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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在現今社會只要遇到節慶全家大小都會去廟裡參拜，廟也會舉辦熱鬧儀式，例

如神明生日或是中元普渡，等等，每當這個時候就會有好多信眾和樂隊隊伍，這

些只有在台灣才看得到的盛事，也造成國際間的轟動。 

  有一次去大甲看媽祖繞進，場面很盛大，有陣頭、鑼鼓陣或是南北管這些民間

團體參與慶典，有了這些民間團體使得大甲媽祖繞進增添了熱鬧感，使我有了想

了解宗教儀式音樂的動機，所以選擇跟隨陳美華老師研究宗教儀式音樂這類議

題，而我所研究的是道教儀式，一般對道教儀式的認知就是普渡、神明生日等，

但是只是表面上認識，並沒有深入做研究，所以藉由這次論文研究來更深入了

解，並接觸儀式和南北管音樂。 

  以第一章來說明研究彰化員林瑞法壇祈安禮斗之儀式與音樂研究這主題的動

機和目的，並蒐集相關文獻來增加書寫內容，並利用課堂上所學的田野調查來訪

問研究對象，和近距離的觀察與參與，把當天的儀式拍攝紀綠下來，作為之後研

究的資料，利用記譜法來進行音樂的分析和譯譜，第二章以研究的寺廟和團體資

料為重，第三章是詳細的把論文主題要說的儀式說明清楚，並用經文和譜做分析。 

  最後，希望能順利完成這本論文的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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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與目的與目的與目的與目的    

 

 

在一次上課中，筆者選擇跟隨陳美華老師所帶領的宗教儀式音樂，並開始尋

找廟宇和樂隊，可是大多數的廟宇都是鑼鼓陣或是外地請來的國樂，很少有北管

和南管，而廟方也說現今中南部的南北管社已漸漸的沒落了，通常廟裡都是鑼鼓

陣或國樂，比較少會有南北管，所以剛開始的幾個月常常碰壁，四處奔波尋找。 

之後透過老師的打聽，知道北港有幾間北管和南管，也是馬上動身去找，之後找

到一間歷史百年以上的北管軒社集雅軒，但是裡面的師傅平均年歲 70 幾歲，甚

至都退休了，不怎麼參加廟會，都是興趣彈奏而已，雖然有嘗試教學，但學生學

不專精，而老師也無法達到想要的結果，所以之後就沒再教學了，這間北管軒社

歷史悠久也保存了許多文獻，但是缺乏整理，許多文獻都破破爛爛的，卓時讓人

可惜，而南北管文化和傳承逐漸凋零。  

    再次經由田野調查和介紹，得知在彰化縣員林鎮有一家祖傳的軒社叫做瑞法

壇，內含北管、南管、誦經、國樂，因為是祖傳的所以也有百年歷史，現在已經

傳到第三代由黃老師帶領。他們全台都接，婚喪喜慶、廟會、法會、作醮這些都

有。可以研究的內容很多也可以分很細，當筆者去做訪問時也很樂意接受並回

答，第一次去做田野時當有不懂的儀式或是一些問題，都會解答並詳細解釋，也

讓筆者進行拍攝。 

    之後去南投鳳天宮廟會慶典和花壇紫竹寺三天法會，去實際做了田野才發

現，以前的認知真的很淺，什麼都不懂，以前去廟裡都只是純粹拜拜和看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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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有那些鑼鼓陣頭，也不會覺得特別感興趣，但研究了關於儀式音樂後，去到

廟會慶典，已經不會單單只是拜拜湊熱鬧，會多一份精力觀看鑼鼓陣頭或是聽著

南北管配樂，而且可以觀察到廟方和信眾間的互動，樂隊和廟方的互動，這是之

前不懂時所沒發現的一切事物，然後會發現信眾都很熱情也很可愛，而且有些廟

裡有活動時，旁邊就會有向流水席一樣的辦桌，而附近居民會參拜的人都會留下

來大家一起享用，象徵是吃了會保平安，算是廟會的一種習俗。 

    在早期的農業社會北管很多人學習，因為音樂都較為熱鬧，也是廟會的一大

看點，所以這時的北管發展很好，但是進入社會變遷，科技快速發展，進而取代

這些傳統的音樂文化，而北管也沒落了一陣子，只剩少數家裡傳承的人在學習表

演，而現代人都過著忙碌的生活，很少會停下腳步來細細聆聽傳統音樂的美妙，

都被科技音樂作取代，北管也差點要消失，之後好險學術界有發現，慢慢的再帶

動起來，不至於會讓這些傳統音樂文化消失滅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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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文獻文獻文獻文獻回顧回顧回顧回顧    

 

 

    以呂錘寬的《台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來了解道教儀式，內容是介紹台灣的

道教儀式和音樂，包括了儀式的參演者、儀式的演出、儀式的音樂、法事分析、

儀式的劇場性、儀式音樂分析。 

    林谷芳的《傳統音樂概論》，內容有傳統音樂的範疇、種類、特質與欣賞，

還有傳統音樂所要呈現的形式與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和功能，和現狀的發展。 

呂錘寬的《北管音樂概論》以樂曲內容、音樂藝術為重點，歷史和人文也在

書中有提及。從樂曲種類、樂器、音樂理論、北管音樂、戲曲唱腔這方面來做分

析，再點出人文、樂曲組織結構，音樂這方面來探討。北管種類多樣，在許多宗

教儀式、迎神會、婚喪喜慶等場合都可聽到北管戲曲或是鼓吹樂，而北管系統包

括北管的鼓吹樂、絲竹樂、北管古路戲曲、新路戲曲，以及布袋戲和歌仔戲等。 

法玄山人的《祈安禮斗科儀》，裡面有談到祈安禮斗科儀的序，祈安禮斗科

儀彩圖實況解析。 

許常惠、呂錘寬、鄭榮興的《台灣傳統音樂之美》由 三 位 台 灣 音 樂 研 究

者 撰 寫 ， 內 容 有 介 紹 原 住 民 音 樂 的 內 容 和 形 式 ， 從 歌 唱 形 式 中 分 析 器

樂、歌舞、祭 祀、多 聲部 合唱 等音 樂，漢 族傳 統音 樂的 宗教 儀 式性 音樂，

並介 紹傳 統音 樂樂 曲 型態 和樂 器，在 透過 南管、北管 音樂 文化 與道 教儀

式音 樂作 分析 ，客 家 音樂 由人 聲演 唱的 客 家山 歌與 樂器 演奏 客 家八 音。 

呂錘寬的《台灣傳統音樂概論．歌樂篇》主要是說歌唱類音樂，分為民

歌、南管曲、北管戲曲與細曲、歌子戲唱腔、儀式音樂。台灣傳統音樂

也不例外，像南管、北管，除了在館閣內流傳，也被其他樂種、劇種吸

收，原住民音樂具有豐富的和聲與對位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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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對象是瑞法壇裡面的演奏人員，由黃川榕老師帶領，成員有：黃建隆、黃中

和、劉長錫、劉瑞謙、張年發、柳順鏵。 

黃老師很熱心，在剛到那裡要研究時，畢竟之前沒有接觸宗教儀式這類的資訊，

是因為這次論文的關係，去之前有閱讀一些宗教儀式的書籍，但實際操作時真的

會矇矇懂懂，所以當筆者丟出疑問時，黃老師都很有耐心，用著一口台灣國語和

台語仔細解釋，當解釋完還是一臉疑惑時，會針對疑惑地方在解釋，解釋到完全

聽的懂為止。 

因為是家傳的，所以黃老師的兒子和媳婦，也都是做這宗教儀式音樂工作

的，去到廟會現場，黃老師是負責敲鑼打鼓的，而他兒子和媳婦是誦經團的，而

成員中有自己的團員，也有臨時員，而這些團員都是已經從事這類工作很長的時

間，個個是經驗老道的專業人員，當我們要訪問時，剛開始顯得有點慌張，後來

都很和藹可親、害羞的回答所問的問題，都是有問必答，就算要拍照也都很配合，

很好相處，做起田野很愉快。 

樂隊：黃川榕、黃中和、柳順鏵 

誦經：黃建隆、劉長錫、劉瑞謙、張年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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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瑞法壇演奏          駱怡伶拍攝 

 

 

圖 2     瑞法壇誦經團          駱怡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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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首先利用田野調查了解瑞法壇的地理位置，利用田野調查的訪問來了解瑞法

