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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西南沿海地區與澎湖群島，保留了漢人舉行王船祭典儀軌，最精

彩多元的風貌。其中，東港東隆宮王船組，近五十年來，維繫了由近百位

具有 1920～1960 年代木製漁船工藝的造船師傅，每 3 年乙次，全程義務不

支薪合作完成乙艘，具實際航行能力的古帆船之珍貴傳統。經由探討東港

王船的發展沿革，材質自竹編紙紮演變為實木打造的原由，東港造船師傅

所承製之東港王船，除人才濟濟，其用料與施作，均極為精湛專業，環顧

臺澎地區所製造的王船中，深具代表性。進一步研究東港木製王船的參考

原型，即東港東隆宮內 2 樓留存清代的兩艘小型南澳船，並根據文獻分析

比較，清代中、後期同一年代，盛行於江、浙、閩、粵海域航運之主要船

型，即當時官方、民間均廣泛使用的同安船，比較兩者造型外觀異同所在，

分析兩者是否系出同門。更加突顯東港王船保留了同安船系列中珍貴的衍

生船型，即清代唐山師傅所打造之南澳船的外型。但由於木造漁船的式微，

傳統造木船技術呈現難以承傳的危機，經由與老匠師們的討論，整理可行

之承造工法的保存芻議。 

 

關鍵字：東港王船祭典、王船、造船司、南澳船、同安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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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一、製造王船的技藝面臨失傳 

    送王船的祭祀儀軌，在臺灣西南部、澎湖群島、馬來西亞、印尼及中

國福建等地，流傳的歷史淵源久遠，1 各地區透過當地匠師的傳統工藝，製

造出各式各樣的王船。由於現存送王船的方式，一般是採「燒船遊天河」

的方式進行，2 所以各地王船的材質大抵為紙糊或木造。無論王船的精緻華

麗程度如何，每次祭典的最後程序，就是將王船焚化送回王爺。因為聚落

經濟的發展，各地區更多數的王船，改採木材打造。由於清代以前是使用

依賴風力的古式帆船，到了日治時期，船用柴油機的引進，採用於漁船的

動力之後，古式帆船的工藝因而式微失傳。各地區承造傳統木造王船的工

作，輾轉由具有製造木製漁船背景的造船師傅所承擔。然而，臺灣漁船業

的歷史當中，終戰後，木造船體亦在很短的時間內，由於政府採取禁伐政

策，木材來源驟減，而被塑膠纖維的船殼所取代。1980 年代初起，即不再

承製木殼漁船，亦再無年輕的新一代師傅，去學習承製木造漁船。製造木

造漁船的技術，僅是保留在，具有製造木殼漁船背景的老造船師傅手中。

時光荏苒，我們已經必需面對的現實，是這些造木殼漁船師傅平均年齡偏

高，無人承傳施作木殼船體技術的窘境。 

                                                       
*  研究期間，承蒙東隆宮故設計科科長謝春成(1945-2017)、王船組執行長蔡文化及王船組組長潘鳳得，三位

諸多協助與指導，特此致謝。 

** 作者為辛丑正科（2021 年）東港迎王平安祭典大總理李瑞安先生之執行秘書。  

1 林玉茹，〈潟湖、歷史記憶與王爺崇拜──以清代鯤身王信仰的擴散為例〉，《臺大歷史學報》，第43期（2009

年），頁43-86；李豐楙，〈王船、船畫、九皇船──代巡三型的儀式性跨境〉，收入漢學研究中心編，《空間

與文化場域：空間之意象、實踐與社會的生產》（臺北：國家圖書館，2009年），頁245-298；李豐楙，〈巡狩

南邦：東南亞地區代巡信仰的傳播及衍變──以馬六甲勇全殿2012送王舡為例〉，《東亞觀念史集刊》，第5

期（2013年），頁3-52。 

2 蘇慶華，《代天巡狩勇全殿池王爺與王船》（馬來西亞：馬六甲怡力勇全殿，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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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西南沿海地區保留了最精彩的王船祭典 

    臺灣送王船祭典的研究，常採用各溪流的流域劃分，來分析個別特色，3

諸如東港溪流域、曾文溪流域、二仁溪流域、八掌溪流域、朴子溪流域及

澎湖群島，均保存各地區王船多元的特殊風貌。4 本研究亦遵循此劃分，來

探討比較各地區承造王船的質料、匠師。首先，曾文溪流域、八掌溪流域

內之西港慶安宮、佳里金唐殿、蘇厝真護宮、柳營代天府及三寮灣東隆宮，5 

每 3 年一科醮典所使用的王船，除佳里金唐殿常由王文傑、王明賢施作外，

大都委由林良太承接。6
 二仁溪流域則幾乎由蘇春發所帶領的工班，來承包

茄萣地區四庄頭廟宇醮典，所需要的木造王船。7
 朴子溪流域系統，在東石

的濱海庄頭，大都每年舉行送王船，這裡以紙紮王船為常見，主要由吳茂

森、梁添發等糊紙師傅負責，部份亦委請臺南的師傅。8
 澎湖群島，大多是

請王之後，經過數年後，再不定期的舉行送王，所造的木質王船則有本地

師傅，也有來自臺灣。9
 對於臺澎地區有週期性舉辦送王船之宮廟（見表

1-1），調查造王船師傅的年齡，特別是造木殼王船的師傅，均已屆臨退休的

年紀，且有無以為繼之情況。 

 

 

                                                       
3  黃文博，《南瀛民俗風情叢書（20）南瀛王船誌》（臺南縣文化局，1998 年）。 

4  李豐楙，《臺南縣地區王船祭典保存計畫──台江內海迎王祭》（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6 年）。 

5  黃有興，〈記三寮灣東隆宮庚午年祭典活動〉，《臺灣文獻》43卷第3期（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92年），頁

15-152。 

6  施良達、王智富、陳栢春，《良藝太師──西港刈香王船木造技術專書》（臺南：西港玉勅慶安宮，2017 年）。 

7  蘇展瑞、蘇福男，《造王船的男人──蘇春發的工藝與工班》（高雄市歷史博物館，2016 年）。 

8  洪瑩發，〈威顯南邦：馬來西亞馬六甲勇全殿的王醮〉，《民俗曲藝》，第184期（2014年），頁59-103；洪瑩

發，〈王巡四境：臺灣迎請「代天巡狩」儀式芻議〉，《文化資產保存學刊》，第32期（2015年），頁82-115；

洪瑩發等，《臺灣王爺祭典中的王船製作技術》（臺中：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15年）。 

9  黃有興，〈記澎湖舊奎璧澳六村之「祭王」活動〉，《臺灣文獻》，41 卷第 2 期（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90

年），頁 211-295；吳永猛，〈澎湖嵵裡水仙宮王船祭之研究〉，《臺灣文獻》，63 卷第 4 期（國史館臺灣文獻

館，2012 年），頁 31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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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東港造船師傅們虔誠的傳統 

    各地承製王船的開始程序，除東港、小琉球之外。首先，舉辦王船祭

典的廟宇主事者需先決議，聘請何者擔任本科王船的造船師？各地宮廟主

事者，或擲茭決定，或採開最低標，或開會遴選決議等方式，選出何者承

接本科王船承造的任務。並再經過與該造船師議價，確認最後統包價格

後，確定委請該位王船師承包該科王船，得標承包的師傅則帶領配合的工

班、彩繪師，獨立完成該科王船。10 惟獨有偶，東港、小琉球地區，由於其

漁業發展，相對造船業十分發達，兩地造船業曾經造船人才輩出，培養出

足夠的人手，並基於對王爺的崇敬信仰，承傳組成定期造王船之志願役性

質的工班組織，如東港東隆宮王船組、小琉球三隆宮王船組等。11 特別是東

港東隆宮王船組，人才濟濟，組織裝備齊全，代代相傳，能夠全體造船師

動員，且均義務不支薪的型態維繫。每 3 年一科，時間一到，近百位造船

師傅自動分工合作，分批進入王船廠，展開超過 3 個月，義務建造王船的

辛勞工作，不分彼此合力完成。近百位造船師輪班上架競技對場，展現渠

等年輕時精湛的造漁船技藝，並依照請示溫王爺允杯的設計圖稿，完成乙

艘古式王船。此一傳統延續不墬近五十年，已完成 16 艘東港王船，誠屬難

能可貴。12 

四、東港王船與其他地區王船特殊之處 

    東港王船另一特殊之處，東隆宮王船組的造船師，是以打造乙艘可實

                                                       
10  林俊宏，〈從繞境談社群關係的分與合──以灣裡萬年殿戊子年王醮為例〉，《臺灣學研究》，第7期（國立中

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9年），頁97-114；林開世，〈2012年屏東滿州八保祭典紀實：歷史與權力面向的探

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24期（2016年），頁115-170。 

11  鄭華陽，《船心傳藝──乙未正科王船建造紀錄手冊》（小琉球三隆宮王船組，2015年）。 

12  陳淑華、蔡東祐，〈己丑正科東港迎王與七角頭轎班的傳承〉，《臺灣文獻》，67 卷第 4 期（國史館臺灣文

獻館，2016 年），頁 157-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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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航行操作的古帆船之工法、用料來施作。13 相對觀察比較其他各地王船的

承製，或許船體大小外觀尚可相較高下，但是實際施作的工法，其他地區

僅是在承製乙艘具有王船型式的船，不論是否可下水航行，而只是祭典中

的一隻法船，早已簡化而失去航行的功能。東港東隆宮王船，從選擇木材

起，就是以打造一艘要真實下水的帆船為考量，14 整船從選材、安放龍骨、

製作船肋、前後營、施作束腰、大波水底立盆、船𦨭、內隔艙、甲板，烏

穩、絞車、桅桿及船帆等，皆是真材實料，先用薄木板放樣（打現寸），再

選用越南檜木、柳安木、黑心石木及樟木等高級木料，按木料材質施作於

船體，又依據造船師的「舟大工」造船工法，如鎖螺絲釘、釘扁釘安裝，

再用檜木樹皮絲、補土填縫等（見本篇第四節說明）。而非其他地區單以角

材、木條及合板釘製，完成一艘具有船形狀的王船。東港王船師傅係製作

乙艘真材實料且具航行功能的東港王船。東港王船組的嚴謹態度與精湛工

藝，與其他地區相較，實屬極為特殊。與臺澎地區、中國、馬來西亞、印

尼等地王船祭典相較，東港王船具保存價值、具古工藝深度，及具代表

性。 

五、東港本地王船匠師年齡偏高 

    研究的過程，遭逢東港東隆宮設計科長謝春成驟逝，他是東港東隆宮

王船組中，少數能依循「舟大工」的造船工法，劃出王船設計圖稿（現寸

圖）的造船師。謝春成亦是屏東縣政府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5、96 條，

公告列冊追蹤「東港迎王平安祭典──實木王船船帆製作技術」，縣府登錄

                                                       
13  梁芝茗、林思玲，〈東港王船工藝──作為一種無形文化遺產保存的初探〉，《2015文化創意產業永續與前

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屏東大學，2015年），頁111-127。 

14  據李豐楙所述：「臺北「三王府」在 1990 年欲恢復傳統王船「遊地河」的送王方式時，亦特地聘請東港具

有造王船經驗的造船師傅前去建造，而三王府王船 1991 年在淡水河上行駛的情形…為當年北臺灣之宗教

盛事…也證明東港造船師傅所建造的王船，不只外觀造型華麗，用料精美而已，更可以在水面上做實際的

航行。」參見李豐楙，《東港迎王──東港東隆宮丁丑正科迎王平安祭典》（臺灣學生書局，1998 年）。 



東港王船沿革與承造工法保存調查 
 

183 

有案的「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15 文化資產保存法中，對具傳統技

藝的匠師登錄為「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對匠師個人賦予國家級的

肯定與尊崇。然而，對於如何承傳這些「文化資產技術」，文化資產保存法

中並未能規範。事實上，如果學習這些「文化資產技術」，卻無法賴以糊口

營生，儘管此項「文化資產技術」何其珍貴，只還是面臨後繼無人的窘境。

2017 年 3 月，起造戊戌科王船時，東港王船廠內，儘是上了年紀的老師傅

們，基於渠等對王爺公的情義相挺，平均年齡接近七旬，上架賣力施作。

王船廠內也有幾位老師傅的兒子來見習，但只能在旁協助部份簡易工作，

由於王船每 3 年只造乙艘，匆匆 3 個月工期內，年輕一代尚需兼顧本身職

業，亦非全程習作，要習得父執輩的精髓真傳，實在是力有未逮，估計未

來十年，東港王船的建造技藝，將面臨失傳的危機。 
 

 表 1-1 臺澎地區週期性舉辦王船祭典之宮廟及其造王船師調查 

區域 廟宇 定期/不定期 材質 造船師 

東 

港 

溪 

東港東隆宮 每 3 年 1 次 木造 東隆宮王船組，約 90 人 

小琉球三隆宮 每 3 年 1 次 木造 三隆宮王船組，約 50 人 

南州代天府 每 3 年 1 次 木造 洪湖岸 

屏東大埔東隆宮 每 3 年 1 次 木造 洪湖岸 

大潭保安宮 每 3 年 1 次 紙紮 蔡東山 

曾 

文 

溪 

西港慶安宮 每 3 年 1 次 木造 林良太 

佳里金唐殿 每 3 年 1 次 木造/紙紮 王文傑、王明賢 

蘇厝真護宮 每 3 年 1 次 木造 林良太、蘇春發 

蘇厝長興宮 每 3 年 1 次 木造 謝福水 

                                                       
15  民國 105 年 9 月 12 日屏東縣政府屏府文保字第 10530387800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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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廟宇 定期/不定期 材質 造船師 

