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南  華  大  學 

民族音樂學系 

學士論文 

 

 

 

 

 

嘉義縣民雄鄉蔡榮錦先生布袋戲團之研究 

 

 

 

 

 

 

                    學    生：何育樺 

      指導教授：明立國  教授 

      授課教授：周純一  教授 

                    中華民國 一百年 六月 



 

2 
 

謝誌 

 

  九十九年十月定完題目，從筆者一開始的田野訪談到撰寫論文的這段時間

裡面，首先要感謝筆者的指導老師明立國老師與周純一主任，筆者在定題、田野

訪談、收集資料、撰寫、修改兩位老師都非常細心幫筆者檢察並給予建議。寫論

文最容易發生的就是很容陷入主觀意識，而跳不開客觀意識的問題，在這方面老

師們也替筆者解決了相當多的難題。課堂上老師更不斷的耐心解說，而且仔細分

析同學們的優缺點，並加以建議與說明。 

  再者，很感謝蔡榮錦老師，蔡榮錦老師與筆者的父親有認識，筆者是透過

父親而認識蔡榮錦老師。蔡老師個性爽朗且很和藹熱心，筆者在電話詢問時蔡老

師總是熱心的給筆者介紹許多有關布袋戲的事情，在田野訪談時更是使出所有壓

箱寶來幫助筆者順利撰寫論文。筆者與蔡老師相處不僅僅學習到了布袋戲的知

識，更從蔡老師身上獲得了認真、努力、執著、腳踏實地等特質，這段時間蔡老

師對於筆者的幫助時在是受益良多，筆者真的非常感謝蔡老師。 

  最後要感謝藍郁琇同學，時常陪同筆者一起去田野訪談，幫忙筆者攝影、

拍照，也給予筆者相當多的建議。布袋戲的一場演出的時間最少也有一個下午，

很感謝藍郁琇同學熱心幫忙。也謝謝我的父母親幫忙筆者找尋論文題目，還有謝

謝同學在許多論文不懂或者難解的問題，同學們也都很熱心的提供意見以及建

議。感謝指導老師明立國老師、周純一主任、通興閣掌中戲團團員、父母親與班

上同學的支持與贊助，讓筆者能在這段時間順利完成學士論完，由衷感謝。 

 

 

 

 

 



 

3 
 

摘要 

 

本論文研究對象為通興閣掌中劇團，成立於 1981 年 10 月，由蔡榮錦先生所

創立。在這時期是科技發展快速的年代，蔡榮錦先生並在這樣的環境下不斷的創

新布袋戲的演出模式，使用傳統的掌指操偶並結合新穎的科技效果與錄音帶化的

後場音樂，使得布袋戲更創高峰。台灣當時的經濟環境可說是相當的好，所以對

於謝神、酬神等儀式絕不會手軟花錢，而且當時並沒有什麼太多的娛樂活動，所

以看布袋戲成了全民運動，布袋戲行業逐漸蓬勃發展。 

   布袋戲遠從中國傳入台灣後深受許多民眾的喜愛，台灣人對於布袋戲的喜愛

程度可說相當的瘋狂。時代在進步許多科技、音效、品質也隨之提高，民眾對於

生活品質也開始講究，吃好、穿好、用好，漸漸的喜愛的口味也越來越講求，布

袋戲也是如此，因應觀眾喜愛的口味而下去改變做調整。慢慢的到了現代不戴系

也改良成燈光、聲效、氣氛、戲偶、舞台等都比以前的效果要強，這樣的演出模

式也正是目前觀眾所喜愛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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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本文將以針對民雄鄉的蔡榮錦先生他創立的通興閣布袋戲團現況做

一個完整性的探討，從蔡榮錦先生他自己個人對於布袋戲的局內觀以及他

個人的布袋戲背景歷史和現況來討論布袋戲的後場音樂。後場音樂又分文

武場，文武場是如何交替合奏跟演奏的，和如何來與前場演布袋戲的老師

前輩們做演出搭配。 

  布袋戲在傳承的機制上面又分的密密麻麻，使布袋戲的後場音樂也有了

相當大的變化，在此筆者想做一份有關於民雄布袋戲團長的個人局內觀，

瞭解到布袋戲在大環境下的轉變遷移之下探討出後場音樂。北管、南管或

者其他的後場音樂配合出布袋戲的腳步、手勢、打鬥、談情說愛等豐富的

故事內容。 

  這樣的大環境之下，布袋戲快速的轉變在轉變之下，每一段的過程和轉

變都是值得被保存和保留下來的珍貴歷史資料。讓筆者能夠竭盡所能的研

究調查和記錄布袋戲在嘉義縣民雄鄉的轉變和變化。從蔡榮錦先生到現今

求學過程、拜師球藝、到了能夠獨當一面甚至傳承給後代學徒們的過程，

如何轉換改變到目前使用高科技的襯底音樂。都是讓筆者相當感興趣的轉

變過程。 

二、研究目的 

   社會文化不停的變遷以及快速的改變，從中國一路遙遠傳授過來台灣西部沿

海地區的布袋戲劇，因原本在中國地區本來就有分出相當多的門派，來台灣後更

是蓬勃發展。也因此台灣的布袋戲門派分的相當多也相當的仔細，學徒、師傅都

有相當講究的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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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大規模的體系下，後場的北管、南管配樂師傅們也是有相當講究的分派方

式，布袋戲的文化相當豐富也相當複雜，所以說筆者想探討的目的正是在這樣豐

富又複雜的布袋戲文化中的變遷音樂，在變遷中如何的轉變和轉換，從一個熟悉

音樂襯底體系跳至另一個不熟的音樂襯底體系中。布袋戲的時代轉變也跟時代科

技有關，每一個年代都會有不同的科技出現，科技越來越先進能夠使用的樂器、

樂種的種類也越來越多。 

小結 

(1)了解蔡榮錦先生學習布袋戲的學習經驗。 

(2)完整記錄出蔡榮錦先生的布袋戲團的現況。 

(3)探討布袋戲文化中的音樂。 

 

第二節 研究方法 

一、  研究設計 

   本研究為深入瞭解蔡榮錦先生的布袋戲團學習經驗的不同取向、自我概

念、人際關係之影響，研究設計為透過深度訪談、學習經驗參與，進一步瞭解蔡

榮錦先生的布袋戲團在學習經驗的感受與想法，問卷部分相互補充、印證。藉由

蔡榮錦先生的布袋戲團的例證來讓台灣本土文化能夠在這社會上發光發熱。 

二、 研究方法 

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部分主要研究工具為訪談者、訪談指引與錄

音工具。研究者經受訪者的同意下，依據訪談指引進行訪問，並以錄音的方式記

錄，避免訪談資料遺漏。 

(1)訪談者： 

    訪談者為研究者本身。進行本研究前，研究者曾選修質性研究相關課程，

並涉獵相關文獻書籍，雖其並非正式嚴謹的質性研究經驗，但可使研究者對深度

訪談有初步的瞭解與體驗。此外，本研究受訪對象以嘉義縣民雄鄉的蔡榮錦先生



 

13 
 

的布袋戲團，因此，在進行訪談前，研究者相當關注與受訪者建立信賴、互動良

好的關係，讓受訪者安心，並鼓勵受訪者做適度開放，才能獲得深入而有意義的

資料。 

(2)錄音及筆記： 

    為能真實記錄訪談內容，研究者在訪談前先徵得受訪者的同意，透過錄音

筆錄音，並將受訪者所表達的肢體動作、表情與非語言特性以紙筆簡短紀錄，於

訪談結束後當天隨即將訪談內容撰寫成逐字稿，以避免遺漏或印象扭曲，完整記

載訪談內容。 

 

第三節  研究對象與限制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參加蔡榮錦先生的布袋戲團做訪談性的驗證內容，從蔡榮錦