壇的歷史、體系、儀式內容和南北管資訊，訪談團員的基本資料、動機和學習過

程中所遇到的困難，並把人、事、時、地、物用民族誌和口述歷史的方式寫下來。 

再用參與觀察法在有演出的時候都去觀看和參與，並利用攝影機，相機、錄

音筆、筆記這些器材、用具記錄一切，當演出休息時刻，把握時間提出問題做訪

問，不管是練習或演出都實地的拍攝並保留，方便之後整理資料和圖表，從旁記

錄一切，不懂馬上提問並書寫下來。 

閱讀南北管和道教儀式音樂的一些歷史背景的文獻資料，然後把儀式音樂用

所學的記譜法方式，來譯譜，透過這些資料來撰寫這本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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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研究步驟和進度研究步驟和進度研究步驟和進度研究步驟和進度    

 

 

表 1     研究步驟 

  步驟 

 

 

 

 

 

 

尋找題目 

文獻閱讀分析 

完成論文 

確定題目 探訪瑞法壇 蒐集資料 

文獻蒐集 

參與觀察和訪談 

田野調查 

譯譜 

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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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進度 

進度 

日期/事

項 

99/10 99/11 99/12 100/1 100/2 100/3 100/4 

收集資

料 

●   ● ●   

田野調

查 

● ● ●   ●  

確定題

目 

 ●      

參與觀

察訪談 

 ● ●   ●  

譯譜      ● ● 

完成論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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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員林瑞法壇與花壇紫竹寺簡介員林瑞法壇與花壇紫竹寺簡介員林瑞法壇與花壇紫竹寺簡介員林瑞法壇與花壇紫竹寺簡介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節節節節        瑞法壇歷史沿革瑞法壇歷史沿革瑞法壇歷史沿革瑞法壇歷史沿革    

 

    

 

圖 3     員林位置圖 

    瑞法壇位於彰化縣員林鎮，從清朝就開始有了，已有 85 年以上的歷史，現

在由第三代傳人黃川榕老師經營傳承下去。黃川榕老師表示他的祖父黃野先

生在埤下學得正統法術，並傳給父親黃柳樹先生，而後父親再傳受如何

做法及幫人收驚。儘管時代變遷，仍有不少現代人可以接受正統法術為

自己軀邪祈福。  

    瑞法壇是員林地方上相當知名的宗教儀式音樂組織，發跡於打石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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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並且有悠久歷史，早期有提供傳統收驚服務，員林地區週邊鄉鎮的

鄉民幾乎無人不知打石巷內的收驚老阿嬤黃郭嚴女士。但是阿嬤現在年

歲已高已經改由子女繼續為大家提供收驚服務。  

    體系有分國樂、北管、南管，南管以誦經為主，人數大約 7-8 人為單位，而

北管則是系統，音樂 3 人，誦經 5 人，音樂樂器有三弦、板胡、二胡、高胡、嗩

吶、笛子、薩克斯風、電子琴、敲鑼打鼓等樂器，樂器有譜，但演奏時不看譜，

因為經驗累積譜都已經很熟悉，甚至可以加花和即興，而誦經的譜早期是看工尺

譜，如看不懂就會請老師教，而後來慢慢演變成看簡譜，而科儀則是只有詞和手

抄本。佛教、道教、作醮、法會、喜、喪儀式都有。 

 

圖 4     瑞法壇          駱怡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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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瑞法壇內部          張莛晨拍攝 

 

 

 

圖 6     討論問題          張莛晨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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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駱怡伶和黃川榕老師         張莛晨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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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花壇紫竹寺花壇紫竹寺花壇紫竹寺花壇紫竹寺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紫竹寺位於員林花壇鄉，主神為觀世音菩薩，從建寺至今已有二十幾年了，

感謝隴源二九八番的李姓信眾弟子大力支持、護持使紫竹寺觀世音菩薩、玄天上

帝、五府千歲等暨殿上眾神聖、神威顯赫、香火繞進！ 

    很榮幸有隴源弟子提議捐獻個人所擁有的土地，提供紫給竹寺，讓紫竹寺有

公地使用。 

    捐獻所持有地坪數的信眾，共有四位姓李的信眾捐獻，各是五十坪、二個二

十五坪、四十二坪，感謝捐獻土地的大德，慈悲喜捨佛祖庇祐，闔家平安，大吉

大利。 

 

圖 8     紫竹寺          劉怡欣、林思吟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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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瑞法壇法會場          劉怡欣、林思吟拍攝 

 

 

圖 10     祭拜祖先、孤魂野鬼的場          劉怡欣、林思吟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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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瑞法壇成員簡介瑞法壇成員簡介瑞法壇成員簡介瑞法壇成員簡介 

    

    

黃川榕 

 

黃老師是瑞法壇第三代傳人 

現年 64 歲，法名黃大榕，從 7 歲的時

候就開始接觸，並跟著父親學習，瑞法

壇裡面的打擊成員和誦經成員幾乎都

是跟黃老師學習，黃老師說要了解宗教

儀式，可不是短時間內可了解，而是需

要花上很多年專研。 

 

黃建隆 

 

法名是黃羅建，是黃川榕老師的兒子，

也是從小學起，指導老師就是爸爸，主

要是擔任誦經，也會打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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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中和 

 

現年 44 歲，會的樂器有電子琴、嗩吶、

笛子、敲鑼打鼓，已經學了 20 幾年，

從 10 幾歲就開始從事這類型的工作，

跟他的老師學習，他同也是教電子琴的

老師，職業是北管、國樂、儀式音樂，

在 剛 開始 學習 時也 是遇 到 很多 困 難

的，像譜看不懂這類原因。 

剛開始學的時候主要是看工尺譜，為什

麼會看漢譜是因為當時老師教的，也有

教五線譜和簡譜，都要看老師教什麼就

學什麼，但後期簡譜居多，所以漢譜就

慢慢的沒學了 

主要是演奏儀式音樂還是也會彈流行

歌，因為配樂種類很多，有鬧場、配樂，

若以傳統的話，較為傳統的音樂通常是

用國樂曲，用在廟會或喪事，因為國樂

是屬於傳統的音樂，比較可被大眾接

納，假如彈流行樂有些廟宇不能接受，

而這間廟就是屬於較為傳統的廟宇，而

演 奏 國樂 別人 聽起 來也 較 為輕 鬆 舒

服，也可以依造演奏方式來表達，像同

一首音樂可以有很多種表達方式，像喜

怒哀樂這都是要看演奏者的功夫底子

了 

接場全台都有接，甚至大陸那也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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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喪都有接，喜喪演奏也是有差別，喪

事會演奏較悲的曲子，廟會則是會用較

傳統的國樂曲來演奏，還有之前傳承下

來另一種音樂，國樂和之前他們民俗傳

承下來的音樂又有有所不同，而國樂和

南北管也是不一樣的，所以種類有分很

多種， 

 

劉長錫 

 

現年 50 多歲，主要以誦經為主也會打

鼓，家裡也是祖傳，都跟外公學習，以

學了 40 幾年了，所以遇到困難也會想

持續的學習下去，不曾想過要放棄，也

覺得跟佛祖有緣。 

接場全台都有接，但主要是中部，喜喪

都接 

他和劉瑞謙是父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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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瑞謙 

 

 

現年 36 歲，先學誦經，後學打擊，教

導老師是黃川榕老師，學了 10 年，是

現職，之前職業是做冷氣的，沒有遇到

什麼困難，因為家裡有老師，我爸爸也

是做這行的，所以不懂可以直接問或是

直接指導，打擊倒是遇到困難，像拍

子、技巧上的困難，但是就算遇到困難

還是會堅持下去，因為是正職所以一定

會堅持下去。 

接場是全台都有接 

是林長錫的兒子 

張年發 41 歲，學誦經學了 16 年，教導的老師

是黃川榕老師，誦經是現職，之前做過

美髮設計師和做茶葉，雖然學習中遇到

很多困難，像看不懂經文、聽不懂弦

律，所以剛開始有想要放棄，但因為錢

的動力，所以就堅持下來，努力的學

習，長期累積到現在不用看譜就熟知經

文和弦律，全台都有在跑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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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順鏵 

 