二 

仁 

溪 

關廟山西宮 每 12 年 1 次 木造 林良太 

頂茄萣賜福宮 10～12年 1次 木造 蘇春發 

下茄萣金鑾宮 10～12年 1次 木造 蘇春發 

白砂崙萬福宮 10～12年 1次 木造 蘇春發 

喜樹萬皇宮 每 12 年 1 次 木造 林良太、蘇春發 

八 

掌 

溪 

柳營代天府 每 3 年 1 次 木造 林良太 

三寮灣東隆宮 每 3 年 1 次 木造 林良太 

布袋海國宮 每 3 年 1 次 紙紮 王明賢 

布袋卿雲廟 每 12 年 1 次 木造 （無資料） 

朴 

子 

溪 

塭港福海宮 每年 4 月 紙紮 吳茂森、陳七賽 

網寮鎮安宮 每 5 年 1 次 紙紮 吳茂森、吳茂勝、吳茂吉 

型厝福安宮 每年 10 月 紙紮 梁添發 

副瀨富安宮 每年 10 月 紙紮 梁添發 

澎 

湖 

群 

島 

嵵裡水仙宮 不定期迎送 木造 許開恩 

內垵池王廟 不定期迎送 木造 蘇春發 

龍門安良廟 不定期迎送 木造 蘇春發 

西衛辰威殿 不定期迎送 木造 許松德 

烏崁靖海宮 不定期迎送 木造 王旭輝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註 1：本表以木製王船為主，若包含紙紮王船數量將遠遠超過。 

註 2：蘇春發2016年車禍昏迷後歿，2020年白砂崙萬福宮起造庚子科王船，已由蘇春

發的造王船班底之郭岩山擔任造船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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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東港王船承造工法保存的探討 

透過逐一訪問東港王船造船師傅，探討東港王船的承造工法能否承傳

延續，不因造船匠師年邁而致失傳，此一迫切的課題。本研究希望能討論

出可行的方式，讓年輕世代能有意願、有機會承襲此技藝。訪談中，資深

領頭的造船師們，其實也在苦思如何接棒，也開始尋找適合人員隨同見

習，然而，木造漁船的技藝實際已經斷層。即使有人願意花時間，學習木

造漁船，亦無法營生。目前本地可尋得的木工人才，僅是木工技術較近的

領域，諸如民宅裝潢木工師、廟宇雕刻師等，然而裝潢木工、廟宇雕刻與

造木殼船之間，還是屬於很不同的技術領域，若無時間累積經驗，很難跨

越其門檻。年輕造船師們的歷練，已是造玻璃纖維塑膠船殼，未來能否承

擔大任，誠屬不無疑問。如何承傳舟大工的技藝，本研究亦請益了東港造

船界的耆老，對於如何承傳東港王船的承造工法，期能提出可行之道，東

港的造船前輩們亦認為此一課題是在與時間賽跑，必需提出對策。 

七、東港與南澳船的關聯 

    本研究實地訪談的過程，承蒙東隆宮廟方的耆宿、與東港造船界的前

輩的指導，與渠等訪談之中，一再提到昔日南澳船在東港的過往，及南澳

船與東港木造王船的關聯。但是，汕頭南澳島位處廣東潮州，應是粵籍、

客籍、潮籍居民佔多數的原鄉。然而，以泉、漳福佬移民為主的東港，為

何會與廣東汕頭南澳島，維繫如此密切的航運往來？本研究除了將閳述南

澳船與東港王船的關聯性，亦追朔至南澳船的原鄉，對於汕頭南澳島與東

港之間，如何會產生貿易航運往來的原由，而使南澳船頻繁地出現在東港溪

河口，16 而有後來東港王船摹傲南澳船型式的典故，認為有必要更進一步

的探討其前因後果，方能解釋此一存在史實的邏輯性與合理性。併延續兩

岸相關研究的脈絡軌跡，對於廣東、福建所建造各種清代古船的研究成果
                                                       
16  參見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福安宮牆面的「本廟沿革」碑文，記載昔日南澳船抵達東港船仔頭港邊的歷史。 



72卷第1期 

186 

中，增加對南澳船此一船型的比較整理。除此之外，由於地緣關係，以該

時期同樣盛行於福、廣、浙海面的同安船為對象，探索兩者間的關聯性。 

貳、文獻探討與研究方法 

一、文獻探討 

（一）臺灣各地開始記錄建造木王船的工藝 

    臺灣西南沿海、澎湖列島等地，舉行迎送王爺的祭典，多元精彩，歷史

悠久，祭典主體當然是代天巡狩而來的千歲爺，然而，祭典中準備為千歲爺

乘坐，要遊天河所燒送的王船，卻是為祭典中最受注目的法器。依據各地的

傳統或資力，王船的材質有竹紮紙糊，亦有是全木架構的。由於絕大部分的

宮廟，恭送王駕的儀式，採取了遊天河的方式，時辰一到，王船即點火焚

化，耗費鉅資打造木造王船，亦終須化為灰燼。目前各地宮廟無論是聘請或

義工建造王船，該木造王船的王船師傅，渠等技術背景，皆是延續臺灣木造

漁船時代，木造漁船的造船師傅。然而，臺灣自從1980年代初期，已不再建

造木質漁船，當然亦無人承襲木質漁船的建造技術。這批末代木造漁船的造

船匠師，日趨年邁亦終將退役，如何承傳，延續它們珍貴的建造木王船的

技藝，各地學界亦開始關注此一課題。並陸續紀錄各地建造木王船的過程。

諸如：把東港王船工藝視為一種無形文化遺產保存，17 乙未正科小琉球三隆

宮王船組的王船建造紀錄，18 茄萣地區建造王船的造船師傅，蘇春發的工藝

與工班紀錄，19 西港慶安宮王醮的王船造船師林良太的造船工藝紀錄20 等

等。 
                                                       
17 梁芝茗、林思玲，〈東港王船工藝──作為一種無形文化遺產保存的初探〉，《2015 文化創意產業永續與前

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8 鄭華陽，《船心傳藝──乙未正科王船建造紀錄手冊》。 

19  蘇展瑞、蘇福男，《造王船的男人──蘇春發的工藝與工班》。 

20  施良達、王智富、陳栢春，《良藝太師──西港刈香王船木造技術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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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索起初製造木王船的原型 

    上開研究成果，已陸續紀錄了各地建造王船的過程與工藝。除此之

外，更有造船工程背景的學者，試圖去探索最初的時候，各地宮廟開始建造

王船時，是根據何種的「原型」，來打造出第一艘王船？東港王船師傅，建

造木造王船的參考原型，即東港東隆宮內後殿 2 樓，所留存的兩艘清代南澳

式王船。21 東港當地的研究中，透過東港廟方耆老的口述，東隆宮後殿二樓

的兩艘清代古王船，是 1894 年東隆宮遷址重建時，當時建廟的工班，來自

唐山的師傅，依據南澳船的樣式打造的。為什麼東隆宮仿造的是南澳船？清

代後期與日治前期，東港與大陸對岸每年約有百餘艘航次貨運的往來，因風

向與海流的關係，其中主要對口則是汕頭南澳島。22 清代臺灣西部各港口如

東港等與大陸對岸港口的通商往來，主要的使用船隻為南澳船。23 清代中期

與後期，南臺灣六堆所盛產的米穀，大部份以南澳船載運，經由東港的港

口，渡過臺灣海峽，抵達大陸對岸的通商口岸。24 從清代中期起，至日治時

期，汕頭南澳船，為臺灣與大陸之間帆船貿易的主要船型。25 歸納上述文獻，

已說明清代中、後期，南澳船在東港與中國對岸航運中的重要地位，亦進而

影響了 1894 年間，來自唐山的師傅，在雕造東港東隆宮祭祀用溫王船的參

考依據。並成為 1973 年起造首艘東港木造王船的仿傚原型。 

（三）福船系統與東港王船的關係 

    然而，對於南澳船「船型」的文獻探討，尚待進一步的研究。先前對東

                                                       
21  陳政宏，〈東港王船工藝與傳統造船技術〉，《中國造船暨輪機工程師學會會刊》，71/72（2010年），頁24-31。 
22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知書房出版集團，1996年）；林玉茹，〈由私口到小口：晚清臺灣地

域性港口對外貿易的開放〉，《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年）
頁135-167。 

23  戴寶村，〈近代臺灣港口市鎮之發展：清末至日據時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88年）；
耿慧玲，〈船戶公約碑中所記錄臺灣海峽的船〉，《人文與社會》，第1卷第8期（義守大學，2006年），頁63-82。 

24  李文良，〈清代南臺灣六堆的米穀生產與流通〉，《臺灣史研究》第23卷第4期（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16年），頁39-80。 

25  陳國棟，〈清代中葉（約1780-1860）臺灣與大陸之間的帆船貿易：以船舶為中心的數量估計〉，《臺灣史研
究》，第1卷第1期（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1994年），頁169-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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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王船船型的研究方法，有檢索古籍上之古船圖片，來對東港王船實體船型

與該某種古帆船比較。即針對兩艘船的外型，進行分析比對。列舉出清後期

橫渡大西洋，從事茶葉貿易的廣東籍商船「耆英號」的「側面」圖片，與東

港王船的「側邊」進行外型的比較。26 延續此一方法，本研究以同樣來自福

建的橫洋船為例，即福船系統中之橫洋船，其船艉「花屁股」特寫27 與東港

王船的「船艉」部比較，相似度相當高（見圖 1-1），此一比對結果，說明橫

洋船（清中期的福船）與南澳船（東港王船）是具有「船型雷同」關聯性。

另外，臺北故宮近年來，亦對同屬福船系統的同安船，進行研究與縮小版同

安船的仿造。28 並利用現代科技重現同安船與其歷史考察，29 接續臺北故宮

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再以臺北故宮院藏「集字號大同安梭船」或「一號同安

梭船」圖30 與東港王船的「船側」部比較，整個船側各部位亦十分雷同（見

圖 1-2），同樣發現同安梭船與南澳船（東港王船）亦有「船型雷同」的關聯

性。歸納上述的圖片比對，南澳船（東港王船）與橫洋船、同安梭船三種船

型，可能受到官民通用的同安船之影響，可能同屬「福船」系統，而有「外

型雷同」的情形。 

（四）對岸福船的研究成果 

    中國對於福船的研究，主要可分為三個脈絡。1.福船在航運史中的歷史

定位：福船是中國帆船時期，三大代表性船型之一，是古代主要的商貿船

種。尖底闊面、首尾高昂，及具有良好水密性。被選作外交使節乘坐的官

船。更為圍捕海盜，被官方改成戰船。31 歷史上福建沿海所造的木帆船～福

                                                       
26  李豐楙，《東港迎王──東港東隆宮丁丑正科迎王平安祭典》。 

27 陸傳傑、曾樹銘，《航向臺灣──海洋臺灣舟船志》（遠足文化事業公司，2013年）。 

28 周維強、郭鎮武、吳紹群，《「王得祿與同安船」特展導覽手冊》（國立故宮博物院，2017年）。 

29  周維強，〈「再現同安船」紀錄片的歷史考察與科技呈現〉，《故宮文物月刊》361卷（國立故宮博物院，2013

年），頁96-109。 

30 陳龍貴、周維強，《順風相送──院藏清代海洋史料特展》（國立故宮博物院，2013年）。 

31  劉義杰，〈福船源流考〉，收入《海交史研究》（北京：北京海洋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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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為遠洋木帆船的代表，福船長期為海外交通的重要工具，直至近代機

動輪船的問世，木帆船逐趨衰落，福船才退出歷史舞台。32 2.分析福船適合

江海航行之特性：「花屁股」的三桅式福船，其水密隔艙的製造工藝，是福

船的重要造船發明。33 福安建造的福船，具有船體密實、吃水深、穩定性

好、適合江海航行等特性。經多年積累傳承，已形塑出木船建造工藝、水

密隔艙技術、船寮造船等非物質造船文化。34 3.關注福船建造工藝的保存：

依據〈欽定福建省外海戰船則例〉和〈閩省水師各標鎮協營戰哨船隻圖說〉
35 兩古籍，沿用福建傳統造船工法，對趕繒船進行復原仿造，從造船技術史

的角度，解構趕繒船的船型與建造技術。36 

（五）補足福船系統中之「南澳船」研究 

    歸納上述兩岸對於福船的研究範疇，其一、概以「福船」為對象，對

福建沿海各地造船廠所造的木帆船～統一將之稱為福船來進行研究，對岸

中國以此方式的研究成果十分豐碩；37 臺灣也有以此方式，以「福船」為

對象，研究其航行性能，38 亦卓有貢獻。其二、福船系統中，歷史上所出

現了各種亞型福船，區分為同安船、橫洋船、趕繒船等等，兩岸亦有部分

                                                       
32  高宇，〈論福船船型演變及歷史影響〉，《閩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13 卷 4 期（2011 年）；王宏斌，〈清代