先生做為主要研究對象，以及周圍其他的布袋戲團作實證跟考證。將蔡榮錦先生

的布袋戲團體脈絡給清楚記錄並加以做分析。 

    通興閣掌中劇團，是從嘉義市的長義閣體系中分支出來，通興閣也多為

在嘉義縣與嘉義市地區表演，演出的劇情大多以古冊戲為主。通興閣的特色為保

持傳統古冊戲的劇碼、加入各種現代創作的樂曲、使用華麗且加大的佈景、更時

常更新所使用的播放器材，如錄音帶、ＭＤ、ＣＤ、電腦等，團長也購買許多錄

音設備，準備要規劃出更新的戲劇節目。 

二、  研究限制 

   筆者在訪談過程中，團長一在強調說他對於給我的布袋戲影音資料希望能

夠不要被流傳出去，一定要好好保管，且在時間配合上，農曆上面每個月的好日

子也就是有敬神、初一、十五祭拜等的日子並沒有相當多，對於跑外台布袋戲的

時間較難掌控。筆者對於布袋戲的瞭解更可說是外行，小時雖然家裡都說閩南

語，但對於布袋戲的閩南語筆者聽得有點吃力，小時因布袋戲長的太大尊而有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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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些恐懼，所以對於這次做布袋戲的研究可以算是從新體驗布袋戲的演出模

式。 

第四節  文獻探討 

    閱讀許多文獻後，許多文獻都提到對於目前布袋戲的傳承、演出等憂心的論

述，博建益 2000 年《掌中乾坤：台灣野台戲現貌》一書所提到，布袋戲演出的

品質越來越下降，且許多團體們紛紛下價惡性競爭，為了價錢等利益將原有的後

台文武場與應有的戲偶師傅都不請用，最後一場布袋戲只有一位師傅來演出，而

許多布袋戲師傅也只會演不會唱、念，這樣的情況也越來越普遍。雖然在這樣惡

性的環境下我們還是能看到許多在為傳統演出模式的布袋戲團，陳龍延 2007 年

《台灣布袋戲發展史》、2008 年。《聽布袋戲：一個台灣口頭文學研究》。所講述

的台灣布袋戲的經歷與過程中，還是有相當多的布袋戲團在為傳承來努力著。 

    不僅只有布袋戲的演出模式正在改變，傳統的文、武場、戲偶的大小、舞台

視覺感觀也正在快速的改變，為的是要迎合觀眾的口味陳淑華 1994 年。《掌中天

地寬，台灣民間戲曲－布袋戲》從這裡介紹了許多有關戲偶的演出動作、文、武

場配器等傳統演出方式。 

    筆者從許多文獻上得知，徐國芳主編 2007 年。《台灣生活館：偶戲之美》陳

音如 2009 年。《台灣布袋戲節目帶製作研究。以台中后里五洲掌中劇團為例》林

朝號 2005。《台灣布袋戲與傳統文化創意產業研討會論文集》，布袋戲的發展以

及他們存在藝術美感與宗教價值，早期布袋戲從中國大入傳入之後，在台灣引起

了一場軒然大波，每過了一些時期布袋戲們就會改變原有的表演模式，增加演出

題材、減少觀眾不愛的演出模式，布袋戲在最早形態就一直在改變，而並非到了

現代因為融入許多外來題材而被說成破壞傳統，筆者從文獻上看來深思後，布袋

戲若要能一直保存在我們現有且多元化的社會中，布袋戲必定要保持原有最顯著

的演出模式並且加上更多豐富的內容以及視覺、聽覺上更符合現代人口味的節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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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布袋戲在台灣的發展與介紹 

 

 

第一節  傳統布袋戲歷史簡介 

 

一、布袋戲歷史轉化 

 

    布袋戲早期又稱做掌中戲、布袋戲、籠底戲（台灣話戲籠）、景戲、穿頭戲、

掌中傀儡等等多種說法，文獻資料顯示布袋戲最初是由傀儡戲所演變而來的。根

據歷史文獻資料從唐朝開始，布袋戲慢慢從以上弄下到以下弄上的表演模式。 

    從最早期在唐朝找到敦煌莫高窟 31 窟的壁畫《弄雛》，有畫一個婦女用指掌

再給身邊的孩童們表演木偶遊戲。從木偶大小以及指掌操縱的情況來看，推測較

為類似後來的布袋戲木偶的形狀。唐代的《拾遺錄》記載： 

 

南垂之南，有扶樓之國，其人善機巧變化‧‧‧‧或於掌中百獸之樂，宛轉屈於

指間，神怪倏忽，玄麗於時。 

 

說明著在唐朝開始下來就有人用指頭來操弄布偶，也更說明著布袋戲的傳說歷史

資料更往前推進。筆者詢問受訪者之後，受訪者給與筆者關於布袋戲的歷史探討

資料，而在這些資料中，可以看到唐朝、宋朝、南宋、明朝都有布袋戲的蹤影，

直到明末清出時最被認為是肯定布袋戲歷史一說的泉州的梁炳麟以及漳州的孫

巧人兩位祖師爺所被認定布袋戲的傳說。 

     

     宋代無名氏的《焦石嬰戲圖》中，所描繪的木偶戲行事與布袋戲的演出非

常類似；北京的中國歷史博物館館藏中有一宋代銅鏡，銅鏡背面雕有小孩玩弄布

袋木偶戲的圖案。宋時有蕭照所繪《中興禛映圖》上面畫著一名老商販人正沿街

叫賣木偶，可能是布袋木偶，看起來大小約與布袋戲略同。明朝時有梁炳麟與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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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人的傳說，清朝有清代李斗的《揚州畫舫錄》所記載的： 

 

‧‧‧‧以五指運三吋傀儡，金鼓喧慎，詞白則用叫 子，均一人為之謂之肩擔

戲」 

 

目前最早正式被記載的在清嘉慶年間刊印的《晉江縣志》所載 

 

「近復有掌中弄巧，俗名「布袋戲」 

 

的記載。這些資料顯示多為類似布袋戲的前身說法。（蔡榮錦，受訪者所提供的

資料） 

 

二、台灣布袋戲的起源與過程 

     台灣布袋戲的起源時間，約在清朝年間來傳入，離現今也約有兩百多年了。

傳入的地點分成三大地方，泉州、漳州、潮州等地為主要傳入的城鎮。一開始傳

入時大部分的演出模式都沿襲原有的模式來逕行演出，但是，隨著台灣與移民族

的重新組合，以及政治、社會型態、變遷影響等等，使得這些外地傳入的布袋戲

慢慢稅變成適合台灣人喜愛的口味模式。（陳龍延，2007，台灣布袋戲發展史） 

表演形式也隨和著台灣人喜愛的口味一在的變化，剛傳入到台灣的布袋戲剛開始

相當吸引人，可是隨著時間變化，每過一個時期布袋戲就會換口味來吸引更多觀

眾，從依照觀眾喜愛的戲劇作為依據，依戲碼來分類時期，約可分為七大時期： 

（一） 古典籠底布袋戲時期 

        指民國初年以前從唐山移民過來台灣的布袋戲師傅帶來的古典戲碼，引

入台灣後稱為「落籠戲」。主要演出的故事大多有《水滸傳》、《三國演義》等，

使用章回小說改編得長編戲文。還有拿短劇或單折的戲文劇碼有《包公案》、《三

才女》等。這些唐山布袋戲師傅會依照他們所學藝的源頭，使用文武場配樂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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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背景音樂：漳州的潮調布袋戲、泉州的南館布袋戲、白字布袋戲。 

