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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內容： 

錫工藝品是台灣傳統藝術的文化代表之一，錫工藝不僅保存原物

料的美感同時亦含有實用的功能。如何保存傳統的文化藝術一直是台

灣近年來關心的課題，本文首先以文獻回顧與個案研究探討台灣錫工

藝品的發展背景與現況，其次以文獻回顧與專家訪談來建構影響錫工

藝品設計之相關決策架構，最後經由回收專家問卷進行層級架構分析

收集來探討相關構面與準則的權重，並根據研究結果進行探討，提出

相關建議供管理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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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n Products is one of the of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of Taiwanese 

traditional art. Tinware not only preserves the beauty of the original 

material but also contains practical functions. In recent years, how to 

preserve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in Taiwan. 

First, the study explores and describe the background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in Products market in Taiwan. Second, we develop the 

decision framework base on the literature and expert review. Finally, the 

object and criteria are analysis through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We 

also provide some suggestion for the manager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Keywords：Tinware, Key Success Factor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iii 

目 錄 

中文摘要 ········································································· I 

英文摘要 ········································································ II 

目錄 ············································································· III 

表目錄 ··········································································· V 

圖目錄 ·········································································· VI 

 

第一章 緒論 ···································································· 1 

1.1 研究背景 ·································································· 1 

1.2 研究動機與目的 ························································· 2 

1.3 研究方法與步驟 ························································· 3 

1.4 研究範圍與限制 ························································· 5 

1.5 研究流程 ·································································· 6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8 

2.1 錫藝發展史 ······························································· 8 

2.2 錫的特性 ································································· 12 

2.2.1 錫的使用 ··························································· 13 

2.2.2 錫器特質 ··························································· 14 

2.3 錫工藝品相關研究 ····················································· 14 

2.4 AHP相關研究 ··························································· 15 

2.5 小結 ······································································· 19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 20 

3.1 研究架構 ································································· 20 

3.2 研究流程 ································································· 20 

3.3 研究對象 ································································· 21 

3.4 研究工具與實施 ························································ 24 

3.5實施層及分析法 ························································ 25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 32 



 
 
 
 
 
 
 
 
 
 
 
 

 

iv 

4.1 確認層級架構與評估項目 ············································ 32 

4.2 層級分析問卷結果 ····················································· 33 

4.3 研究發現與討論 ························································ 38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 40 

5.1 研究結論 ································································· 40 

5.2 研究與建議 ······························································ 43 

 

參考文獻 ······································································· 44 

附錄一 層級架構與評估項目專家諮詢問卷 ···························· 50 

附錄二 錫燈關鍵成功因素探討之層級分析問卷 ······················ 52 

附錄三 作品特色與欣賞 ···················································· 60 

 

 

 

 

 

 

 

 

 

 

 

 

 

 

 

 

 

 



 
 
 
 
 
 
 
 
 
 
 
 

 

v 

表 目 錄 

表 2.1 花瓶五賽 ········································································ 11 

表 3.1 專家諮詢問卷成員一覽表 ··········································· 24 

表 3.2 傳統手工錫燈之關鍵成功因素探討關鍵因素評估項目

建構表 ······················································································· 25 

表 3.3 隨機指標表··································································· 31 

表 4.1  專家評估構面表 ························································ 32 

表 4.2  專家評估構面表 2 ····················································· 32 

表 4.3 專家評估總表 ······························································ 33 

表 4.4 層級分析問卷一致性檢定表 ······································ 34 

表 4.5 層級分析問卷項目權重表 ·········································· 34 

表 4.6 層級分析問卷「構面」權重表 ·································· 35 

表 4.7 「錫燈造型」評估項目排序與雷達圖 ······················ 35 

表 4.8 「錫燈材質」評估項目排序與雷達圖 ······················ 36 

表 4.9 「錫燈用途」評估項目排序與雷達圖 ······················ 36 

表 4.10 錫燈經營之關鍵成功因素之整體權重分析表 ········ 37 

表 5.1 研究構面及評估項目 ·················································· 41 

表 5.2 權重名次排序 ······························································ 42 

 

 

 

 

 

 

 



 
 
 
 
 
 
 
 
 
 
 
 

 

vi 

圖 目 錄 

圖 1.1 本研究步驟流程圖 ························································· 7 

圖 3.1 研究架構圖···································································· 20 

圖 3.2 研究流程圖···································································· 21 

圖 3.3 焊接 ················································································ 22 

圖 3.4 銼修 ················································································ 23 

圖 3.4 銼修 ················································································ 23 

圖 3.6 典型之層級架構圖 ······················································ 27 

圖 3.7 AHP分析步驟 ······························································· 28 

圖 4.1 錫燈經營之關鍵成功因素之評估項目層級架構圖 ·· 34 

圖 4.2 錫燈經營之關鍵成功因素之雷達圖 ·························· 37 

圖 5.1 構面權重圓形圖 ·························································· 41 

 



1 

第一章 緒 論 

本研究主旨在探討，傳統手工錫燈成功因素探討研究本章共分為五節，第

一節為研究背景、第二節為文獻探討、第三節研究設計與實施、第四節為研究

設計與實施、第五節說明研究結論與建議。 

1.1 研究背景 

隨著社會文化改變與當代「求新、求快、求變」的浪潮，傳統工藝所面對

之處境與挑戰極為艱鉅，傳統工藝日益衰落，文化傳承人人有責，而家族的傳

承是最佳途徑。家族成員的歷史使命感，能使傳統家族的工藝，精益求精、維

護、保存和發揚光大。傳統工藝是指長年傳承的技術，及運用此熟練的技藝所

產生的物品，既為日用民生之必須，也可以是民俗、信仰、宗教、藝術等精神

生活之寄託；它又往往與一地之自然風土、歷史人文等條件密切相關。 

工藝本是人類應用於生活而產生出來的產物，呼應於當代美學經驗與功能

的設計。然而隨著時代不斷的演化與進步，許多傳統工藝卻因不適用於現代生

活條件的需求，或不符合經濟效應而日趨式微。工藝若不能隨著社會潮流的發

展而演化，若不能實際與大眾生活產生互動，就會被社會所遺棄並失去它存在

的意義與功能了。 

錫工藝在臺灣民間藝術發展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其民間工藝的應用更

是人們不可或缺的一項生活工藝品。從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皿到祭祀用的宗

教禮器，到處都可看到錫器的發展，其深植人心的文化內涵，體現著台灣民間

社會的思維。 

錫器曾是人們生活中依賴的是用工具，但隨著現今社會的變遷與居住環境

的改變、工業發達後的機械化量產製品改變了人們原本使用的習性及消費行為，

錫器不再是市場主要的供應選擇，錫製生活器皿因被其他材料所取代而停止生

產與應用。 

台灣錫工藝的產業發展則以製作應用於祭祀用途的宗教禮器為大宗。然而

一成不變的造型，終究敵不過人們世代變遷的審美觀念與消費習性，錫製祭祀

用品同樣也會面臨被市場淘汰的命運，容易泛黑的材料加上易垮的結構，更不

受消費者的喜好與歡迎，市場供需大量萎縮，許多錫鋪因此而紛紛歇業，錫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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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後代們被迫放棄並改行謀生，錫工藝在台灣近幾年銷聲匿跡。但如果材料能

重新運用其特性而設計、適用於現代空間，改變造型並提升藝術內涵，錫器仍

是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1.2 研究動機與目的 

從出土文物考古得知殷墟時期已能熟練使用銅錫合金，即中國的青銅器時

代，天工開物、考工記等書均可見到對錫的記載，由此可見錫在中國工藝歷史

上悠久的地位，但錫在器物藝術中一直未得到正史的關注，漢唐以降，由於風

俗奢侈，崇尚華麗的金銀珍寶，而忽略在民間日用能佔有相當地位的錫器，直

到明代，錫匠附庸風雅，頗能討喜文人雅士之後，被延攬進了書齋據記載明清

兩代有七位錫匠能於錫器上銘詩文字畫與文人平起平坐，才逐漸的受到重視。 

遠古燦爛的青銅時代，聰明的神職人員早已經懂得把錫摻合到銅原料，溶

製成殿堂上神聖的禮器，反應當時成就文明成就居古文明前列，後世人感到無

比榮耀。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國寶，其中夏、商、周三代青銅器被當成「國之

重寶」展出，錫的重要性由此可見。 

民初至日據時期前錫器逐漸式微.經過歷史的變遷錫器在社會地位上逐漸被

其它材質所取代，市場逐漸萎縮，又因物質缺乏因此當時的錫製品普遍為鉛錫

合金，而且材質也較薄，以利降低成本，所以導致近代世人對於錫普遍認為容

易變黑有毒或容易變形 等偏差觀念，至日本殖民時期為奉行日本皇民化政策，

使傳統祭祀習俗遭到禁止與改變，迫使許多屬於傳統宗教品的錫器被淘汰與私

藏起來，這也是近年來年輕一輩的國人對錫金屬陌生的因故之一。 

一般台灣的名間信仰，會在家中廳堂放置神桌，以供養神明及放置祖先牌

位，或是在佛教、道教的廟宇裡，神桌上也會擺設有左右成對的柑燈與龍燭，

這些供俸於祭壇的禮燈與蠟燭，是具有喻表光明、富足等意涵。因「錫」與「賜」

的閩南語發音相同，又「燈」與代表男子的「丁」同音，固有賜丁（錫燈）的

說法。 

傳統錫器的製作工法、工序相當複雜，首先必須更溫融化錫錠，然後依據

製作需求踏軋後薄不一的錫片備用，依據器物的造型繪製組構草圖，依圖樣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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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錫片，將錫片冷緞（不同於打鐵的熱鍛，是在常溫下鍛打）成需求的凹凸弧

度，錫片組合焊接成型，銼修焊接痕跡，器表裝飾與拋光。上述工序皆使用傳

統工具，並且是在沒有借助精準儀器測度下完成。 

本研究基於傳統風格之歷久不衰，擬以傳統風格為基礎，將傳統的錫工藝，

改為錫合金，以改善其特性，創造出更適合現代工藝表現的材料，並加以融入

本研究欲表現的創意風格中，創造具現代風格之錫工藝品，為傳統工藝與創意

設計開發更多元的可能性。(資料來源新活水雙月刊、46 期) 

其中本研究以傳統錫燈和創意錫燈最為主要探討，從創新作品來看，其工

藝技巧已頗為複雜多樣，使用了鍛、敲、鑄、鋸、鑽、輾裁、切、折、焊、鉚、

鍍、刻、鑿、刮、削、磨、鑲嵌、腐蝕、拋光、上色等工藝技法以及雕塑的推、

貼、雕、塑、焊、敲、編等手段，最常見的是以手工鎚打的方式敲出器形，再

製出精美的紋飾，透過細微的觀察手工鍛塑出各種人物、動物與植物的寫實自

然形態，其中人物神韻的表達與支體力道的動作、動物真實比例與花草間的生

長的形態與其細膩精緻的作品表現都是其特色。 

在臺灣民間藝術發展中錫工藝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民間工藝中的應

用更是人們不可或缺的一項生活工藝品，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使用的器皿到祭祀

用的宗教禮器，處處都可以看到錫器的發展，錫是一種具有著銀灰色光澤、且

無毒、並熔點低而且延展性好的金屬。早在商朝時期，就有利用錫來製作青銅

器，然而由銅和錫當中各佔不同比例合成製作青銅器，錫的質地軟、有熔點低、

有韌性，錫加上銅可以降低熔點，增強延展性和硬度，所以當時製作了鼎、尊、

鐘…等不朽的器物，也讓商周時期的青銅器揚名世界。 

1.3 研究方法與步驟 

1.文獻分析 

為達到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是透過文獻分析進行探究，以陳正之

（1996）、劉永成（1990）以及尤增輝（1980）之著作做為主要參考依據，

彙整錫藝文獻相關議題。 

2.問卷調查法 



4 

利用層級分析專家問卷調查方式，進行問卷調查分二階段，首先找出傳統

錫燈和創意錫燈經營策略上可用性評估指標，進行指標適用性調查，之後

依據專家意見調查結果做修正並編製相對權重調查問卷，再藉由第二次專

家問卷方式，請專家群來判斷評估指標在兩兩相較下的相對權種值。 

3.模糊層級分析法:  