22 歲，是裡面最年輕的團圓，擅長的樂

器有三弦、板胡、二胡、高胡、嗩吶、

笛子、薩克斯風，會那麼多樂器是因為

家裡是祖傳的，所以從小就開始學習，

跟著跑場。 

剛開始的時候會看著譜練習，但熟悉之

後譜都要記下來，甚至是每個儀式都要

記熟，因為幾乎天天做場天天接觸，所

以累積很多經驗，像剛剛樂器交換地方

是因為長期累積的經驗熟悉後自己去

配和即興，為求更進步更突破。  

接場全台都有接，喜喪也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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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祈安禮斗之儀式與祈安禮斗之儀式與祈安禮斗之儀式與祈安禮斗之儀式與音樂音樂音樂音樂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祈安禮斗祈安禮斗祈安禮斗祈安禮斗儀式儀式儀式儀式    

    祈安禮斗是道教傳統的科儀，以消災解厄，趨吉避凶，來祈求闔家平安、

國泰民安，所以又稱為祈安法會，祈安法會又俗稱為禮斗、拜斗，起源於漢朝

的張道陵張天師，是祈祭北斗星君和南斗星君的一種儀式。 

    法玄山人的《祈安禮斗儀式》裡說，(「祈安」是祈求平安、「禮斗」是朝禮斗星。

自漢朝時代，太上老君傳授張良第八代孫張陵天師流傳至今已二千年了，先賢們深信人是由

北斗七星所主照，欲求生命之延續，須由北斗星君赦除罪簿，而消災解厄。北斗經云：北斗

第一天樞宮陽明貪狼太星君，子生人屬之，北斗第二天旋宮陰精巨門元星君，丑亥生人屬之，

北斗第三天璣宮真人祿存真星君，寅戍生人屬之，北斗四天權宮玄冥文曲紐星君，卯酉生人

屬之，北斗第五天衡宮母元廉貞綱星君，辰申生人屬之，北斗第六闓陽宮北極式曲紀星君，

已未生人屬之，北斗第七瑤光宮天衝破軍關星君，午生人屬之。由以上我們得知十二生肖之

中，各有本命之保護星君，如人消災解厄，自當朝禮本命星，得保平安吉祥，為此，本門特

地編排簡單朝斗禮懺科儀，以便道壇，法師自我或為信眾消災祈福，廣結善緣，故為之序。) 

    道教書籍太清玉冊記載五斗，東斗有五星，主記載計算、西斗有四星，主

記載護身、南斗有六星，主記載延壽、北斗有七星，主記載消災祈福、中斗有

三星，主記載保命。而傳說中諸葛亮借東風和陳靖姑祈雨都是經由禮斗而完成

的，所以後來信眾都已禮斗方式祈求平安順利來達到心靈慰藉。 

    禮斗中的「斗」主要是，陰陽、四象、五行、八卦、順天、行氣的象徵，而

斗的意思是星斗，天上群星都屬斗，又象徵生命根源，各斗首的斗燈都有涵義，

像有代表祈求延長福壽和驅邪保安，而信眾也相信，若虔誠必受神明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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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祈安禮斗儀式          劉怡欣、林思吟拍攝 

 

  

圖 12     祈安禮斗儀式經文        劉怡欣、林思吟拍攝 

 



 

 27

禳星禮斗禳星禮斗禳星禮斗禳星禮斗    

    齋醮科儀名稱。節次為：經師班齊，高功拈香說：照耀開明炬，氤氳導惠香， 

經塵歸紫極，元氣合元皇〞。起〝步虛韻〞：〝台座輝三級，罡光射七芒，歸真知 

命處，福壽自然長〞。舉：〝長生保命天尊〞。起〝吊掛韻〞：〝北斗照耀鎮中天 

，斗轉璇璣福壽篇。本命星官來下降，命由天府消災愆。生天生地更生仙，延福延 

壽更延年，真文本是皇人篆，經號金口字字宣。香供養，長生保命天尊〞。高功說 

文：〝恭聞，上帝垂科，至真闡教，皇老宣玉局之旨，北斗降玄靈之書。玄妙難言 

，聖功莫測。今有信士弟子，建生於○年○月○日時，行年○○歲，命系○○宮○ 

○星君屬下，染患痼疾，醫藥罔效，慮為流年不順，運限遲留。切念弟子等，身屬 

北斗，命由天府，凡有厄難，投告北斗，即獲康泰，是故虔禮四十九回本命星君之 

號，冀消百千萬種故違誤犯之愆，羽眾慈悲，禮斗如法〞。（眾念《北斗經》）至 

〝本命星〞處各一拜，祈禱者的本命星君四十九拜。至〝二十四解厄處〞，高功焚 

解厄符，焚一符拜一拜。經念完起《順星誥》順星：〝志心皈命禮，上聖高真，森 

羅萬象，南北東西中五斗，周天一十二宮辰，二十八宿列方位，九曜七星諸聖眾， 

斗光主照倍士弟子○○○名下，當生當照本命元辰星君，大小二運星君，大小三限 

星君，日月羅 計都，金木水火土星，傍流正照，福祿壽星，願消災降，願降吉祥 

，消災延壽大天尊，星移斗轉降吉祥（轉斗）〞。此誥念三遍。畢。念《斗姥心咒 

》三遍。畢。念《斗姥誥》。起韻，化表，說送表文。此科儀用〝解厄消災祈福延 

壽表文〞。在焚化表文時，高功默念：〝唵吽呅唎囌哆嘛〞1。 

〝唵吽呅唎囌哆嘛〞，這句咒語是密咒，通常不會公開的，音譯是消災

解厄。 

    禳星禮斗每段都有不同的解釋，接誦香讚是民眾獻香請神和祈福，九凰陽罡

咒和九凰陰罡咒是在清理會場，在會場中總會徘迴著不好的東西，所以需要請九

                                                 
1 (http://www.ctcwri.idv.tw/IndexD2/D2-21/2117/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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凰佛來處理，這裡的步驟就是開始清，然後之後到點斗，點斗完就散花，像步啟

聖罡陽斗咒、步啟聖罡陰斗咒是拜祖先和冤親債祖，而裡面說到的有緣和無緣，

有緣就是有人在拜，如祖先和沒出生就夭折的小孩，沒緣就是沒人拜，如孤魂野

鬼那些。 

 

圖 13     禳星禮斗科儀          駱怡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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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道教儀式與音樂道教儀式與音樂道教儀式與音樂道教儀式與音樂    

    

    

    呂錘寬的《台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裡說，道教為漢人傳統社會與生、老、病、

亡故等過程有密切關係的宗教，根據性質的不同，台灣的道教儀式可分為道場、法場、拔度三大

類型，它雖然無如佛教或基督教一般的教團組織、教義以及宗教活動，仍有自身的闡較系統，儀

式由神事人員協同信士或與樂師，在佈置著以道教神格最高階的三清大帝(元始天尊、靈寶天尊、

道德天尊)及各有關諸司神明之空間，依著有一定節次的法事或直以科儀書為憑，伴隨著科介(法

事動作)與唱腔之科演，以祈神降福、消災解厄或超渡亡靈，為一具有固定參演者與空間的宗教

活動。 

    道教音樂，指的是用於儀式中的音樂，拜神儀式前場主唱腔為南管音樂，其

餘儀式的前場唱腔與後場法事的過場，以北管音樂為主。北管音樂通常作為前場

儀式唱腔運用，有用很多北管曲調直接填入宗教歌詞，或直接利用北管曲牌類音

樂，後場音樂則多運用北管曲牌音樂或標題性音樂，而道教儀式分為科儀和經

懺，科儀則是以多種節次的法式所組成，結構較為複雜，經懺是經文和懺文的合

稱，是敘述道教經典義理，懺文內容多半是懺悔之類的，所以結構較為單純，主

要以唱誦方式來表達，禮斗法會通常不需清場，可開放給信眾參拜，另一種作醮

則是有禁止令，不得進去參拜。 

    演唱方式有齊唱也有輪唱這兩種形式，當只有誦經時其他配樂停止，只有嗩

吶擔任伴奏，當齊唱時，鑼鼓就會加入，作為唱腔的背景，使氣氛高亢。 

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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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木魚 

木魚，木質的法器，道教儀式時用來敲擊節奏以控制誦經速度。 

圖 15     罄 

磬，銅質碗狀型法器，道教儀式時擊磬以通報神靈、消災解厄，信眾叩拜時也會

以擊磬來通報，並用擊磬控制科儀程序。 

圖 16     法鈴 

法鈴，道教三清的象徵，道教儀式的法器，搖鈴時有降神、驅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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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手爐    