前期江蘇的內外洋與水師巡洋制度研究〉，《安徽史學》2017 年 1 期（2017 年）。 

33  鄭明、張恩海、王淼、姜代超，〈三桅帆式福船〉，《中國遠洋航務》，10卷（2007年）；鄭長鈴、阮蕾曄，〈翩

翩福船：幽幽匠心水密隔艙福船制造技藝漫話〉，《世界遺產》，11期（2015年）。 

34  林靖，〈清代同安造船業興衰初探〉，《福建商業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3（福建師大歷史系，2002年）；

許路，〈海澄鄭氏造船圖譜與月港福船〉，《南方文物》2012/3（2012年）；林瑞金、李健民，〈論福安木船建

造技術對近代船業發展的貢獻〉，《海峽科學》2016/12（2016年）。 

35 〈欽定福建省外海戰船則例〉，搜尋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http://ctext.org/zh；「閩省水師各標

鎮協營戰哨船隻圖說」，典藏於「柏林國家圖書館數位閱覽」，網址：http://digital.staatsbibliothek-berlin.de/。 
36  許路，〈清初福建趕繒戰船復原研究〉，《海交史研究》2008/2（2008年）。 

37  劉義杰，〈福船源流考〉，收入《海交史研究》；高宇，〈論福船船型演變及歷史影響〉，《閩西職業技術學院

學報》，13卷4期；王宏斌，〈清代前期江蘇的內外洋與水師巡洋制度研究〉，《安徽史學》2017年1期；鄭明、

張恩海、王淼、姜代超，〈三桅帆式福船〉，《中國遠洋航務》，10卷；鄭長鈴、阮蕾曄，〈翩翩福船：幽幽

匠心水密隔艙福船制造技藝漫話〉，《世界遺產》，11期。 

38  陳政宏、許智超，〈鄭和寶船復原模型與典型福船及沙船性能之初步比較研究〉，《成功大學學報》，第37期
（2002年），頁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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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針對各種福船衍生船型，進行單一船型的研究。諸如，解構趕繒船

的船型與建造技術；39 清代同安造船業興衰的探討；40 利用現代科技重現同

安船與其歷史考察；41 福船系統中之橫洋船的研究42 等。誠如南澳船在清代

與日治時期，是海峽兩岸通商往來的重要船型之一，有其歷史上的貢獻，

本研究將透過對東港王船的探討，整理出東港王船與南澳船的連結。冀望

在兩岸之福船系統的研究領域中，可能亦為福船系列之中，另一種衍生亞

型的南澳船，補足「南澳船」於此區塊的研究。 
 

 
東港王船「船艉」部 橫洋船「花屁股」特寫 

圖 1-1 橫洋船「花屁股」與東港王船「船艉」部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陸傳傑、曾樹銘，《航向臺灣──海洋臺灣舟船志》。 

                                                       
39  許路，〈清初福建趕繒戰船復原研究〉，《海交史研究》2008/2（2008年）。 

40  林靖，〈清代同安造船業興衰初探〉，《福建商業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3；許路，〈海澄鄭氏造船圖譜與

月港福船〉，《南方文物》2012/3；林瑞金、李健民，〈論福安木船建造技術對近代船業發展的貢獻〉，《海峽

科學》2016/12。 

41  周維強，〈「再現同安船」紀錄片的歷史考察與科技呈現〉，《故宮文物月刊》361卷，頁96-109。 

42  陸傳傑、曾樹銘，《航向臺灣──海洋臺灣舟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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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字號大同安梭船圖 東港王船的側部攝影 

圖 1-2  臺北故宮院藏「集字號大同安梭船」與東港王船的側部比較 

資料來源：陳龍貴、周維強，《順風相送──院藏清代海洋史料特展》，頁 85；本研究拍攝。 

二、研究方法 

（一）不干擾王船師傅施作過程下紀錄 

    本研究自 2017 年 3 月 13 日起，即戊戌科王船動工日起，至 2017 年 7

月 13 日，王船開光典禮止。全程於東隆宮旁王船廠（王船身建造、彩繪之

紀錄）、船帆組蔡財安宅後院（船帆縫製時之紀錄），記錄整理王船建造工

序如圖 4-1 至圖 4-42。並以每週至少 4 天進廠觀察拍攝，必要時每天進廠追

蹤，詳細記載王船施工進度、細節。觀察王船匠師施作王船各部位的工法。

以 1 週為一階段的記錄方式，即整理該週王船施作的完整工序。由於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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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軍府爺的尊重與維持王船廠秩序，與不打擾師傅的施工，且被告誡王

船廠諸多禁忌。儘量與王船身、工作器具、木料保持距離。第 1 週～第 5

週施工進度，從龍骨、船肋、前後鏡、束帶、立盆及水底，以手持照像機，

王船施作情形，均得以入鏡記錄。第 6 週起，因師傅施作位置，已在甲板

上（離地高約 3 米）、或船艙肚內之隔艙施工，則改以 3 米高腳架，配合照

像機 Wi-Fi APP，用手機遙控照像機拍攝記錄。整個紀錄過程，絕不登上王

船廠的棚架，避免干擾王船師傅。 

（二）第 16 艘東港王船，建造過程完整紀錄 

    本研究自王船 2017 年 3 月開工日起，以每週的週一至週六43，為一個

記錄階段，完整記錄了王船建造的進度與工程。亦可分階段紀錄到東港王

船建造過程，詳盡揭露前輩造船師傅承傳下來嚴謹的建造王船工序，另外

也儘可能記錄建造過程中工序的細節，當可完整展現製造東港王船嚴謹的

過程與意義。以每週為一階段的逐一記錄方式，可以有順序分階段地，表

達了東港木製王船打造的過程，呈現東港東隆宮王船組近百位造船匠師，

義務性地展現渠等造船工藝的精華。以打造乙艘可實際航行的帆船之技法

與精神，代表每一個王船師傅的紮實造船技藝，每個階段精湛地施展工法，

完成乙艘古式王船。本研究第四節以照片為主、文字為輔，去呈現該建造

過程，船隻每個部位施作程序。事實上皆已是接近失傳的工序，本研究亦

儘可能去釋明每個階段施作的意義，展現東港造木製漁船師傅～舟大工的

珍貴工藝，用文獻的方式留下臺灣最後的木造船工藝。 

（三）王船組全體造船師傅 / 東港造船界耆老個別訪談 

    以乙未正科東港迎王平安祭典專輯中，王船組、船帆組名單為本研究

                                                       
43  東隆宮王船廠施工期間，每週一至週六，早上 8 點上工，下午 5 點收工，週日休息一天，王船師傅全員分

批、全程義務不支薪參與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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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對象，每位造船師傅逐一進行邀約訪談，為王船師傅留下個人檔案，

及個別討論如何承傳造王船技藝的看法，以該王船組名單為基準，本研究

總共訪談了 86 位王船師傅，占王船組總人數 87.45％，受訪樣本已具有代

表性，其餘仍婉拒受訪，亦予以尊重（見附錄一、二）。大多數的王船師傅，

縱使能被說服接受訪談時，儘管渠等在造船工藝上至為精湛，但表達能力

未必盡如要求。要口述個人歷史、造船經驗承傳等等，往往口語表達跟訪

談問題未臻契合。對東港造船界耆老的深度訪談，可以補強此一不足。謝

春成、洪全瑞、洪湖岸及黃貴燧等，渠等在東港造船界具代表性地位，洪

全瑞曾擔任王船組組長，為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木船制作修復技術保存者」，

並長期與學術界互動，對木工造船具使命感，表達能力強；謝春成長期擔

任王船組組長，王船組內具領導協調能力，與媒體溝通經驗足夠，對本研

究亦願意熱心協助；洪湖岸近年負責承包南州代天府王船、大埔東隆宮王

船，常接受媒體採訪，亦有獨道見解；黃貴燧由於自身持續鑽研造船技藝，

並時常參與文化界活動，溝通容易。上述東港造船界前輩，對於本研究訪

談，透過他們較具耐心傾聽，願意毫無保留地描述，提供個人見解，讓本

研究的論述不致中斷，並得以連結合理。 

（四）小琉球籍師傅與東港籍師傅的協作 

    因為同為屏東縣造船工會會員，且小琉球籍與東港籍的造船師傅們，

地緣上的種種淵源，早年本地造船業興盛時期，許多小琉球籍造船師傅，

受東港籍師傅的邀請，陸續加入「東隆宮王船組」暨「東港溫府千歲造船

爐」44 兩個組織。迄今，由訪談對象分析，戊戌正科東港東隆宮王船組成

                                                       
44  1964 年（1969 年始有名冊紀錄）由林安石等東港造船業前輩發起的「東隆宮溫府千歲造船爐」，早年亦稱

「造船工友會」，承傳了東港造船師傅，對東隆宮溫府千歲的信仰，每年溫府千歲壽誕，依擲茭產生新爐

主，並辦理爐下諸造船師傅向溫府千歲祝壽事宜，乃連繫東港造船師傅的常設祭祀組織。見圖 2-1、圖 2-2、

圖 2-3、圖 2-4。本研究認為此一組織，有助於日後 1973 年東隆宮王船組的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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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中，許多幹部、重要成員，隨時光流轉，皆已由小琉球籍師傅擔任，渠

等亦大都兼任琉球鄉三隆宮王船組成員。目前東隆宮王船組之組員結構中，

除東港籍之外，超過 3 成為小琉球籍，並挑起承造東港王船中的主要部份

工作。東港王船 2017 年 9 月完工後，師傅們平日分居東港鎮、琉球鄉兩地，

逐一查訪相當費力費時。本研究把握住機會，琉球鄉三隆宮自 2018 年 5 月

起至 7 月間，開始施作琉球鄉戊戌正科三隆宮王船，王船師傅們又會聚集

在三隆宮王船閣內，一同義務施工展藝，在此期間每週乘船渡海造訪小琉

球三隆宮，可以利用師傅們施工空檔，對既為東港東隆宮王船組組員、亦

為小琉球三隆宮王船組組員的造船師傅們，徵求同意進行訪談鍵檔，訪談

成效亦相當有收獲，增加本研究訪談樣本的代表性。 

 

 

  

圖 2-1 溫府千歲造船爐歷年爐主名冊 圖 2-2 東港溫府千歲造船爐 



東港王船沿革與承造工法保存調查 
 

195 

  

圖 2-3 己亥年造船爐爐主錦旗 圖 2-4 造船爐（為溫王備有煙袋）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叁、東港王船的興革演進 

一、東港早期的紙糊王船 

（一）東港紙糊王船建造過程隱密 

    在公元 1973 年之前，東港迎王平安祭典，王船的材質為竹紮紙糊。開

始紮製王船，會在原改建前東隆宮的廟後庭園，搭起密閉式棚架，稱為王

船寮。從起造到完工，除糊紙師傅之外，王船寮一律謝絕外人入內參觀，

直到迎王祭典期間開始，紙糊王船才會開放接受信眾參拜。與目前木造王

船，提早一年開工完成，在開放式的王船廠內，接受信眾添載朝拜等。其

開放方式截然不同的原因，除了紙糊王船材質使然，避免信眾幼童好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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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戳破，更重要的原因，則是東隆宮分靈交陪廟宇眾多，平常前來進香交

誼的廟宇頻繁，廟埕週遭免不了會燃放爆竹、焚燒紙錢，萬一火星亂飛，

東港的王船除了是竹紮紙糊易燃之外，船體還相當龐大，為減少被火苗引

燃的風險，只能將造好的紙王船保存棚架內禁止進入，所以東港的紙糊王

船比木造王船而言，對於信眾更保有一份神秘感。 

 

 

 

 

 

 

 

 

 

 

 

 

 

 

 

 

圖3-1：1967年東港紙糊王船送王時刻  圖3-2：1967年東港紙糊王船經香吉橋 

資料來源：東港風光照相館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pan8322096/(2019
年 10 月 5 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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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港紙糊王船工藝承傳四代 

    上開是目前所能找的照片（圖 3-1、圖 3-2），時間 1967 年丁未正科，

東港迎王紙糊王船的莊嚴風采。1973 年之前，東港紙糊王船時期，承製東

隆宮紙糊王船師傅的傳人蔡東山，45 迄今仍承傳家學。經營延續四代逾百

年之糊紙店，目前仍舊會接受其他宮廟委託，承製紙糊王船。並透過觀察

東港溪流域迎王系統中，另外一個子系統，東港大潭保安宮迎王祭典，仍

舊由蔡東山承製該祭典所用之王船，經由蔡東山介紹，大潭保安宮的王

船，除了體積減小，其工法、型制皆延續自 1973 年前之東港紙糊王船，即

蔡家家傳的紙糊王船。本研究也利用東港大潭保安宮 2016 年迎王祭典、長

治繁華惠迪宮 2018 年迎王祭典，紀錄大潭保安宮、繁華惠迪宮的46 王船，

做為早期東港迎王紙糊王船的代表。 

（三）東港紙糊王船的型態 

    蔡東山所承製大潭保安宮、繁華惠迪宮迎王所使用之王船，採三個船

肚、三隻船桅的配置。甲板中央設五王厝、前二、後一配置三個船艙蓋、

船後無大公厝，有船舵。船艉插黃、紅、黑、綠及白色五隻涼傘、及五王

旗。船艏、中桅前各設紅色絞車乙只。三隻船桅為活動式，於送王船地點

定位後，方立起前、中、後桅、掛起前、中、後帆、定風旗、帥旗、帥燈。

前錠、後錠各乙付。製作王船身先以竹片紮起船身結構，內外貼覆兩層牛

皮紙，表面在白紙為表層，再貼飾以各種吉祥圖案、剪紙圖形（見圖 3-3～

圖 3-10）。並於船舷兩側、舵柄前立有數名水手。由於王船質料為紙張表

糊，儘管多層黏貼，為求運送王船至火化地之安全，「添載」物品會俟王船

抵送王地就定位後，再行置入船艙，或僅堆放於王船旁邊一同火化。此點

                                                       
45  東港東隆宮 1973 年之前，紙糊王船時期，蔡顏（曾祖父）、蔡清溪（祖父）、蔡水諒（父），為歷科東港東

隆宮紙糊王船的請負人（承包商），蔡東山（子）則為目前東港百年糊紙店的傳人。 

46 長治番仔寮（繁華）惠迪宮定期舉行 3 年一科迎王，所使用的紙糊王船，亦是定期委請蔡東山施作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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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木造王船會先行「添載」完畢後，再啟程至王船地火化，祭典程序有所