（二） 小說戲〈古冊戲〉時期 

    台灣傳入布袋戲後，引起軒然大波，每當有演出時總是場場人潮爆滿，

再加上有廟會謝神的活動，多則連演數十天少則也有兩三天的情況下，使得布袋

戲師傅的人手大為不足，須招收更多的布袋戲師傅。可是當時的教育並不普及許

多一般民眾都不識字，也需要會編劇操偶的師傅，所以便有許多台灣的文學子弟

加入了布袋戲班，使台灣布袋戲在口白、戲劇、音樂、操偶等等都有相當大的改

變。當時這些文學子的大多最喜愛改編的是章回小說，劇情有《封神演義》、《薛

丁山征西》等，此類為章回小說，所以之後稱為小說戲。  

（三） 劍俠戲時期 

    由上海、廣口在民國初年傳入的劍俠小說戲，劍俠小說戲劇情節誇張，

內容豐富奇特，對於當時社會來說，劍俠戲可是相當新奇的。劍俠戲劇的內容大

多以江湖行俠仗義的情節來演出，劍俠戲在那當時相當的熱門，所以許多布袋戲

同行為了生活，也開始轉入下去加演劍俠戲，為了競爭布袋戲市場，劇情更是加

以改編可說是五花八門。劍俠戲之後的改編已不在只有改編劍俠小說，也有編劇

師掌握劍俠小說的特性加以創作出更多不同的劇情。由於劍俠戲相當受歡迎，內

容新奇也多變，更奠定了未來的金光戲的編劇風格。 

（四） 皇民化布袋戲時期 

    為一九三七年的中日戰爭，日本總督府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由於布

袋戲都以中國歷史為創作題材，所以被禁止演出。這剝奪了台灣人許多人的娛

樂，經過多方的努力下，兩年後布袋戲終於能夠再出台演出，但只能演出和日本

幕府時代的布袋戲劇情，如《鞍馬天狗》、《南木正臣》的故事等等，但難得的能

夠重回演出布袋戲，可是卻只有替日本人的宣傳工具。皇民化布袋戲主要有五種

特色：〈一〉採用日本背景的劇情；〈二〉使用西洋樂器及唱片音響；〈三〉傳統

中式戲服與日本和服併用；〈四〉由辯士用日本與解說；〈五〉舞台添加可割、可

畫的背景，呈現立體感。上述五個都是對傳統布袋戲來說的創新演出模式，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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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布袋戲的一個重要的轉淚點。 

（五） 政治宣傳據時期 

    指二次大戰結束後，台灣被國民政府統治，國民政府對台灣實施戒嚴令

施高壓集的政權，這樣的體制下布袋戲也受到政治的欺壓，演出內容、日期、地

點都被影響。除了一般演出外，所有演出內台的劇團，都要倡導反共抗俄或者宣

揚國民政府政策的政治宣導劇，演出內容方面也要增加一些愛國的口號。如《女

匪幹》、《投奔光明》等，一些有「忠孝節義」的劇情。 

（六） 金光戲時期 

    傳統布袋戲進入劇院內作演出，這也驅使了台灣布袋戲的變化。傳統布

袋戲也因金光戲的產生造成了戲台、戲偶、燈光等對演出處理的變化。在 1960

年代之後，台灣金光戲更是蓬勃發展，李天祿藝師搬演的《清宮三百年》為主要

影響金光戲的劇碼。金光布袋戲最常使用的手法以武林正邪兩派鬥爭為主題，主

要劇情為恩、怨、情、仇等字為題材。在演出的背景音樂更是放棄了傳統的鑼鼓

音樂，改使用西洋音樂和電影主題曲，並採用爆破、七彩燈光、立體佈景，增加

觀眾的聽覺以及視覺的強烈性，這些演出形式的改變，慢慢的主導金光戲的發展。 

（七） 電視布袋戲時期 

    民國 51 年 10 月，台灣電視台正式開播，在民國 59 年，真五洲掌中劇

團的黃俊雄進入電視台演出布袋戲，演出劇情以《雲州大儒俠》作演出，這部戲

演出之後可以說是另一種台灣奇蹟，從周一撥出一次逐漸改為天天撥出，撥出集

數高達 583 集，由於觀眾反映太過熱烈，政府在 1974 年頒布一條法令「妨害農

工正常作息」，在加上當時正在「推行國語」，所以就禁止電視台演出布袋戲。民

國 70 年代，電視布袋戲又恢復撥出。1990 年後的霹靂布袋戲成為台灣主流，並

加入更多的動畫特效，增加演出的戲劇張力。〈筆者分類採用，《台灣生活館：偶

戲之美》此書中一篇江武昌所寫專文關於台灣布袋戲〉 

     筆者看完這布袋戲的七種時期，每段時期的布袋戲都對台灣人有著相當大

的文化衝擊，提到台灣最先想到的就是布袋戲，但經由筆者田野調查後發現，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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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戲正在快速的沒落，未來布袋戲真的只能在館內展示嗎？現今比較活耀在布袋

戲界的只剩下霹靂布袋戲，大多的布袋戲團多為在廟會中演出，可是說演出卻都

沒有太多的觀眾，接下來要看現今的布袋戲團如何再創高峰了。 

（徐國芳主編，2007，台灣生活館：偶戲之美） 

 

第二節  布袋戲的演出舞台與背景音樂 

 

一、 布袋戲的演出模式 

    隨著每一時期的變化，布袋戲的演出活動場地也隨之一直在改變，從早期的

街頭藝人，轉換到有劇場、內外台戲，到近期的電視布袋戲等相當豐富的演出模

式，布袋戲演出歸類可以分類出五大種演出模式，這五大種模式有內台布袋戲、

外台布袋戲、電視布袋戲、電台布袋戲、電影布袋戲。 

（一） 內台布袋戲 

    內台布袋戲指的是在戲園中演出布袋戲，在戲園裡面觀眾是必須買票才

能夠入場觀看的。戲園布袋戲和外場布袋戲不一樣，戲園內的演出不需要扮仙

戲，只需在早上以及晚上演出，早晚的觀眾群又分為早場均為年紀較大的觀眾且

人數比較少，晚場均為較年輕的觀眾人數也較多，早場的戲劇軍為演出古冊戲居

多，多讓學徒演出，晚上的劇本大多都自行創作也相當有趣，劇團的主演負責晚

場戲碼。 

（二） 外台布袋戲 

    外台布袋戲又稱「民戲」、「民間戲」、「棚腳戲」、「野台布袋戲」。外台

布袋戲大多演出場合都在廟會、謝神、神明誕辰等有關宗教性質的相關活動，劇

團的演出模式會把儀式性與藝術性並重，野台布袋戲主要表演先答謝神明，之後

再演出故事劇碼。筆者田野調查中瞭解初期外台布袋戲的早期搭台是使用了竹竿

來搭台演出。在來使用大型的汽油桶人在裡面放一個木板當舞台。民國 5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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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用牛車搭台，民國 60 改用大型汽油桶，筆者田野訪談對象提到說他也有使用

到大型汽油桶搭台演出的模式，65 年改用木頭搭台，因為大家覺得汽油桶太不

方便了。70 年代使用鐵搭台，80 年代後改用貨車、發財車做為戲台直到現今大

多都改為成這樣的演出模式。 〈蔡榮錦，田野訪談〉 

 

（圖 2-2-1 何育樺拍攝，蔡榮錦老師家的兩台舞台車） 

（三） 電台布袋戲 

    電台布袋戲是透過廣播撥放方式來演出布袋戲，由於觀眾無法看到真正

的布袋戲演出，只能夠聆聽角色相互對話，電台布袋戲注重於口白、唱腔、唱詞

來表演出看不見布袋戲的劇情。電台布袋戲內演出還會加上許多的廣告，內容大

多為販賣藥品廣告居多，許多電台也紛紛效仿，更興起一片賣藥買藥的大風潮。 

（四） 電視布袋戲 

     電視布袋戲是布袋戲更創高峰的一個時期，創下高峰時期是在 1970

年由黃俊雄所製作《雲州大儒俠》，在當時橫掃台灣老少必看的電視劇。電視布

袋戲最早是創立 1962 年由李天祿製作的《三國志》，較為少人知道，直到現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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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許多轉換產生了「霹靂布袋戲」這是在現今電視台最熱門的布袋戲，有專門的

