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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近年刺青文化早有不同內涵。以往給人和幫派連結的印象。現在伴侶間的愛意展現、同儕認同，都

會透過刺青來展示。而我們這次的研究專題動機，來自於臉書社交文化藝術的專業網站 Tattoos and 

Tattoo Art。根據該網站的介紹，讓我們看到了國外不同的刺青風格。 臉書中所呈現的五花八門刺青圖

形所呈現的範圍，有的從腳到臉全都是刺青的圖騰，而有的刺青部位則是在腹部或是手臂。很明顯地，

刺青文化已達多元且普及的階段，甚至人們也想從刺青紋身來滿足個人慾望。因此，根據網站所呈現的

刺青圖形，讓我們專題組員想對刺青類型作一分類，並對可能的刺青圖案背後意義進行更進一步地了解。 

 

二、研究目的 

 

（一）整理刺青的起源以及相關歷史敘述 

 

（二）分類刺青圖形以及探索所隱含的意義 

 

（三）調查現今高中職生對於刺青接受度以及所喜愛的刺青類型 

 

三、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專題的主軸重心在於文獻的蒐集與整理分類，並進而作一探討。根據前述研究目的，我們

在「刺青的起源以及相關歷史敘述」以及「刺青圖形所隱含的意義」研究項目，將透過「台灣博碩士論

文」網站、「台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論文全文索引資料庫」、以及「中學生網

站」尋得相關論文資料參考（請詳見「引註資料」）。此外，關於刺青圖形的來源，我們也參照了個人部

落格或網站：如「彫欽」、「上海最好的紋身店」、「石家庄纹身」、以及「失落的紋身藝術」等。最後，

在研究目的（三）「調查現今高中職生對於刺青接受度以及所喜愛的刺青類型」，我們則是採用了問卷調

查法，設計的題目內容包含：（1）青少年接受刺青的程度以及原因（問卷題 1 以及題 2）、（2）可以接受

的刺青對象（問卷題 3 以及題 4）、和（3）可以接受的刺青圖案類別（問卷題 5）。 

 

四、研究限制 

 

本次的專題研究，有三大限制。首先，關於刺青的歷史與起源，我們則是以文獻整理法進行論述。

囿於自身的專業廣度有限，想必尚有論述未足之處。此外，有關於刺青圖案類別整理，我們則是根據搜

尋到的相關資料進行圖表分類整理（請詳見正文），相信也有未詳盡之處。最後，關於問卷調查的受試

對象，我們則是以本校應用外語科一年級至三年級的學生為個案研究。他們的書面回應，不見得完全能

適用於其他科別學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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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流程 

 

 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研究目的、以及研究方法等，我們以研究流程圖勾勒出本次專題研究的執行

次序。 

 

 

 

貳●正文 

 

一、刺青的定義 

 

刺青，又名紋身（tattoo）， 相關別名也包含「黥」、「剳青」、「雕青」等（陳國強，2002）。在醫學上也

稱之為「色素沉著」或是「色素異常」現象（黃河南，1987）。刺青一詞源自於玻里尼西亞語 tattau 。最早

由庫克船長將其引進成英文字一員。而刺青的方式，就是使用有墨的針，在人體皮膚處刺入文字或圖案，

留下永久的印記。除了被刺青紋身的人需要忍受身體上的痛苦外，紋身的印記圖案也很難去掉。 

 

二、刺青目的與類型演變 

 

世界上有紋身的歷史已有一萬四千多年了。但是各國對於刺青的起源以及目的各有獨門的發展。囿

於篇幅所限，我們先簡述國內外相關史實紀載，以呈現簡要論述架構。 

 

1. 外國刺青的早期歷史記載 

 

刺青的歷史記載，源自於古埃及時期的紋身。從埃及金字塔內存放超過 4000 年的木乃伊身上，可

以發現，早期的埃及男女貴族們，身上刻有明顯的刺青圖樣，並有「神示」的風俗。除此之外，古埃及

的刺青文化也有含階級分辨的意思，或者某些特定的行業（如歌手、舞妓等）。 

 

2500 年前，夏威夷移民帶著刺青到日本。與古埃及含有宗教意味的刺青比較，日本將紋身（大和民

族稱之為「入墨」）發展成一門人體藝術，在人體刺上如浮世繪般的作品。甚至在東京的博物館曾展示

上百幅裝飾皮膚的刺青。顯然地，日本人對於刺青文化的態度較為嚴肅，也較具藝術特質。 

 