問卷調查收集後運用模糊層級分析法進行資料分析，求取各群專家評估準

則相對權重值與整體權重值，並進行各群專家指標排序探討，其不同的差

異分析。 

本研究流程共分為七個步驟，依序逐一進行。 

1、相關文獻探討與研究構面的建立 

針對主題研究、資料收集和成功關鍵因素等有相關文獻資料，作為本研究

之基本基礎和參考。經由文獻探討以及初步評估項目及研究構面。 

2、確立研究主題與目的 

確立研究背景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步驟，並且鎖定研究之範圍以及對象

和限制。 

3、確立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確立研究方法和研究流程以及確認研究架構。 

4、實施問卷 

設計問卷、問卷對象聯絡，實施問卷。 

5、層級架構體系與建立指標 

建立傳統手工錫燈之層級架構體系，並發放可用性評估指標問卷，依專家

提估意見再修正，發展相對權重問卷。 

6、研究分析與結果 

 回收問卷、資料統計與解釋，歸納錫燈成功之關鍵因素。 

7、結論與建議 

依據研究結果決定具體的結論並和研究者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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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範圍與限制 

1.本研究論文所稱之傳統手工錫燈成功因素探討  

傳統錫燈及創新錫燈創作在造型、材質上和用途上，採用層級分析法為專

家問卷方式，探討手工錫燈之關鍵影響因素，包括整體評估之權重分析，並依

「錫燈造型」、「錫燈材質」、「錫燈用途」分為三群，分析不同屬性之群體對影

響因素之差異。有關傳統手工錫燈成功因素探討方面，國內外相關文獻中，尚

未發現有關專門針對傳統手工錫燈成功因素探討進行評估者，而我國(國立台灣

工藝研究發展中心)並未有統計資料，因此本文考量研究方法與資料取得之限制

與完整性。 

2.本研究對象是以彰化縣鹿港地區的萬能錫鋪 

設定為研究範圍，因此在研究調查對象上有所限制，實務專家是指在鹿港

地區服務的萬能錫鋪工作夥伴作為研究對象，錫鋪工作經驗滿 10 年以上的工作

夥伴為限。 

3.就研究範圍 

因本研究調查以彰化縣鹿港地區萬能錫鋪認知做衡量，所以調查對象未包含其

他縣市錫鋪店，故研究結果無法推論至所有錫鋪店，為本研究限制。 

4.就抽樣對象 

本研究為小樣本專家問卷方式，專家群因具專家與獨特性故採取工作經驗滿 10

年以上取有計畫性抽樣，唯有工作經驗 10 年以上者採取隨機抽樣調查的方式，

但仍以曾在彰化鹿港區萬能錫鋪工作的伙伴為研究對象，唯符合選擇條件之彰

化鹿港區萬能錫鋪工作夥伴者對母體抽樣有可能有存在誤差，固本研究結果推

論的代表性減低，為本研究的限制。 

5.就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採用模糊層級分析法，有不同學者在學術上提出不同計算流程與修正

模式，為了提升計算效率簡化運算，本研究以三角模糊數取代計算繁雜的梯形

模糊數，以 Satty(1980)所提出 9 個尺度作為採用模糊評估值，以 Chang(1992)所

提出範圍分析進行個準則模糊權重之相互比較，求取權重值，其模糊分析法因

運算過程選擇方式不同，其最後權重值結果略有差異，故研究的結果無法推論

到運用模糊層級法不同計算，其求取權重值是否與本研究一致，為本研究的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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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流程 

根據本研究目的，蒐集相關的文獻，整理後發展出本研究的架構，然後設

計問卷、發放給錫鋪的專家工作者填寫並收回問卷，使用層級架構法然後利用

Excel 計算，將回收之問卷數據輸入 AHPExcel 試算表，依層級分析法計算個構

面與評估項目間之相對權重進行相關分析，獲得客觀的數據，再加以文字解釋，

以達到研究的目的。清時期，錫還是普遍用於祭祀與生活用品，據文獻資料記

載:「古老麝石模尚存，造型源自青銅器，昔時婚嫁必備，宗教禮儀必用，師傅

悉知錫鉛合成比率，樣式很多，倒模，鏤花錫器最出色，以中部，嘉南兩縣售

出最多」其中鹿港一地從清嘉慶末年開始曾有鼎盛的繁華時光，盛極一時，一

度錫舖多達十家左右；當時的錫器趨向於體面，氣派或比財富，從居家廳堂內

錫器的擺設便可判斷其主人的社會地位與學識涵養，如「入門看交椅茶几，桌

上看花瓶五賽」就是對於有錢人家擺設即可看出端倪，其中的花瓶五賽普遍就

是錫製品。 

在當時農業社會為主的觀念下，紅柑燈即是婚嫁時，男方必須送給女方的

重要項目之一，台語「燈」音同「丁」，這有女方家希望女兒出嫁後能為男方添

丁”出燈”延續香火的用意，在台灣中南部地區至今仍有延續至此種習俗。另

外其它如神明爐，祖宗爐(公嬷爐)，餞盒，燭臺等等，不僅僅只是祭祀用品更在

造型上各有別具意義的典故，可見錫器在傳統習俗禮器使用上受重視的程度。 

內容共分成五部分：第一章為緒論，第二章為文獻探討，第三章為研究方

法，第四章為研究結果與討論，第五章為結論與建議，詳如下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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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本研究步驟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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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錫藝發展史 

錫是古人就已經發現和使用的金屬元素之一，人類也在最早就發現使用錫

的歷史，可追溯到四千多年前，古人不僅使用錫製作一些錫器，而且還發現錫

有許多獨特的性質，在金屬中人類知道錫是最早的金屬類，從古代開始錫就是

青銅的組成部分之一，也早在前 36 世紀錫就有被用來硬化銅，大約 7 世紀開始

人類就認識到純的錫，在戰國時期就開始用來作為武器的主要材料，無錫即以

此命名，相傳無錫於戰國時期盛產錫，到了錫礦用盡之時，人們就以無錫來命

名這地方，作為天下沒有戰爭的寄望，發展史本研究將錫藝發展史分為六類: 

1.商朝時，錫主要的功用是用來冶煉青銅，冶煉青銅的主要原料是孔雀石，

加入適當比例的錫和少量的鉛，煉出來的合金就是青銅，依據分析商朝出土的

「司母戊大方鼎」的成份，三者的百分比是：銅 84.77%，錫 11.64%，鉛 2.79%。 

2.西周時代的錫製物品仍以青銅器為主，產品方面出現一些變化，酒器逐漸

減少，取而代之出現了不少新的器物，例如：樂器中的鐘、食器中的簠、兵器

中的戟，工具中的鐮。   

3.春秋時代，錫製物品仍為青銅器，主要以製造兵器為主，在古文中記載著

「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斸，試諸壤土」其中的「美金」是

指青銅；「惡金」是指鐵，是用來鑄造生產工具的。 

4戰國以後，鐵逐漸受到重視，青銅的功用主要以製造錢幣和生活用品為主，

例如：漢武帝時鑄造的五銖錢及錫壺。   

5.清代至民國初年 因為錫字與「賜」字音相同，所以許多祭禮用的器具都

是用錫來製作，像：燭台、柑燈、禮瓶爵、香爐及花瓶…等；而錫製的生活器

具有水壺、酒壺、粉盒、紙捻插、茶葉罐等。 

6.民國五○年以後傳統的錫器製作外，更增加「創新」的市場，所以突破傳

統的陳規，以錫材創作純藝術的作品，從此替傳統錫藝開創出一條輾新的道路，

成為可以供人欣賞展覽的藝術品。 

錫對人類歷史有直接的影響，主要是因為青銅，中國人開採錫，在雲南地

區，純淨的錫也有被發現于馬丘比丘，印加人的山上城堡，當銅與約百分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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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錫鑄成合金，它就會產生青銅，不僅會使熔點變低，也能使其更易於加工，

但生產出來的金屬則會更堅硬，是工具和武器的理想材料，青銅器時代是一個

被認可的文明發展的階段，青銅是如何被發明的我們不知道，但埃及，美索不

達米亞，和印度河流域的人們在大約西元前 3000 年就開始使用它了。 

錫是拉丁名，史前時代即已發現，因為它既不會生銹，又能抵抗外來的侵

蝕，制罐頭儀器就得用它，裝食品的錫罐是在鐵皮上面鍍了一層 0.0005 英寸厚

的錫做成的，錫罐年產量至少有 300 億支錫罐，在自然界中，錫很少成游離狀

態存在，因此就很少有純淨的金屬錫，最重要的錫礦是錫石，化學成分為二氧

化錫。煉錫比煉銅、煉鐵、煉鋁都容易，只要把錫石與木炭放在一起燒，木炭

便會把錫從錫石中還原出來，很顯然，古代的人們如果在有錫礦的地方燒篝火

烤野物時，地上的錫石便會被木炭還原，銀光閃閃的、熔化了的錫液便流了出

來，正因為這樣，錫很早就被人們發現了。 

人類發現最早的金屬是金，但沒有得到廣泛的應用，而最早發現並得到廣

泛應用的金屬卻是銅和錫，錫和銅的合金就是青銅，它的熔點比純銅低，鑄造

性能比純銅好，硬度也比純銅大。 

所以它們被人類一發現，便很快得到了廣泛的應用，並在人類文明史上寫

下了極為輝煌的一頁，這便是“青銅器時代”，後來，由於鐵的發現和使用，

青銅在我們祖先的生產和生活中才逐漸退居次要地位。 

但這並沒有使錫在人類發展史上，變得無足輕重，相反，隨著現代科技的

飛速發展，它在工農業生產中，以及尖端科技部門中，有了愈來愈廣泛的應用，

古老的金屬正日益重新煥發它的青春！現在，已經發現的錫礦物在 18 種左右，

其中最主要的一種叫做錫石，是目前煉錫的主要原料。在自然界裡，純淨的錫

石是很少的，常見的錫石大多數都是深棕黑色或褐色，這是因為它們含有鐵、

錳等元素之故，錫石的硬度較大，用小刀也刻不動；此外，錫石的化學性質很

穩定，在常溫常壓下，幾乎不溶解於任何化學溶劑。所以錫石任憑風刀霜劍和

日曬雨淋的破壞，容顏仍舊不改，錫石還不是錫，錫石要經過礦工的辛勤勞動，

從地下開採出來，並用各種方法去掉它所含的雜質，然後把錫石和焦炭、石英

或石灰石放在一起燃燒，最後得到的才是金屬錫。 

金屬錫很柔軟，用小刀就能切開它；具有銀白色的光澤，它的展性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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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展成極薄的錫箔，厚度可以薄到 0.04 毫米以下，不過，它的延性比較差，一

拉就斷，不能拉成細絲。因它的熔點很低，因此，只要用酒精燈或蠟燭火焰就

能使它熔化成象水銀一樣的流動性的液體，此外，錫既怕冷也怕熱，這是怎麼

回事呢？原來錫在不同的溫度下，有 3 種性質大不相同的形態。在-13.2～161℃

的溫度範圍內，錫的性質最穩定，叫做“白錫”，如果溫度升高到 160℃以上，

白錫就會變成一碰就碎的“脆錫”。 

錫對於寒冷的感覺十分敏銳，每當溫度低到零下 13.2℃以下時，它就會由

銀白色逐漸地轉變成一種煤灰狀的粉，這叫做“灰錫”，另外，從白錫到灰錫

在轉變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這就是灰錫有“傳染性”，白錫只要一碰上灰錫，

哪怕是碰上一小點，白錫馬上就會向灰錫轉變，直到把整塊白錫毀壞掉為止，

人們把這種現象叫做“錫疫”，幸好這種病是可以治療的，把有病的錫再熔化

一次，它就會復原，如包裝糖果和香煙的錫箔，既防潮又好看。 

金屬錫的一個重要用途是用來製造鍍錫鐵一張鐵皮一旦穿上錫的“外衣”