不同。透過觀察大潭保安宮、繁華惠迪宮所使用之王船，除了尺寸大小有

異之外，昔日，東港紙紮王船的樣式，依舊保留在東港蔡東山家族紙紮王

船作品之中。 

（四）東港紙紮王船前身原型 

    流傳迄今，大潭保安宮、繁華惠迪宮舉行迎王祭典所需的王船，尚均

由東港蔡東山所經營的糊紙店承製。特別值得一提，東港尚未使用木造王

船之前，東港東隆宮竹紮紙糊王船的承製，均曾經委由蔡東山父親蔡水

諒、祖父蔡清溪、曾祖父蔡顏 3 位負責製作。蔡家四代相傳百年的糊紙王

船，保存了傳統糊紙王船的工藝足彌珍貴。儘管昔日東港紙紮王船的風華

已不復得見，然而，目前尚可透過觀察大潭保安宮、繁華惠迪宮 3 年一度

的迎王祭典，兩間廟宇所使用的蔡家王船，可說是六、七十年前，縮小版

東港紙紮王船的原型。 

 

 

 

 

 

 

 

 

 

 

 

 

 
圖3-3：繁華惠迪宮王船五王艙        圖3-4：繁華惠迪宮王船前甲板、絞車 



東港王船沿革與承造工法保存調查 
 

199 

 
 
 
 
 
 
 
 
 
 
 
 
 
 
 
 
圖3-5：繁華惠迪宮王船左側、船錠    圖3-6：大潭保安宮王船船艉 
 
 
 
 
 
 
 
 
 
 
 
 
 
 
 
 
 
 
圖3-7：繁華惠迪宮王船五王艙        圖3-8：繁華惠迪宮王船前甲板、絞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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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9：繁華惠迪宮王船添載          圖3-10：繁華惠迪宮王船後甲板、五王涼傘 
照片來源：本研究拍攝。 

二、 東港木造王船沿革的探討 

（一）東港木造漁船業的興衰 

    根據與東港籍造船師訪談與文獻資料，日治時期 50 年間，東港造船業

的發展，在臺灣總督府扶植臺灣漁業現代化政策之下，本島逐漸從北自至

南，陸續引進了柴油發動機、日式建造木漁船的工藝，47 及日籍漁民移民

遷入。48 自此，臺灣漁業的捕漁船具，從竹筏、舢舨、帆船的階段，逐步

提升為機動木船的階段。49 東港籍造船學徒與師傅，經由澎湖、旗津地區

造船師的傳承與習作，逐漸接受日式造船的技法。即日本「舟大工」50（フ

                                                       
47  蔡昇璋，〈戰後初期臺灣的漁業技術人才(1945～1947)〉，《師大臺灣史學報》，第 3 期（2010 年），頁 93-134。 

48  1912 年有日籍漁民移籍入東港之記錄，見「內地移民漁夫總代佐伯半左衛門官有水面使用許可」，臺灣總

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5471004，1912 年 3 月。 

49  李宗信，〈日治時代小琉球的動力漁船業與社會經濟變遷〉，《臺灣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2 期（2005 年），

頁 67-113；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水產教育──以師資分析為中心〉，《國史館館刊》第 41 期（2014

年），頁 43-75。 

50  東港前輩日式木造漁船師傅所使用的稱呼，日文「舟大工 フナダイク木造船を作る船大工」，意為製作木

造船的造船師傅。來自謝春成，2017 年訪談；洪全瑞，2017 年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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ナダイク）工法，亦即日本木造漁船的造船製圖、施作工法。是故，流傳

至太平洋戰爭終戰時，東港地區承製木造漁船師傅們的造船技術，從繪製

透視設計圖紙，到船體結構的施作工法，均已為日式機動木造漁船的技藝。

然而光復初期，臺灣木造漁船業方興未艾的時光，並未長久永恆，隨著材

料技術的進步，玻璃纖維塑膠（FRP,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船體材料的引

進，加上臺灣停止伐木的政策之下，船用木材取得困難。東港、小琉球地

區，約到 1980 年代初期，造船廠開始開造出 FRP 船殼模具，來製造 FRP

船體漁船，FRP 漁船的造價、品質堅固、維護成本均優於木造漁船，木造

漁船此時只能走入歷史。FRP 造船廠又大量引進外籍勞工，取代本地造船

匠師，致使本地木造漁船師傅們的造船技術，亦走到難以為繼，而必需轉

行的地步。 

（二）因造木王船而維繫了木造漁船的技藝 

    由「紙糊王船」轉變為「木造王船」的源由，1973 年，國際石油能源

危機，引發通貨膨脹，紙糊王船的造價亦隨之高漲，大總理自己籌辦東港

迎王祭典的預算已不敷勻支。更為重要的是當科癸丑正科大總理謝丙寅先

生提議，東港造船爐（造船工友會）的造船師傅們附議，何不由造船爐中

的造船師傅輪流擔任義工，每人至少 3 天，改以木材打造王船。由於東港

造船爐中的造船師傅們，對於東港溫府千歲之崇敬與虔誠，實際轉化為義

務造王船的承諾。自此東港迎王的王船質料由「紙糊」轉變「木造」，每 3

年乙次，自發性義務地，集合熟稔日式工法的造船匠師，利用約 3～4 個月

的時間，打造出乙艘外觀是南澳船，即源自清初葉在中國沿海，赫赫有名

的「同安船」之亞型，而內部構造、技法是日式木漁船的東港王船。使東

隆宮王船廠，成為一個東港諸多舟大工們的競技場，讓老匠師們輪番同場

施作競藝。流傳至今，時光流轉，迄 2018 年戊戌正科，已是第 16 艘木製

王船了。此一轉變，也意外地延續了東港日式木造漁船的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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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東港王船的原型 

    根據東隆宮設計科長謝春成口述，東港造船匠師們，1973 年決定改採

用木材來製造王船，而其自 1973 年，第 1 艘木製東港王船即參與製造，迄

2017 年計承造 16 艘，經驗豐富。謝先生表示昔日東港前輩造船匠師們，是

以供奉於東港東隆宮西偏殿，兩艘清代留存下來的「溫王船」為原型，而

此二艘廟方耆老所稱是清代「南澳船」的外型，亦即參考清領、日治初期，

往來海峽兩岸，時常靠岸於東港的南澳式帆船。該南澳船當時為往來兩岸

承攬客貨運輸的主力，51 故成為東港木製王船主要外型依據。然而，實際繪

圖起造的工法，則是依照東港造船匠師們，渠等承造漁船的工法來施作內

部結構。根據資深的造船司的描述，儘管他們所熟稔的技藝，是承製日式

的柴油機木造漁船，但是初期打造東港王船時，造船師們會思考摸索依靠

風力航行的帆船，其應具備的何種構造、器械為樣本。東港王船的建造，

原本是竹構紙糊的形式。自 1973 年起，為求慎重嚴謹，及對代天巡狩千歲

爺之尊崇，改以全木料打造實船。為此，當地有能力建造木製漁船的造船

師傅，開始研究過去所能接觸到南澳船的資料，及東隆宮 2 樓的兩艘百年

小型南澳式王船52 之型制，以儘量接近「古式帆船」的型式來建造王船。然

而終戰之後，早已無有能造帆船的匠師，當時東港的木造漁船匠師們，所

承習之造船技術，業已是全盤接受日本政府發展臺灣漁業政策之下，所刻

意引進的現代造漁船技術，不只在漁船機具、動力現代化，船體結構與衍

架連接的工法也已日本化。因此東港木造漁船師傅的工法、施作與結構，

不全然是傳統中式帆船的技術，53 只能說是船梶、船帆、外觀接近「中式帆

船」，內部艙肚構造、配置，雖配合王船的祭祀需求，而施作的工法，可能

還是日本舟大工的施工技法。 
                                                       
51  戴寶村，〈近代臺灣港口市鎮之發展：清末至日據時期〉；耿慧玲，〈船戶公約碑中所記錄臺灣海峽的船〉，

《人文與社會》，第 1 卷第 8 期，頁 63-82。 
52  見東隆宮官方網站 www.66.org.tw 簡介資料，謝春成 2016 年口訪、洪湖岸 2018 年口訪。 
53  陳政宏，許智超，〈四種典型中國式古帆船性能之比較〉，《成功大學學報》，第37期（2002年），頁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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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澳船的影響之一 

    清國中期起至日治初期，除漁業之外，東港尚有對外貿易的功能，主

要有島內、跨海兩條航線，一是東港與臺南安平、高雄旗後間，主要為轉

運的貨物為糖，屏東平原所生產的糖，糖郊會從東港集中至安平、旗後，

再轉運至中國販賣。54 另一條跨海航線，係與廣東汕頭南澳島對口，主要為

運送稻米，東港當時一年約有百艘船次，主要來自中國的貨運帆船「南澳

船」靠岸，55 南澳船依其船體大小，小型約可承載 5、6 百石，大型船能運

送 3、4 千石之臺灣產稻穀，東港此時為屏東平原所盛產的稻米，輸出大陸

的重要口岸。56 當時東港與中國大陸的往來，仍然是依賴風力帆船的年

代，由於趁著季風、海流便利之緣由，與東港往來的對應港口，即是廣東

汕頭南澳島。地理位置上，南澳島亦為廣東到臺灣南部最近的通商港口。57

為了等待季風，常停靠東港的南澳船，成為前輩東港造船匠師們，承造木

製東港王船的仿照對象。老一輩東港造船師們，儘管自己所習為日式木造

漁船的工藝，為了貼近對古帆船的承製，需憑著兒時記憶，對停靠東港的

南澳船之印象，摸索古帆船內外的構造。在早先幾科承製東港王船的過程

中，在前輩東港造船師們的心中，南澳船有其重要的影響。 

（五）南澳船的影響之二 

    關於東港王船的船帆製程，根據屏東縣政府登錄之「東港迎王平安祭

典－實木王船船帆製作技術」保存者蔡財安所述，渠承傳自父親蔡文取製

造古式風帆的技藝。已故蔡文取（1915-2007）自東港第 2 艘木造王船起，

                                                       
54  戴寶村，〈近代臺灣港口市鎮之發展：清末至日據時期〉；耿慧玲，〈船戶公約碑中所記錄臺灣海峽的船〉，

《人文與社會》，第 1 卷第 8 期，頁 63-82。 
55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林玉茹，〈由私口到小口：晚清臺灣地域性港口對外貿易的開放〉，

《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頁135-167。 

56 李文良，〈清代南臺灣六堆的米穀生產與流通〉，《臺灣史研究》第 23 卷第 4 期，頁 39-80。 

57  H. B. Morse，P. H. S. Montgomery，《淸朝臺灣海關十年報告書The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淸光緖八年至十七年淡水與臺南海關》（臺灣打狗稅務司，1892年，中華郵政重印，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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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負責東港木造王船的船帆製造，製作近 30 年。蔡文取從 15 歲開始學做

船帆，年幼時，看到從廣東南澳駛來東港的帆船，這些南澳船靠泊於東港溪

的河堤邊，裝卸貨物或等待風信。年幼蔡父覺得有興趣，看到船家在東港溪

堤岸整修船帆，就在旁邊看邊學，自然而然，習得製作船帆的技藝。迄今蔡

家後院的牆面、地面，仍刻意保存蔡文取精心所繪的製作船帆之放樣線圖，

張帆角度受風航行的原理等，供作後輩製作王船船帆的參考。換言之，東港

王船上的三桅船帆，係源自廣東南澳船的船帆技法，這些南澳船來東港運輸

稻米到中國時，意外地亦在臺灣留下日後製作王船船帆的製作技術。 

（六）南澳船的影響之三 

    在東隆宮的左偏殿主祀水僊尊王，另祀奉兩艘自遷建於此地時，就保

留下來的溫王船，根據東隆宮的前總幹事林文誠58 口述，該溫王船乃昔日東

港從事航運通商的外來移民，祈求航行安全之信仰寄託。其樣式亦不是一

般所說的福建官船，而是移民們原鄉所使用的南澳船，南澳島位於廣東汕

頭外海的對外港口，除了和東港的移民祖先有關聯之外，其與東港與對岸

的海流、季風、航路位置也有高度相關，東港七角頭公廟之神明亦有部份

乘坐「南澳船」來臺。59 過去東港迎王的王船是用紙做的，在 1973 年要做

第一艘木造船時，東港前輩造船師傅們曾遠赴臺南七股等地訪問，經臺南

七股造王船師傅的建議，可以自家東隆宮兩艘古王船為參考，東港前輩造

船師傅照辦，其造型延續至今。 

（七）南澳船的影響之四 

    《臺灣府輿圖纂要》中之〈臺灣府輿圖識〉：「臺灣府四面皆海，…鹿港

                                                       
58  林文誠東港東隆宮前總幹事，其祖父林庚申、父親林雲騰，先後擔任東港東隆宮董事長，其家族對東港東

隆宮早年經營，卓有貢獻。 
59  東港七角頭之神明乘坐「南澳船」來臺者有二：一、崙仔頂角公廟鎮海宮主神蘇府七代巡，約清康熙年間

隨南澳船來太監府崙仔頂奠基。二、頂中街公廟進水宮主神金府千歲，約清道光年間，由廣東汕頭南澳島
奉請，乘南澳船至東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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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泉州之蚶江對峙，南路鳳山縣之旂後、東港與銅山、南澳對峙…」，60 這是