在歐洲，據傳在西元 1961 年第一位把刺青帶回歐洲的航海者（被稱為「刺青王子」），身上共有 338

個紋身圖案。不過當時在歐洲刺青者，以女生居多。曾有史實記載，在維多利亞時期追求流行的英國婦

女，會在唇部刺上紅色顏料，可以永保彩妝。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美的刺青者也大都是女性。她們

常刺上鳥類、花樣、或是親人/愛人的姓名，一解相思之感。當然，當時在戰亂時期，也曾有居民將神祕

最後結論 發放問卷 資料統整 

研究主題 擬定大綱 撰寫研究目的、動機 文獻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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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儀式刺青在自己的身上，尋求另一種心靈的慰藉。像是早期的基督徒也會在身上刺上十字架，表

示忠誠。逐漸地，歐美在刺青藝術的表現更獨樹一幟，在人體其他部位也加入了刺青這門藝術。會有這

麼多元化的刺青方式，就社會認知層面來看，可能表示某種團體的共同特徵（例如黑道）。或者也有可

能出自於好玩或叛逆的心理，感覺在同儕中能敢刺青，似乎可以彰顯自己的勇氣。 

 

    在美國，刺青的歷史可追朔到南北戰爭時期。家人為了便於尋找在戰場上戰死的家屬，有可能是

透過他們身上刺青的特殊標誌來進行辨識。當然，早在歐洲人進入美洲之前，當地的印第安人也有刺青

紋身的傳統。只是這些傳統因為沒有文字的記錄，而使得歷史學家在尋找美國紋身起源的時候無從下手。 

 

2. 中華刺青文化的早期歷史紀載 

    

   中華古代的刺青文化記載，可上朔至 3500 年前。刺青類型可包含"文身"、"鏤身"、"紮青"、"點青"、"

雕青"、"雕題"等等，使用者多為"遊手""閑漢"之流。在前秦時期，對於犯罪者施以刺青紋身的圖案（稱

為"黥"，又稱"墨刑"），有告訴世人並殺雞儆猴之意。這種刑罰就在中國名典水滸傳的故事也經常能夠看

到。 

 

而台灣約可追溯至四百年前的原住民 (黃河南，1987；各國紋身的由來)。這可從較年長的原住民，

會刺上「鯨面」來得到印證。除了原住民之外，台灣在日本殖民時期，因為受到日本武士文化的影響，

也開始有人模仿日本武士紋身，用來顯示自己的「勇武」性格。或者是表示類似「兄弟情義」的武士精

神，常指於黑道兄弟。也難怪早期台灣的紋身刺青文化，被歸類為黑道次文化。但是，隨著社會的多元

化，刺青紋身的藝術也逐漸浮現。 

 

（二）刺青的目的 

 

 根據上述的刺青文化起源以及發展演變，我們接下來要整理的是刺青的主要目的。根據相關文獻記

述，刺青涵蓋了底下目的： 

 

1、原始求生目的： 原始人生活在森林中，與猛獸共處。為了掩飾自己，只好將自己塗抹成大自然的 

色彩或圖案。 

2、迷信的紋身： 據說刻上某種動物的形象或特別的圖案可以避邪或者增強體能。  

3、宗教的標誌： 許多部落民族有紋身的習俗，最常見的是宗教的圖騰，以做辯認。 

4、紀念的紋身： 現代最流行的，便是將愛人和恩人的名字刻在身上。 

5、美容的紋身： 先天性的疤痕，可以用紋身遮掩；眉毛稀薄的女孩子，也可以用紋眉填補（紋 

唇也屬紋身範疇）。 

6、自我英雄意識的紋身： 為表達強烈的英雄主義或作為強勢的表徵，紋身被視為勇者行為。 

7、發奮激勵的紋身： 身上刻上激勵的文字或者具備向上意味的圖案，以隨時警惕自己。 

8、美感的紋身： 完全講求美感及藝術價值，把身體化為一尊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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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刺青的種類與涵義  

 

 根據搜尋到的相關刺青圖案，我們分類如下：宗教、植物、動物、種族、以及紀念等類別。底下為

這些類別的整理與圖示。 

 

（一）宗教類 

八家將 不動明王 地藏王菩薩 財神爺 

 

 

 

  
  

 

 

 

  

負責捉拿鬼怪妖邪，也有解

運祈安、安宅鎮煞的功能，

具有強烈的宗教性質，陣頭

氣氛也常顯得神秘、威赫、

嚴肅 

這尊神明乃是大日如

來的忿怒像化身, <不

動>代表慈悲心堅固

不動搖; <明>則表示

智慧光明; 而<王>則

是領導統馭卓越之意!