電視頻道播放。 

（五） 電影布袋戲 

    最早的一部電影布袋戲是在 1961 年由黃俊雄主演的《西遊記》，在此之

後也有推出幾部電影布袋戲，可是卻都沒有如期的熱烈回響。直到 1999 年，「霹

靂布袋戲」推出了布袋戲電影《聖石傳說》，讓沉默已久的電影布袋戲有熱絡了

起來。〈林茂賢，2001，台灣傳統戲曲〉〈蔡榮錦，田野訪談〉 

二、 後場音樂之種類 

    傳統布袋戲正式開演前，總會先來一段「起鼓樂」，人說：「無鑼無鼓不成戲」，

開場前總先來打通鼓鬧場，吸引觀眾。傳統布袋戲的後場音樂是相當重要，音樂

可以營造現場氣氛、引導劇情方展、突顯角色個性、抓住觀眾的情緒，後場音樂

可說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三分前場、七分後場」，戲團內的人總是這麼說著，早期傳統布袋戲所使

用的音樂可分為三類，南管、潮調、白字仔調等，甲午戰爭後，由於北管較為熱

鬧，更深受民眾喜愛，也轉成使用北管音樂，到近期金光戲的演出，漸漸的使用

西洋音樂、電影主題曲等許多多元性質的音樂。 

（一） 南管布袋戲 

    南管布袋戲樂譜使用傳統的五音工尺譜，演奏分為文武場，文場為管樂

以及弦樂，武場則以打擊樂為主，使用的樂器約有拍板、扁鼓、上四管、下四管

等。上四管樂器有洞簫、二弦、三弦、琵琶等，下四管樂器有四塊仔、叫鑼、雙

音、響盞等，南管的打擊樂器也非常多種類，有北鼓、花鼓、通鼓、大鑼、小羅、

銅鑼，大拔、小拔，木魚等等。南管布袋戲是從泉州南管音樂做為後場配樂，戲

偶主要演出文戲。南管布袋戲特色有著優雅動作、吟詩、典雅的吟誦等。 

（二） 潮調布袋戲 

    潮調一般指廣東潮州地區的流行樂曲的音樂系統，風行一時的潮調樂也

被使用進布袋戲的後場音樂。潮調樂演唱時多為使用地方方言母語，樂種曲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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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昆腔和弋陽腔的影響，以聯曲體為主，且會有後場幫腔的習慣，更多元化的

戲收了板腔體的上下句式、閩等地區的民間小調。 

    使用的樂器有字弦、輔弦、竹弦、提胡、瑤琴、秦琴、月琴、三弦、拍

板、卜魚、鼓、鐃、鑼等。 

（三） 白字仔調布袋戲 

    白字仔調布袋戲是用傳統母語、曲樂、演唱的布袋戲。白字仔調的音樂

亦屬於南管音樂系統，劇情多為和南管布袋戲類似，但整體來談卻與南管布袋戲

的風格卻大為不同。白字仔布袋戲的唱曲曲牌聲腔比南管曲牌簡易，使用的說白

也更是淺顯易懂的地方俗語來表達。 

（四） 北管布袋戲 

    北管布袋戲以鑼鼓為主，有著喧鬧的氣氛，節奏速度輕快，適合在舞打

的劇情使用，布袋戲的演出也隨之改變，動作變大、對打戲增多等，將南管較為

缺少的劇情給呈現出來。文場使用的樂器有吊規仔、椰殼弦、三弦、揚琴、嗩吶、

笛子等。武場樂器為梆子、通鼓、堂鼓、大小鑼、大小鈔〈鈸鐃〉、搖板等樂器。 

      「無鼓無鑼不成戲」說明著後場音樂的重要性，隨著時代的變化，布袋戲

的後場音樂依然的重要，且目前的布袋戲團在使用後場音樂的種類越來越多，筆

者田野調查得知，目前每一個外台戲的布袋戲團，他們在使用音樂的種類之多。

除了南管、北管、潮調、白字仔調等，現今的布袋戲團更新增了電影主題曲、西

方古典樂、中國國樂、時下的流行歌，種類多到數不清，這也是為了豐富布袋戲

的演出內容，呈現出更強烈聽覺的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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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嘉義縣-蔡榮錦通興閣掌中劇團 

 

 

第一節 通興閣劇團的歷史沿革 

一、通興閣歷史傳承概況 

    通興閣掌中劇團創立於 1981 年十月，民國 64 年拜師於嘉義市長義閣黃俊

信師傅為師，蔡榮錦表示「近年來社會變遷快速、布袋戲直滑落谷底，眼前一般

青年休閒活動似乎偏重於科技產品，而越來越少人學習布袋戲，感到相當痛心，

他個人想過說要透過學校教育以及本訓練場所，開始展開薪火相傳的工作，也在

民國 88 年完成了社會教育劇本，恢宏布袋戲藝術。」團長在找其與姊夫學習布

袋戲，去嘉義市與長義閣的黃俊信老師學習，早期的師傅如果他認為你無法擔當

一任是不會讓學徒們擅自創立團體的，經由團長蔡榮錦與藝術總監呂通博兩人在

長義閣努力的拜師學下，終於創立了通興閣掌中劇團。 

    早期通興閣團名叫做通興閣電視化綜藝木偶團，使用的戲偶、舞台、聲光效

果都屬於相當精良前衛的設施，後來因當時演出布袋戲都盛行晚場會播放電影，

晚上也加入播放電影的行列。後來通興閣電視化綜藝木偶團後來受到同行的競爭

也多元化了表演模式，新增了康樂隊的演出，專門主持工地秀、廟會慶典等活動，

布袋戲與康樂隊不會同時進行，只能擇一。 

     到了近期通興閣團長換掉了原本的卡車，也購買了兩台新卡車，也讓兒子

蔡銘峰創立通興閣二團，一團名子改為成蔡榮錦通興閣掌中劇團，二團名子改為

蔡銘峰通興閣掌中劇團。以前的團員也各自以通興閣的團名繼續營業，如蔡榮華

民雄通興閣掌中劇、蔡盈坤通興閣布袋戲團等從主團分支出去的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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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通興閣掌中劇團師承表 〉 

 

 

 

     

 

 

 

 

 

 

 

 

 

 

 

 

 

 

 

 

 

 

 

 

 

假成真木偶劇團 

    許精忠 

長義閣掌中          

劇團 

黃坤木(創團人) 

 

 

 

巧成真木偶劇

團 

劉金水 

 

巧成真木偶劇

二團 

劉光復 

長興閣掌中

劇團 

童支民 

長興閣掌中劇 

黃俊信 

(第二任團長) 

中興社布袋

戲團 

鐘平和 

民藝社布袋戲團 

陳清池 

長義閣掌中劇團 

黃錦章 

(第三任團長) 

通興閣掌中劇團 

呂通博 

 

長青掌中劇團 

陳榮賓 

通興閣掌中劇團 

蔡榮錦 

(通興閣團長) 

通興閣掌中劇團 

蔡榮華 

通興閣掌中劇團 

蔡銘峰 

(通興閣二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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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型演出活動與經歷 

  1998 年 5 月 2 日受北迴文教基金會邀請去嘉義縣北迴公園廣場演出。1999 年 5

月 6 日受北迴文教基金會邀請去嘉義縣北迴公園懬場演出。2001 年 4 月 19 日受

菁埔國小邀請在嘉義縣民雄鄉菁埔國小操場演出。以上為有紀錄的大型公演，其

中還有許多未記錄的表演。 

    蔡老師說未來每年度都要在各校園巡迴演出，還有配合政府機關做教育性質

的巡迴演出，持續香火薪傳，輔導青少年，讓布袋戲能夠更一代傳一段，讓這屬

於地方性的藝術不間斷。 

 

（表 3-1-2 通興閣大型活動演出表） 

時間 舉辦單位 演出地點 

1998 年 5 月 2 日 文教基金會 嘉義縣北迴公園廣場 

1999 年 5 月 6 日 文教基金會 嘉義縣北迴公園廣場 

2000 年 6 月 10 日 中正大學 嘉義縣中正大學演藝廣

場 

2001 年 4 月 19 日 菁埔國小 嘉義縣民雄鄉菁埔國小

操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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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藍郁琇翻拍，迴文教基金會邀請去嘉義縣北回公園廣場演出） 

 

（圖 3-1-2 藍郁琇翻拍，迴文教基金會邀請去嘉義縣北回公園廣場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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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藍郁琇翻拍，民雄鄉菁埔國小操場演出） 

