊玩，

8歲左右就開始當助手幫忙製作獅頭，13

歲已能獨力完成獅頭的所有工序。獅頭製

作與舞獅獅藝看似完全不同的領域，但其

實互為表裡，二者幾乎是一體的，不論舞

獅、國術還是做獅頭，江岳哲都喜歡也都

有興趣，自然照單全收，學習和訓練也幾

乎是同步進行，在動與靜之間，江岳哲轉

換自如，「學拳頭也學獅頭」是他習藝過

程的最佳寫照，也練就他文武雙全的功力。

如今，這樣的人才、奇才已經鳳毛鱗爪，

無人能出其右。

靈獅飛躍，舞天動地

傳統的獅頭皆為紙糊，發展到後來因

為程序繁複、成本過高等因素，很多師傅

改以玻璃纖維、不鏽鋼等材質取代紙製。

江岳哲則堅持保留紙糊獅頭的做法，主要

原因除了傳統文化的使命之外，還有一項

關鍵性的差異，「只要曾有舞獅經驗的都

明白，紙製獅頭是有靈性的，當表演者越

是專注，就越能進到『入神』的狀態，達

到『人獅合一』的完美境界，讓演出發揮

得淋漓盡致，這就是『獅靈』的庇佑」。

他以自身的經驗分享，常常持續演出達 15

分鐘，雖然滿身大汗，卻一點也不覺得累。

對旁觀者而言，是一場精彩絕倫、出神入

化的舞獅表演，但是對演出者來說，即使

體力大量消耗，但精神卻很飽滿，心靈更

是無比滿足。這些神奇的經驗都只發生在

紙糊獅頭，其他材質的獅頭則從未出現。

因此，真正的舞獅行家都偏愛紙製的獅頭。

因為，「製作獅頭和做神尊的道理一樣，

必須符合木、火、土、金、水，五行五色

的條件及概念，紙的材質屬木，以功能性

而言又涵蓋火的屬性，火能生土，木能生

火，對應到獅頭製作的傳統五色『青紅黃

白黑』相生相合的寓意，金屬或玻璃纖維

製的獅頭自然少了這些內在的意涵」。

允文允武，才藝兼備

在推廣舞獅文化的道路上，江岳哲從

不曾遲疑或停下腳步，並且不斷的自我精

進。民國 80年經舉薦參加國家級運動教練

講習，順利取得國家級國術教練資格，爾

後並認證為國術黑帶四段資格。他所教導

及帶領的臺灣獅團亦戰績輝煌，包含國內

全民運動會兩面金牌及兩面銀牌，民國 81

年東南亞七國國際邀請賽團體金牌獎，民

國 82年全國中正盃臺灣武獅冠軍，民國

84年日本大阪御堂筋 (みどうすじ )國際

大遊行特優賞等，其他全國性與國際性比

賽更獲獎無數。

除了武藝不凡，民國 83年 3月，江

岳哲經僑務委員會甄選合格為海外巡迴文

化教師，於同年 7月即外派至南非、賴索

托王國等，展開為期 60天的教學訪問，成

果豐碩，往後多年並陸續出訪日本、韓國、

菲律賓、美國⋯，所到之處皆深獲好評，

也為國家做了最好的國民外交。走過數十

個國家，江岳哲發現每個國家都有屬於自

己的文化、自己的舞蹈，這份衝擊與感觸，

讓他反思，屬於臺灣文化的臺灣獅的角色

與定位。

民國 101年，江岳哲加入由吳騰達、

蔡宗信兩位教授率領的宋江陣，前往中國

石獅市、泉州市等地交流演出。石獅與漳

州、泉州都是俗稱「青獅」的臺灣武獅的

發源地。難得的互動場面，對方以青獅陣

500人列隊迎接，陣容浩大，然因歷經文

化大革命，當時中國大陸的獅頭皆為玻璃

纖維製品，多已失去原味，透過舞法交流，

臺灣獅受肯定之餘，也讓江岳哲更體認到

文化保存的重要性。

保留傳統，創新改良

好的傳統全力保留，不合時宜的則稍

做調整，譬如傳統臺灣獅長約 1丈 2，略

顯笨重的身長，使舞獅時的高難度特技動

作受到限制，經過思考與反覆測試，江岳

哲將身長改為 9尺，並精心設計了伸縮獅

被及活動尾巴，眼睛部分也不再堅守「不

可眨眼」的傳統，可眨式獅眼與伸縮獅被

〈金雨〉花器系列之一。大方氣

派的設計，底座大面積純銅自然

裸露，呈現富麗堂皇的尊貴氣息。

「青獅為王」的傳說，使臺灣青獅常成為敬天酬神等各式慶典的要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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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臺灣獅的演出更為生動傳神、氣勢不凡。