清代官方對於東港與南澳之間航路的記載。1894 年東港海嘯後，東隆宮遷

建於後寮溪口，廟方所聘請建廟的匠司，依照當時活耀於東港港口的南澳

船之樣式，雕造兩艘祭祀用的溫王船。為什麼仿刻對象是南澳船？1897 年

臺灣總督府對臺灣沿岸港口進行了一次普查，紀錄了當時東港與對岸的交

通現況（見圖 3-11），資料顯示東港當時正與汕頭、柘林，維持一條頻繁往

來的航線。而南澳港才是汕頭、柘林主要的對外港口（見圖 3-12）。61 1899

年臺灣總督府更進一步對來台貿易的清國船隻登記管理，如東港辦務署長

高山喜英，有對來自清國南澳港的金永順號核發船籍證書的紀錄（見圖

3-13）。綜上，清代與日治時期，官方的資料均紀錄了東港與南澳密切海上

航運的關聯，與南澳船出現於東港的事實。  

 

 

 

 

 

 

 

 

 

 

 

 

 
 
 
圖 3-11 臺灣沿岸與清國各港間「ヂヨンク」船之交通線 

                                                       
60  臺灣銀行研究室編，《臺灣府輿圖纂要》（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年）。 

61  林仁川，〈明清時期南澳港的海上貿易〉，《海交史研究》，1 卷（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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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灣沿岸ト清國各港間交通線路圖」，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典藏號：00000191014，1897 年 7 月。 

說明一：本圖名「臺灣沿岸ト清國各港間「ヂヨンク」船交通線」，音譯「junk」戎克船。 

說明二：實線為頻繁航線，1897 年，東港對汕頭、柘林有頻繁往來。 

   
 

 

圖 3-12 廣東潮州府之汕頭、柘林與南澳島位置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說明一：汕頭、柘林與南澳島均處潮州府，當時日人所稱「ヂヨンク船」戎克船，皆可駛抵

該三地靠岸裝卸貨，然而，南澳島因其位置，為汕頭、柘林之外港，是該區域主要

的對外港口。 
說明二：汕頭、柘林與南澳島等三地，雖為東港輸出米穀的對口，但僅是集散地，最終，將

販賣至粵庄嘉應州、華南各缺糧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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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東港辦務署發給「清國船金永順船籍證書」 

資料來源：「支那形船金協源、金隆順、金永順船籍證書下付」，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

灣文獻館藏）：典藏號碼：00004591004，1899 年 2 月。 
說明：臺灣總督府發給「清國船金永順船籍證書」。船籍港：臺南縣港東中里「東港」。船舶

製造地名：清國南澳港。船舶取得場所：清國南澳港。證書發給單位：「東港辦務署

長」高山喜英。 
   

（八）南澳船的影響之五 

    南澳島為汕頭之外港，汕頭地處廣東潮州府，屬潮州人的港口。而自

乾隆朝以降，清政府對大陸沿海各地移民臺灣的政策禁弛無定，東港地區

大部分是來自對岸霞漳（屬漳州府）、晉惠（晉江、惠安）、南安及同安（此

三縣屬泉州府）等四縣份，所遷入之福建籍泉州、漳州先民居大多數。62 然

而為何東港會以潮州籍的汕頭南澳島為對口港？因 1894 年時，屏東平原六

堆地區的良田，早已由客籍移民開墾完成，六堆所生產的米穀，已有餘裕
                                                       
62  陳淑華、蔡東祐，〈己丑正科東港迎王與七角頭轎班的傳承〉，《臺灣文獻》，67 卷第 4 期，頁 157-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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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販賣輸出，供應至大陸各省缺糧之區，63 且當時東港溪尚有航運功能，故

六堆粵庄所生產的米穀，均藉由東港溪順流以舟筏輸送到東港集中後，再

用南澳船轉載輸出到大陸。64 米穀亦是東港為輸出港時，所輸出的最大宗物

資，而且六堆客籍的米穀商，渠等的交易習慣，係委由同屬廣東、語系相

近、又善於航海的潮州籍船家運送。65 由此可合理解釋，為何東港作為屏東

平原米穀的主要輸出港時，來自潮州府汕頭、柘林的南澳船，會時常停泊

在東港溪出海口的沿岸了。 

（九）南澳船與同安船 

    文獻與耆老口述，均指明了東港東隆宮二艘古王船的仿照對象，即是南

澳船。66 而南澳船在清國時期，運輸屏東平原所盛產的稻米至對岸占有重要

的角色。67 然而，現有文獻對於南澳船船舶的討論研究，卻付之闕如。換言

之，文獻記載南澳船的商用數量有之，68 但無記載南澳船的船體結構。究竟

清國時期南澳船的發展來源為何。根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木船製作修復技

術保存者」，即東港造船界前輩洪全瑞69 的研究，清國中、後期的盛行於東

                                                       
63  莊天賜，〈臨時臺灣糖務局與臺灣新製糖業之發展（1902-191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

文，2011 年）；林文凱，〈再論清代臺灣開港以前的米穀輸出問題〉，收錄於《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

論文集》（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 年），頁 99-133。 

64  陳國棟，〈清代中葉（約 1780-1860）臺灣與大陸之間的帆船貿易：以船舶為中心的數量估計〉，《臺灣史研

究》，第 1 卷第 1 期，頁 169-199。 

65  李文良，〈清代南臺灣六堆的米穀生產與流通〉，《臺灣史研究》第23卷第4期，頁39-80。 

66  陳政宏，〈東港王船工藝與傳統造船技術，中國造船暨輪機工程師學會會刊〉，71/72，頁 24-31。 

67  李文良，〈清代南臺灣六堆的米穀生產與流通〉，《臺灣史研究》第23卷第4期，頁39-80；陳國棟，〈清代中

葉（約1780-1860）臺灣與大陸之間的帆船貿易：以船舶為中心的數量估計〉，《臺灣史研究》，第1卷第1期，

頁169-199。 

68  岡松參太郎，《臨時臺灣舊慣調査會第一部調査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1909～1911年）》（南天書局，

1995年）；蔡龍保，〈交通與產業－日治時期國有鐵路與臺灣產業之發展〉，《臺北文獻》，第144期（臺北市

文獻委員會，2003年），頁77-96。 

69  洪全瑞先生：2014 年「自由中國號」文化資產局維修計劃主持人，2015 年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木船製作

修復技術保存者」，2017 年榮膺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傳統建築大木作」匠師及獲頒美和科技大學文化創意

系榮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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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沿海的同安船，亦有學者統稱「橫洋船」，70 隨著時間演進，發展為後來

清國後期的南澳船，或可稱是同安船的一種亞型，亦是外國人所稱的戎克

船。71
 全瑞師的看法，同安梭船實際製造地點起先為福建，後推廣至廣東、

浙江，南澳船亦為同時期之產物，依兩者型式甚為相近。 

（十）東港東隆宮二艘古王船的考證 

    1894 年東港大海嘯，將位於太監府之東隆宮，淹沒於崙仔頂的外海，

惟一搶救下來的是溫王爺金身，舊廟其餘文物未及保存。東港士紳請示溫

王爺後，再於後寮溪口重建東隆宮。經過廟方耆老、資深王船師傅口述，

現存兩艘古王船，即為重建廟時所聘請的唐山師傅，依據當時南澳船的型

式所雕造。然而王船師口中的南澳船其型制為何，1894 年間往來東港與大

陸之間的客貨兩用船，曾經在清國中、後期，使東港成為舟楫幅軸的繁華

商港之主要船隻，所謂「南澳船」從何而來？在此同一時期，是否有古圖

片可以比照，按文獻以時間相近，且較常提及於此海域航行的 3 種古船，

1.臺南市政府復原的「臺灣成功號」，其船仿造自日本長崎松浦史料博物館

館藏《唐船之圖》之一，繪於 1706 年的「臺灣船」畫像；72 2.現存於柏林

國家圖書館（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之《閩省水師各標鎮協營戰哨船隻

圖說》和《欽定福建省外海戰船則例》的「趕繒船」圖像（1730-1800 年）；

3.臺北故宮《軍機處檔奏摺錄副》1817 年閩浙總督汪志伊的奏摺中，附有

「集字號大同安梭船圖」、「一號同安梭船圖」兩圖。首先，繪於 18 世紀初

的《唐船之圖》之「臺灣船」，與 19 世紀末的南澳船相較，時間距離較遠，

且臺灣船僅有前、中桅兩桅，與南澳船有前、中、後三桅不同。亦與日籍

                                                       
70  林偉盛，〈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大員的船舶與貨物轉運〉，《國史館館刊》，第 45 期（2015 年），頁 1-58。 

71  洪全瑞先生於 2017 年接受訪談時，認為戎克船一詞，為外國人對當時中國船的蔑稱，歧視中國船的破爛，

故以 junk 稱之，提醒筆者切勿以戎克船自稱之為要。 

72  徐玉樹、林建和、曾樹銘、王世婷、陳政宏，〈17 世紀「臺灣船」性能研究與初步復原規劃設計〉，《中國

造船暨輪機工程師學會會刊》，28/4（2009 年），頁 18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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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片岡巖對臺灣王船的描述73 有異。其次，「趕繒船」是被「同安船」取

代的舊船種。74 所以 19 世紀前、後期出現、且同樣航行於浙、閩、廣海域

的「南澳船」與「同安船」可能是較為接近的船型。 

（十一）文獻對於東港王船造型的探討 

    先前文獻也有使用古籍上之古船圖，來對東港王船實體船型，與古代某

種帆船做比較，即對於兩者造型外觀的比對，例如，東港王船在外型上，與

晚清曾經橫渡大西洋，從事貿易茶葉的廣東商船「耆英號」船型之相似程

度。75 本研究亦參酌此一方式，並延續臺北故宮對同安船的研究成果，以兩

者同於 19 世紀前後出現之船隻進行比較，前者係光緒年間、仿造自南澳船

的東隆宮「溫王船」為實船標的，與後者係盛行於嘉慶時期之「同安船」，

現存臺北故宮院藏軍機處檔摺件中之「集字號大同安梭船圖」、「一號同安

梭船圖」兩張彩繪圖，進行外觀上的比較。發現兩者船身各部均極為相似，

某些細部幾近雷同，探討兩者的關係，推測兩者可能是地區、淵源較為接

近的船種，可認定乃源自同一系統的船種，前者似為後者演進後的亞型。76 

（十二）東隆宮二艘古王船與同安梭船圖的比較 

    臺北故宮院藏軍機處檔摺件之中， 1817 年閩浙總督汪志伊的奏摺內，

附有「集字號大同安梭船圖」、「一號同安梭船圖」兩圖。根據現存臺北故

                                                       
73  「王船即神船…王府彩船、安字二十八號…船種支那形戎克船“三本檣”。」片岡巖，《臺灣風俗誌》（臺灣

日日新報社，1921 年）。 

74  李其霖，《見風轉舵──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師與戰船》（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李其霖，〈清代臺灣

水師與戰船的建置〉，錄自《宮廷與海洋的交匯》（淡江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 

75 李豐楙，《東港迎王──東港東隆宮丁丑正科迎王平安祭典》。 

76  李豐楙教授於 1990 年代對東港迎王進行研究時，曾長駐東港達半年，東港耆老們必有告知，來自廣東的

南澳船在東港之種種，故李豐楙的研究，會以「廣東籍」商船耆英號來與東港王船外型進行比對，李豐楙

的推測至為合理。而本研究提出來自「福建」的同安船與東港王船進行外型比對，本研究係引用臺北故宮

對「同安船」的研究成果，因同安船在清中葉圍剿蔡牽一戰成名，此後，同安船被江、浙、福、廣地區官、

民所廣泛使用，又汕頭南澳島雖屬廣東，汕頭亦與福建接壤，故本研究推測南澳船受到同安船的影響，亦

似可合理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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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這兩幅「同安船」彩繪圖，77 皆是以斜對船艏與對左舷約 45 度角繪製，