 

（圖 3-1-4 藍郁琇翻拍，民雄鄉菁埔國小舞台佈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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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通興閣掌中劇團的地理與環境 

 

  通興閣掌中劇團位於嘉義縣民雄鄉，菁埔村 56 之 2 號。如果從嘉義縣民雄火

車站出發，開始算車程大約十分鐘車程時間。此地址也是蔡榮錦老師的住處，蔡

老師的房子是透天三樓獨棟的，旁邊的鄰居住戶也都是親戚。一樓屋內進屋會先

看到一座神壇，面對神壇的左邊就是蔡老師家的客廳，二、三樓就是蔡老師、以

及師母和三個兒子一個媳婦、孫女的臥室

 

(圖 3-2-1 YAHOO 地圖搜索網 http://tw.maps.yahoo.com/，蔡老師家的地址) 

 

  通興閣掌中劇團屋外約有占地二十坪的空地，蔡老師的布袋戲工具全都是在車

上沒有卸下來，所以外面停了兩台布袋戲專用的卡車，卡車上面的東西應有盡

有，布袋戲的箱子，每台的車上裝備約有 50 尊布袋戲偶，音響也有 4、6 顆，燈

光、道具、佈景、鐵架等，車子也等於是倉庫和表演舞台，蔡老師說，這兩台車

http://tw.maps.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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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是新的，還有一台換掉了。 

 

（圖 3-2-2 何育樺拍攝，蔡榮錦老師家外部，左右兩旁的卡車都是蔡老師跑布

袋戲時專用的舞台卡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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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何育樺拍攝，舞台車配備） 

 

（圖 3-2-4 何育樺拍攝，布袋戲戲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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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 何育樺拍攝，舞台車配備） 

 

第三節 通興閣團員介紹 

一、 通興閣團長 

         蔡榮錦老師表示「國中畢業後的他就隨著姊夫去找嘉義市長義閣的黃

俊信先生拜師學藝」，年輕時蔡老師相當認真的在學習布袋戲，在三個月之後他

就能夠上台並擔任主要的操偶師。在當時許多廟會迎神等活動都相當的多，也幾

乎每場活動都一定會邀請布袋戲來演出，這樣的環境下造就了蔡老師豐富的布袋

戲演出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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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何育樺拍攝，蔡榮錦老師） 

  民國七十二年他服兵役回來後，向親戚們借了一些錢，與老婆、姊夫、姊姊、

大哥一起成立了通興閣布袋戲團。通興閣成立後，就有相當多人來邀請布袋戲的

演出，漸入佳境。有時因為演出場次太多而造成人手不足，還得外聘請外面的師

傅來幫忙演出。沒多久蔡老師就把跟親戚借來的錢還光了，也因為演出布袋戲讓

蔡老師的生活能夠更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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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 藍郁琇翻拍，蔡榮錦老師早期的舞台車照片） 

  接著布袋戲的行業越來越競爭，蔡老師表示布袋戲團越開越多，也相互的惡

性削價競爭，所以蔡老師的布袋戲團也開始走多元化，除了請蔡老師去演布袋戲

之外，蔡老師還自己組織了一個康樂隊團，團員有西樂的薩克斯風手、電子琴手、

小喇叭手等，專門在跑工地秀的活動，蔡老師自己當主持人，也廣結許多的朋友

等。直到近幾年，蔡老師轉投入到喪葬生命禮儀裡去當兼職專業司儀，在喪葬的

司儀蔡老師也是一位相當有名氣的司儀。除此外在民國八十六年九月更被邀請到

嘉義縣民雄鄉菁埔國小擔任掌中劇的指導團長，他們利用每周二、四上午八點到

八點四十分的時間授課。還去參加全國性職的兒童掌中戲聯演及交流活動的演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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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藍郁琇翻拍，蔡榮錦老師早期在菁埔國小教導布袋戲的照片） 

 

（圖 3-3-4 藍郁琇翻拍，蔡榮錦老師早期主時康樂隊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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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5 何育樺拍攝，蔡榮錦老師擔任菁埔家長會長的匾額） 

  

 （圖 3-3-6 何育樺拍攝，日邦生命禮儀轉業司儀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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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興閣其他成員 

       通興閣最早成立在１９８１年的十月，起初成員有蔡榮錦團長、林

麗宏行政總監、呂通博藝術總監、蔡秀美行政助理、何銘鐘培訓團員、何俊魁培

訓團員、蔡明修培訓團員等六名團員。現今又多了兩名團員，一位是蔡志國培訓

團員，一位是蔡明峰培訓團員。等八位團員，蔡榮錦團長五十一歲，正職布袋戲，

兼職喪葬司儀，林麗宏行政總監四十八歲，也是蔡榮錦團長的內人，全職從業布

袋戲，呂通博藝術總監，為蔡榮錦團長的姊夫，全職布袋戲。蔡秀美行政助理為

呂通博之妻也是蔡榮錦團長的姐姐，以及五位的培訓人員其中兩位的外甥何銘

鐘、何俊魁，和三位兒子蔡明修、蔡志國、蔡銘峰，蔡明修正職在郵政總局上班，

兼職布袋戲，蔡志國正職在白金工廠上班，兼職布袋戲。

 

（圖 3-3-7 何育樺拍攝，林麗宏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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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１ 通興閣團員名單〉 

             通興閣團員名單 

姓名 職稱 正職 兼職 

蔡榮錦（５１歲） 團長 通興閣布袋戲 喪葬司儀 

林麗宏（４８歲） 行政總監 通興閣布袋戲  

呂通博（？） 藝術總監 通興閣布袋戲  

蔡秀美（？） 行政助理 通興閣布袋戲  

何銘鐘（？） 培訓團員 通興閣布袋戲  

何俊魁（？） 培訓團員 通興閣布袋戲  

蔡明修（２８歲） 培訓團員 嘉義市郵政總局 通興閣布袋戲 

蔡志國（２６歲） 培訓團員 白金工廠 通興閣布袋戲 

蔡銘峰（２４歲） 培訓團員 通興閣布袋戲  

 

 

（圖 3-3-8 何育樺拍攝，左邊林麗宏、中間蔡榮錦、孫女、右邊培訓團員、左

後方二兒子蔡志國、右後方三兒子蔡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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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9 何育樺拍攝，大兒子蔡明修、蔡明修的太太、女兒）

 

（圖 3-3-10 藍郁琇翻拍，蔡榮錦老師早期的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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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通興閣掌中劇團文物發展 

 

  通興閣掌中劇團在嘉義縣的團齡也有三十年的歷史了，在地方上也是遠近馳名

的一個布袋戲團。劇團從成立到至今在文物上面也做了一些的保存，通興閣掌中

劇團在布袋戲裡保留了許多歷史故事以及結合現代的科技技術，讓布袋戲更能夠

發揮出無限的可能。筆者以通興閣團長本身早期流傳的照片以及現今有的舞台佈

景、戲偶、背景音樂等文物來做介紹。 

一、 舞台佈景 

     通興閣在布袋戲演出方面大多都是在寺廟來演出，所以團長對於舞台

佈景的考量必須要移動方便、快速且佈景精緻的三大特點，而考慮這些特點後決

定使用卡車來做為布袋戲演出的舞台車。團長在設計卡車時有別於一般跑野台戲

的布袋戲團，一般布袋戲團使用的舞台車都是使用發財車下去改造，而舞台佈景

也小了很多。相較下通興閣的舞台車是使用大卡車，舞台佈景也有立體感還有舞

台也比一般的大，甚至可以將車頭整個蓋住。 

（表 3-4-1 舞台佈景） 

尺寸 材質 操作方式 內容 

大貨車 木板 組裝式 舞台效果較佳 

發財車 木板 折疊式 輕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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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 藍郁琇翻拍，蔡榮錦老師早期的舞台車照片）

（圖 3-4-2 藍郁琇拍攝，較小型的發財車模式的布袋戲佈景）



 

41 
 

 

