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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製粿、糕、餅印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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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小時候，期待吃拜拜完後的紅龜

粿和糕仔、鄰居嫁女兒的囍餅、中秋節的月

餅，這種心情與古早味道的記憶，總是讓人

難以忘懷。當時只想著吃，根本不會想要知

道這些食品是使用什麼原料和工具製作而

成。長大後，在懷舊情感及喜歡古樸之美的

作祟下，不知不覺從跳蚤市場收藏了滿滿一

大木箱的粿、糕、餅印模。

得知林業專訊156期的主題是「植物文

化」後，心想與其讓這些收藏品沉睡在大

木箱中，不如讓它們發揮展示、教育及推廣

的功能。翻出多年來的粿、糕、餅印模收藏

品，好好探究臺灣傳統節慶文化與植物之間

的關係。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探究傳統

木製粿、糕、餅印模的材質為何？以常見的

紅龜粿、囍餅與月餅、糕仔分別來探討粿、

糕、餅印模的文字及圖像蘊藏著什麼意涵？

讓大多數的民眾認識木製粿、糕、餅印模文

化之美。

「烏心石」是木製粿、糕、餅印模的

最佳材質

一般人都認為烏心石木材是做砧板的好

材料，其實它亦是製作粿、糕、餅印模的上

等材料。鄭淑君(2000)傳統木製糕餅印模之

研究論文(第113頁)中指出，木製糕餅印模的

雕刻用材大多取自烏心石、樟木、櫸木、肖

楠、紅檜、龍眼、梧桐木等，主要是因為這

些樹種的質地堅硬細緻，不易腐蛀，其中又

以烏心石(圖1)最為人所青睞。

陳玉玲(2006)臺灣木刻糕餅印模造型與

圖案之研究論文(第46頁)中指出，印模製作材

料，以烏心石為大宗，因為它的木理均勻細

緻、富光澤、木質堅硬強韌、易乾燥、不易

劈裂，徑斷面具特殊花紋，加工性適中，釘

著力強，塗裝性佳，非常適合製作粿印。

華家緯(2008)台灣傳統文化圖像研究―

以木製糕餅印模為例之研究論文(第86頁)中指

出，木製糕餅印模種類眾多，不同材質具有不

同特質，例如：烏心石木、肖楠木、紅檜木、

樟木、梧桐木等，皆為木製印模雕刻常用的木

料，當中以烏心石木使用最佳，主要是因為其

質地堅硬耐用，適合長期敲打使用。

粿模

粿(龜)模的造型是由一塊長立方體的雙面

雕及一手握柄所構成，板上面的圖像皆有其寓

意，正面是烏龜(長壽)的板模，反面是壽桃(延

圖1 烏心石的樹木、花、果實。(周富三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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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益壽)的板模；側面有魚(連年有餘、富裕有

餘)的板模及連貫古錢(十全富貴、福祿雙全、

財富)的板模(圖2)。透過板模製作出來的每一

個紅龜粿或壽桃幾乎是一模一樣，所以有人用

「粿印的」來形容面貌相似的父子或母女。

某日，筆者於高雄市內惟跳蚤市場尋

寶，有一攤位上擺滿木製粿、糕、餅印模，

吸引筆者駐足觀賞。攤位主人正是用生命擁

抱粿模的收藏家――黃鳳鳥先生(圖3)，綽

號小鳥哥，澎湖人，現居高雄，年約六十，

個性隨和，幽默風趣，三十多年的收藏中，

有千餘把的粿、糕、餅印模，是個一輩子以

收藏粿模為樂的收藏家，擁有「尋龜人」名

號，撰寫《粿模傳奇之風華再現》的專書。

筆者向小鳥哥購買一本粿模傳奇的專書，

小鳥哥贈送一個小巧玲瓏的紅龜飾品給筆者，

同時用超溜的臺語唸著：「紅龜紅紅紅，乎

你賺錢寄銀行」、「紅龜軟軟QQ，吃了長歲

壽」。筆者：「喔～～都有押韻，再來一句」

小鳥哥放慢速度說：「來～～注意聽喔～～摸

龜頭，讀冊真熬、摸身軀，賭博都不會輸、摸

龜殼，賺錢穩瘩瘩、摸龜尾，賺傢伙、龜頭摸

到龜尾，年頭賺到年尾」。以上這幾句吉祥話

都是人人想追求的延年益壽、賺錢發財。

圖2 粿模的圖像，正面是烏龜，反面是壽桃，側面有魚及連貫古錢的板模。(周富三 攝)

圖3 黃鳳鳥先生與他收藏的最大粿模。(周富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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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語說「滿月圓、四月桃、度晬是紅