大多數人是因祝

壽，祈求國泰民安、

風調雨順 

 

富有之如意、招寶、納

珍、招財及利市、祈求

保佑來年大吉大利，平

安發財 

 

鬼頭 梵文 

  

所傳達的是憤怒ˋ忌妒

的心情,後來慢慢轉變成

避邪'、祈求平安 

梵文密文,代表佛教信仰 

神明保佑 

 

 

 

 

 

 

 



刺青類型探索 

5 
 

（二） 植物類 

牡丹花 菊花 玫瑰 

 

  

牡丹花開，富貴自來 

牡丹以它特有的富麗、華貴

和豐茂，在中國傳統意識中

被視為繁榮昌盛、幸福和平

的象徵。 

象徵著，鬥魂不死，凌冰傲

霜，風霜淬礪，堅定不壞，堅

守晚節，普濟世人，自香自珍

的花格，代表的是為人敬仰，

高風亮節的君子風範！ 

玫瑰長久以來就象徵著美

麗和愛情 

（三） 動物類 

虎 龍 鯉魚 老鷹 

 
  

 

象徵富貴不愁助權威、

擋災、避險、有勇氣、

說話有說服力 、權力、

威嚴、勇氣、掌控大局、

不放過任何機會。 

動物界最高的地

位, 崇高的象徵. 

開運、擋災、避

險、更有權威 

 

用來象徵生意中收

益和盈利,金錢,財

富,福祿無比 

象徵權威、和平與友情

（四） 種族 

毛利人 泰雅族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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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利戰士 

臉部刺青圖騰代表意義－嚇阻敵

人入侵、顯示自己的英勇。除了美

觀、避邪以外，代表了女子的善

織、男子的勇武，也是死後認祖歸

宗的標誌。 

泰雅族人的紋面是『生命』的表徵，

男子紋面必需在戰場、打獵時有英勇

的表現，才能紋面，女子則需有姣好

的面貌及織布的本領才有資格紋面，

或女人出嫁後代表貞節，忠於丈夫的

表示。又族中獵頭多次成功的男子及

織布技術超群的女子，有特權在胸、

手、足、 額刺特定的花紋，為榮耀的

表徵。 

 

（五） 紀念性 

情侶 人物 

  

情侶或者具有某種紀念價值 

人物頭像的紋身對被紋身者有很

重要的意義：例如有的是自己的

親人，有的是為了紀念自己的朋

友，有的是以自己所敬仰的人的

人物來勉勵自己等等 

 

（六） 美感 

美感 

  

講求美感或者藝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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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男生接受刺青程度

63%

37%

接受 不接受

高中職女生接受刺青程度

72%

28%

接受 不接受

高中職女生不能接受刺青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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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一) 高中職男女學生們接受刺青程度 

             

 

 

 

 

 

 

 

 

  根據圖一與圖二的調查結果，我們發現至少有六成的高中職男女學生均可接受刺青（男生：63%；女

生：72%）。不過，此次受訪的男學生在接受刺青的態度上比女學生保守許多。因此，我們試著去探討

本次受訪少數不能接受刺青的學生相關看法（男生：37%；女生：28%）。 

  

(二)高中職男女學生不能接受刺青的主要原因 

          註  : a  :不願在身上刺上任何印記 

                b  :認為刺青有負面意義 

                c  :家人或親友不接受，所以不敢做   

                d  :受到班上有刺青的同學或是朋友在學校承受的負面壓力，所以不敢做  

        e  :其他原因                                       

 

 

 

 

 

 

 

 

 

根據上列圖一與圖二少數不能接受刺青的高中職男女學生（男生：37%；女生：28%），最主要的

原因來自於個人不願意在身上刺有任何印記（男生：20.83%；女生：15.79%）。比較有趣的是，男生不

願意刺青的另一原因，有背負著家人以及同學朋友的負面壓力（家人：6.94%；同學或朋友：8.33%）。

而這項負面壓力還比女學生們巨大（家人：3.95%；同學或朋友：0%）。可以感受到現今男學生在少子

化浪潮下，受到家庭教育的約束與期待均比受訪的女學生高出一些。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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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女生接受同學或朋友刺青程度