本研究與目前祭祀於東隆宮二樓，兩艘約是 1894 年所造的小型溫王船進行

比較時，亦儘量以故宮彩繪圖的視角，對小型古王船進行各部位的拍攝。

再與彩繪圖之同安梭船，進行各局部比對。並對戊戌正科東港王船，在外

觀型制上，亦作比較，得出如表 3-1 的比較。根據彩繪圖的視角，與同一角

度拍攝東隆宮溫王船各局部比較，發現臺北故宮「同安船」與東隆宮溫王

船，外觀竟有諸多相似之處，見表 3-2、表 3-3。儘管故宮這兩幅彩繪圖，僅

是一側單面的彩繪，右上方黃簽繕寫船隻尺寸之外，並無其他角度圖面可供

參考，實際尺寸亦無從比較，但是從表 3-2、表 3-3 的各部位的比較，可以看

出光緒時期東隆宮二艘古王船，與嘉慶時期同安梭船的相似程度。縱使時間

相距約 80 年，兩者演變程度並不大。東隆宮二艘溫王船所代表的南澳船，外

觀各部位與同安船圖所繪均十分雷同，船身皆是修長的「梭」型，可以推論

南澳船是系出同安船，或是同安船的一種衍生型，78
 或稱同安船之支系。 

（十三）同安船與南澳船的連結 

    回顧同安船的演進歷程，是清中葉興起的商船，先為民間使用，再被海

盜利用，最後成為清帝國水師的主力艦隻。嘉慶時期浙江提督李長庚的艦

隊，為追捕海盜蔡牽，經數次交手。因同安船具有「梭型」的船身，桅杆的

數量和船舷的高度等優點，速度上、防禦力佔優勢，而為清水師所大量徵用。

                                                       
77  周維強，〈「再現同安船」紀錄片的歷史考察與科技呈現〉，《故宮文物月刊》361 卷，頁 96-109。 

78  臺北故宮院藏「集字號大同安梭船圖」、「一號同安梭船圖」二圖，係閩浙總督汪志伊〈奏報籌辦天津水師

官兵船隻情形摺〉奏摺的附件，二圖均詳盡彩繪船隻各部，繪有母船和子艇。右上方貼簽，載有船名、船

長、梭頭寬度、三桅高度和配置水手、砲位數。此二圖的由來，係嘉慶 21 年，英使阿美士德率艦抵天津

之外交事件，觸發清仁宗的危機意識，下令籌設天津水師營，直隸提督徐錕提議天津水師應新造大同安船，

並交江、浙、閩、廣四省承造。閩浙總督汪志伊則建議採集字號同安梭船、一號同安梭船，為使各省所造

同安船型制相同，汪志伊繪具上開兩幅船圖，移請兩江總督孫玉庭、兩廣總督蔣攸銛和浙江巡撫楊頀等俾

憑籌辦。本研究的推論是同安船經由清廷官方上開的刻意推廣，繪成上述精細圖稿，俾使四省官方造船廠

遵循承造，民間亦會受此風潮影響，地處廣東的南澳島，為擅長航海的潮州人居所，其造船廠所造的南澳

船，自然會摹傲當代性能優異的同安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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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9 年提督王得祿收伏了海盜蔡牽，此時正是同安船最輝煌的時代。79 然而，

西洋船堅炮利的來臨，1856 年～1860 年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徹底擊潰清

水師主力的同安船。至此清廷已瞭解中西軍艦的差距，縱使朝廷經過討論，

國內造船業少了西方工業革命的技術提升，造艦技術無法進步。即使至 1884

年中法馬尾海戰，面對法國鐵甲艦，還是木殼同安船在充場面，80 勝負結果

可想而知。綜括上述，同安船在 19 世紀的江、浙、閩、廣四省海域，走過漫

長的歷程，儘管歷經西洋鐵甲炮火的考驗，清帝國的鄉愿與無奈，使同安船

只能繼續延續其使命，再無發展後續船型。日後之洋務運動，81 亦是以籌購

外國炮艦為主，自行研發有限。到了 19 世紀末，延續自同安船的南澳船，仍

然在海峽兩岸行走，擔任當時對岸與東港之間的民間通航主力船種。才有此

機緣在 1894 年於東隆宮留下兩艘小型南澳船。 

（十四）總結 

    以上所論述的四種船型，按以下順序進入了歷史舞台：嘉慶朝「集字號

大同安梭船」或「一號同安梭船」→清後期兩岸郊商使用之南澳船→光緒年

唐山師傅所雕造的東隆宮小王船→1973 年起東港迎王所建造的王船。四種船

隻外觀具有相似度。然而，更具有歷史解釋意義的是，起先，在清中葉起，

同安船在江、浙、閩、粵海域，民間航運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82 1807 年

為追捕海賊蔡牽，官方大量徵用民間同安船。1816 年為籌建天津水師營，於

江、浙、福、廣等地之官方造船廠，打造統一制式的同安船，上述兩次官方

於沿海四省推廣同安船的風潮，必然相當程度影響了該地區民間南澳船的建

造；接著，東港的郊商基於信仰，委請唐山師傅仿照原鄉慣用之南澳船，摹

                                                       
79  周維強、郭鎮武、吳紹群，《「王得祿與同安船」特展導覽手冊》；陳龍貴、周維強，《順風相送──院藏

清代海洋史料特展》。 

80  李其霖，〈清代臺灣軍工戰船的興建〉，《淡江史學》，第14期（2003年），頁193-215。 

81  1874-1875 年清政府的「海防大籌議」重點即向國外購買戰艦。 

82  湯錦台，《閩南人與南海文明的興起──閩南海上帝國》（如果出版事業（股）限公司，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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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了兩艘小型溫王船，裨祈求航海平安；83 最後，留下的溫王船，成為東港

迎王平安祭典，由紙紮王船改為木造王船時，造船師傅所參照的範本。 

 

表 3-1 「溫王船」與同安船之各局部的比較 

編號 船隻部位 施作形式比較 相似度 

一 船艏 

1.前錠收納方式   
2.兔耳 
3.船艏絞車位置 
4.前鏡（托浪板）形狀 

高 

二 船舷 
5.上：分二條格飾 
6.下：按船肋分格飾 
7.龍目位置 

極高 

三 烏穩 8.位置、形狀、大小均相似 極高 

四 大波 9.三條式施作 極高 

五 立盆＆束帶＆水底 10.位置、船身「梭形」相似 極高 

六 龍骨 11.位置、形狀相似 極高 

七 船艉 

12.後鏡形式   
13.升降式船舵 
14.排水孔     
15.花屁股 

極高 

八 船桅 
16.三層火山頭 
17.二組滑輪 

極高 

九 船帆 
18.定風旗（聽風旗） 
19.掛帆方式 

極高 

十 大公厝（船長室） 
20.位置船艉 
21.二樓形式 

NA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83  東隆宮左偏殿與兩艘小王船合祀有「水僊尊王」，係航海之神，昔日東港郊商祈求航海平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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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2 臺北故宮一號同安梭船圖與東港東隆宮古小王船各部位比較 

照片來源：本研究；陳龍貴、周維強，《順風相送──院藏清代海洋史料特展》，頁 86。 

船舷 

烏穩（黑色粗條） 

大波（三條型式） 

船身（梭型） 

龍骨 

   

龍目位置、型式 托浪板、兔耳、彩繪樣式 

 
船舷 

上：施作雙條 

下：依船肋位置施作 

一號同安梭船圖資料來源：臺北故宮 升降式船舵 

大公厝

二層：

船長室

一層 

掌舵室

 定風旗 

中梶 

前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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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3 臺北故宮集字號同安梭船圖與東港東隆宮古小王船各部位比較 

 

集字號同安梭船圖   

資料來源：周維強，〈「再現同安船」紀錄片的歷史考察與科技呈現〉，《故宮文物月刊》361 卷 

梶頭：三層火山頭、三支橫桿、滑輪孔 船舷，烏穩、大波、梭型船身、龍骨 

掛帆方式：每隻帆骨逐一掛索 船艉：花屁股。排水孔位置：相同 

資料來源：本研究；周維強、郭鎮武、吳紹群，《「王得祿與同安船」特展導覽手冊》，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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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東港王船建造紀錄 

 本節按每週順序，上欄記錄王船施作進度，下欄標示王船師的重點技

術，為確定研究重點，本研究先嘗試標示出東港王船各部位嚴謹的施作工

序，俾憑後續研究討論（船身各部皆為專有名詞，部份僅有日語名稱）。 

 目前有些廟方，對王船建造的過程，為了承傳後世，進行全程錄影，

透過電子媒介儲存，此一方式對於王船建造的技術，能否真正承傳，固非

無論。本研究要強調的是，對王船師造船技術的要領精髓，進行觀察標示，

強調該將失傳的工法。此一部份，若非師徒在實作中承傳，僅靠錄影錄音，

造船技藝，要實際承傳，似有困難。 

 

戊戌正科 東港王船建造紀錄  Prelude 序曲（2016 年 9 月 17 日） 

  

圖 4-1 中軍府爺令牌開光 圖 4-2 中軍府供奉於王船廠 

丙寅科中軍府到任（值年中軍府爺令牌開光） 

中軍府鐘思國先生履新，代表本科王船的監造官就位，可以開始起造王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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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 週（2017 年 3 月 6 日～2017 年 3 月 12 日） 

  

圖 4-3 木料進場 圖 4-4 鋸台、剪台、磨床備便 

本週進度 1.車床（鋸台、剪台、磨床）進場 2.木料備便 3.選取龍骨。 

選擇木料的方式 龍骨用黑石心木 船肋用樟木 抽、拱、肚內用材用越南檜木大波、
コシ使用柳安木。 
註 1 選用之部分木料會先堆於廟埕曝曬、部分則擺放廠內靜置（自然乾燥）。 
註 2 約進行安裝甲板時，會有第二批木料進場（前、後鏡、船楣、關刀頭）。 
 
第 1 週（2017 年 3 月 13 日～2017 年 3 月 19 日） 

  

圖 4-5 用船肋樣板放樣 圖 4-6 U 型船肋完成 

本週進度 製作船肋  船肋編號 表 1～表 14 友 1～友 13 
技術重點 早幾科前已製好的船肋樣板，依照樣板，放樣施作 製好留下的船肋樣
板，須妥善保存。U 形船肋為三支船肋段加二支補助段銜接，其銜接組立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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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週（2017 年 3 月 20 日～2017 年 3 月 26 日） 

  

圖 4-7 開斧 圖 4-8 豎槧 Keel Laying Ceremony  

本週進度 1.開斧 2.船肋 3.前、後曲 4.前，後營 5.王船廠上樑 6.豎槧 

技術重點 船肋、前曲、後曲、前營、後營施作組立。豎槧（立舟參） 

 

第 3 週（2017 年 3 月 27 日～2017 年 4 月 2 日） 

  

圖 4-9 上端先用木條固定每隻船肋 圖 4-10 於大波內外側鑽螺絲孔固定 

本週進度 1.左「大波」2.右「大波」 

技術重點 左、右「大波」放樣、刨製  大波實地安裝 
＊上開構建船身的工法，師傅認為是日式舟大工的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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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週（2017 年 4 月 3 日～2017 年 4 月 9 日） 

  

圖 4-11 「コシ」即船身的腰帶 圖 4-12 螺絲過長部份需磨平 

本週進度 1.左、右「コシ」  2.船艉的翅仔尾 

技術重點 コシ放樣、刨製、安裝  コシ需用薄木片實際丈量，再放樣於實木割開 コ

シ需施作二條，讓龐大船身結構具足夠張力 翅仔尾施作 

 
第 5 週（2017 年 4 月 10 日～2017 年 4 月 16 日） 

  

圖 4-13 船艙內開始施作水密隔艙 圖 4-14 隔艙板疊起再以扁釘固定 

本週進度 1.由コシ往上至大波之間（立盆）2.由コシ往下至龍骨之間（水底）3.船
舵及組件  4.船肚內水密隔艙板（戶立） 5. 過水眼  6.船崁（烏穩） 

技術重點 立盆、水底、シマタ施作 水密隔艙、過水眼施作  船崁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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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週（2017 年 4 月 17 日～2017 年 4 月 23 日） 

  

圖 4-15 船舵安裝 圖 4-16 船拱、抽、船艙口施作 
本週進度 1.船肚內隔艙板（前五艙，中五王艙，後二艙） 2.船艏 3.船舵 4.前日月
樑 5.船崁（船勘） 6.中桅含檀 7.船拱、抽、船艙口 8.船艙內上漆 
技術重點 船肚內隔艙施作  船艏施作  前日月樑施作 船拱、抽、船艙口施作 
船舵施作、安裝 
 
第 7 週（2017 年 4 月 24 日～2017 年 4 月 30 日） 

  

圖 4-17 施作甲板 圖 4-18 關刀頭先用薄木板測實際大小 

本週進度 1.前桅含檀 2.甲板 3.前桅、中桅、後桅 4.後日月樑 5.前、後錠 6.五王

厝 7.右大刀頭 8.船艙口、蓋 

技術重點 「缸畚」（讀音）即施作甲板 前桅、中桅、後桅刨製 後日月樑施作 後
錠施作 船艙口、蓋施作 前、中、後桅刨製 前、中、後桅含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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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週（2017 年 5 月 1 日～2017 年 5 月 7 日） 

  

圖 4-19 五王厝施作 圖 4-20 「關刀頭」實木刨製 

本週進度 1.大刀頭 2.船舷板 3.桅頭 4.五王厝 5.前、後錠 6.前艙甲板 7.鳳尾 

技術重點 左、右大刀頭放樣、施作 船舷板施作 五王厝施作 前、後錠施作 前艙

甲板施作 鳳尾施作 
 
第 9 週（2017 年 5 月 8 日～2017 年 5 月 14 日） 

  