龜(臺語)」，意思是說嬰兒滿月時要煮紅色

湯圓，滿四個月時要拜壽桃，滿周歲時要拜

紅龜粿。筆者問：「牽仔粿是做什麼用？」

小鳥哥：「主要是用來拜天公，客家人稱丁

粄，家裡新添男丁用來慶賀之用」。筆者再

問：「魚粿呢？」小鳥哥：「魚嘛～～通常

都是鯉魚，代表年年有餘，另外還有魚躍龍

門的意思，因為鯉魚的繁殖力強，所以也有

多子多孫的意思」。

小鳥哥回想起跟鯉魚粿有關的小故事：

我太太的姊姊的女兒結婚六年了，生不出孩

子來。有一年我回去澎湖過年，做一個鯉魚

粿送給她，隔年，聽太太說她姊姊的女兒懷

孕了，而且當年她的先生考上高考，這是不

是印證多子多孫與魚躍龍門嗎？ 

糕模

糕模的造型豐富多樣，大致區分為：長

條型單面雕糕模、二片合單面雕糕模、三片

合單面雕糕模，其中以長條型單面雕糕模最

為常見，依紋飾的樣式又可分為同款式和多

款式(圖4)。

糕模的圖案紋飾非常多樣，以動、植物

圖像為多數，本文僅以「九豬十六羊」糕餅

為例，介紹其圖像的意涵如下：

農曆3月19日是太陽公的生日，當天臺

南市居民會製作「九豬十六羊」祭品來祭拜

太陽公，這「九豬十六羊」並非是殺豬宰羊

的牲祭品，而是以糕模製作的9隻豬和16隻羊

造型的糕餅。民間相傳在這天祭拜太陽，是

為了緬懷隨著國家滅亡自縊而死的明代最後

一任皇帝――明思宗，「九豬十六羊」的祭

品則被認為寄託有復興明朝的意涵。太陽光

明的意象與「明」之國號同義，明朝國姓為

「朱」，則與「豬」諧音，祭品之「九豬」

即有「救朱」或「久朱」的諧音；而「羊」

又與「陽」同音，明代自朱元璋開國至崇禎

亡國共有16位皇帝，「十六羊」即有象徵紀

念明代16位國君之意。

餅模

喜餅模的造型為單面圓形或長方形，有

柄或無柄，通常會有一個「囍」字在中央，

兩邊會有一對龍鳳、鴛鴦、梅花的紋飾(圖

5)。話說這個雙喜字的由來：

北宋時期，王安石赴京趕考，途經馬家

圖4 糕模的造型與圖像。(周富三 攝)

圖5 喜餅模的造型與圖像。(周富三 攝)



林業研究專訊 Vol. 27 No. 4 202026

專
題
論
述

的酒杯造型，方便執握操作。至於月餅模的圖

像文字相當多樣性，圖像以花草為主，文字則

以月餅舖或月餅口味名稱為多數。早期的餅店

非常講究，每一種口味的餅都有一個專用的餅

模，不能隨便亂來的，以免混到其他口味，每

一塊月餅都有專屬口味的包裝紙(圖7) 。

結語

傳統的粿、糕、餅印模的材料以手工木

製雕刻為主，具有藝術之美，隨著時代的演

進，現今的材質都改為塑膠製品。更嚴重的

是，民俗節慶的氣氛逐漸式微，在物質豐裕

的時代，不會有小朋友期待吃拜拜完後的紅

龜粿和糕餅，年輕人結婚的喜餅都改成包裝

精美的西式餅乾禮盒，曾幾何時中秋節變成

烤肉節，坐在門前的院子吃著月餅、賞著月亮

的景象已不復在。透過本文對印模文化的介

紹，期能勾起三、四、五零年代人們的記憶，

並藉由志工老師們在解說烏心石植物時，來

推廣傳統木製粿、糕、餅印模文化，不僅做到

展示且能達到教育的功能。最後，要感謝好

友「粿模達人」――黃鳳鳥先生提供他的收

藏給筆者拍照，讓本文更加完善。

鎮，偶見馬員外為選婿而在宅院門口懸掛「走

馬燈，燈馬走，燈熄馬停步」的半幅對聯。王

安石不由拍手連稱「好對！好對！」。

第二天，王安石進考場，振筆疾書，

交了頭卷。主考官便傳他上來面試，指著廳

前的飛虎旗說「飛虎旗，旗虎飛，旗卷虎藏

身」。王安石腦中立即浮現馬員外家門口的

半幅對聯，不假思索地對上「走馬燈，燈馬

走，燈熄馬停步」。不僅對得快又工整，令

主考官讚嘆不已。

考試結束，王安石刻不容緩地回到馬家

鎮，在「走馬燈，燈馬走，燈熄馬停步」的半

幅對聯旁寫出：「飛虎旗，旗虎飛，旗卷虎身

藏」。馬員外見他對得巧妙工整，便把女兒許

配給他，並擇良辰吉日在馬家宅院完婚。

結婚當天，報子來報「王大人金榜題

名，明日請赴瓊林宴」。面對雙喜臨門，王

安石帶著三分醉意，在紅紙上揮毫一個大

「囍」字，讓人貼在門上。從此，結婚時貼

紅「囍」字便在民間開始流行。

月餅模的造型多為酒杯型單面雕，餅的

形狀多數為圓形、少數為正方形(圖6)，主要

是因為月餅的面積小，將月餅模製成具有長柄

圖6 月餅模的造型與圖像。(周富三 攝) 圖7 不同口味月餅的包裝紙。(周富三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