之後，既能抗腐蝕，又能防毒，這是由於錫的化學性質十分穩定，不和水、各

種酸類和堿類發生化學反應的緣故。目前，鍍錫鐵皮不僅廣泛用於食品工業上，

如罐頭工業，而且在軍工、儀錶、電器以及輕工業的許多部門都有它的身影。

在工業上，還常把錫鍍到銅線或其他金屬上，以防止這些金屬被酸堿等腐蝕。

錫還有許許多多的親朋好友，錫和它們混合在一起，可以合成許多種性質各異

用途廣泛的合金， 最常見的合金有錫和銻銅合成的錫基軸承合金和鉛、錫、銻

合成的鉛基軸承合金，它們可以用來製造汽輪機、發電機、飛機等承受高速高

壓機械設備的軸承，青銅，這一古老的合金，它目前主要用來製造耐磨零件和

耐腐蝕的設備，如果在黃銅中加入錫，就成了錫黃銅，它多用於製造船舶零件

和船舶焊接條等，素有“海軍黃銅”之稱。至於錫和鉛的合金，那是大家最熟

悉不過的了，它就是通常的焊錫，在焊接金屬材料時是很有用的。 

在印刷工廠裡，所用的鉛字，也就是錫的合金，不過由於鐳射印刷技術的

推廣，鉛字將被逐漸淘汰掉，錫不僅能和許多金屬結合成各種合金，而且還能

和許多非金屬結合在一起，組成各種化合物，在化學工業上，在染料工業上，

在橡膠工業上，在搪瓷、玻璃、塑膠、油漆、農藥等工業上，它們都做出了應

有的貢獻。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人們還用錫製造了許多特種錫合金，應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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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能工業、電子工業、半導體器件、超導材料，以及太空船製造業等尖端技

術部門，這裡就不一一細說了，錫是人類使用的最古老的金屬之一，隨著錫的

工業用途不斷拓展，錫的開採、選礦、冶煉和加工得到了快速發展，逐步形成

了門類齊全的錫產業。今天，古老的錫仍然是現代工業不可缺少的關鍵稀有金

屬，號稱“工業味精”，廣泛應用於電子、資訊、電器、化工、冶金、建材、

機械、食品包裝等行業。 

錫工藝在臺灣民間藝術發展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其民間工藝的應用更

是人們不可或缺的一項生活工藝品，從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皿到祭祀用的宗

教禮器，到處都可看到錫器的發展。在台灣曾經盛極一時的錫器，因日本殖民

時期皇民化與現代工業革命的發展，促使錫器在民間日常生活上的應用大幅縮

減，而生存在這種經濟蕭條新舊交替時代的錫工藝師傅們又是如何的因應與生

存，他們努力維持這項老手藝的手法又對錫工藝產生何種的變化與消費反應。 

清時期，錫還是普遍用於祭祀與生活用品，據文獻資料記載:「古老麝石模

尚存，造型源自青銅器，昔時婚嫁必備，宗教禮儀必用:師傅悉知錫鉛合成比率，

樣式很多，倒模，鏤花錫器最出色，以中部，嘉南兩縣售出最多」其中鹿港一

地從清嘉慶末年開始曾有鼎盛的繁華時光，盛極一時，一度錫舖多達十家左右；

當時的錫器趨向於體面，氣派或比財富，從居家廳堂內錫器的擺設便可判斷其

主人的社會地位與學識涵養，如「入門看交椅茶几，桌上看花瓶五賽」就是對

於有錢人家擺設即可看出端倪，其中的花瓶五賽普遍就是錫製品。如圖表 2.1 花

瓶五賽 

表 2.1 花瓶五賽(圖由萬能錫鋪作者拍攝提供) 
早期的民間廳堂除了金銀

之外，多少總要擺設一些

錫器，以襯托主人的身份

地位及對藝術美感的不同

品味，每當重要喜慶年節

就搬出來陳設以顯門面，

俗諺「入門看跤椅茶几 桌

上看花瓶五賽」，便可揣測

當時對錫器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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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農業社會為主的觀念下，紅柑燈即是婚嫁時，男方必須送給女方的

重要項目之一，台語「燈」音同「丁」，這有女方家希望女兒出嫁後能為男方添

丁”出燈”延續香火的用意，在台灣中南部地區至今仍有延續至此種習俗。另

外其它如神明爐，祖宗爐(公嬷爐)，餞盒，燭臺等等，不僅僅只是祭祀用品更在

造型上各有別具意義的典故，可見錫器在傳統習俗禮器使用上受重視的程度。(內

容取自錫藝生生不息) 

2.2 錫的特性 

錫礦在亞洲主要產地在於馬來西亞與大陸雲南固舊為大宗，台灣本身無此

礦，而仰賴進口，錫為銀色略帶黃，其特性在於無毒，質地較軟且延展性高，

熔點大約為 232 度，保溫效果佳，常見用於茶葉罐的材料、如罐頭內膜、包溫

器皿、電子產品的焊接上與宗教禮器等等。 

錫是柔軟的銀白色金屬，因表面有氧化膜而不被氧化，錫主要以錫石礦的

形式存在於自然界中，此外還有少量錫的硫化物礦，如黝錫礦和銀錫礦等，現

在工業錫的冶煉是先將礦石焙燒，使硫、砷變成氧化物揮發除去，把錫轉變成

氧化物，再用碳還原；得到的粗錫電解後便可以得到純錫，錫的重要應用是製

合金，其合金數目相當多，如青銅、焊錫、鑄字合金、低熔點合金等，錫的另

一大宗應用是做馬口鐵，就是在鐵表面鍍上一層錫保護層，馬口鐵大量用於罐

頭工業。 

錫雖是人體所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但錫的生理作用至今尚未完全確定，

但錫的毒性卻被愈來愈多的事實證明，從事錫合金冶煉鑄造等工作的有關人員

有可能出現錫沉著症或者呼吸因難現象；錫中毒的原因可能是過量的錫會引起

糖代謝、胃酸分泌、肝及腎的鈣代謝異常。錫的物理性質是金屬錫柔軟，錫有

三種同素異形體，即白錫、灰錫和脆錫，白錫是銀白色帶有藍光的柔軟金屬，

有延展性。加熱轉變成脆錫，脆錫很脆，敲打時會變成粉末，而白錫在高溫下

時體積膨脹，慢慢地變成灰色粉末，即灰錫，溫度愈低，變化愈迅速，因此錫

製品在冬天若長期處於低溫會自行毀壞，變成灰錫(被稱為錫疫)，因錫的這種特

性，限制了錫製品在寒冷條件下的應用，但把錫製成合金，就可以避免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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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錫的化學性質是兩性金屬，主要生成價氧化態，它的化學性質主要表現

在以下幾點： 

(1)室溫下，錫即不被空氣氧化，也不與水反應，被用來鍍在某些金屬表面 

以防銹蝕。 

(2)加熱時，錫與氧、鹵素、硫等非金屬反應生成氧化物，鹵化物和硫化物。 

(3)錫能緩慢地溶於稀鹽酸，迅速地溶於熱的濃鹽酸中，均生成氯化亞錫。 

(4)錫與稀硫酸幾乎不作用，但能溶於熱的濃硫酸中，生成硫酸錫。 

(5)錫稀硝酸反應緩慢，生成硝酸亞錫，濃硝酸則迅速把錫氧化成難溶於水。 

(6)錫對氨水和碳酸鈉溶液幾不起作用，但能溶於氫氧化鈉鹼性溶液中。 

2.2.1 錫的使用 

金屬錫主要用於製造合金，與硫的化合物硫化錫，它的顏色與金子相似，

常用作金色顏料，錫與氧的化合物和二氧化錫，錫於常溫下，在空氣中不受氧

化，強熱之，則變為二氧化錫，二氧化錫是不溶于水的白色粉末，可用於製造

搪瓷、白釉與乳白玻璃，人們把它用於防止空氣污染，汽車廢氣中常含有有毒

的一氧化碳氣體，但在二氧化錫的催化下，在 300℃時，可大部轉化為二氧化碳。 

錫器歷史悠久，古時候，人們常在井底放上錫塊，淨化水質，在日本宮廷

中，精心釀制的禦酒都是用錫器作為盛酒的器皿，它具有儲茶色不變，盛酒冬

暖夏涼，淳厚清冽之傳，錫茶壺泡茶特別清香，用錫杯喝酒清冽爽口，錫瓶插

花不易枯萎。 

錫器的材質是一種合金，其中純錫含量在 97%以上，不含鉛的成份，適合

日常使用，錫器平和柔滑的特性，高貴典雅的造型，歷久常新光澤，歷來深受

貴族人士的青睞，在歐洲更成為古典文化的一種象徵，錫是排列在白金，黃金

及銀後面的第四種貴金屬，它富有光澤、無毒、不易氧化變色，具有很好的殺

菌、淨化、保鮮效用,生活中常用於食品保鮮、罐頭內層的防腐膜等。 

錫是一種質地較軟的金屬，熔點較低，可塑性強，它可以有各種表面處理

工藝，能製成多種款式的產品，有傳統典雅的歐式酒具、燭臺、高貴大方的茶

具，以至令人一見傾心的花瓶和精緻奪目的桌上飾品，式式具全媲美熠熠生輝



14 

的銀器，錫器以其典雅的外觀造型和獨特的功能效用早已風靡世界各國，成為

人們的日常用品和饋贈親友的佳品，錫在我國古代常被用來製作青銅，錫和銅

的比例為 3：7。 

2.2.2 錫器特質 

錫是一種化學元素，它是一種主族金屬，純的錫擁有美麗銀灰色的金屬光

澤，它擁有良好的伸展性能，它在空氣中不易氧化，它的多種合金有防腐蝕的

性能，因此它常被用來作為其它金屬的防腐層，錫的主要來源是它的一種氧化

物礦物錫石，盛產於中國雲南、馬來西亞等地。 

台灣的地區是不產錫，目前錫原物料是從馬來西亞的礦區進口，成份最佳

是百分之 99 純錫，也有百分之 45、百分之 55 的錫鉛合金，使用合金位置擺第

一是為了硬度，第二是讓成本降低，價格以材料一公斤來計算價錢，錫的金額

要三百多元台幣，可是鉛只要五十幾元台幣。 

2.3 錫工藝品相關研究 

陳秀嘉(2015)以花草意象之錫製客廳家飾為例做金屬工藝創作研究，以金屬

工藝應用於客廳家飾為主題，試著進行商品、藝術品性質兼具，功能性、藝術

性病容的工藝創作，在創作過程中也嘗試突破錫工藝舊存的刻板記憶，同時與

當代常見的創作技法結合，提供此產業另一新的創作面向。鑒於過去的金屬工

藝風個較為單一，創作者初期嘗試從材料做變化，並透過大自然花草的圖案意

象進行設計上的變化，別於以往錫金屬較為傳統的印象。 

何禮戎(2011)以台南地區為主的打錫工藝發展脈絡之研究，傳統藝術的文化

深度，不僅建立於物的美感造型，亦含有實用功能與源遠流長的歷時性。那些

默默製作工藝品的匠師們，同樣也是為傳統藝術點滴鋪陳文化厚度的要角，藉

由類似民族誌的書寫方式，希求能自然地以匠師們的角度看待他們所認為的美，

從一位打錫師傅的工藝故事作為理解工藝生活的開端，再以漸進閱讀工藝網絡

裡的生活內容，除了明確地以臺南打錫工藝作為特定範圍的研究限制，以與其

直接相關的鄰近區域的打錫師傅的延伸訪談，更得以理解打錫工藝具有產業的

「跨地域性」、技藝的「相似性」與工藝文化的「整體性」，藉著打錫師傅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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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盡敘述，得以以描繪 1945-2009 之間的臺南地區打錫工藝發展脈絡。 