圖 4-21 前桅ロラ（絞車）安裝 圖 4-22 前、中、後桅安裝滑輪 

本週進度 1.前桅ロラ、中桅ロラ 2.船舷崁 3.五王厝頂 4.前、中、後桅安裝滑輪  
5.小艇、船用工具箱 6.船用手扶梯 7.船楣 8.拍得阿（扶手） 9.船艙肚內壁 
技術重點 鳳尾施作 ロラ安裝 船舷崁施作 前、中、後桅細部 小艇施作 五王厝頂
雕刻 ※東港王船的前、中、後桅頭形狀，與臺北故宮同安船的型式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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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週（2017 年 5 月 15 日～2017 年 5 月 21 日） 

  

圖 4-23 船艏ロラ安裝 圖 4-24 小艇施作 
本週進度 1.船艏ロラ安裝 2.兩艘小艇 3.五王厝旁階梯 4.各船艙用扶梯 5.水城門
6.後桅含壇 7.後船艙甲板（含夾層） 8.艦砲座 9.船艉後鏡 
技術重點 1.船艏ロラ安裝 2.小艇施作 3.五王厝階梯施作 4.船艙用扶梯（八支）製
作 5.水城門施作 6.後桅含壇施作 7.後船艙甲板安裝 8.艦砲座施作 9.船艉後鏡安裝 
 
第 11 週（2017 年 5 月 22 日～2017 年 5 月 28 日） 

  

圖 4-25 船艏前鏡施作 圖 4-26 船尾後鏡施作 

本週進度 1.船艉ロラ 2.每支ロラ把手 3.六門艦砲 4.前鏡、後鏡 5.廚房、浴廁、馬
舍、雞舍、犬舍 6.帆篷架、日月斧、水櫃 7.桅夾、船舷外框 
技術重點 ロラ把手安裝 前鏡、後鏡封板 廚房、浴廁、馬舍、雞舍、犬舍施作  帆
篷架施作  日月斧、水櫃、桅夾、船舷外框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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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週（2017 年 5 月 29 日～2017 年 6 月 4 日） 

  

圖 4-27 大公厝組立 圖 4-28 安龍目 

本週進度 1.大公厝 2.舵柄（カジヅカ） 3.五王厝正門、門楣 4.小艇（搖櫓、撐篙、

水杓）5.繩梯 6.銜頭環、後鏡框 7. 堑獠牙、 頭 8.安龍目 

技術重點 大公厝組立安裝 舵柄組立 搖櫓、撐篙、水杓、繩梯施作 安龍目 

 
第 13 週（2017 年 6 月 5 日～2017 年 6 月 11 日） 

  

圖 4-29 五王厝內安裝五王龕   圖 4-30 安裝排水孔（廁孔） 

本週進度 五王厝內傢俱（案桌、太師椅） 

技術重點 王船身已完工，本週造船師傅將工具、樣版整理歸位，並補齊傢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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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15 週（2017 年 6 月 12 日～2017 年 6 月 25 日） 

  

圖 4-31 甲板各部位補土    圖 4-32 水手爺上底漆 

本週進度 仗地處理 披網布、補土（披麻捉灰）、上底漆。 

技術重點 彩繪師進場  傳統彩繪技法 
 
第 16～17 週（2017 年 6 月 26 日～2017 年 7 月 9 日） 

  

圖 4-33 彩繪師參考前幾科王船照片 圖 4-34 船身細部彩繪 

本週進度 1.上色、彩繪、貼金  2.細部彩繪、打稿  

技術重點 本科彩繪師先父亦為東港王船繪師，故保有先前王船彩繪照供參、大公

厝門、窗安裝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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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週（2017 年 7 月 10 日～2017 年 7 月 16 日） 

  

圖 4-35 前帆製作 圖 4-36 編織船帆繩索 

本週進度 1.繼續王船細部彩繪  2.船帆製作 

技術重點 船帆製作、帆索編成 

 

第 19～20 週（2017 年 7 月 17 日～2017 年 7 月 30 日） 

  

圖 4-37 船舷彩繪 圖 4-38 船艉彩繪 

本週進度 繼續王船細部彩繪 

技術重點 木製王船的彩繪題材，1976 年董事長林雲騰找大家商量決定稿本後，以

執筊來確定，訂出圖案模式，無論彩繪師傅更迭，尚能維持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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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週（2017 年 7 月 31 日～2017 年 8 月 6 日） 

  

圖 4-39 儀仗、水手爺固定於左舷 圖 4-40 儀仗、水手爺固定於右舷 
本週進度 1.儀仗牌、水手爺上艦就位 2.艦砲、雞、羊、馬、豬、犬舍、廚房、浴
室、廁所、工具、廚具、水櫃、藥箱、桅、帆、錠、錠索、繩梯就位 
技術重點 儀仗牌、王船公、水手爺另由專業雕刻師負責 艦砲、五舍、五房、工具、
廚具、水櫃、藥箱、桅、帆、錠由王船組負責 錠索、繩梯由船帆組負責。 
 
第 22 週 Opening（2017 年 8 月 8 日） 

  

圖 4-41 王船組執行長船楣點睛開光 圖 4-42 大總理於右龍目點睛開光 
本週進度 王船開光典禮 
邀請縣長、立法委員、地方首長、振文堂內書、振武堂班頭、大總理、副總理、東
隆宮董事長、七角頭轎班爐主、王船組幹部、師傅列席，按古禮祭拜後，以朱砂筆、
古鏡開光大吉，禮成 
循本地新造漁船下水習俗，灑糖果錢幣，分食發糕，祈求圓滿豐收 
圖 4-1～圖 4-42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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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如何延續東港王船工法之芻議 

經過與造船界耆老與前輩的多次討論，依據各方的意見看法，本研究

整理出下列五種，希望能夠延續東隆宮王船組造船工藝的模式。供後續研

究參考。 

一、按圖索驥 

謝春成 16 歲起學習造漁船，服兵役退伍後就進入東隆宮王船組，48 歲

起擔任王船組組長迄今，渠對東隆宮王船組的運作最為瞭解。早期王船組

師傅達 160 人，隨著木造漁船走入歷史，造船師傅也逐漸年邁退休，近幾

年凋零迅速，現在只剩約不到 100 人，本研究訪談時，平均年齡近 70 歲，

有些造船師的兒子會來見習，但年輕學習者畢竟只有少數，能夠承習到的

效果，時間的關係也相當有限，目前造王船的骨幹，就是東港、小琉球僅

存這群退休的造漁船師傅。依照謝春成自己的規劃，依他年輕習藝所學，

利用設計畫造漁船之現寸圖（立體設計圖）的方法，已經把王船的構造設

計圖，都分別仔細畫好於數塊木板之上，一些重要部位也原尺寸放樣於木

板（現寸板），84 永久存放於王船廠內，可供未來承造王船時依據此圖像參

考施作。若謝春成這一代造船師傅凋零後，未來造王船時，按照上述方法

按圖樣施作，後代木工師傅應勉強可以釘船身，至於船艙內部構造的造船

技術，也就只能留給下一代木工師傅發揮想像去處理了。 

二、成立造船博物館傳承古藝 

洪全瑞是具有王船組組長資歷中，跟公部門與學術界較有接觸的造船

師傅，看法與眼界自然有所不同。關於如何承傳東港造王船技藝的問題，

他毫無保留地表示，也在思索此一問題的解決之道，洪全瑞感慨與遺憾，

                                                       
84  建議東隆宮應可從旁協助王船組將王船各項構件數位化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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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造船技藝傳承的逐漸流失。木造帆船已完全無市場，除了宮廟祭典、

公部門博物館委託製作，幾近於無商業用途，面對造木船技藝流失的問題，

現實面若師徒無法餬口營生，技藝終究會失傳。所以洪全瑞的願景，是在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內，成立具地方特色的「世界古帆船博物館」，爭取公部

門預算，未來建構一個集工藝保存與促進觀光的展場85：「希望能投資東港

造船師傅身上，按照預先規劃，讓渠等每年製造五艘各國知名木材戰船，

十年就可造出五十艘。經由持續性打造一定數量的古戰船模型，除了讓師

傅技藝能夠延續，還能帶動後輩學習承襲木造船技術。」連帶地，東港造

王船的工藝，亦可藉此博物館的師徒傳習下去。洪全瑞的構想是可行的，

然而，公部門能否有此宏觀的規劃，來促進東港大鵬灣的觀光產業，與延

續東港造王船的工藝。洪全瑞大師正為東港造船師傅們，爭取一個為傳承

技藝的舞台、並能夠使舟大工們延續為東港王爺造王船的使命。 

三、新手見習，分批學藝 

這是與幾位年輕王船組員討論後所提出的看法，該批新銳出身為室內

裝潢師傅、FRP 船殼的師傅等，近幾科被帶進王船組的，在無後繼木造船

師傅情形下，縱使被寄望有木工、塑膠船背景的他們，能擔起承傳的責任。

然而，幾科實地觀察下來，目前也只能從旁擔任助手，尚無法實際執工具

上手。經過與他們討論，渠等認為如果真正要擔負起造王船的責任，分組

學習是可以試用的模式。根據他們的觀察體驗，造木船與釘裝潢傢俱相較，

確實有較高的技術門檻，短時間無法完全學會造一整艘船，但是專精學會

一部份是有可能的。目前王船組的施作模式，王船師傅們實際上會分頭進

行施作，再逐步組立起一艘王船。例如立槧前，船肋、前、後營、前、後

                                                       
85  詳見 2019 年 10 月屏東縣政府，《變更東港都市計畫（「機九」機關用地）細部計畫（配合王船文化博物館

興建計畫）書》（未出版，2019 年），惟若成立後館務如何經營活化維持，尚須各界集思廣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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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與龍骨的組立，分階段分批完成。接下來，前、後鏡、大波、束帶（コ

シ）、立盆及水底又是一個階段，接著，船艙隔間、船抽、船拱及甲板一個

階段、或整組船舵製作安裝等，「船」是分階段施作、「人」也是分批進廠

輪班。如果年輕的學徒比照上述情形，分配於某一階段學習施作，時間上

較容易專精，每階段的技藝亦有傳人，而不必執著要一艘船從頭學到尾。 

四、成立技術保存會 

日本為維繫傳統技藝，也成立像「 会小木たらい舟製作技術保存 」、「浦

会安舟大工技術保存 」等組織，來傳承傳統造木船工藝。假設東港王船組

的運作方式依舊，沒有年輕的人力接棒承傳，王船組主要的老師傅仍然用

隨緣的態度，去面對如何尋覓適當的接手人選，隨著造船師傅的年邁，工

藝失傳之可能性大增。若能參考目前日本類似的保存會，成立一個「東港

王船承造技術保存會」，讓各界有識之士來參與，承傳老師傅的造船技術，

似乎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方向，經由成立「東港王船承造技術保存會」，篩

選吸收適當木工成員，著眼是補充逐漸凋零王船組的造船師傅，並專注在

王船承造技術的傳襲。由於技術保存會的運作除了造船人才培訓，如安排

在當地高職或國中由造船師傅開班授課，亦需營運資金的挹注，經由廟方

奧援或各界資源，透過保存會轄下成立信託基金會運作，亦使技術保存會

更具資源運作。 

五、實地記錄觀察的心得 

經由全程觀察紀錄，建造戊戌正科東港王船過程，與東隆宮王船組員

之間的互動。近百位身懷木造漁船技藝的王船師傅，每個師傅各有其專精

亦有其看法，除了年紀輩份之外，技術面誰也不服誰，能夠協調這些各擅

勝場的大師傅們，合作無間完成乙艘王船。王船組的執行長、組長等，確

實需花費相當心力。幹部們需全程參與施作、監工，維持工班順暢，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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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協調其他師傅依序進廠施工的時程。雖說每位王船師傅需義務施作

3 天，大部份師傅會完成王船某一部份，才會撤下由其他師傅接手繼續下一

階段。所以，師傅們各有的習慣作業，諸如船肋、前、後營及前、後鏡的

施作，有的負責束帶、立盆、水底的階段，有的習慣船拱、船抽及缸畚（甲

板）及船弦的安裝、有的負責五王艙、大公厝、絞盤、船桅、船帆、細部

等。建造王船過程，王船師傅們有時於左右船身對場，有時在前後船艏、

船艉較量，有時候通力合作完成某一部位。甚至年紀較長的師傅，身手已

無法攀爬上架，也是會到廠張羅到各式各樣零件、器具，協助其他師傅順

利完成施作。本研究紀錄到了，近百位人間國寶86 造船師，在王船廠裏既

競技又聯合的施作過程。本研究建議應持續關切王船組組長、副組長的承

傳、與王船組成員目前分工合作模式的沿續。 

陸、結論 

一、保留珍貴的東港造船工藝 

回顧臺灣的造木船歷史，日治時期臺灣漁業，臺灣總督府開始發展機

動漁船，引進柴油機引擎，同時日本技師也帶來了日式「舟大工」的造船

工法。日治時期，隨著臺灣總督府對臺灣港口的整建，由北至南發展，日

式造船產業也是從基隆開始，逐漸傳到澎湖、高雄、東港。至此，臺灣漁

業從帆船、舢舨時期，躍入日本機動漁船階段。然而終戰後，玻璃纖維塑

膠的發明，很快取代木質船殼後，曾幾何時，剩下最後一批木造漁船師傅

                                                       
86  ”Watertight-bulkhead technology of Chinese junks” inscribed in 2010 on the Lis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Need of Urgent Safeguarding《中國水密隔艙福船製造技藝》已被 UNESCO 登錄為「急需保護的非物質