手爐，意思說就是有柄的香爐，信眾用手持爐，所以稱為手爐，道教儀式有上爐

香科儀，法師執手爐燃香，以行祭儀。 

圖 18     引罄 

引磬，銅質法器，又稱為手磬，邊走邊敲，清脆的聲音用來引導和控制儀式速度，

所以叫做引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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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北管歷史北管歷史北管歷史北管歷史    

    

    

    北管是台灣傳統音樂文化，由清朝時期傳入台灣，在閩南地區流傳廣遠的傳

統音樂文化，在宗教儀式上多半使用北管型態，像本人研究的道教儀式就是使用

北管音樂。 

北管音樂通常使用於迎賽會，陣頭或傳統和現代的布袋戲上，在傳統的農業社會

中，北管深受歡迎，是台灣早期的流行音樂，而北管曲子也較為熱鬧，所以很適

合用於迎春、廟會、喜喪慶這些...等。而北管之所以這麼熱鬧，是因為北管演奏

形式是鼓吹，鼓吹是多數人對北管的認知，而鼓吹(鼓吹泛指一種以擊類樂器與吹類樂

器所組成之合奏樂器，其中的擊類樂器以鼓為主，而吹類樂器有可能是排簫、笛、笳、角等，但

在進現代的樂隊組成中則多指嗩吶類樂器。演出時，它已吹類閱器為主奏，鑼鼓樂則居於伴奏的

地位，或是擔任樂曲中的間奏。2)不只用於廟會的過場音樂也可以為戲曲唱腔伴奏。 

    北管系統有分皮類、銅類、吹類、弦類四種，皮類有小鼓、大鼓、手鼓、板

鼓，銅類有大鑼、小鑼、拔，吹類有嗩吶、笛子，弦類有分為擦弦類的椰胡、彈

撥類的三弦和琵琶、楊琴。 

                                                 
2 潘汝端  2001《北管鼓吹類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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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打擊樂器    駱怡伶拍攝 

 

圖 20   吹類弦類彈撥類樂器   駱怡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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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管的工尺譜，以首調記譜，運用「相對音高」概念來記錄樂器的演奏，節拍的

符號標示於譜的右邊。 

 

圖 21     北管工尺譜          掃描自台灣傳統音樂概論‧器樂篇 

 

圖 22     北管節拍符號表          掃描自台灣傳統音樂概論‧樂器篇 

    北管包含了音樂以及戲曲兩種類型，若以系統來分，通常提到北管戲會分為

三類，扮仙戲(扮仙戲為北管戲曲演出時的序曲性節目，作為酬謝神明，內容多屬於天上神仙

的聚會或下凡祝福凡間百姓，因此通稱為扮仙戲。3)、古路戲(北管古路戲也稱為福路或舊路，

屬於老梆子腔系統的聲腔，因為比較早傳入台灣，所以又稱舊路。4)、新路戲(新路戲也稱為

西皮或西路，而此系統所用唱腔有西皮與二黃，故如聲腔的特稱為名，則稱西皮。5)這三類。 

    唱腔方面，扮仙戲唱腔與崑曲較為相同，但是仍參雜了古路戲唱腔和南詞，

但是主體唱腔還是屬於崑腔，古路戲唱腔就是古路戲唱腔，根據拍法特徵又可分

為散慢式拍法唱腔(散漫式拍法的節拍自由，沒有固定的時間長度，屬於這類型態的唱腔有：

【彩板】、【緊板】、【緊中慢】、【慢中緊】、其中【彩板】與【緊板】唱腔與伴奏的節拍一

                                                 
3 呂錘寬  2007《台灣傳統音樂概論‧歌舞篇》 
4 呂錘寬  2000《北管音樂概論》 
5 呂錘寬  2000《北管音樂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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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至於【緊中慢】與【慢中緊】，唱腔的節拍為自由，伴奏部分的節拍則頗為規律，形成在規

律的節拍之上的自由吟唱。6)、規律式拍法唱腔(【平板】、【流水】、【十二丈】、【鴛鴦

板】等，其中以【平板】與【流水】的使用頻率最高，故可稱為北管古路戲的主要唱腔。7) 

    

    

    

    

    

    

    

    

    

    

    

    

    

    

    

 

                                                 
6 呂錘寬  2007《台灣傳統音樂概論‧歌舞篇》 
7 林谷芳  1998《傳統音樂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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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節節節節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這儀式是法會的形式，這天科儀式禳星禮斗，共七小時的儀式，儀式內容大

致分為陽世祈福、請神、冤親債祖。 

科儀儀式流程 

陽世祈福經文 正乙禳星禮斗科儀 

  祝香咒 

  淨心神咒 

  淨口神咒 

  安土地神咒 

  淨天地神咒 

  金光神咒 

  接誦香讚 

請神經文 啟聖 

冤親債祖經文 九凰陽罡咒 

  九凰陰罡咒 

  發毫光咒 

  勒符咒 

  勒印咒 

  勒劍 

  勒水 

  步罡踏斗(結八卦印) 

  勒劍令 

  雷令 

  步啟聖罡(陽斗咒) 

  步啟聖罡(陰斗咒) 

  步九宮星斗(陽斗咒) 

  步九宮星斗(陰斗咒) 

表 3  科儀儀式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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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世祈福經文 

 

圖 23     正乙禳星禮斗科儀          駱怡伶拍攝 

  

圖 24 祝香咒、淨心神咒    駱怡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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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淨口神咒     駱怡伶拍攝 

  

圖 26     安土地神咒        駱怡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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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淨天地神咒     駱怡伶拍攝 

  

圖 28     金光神咒       駱怡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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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接誦香讚       駱怡伶拍攝 

請神經文 

  

圖 30     啟聖一             駱怡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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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啟聖二         駱怡伶拍攝 

  

圖 32       啟聖三            駱怡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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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啟聖四          駱怡伶拍攝 

 

        

圖 34       啟聖五         駱怡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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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啟聖六     駱怡伶拍攝 

冤親債祖經文 

  

圖 36 九凰陽罡咒、九凰陰罡咒  駱怡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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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7 發毫光咒、勒符咒     駱怡伶拍攝 

        

圖 38      勒印咒         駱怡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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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勒劍、勒水    駱怡伶拍攝 

  

圖 40 步罡踏斗(結八卦印)    駱怡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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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勒劍令、雷令    駱怡伶拍攝 

        

圖 42 步啟聖罡(陽斗咒、陰斗咒) 駱怡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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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步九宮星斗(陽斗咒、陰斗咒) 駱怡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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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誦經音樂譯譜誦經音樂譯譜誦經音樂譯譜誦經音樂譯譜    

    

    

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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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開場音樂 

八點五十五分以樂器作為開場，有打擊樂器和電子琴，羽調式，鼓以咚、咚咚咚，

鈸以鏘、鏘鏘鏘鏘為伴奏，57 分時加入二胡，誦經的在做準備，主要的旋律一

直在重複但有變化或加花，9 點結束。 

 

 

祈福 

 

圖 45     祈福音樂一    

九點開始正式進入祈福誦經，徵調式，先以主懺誦經當起頭，十秒後加入樂器伴

奏，二十五秒後主懺加入木魚，一正拍一個咚，誦經的語調跟隨著音樂的起伏，

到一分五十秒時，換另一個懺腳誦經，之後兩個輪流開始誦經，然後九點三分伴

奏收掉，一小段純誦經(南無阿密陀佛)，之後又加入樂器伴奏，主懺先誦，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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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全部懺腳都跟著誦，九點十三分民眾上來上香，跟著主懺，之後懺腳就拿手爐

給信眾參拜，一個段落後用罄通報下一科儀，純誦經，之後又加入音樂繼續祈福

誦經，九點半誦金光神咒，和信眾互動，主懺拜信眾也拜，之後又繼續伴奏，主

懺和懺腳交互唱誦，九點四十八分結束誦經，純伴奏，嗩吶加入。 

休息三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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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祈福音樂二 