陳志揚(2004)以新境為主題，並針對複合媒材在錫器上的應用做討論，探討

錫材與複合媒材的相容性與多樣性，試圖從傳統工藝的發展，整理出錫器在材

質的運用與表現的技巧，並就多種複合媒材與與金工技法，嘗試發展出別具現

代感與個人特色的錫藝創作品。「新境」是一個觀念及想法的改變，談論著在錫

工藝的創作過程中，實用與美觀之間，也具有器物型態的表象中，呈現看是具

象或抽象的含意，也在與複合媒材結合的過程中，對於創作經驗的分享與呈現。 

謝毓伶(2013)以龐克意念應用於金工複合媒材之產品創作為研究，深入探討

分析龐克族的文化與外表特徵，並了解龐克族的心理，進而擷取龐克族之元素，

如又尖又刺的刺蝟頭、鉚釘、安全別針等金屬配飾元素，以及龐克的反叛與防

衛心理，選擇用有銀白色光澤的錫來作此創作，更為傳統錫工藝增添不同色彩。

本創作基於龐克文化之歷久不衰，因此以龐克風格與信念作為基礎，將傳統錫

工藝，改為銀錫合金，加以改善其金屬特性，再以自創之錫滴熔融堆積法呈現

特殊表面質感。 

黃淑蘭(2011)講述老鼠娶親寓言故事與金屬創作之研究，主要是利用金工複

合媒材的相容性與多樣性，嘗試將故事、玩具與餐具三種不同領域加以結合。

作品是以中國民間傳說中的「老鼠娶親」情節加以鋪陳，並將此情節融入餐具

設計之中，利用金工作品來「講述」故事，而在餐具的設計上，除了考慮實用

性外，也切入「玩」的性質，使得整組作品達到「在故事情節的進行下能玩也

能使用」的功能。除了在思維及構想上增添了故事與玩具的概念外，亦嘗試發

展出別具現代感與個人特色的作品之外，在此創作作品中，大量使用錫金屬做

為主要材質。 

2.4 AHP 相關研究 

王瑋瀅(2015)以AHP分析方法探討觀光工廠行銷策略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

近年來國民旅遊興盛及開放國外旅客來台觀光等政策利多，促使國內業者嗅到

觀光工廠轉型之產業價值、品牌推廣及經營商機，紛紛投入觀光工廠的建置、

認證與經營。本研究以觀光工廠業者為調查對象，針對觀光工廠行銷策略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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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進行探討，利用分析層級程序法(AHP)探討其關鍵成功因素。研究發現觀光

工廠行銷策略關鍵成功因素，在整體 36 項重要因素上以「口碑推銷」最為重要，

前十項關鍵成功因素依序為「觀光工廠線上購物平台」、「自有品牌實體通路」、

「產業主題及產品具有特色」、「週邊產品販售」、「旅行社業者合作」、「社群媒

體」、「人員具備銷售導購能力」、「產品多樣化」、「套裝行程規劃」。 

陳書廷(2015)以文化創意產業群聚決策之關鍵因素為研究，主題即是文化創

意產業業者在加入園區的考量因素研究，由於文化創意產業為新興產業，且台

灣各文化創意園區成立時間也不長，因此過往文獻對於文化創意業者之區位決

策因素未有明確定義，為解決此問題，本研究希望建立一個決策模式以供參考，

首先文獻回顧，找出初步文化創意產業業者群聚決策準則，接著在與相關專家

討論進行準則修正，並以決策實驗室分析法篩選準則之重要性與關聯性，再以

華山與松山文化創意園區為例並利用分析網路程序法計算出各群聚決策準則之

相對權重，提供結果作為參考依據。 

陳靖宜(2016)以工藝觀光工廠為例探討 DIY 體驗型文化商品之價值評估模

式建構，近年觀光旅遊結合手作教學的興盛風氣，本研究以關聯度高的工藝類

觀光工廠為案例，先經由內容分析法調查業者供應之DIY商品之設計考量因素，

再運用體驗行銷之理論基礎結合顧客行為、在地創新與文化價值等觀點，透過

深度訪談法萃取遊客參與 DIY 體驗之語意及詞彙，探討其價值要素以歸納出評

估指標與價值構面，並藉由專家問卷檢測其內容效度，最後採取層級分析法產

出權重與排序，建構由體驗品質、情感收穫兩項重要性較高之主要構面及價格

功能、服務社會兩項重要性較低之次要構面所組成的 DIY 體驗型文化商品價值

評估模式，其中尤以趣味性指標的影響力最大。 

林惠麗(2016)以台北新藝術博覽會為例探討藝術博覽會關鍵成功因素之研

究，藝術博覽會可創造龐大市場消費力、增加工作機會與帶來相關產業商機外，

更可提升城市文化素養和形象，台北新藝術博覽會(A.R.T.)首創「以藝術家為核

心」新概念，創造 93.21%成交率破世界紀錄，成功在國際打開知名度，成為國

際藝術家進入亞洲藝術市場的展售平台，同時帶動台灣藝術界國際化，被國際

列為全球重要藝博會之一，已成功建立國際性藝博會品牌形象，因此以 A.R.T.

關鍵成功因素(KSF)為例，確定藝術博覽會 KSF，是本研究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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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珮甄(2015)以夏姿為例探究流行時尚產業產品設計之產品創造力評估之

研究，隨著台灣文化創意產業近年來的蓬勃發展，文化創意相關產品的設計與

銷售漸漸獲得許多研究者的關注，目前已有學者以工藝產業為例，提出台灣文

化創意產業產品適用的創造力分析架構，但工藝產品的屬性無論在需求層面或

體驗方式上都與變化快速的流行時尚產品有所差異。因此，本研究以成功立足

巴黎時裝週十年以上的品牌「夏姿服飾」進行個案研究，結合消費文化理論以

及設計理論，將既有的流行時尚產業產品創造力評估構面深入分析。本研究更

運用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透過專家問卷的方式針對流

行時尚產業產品創造力評估構面(包含新穎性、價值性與體驗性)進行專業性的綜

合評估，藉以對各創造力評估構面項下之評估因素提出對應之量化權重並進行

排序。 

江添盛(2014)以宜蘭縣南澳鄉文化創意產業行銷策略之研究，蘇花公路改善

工程將於 2016 年開通蘇澳至東澳段，而宜蘭縣南澳鄉文化創意活動不如以往興

盛，再加上蘇花改道路即將通車，將因便捷的交通形成莫大改變，原住民文化

保存及文化創意活動會漸漸消失，為保存南澳鄉泰雅族的原住民文化，本研究

對於南澳鄉三大文化創意產業，包括豐年祭、山之饗宴與狩獵祭，提出以連結

經濟作為文化創意產業行銷策略研究之主軸，藉由文化活動及文化創意，來保

存原住民文化，來達到文化行銷與文化保存的目的。以避免原鄉文化消失及瓦

解，並且活絡南澳鄉部落組織及區域經濟。 

郭西蓉(2016)以微型文化創意產業經營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台灣近年來文

化創意園區興起，帶動了一股微型文化創業潮，原先單純是因傳統產業的逐漸

沒落，一些廢棄已久的舊有建築在可利用與轉型下，引進微型文創業者進駐於

園區內，使已廢棄的傳統產業頓時有了新的產值。本研究是以微型文化創意產

業業者為研究對象，彙整有關專家建議，篩選出微型文化創業產業經營之關鍵

因素構面，並以層級分析法分析各因素之權重，進一步歸納出微型文化創意產

業經營之成功因素。研究結果顯示，關鍵因素依序為「創業行為構面」、「創業

績效構面」、「創業者構面」、「創業資源構面」、「外在環境構面」。 

李諺欣(2014)應用層級分析法探討織巾產業行銷網站品質對電子商務之影

響，隨著時代的變遷，網際網路時代的崛起，織巾產業轉型是必然的趨勢，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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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產業轉型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卻是讓企業決策者無法前進的一大阻礙，所以

本研究欲探討織巾網站品質對電子商務之影響，透過 DeLone and McLean 所提

出改良式資訊系統成功模式與電子商務成功模式與實務訪談來訂定本研究之構

面，而後待各專家對於評估指標意見達收斂後，再應用層級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HP)計算出各評估指標的權重，以建立一套使用於織巾網站

品質評估之指標，讓還沒轉型的織巾業者可以依此為依據進行決策判斷，也讓

已經轉型之業者評估哪些層面是一開始沒有顧及到的，而得以進行改善與更。 

侯士瑋(2015)以金門文創商品意象歸屬與消費者喜好關聯作分析，隨著全球

化浪潮所帶來的市場高度競爭，使得世界各國把經濟重心建立在以文化為核心

的產業，這麼一來具代表性的文化意象就相當的重要，本研究把金門文化意象

歸納為六大構面，分別為閩南文化、僑鄉文化、戰地文化、經濟產業、自然生

態、民俗風情，且透過量化的研究方式，找尋文創商品的意象歸屬並且透過對

於這文化方面領域有相關的專家進行問卷發放並且分析，進而可以得到最具代

表金門文化意象是甚麼。 

李佳珮(2016) 以宜蘭酒廠為例探討地方文創產業發展策略之研究，全球化

下，地方產業創新與創意發展，已成為各國產業特色核心，可為國家帶來經濟

效益；宜蘭酒廠已有百年歷史，早期以生產紅露酒聞名，為地方帶來就業機會，

如今宜蘭酒廠以因產業環境變遷轉型為觀光酒廠，惟對宜蘭酒廠本業及周遭地

方產業經濟發展之成效有待提升。因此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專家訪談、問卷

調查，以 SWOT 分析與 TOWS 轉置矩陣理論，以 AHP 多評準決策分析方法和

TOPSIS 評估法，對宜蘭酒廠產業之未來發展找出適當策略。 

楊彩慈(2014)針對產業文化資產再利用為文創園區之成功因素探討，隨著文

創產業為歐美等先進國家帶來可觀的經濟產值，我國亦於 2002年頒布「挑戰 2008：

國家重點發展計畫」，正式將文創產業列為國家重要發展計畫，並提出五大文創

園區的設置，分別為華山、臺中、嘉義、臺南及花蓮等五大文創園區，期望藉

由產業文化資產結合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帶動區域的群聚與人才、創意的產生，

並帶來良好的經濟效益。 

董啟聖(2013)針對臺灣鄉村型農會轉型與創新策略之研究，本研究針對臺灣

地區行政區域人口低於一萬人之鄉村型農會作為主要研究目標，鄉村型農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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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與創新之研究，希望透過 AHP 專家問卷彙整相關農業單位不同專家的專業

見解，找出目前鄉村型農會最需要轉型與創新的策略。透過 IPA 重要度－認同

度問卷，了解位在第一線農會員工的對農會轉型與創新的意見以及鄉村型農會

目前的真實經營及轉型情況。透過綜合以上專家及農會員工的意見，整理出鄉

村型農會最佳的轉型與創新之方法，協助鄉村型農會在面對社會變遷能夠順利

轉型成功，達到農會永續發展的可能，進而能夠幫助地方農業的持續發展，繁

榮地方農業。 

2.5 小結 

在這一個科技快速發展的世代，傳統固有的工藝要如何保護傳承以及跟上

社會變遷的腳步？這將是對於工藝這個產業，目前面臨一項很重要的問題。在

上述相關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人們為了傳承這項古老的技法，深入去探討以

及融入新的思維，使大眾產生對看待傳統工藝有不同面向的想法，開啟一條錫

工藝新的未來。根據本研究目的，蒐集相關的文獻，整理後發展出本研究的架

構，然後設計問卷、發放給錫鋪的專家工作者填寫並收回問卷，使用層級架構

法然後利用 Excel 計算，將回收之問卷進行層級分析法計算個構面與評估項目間

之相對權重進行相關分析，獲得客觀的數據，再加以文字解釋，以達到研究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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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除以相關文獻作為理論基礎外，蒐集探討及歸納分析結果，並確立

研究目標之後，擬定研究架構圖如 3.1 所示。本研究分四段進行，內容階段說明

如下: 

第一階段: 

根據文獻探討，歸納提出本文研究之層及構面與可能之關鍵因素項目。 

第二階段: 

此階依據蒐集歸納資料之第一階段出擬之層級構面及因素，與教授及專家討論，

依特性不同作項目內容修正及增或刪，以確立評估項目與層級構面。 

第三階段: 

依上一階段確認之評估項目與層級構面，並實施 AHP(層級分析法)，由彰化縣鹿

港鎮地區萬能錫鋪填寫此問卷，評估關鍵成功因素之相對權重，達成重要性排

序。 

第四階段: 

問卷回收、資料分析與結果討論。 

 

圖 3.1 研究架構圖 

3.2 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是根據研究架構，擬定研究流程執行步驟，詳細如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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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研究流程圖 

3.3 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彰化縣鹿港鎮地區萬能錫鋪為例，研究探討傳統錫器在民間信