（圖 3-4-3 何育樺拍攝，較小型的發財車模式的布袋戲佈景） 

 

（圖 3-4-4 何育樺拍攝，大型的卡車模式的布袋戲佈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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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5 何育樺拍攝，大型卡車裡的組裝式佈景） 

 

二、 戲偶 

      早期團長在學徒時使用的戲偶是比現在的戲偶還要來的小，這些小戲

偶也都是從中國大陸那所製造出來的，團長本身也收藏了不少的小戲偶。後

來通興閣成立後，為了因應舞台與觀眾的距離而將木偶漸漸的改為較為大尊

的戲偶，來使的觀眾能夠更清楚的觀看。通興閣目前約有 200 尊的戲偶，這

些戲偶從創團後就都沒換過了，團長表示有將戲偶整個送去給專業的雕刻戲

偶師維修調整過。這些戲偶裡包含了有生、旦、淨、末、丑、雜的角色，生

主要是男性的角色，有文小生、武小生、老生，其中小生通常為主角，文生

在戲裡扮演著智慧型的主角，武生則是扮演動作派的主角；旦指有陰柔氣質

的女性角色。如小旦、中年旦、老旦、花面旦、觀音旦等；淨指的是豪氣、

勇猛的且強烈的男子氣概、陽剛氣質的男角色。如紅大花、青花仔、黑大花

等；末指的是白髮蒼蒼的年老之輩；丑指的是常扮演幽默、喜劇之角色。丑

有男女丑之分；雜指的是在生旦淨末丑之外的角色，神、邪魔、孩童等都皆

屬於雜。牛頭馬面、齊天大聖、僧人、金童玉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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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戲偶表） 

角色 材質 服飾色彩 尺寸 

生 木頭 藍色系列 金光戲偶 

旦 木頭 粉色系列 金光戲偶 

淨 木頭 黑色、白色、紅

色系列 

金光戲偶 

末 木頭 白色系列 金光戲偶 

丑 木頭 綠色系列 金光戲偶 

雜 木頭 不拘 不拘 

 

 

（圖 3-4-6 何育樺拍攝，早期使用的小型戲偶，約有５０年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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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7 何育樺拍攝，早期使用的小型戲偶，約有５０年歷史） 

 

（圖 3-4-8 何育樺拍攝，早期使用的小型戲偶，約有５０年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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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9 何育樺拍攝，早期使用的小型戲偶，約有５０年歷史） 

 

〈圖 3-4-10 藍郁琇翻拍，通興閣早期使用的戲偶，約有３０年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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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1 藍郁琇翻拍，通興閣早期使用的戲偶，約有３０年歷史〉 

 

〈圖 3-4-12 藍郁琇翻拍，通興閣早期使用的戲偶，約有３０年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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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3 何育樺拍攝，通興閣近期使用的戲偶，約有３０年歷史〉 

 

〈圖 3-4-14 何育樺拍攝，通興閣近期使用的戲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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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錄音帶化的後場音樂 

      通興閣早期成立時，使用的背景音樂就沒有在使用傳統後台的文武

場，則改用成以錄製好的錄音帶唱片錄音帶播放，團長表示「我在一開始的

時是使用錄音帶播放，到了民國 80年代左右轉為 CD，80年快 90年在轉為

MD播放，約 97 年我開始學習電腦的操作，並將 MD轉入電腦內，使用電腦

開始播放音樂」，近期團長也在自家也設立錄音室，打算未來的節目都自己

來錄製。通興閣目前節目錄音帶來源有些是市面上販賣的，有些是自己錄製

的錄音帶，也有些是朋友的布袋戲團所錄製的。 

 

（圖 3-4-15 何育樺拍攝，背景配樂使用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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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節目與背景音樂之分析 

 

 

第一節 通興閣劇團的演出形式 

 

  台灣，是屬於多元化宗教的一座島國，台灣對於宗教信仰是相當開放的，但是

說起台灣宗教最著名的莫過於廟宇系統。台灣幾乎每座鄉鎮市都會有數十間或數

百間的廟宇，也說明著台灣對廟宇的信仰虔誠。廟宇舉辦的活動如神明誕辰、出

巡、初一十五拜拜、普渡等許多信仰活動，這些活動中會請到許多傳統的陣頭，

陣頭種類更是不下其數，有北管樂、南管樂、舞龍舞獅陣、歌仔戲、布袋戲等相

當多的陣頭，大多陣頭都靠著廟宇所舉辦的活動來維持經營。 

  通興閣正也是台灣豐富廟宇宗教活動的受惠者，大多數的演出都為廟會活動為

主，其次為教學經營以及文藝活動。台灣外台布袋戲多為廟會宗教活動，廟會活

動演出前一定必須要先扮仙，不扮仙等於對神明不敬，這樣的傳統從古至今一直

流傳著，所以在廟會演出時，開場一定會先扮仙說好話，介紹眾多諸神出台祈福，

敬神完也必須要樂人，達到神人共樂的環境。筆者對於通興閣演出模式分為兩種

演出來做分析，第一類為扮仙戲，第二類為古冊戲來做分析。 

〈一〉 通興閣扮仙戲 

        通興閣在演出前一定會先扮仙，團長表示「開場不扮仙就是對神明不

敬，所以開場時一定必須要先扮仙。」所以沿用傳統的演出模式，扮仙戲目前也

只剩下在外台布袋戲才能見到，電視、電影布袋戲已經都沒有再演出扮仙戲了。

通興閣的扮仙戲大多會演出《醉八仙》的戲碼，少數會演出《福祿壽三仙》，《醉

八仙》的錄音帶是通興閣團長本身自己錄製的，筆者依照 2011 年 4 月 16 日下午

4 點在菁埔鄉的保安宮演出來舉例說明扮仙中的《醉八仙》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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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扮仙開頭演出時會先播放一段鑼鼓漢樂做襯底，再來口白開始念著敬賀

詞「弟子奉敬諸神佛，神威顯靈求萬物，地靈靈驗消妖伏，人敬神歡滿今樂，扮

仙保帄安福壽添福壽。首先來邀請出台這就是我們八仙的仙頭漢鍾離大仙，漢鍾

離官名鐘離是漢朝時期的大將軍，在一次領兵的路上，路上遇見張果老來傳授他

不老之幻，領悟真理之後帶徒弟呂洞賓成仙結道。」第一出來的仙頭為漢鍾離，

漢鍾離在金母娘娘那等待著其他八仙的到來；接著出來的呂洞賓，呂洞賓文武雙

全之後拜漢鍾離為師一起走入仙道，後也來到了金母娘娘這裡；再來出場的八仙

的曹國舅，曹國舅是朝廷命官後來因為殺人而無臉見人，只好入深山修行之後也

進入了仙道；再來出台的是八仙的張果老，張果老原名張果喜愛雲遊人間四海，

在人間修行一千兩百年成仙；再來邀請八仙的韓湘子，官名韓湘自己求道後成升

仙道；八仙的藍采和，為人樂善好施、救濟平民，後來因漢鍾離度化引入仙道；

八仙李鐵拐，小時後就會許多仙術，有次因施展仙術元神出竅，後來要回到肉體

時發現肉體已被人燒毀，最後只好轉移在一具跛腳的身體裡面，後來也修行成

仙；八仙何仙姑，八仙為一的女性仙人，出生在有錢人家，認真好學、聰明過人，

13 歲時遇見呂洞賓來修行，16 歲就踏入仙道；八仙到齊之後就要來邀請到金母

娘娘來到這個大會的現場。八仙從仙島離開都以來到瑤池金宮要來與其他八仙見

面，再來每位八仙都各自拿出自己的寶貝珠子奉獻給各位，祈求上蒼能夠風調雨

順人民能夠事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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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何育樺拍攝，八仙－漢鍾離〉 

 

〈圖 4-1-2 何育樺拍攝，八仙－呂洞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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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何育樺拍攝，八仙－曹國舅〉 

 

〈圖 4-1-4 何育樺拍攝，八仙－張果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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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何育樺拍攝，八仙－韓湘子〉 

 