十點二十分開始誦經，徵調式，以純誦經接入伴奏，開始唱接誦香讚，主懺遞香

給信眾，信眾拜完收取並插上香爐，這時都是懺腳在唱誦，跟著音樂起伏唱，二

胡為主弦律，十點二十五伴奏收掉，純誦經並開始敲木魚，一個音一拍，咚咚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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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點三十分罄敲了一聲，表示要換科儀，誦經持續伴奏接入，主懺的人手持引罄

控制速度，這裡伴奏速度變慢，音樂重複稍有變化，之後引罄又帶入節奏，慢慢

變快，最後收尾，罄敲了三下，進入純誦經和木魚，十點誦經加入笛子，伴奏樂

器也加入，十一點半主懺邊誦經邊往四方灑聖水並走位，十一點四十五主懺帶著

懺腳去樓上拜主神觀世音菩薩，拜完就結束早上的誦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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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神 

 

 

 

 

圖 47     請神音樂一 



 

 54

二點開始請神誦經，這時就往外面擺放的一張桌子，拜玉皇大帝，開始啟聖，這

裡的誦經以兩男一女形式誦經，主弦律以二胡為主，手上的引罄和法鈴以正拍為

一下，二點十分開始唸陽世祈福的單子給神聽，唸完之後再誦經一段，並帶領信

眾，主懺把盃給信眾甩，看神請進來了沒，並為這間廟祈福，甩了三次都聖盃，

收起來後又繼續的誦經，主懺和懺腳都加入一起唱，法鈴這時一拍一下，帶領節

奏，加入嗩吶，二點半帶領信眾回到主桌那裡繼續誦經，以二胡當主弦律。 

 

 

 

 

圖 48     請神音樂二 

三點還是啟聖，換另一位主懺，宮調式，敲了一下罄繼續接下來的科儀，先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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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眾三拜並把手爐給信眾，接下來唱誦形式，音樂無限反覆，並加花，這段大部

分都是純誦經。 

 

 

清鬼 

 

 

圖 49     清鬼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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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     道士服 

四點二十分開始，這裡開始請到九凰佛來清理場上一些不乾淨的東西，主懺和懺

腳換上道教服飾，信眾也換上道教服飾，開始唱誦，節奏較為快速，主弦律以嗩

吶為主，四點三十五分純誦經，之後又開始唱誦，主懺帶領信眾拜，並拿著法劍

開始揮，往四個方向揮，在領信眾拜，並開始唸勒印咒和結八卦印，五點結束。 

圖 51     法劍 

法劍，道教儀式中施法的法器，有斬妖除魔的法力，科儀中唸咒語時會和法劍配

合。法劍有有兩種，一種是金屬製和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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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道教儀式真的是一門無法短期之內就理解的課題，套一句黃川榕老師說的 

道教儀式的經文和音樂不是短期內可以搞懂的道教儀式的經文和音樂不是短期內可以搞懂的道教儀式的經文和音樂不是短期內可以搞懂的道教儀式的經文和音樂不是短期內可以搞懂的，，，，像他也是從一開始的懵懵懂懂到現在可以解說像他也是從一開始的懵懵懂懂到現在可以解說像他也是從一開始的懵懵懂懂到現在可以解說像他也是從一開始的懵懵懂懂到現在可以解說

給我們聽給我們聽給我們聽給我們聽，，，，都是經過一番的洗禮都是經過一番的洗禮都是經過一番的洗禮都是經過一番的洗禮，，，，若要理解經文其中要表達的意思若要理解經文其中要表達的意思若要理解經文其中要表達的意思若要理解經文其中要表達的意思，，，，就要多看多讀多瞭解裡面就要多看多讀多瞭解裡面就要多看多讀多瞭解裡面就要多看多讀多瞭解裡面

的涵義的涵義的涵義的涵義    

  經文在不了解的時候會以為只是咒語或是耳熟能詳的南無阿密陀佛，殊不知經

文裡面的涵義有很多，像是我所研究的科儀，這科儀裡面可是細分為三大類，這

三類更代表著不同的儀式，而這儀式不能亂混在一起，而是有步驟的，先陽世祈

福、再請神後驅鬼神，順序一點都不能搞錯，因為是要代表信眾的心，所以要很

虔誠的讚頌，在誦唸時伴奏的也很重要，伴奏沒有譜而是要靠著經驗的累積和當

下的一切作反應，而瑞法壇的每個成員做這行都已經超過十幾年以上，所以經驗

老道。 

  筆者也在其他團員身上看到了他們對這工作的熱誠，裡面的團員有一半是家傳

的，但是會繼續走下去並不是因為家傳因素，而是因為有興趣，想繼續專研並讓

更多人看到，就算在辛苦也是值得的。 

  經過這半年的研究，也讓筆者更了解道教儀式，在這當中遇到了很多困難，光

是找個題目就找超久，因為在中南部的南北管軒社逐漸沒落，而找到的軒社不是

之前有人做過就是裡面的老師年紀太長，無法隨時接受訪問演出，好險之後終於

找到這法壇能讓筆者研究，而且裡面的團員都很樂意接受，我不只遇到這個困

難，做論文做的好坎坷，因為我不會說台語，而通常法會唱誦的經文都是台語，

而且團員也都是說台語，所以在訪問的時候我就會請團員跟我中文對話，團員都

會很配合但是聊久了就會變回台語，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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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民族誌民族誌民族誌民族誌    

    

一、 

時間：2010.11.14 

地點：員林瑞法壇 

人員：駱怡伶、張莛晨、林思吟、劉怡欣 

訪問器材、用具：相機、筆記 

一大早 7 點多起床，然後到民雄火車站，搭上莒光號從民雄出發至員林火車站，

因為是第一次去拜訪，到了之後黃老師就來接我們 4 個去軒社，之後我們就進入

瑞法壇，它是個像普通住宅的軒社，一進到裡面後就可以看到高掛在牆壁上的照

片，和瑞法壇的旗幟和證書等。 

四處晃和看過後，就坐下來跟黃老師問些事情，並說明我們是經過陳美華老師介

紹而來，因為是第一次田野調查瑞法壇，所以就閒聊，黃老師很熱心的拿出之前

法會的照片和影片給我們看，然後看完之後再聊天一下，就先回家。 

 

圖 52     在瑞法壇裡面東拍西拍          張莛晨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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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時間：2010.11.29 

地點：南投鳳天宮 

人員：駱怡伶、張莛晨、林思吟、劉怡欣 

訪問器材、用具：相機、錄影機、筆記 

一大早就出發去民雄做莒光號至員林，再從員林轉彰化客運到六分寮，在徒步走

進去鳳天宮，因為是山區的廟宇，所以到達時霧很濃，而樂團成員還在佈置會場，

廟宇信眾也是在佈置，因為這是第一次實際跟著瑞法壇來參與，對什麼都很好

奇，所以就到處東看西看，這場是一天的法會，規模也是滿盛大的，從八點就開

始，先奏樂，然後進入誦經，開始祈福，之後九點到十一點都是請神，然後就中

午休息，午餐是在那邊用的，試辦桌形式的，而且信眾看到我們年輕人，都感到

意外，一直來跟我們搭話叫我們多吃一點，好熱心唷，之後吃完，樂隊裡有個阿

姨說可以去休息室裡休息一下，所以我們全部都去了，可能是因為真的太早起

床，體力有點不支，坐著坐著就睡著了，可是二點前就被叫起來了，因為法會繼

續開始，之後從下午二點到五點都是清鬼神的，可是因為時間的關係，畢竟那裡

有點偏僻，公車最後一班車居然是 4 點多，所以我們怕沒車好回嘉義，只好先跟

黃老師說一聲，也和團員打聲招呼，就先離開，我們就馬上趕去搭公車到員林火

車站，坐上區間回嘉義。 

圖 53  大家正在徒步去鳳天宮路上 張莛晨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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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鳳天宮拱門          張莛晨拍攝 

 

 

圖 55     正在佈置法壇          張莛晨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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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鳳天宮          駱怡伶拍攝 

 

 

圖 57     法會開始~誦經          張莛晨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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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五斗星君          駱怡伶拍攝 

 

 

圖 59     祭拜貢品          駱怡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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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     牲畜貢品          劉怡欣拍攝 

 

 

圖 61     焰口儀式          張莛晨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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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時間：2010.12.24 