仰的祭器、禮器中，錫器扮演的角色及傳統錫燈和創意錫燈創新情形之動機。

進而研究重新設計與革新錫器舊有的傳統形式，成功的改變消費者舊有對錫器

的刻板印象，從改良早期制式的傳統錫器到純藝術且多元的藝術創作，突破與

擴展錫材在藝術創作空間上的各種可能性，為此研究目的。 

從創新作品來看，其工藝技巧已頗為複雜多樣，使用了鍛、敲、鑄、鋸、

確立研究主題

相關文獻蒐集與歸納探討

發展研究構面、架構

依研究構面、架構提問題

問卷內容討論與修訂

確定層級架構與評估項目

層級分析問卷設計

層級分析問卷發出與回收及整理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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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輾裁、切、折、焊、鉚、鍍、刻、鑿、刮、削、磨、鑲嵌、腐蝕、拋光、

上色等工藝技法以及雕塑的推、貼、雕、塑、焊、敲、編等手段，最常見的是

以手工鎚打的方式敲出器形，再製出精美的紋飾，例如圖 3.3~3.5 所示。 

焊接組合: 

錫器無論是模鑄或錫片冷鍛後，均須經焊接予以組合，傳統的焊接方式都

是以「火筊」烙鐵在瓦斯爐火中加熱，至適當溫度後在沾上焊藥焊接，由於錫

焊藥的熔點(182℃)與純錫板材的熔點(231.88℃)相接近，故在焊接時，烙鐵溫度

的控制是很重要的，「火筊」烙鐵的材料以紅銅為佳，除了能輕易地附著焊錫外，

導熱性佳及持溫的穩定性，能將其本身的熱度迅速的傳熱，及傳溫度至所需焊

接的地方。 

銼修即是焊接後，使用銼刀修整物件不平整的部位，經銼刀銼修後的物件，

表面均會留下銼痕，因此，錫匠也會先利用一平整的鋼片條，利用其邊緣削刮

表面的銼痕，始之表面平滑易於砂磨拋光，砂磨拋光則是使用木賊草或是不同

粗細的水沙紙，由 120 目至 800 目漸次於水中，搓錫器的表面使其光亮，再使

用經篩選過後的木賊草或朴子葉，擦洗磨光，木賊草在使用之前，除了先浸泡

於水中使其纖維軟化，並得磨除粗糙的表面方能使用。 

 

 

圖 3.3 焊接 (圖由萬能錫鋪作者拍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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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銼修(圖由萬能錫鋪作者拍攝提供) 

 

圖 3.5 鍛敲塑形(圖由萬能錫鋪作者拍攝提供) 

    鍛敲塑形錫工藝造型時係依設計構想，或展開繪圖製於錫片上並裁剪，以

簡單的木製鉆座及榔頭，於常溫下槌敲打出各式凹凸不同的造型，由於錫的熔

點低，及分子結構排列的特殊性，不必經過「退火」使金屬變軟的步驟，直接

可以將錫片材鍛塑造型，反而是錫片在冷鍛時，不能過度重複敲擊，以防止材

質結構的破壞而軟化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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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研究工具與實施 

本研究為達成研究之目的，透過文獻探討、確認層級分析法以及架構項目

逐步歸納出「傳統手工錫燈之關鍵成功因素探討」之因素構面與其重要性排序，

研究工具與實施方式如下說明: 

本研究主要是從文獻探討蒐集整理中提取本研究領域所需要的作為理論基

礎，蒐集「錫藝資料」、「層級分析法」、「關鍵因素」等相關之文獻，進行分析、

歸納發展出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作為層級分析問卷理論的依據。 

確認架構項目本研究在探討傳統手工錫燈之關鍵成功因素」為使研究結果，

更具有可信度與實用價值，研究者認為應該由萬能錫舖的錫藝工作夥伴，之專

業人士來確立構面與評估項目之可行性，執行方式分別為:「選定研究對象」，「研

究工具」。說明如下: 

選定研究對象：本研究邀請六位萬能錫鋪，錫鋪工作夥伴擔任本次研究專

家諮詢問卷之成員，其相關背景如表 3.1 所示。 
 表 3.1 專家諮詢問卷成員一覽表 

專 家 相關經驗或單位 參與錫鋪工作年數 

陳ＯＯ 國家工藝成就獎、薪傳獎、藝術保存者。 60年以上 

林ＯＯ 錫藝製造、傳承與品管。 50年以上 

陳ＯＯ 國家工藝獎。 20年以上 

陳ＯＯ 民族工藝獎。 20年以上 

陳ＯＯ 國家工藝一等獎。 20年以上 

李ＯＯ 文化資產局錫藝傳承計畫(藝生)。 5年以上 

依據文獻探討初步建構之構面及評估項目，編制「傳統手工錫燈之關鍵成

功因素探討」之層級架構與評估項目專家諮詢問卷(見附錄一)，專家詢問問卷分

別為每一評估構面與評估項目列有「適當」與「不適當」及「修正」之三個選

項，由專家依其經驗與看法填答意見，以作為修訂之參考。 

為確立初擬層及項目之妥適性，本研究透過面對面訪談之專家諮詢問卷，

請教授及遴選的六位專家協助檢視構面及評估項目，經過與教授及六位專家討

論後，整理出共識，得到層級分析問卷。 

此問卷分為「問卷填寫說明」及「問卷內容」兩部分，「問卷填寫說明」主

要說明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問卷架構，讓填問卷之專家能了解本問卷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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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實施步驟，問卷內容結構為「A 錫燈造型」、「B 錫燈材質」、「 C 錫燈用途」

等三構面與九個關鍵因素評估項目，建構模式如表 3.2。 
 表 3.2 傳統手工錫燈之關鍵成功因素探討關鍵因素評估項目建構表 

主要構面 關鍵因素評估準則 各評估準則內涵說明 

造型因素 

(A1)傳統造型。 保留以前傳統一直沿用下來的基本造型。 

(A2)現代造型。 外型可隨作者自由更改而變化。 

(A3)創作造型。 現代造型加入意象型態所呈現出來。 

材料因素 

(B1)純錫。 99%以上純金屬原料。 

(B2)合金。 三成以上不等，鉛與錫的合金。 

(B3)複合媒材。 錫搭配不同金屬或其他材質。 

用途因素 

(C1)供品。 用於宗教祭拜的器具。 

(C2)純欣賞。 空間擺設、美化，提升空間藝術。 

(C3)收藏。 依客人喜好，視為珍藏品。 

3.5 實施層及分析法 AHP(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分析層級程序法：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簡稱 AHP)為 1971

年匹茲堡大學教授 Saaty 所發展出來的方法，該方法主要應用在不確定情況下及

具有多數個評估準則的決策問題上(曾國雄、鄧振源，1989)。AHP 法的理論簡

單，同時又具實用性；因此，自發展以來，已被各研究單位普遍使用，其應用

範圍相當廣泛，特別是應用在規劃、預測、判斷、資源分配及投資組合試算等

方面都有不錯的效果。 

層級分析法的基本假定(Assumption)如下(張紹勳，2012) 

1、一個系統可以被分解成許多種類(Classes)或成分(Components)，並形成有

向層級的結構。 

2、層級結構中，每一層級的要素均假設具獨立性(Independence)。 

3、每一層級內的因素可用上一層級內某些或全部因素作為基準來進行評

比。 

4、進行評比時，可將數值尺度轉換成比率尺度(Ratio Scale)。 

5、因素間進行完成對比較(Pairwise Comparison)後，可使用正倒值矩陣

(Positive Reciprocal Matrix)來表示。 

6、偏好關係滿足遞移性(Transitivity)。不僅優劣關係滿足遞移性(A 優於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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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優於 C，則 A 優於 C)，同時強度關係也滿足遞移性。例如：A 優於 B 二倍，

B 優於 C 三倍，A 優於 C 六倍。 

7、完全遞移性不容易，因此層級分析法容許不具遞移性的存在，但需測試

其一致性(Consistency)的程度。 

8、要素的優勢程度，經由加權法則(Weighting Principle)而求得。 

9、任何要素只要出現在階層結構中，不論其優勢程度是如何，均被認為與

整個評估結構有關，而並非檢核階層結構的獨立性。 

本研究使用層級分析法之主要目的為求取各項錫燈質評估品質，評估準則 

的權重，即是錫燈業者對於錫燈各項評估準則的重要度看法，操作步驟如下： 

1、問題描述 

對於問題所處的系統應該儘量詳加瞭解分析，將可能影響問題之因素均納

入問題中，同時決定問題之主要目標，但須要注意要因素間的相互關係與獨立

關係。此階段本研究進行廣泛之文獻探討及資料蒐集以確立主要之研究目標及

相關影響因素。 

2、建立層級架構 

在此階段，必須決定問題之目標以及各項評估標的、決定各標的之評估準

則及列入考慮之替代方案，本研究經由文獻探討找出與問題相關之評估標的與

準則，再彙整專家學者意見剃除具有相依性之準則，篩選出獨立的關鍵要素，

典型之層級架構圖如圖 3.6。 

AHP 之操作步驟簡言之，首先進行問題描述，而後找出影響要素並建立層

級關係、採用成對比較的方式以其比例尺度、找出各層級之決策屬性之相對重

要性、依此建立成對比較矩陣、計算出矩陣之特徵值與特徵向量、求取各屬性

之權重(如圖 3.7)。以下分別對於重要步驟簡略說明： 

(1)問題描述 

進行 AHP 運作時，對於問題所處的系統應該儘量詳加瞭解分析，將可能影

響問題的要因均納入問題中，同時決定問題之主要目標，但須要注意要因間的

相互關係與獨立關係。 

(2)建立層級關係 

在此階段必須決定問題之目標以及總目標的各項指標、決定各指標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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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及列入考慮的替代方案，而其評估準則、以及方案之產生可以使用腦力激

盪法得到評估準則集合以及替代方案之集合。但是由於評估準則以及替代方案

之集合可能很大，因此必須加以萃取出較重要之集合，而在此階段則可用腦力

激盪法、可行性評估、以及 Dephi 法等萃取出較重要之評估準則或方案集合。而

各個集合，依準則特性加以分類，予以分成多個層級，其典型之層級結構如圖

3.6 所示。  

A

B2 B3B1

C1 C1 C1 C1 C1 C1 C1 C1 C1

目標Goal

標的Object

準則Criteria

方案Alternatives A1 A2

 

圖 3.6 典型之層級架構圖 

而在理論上層級結構的階層數以及同一階層之元素個數，可依據系統之需

求定之，不過 Saaty 建議為了避免決策者對準則之相對重要性之判斷產生偏差，

同一階層之元素數最好不超過七個。 

(3)建立各層級之成對比較矩陣 

建立目標分析之層級與下層之評估要素指標後透過問卷調查，決策者將對

兩兩準則間之相對重要性進行成對比較，並由成對比較矩陣中之特徵向量，來

求取準則間之相對權重。依 Saaty 建議成對比較是以九個評比尺度來表示；評比

尺度劃分成絕對重要、頗為重要、稍微重要、同等重要，其餘之評比尺度則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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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五個尺度之間。尺度的選取可視實際情形而定，但以不超過九個尺度為原

則，否則將造成判斷者之負擔。 

在問卷之中，針對每個準則屬性設計，以兩兩相比的方式，在 1-9 尺度下讓

決策者或各領域的專家填寫，根據問卷調查所得到的結果，將可建立各層級之

成對比較矩陣 A。 

問題描述

影響要素分析

建立層級結構

問卷設計

問卷填寫

建立成對比較
矩陣

計算特徵值與
特徵向量

一致性檢定

層級結構一致
性檢定

權重之計算

最適方案

是

是

回
饋
修
正

回
饋
修
正

否
否

 

圖 3.7 AHP 分析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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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計算特徵向量及特徵值，求取各層級要素間相對權重 

將取得之成對比較矩陣 A，採用特徵向量的理論基礎，來計算出特徵向量與特

徵值，而求得元素間的相對權重。茲將的計算過程說明如下： 

製作準則成對比較矩陣 A，如(1)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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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準則成對比較矩陣A為一正倒值矩陣，符合矩陣中各要素為正數，且具倒數特性，

如(2)式與(3)式： 

jiij
aa /1

                                                          (2) 

jkikij
aaa /

                                                        (3) 

將準則成對比較矩陣 A 乘上各準則權重所成之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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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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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可得(5)式與(6)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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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 (A-nI) w ＝0                                                  (7) 

因為 aij乃為決策者進行成對比較時主觀判斷所給予的評比，與真實的 wi/wj值，必

有某程度的差異，故 A w ＝n w 便無法成立，因此，Saaty 建議以 A 矩陣中最大特

徵值λmax來取代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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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 wwA
max

                                                  (8) 

(A-λmaxI) w ＝0                                                     (9) 

    矩陣 A 的最大特徵值之求法，由(9)式求算出來，所得之最大特徵向量，即為

各準則之權重。而最大特徵值之求算，Saaty 提出四種近似法求取，其中又以行向

量平均值的標準化方式(10)式可求得較精確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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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5)一致性檢定 

在此理論之基礎假設上，假設 A 為符合一致性的矩陣，但是由於填卷者主觀

之判斷，使其矩陣Ａ可能不符合一致性，但評估的結果要能通過一致性檢定，方

能顯示填卷者的判斷前後一致，否則視為無效的問卷。因此 Saaty 建議以一致性

指標(Consistence Index，C.I.)與一致性比例(Consistence Ratio，C.R.)來檢定成對比較

矩陣的一致性。 

 一致性指標(C.I.) 