88%

12%

接受 不接受

高中職男生接受同學或朋友刺青程度

90%

10%

接受 不接受

高中職女生接受家人或親友刺青程度

75%

25%

接受 不接受

高中職男生接受家人或親友刺青程度

76%

24%

接受 不接受

高中職男生刺青類型喜愛程度

15.29

5.88

17.65

37.65

23.53

0

5

10

15

20

25

3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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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女生刺青類型喜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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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高中職男女學生接受自己的同學或朋友刺青程度 

 

 

 

 

 

 

 

 

 

 

 

 根據圖五以及圖六，接近九成左右的男女高中職生均可接受同學或是朋友的刺青（男生：90%；女

生：88%）。雖然女學生對於刺青的態度比起受訪的男學生更加開放（圖二）以及少顧慮（圖三），但

對於身旁好友的刺青動機，反而比男學生稍微保守一點（圖五）。不過，這 2%的落差程度，應屬統計

上可接受的誤差範圍。所以我們仍舊認為受訪的男女高中職生對於同學或是朋友的刺青態度應該均是一

致性的認同。 

 

(四)高中職男女學生接受家人或親友刺青程度 

 

 

 

 

 

 

 

 

 雖然約七成五受訪的男女高中職生可以接受家人或是親友刺青（男生：76%；女生：75%），但與

上列圖五以及圖六關於同學或朋友的刺青態度調查結果比較，滑落了約 15%的支持度。換句話說，受訪

的男女高中職學生多少對於刺青藝術尚有些許負面觀感。他們「尊重」身旁好友刺青，但「不支持」家

人刺青，以免自己也被外界標籤化。 

(五) 高中職男女學生刺青類型喜愛程度 

 

 

 

 

 

 

 

圖六 圖五 

圖七 圖八 

圖十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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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我們前項林林總總刺青類型整理，受訪的男女學生均接受刺青所帶來的紀念性（男生：

37.65%；女生：40.4%）以及藝術美感（男生：23.53%；女生：36.36%）。也就是說，受訪男女高

中職生較偏愛刺青所隱含的個人態度以及審美觀。但對於有較為負面幫派色彩的「宗教型」或是「動

物性」刺青，男學生在接受度上比女學生高出許多（宗教性－男生：15.29%；女生：6.06%；動物

性－男生：17.65%；女生：6.06%）。很顯然地，女學生可接受的刺青意義廣度比起男學生窄許多，

雖然她們接受刺青的開放態度比男生高（圖二）。 

 

叁●結論 

 

經過這次的專題整理，我們發現，刺青的目的與類型，會因為生活需求、宗教象徵（古埃及）、甚

至在社會階層分類上都有所不同。甚至刺青代表著另類藝術意境與個人紀念意義。不似一般人將刺青貶

為次文化。雖然現今高中職生對於刺青的接受程度比以往更高（圖一與圖二），但經由我們此次的問卷

調查，他們的態度是尊重他人刺青（圖五與圖六），但並不代表他們可以接受自己的家人刺青（圖七與

圖八），呈現適度的保守態度。尤其是此次受訪的男高中職生，因為少子化現象，他們多半受到嚴格的

家庭教育，因此在刺青接受程度稍低於受訪女高中職生。最後，根據目前受訪的高中職生喜愛的刺青類

型（紀念性與美感為多），刺青在它們心中代表的已經不是過往所認知的「叛逆」或者「黑社會」。他們

藉由刺青去紓發自己所想要表達的親情與愛情，或者是有特殊意義的圖騰（如已逝親人等）。顯然地，

刺青文化在現代社會已經晉身為藝術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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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內容 附錄（因篇幅所限，本次附錄僅呈現問卷問題，省略個人資料問題） 

1. 請問您可以接受刺青嗎？ 

 □可以接受（請從第 3 題開始填寫到最後一題） □不可以接受（請填寫第 2、3、4 題） 

2. 請問您不能接受刺青的主要原因為何？（僅單選） 

 （僅限第 1 題選「不可以接受」者回答） 

 □我不願意在自己的身體刺上任何印記。 

 □我認為刺青有很負面的社會意義（如犯罪等）。 

 □家人親友不接受我刺青，所以我不敢做。 

 □受到班上有刺青的同學或是朋友在學校承受負面壓力，所以我不敢做。 

 □其它原因（請簡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請問您可以接受您的同學或朋友刺青嗎？ 

  □可以接受     □不可以接受 

4. 請問您可以接受您的家人或親友刺青嗎？  

  □可以接受     □不可以接受 

5. 底下有相關的刺青類型，請您選出您比較喜愛的刺青圖型（可複選，至多選兩項）： 

 1.宗教類  2. 植物類  3. 動物類     4. 紀念性  5.  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