〈圖 4-1-6 何育樺拍攝，八仙－藍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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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何育樺拍攝，八仙－李鐵拐〉 

 

〈圖 4-1-8 何育樺拍攝，八仙－何仙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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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何育樺拍攝，瑤池金母娘娘〉 

      在舜帝年間，有位年輕人叫做彭順，從小就沒有父親只好與母親相依為

命，之後算命的跟他說彭順只能活到 20 歲就會死去，彭順聽了很擔心他的母親

只好到處請教人該怎麼辦，有人就幫他指點說，你到一間土地公廟，準備水果等

東西，把水果放在桌上然後人躲在神桌底下，剛好當時是八仙準備前往一千年一

次的藩桃大會，八仙們走到那座土地公廟便在那裏休息，看到桌上有水果也就拿

起來吃。此時彭順趕緊從桌下爬起來跟八仙說這些水果是要給土地公來食用的，

八仙笑著說可是水果以被我吃進肚子裡了，彭順就跟八仙說明他的情況，後來八

仙就每人對彭順說一句好話幫他添福壽，之後彭順也就活了八百二十歲，之後就

有人稱彭順為老彭祖，老彭祖的故事也就是這樣的由來。 

      那麼今天來扮《醉八仙》的原因，也就是要讓眾弟子來添福壽，也請金母

娘娘來邀請到八仙每人也來幫大家說句好話，希望能夠幫眾弟子來請求保平安、

添福壽，接著八仙與金母娘娘開始向上天一拜祈求風調雨順，在拜何境平安是事

如意，三拜事業順利發達大賺錢。接著扮完《醉八仙》有準備所謂的醉仙果(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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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還有醉仙錢和醉仙酒，醉仙果帶回去吃平安，老人吃平安吃百二、小孩吃聰

明乖巧又伶俐、年輕人吃能逢凶化吉大賺錢、夫婦帶回去可以保佑明年生孩子外

加生雙胞胎，接著準備這個醉仙錢，來撿這個仙錢希望錢用也用不完、新台幣一

直賺、吃穿不用煩，再來傳說八仙們在金母娘娘的藩桃大會裡大醉，不小心把這

個酒阿弄翻了，這個仙酒就往凡間裡灑，灑到的人就能逢凶化吉解議論平安賺大

錢、子孫出官員、子孫出好子弟，並言道這真是好酒阿。 

 

〈圖 4-1-10 何育樺拍攝，灑仙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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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1 何育樺拍攝，灑仙錢〉 

 

〈圖 4-1-12 何育樺拍攝，仙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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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13 何育樺拍攝，灑仙水〉 

      金母娘娘看眾八仙們已經在這藩桃大會裡都醉倒了，金母娘娘就帶著金童

玉女離開這個瑤池金宮的地方，八仙也慢慢的酒醉清醒，醒來的八仙也一個叫一

個也準備回去仙島了，一個一個慢慢的來下台並且也是一句一句的講好話。 

 

〈圖 4-1-14 何育樺拍攝，金童與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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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興閣製作的扮仙戲，使用的是傳統的民間故事和一些民俗諺語、四句聯

等，最主要的是幫信眾們祈求平安賺大錢，團長在錄製這個扮仙戲時，因顧慮到

許多的信眾或一般民眾大多都不太知道民間故事的由來，所以在錄製扮仙戲時都

會將原有的故事情節在加入角色介紹，比如說每位八仙的由來、老彭祖的由來、

仙果、仙錢、仙酒為何要來灑入這個地上給信眾來撿，在此都會以口白方式來做

解釋。那麼整齣戲最高潮的地方也在於準備來灑這個仙錢、仙果、仙酒此戲劇情

節，此時原本沒有太多信眾在觀看的扮仙戲，一下間就出現許多蓄勢待發的信徒

信眾們，準備來撿個仙果、仙錢、灑仙酒，信眾們也都希望能藉由這樣的儀式來

幫自己逢凶化吉發達賺大錢，一場扮仙戲下來約 50 分鐘。 

〈二〉 通興閣古冊戲 

        通興閣在結束扮仙戲之後，接著主要演出的是古冊戲，如《羅通掃北》、

《薛仁貴爭東》、《七俠五義》、《包公審郭懷》、《三國志》、《白蛇傳》、《新年的由

來》等戲碼，有別於一般現代的金光戲或者電視布袋戲的劇情橋段，沒有煙霧瀰

漫、爆破等特技，用戲偶成現出最單純的表演模式，讓觀眾們能看到細膩走路動

作、傳統戲偶武打的模樣在加上漢樂與現代的配樂，形成出通興閣的演出模式。 

        演出古冊戲時，就不像在演扮仙一樣，扮仙戲多為為信眾祈福，那麼古

冊戲主要是要讓觀眾們能夠融入劇情並且開懷大笑，筆者在透過田野中觀看通興

閣演出的古冊戲，發現每次在演出的古冊戲裡幾乎都沒有結束，最後還會說下回

待續。這樣的手法好像已漸漸成為了布袋戲缺一不可的手法，讓人非常的耐人尋

味，不管是《虎松打虎》或是《三國志》每回都會讓人想繼續趕快看下去。 

        由於現在布袋戲的演出日益減少，在觀看的觀眾也幾乎都沒有，在早期

團長表示「作戲一連就是好幾天，所以也就能剛把許多的劇情橋段演完」，則現

在的演出場次不像以其那麼鼎盛，故事到了一個橋段就會把他結束掉，下次演出

又會表演不同的戲碼，一套古冊戲演出時間為５０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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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5 何育樺拍攝，武松打虎橋段〉 

      扮仙戲與古冊戲兩套戲加起來，成為完整的布袋戲在廟會演出模式

的常態性，一整場下來的時間為大約２個小時的表演時間，目前這樣的演出模

式，在外台布袋戲也成了常態。扮仙戲與古冊戲是通興閣最主要的賣點，目前在

做外台布袋戲的布袋戲團可說越來越多，許多團體也惡性削價競爭，通興閣為此

感到憂心，也只能提升自己的演出品質、價錢調整、精緻戲劇節目、保存傳統、

結合新穎科技等來擴充自己的賣點。 

 

（表 4-1-1 通興閣主要古冊戲的戲碼） 

《白蛇傳》 《薛仁貴爭東》 

《三國志》 《包公審郭懷》 

《新年的由來》 《羅通掃北》 

《武松打虎》 《七俠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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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錄音帶後場音樂分析 

 
一、 硬體設備 

     早期通興閣在演出節目時所使用的播放機器是使用傳統式的錄音帶，近期

科技的新穎，團長也將原本所使用的錄音帶播放器給淘汰了，但是在舞台車上還

是有放著錄音帶播放器的機器。團長慢慢的改用 MD、CD 到最近已完全使用電

腦來播放，電腦比傳統的播放器具的音質、音樂效果、音樂變化都要來的好用且

更好聽，團長也逐漸改為都使用電腦來創作出新的節目帶。 

    表演中不可或缺的器材之一也就是硬體設備，硬體設備包括了 MIXER 機、

EQ 機、放大器、還有音響，這四種是缺一不可的。要讓聲音從音響上出來，必

須將所有的音響線連接到 MIXER 的機器上，這台機器主要處理輸入聲音以及輸

出聲音、調整音量、柔化、強化、回音等效果的處理，並整合後輸出到音響播放；

EQ 機主要加強音樂的高、中、低音的處理器；放大器，加強聲音的強烈性，讓

聲音能夠更飽滿充實；最後是全部輸出到音響，通興閣的舞台車上放在舞台車旁

的音響約有 2~4 顆、隱藏式的音響約有 2 顆，主要讓觀眾能夠聽到最好的立體音

效果。 

 

（圖 4-2-1 何育樺拍攝，錄音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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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何育樺拍攝，MIXER 機） 

 

（圖 4-2-3 何育樺拍攝，上 EQ 機，下放大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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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何育樺拍攝，音響） 