另外，江岳哲也改良了獅頭模具。在

父親江文尚那一代，每做一隻獅頭之前，

得先製作模具，獅頭做好了，模具隨即敲

掉，等於一個模具只做一隻獅頭，實在不

符合時間成本與經濟效益，但這是歷經

千百年代代相傳的手藝。因此到了江岳哲

時期，他一心想要突破，於是從材質和製

程去改良，除了傳統的土製模具，另又研

發了石膏模具及保麗龍模具。改良後的模

具因為加上一層蠟，不只方便脫模、不易

變形，也有防蛀的效果，重點是可重複使

用。但是若需要特別尺寸或樣式的獅頭，

就得量身訂做另外製作。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而獅頭模具這一「器具」，卻

又必須提前製作，如此繁複費工的前置作

業，也唯有像江岳哲這樣一心維護傳統文

化的大師，才能有如此的堅持與毅力。

改革的不僅止於獅頭的製作，還包含

獅藝館的行政與管理。譬如傳統獅隊出陣，

所得皆為師父所有，但江岳哲改變了這個

傳統，每回獅團演出，每位團員皆有酬勞

可領。江岳哲認為，以前學徒練功舞獅，

對師父皆畢恭畢敬，獅隊出陣，團員舞獅

舞得滿頭大汗，即使沒酬勞也不會有怨言，

但時代不同了，想法、觀念也應與時俱進，

所以他認為支付團員酬勞是應該的。除此

之外，團員練團學舞獅則維持以往不收費

用的慣例，近幾年疫情嚴峻，商演、廟會

的活動寥寥可數，即便如此他依舊堅持這

麼做，為的就是希望能提高團員學習意願，

吸引更多年輕人參與，讓傳統獅藝繼續傳

承下去。

獅頭製作工序

大師出手，品質保證，江岳哲做的紙

糊獅頭可以維持 4、50年不會壞，因為完

全純手工，因此做一隻獅頭平均需要 45

天，可見每隻獅頭的完成，都是師傅的心

血之作。以下是大師分享的製作程序與步

驟。先解說前置作業模具的做法，再介紹

獅頭的製作方式。

模具製作

以土製模具為例，先將剔除雜質的陶

土加水和成軟硬適中的泥土，進行塑型。

此程序可掌握一套口訣「三山，五嶽，七

星，八卦」，做為塑形的原則與標準。一

開始先以獅鼻為中心點，定出「三山」(額

頭、鼻頭跟下巴 )，「五嶽」(三山加上雙

頰 )，「七星」(左右兩頰鼓起的顴骨 )及「八

卦」(頭頂部位 )的位置，拿捏好之後就能

塑形。完成的模具陰乾後再上一層膠以防

腐防蛀，之後可重複使用，只需適時修補

即可。

獅頭製作

1 上紙

模具使用前先上一層脫模劑，再開始

糊紙。傳統為 12層紙 +2層布，現在縮減

為 7層。以白膠一層一層黏貼在模具上，

先 3層紙，再 2層紗布，最後再 2層紙，

❶ 對於獅頭製作與獅藝文化的傳承及宣揚，江岳哲身負
使命，責無旁貸。

❷ 江岳哲做的獅頭，每隻略有不同，相同的是炯炯有神
的雙眼及栩栩如生的威猛神態。

❸	紙糊獅頭經久耐用，圖中獅頭年紀超過 65歲，經過
修補，至今仍歷久彌新。

❷

❸

❶

獅頭的基底「模具」，是打好製作基礎的重要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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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減輕以利舞獅。黏好陰乾之後，再於臉

頰、額頭等部位黏上小的紙片，紙片如果太

大，黏上去會產生皺摺、不夠平整，因此只

能一片一片慢慢黏，這步驟主要為了增加模

具的厚度，所以小紙片的數量不限，全憑師

傅的經驗判斷。

2 脫模

糊紙的步驟完成後，等待陰乾，通常需

要 7個晴天的時間。接著進行脫模，脫下來

的獅面周邊必須修剪整齊。接著以白鐵線 (早

年用的是籐皮 )將竹子綁在獅面周圍以固定，

而這類獅頭稱為「 筍仔獅」，因此這個程序

也稱為「 筍仔邊」。

3 上色

在裡外兩面都刷上一層白色水泥漆打

底，同樣為了防腐、防蛀及延長使用年限。

4 定型

裝上眼睛、牙齒等五官結構。

5 彩繪

對於像江岳哲這樣早已駕輕就熟的大師

來說，完全不用打底稿，拿起畫筆直接作畫。

彩繪顏料用的是廣告顏料，畫好陰乾之後再

上三層噴漆。

6 裝飾

裝上眉毛及耳朵，大師則慣用貂毛及兔

毛。最後還有綁獅鬃、貼亮片、加裝鈴噹等

細部裝飾。

肩負使命，文化傳承

目前紙糊獅頭的市場需求量低，收入

難以維持生計，江岳哲坦言，自己現在的

主業其實是經營國術館，專業推拿整復，

有空還兼職房仲工作，至於做獅頭，則是

一生的志業與使命。「我的父親沒留財產

給我，只留給我一身的功夫跟手藝，這就

是他給我的最珍貴的財富」。目前所擁有

的都是靠著自己努力拚搏而來。他表示，

民國 101年購得的訓練中心現址，將做為

獅藝團訓練的永久堂館，而二兒子江淳豪

因為從小喜歡舞獅，高中畢業時更以優異

成績考上國立台南大學體育系，之後亦取

得國家級舞龍舞獅裁判資格，目前為臺中

大肚山同仁堂國術獅藝團現任團長。所謂

的虎父無犬子，有子承衣缽是一件多麼難

得的事。但江岳哲卻認為，傳承不一定得

是自己的後代，年輕人只要有興趣、肯付

出、願意承擔，他一定毫無保留傾囊相授，

讓獅藝文化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❺ 位於臺中龍井南寮的同仁堂國術獅藝館，是團員舞獅
練功的主要據點。

❻ 民國 80年代，江岳哲隨文化訪問團出國參訪，與當
時駐美大使袁健生、經濟部長王志剛於巴拿馬機場合影。

❼	巡迴海外期間，江岳哲於演講場合說明獅頭的製作過程。

❻

❼

❺
❶

❸

❷

❹

❶❷  進行「脫模」步驟。
❸❹  進行「彩繪」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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