一致性指標由特徵向量法中求得之 與 n(矩陣維數)兩者的差異程度可作為判斷

一致性程度高低的衡量基準。 

1
C.I.

max






n

n
                                                  (11) 

    當 C.I. =0 表示前後判斷完全具一致性，而 C.I. >0 則表示前後判斷不一致。

Saaty 認為 C.I. < 0.1 為可容許的偏誤。 

 一致性比例(C.R.) 

    根據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 Wharton School 進行的研究，從評估尺

度 1-9 所產生的正倒值矩陣，在不同的階數下所產生的一致性指標稱為隨機性指

標(Random Index; R.I.)，見表 3.3。 

    在相同階數的矩陣下 C.I.值與 R.I.值的比率，稱為一致性比率 C.R. 



31 

(Consistency Ratio) 即： 

R.I.

C.I.
  = C.R.                                                           (12) 

若 C.R.<O.1 時，則矩陣的一致性程度使人滿意。 

表 3.3 隨機指標表 

階數 1 2 3 4 5 6 7 8 

R.I. 0.00 0.0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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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將分別呈現「確認層級架構與評估項目」與「層級分析問卷調查過程

與結果」，最後「討論問卷結果」。 

4.1 確認層級架構與評估項目 

依據本文第二文獻探討歸納建構出相關之構面及評估項目(表 3.2 傳統手工

錫燈之關鍵成功因素探討關鍵因素評估項目建構表)，再依此建構表製成層級架

構與評估項目專家諮詢問卷，經與本研究中專家塡答及指導教授建議後，得到

以下結果:在評估構面上，專家皆同意以「A 造型因素」、「B 材質因素」、「C 用途

因素」等三項為基準，評估結果如表 4.1。 

表 4.1  專家評估構面表 
評估構面 適當 不適當 修正 

A 造型因素 ˇ  無 

B 材質因素 ˇ  無 

C 用途因素 ˇ  無 

    而學者在評估構面上建議:構面名稱不夠簡潔，易使問卷填答人產生構面方

向混淆而造成問卷結果偏差，因此將構面名稱做一些修正:修正結果如表 4.2 
表 4.2 專家評估構面表 2 

評估構面 修正構面 

A 錫燈造型 A 造型因素 

B 錫燈材質 B 材質因素 

C 錫燈用途 C 用途因素 

在評估項目上，專家皆同意以錫燈造型、創作、現代、傳統、錫燈材質、

純錫、合金、複合媒材、錫燈用途、供品、純欣賞、收藏等，此九項為基準。 

惟有一位專家分別提出三個評估內容修正 

1.B2 錫燈材質:將其中「錫加金」修正為「合金材質的錫燈」。 

2.B3 錫燈材質:將其中「銅、聶錫加金」修正為「複合媒材質的錫燈」。 

3. C1 錫燈用途:將其中「廟宇用錫燈」修正為「供品用錫燈」。 

以上三項修正亦獲得其他專家認可，且評估項目的建議與評估構面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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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易使問卷填答人產生混淆而造成問卷結果偏差的缺點，因此將評估項目名

稱做些修正，修正興正情況如下: 

1.A 錫燈外型」修正為「錫燈造型」。 

2.B 錫燈原物料」修正為「錫燈材質」。 

本研究之專家諮詢問卷經專家確認後，總結評估結果如表 4.3。 

依上述之層級問卷專家建議結果，確立本研究之主要面及關鍵因素評估項目。 

表 4.3 專家評估總表 
主要構面 關鍵因素評估項目 適當 不適當 修正 

A 錫燈造型# 

A 傳統錫燈 ˇ  無 

B 現代錫燈 ˇ  無 

C 創作錫燈 ˇ  無 

B 錫燈材質# 

A純錫材質的錫燈 
ˇ  無 

B合金材質的錫燈 
ˇ  * 

C複合媒材的錫燈 
ˇ  無 

C 錫燈用途 

A 供品用錫燈 ˇ  無 

B 欣賞用錫燈 ˇ  無 

C 收藏用燈 ˇ  無 

#:教授修正之評估項目名稱         *:專家在內涵上稍作修正之項目 

4.2 層級分析問卷結果 

本研究以層級分析的設計概念，經文獻探討與確認架構項目結果，建構出

「錫燈經營之關鍵成功因素之評估項目層級架構圖」如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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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燈經營之關鍵成功因素

 材質因素 用途因素造型因素

傳統
造型

現代
造型

創作
造型

純錫 合金
複合
媒材

供品 欣賞 收藏

目標

構面評估

項目評估
 

圖 4.1 錫燈經營之關鍵成功因素之評估項目層級架構圖 

依此層級圖設計出『錫燈經營之關鍵成功因素之探討-以萬能錫鋪為例』之

層級分析問卷如附錄二，問卷共發出 36 份，回收 36 份，回收率 100%，有效問

卷為 36 份。將回收之問卷數輸入 AHP 計算，各構面及項目一致性檢定之

(C.I.)&(C.R.)值皆小於 0.1，顯示填問卷者的判斷前後一致，通過一致性檢定，結

果如表 4.4 與表 4.5 所示。 
表 4.4 層級分析問卷一致性檢定表 

 整體構面 A 構面項目 B 構面項目 C 構面項目 

一致性指標(C.I.) 0.002<0.1 0.009<0.1 0.146<0.1 0.050<0.1 

一致性比率(C.R.) 0.003<0.1 0.015<0.1 0.215<0.1 0.086<0.1 

表 4.5 層級分析問卷項目權重表 

      構面 構面權重 關鍵因素評估項目 評估項目權重 

 

A 錫燈造型 

 

0.3629 

(A1)傳統造型 0.5346 

(A2)現代造型 0.2169 

(A3)創作造型 0.2485 

 

B 錫燈材質# 

 

0.3631 

(B1)純錫 0.2089 

(B2)合金 0.4370 

(B3)複合媒材 0.3541 

 

C 錫燈用途 

 

0.2740 

(C1)供品 0.2847 

(C2)純欣賞 0.3277 

(C3)收藏 0.3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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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構面相對權重分析 

本研究在構面評估上共可分為「錫燈造型」、「錫燈材質」、「錫燈用途」等

三個項目，此三個項目，此三個構面相互比較權重後分析後，依相對重要性排

序分別為:「B 錫燈材質」(0.3631) 構面權重排序為 1、「錫燈造型」(0.3629) 構

面權重排序為 2、「錫燈用途」(0.2740) 構面權重排序為 3，結果如表 4.6 所示。 

表 4.6 層級分析問卷「構面」權重表 

構面 構面權重 構面權重排序 

B 錫燈材質 0.3631  1 

A 錫燈造型 0.3629 2 

C 錫燈用途 0.2740 3 

二、「錫燈造型」評估項目相對權重分析 

在「錫燈造型」內三個評估項目，其相互比較權重分析後，依相對重要性

排序分別為:「A1 傳統造型」(0.5346) 構面權重排序為 1、「A3 創作造型」(0.2485) 

構面權重排序為 2、「A2 現代造型」 (0.2169 ) 構面權重排序為 3，結果如表 4.7

所示。 
表 4.7 「錫燈造型」評估項目排序與雷達圖 

構面 關鍵因素評估項目 評估項目權重 
評估項目

權重排序 

 

A 

錫燈 

造型 

A1 傳統造型 0.5346 1 

A3 創作造型 0.2485 2 

A2 現代造型 0.2169 3 

三、「錫燈材質」評估項目相對權重分析 

在「錫燈材質」內三個評估項目，其相互比較權重分析後，依相對重要性

排序分別為:「B2 合金」(0.4370) 評估項目重排序為 1、「B3 複合媒材」(0.3541) 

評估項目重排序為 2、「B1 純錫」 (0.2089) 評估項目重排序為 3，結果如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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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錫燈材質」評估項目排序與雷達圖 

構面 關鍵因素評估項目 評估項目權重 
評估項目

權重排序 

 

A 

錫燈 

材質 

B2 合金 0.3470 1 

B3 複合媒材 0.3541 2 

B1 純錫 0.2089 3 

四、「錫燈用途」評估項目相對權重分析 

在「錫燈用途」內三個評估項目，其相互比較權重分析後，依相對重要性

排序分別為:「C3 收藏」(0.3876) 評估項目重排序為 1、「C2 純欣賞」(0.3277) 評

估項目重排序為 2、「C1 供品」(0.2847) 評估項目重排序為 3，結果如表 4.9 所

示。 

表 4.9 「錫燈用途」評估項目排序與雷達圖 

構面 關鍵因素評估項目 評估項目權重 
評估項目

權重排序 

 

A 

錫燈 

用途 

C3 收藏 0.3876 1 

C2 純欣賞 0.3277 2 

C1 供品 0.2847 3 

五、關鍵成功因素整體權重分析 

    本研究依上述所得之構面權重與評估項目權重數據，計算出整體權重，並

列出整體權重排序如表 4.10。由表中可知: 

 重要性最高之評估項目前兩項集中於「錫燈用途」，此構面中，唯「收

藏」排名第 8，屬重要性偏低者。  

 「錫燈造型」構面重要性雖然低於「錫燈材質」構面，但其評估項目「傳

統造型」，其重要性卻高於「錫燈材質」內的「合金材質」，可知在客戶

在選購錫燈時，應特別選錫燈造型為明確考量因素。 

0.000

0.500
B1

B2B3

3.060
3.080
3.100
3.120

c1

c2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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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項關鍵因素中重要性最高之項目為錫燈材質中的「複合媒材」，最低

為錫燈材質中的「純錫」。 

表 4.10 錫燈經營之關鍵成功因素之整體權重分析表 

構面 構面權重 關鍵因素評估項目 評估項目權重 
整體 

權重 

整體 

權重排

序 

A 

錫燈

造型 

0.3629 

A1 傳統造型 0.5346 0.19401  2 

A3 創作造型 0.2485 0.09020 5 

A2 現代造型 0.2169 0.07872 7 

表 4.10 錫燈經營之關鍵成功因素之整體權重分析表 （續） 

構面 構面權重 關鍵因素評估項目 評估項目權重 
整體 

權重 

整體 

權重排

序 

B 

錫燈

材質 

0.3631 

B2 合金 0.4370 0.11973 3 

B3 複合媒材 0.3541 0.35405 1 

B1 純錫 0.2089 0.07586 9 

C 

錫燈

用途 

0.2740 

C3 收藏 0.3876 0.07799 8 

C2 純欣賞 0.3277 0.08977 6 

C1 供品 0.2847 0.10620 4 

 

 
圖 4.2 錫燈經營之關鍵成功因素之雷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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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研究經由層級分析法問卷的調查與分析，最後確認「錫燈經營之關鍵成