地點：花壇紫竹寺 

人員：駱怡伶、張莛晨 

訪問器材、用具：相機、錄影機、筆記 

這次田野主要是去看法會現場並拍照錄影做紀錄。 

一大早五點多的區間車從民雄火車站出發，六點四十五分到花壇火車站之後坐計

程車到紫竹寺。 

上半場從七點開始早課至八點結束早課，休息到九點，九點音樂開始(弦樂器一

人電子琴一人打擊一人)，九點十分以誦經為主打擊伴奏，九點二十五分音樂停

止純誦經，九點二十八分開始加入音樂(弦樂加入小技巧還有彈撥樂器)，九點三

八分開始誦經，九點四十五分有五秒的串場音樂之後音樂停繼續誦經，九點四十

六分持續誦經但加入音樂(用三弦伴奏)，九點五十四分音樂停止純誦經，一分鐘

後音樂加入，九點五十七分串場音樂嗩吶，十點結束，十點二十五分開始，十點

三十分誦經，十點三十五分加入音樂，十點五十四分加入嗩吶，十點五十五分誦

經停止，十點五十七分加入笛子，十一點三分開始誦經，十一點九分結束音樂誦

經繼續，十一點十二分結束，十一點二十五分開始(三人誦經三人伴奏二人呼應

誦經)，十一點三十五分純誦經，十一點三十八分去旁邊台子拜拜跟誦經(伴奏樂

器嗩吶和鑼)，十一點四十五分外邊台子拜拜，十一點五十分上台結束嗩吶伴奏，

十一點五十五分結束，上半場告一段落。之後就在廟旁邊有流水席那種辦桌，讓

附近居民和參拜的居民來吃，吃了可以保平安。 

下半場從二點開始音樂，二點十分誦經參拜，二點二十分唸人員音樂停止(三人

誦經呼應)，二點二十五分擲杯，二點三十五分回台上誦經，二點四十五分音樂

停只誦經，二點四十七分音樂開始下台至二點五十分回台上，二點五十二分結束

音樂，二點五十五分結束，三點開場樂，三點十五分加入誦經(五人誦經)，三點

二十五分只誦經，三點四十五分加入音樂，三點五十分音樂停止只誦經，三點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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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分加音樂，四點三分尾奏，四點五分結束，四點半分開場樂用嗩吶，四點三

十八分音樂止誦經繼續和呼應，四點五十三分尾奏，五點十五分點燈，五點二十

下半場結束。晚餐也是在旁邊流水席辦桌那享用。晚場從七點開始晚課至八點結

束 

 

圖 62     紫竹寺法會          駱怡伶拍攝 

 

圖 63     貢品          張莛晨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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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信眾在參拜          駱怡伶拍攝 

 

 

圖 65     祭拜祖先牌位          駱怡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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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時間：2011.03.24 

地點：員林瑞法壇、花壇紫竹寺 

人員：駱怡伶、林思吟 

訪問器材、用具：相機、筆記 

八點四十一分從民雄搭區間至員林，九點四十分到達員林火車站，之後徒步至瑞

法壇，十點十三分到達瑞法壇，開始把論文做到的困難疑問提出，而黃老師都會

解釋給我們聽，問完問題後，十一點二十分離開瑞法壇，十一點四十九分從員林

搭車到紫竹寺，十二點到花壇到火車，從車站搭計程車至紫竹寺，十二點十分至

紫竹寺索取要的資料，十二點二十分離開紫竹寺到花壇火車站，坐十二點五十五

分的區間車從花壇回到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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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        口述歷史口述歷史口述歷史口述歷史    

    

圖 66   黃川榕   駱怡伶拍攝 

圖 67   法証一   駱怡伶拍攝 

時間：2011/03/24 

地點：紫竹寺 

對象：黃川榕  在這簡稱黃 

提問者：駱怡伶  在這簡稱駱 

(整段我國語說話，黃老師台語回答) 

駱：接誦香讚，那時候有信眾拿著香一起參與是什麼意思，是一種互動嗎? 

(指著科儀)是這個嗎? 

黃：對呀對呀，那是獻香，只是個儀式而已，儀式而已 

駱：(指著科儀的名稱)這是？ 

黃：這是請神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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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那這裡？ 

黃：前面是祈福，剛剛那裡開始請神 

駱：九凰陽罡咒和九凰陰罡咒是什麼？ 

黃：是在清理會場，在會場中總會徘迴著不好的東西，所以需要請九凰佛來處理，

這裡的步驟就是開始清，這是不能公開，這是我們在唸，大部分是不寫的，我是

因為要給我兒子唸，所以寫上去的。 

駱：那這個也是嗎？ 

黃：恩，那都是，從這邊開始都是在清那些，所以請完神就清 

駱：是唷！(翻了幾張後)這個也是嘛？ 

黃：都是啦 

駱：那到這裡都是，通通是，點斗也是嗎？ 

黃：都是，點斗完就開始散花 

駱：跟信眾的互動，是因為裡面經文的關係嗎？ 

黃：是沒有，只是再指示信眾這裡該做什麼事，這裡該做怎樣而已，所以只是指

示而已 

駱：沒有意義嗎？ 

黃：沒有，你若要拜，你就虔誠的拜，若要做什麼，我都會講，我們代表信眾對

神說 

駱：喔喔！那時候旁邊有一個一個的，那是拜孤魂野鬼的嗎？ 

黃：什麼？ 

駱：就是你們會去旁邊誦經那個？ 

黃：喔！那不是啦，那是祖先 

駱：喔！祖先 

黃：那是拜祖先和冤親債祖的，那是拜有無緣的 

駱：蛤 

黃：有緣的就是有人在拜，無緣的就是沒人在拜，像那些孤魂野鬼，就叫無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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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緣的像我們的祖先或是小孩沒出生就夭折那些 

駱：所以第一天的時候，過去那邊祈福就是在跟他們對話嗎？ 

黃：對對 

駱：那天儀式是陽世祈福，所以它裡面唸的科儀是對人，都是跟人有關係的 

黃：對，先祈福再請神後清鬼神 

駱：喔喔，懂了 

駱：黃老師我要給你看一個東西，因為禳星禮斗科儀找不太到資料，所以我不曉

得我找的資料對不對，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黃：可以 

駱：(跟思吟借筆電)這個？ 

黃：好，我看一下 

駱：這經書……. 

黃：是對的 

駱：所以可以囉！(開心) 

黃：恩，可以 

駱：黃老師我可以問這意思是什麼嗎？ 

黃：可以 

駱：(指著一串的咒語)這是什麼？ 

黃：這是咒語，是密咒，就是我說的不可公開的，像這密咒的音譯翻出來就是消

災解厄 

駱：這很像梵語字耶！ 

黃：道教沒梵語，道教是中國的人傳入的，都是自己書寫，所以都是中文 

駱：是喔！ 

黃：道教是中國的宗教，佛教是印度傳來的所以使用梵語 

駱：所以有梵語的不是道教，有梵語的是佛教 

黃：恩，道教沒梵文，都寫中文，若看到的那些都是符號，沒字的都是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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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就算是佛教梵語，如果要了解那句梵語是什麼意思，也是要翻成中文 

駱：嗯嗯 

黃：道教就沒這個煩惱，因為它直接是中文 

駱：嗯嗯 

黃：像南無阿密陀佛，它的梵語翻起來就是，皈依無量壽覺者，這就是南無阿密

陀佛，佛就是覺者，阿密陀就是無量壽，阿！南無就是皈依，它的正統說法就是

這樣 

駱：嗯嗯 

黃：其實佛、道教都有皈依，(指著電腦)這個經文裡面表示有梵文的地方，你要

去看要了解，之後若是這本經文裡面的涵義你都懂，你自然就會智慧充滿 

駱：嗯嗯 

黃：你若是自己會看，你就會知道該怎麼寫了 

黃：我之前有跟你說，佛教就是在說無，而道教就是再說有的，道教說的就是都

看的到的，佛教就是似有似無 

駱：嗯嗯，謝謝黃老師(微笑) 

 

 

 

 

 



 

 73

圖 68   黃建隆  駱怡伶拍攝 

圖 69    法証二  駱怡伶拍攝 

時間：2010/11/29 

地點：紫竹寺 

對象：黃建隆  在這簡稱黃 

提問者：駱怡伶、張莛晨、林思吟  在這簡稱駱、張、林 

駱：你叫什麼名字？ 

張：對！姓名 

黃：(把本來在看的手抄本收進包包，然後拿出法証給我們看名字) 

張：黃建隆，是不是？(台語) 