文化遺產名錄」；屏東縣政府 2018 年已登錄蔡文化、蔡財安為「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本研究訪

談記錄後，認為東隆宮王船組諸位資深王船師傅，其皆具有已斷層且亟待保存的木造漁船技術者，建議縣

府應依法逐一登錄為「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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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能只在東港、小琉球修補漁船，除了陸續改行也逐漸凋零。由於東

港迎王每 3 年乙次造王船的寶貴機會，讓老師傅們信守誓願，可為王爺公

施展造船技藝，更得以延續臺灣僅存的木造船技藝。承造東港王船的技藝，

不僅沿襲清代古帆船的傳統，更保留的東港木造漁船工藝。 

二、樹立華人世界送王船祭儀傳統典範之一 

馬來西亞麻六甲勇全殿與中國福建呂厝華藏庵送王舡（船）的祭祀，

已聯合向聯合國教科文化組織申請，87 並於 2020 年 12 月通過登錄為世界

文化遺產名錄（Representative Lis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中。88 基於現實與無奈，最完整保存漢人王船祭典傳統的臺灣，

在這場申遺活動中，必定無表達的權利。但是臺灣東港東隆宮王船組，整

個建造王船的過程，與送王船儀式，都按祖制古禮加以傳承，依序包括中

軍府到任、升中軍府帥旗、開斧、立槧、組裝、安龍眼、開光、王船出廠、

遷船、添載、送王等。王船組師傅頭經由擲筊，確認王船尺寸、與重要日

課時辰。從展現製造王船工藝，至遷送王船至海灘，豎起前、中、後桅，

揚妥三張大帆，至恭請千歲爺上王船，逐一程序均遵照百年古禮儀軌。本

研究透過彰顯東港王船的底蘊內涵，揭露其中的精粹工藝、遵循古禮、嚴

守祖制與堅持傳統等，可與其他地區的王船祭典相較，不僅是一場嘉年華，

而是一個嚴謹的造船工序、迎送王爺之過程。探討東港舉行王船科儀的精

神所在，不僅具有代表性，亦或堪稱華人地區送王船祭典中的典範之一。

祈使外界更進一步瞭解，東港王船所具備的珍貴承襲。 

 

                                                       
87  蘇汶財，《勇全殿王舡記事──壬辰年（2012）全安王舡龍虎消災法醮紀念刊》（馬來西亞：勇全殿，2016

年）。 

88 〈太極拳及送王船 列非物質文化遺產〉，《星島日報》，2020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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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對即將沒落的木造船技藝的課題 

本研究訪談過程中，從王船師傅們對於技藝保存的感覺是心存隨緣多

於抱持冀望，大多數懷著隨遇而安自然發展的態度，渠等手中的技藝能否

傳遞後代，東隆宮王船組的未來，就由王爺公去安排了。對於東港迎王中

最被稱道的東港王船工藝，十年內勢必面對王船師傅們的年邁退休，東隆

宮董事會的主事者似乎尚未提出對策。文化公部門除了對王船師傅個人，

給予「文化技藝保存者」的肯定之外，對東港木造王船技藝的延續，是否

能夠重視並有所作為，只能抱持期待。心繫東港王船技藝延續的匠師與先

進們，我們即將面對此一嚴肅的課題。 

四、南澳船在海峽兩岸的研究 

本研究透過整理文獻，解釋清國的粵籍汕頭南澳島，為何與漳、泉福

佬移民聚集的東港，因為運送六堆所生產的米穀，而有緊密貿易關係的原

由。並引用日治初期的官方檔案，提出南澳船申請船籍登記於東港的事實；

由於當時日本已引進歐美動產登記的律法，故留下清國南澳船為了來台進

行貿易，向臺灣總督府申請船籍證書，辦理船舶登記時，實際測量船體的

檔案（附錄三）。上開資料，佐證了昔日東港父老口耳相傳，對東港王船與

南澳船關係的口述歷史。經由以臺北故宮清代宮中檔奏摺中同安梭船的圖

稿，與東隆宮兩艘小型南澳船側面，詳細比對各部構件，發現南澳船與同

安梭船外型有極高相似度，推測由於當時同安梭船性能優異，且當時廣為

被官方與民間使用，進而深刻影響了南澳船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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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東港迎王中最重要法器～王船的建造過程，老造船匠師們有其神聖的

禁忌、嚴肅的堅持，是否完整的揭露，經過多方考慮，鑑於造船匠師平均

年齡超過 65 歲。而且東港、小琉球地區自 1980 年起，即不再製造木造漁

船，而由 FRP 漁船取代，木造漁船製造工藝，自此無以無繼，在禁忌與承

傳之間的掙扎，毅然決定，透過全程記錄王船建造過程，與王船組造船匠

師的逐一訪談。探討東港王船建造技藝的承襲與保存。 

 

東港迎王中千歲爺所用之王船，係由東港籍、小琉球籍兩地造船師傅，

遵循造船古制儀軌，每 3 年乙次志願義務同台競技，完成一艘具航行能力

的王船，堪稱臺灣王船的代表典範之一。在東港東隆宮王船廠、小琉球三

隆宮王船閣施作王船的期間，本研究紀錄了王船師傅們精巧的工藝，本研

究亦積極為王船師傅們建立個人檔案，無論接受或婉拒本研究訪談的王船

師傅們，為他們默默的付出，於此致上最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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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戊戌正科（2018年）東港東隆宮王船組、邀訪者等相關名單 

設計科長：蔡文化  

副科長：蔡財安、許麟飛、陳瑞隆、伍水明、林建同、郭龍木 

王船執行長：林樹山 

王船組：組長：潘鳳得 

副組長：王文清、陳明益、黃進財、謝春長、李水吉、吳順福 

組 員：蔡潘良、蔡慶茂、蔡福榮、蔡宗龍、蔡金和、蔡木印、蔡耀坤、 

蔡勝源、蔡文濱、蔡文巨、蔡正義、蔡家勝、蔡坤男、蔡正財、

蔡佳憲、陳秉均、陳俊仲、陳明得、陳金餌、陳清河、陳柏沅、

林茂生、林全明、林奉得、林明山、林水龍、林忠逸、林有福、

許麒麟、許榮祥、許合德、許志峯、許昆木、王士誠、王室程、

王瑞雲、王全瑞、王瑞同、王震興、郭坤祥、潘財旺、鄭華陽、

鄭仲容、鄭憲駿、洪天助、洪啟川、洪國發、洪全坤、李順財、

黃貴燧、蘇揚智、蘇文雄、施坤耀、田瑋傑、田秋隆、田順財、

伍順德、楊居春、張正一、張家福、康進興、周修慶、鄧居順、

鄧榮欽、洪明進、蔡慶安、王冠誌 

船帆組：組長：蔡瑞發 

副組長：魏春隆、許龍振  組員：潘銘通、蔡日昇 

五王厝門楣、王船公、36尊水手爺及26支長腳牌等雕刻師：黃錦樹 

王船彩繪：張志業、張啟榜 

特別邀訪：謝春成、洪全瑞、洪湖岸、陳家添、林福麟、蔡宗儒、許清俊、

蔡東山 

註1：資料來源：本研究採訪收錄、東港東隆宮戊戌正科迎王平安祭典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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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本科設計科長原為謝春成，王船接近竣工時謝春成車禍驟逝，由王船執

行長蔡文化接任。兩者分工：「設計科長」負責畫王船現寸圖（設計圖），

統籌設計繪圖，「王船執行長」則為王船的總工程師，負責王船施作督

工。 

註3：王船組設組長1人、副組長6人，按東港東隆宮王船組成員，均為不支薪

義工為千歲爺服務，原則至少每人義務進場工作3天，但大部分造船司

會完成某一部份，如船肋、前曲、後曲、前營、後營完成等後，再換下

一批師傅進場，而組長、副組長則會全程督工協作，讓工班流暢順利。 

註 4：截至 2018 年，東港東隆宮王船組共造了 16 艘王船，先後 7 位王船組

組長，分別為李壁輝（1 艘）、洪振通（3 艘）、孔文成（1 艘）、洪全瑞

（1 艘）、蔡文化（6 艘）、林樹山（3 艘）、潘鳳得（1 艘）。渠等擔任組

長時間長短不一，但皆是最瞭解東港王船建造的工法與歷史，本研究期

間向 4 位組長，作深入的訪談，亦深受設計科長謝春成、洪全瑞及蔡文

化 3 位前輩的指導協助，使本研究對其他王船組成員們的訪談，才得以

順利完成。 

註5：訪談期間：2017年3月～2018年8月 

註6：訪談地點：東隆宮王船廠、三隆宮王船閣、蔡財安颿の埕工作室、舟大

工洪全瑞工作室、黃貴燧兆傳工作室、洪湖岸工作室、部份王船司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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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戊戌正科 東港東隆宮 王船組  訪談稿 

東港王船組組員訪談稿： 

前言：本研究計劃，擬於王船匠師平均年齡邁入退休階段，即時完成下列工作： 

一、戊戌正科王船建造過程記錄 

二、王船組匠師訪談記錄 

三、保留、傳承建造王船工法的建議 

1. 姓名 

2. 年次 

3. □東港籍  □小琉球籍    是否有加入溫王爺造船爐   □是  □否 

4. 是否為造船師傅  □是  □否 其他相關行業（列舉之）： 

5. 幾歲開始學習造船技術：     歲 

6. 向誰學習造船（師父姓名、淵源，可詳述之） 

7. 學習多久：     年，  幾歲出師（獨當一面）：    歲 

8. 從事造船師傅多久（多少年）     年 

9. 現況：□退休  □從事相關、其他產業，如： 

10. 幾歲退休：    歲 

11. 幾歲開始參加東港王船組：     歲 

12. 已參與建造幾艘王船：     艘 ，主要參與施作王船那一階段? 如： 

13. 參與建造王船的經驗、分享： 

（1） 參與建造王船的動機   

□信仰   □許願   □興趣   □其他 

（2） 個人會參與建造王船的那些部份 

（3） 參與建造王船的難忘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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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對於建造王船工法的傳承保留，有何看法？ 

（1） 建造「典藏版王船」，能否成為日後非造船師傅的木工師傅，承接建

造王船的參考？ 

（2） 對於建造王船工法的傳承保留，目前除了老一輩的造船師傅，有無挑

選適當年輕人選，參與承傳學習王船製造？ 

（3） 所挑選適當人選，迄今有無全程參與學習王船製造？ 

（4） 對於保留、傳承建造王船的工法，您個人有何建議？ 

（5） 是否贊成日後，以利用現代化技術，數位化王船構件、組合程序，流

傳後世。 

15. 謝謝您接受訪談，請讓訪談人拍攝您個人大頭照作為紀錄，本書日後出版

將致贈乙本給台端，謝謝。 

16. 訪談日期 ：                      訪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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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南澳船「金永順」申設船籍於東港的測度表 

 

 

 

 

 

 

 

 

 

 

 
 
 
 
 
資料來源：「支那形船金協源、金隆順、金永順船籍證書下付」，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 

臺灣文獻館典藏），典藏號碼：00004591004，1899年2月。 
註：南澳船「金永順」測度表 / 測量官氏名：東港辦務署 主記 田中香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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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chaeology Study of Tonggang Wangye Boat 
and Conservation of Crafts of the Timber Shipbuilding  

 
Shu-hua Chen∗、Tung-yu Tsai∗∗ 

Abstract 

The Han race conserved multivariate and marvelous Wangye boat worship 

ceremonies at southwest coastal area on Taiwan and Penghu Islands. Especially, 

Wangye boat group of Tonggang Tong Long Temple consists of near one hundred 

of boat carpenters with 1930s Japanese wooden fishing boat building crafts. They 

collaborate voluntarily to build up a Wangye boat with navigational ability in every 

3 years. It had been form a tradition for 5 decades from 1973. By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and chronicle of Tonggang Wangye boat. The affordable materials of 

Wangye boat are transferred from paper and bamboo to cypress and willow during 

1970s inflation period. These shipwrights are specialized with professional and 

ancient marine architects. The dedications of Tonggang Wangye boat hold its 

representation among Taiwanese Wangye boat worship ceremonies.  Furthermore, 

the prototype of Tonggang Wangye boat is from the Nanao boat of Shan Tou at 

Guangdong. According two Qing dynasty paintings of the Tongan boat in National 

Palace Museum,the Nanao boat at Tong Long Temple is similar with the Tongan 

boat and maybe is a subtype of the Tongan boat. Hence,Tonggang Wangye boat 

reserved features of the most famous three-masted-barque of Qing dynasty. 

However timber barque is no longer used and manufactured,how to maintain these 

shipwrights’ wooden shipbuilding crafts is an urgent issue. This study goes an 

extra mile to discuss with these aged shipwrights about feasibility of how to pass 

these shipbuilding crafts on next generation. 

Keywords: Tonggang Wangye Inspection Ceremony,Wangye Boat,Ship Carpenter, 
Nanao boat, Tongan b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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