功因素」權重排序，以下針對研究結果做一些說明。 

一、在構面評估上最重要的因素為「錫燈用途」，且其所占權重(0.2740)不僅

排名第一，且幾乎佔了 50%，且其比重遠高於其他兩項，顯示「錫燈用途」為

決定錫燈經營之關鍵成功因素的結果為最重要關鍵。其中「B3 複合媒材」項目

與「A1 傳統造型」項目亦是在九個評估項目中排序居第一與第二，以中國傳統

禮俗來講，結婚時男方要送一對燈給女方的家長以表示早生貴子，因為「錫」

台語音同於「賜」，讀起來就叫「賜丁」，有早生貴子的意思。傳統錫燈用錫、

錫燈，就是惜丁，燈就是添丁，添丁發財的意思，生兒子的意思，另外它的造

型是柑橘的形狀，柑橘多子，也表示多子多孫的涵意，擁有深厚的民俗底蘊。 

二、「錫燈材質」構面所佔權重(0.3631)為第二重要之構面，在本研究中顯示，

要充分達到材質的目的，最重要是要看作品來呈現，判斷應使用何者，合適的

材質表現產品的特質，不同的材質在美學上就會有不同的呈現，再加上色澤整

體的呈現，更提升美感的層次。 

「B1 純錫」項目(排序第 9)純錫質地較柔軟相當好有 99%以上純金屬原料，

在塑型上是可以創作許多不同的造型。或是材質合成加入不同的元素「B2 合金」

項目(排序第三) 和金是三成以上不等，鉛與錫的合金金屬在色澤上，合金原物

料色澤皆都所不同，「B3 複合媒材」項目(排序 1) 錫搭配不同金屬或其他材質在

錫燈上色彩的繽紛度最高，不同金屬所展現的質地也不同，在重點詮釋造型也

因不同金屬所創作出來的層次加分很多。不愧是在材質裡面排序第一。 

三、「錫燈用途」構面所佔權重(0.2740)雖為重要性較低者，但其權重與「錫

燈造型」相差甚微﹙「錫燈造型」構面權重為 0.3629)顯示「錫燈用途」對錫燈經

營之關鍵成功因素仍具重要性。其中「A1 傳統造型」項目(排序第 2 位)及「A3

創作造型」項目(排序 5),皆比第二重要之構面「錫燈材質」中前兩評估項目「B2 

合金」及「B1 純錫」，權重再略高一些，可見，此三個評估項目雖分佈於不同

面向的兩構面間，其重要性應等量齊觀，不可偏廢。 

四、在本研究中評估項目權重最低的項目為「B1 純錫」(排序第九)，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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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錫燈經營之關鍵成功因素運作中，雖表現出質感與觸感的不同差異，就是

單一色彩的限制，也滿足作品特色也能強調與隱喻自然中所蘊藏物質的豐富性

以及運用媒材須考慮其中的性格，而發揮其優點，去其所短用其所長。 

五、評估項目權重最低的項目其次為「C3 收藏」﹙排序第八)，金、銀、銅、

鐵、錫、錫屬其中一項，自古以來黃金白銀是財富的象徵不但可以保值也可以

珍藏又可以代表身分地位，愛面子是中國人的一種民族習性，為了滿足內心層

面的虛榮心裡，家中廳堂總要擺設藝術品以襯托主人家的身分地位，顯示對藝

術品美感品味的不同，由此可以看出收藏的重要位置，在客人喜好中視為珍藏

品。 

就研究結果得知，三個構面中以錫燈材質﹙0.3631)之重要性遠高於其他兩

項，為最重要之關鍵成功因素。而錫燈造型﹙占 0.3629)與錫燈用途﹙占 0.2740)

其權重值差異不大，表示此兩項因素，對於錫燈經營之關鍵成功因素的影響皆

屬次要。三個構面的權重雖有輕重之別，但其實三個構面再舉辦關鍵成功因素

的影響，仍是缺一不可的。因此，對於如何強化三個構面之間的連結，與現實

狀況達到最適當的合，產生出最理想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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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深入了解錫鋪由傳統錫燈到創新錫燈的歷程，並透過專家問卷調查

分析出錫鋪「錫燈經營之關鍵成功因素」。據此提出研究結論，建議以及後續研

究方法向，提供相關業者參考。 

5.1 研究結論 

本研究透過業者以及學者，進行專家問卷調查分析，錫燈經營之關鍵成功

因素，歸納以下幾項幾項結論分別進行探討，依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一、錫燈經營成功關鍵因素之中要項目 

經由文獻探討，研究工具設計與施實層級分析問卷所得之結論，所收集相

關研究中列為重要之項研究項目，再依相近內涵歸內整理，本研究得出九項錫

燈作品之重要項目分列下。 

1.傳統造型錫燈。 

2.現代造型錫燈。 

3.創作造型錫燈。 

4.純錫材質錫燈。 

5.合金材質錫燈。 

6.複合媒材質錫燈。 

7.供品用途的錫燈。 

8.純欣賞用途的錫燈。 

9.收藏用途的錫燈。 

二、將重要項目依照不同性質，等級予以架構畫 

文獻探討所得之九項重要項目，再依各項目之相近性質及影響，建構出構

面及重要項目，再經專家問卷及學者建議後，修正名稱及內涵後得到三個構面

及九項重要項目，如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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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研究構面及評估項目 

主要構面 關鍵因素評估項目 

(A)錫燈造型因素 

(A1)傳統造型錫燈 

(A2)現代造型錫燈 

(A3)創作造型錫燈 

(B)錫燈材質因素 

(B1)純錫材質錫燈 

(B2) 合金材質錫燈 

(B3) 複合媒材質錫燈 

(C)錫燈用途因素 

(C1)供品用途的錫燈 

(C2)純欣賞用途的錫燈 

(C3)收藏用途的錫燈 

三、錫燈經營成功關鍵因素之重要性及排序 

經層級分析問卷統計後得知，三構面中「錫燈材質」重要性最高，「錫燈造

型」居次，「錫燈用途」第三，但是前兩者極為接近，構面權重比例如圖 5.1 

 

圖 5.1 構面權重圓形圖 

錫燈材
質因素

37%

錫燈用

途因素

27%

錫燈造
型因素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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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個重要評估項目，依各項目權重排列，「純錫材質錫燈」與「供品用途的

錫燈」是最為重要的兩項目，「傳統造型錫燈」是在本研究中被視為最不重要的

項目。各項目之權重名次排序如表 5.2。 

表 5.2權重名次排序 

整體權重 排名次 錫燈項目 

0.19410 1 (B1)純錫材質錫燈 

0.05942 2 (C1)供品用途的錫燈 

0.09020 3 (A2)現代造型錫燈 

0.05724 4 (C2)純欣賞用途的錫燈 

0.15861 5 (A3)創作造型錫燈 

0.09700 6 (C3)收藏用途的錫燈 

0.10337 7 (B3)複合媒材質錫燈 

0.11898 8 (B2)合金材質錫燈 

0.14069 9 (A1)傳統造型錫燈 

本研究透過業者以及學者分析九個重要評估項目，錫燈詳細內容如下 

1.傳統造型錫燈 

具典故涵義有著時代性造型，師徒相傳保守外型也較一層變，保留以前傳

統一直沿用下來的基本造型。 

2.現代造型錫燈。 

意象形式，外型不受傳統約束；客製化配合客人需求，外型可隨作者自由

更改而變化。 

3.創作造型錫燈。 

現代造型加入意象型態所呈現出來，以傳統元素結合現代造型介於傳統和

現代的風格且作者自由變化。 

4.純錫材質錫燈。 

99%以上純金屬原料，顏色內容單調、成本略高、色澤一致、整體質感較高。 

5.合金材質錫燈。 

三成以上不等，鉛與錫的合金，成本較低、重量略重因此易因重量而損壞。 

6.複合媒材質錫燈。 

錫搭配不同金屬或其他材質，作品色彩較豐富、技法較高、價格因作品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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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供品用途的錫燈。 

用於宗教祭拜的器具，有宗教特色，使用在祭祀用品上。 

8.純欣賞用途的錫燈。 

空間裝飾、空間擺設、美化，提升空間藝術。 

9.收藏用途的錫燈。 

依客人喜好，視為珍藏品，襯托主人的身份地位及對藝術美感的不同品味，

有保值用。 

5.2 研究建議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提出策略評估指標相對權重調查結果，分別在錫燈經

營上與後續研究上，歸納提出幾項研究建議，提供給業者、專家學者參考。 

由於國內市場的開放，錫燈在經營上環境已有改變，傳統錫燈模鑄不再是

唯一的選擇，以手工做出本有的特色，並以有典故價值的故事創作出錫燈獨有

的特色。缺點製作時間長，客人須等待較久的時間才能收到錫燈，雖優點有獨

一無二的外型且具特色，但當市場需求量高的時候，如果能使用模鑄量產或大

量生產，應該可以克服製作時間與量的產出問題，儘管手工製作出來的產品並

不會個個都像雙胞胎一樣，這就是手工特色，而模鑄特色就會像雙胞胎一樣個

個都一致，每個都一樣，所以手工與模鑄各有千秋，材料與成本也是經營主要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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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5-1 問卷設計 

本研究問卷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建立錫燈造型與材質評估準則，經由問卷

調查取得錫燈造型與錫燈材質對於評估準則之相對重要性看法，再透過層級分

析法計算出各項評估準則之權重，即為各準則對錫燈業者之重要程度。第二部

分為討論各造型和材質品質的滿意度，再經由重要度與滿意度分析法，發展品

質的改善方向。

5.1 問卷設計

本研究問卷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錫燈造型與材質評估構面與準則之相對重

要度調查，第二部分為錫燈與造型品質滿意度調查，分述如下：

範例：問卷設計 

面對複雜的決策問題，層級分析法採用「分解(Decomposition)」的原則，由上而

下分為三層，將問題由上層的「決策目標(Objective)」依序分解為「決策準則

(Criteria)」乃至最下層「選擇方案(Alternatives)」形成一種層級化的結構。 

評估方案則有創意錫燈模式以及傳統錫燈模式等兩種。

表 1  AHP 問卷中有關準則評估的填寫範例 

準則 A 
準則 A 較重要 ←   一樣重要    → 準則 B 較重要 

準則 B 
9:1 7:1 5:1 3:1 1:1 1:3 1:5 1:7 1:9 

造型 ○ 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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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AHP 問卷中有關方案績效的填寫範例 

造型 不同作品各屬性的

滿意度

←左右兩邊都要勾

選→

材質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不

甚

滿

意

很

不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不

甚

滿

意

很

不

滿

意

□   □  □  □ 總商品成本最小化 □ □  □    □

表 3 各評估準則的內涵 

目的 評估準則 各評估準則內涵說明

(A) 

錫燈造

型因素

(A1)傳統造型錫燈。 保留以前傳統一直沿用下來的基本造型。

(A2)現代造型錫燈。 外型可隨作者自由更改而變化。

(A3)創作造型錫燈。 現代造型加入意象型態所呈現出來。

(B) 

錫燈材

質因素

(B1) 純錫材質錫燈。 99%以上純金屬原料。 

(B2) 合金材質錫燈。 三成以上不等，鉛與錫的合金。

(B3) 複合媒材質錫燈。 錫搭配不同金屬或其他材質。

(C) 

錫燈用

途因素

(C1)供品用途的錫燈。 用於宗教祭拜的器具。

(C2)純欣賞用途的錫燈。 空間擺設、美化，提升空間藝術。

(C3)收藏用途的錫燈。 
依客人喜好，視為珍藏品，襯托主人的身份地位及對

藝術美感的不同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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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傳統手工錫燈」專家問卷 

第一部分、研究說明 

研究背景與目的: 

本研究係以彰化縣鹿港鎮地區萬能錫鋪為例，研究探討傳統錫器在民間

信仰的祭器、禮器中，錫器扮演的角色及傳統錫燈和創意錫燈創新情形

之動機。進而研究重新設計與革新錫器舊有的傳統形式，成功的改變消

費者舊有對錫器的刻板印象，從改良早期制式的傳統錫器到純藝術且多

元的藝術創作，突破與擴展錫材在藝術創作空間上的各種可能性。為此

研究目的。 

一、 名詞解釋: 

模糊成及分析法(FAHP)，將非量化的資訊，結合「模糊理論」的應用

及「層級分析 AHP 法」，將影響決策上的數個評估因素逐層作分析，最後

發展出適合的策略，藉以反映真實環境下決策分析所面臨問題。 

「模糊理論」係利用模糊的邏輯觀念，來描述事物的優劣與情況﹙例如:

事情重要程度分為:同等重要、稍微重要、頗為重要、極為重要、絕對重

要)，來彌補傳統二值邏輯非 0 即 1 觀念。 

「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是一套決策方法，透過

整合質與量的資訊唯依據，將決策分解成要素階層系統，安排這些成分

或變數為階層次序，然後施以特定評比，求取各階層的權重，以決定評

估準則的優勢順位，然後找出達成目標的適當指標。 

相對權重，系指對於各層指標變數的相關重要性，藉由兩兩相較下，主觀判斷

給予數值，並綜合這些判斷來決定哪一個變數有最高優先權。 

(參考黃愛華碩論) 

問卷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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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燈經營之關鍵成功因素

 錫燈 

材質因素

錫燈
用途因素

 錫燈 

造型因素

傳統
造型

現代
造型

創作
造型

純錫 合金
複合
媒材

供品 欣賞 收藏

目標

構面評估

項目評估

圖 1 為本研究所擬錫燈經營成功關鍵因素準則架構 

問卷說明 

研究目的在於探討錫燈經營之關鍵成功因素，以協助錫燈在經營建立管理

機制時參考，期能達到永續發展、提昇經濟再生效益。圖 1 為本研究所擬錫燈

經營成功關鍵因素準則架構，供您填寫問卷時參考之用。

本研究期望藉由問卷瞭解您對於各個評估指標在錫燈經營管理上，所佔的

相對重要程度。本問卷採用名目尺度，對每一層級之指標作兩兩成對比較評估。

AHP 評估尺度的基本劃分包括五項，分別是同等重要、稍重要、頗重要、極重

要、絕對重要，並賦予名目尺度的衡量值 1、3、5、7、9 的衡量值，表 1 所示。

請您針對各個兩兩成對的指標做重要程度的比較，並勾選您的答案。

填答範例如下: 

一、 購買錫燈的評估準則有三:A 錫燈造型;B 錫燈材質; C 錫燈用途。 

二、 評估準則重要性排序例如:你認為【 A 錫燈 錫燈

材質】，則填為【A C B】。 

三、評估準則相對重要性勾選例如:第一顯示「 B 傳統錫燈」比「 」

為重要，且評估比「 B 傳統錫燈」比「 A 錫燈造型」在購買錫燈重要程度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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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錫燈材質」是「頗為重要」，因此勾選右 1:5 的欄位。 

上述說明填答下列各題，謝謝! 
上面所代表的意義為: 

(一) 傳統錫燈的重要性<現代錫燈，且重要性程度比例為 1:5。 

(二) 創作錫燈的重要性>傳統錫燈，且重要性程度比例為 3:1。 

(三) 創作錫燈的重要性>現代錫燈，且重要性程度比例為 7:1。 

一、傳統手工藝錫燈關鍵成功因素之重要性比較(第一層) 

構面 內容說明 

A 錫燈造型 創作、現代、傳統 

B 錫燈材質 純錫、合金、複合媒材 

C 錫燈用途 供品、純欣賞、收藏 



 您對以上三方面因素評估其重要度排序為:＿≧＿≧＿。(請填代號)

X 指標 
重要程度

Y 指標 
絕

對

重

要

極

重

要

頗

重

要

稍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重

要

頗

重

要

極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9:1 7:1 5:1 3:1 1:1 1:3 1:5 1:7 1:9

A 傳統錫燈 
ˇ 

C 現代錫燈 

B 創作錫燈 
ˇ 

A 傳統錫燈 

B 創作錫燈 
ˇ 

C 現代錫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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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評估構面重要度分析請依據上述排序，比較各構面的相對重要程度。

二、「錫燈造型」構面之評估項目重要性比較﹙第二層﹚ 

評估項目 內容說明 

A 傳統錫燈 具典故涵義有著時代性造型，師徒相傳保守外型也較一層變。 

B 現代錫燈 
意象形式，外型不受傳統約束；客製化配合客人需求。 

C 創作錫燈 
以傳統元素結合現代造型介於傳統和現代的風格且作者自由變

化 

 您對以上三方面因素評估其重要度排序為:＿≧＿≧＿。(請填代號)

X
指

標

重要程度

Y
指

標

絕

對

重

要

極

重

要

頗

重

要

稍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重

要

頗

重

要

極

重

要

絕對

重要

9:1 7:1 5:1 3:1 1:1 1:3 1:5 1:7 1:9

A 錫燈造型 B 錫燈材質 

A 錫燈造型 C 錫燈用途 

B 錫燈材質 C 錫燈用途 

X
指

標 

9:1 7:1 5:1 3:1 1:1 1:3 1:5 1:7 1:9

Y
指

標 

絕

對

重

要

極

重

要

頗

重

要

稍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重

要

頗

重

要

極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相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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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評估構面重要度分析請依據上述排序，比較各構面的相對重要程度。 

 

三、「錫燈材質」構面之評估項目重要性比較﹙第二層﹚ 

 

    評估項目            內容說明 

A純錫材質的錫燈 顏色內容單調、成本略高、色澤一致、整體質感較高。 

B合金材質的錫燈 成本較低、重量略重因此易因重量而損壞。 

C複合媒材的錫燈 作品色彩較豐富、技法較高、價格因作品而定。 

  

 您對以上三方面因素評估其重要度排序為: ＿≧＿≧＿。(請填代號) 

 

 

X
指

標 

重要程度 
 
Y
指

標 

絕

對

重

要 

極

重

要 

頗

重

要 

稍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重

要 

頗

重

要 

極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9:1 7:1 5:1 3:1 1:1 1:3 1:5 1:7 1:9 

 A 傳統錫燈 
         

B 現代錫燈 

A 傳統造型 
         

C 創作錫燈 

B 現代錫燈 
         

C 創作錫燈 

X

指

標 

9:1 7:1 5:1 3:1 1:1 1:3 1:5 1:7 1:9 
Y

指

標 

絕

對

重

要 

極

重

要 

頗

重

要 

稍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重

要 

頗

重

要 

極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相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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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評估構面重要度分析請依據上述排序，比較各構面的相對重要程度。

X指標 

重  要  程  度 

Y指標 

絕

對

重

要 

極

重

要 

頗

重

要 

稍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重

要 

頗

重

要 

極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9:1 7:1 5:1 3:1 1:1 1:3 1:5 1:7 1:9 

A純錫材質的

錫燈 

B合金

材質的

錫燈 

A純錫材質的

錫燈 

C複合

媒材的

錫燈 

B合金材質的

錫燈 

C複合

媒材的

錫燈 

X指標 

9:1 7:1 5:1 3:1 1:1 1:3 1:5 1:7 1:9 

Y指標 絕

對

重

要 

極

重

要 

頗

重

要 

稍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重

要 

頗

重

要 

極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相對重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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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錫燈用途」構面之評估項目重要性比較﹙第二層﹚ 

評估項目 內容說明 

A 供品用錫燈 有宗教特色，使用在祭祀用品上。 

B 欣賞用錫燈 空間裝飾、擺設用。 

C 收藏用錫燈 保值用。 

 您對以上三方面因素評估其重要度排序為:＿≧＿≧＿。(請填代號)

 各評估構面重要度分析請依據上述排序，比較各構面的相對重要程度。

X 指標 

重要程度

Y 指

標

絕對

重要

極重

要

頗重

要

稍重

要

同等

重要

稍重

要

頗重

要

極重

要

絕

對

重

要

9:1 7:1 5:1 3:1 1:1 1:3 1:5 1:7 1:9 

A 供品用

錫燈

B 欣賞

用錫燈

A 供品用

錫燈

C 收藏

用錫燈

B 欣賞用

錫燈

C 收藏

用錫燈

X 指標 

9:1 7:1 5:1 3:1 1:1 1:3 1:5 1:7 1:9 

Y 指

標

絕對

重要

極重

要

頗重

要

稍重

要

同等

重要

稍重

要

頗重

要

極重

要

絕

對

重

要

相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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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料 

1. 性別：□男□女

2. 年齡：□21~30 歲□31~40 歲□41~50 歲□51~60 歲

□61~70 歲□71 歲以上

3. 請問您目前的工作單位與職稱是：

單位： 職稱： 

4. 請問您的工作內容或負責業務是：

5. 請問您目前工作的資歷是： 年 

請再次檢查是否有漏填的選項！！ 

若您需要本研究之結果，請提供下列資料，我們將於研究結束後提

供。 

姓名：陳麗朱 e-mail :

郵寄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相關建議： 

～問卷到此結束！十分感謝您的協助與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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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三 

作品特色與欣賞 

傳統錫燈 

小型牡丹燈(圖由萬能錫鋪作者拍攝提

供)
小型貼金壽燈(圖由萬能錫鋪作者拍攝

提供)

小型雙龍柑燈(圖由萬能錫鋪作者拍攝

提供) 
太子樓柑燈(圖由萬能錫鋪作者拍攝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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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龍柱柑燈(圖由萬能錫鋪作者拍攝

提供) 
牡丹富貴燈(圖由萬能錫鋪作者拍攝提

供) 

 

 

閔南式貼金柑燈(圖由萬能錫鋪作者拍

攝提供) 
傳統單層鏤空(圖由萬能錫鋪作者拍攝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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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錫燈 

 

 

 

平安有象柑燈 

(圖由萬能錫鋪作者拍攝

提供) 

步步高升鰲魚燈 

(圖由萬能錫鋪作者拍攝

提供) 

牡丹鳳燈 

(圖由萬能錫鋪作者拍攝

提供) 

 

  

河圖洛書燈 

(圖由萬能錫鋪作者拍攝

提供) 

福祿壽喜貼金燈 

(圖由萬能錫鋪作者拍攝

提供) 

平安有象 

 (圖由萬能錫鋪作者拍攝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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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特色與欣賞(傳統錫燈) 

名稱/圖(傳統錫燈) 簡介 備註 

 

閔式鏤空貼金柑燈 

閩南式造型是傳統柑燈的代表,更是傳統錫

燈發展最為極致的代表之一，整座燈作 極

盡裝飾，其中貼金的鏤空牡丹花圖樣為富貴

吉祥之意。另外它的造型是柑橘的形狀，柑

橘多子，也表示多子多孫的涵意。整體造型

均透過雕工繁複的麝石模鑄錫、焊接組合、

拋光、貼金上色。 

尺寸/ 

23x23x70 
(圖由萬能

錫鋪作者

拍攝提供) 

 

紅柑燈 

紅柑燈又稱龍角燈，燈罩上的鳳毛麟趾意指

優秀又高雅，錫燈在台灣早期的婚嫁習俗上

是不可或缺的嫁妝贈品，男方家長必須賀贈

一對代表早生貴子的錫燈給女方，以求添丁

發財、子孫滿堂、發達之意。紅柑:取橘子

大吉大利、多子多孫之形與意。燈 :音同閩

南語“ 丁”即子之意。鳳毛:鳳凰的羽毛。

稱譽人文采俊秀，能繼承其父風範。麟趾: 

麒麟的腳印。讚譽子孫良善昌盛。鳳毛麟趾:

寫意；出自對聯:鳳毛麟趾、鶴算龜齡。比

喻稀罕珍貴的。 

(圖由萬能

錫鋪作者

拍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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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特色與欣賞(創意錫燈) 

名稱/圖(創意錫燈) 簡介 備註 

 

龜蛇燈 

在道教信仰中，經常可見龜蛇交纏的靈獸，

這就是玄武的化身。玄武也是中國的四象

（東西南北四個方位）之一。所謂左青龍、

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 

龜有甲能捍難， 蛇無甲， 見人避之， 是

避害。 

尺寸/ 

47x47x139

cm 

(圖由萬能

錫鋪作者

拍攝提供) 

 

福壽童子燈 

壽字：表達祝賀長壽之意；圓滿長壽之意。 

福字：表示福份完備，所說福者，即福、祿、

壽、喜、財。 

尺寸/ 

55x24x110

cm 

(圖由萬能

錫鋪作者

拍攝提供) 

 

賜財燈 

錫與賜同音義，豺(觀音的坐騎)與財同音。

兩隻豺各有一球一子，又寓為賜求賜子之

意。 

尺寸/ 

43x43x110

cm 

(圖由萬能

錫鋪作者

拍攝提供) 

 

麒麟燈 

麒麟為仁獸，公為麒母為麟，不食生靈不踏

青草，腳下為祥雲及四寶。民間有麒麟到此

絕無邪氣之說。 

尺寸/ 

25x25x68 

(圖由萬能

錫鋪作者

拍攝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