駱：我幫你拿著你比較好寫 

林：呵呵！好迷你唷！(看著法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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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本來這麼大一張，我把他縮小了，這是法証(這時別的團員正在彈三弦) 

駱：他有法名耶？ 

黃：喔！當然要阿 

駱：法名叫做黃羅建 

旁邊團員：他跟黃川榕老師是父子關係 

林：喔！哈哈哈哈 

張：長的滿像的 

旁邊團員：那這是他老婆，假如你們問那是他爸嗎，他會高興三天(台語) 

張、林：呵呵呵呵 

張：經文這樣 

張：請問一下你學這個幾年了？ 

黃：恩年 

駱、張：恩年！ 

張：從小時候就開始學？然後是跟黃老師學的？ 

林：一樣是什麼樂器都學嗎？ 

黃：(拿出經文)這個嗎？ 

駱：(指著經文)這有唱到嗎？ 

黃：沒有沒有，這個現在沒，但等一下會唱 

駱：等一下會唱，阿！等一下會唱哪一首嗎？ 

黃：(拿出等一下要唱的經文給我們翻閱)等一下要唱 

駱、張、林：(拿起經文開始拍，紀錄) 

張：是什麼樂器都會嗎？ 

黃：還好啦！ 

林：謙虛，呵呵！還好是謙虛的回答 

旁邊團員：你們是哪間學校？ 

駱、張、林：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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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尚可 

駱、張、林：呵呵(一起笑) 

駱：剛剛不見哩！ 

張：沒關係，有就拍阿 

駱：可以借回去拍？ 

黃：不可以借 

駱：那我們要快點拍 

張：我們在去黃老師家拍就好了啦！ 

 

圖 70   黃中和   駱怡伶拍攝 

時間：2010/12/26 

地點：紫竹寺 

對象：黃中和  在這簡稱黃 

提問者：駱怡伶、張莛晨  在這簡稱駱、張 

駱：你叫什麼名字 

黃：草頭黃、中華民國的中、和平的和 

駱：這樣子(把筆記給他看有沒有寫錯) 

黃：恩，對 

駱：今年幾歲？ 



 

 76

黃：四十四(微笑) 

駱：然後你會什麼樂器，這個！就這個嗎？(我指著電子琴說) 

黃：恩(突然轉過頭看團員) 

旁邊團員：沒有啦！還會那個？ 

張：還有什麼？ 

駱：還會什麼，樂器會的都說出來 

張：嗩吶 

黃：恩(搔搔頭) 

張：還有呢？ 

黃：笛子 

駱、張：笛子 

駱：還有勒？ 

黃：就醬子 

駱：打擊勒？ 

黃：嗯？ 

駱：打擊會嗎？ 

黃：不會 

駱：那你學多久？ 

黃：那個敲鑼會啦！ 

張：敲鑼也會 

駱：那你學多久了？ 

黃：恩…….二十幾年了 

張：二十幾年了 

駱：你是跟誰學的？自己學？ 

黃：跟我師傅學的 

駱、張：ㄟˊ你是上次那個彈電子琴的師傅，所以你還有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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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有阿！我有時也會下場做 

張：誦經也會？ 

黃：嗯 

張：那誦經是跟誰學的？是黃川榕老師嗎？ 

黃：不是不是，是另外一個老師 

駱：你的師傅？ 

黃：恩 

駱：那你這個是職業還是？ 

黃：職業 

駱：那你之前有別的工作嗎？ 

黃：不是，就是這個 

張：從年輕就是做這個的？ 

黃：十幾歲就做了，就是跟人家學的 

駱：那你剛開始學的時候有遇到困難嗎？ 

黃：當然有阿 

駱：是怎樣的困難？ 

黃：(思考) 

駱：看譜嗎？ 

黃：看譜 

張：電子琴的譜要看什麼樣的譜？五線譜還是簡譜？ 

黃：是漢譜 

張：漢譜，漢譜比較多吧！ 

黃：對阿！但是要看你剛學的時候，老師教的是漢譜還是五線譜，就是簡譜 

張：簡譜這樣！ 

黃：看老師教，我們那時候老師會教簡譜(咳一下)，後來都學簡譜，比較沒有再

學漢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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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除了會場的音樂，還會不會其他的歌嗎？還是只會彈奏儀式音樂的歌曲？ 

黃：我們這個包含很多耶！配樂也很多，比如說鬧場，就要我們傳統的拜子，如

果是屬於這種配樂的話，有時候也要，如果是以這較為傳統的話，就是我們傳統

的音樂，就是，像那個，怎麼說！比較傳統的音樂配樂，那個有時候是需要國樂

的，國樂的話，在廟會或是喪事比較恰當，像國樂也是傳承的樂器的音樂壓，比

較不會有不妥，如果彈流行音樂，像做這種廟宇的話，廟方可能不能接受，因為

這是比較傳統的廟，像做這種廟會的事，你如果彈一些輕音樂或流行音樂，他不

能接受，但是如果是國樂的話，較輕鬆，國樂也有抒情的阿，也要看演奏者演奏

的方式怎樣，一首音樂可以喜、怒、哀、樂都可以演奏，就同一首音樂可以演奏

這樣子，如果他問你，你彈比較輕快的話，但那是國樂不是輕音樂也不是流行音

樂 

張：恩，有差這樣子 

駱：那只有在彰化這裡接還是全台都有接？ 

黃：不一定阿！我們這個有時候哪裡有就接，全台灣都有接，對呀！ 

駱：所以你喜和喪都有接嗎？ 

黃：喜、喪都有接，像如果有時候也會被請去大陸 

張：大陸那邊也有 

黃：對，喜、喪都做 

張：那喜、喪也什麼差別嗎？只是音樂的差別還是演奏上有沒有差？ 

黃：其實有差別，如果比較講究的話，喪事所挑選的音樂就要比較甫和喪家的心

情演奏，是不是，那你在這種廟會，你就是要比較國樂，國樂是比較通用的 

張：那喪事會用一些老歌嗎？ 

黃：不是不是不是，現在也是有啦 

張：現在好像是有 

黃：有有 

張：所以你們的就是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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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但是我們的這個音樂是國樂，有一種是我們傳承的一種，我們是說川阿(台

語)，就是我們這種職業，早期的人傳下來的一種音樂就對了，它演奏出來每一

首就是有它固定傳下來的，演奏出來，那就是固定的 

張：固定的 

黃：國樂，就是國樂，但是我們以前傳承下來也有另外一種音樂 

張：還有另外一個？ 

黃：有有有，國樂裡面像我們平常這種民俗傳承的音樂不一樣(搖手) 

張：不一樣！ 

黃：對，沒有在一起 

張：所以國樂和南北管也不一樣嗎？ 

黃：對對對對！南北管又不一樣了 

張：對！這樣分很多種 

黃：如果南北管又不一樣了(搖頭) 

駱：大概就醬子 

駱、張：謝謝(微笑) 

 

 

圖 71(左邊：劉長錫右邊：劉瑞

謙)  駱怡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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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0/12/26 

地點：紫竹寺 

對象：劉長錫  在這簡稱劉 

提問者：張莛晨  在這簡稱張 

(整段訪問都用台語) 

張：請問你貴姓？ 

劉：我姓林，長短的長，錫是金字旁再一個貿易的易，錫拉 

張：啊！好 

劉：要做什麼啦？ 

張：沒！我們寫論文要做資料而已，別緊張啦！ 

張：請問你幾歲，今年幾歲？ 

劉：五十多 

旁邊團員：要娶小老婆啦！(開玩笑的口吻) 

張：呵呵呵！ 

張：然後~ 

旁邊團員：這也是我老師 

張：老師唷！ 

劉：這到底要做什麼？ 

旁邊團員：人家要訪問你啦！ 

張：哈哈！一直再問我這要做什麼？(哈哈笑) 

劉：不然你先問別人(很害羞) 

張：大家都問完了 

張：請問你專長是什麼？ 

劉：專長唷，就誦經和打鼓這樣 

張：打鼓這樣 

旁邊團員：跟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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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那你是學多久？ 

劉：蛤？ 

旁邊團員：他從還是小孩就開始學，學了大概四、五十年了 

劉：對對對 

旁邊團員：要跟人家講壓 

張：對呀對呀，我們要做紀錄而已 

劉：從國小就出來了 

張：所以從國小就開始接觸 

劉：對 

張：為什麼會學這個，是因為家還是？ 

劉：祖傳，阿公的時代就有了 

張：喔，阿公的時代就有了 

張：阿是漢家裡的人學的？ 

劉：對呀 

張：那你做這之前有做別的工作嗎？ 

劉：沒拉，之後出來再拜老師這樣 

張：喔，跟黃老師 

劉：對對 

張：那剛開始學的時候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劉：困難都過了 

張：都過了！ 

張：阿我想了解一下，剛開始是遇到什麼困難？ 

劉：如果遇到困難也是要一直去學習和克服 

張：就一直學習，沒有想過要放棄？ 

劉：不會不會 

張：那為什麼會堅持下去？是錢嗎？還是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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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阿，不是啦，和佛組有緣阿 

張：喔，和佛組有緣 

張：你接這個場是喜和喪都有嗎？ 

劉：有 

張：那都是在彰化這裡還是全台灣？ 

劉：大部分都在中部啦，若是有外地人叫，也是會去 

張：喔喔喔 

劉：我也有接過台北的 

張：也有去到台北，都有跑就對了 

劉：對 

張：好，差不多了，這樣就好了，謝謝(微笑) 

 

圖 72   劉瑞謙  駱怡伶拍攝 

時間：2010/12/26 

地點：紫竹寺 

對象：劉瑞謙  在這簡稱劉 

提問者：駱怡伶、張莛晨  在這簡稱駱、張 

駱：請問叫什麼名字？ 

劉：劉，祥瑞的瑞，謙虛的謙 

駱：今年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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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三十六歲 

駱：會什麼樂器？都是誦經的嗎？ 

劉：打鑼和大鼓就醬子 

張：打擊樂器跟誦經 

駱：然後學多久了？ 

劉：多久囉！十年了吧 

張：十年了 

張：最剛開始是學誦經還是打擊？ 

劉：先學誦經 

張：恩，先學誦經 

駱：那是跟黃老師學的嗎？ 

劉：對對對，跟黃老師學的 

駱：那打擊樂器也是嗎？ 

劉：對 

駱：這是你的職業嗎？ 

劉：對，職業，正職 

駱：那你之前勒？有沒有做別的工作 

劉：之前喔！ 

旁邊團員：賣玉米的(台語) 

劉：之前很多喔！ 

駱：你大概講一下 

劉：最主要是做冷氣 

張：恩，冷氣 

劉：去台北工作 

駱：開始學的時候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劉：困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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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誦經的？ 

劉：應該是沒有，因為家裡有一個老師阿(指著林長錫) 

張：喔！ 

劉：我爸爸 

駱、張：喔！ 

劉：嘿！嘿！嘿！ 

駱：那打擊有遇到困難嗎？ 

劉：也有阿，打擊很難學 

駱：恩，大概怎樣？ 

張：拍子嗎？ 

劉：ㄟ，怎麼講，技巧，技巧 

張：強弱輕重嗎？ 

劉：那個也有譜阿 

張：嗯嗯，打擊的譜 

駱：那你遇困難的時候有想過要放棄嗎？像打擊？ 

劉：應該是沒有吧！ 

張：堅持下去 

劉：對呀，堅持 

駱：所以現在就打擊 

劉：還沒啦！還沒有很好 

張：為什麼想要繼續堅持下去？ 

劉：因為這是我的正職，當然要繼續堅持下去 

駱：你都是在彰化這裡接還是全台都有接場？ 

劉：大部分都是彰化啦，可是有時候會跑全台 

駱、張：喔喔 

駱：所以你喜和喪都會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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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對 

駱：好！醬子可以了 

駱、張：謝謝(微笑) 

劉：謝謝(鞠躬) 

圖 73   張年發  駱怡伶拍攝 

時間：2010/12/26 

地點：紫竹寺 

對象：張年發  在這簡稱張 

提問者：駱怡伶、張莛晨  在這簡稱駱、因為張姓氏一樣怕搞混所以這裡改為晨 

張：這樣我會害羞耶(台語) 

晨：不會啦！哈哈哈 

駱：請位你叫什麼名字？ 

張：張年發 

駱：年是？ 

張：過年的年，發財的發 

駱：幾歲？ 

張：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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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那你這個學多久？你是學什麼？ 

張：(比著誦經那裡) 

晨：誦經 

駱：你是跟黃老師學的嗎？ 

張：(點頭) 

駱：那你學多久了？ 

張：我學十六年了 

駱：那你除了在這誦經，還有沒有別的工作？ 

張：沒有(搖頭) 

晨：這就是正職的 

張：對(點頭)，之前有很多，看要說哪種 

駱、晨：都說 

張：美髮設計師、做茶葉 

晨：還有嗎？ 

張：這樣就好了(一直很害羞) 

晨：好了(呵呵) 

駱：在學的時候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誦經的時候？ 

張：很多困難 

駱：例如哩？ 

張：聽不懂阿，不會唸呀！ 

駱：那有沒有想過，因為聽不懂又不會唸而想放棄？ 

張：有阿，剛開始學的時候就有想放棄 

駱：那為什麼繼續堅持下去、如何克服的？ 

晨：是一直練習嗎？還是… 

張：都不是 

晨：有什麼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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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賺錢的動力(開始抽起菸) 

駱：然後你都是接什麼場？ 

晨：就是都在彰化這裡嗎？ 

張：喜、喪都有接 

駱：阿只有在彰化接嗎？ 

張：沒有 

晨：外縣市也有 

張：對 

晨，有到哪裡？ 

張：中壢、台北 

晨：北部那邊！ 

張：高雄、東部 

晨：所以都有，全台都會接都有跑 

駱：大概這樣，謝謝(微笑) 

圖 74 柳順鏵(吹嗩吶那位) 駱怡伶拍攝 

時間：2010/12/26 

地點：紫竹寺 

對象：柳順鏵  在這簡稱柳 

提問者：駱怡伶、張莛晨  在這簡稱駱、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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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你叫什麼名字？ 

柳：我叫順鏵 

張：嗯！怎麼寫？ 

柳：順利的順，金字旁再一個華 

駱：金嗎？ 

柳：對 

駱：這個嗎？(指著筆記) 

張：那請問貴姓？ 

柳：柳阿，柳樹的柳 

張：柳樹的柳 

駱：喔！柳 

駱：然後你幾歲？ 

柳：二十二歲 

駱：你學這個學多久了？ 

張：你是學什麼樂器？專長是哪些樂器？ 

柳：(轉過去拿樂器) 

駱：娃！快近拍 

張：可以介紹一下嗎？ 

柳：三弦、這個是板胡、二胡、高胡、嗩吶、笛子、薩克斯風 

張：薩克斯風也有！ 

張：薩克斯峰會用到嗎？ 

柳：會 

張：可以用？ 

柳：可以 

駱：你是讀音樂的嗎？ 

柳：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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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那…. 

柳：因為家裡也是做這個的 

駱：喔 

柳：從小就接觸 

駱：家裡是做這個的 

張：就是從小 

駱：所以這是你的職業囉？ 

柳：對 

張：所以你還有在上課嗎？ 

柳：沒 

駱：開始學的時候有愈捯什麼困難嗎？ 

柳：困難唷！會阿，想要突破更進步這樣子 

張：恩 

駱：啊！假如無法突破有想過要放棄嗎？ 

柳：還好 

駱：還是會繼續？ 

柳：對，繼續 

張：你譜都記下來了？不用看了？ 

柳：大部分都要記下來 

張：每一個儀式都會記的很熟？ 

柳：對阿，算幾乎天天再接，所以都很熟 

駱：那都是在彰化接還是有外縣市？ 

柳：也有台中阿！都有啦 

張：恩，全台灣都有 

駱：喜、喪都會接嗎？ 

柳：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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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剛開始學的時候是有看譜嗎？還是？最剛開始？還是慢慢訓練？ 

柳：剛開始是學北管 

張：北管的 

張：那北管跟這個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柳：這個！(思考) 

張：你北管是學什麼樂器？ 

柳：學鼓阿、嗩吶 

張：那你剛剛很多樂器交換的地方，是特定規定曬你想換就換？ 

柳：就看什麼時候做適合就自己去配 

張：喔，所以每一個場都是這樣嗎？ 

柳：對 

張：好，大概就醬 

駱、張：謝謝(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