二、 錄音帶後場音樂分析 

     通興閣團長在自製節目帶時，會先收集許多可用題材的音樂，如傳統的南

北管、潮調、現在流行歌、國樂曲、西洋曲等許多樂曲，現代的布袋戲團流行使

用多元化的音樂來當背景音樂。通興閣團長本身在製作背景音樂時，還是多為會

使用傳統來當襯底音樂，傳統的襯底音樂如走路的風入松、小姑娘走路的走路

樂、緊張氣氛的走路樂、丑角登場的小丑樂、武將對打放出武器的放寶樂等許多

會使演出加分的背景音樂。 

     布袋戲在演出時最常最需要配樂的橋段如走路、對打、文武百官升堂、皇

帝出巡、個腳色登台、騎馬時等相當多的動作都需要搭配音樂才能使得布袋戲演

出能夠更精彩且加分，戲偶與音樂的搭配必須要配合得天衣無縫，如戲偶登台時

會播放一段音樂，戲偶開始慢慢的走著登台，就位之後會有聽到板鼓敲兩下的聲

音，此時背景音樂就會停止，口白也搭配戲偶開始說話。筆者從中挑選了五段的

音樂，這五段音樂大多在形容戲偶在行走或登台方面的樂曲，也說明背景音樂的



 

64 
 

音調以及音樂氣氛。 

 

（表 4-2-1 通興閣常用樂曲） 

風入松(角色行走樂)緩慢 小姑娘走路樂、南洋小姐、花開富貴、 

 

卜卦調、小丑子、戲鳳、南都夜曲、落雨聲 

 

心酸酸、望郎早歸、 

風入松 中速 三節三花、二節悲、中節、訪英台、江南好 

風入松 快速 緊來走、跑馬賞遊、二胡賽馬 

效果樂 較快 放寶、琵琶十面埋伏、二胡戰馬奔騰 

效果樂 中速 文升堂、武生堂、山賊兵升堂、包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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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短節風路松，主要以戲偶登台走路時來播放，樂曲速度約為 80~90 間，

樂曲較為輕快。（譯譜說明，曲子以證實為４／４拍，顧此筆者想呈現真實

的樂曲表達才使用４／４拍來分割拍子） 

 

（譜 4-2-1 何育樺譯譜，短節風入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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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小姑娘走路樂，主要以女戲偶在行走時所撥放的音樂，樂曲速度為 60

之間，速度比較慵懶、緩慢的感覺。（譯譜說明，曲子以證實為４／４拍，

顧此筆者想呈現真實的樂曲表達才使用４／４拍來分割拍子） 

 

（譜 4-2-2 何育樺譯譜，小姑娘走路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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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4-2-3 何育樺譯譜，小姑娘走路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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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緊來走，此曲如同曲名，說著演出的戲偶正趕緊的在趕路，樂曲速度為

130 之間，速度為快速、緊張的氣氛。（譯譜說明，曲子以證實為４／４拍，

顧此筆者想呈現真實的樂曲表達才使用４／４拍來分割拍子） 

 

〈譜 4-2-4 何育樺譯譜，緊來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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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4-2-5 何育樺譯譜，緊來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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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丑子，主要用於丑角登場時所撥放的音樂，樂曲速度為 60 之間，速

度緩慢且滑稽逗趣，聽到音樂就會使人相當愉快。（譯譜說明，曲子以證實

為４／４拍，顧此筆者想呈現真實的樂曲表達才使用４／４拍來分割拍子） 

 

〈譜 4-2-6 何育樺譯譜，小丑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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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4-2-7 何育樺譯譜，小丑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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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放寶，放寶樂主要用在於武將對打時互相所亮出武器，開始較勁，樂曲

速度為 120 之間，樂曲讓人聽了有相當緊張的情節。（譯譜說明，曲子以證

實為４／４拍，顧此筆者想呈現真實的樂曲表達才使用４／４拍來分割拍

子） 

 

〈譜 4-2-8 何育樺譯譜，放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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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筆者在確定論文的題目之後，也積極的與通興閣的團長連絡，起初團長因兼

職喪葬司儀的關係，團長幾乎每一天都有工作，如果沒在工作也必須拜訪家屬或

著就出團演布袋戲，對於團長的訪談也碰到了許多的曲折。不過團長也非常幫忙

筆者，盡量的抽時間給筆者來做訪問。與團長訪問的過程，團長總是相當熱心的

一直告訴我有關布袋戲的事情，也很熱心的告入筆者他的學習過程、創團經歷、

節目製作等許多問題，但團長也希望筆者能幫他保留他的音樂檔別外流出去，除

此外與團長的詢問布袋戲的資訊都能夠獲得相當大的知識內容。 

通興閣有外台演出活動筆者也都會去參加，筆者從田野中發現，其實布袋戲

在跑外台戲時台下觀眾並沒有很多，有時甚至連一個人都沒有，布袋戲演出唯一

人潮最多的時刻就是在扮完仙準備開始灑祈福的錢、糖果、米酒等，此時人潮就

會突然湧入，結束後人潮又都全散退。這樣的情況好像已成為許多外台戲的常

態，通興閣團長也希望能夠讓觀看的人潮回籠，不斷的在改變演出型態吸引客群。 

有了起初的田野瞭解，筆者開始從各大圖書館開始借閱有關布袋戲的書目來

研讀，發現到台灣除了著名的外台布袋戲中還有電視、電影、劇院等不同場所演

出的布袋戲，外台布袋戲與其他場合的布袋戲不同的是外台布袋戲大多演出模式

是為了敬神而來演出，其他場和的布袋戲主要是演給觀眾看的。在演出型態、音

樂、視覺化觀感也極為的不同，外台戲大多演出在演出型態、音樂、視覺觀感上

都無法太過逼真與精緻，且觀眾人數也不多，相較下其他場合的布袋戲就略勝一

籌。筆者覺得在現代大環境下，外台戲也應該慢慢的走入精緻化的演出，慢慢的

吸引更多觀眾來觀賞。 

    筆者最後以通興閣在製作節目時所使用的背景音樂來做一個描述，通興閣的

節目帶有些是與販賣商購買，有些則是團長自行製作與配樂。在錄製節目所要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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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的音樂樂曲的量就需要相當多，每一首曲子也都必須要讓團長聽起來適合、悅

耳才會被使用。團長對於背景音樂的收集就約有上千首的音樂，包含了南北管

樂、潮調、漢樂、國樂、西樂、流行歌、遊戲音樂、電影流行曲等數不完的樂曲。

筆者透過團長講述使用音樂的想法後，才知道原來每段的背景音樂其實是有他的

規則在的，行徑的配樂、武打的配樂、皇上出巡、文武百官等都有他獨特的特性

音樂。早期布袋戲指搭配傳統的南北管、潮調樂而已，近期因台灣人對音樂欣賞

的口味也有了相當大的變化，所以布袋戲在對於配樂上也比較重視是否好聽且觀

眾是否喜歡，再來安排看哪個橋段是何這樣的音樂，再將音樂給安插進去。 

    筆者田野裡陸陸續續也去找團長有將近半年的時間，對於布袋戲一開始給比

著是一個陌生且未知的一個傳統戲劇，在認識團長後，對布袋戲可以說更是瞭

解，內部的文武場音樂、配置、舞台等等都有小略的瞭解以認知，筆者從田野訪

談、書目閱讀、論文撰寫一路學習下來，收穫獲得相當的大，論文最後筆者對於

在論文內文撰寫上有不足的地方或不清楚的地方，筆者願意誠心指教，並做更深

入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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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民族誌一 

受訪者：蔡榮錦先生 

採訪者/紀錄者：何育樺 

攝影者：藍郁琇 

時間：2010/11/20 星期五(農曆十月十五日) 

地點：嘉義市玉山路附近 

交通工具：機車 

器具：筆記本、筆、照相機、錄音筆 

  與我的論文研究對象蔡榮錦先生通過電話後，得知他在 2010 年 11 月 20 日在

嘉義縣有場布袋戲的演出。我相當的興奮，因為這是我第一次的田野工作，論文

老師說田野做了就知道，在還沒接觸實地調查經驗的我非常緊張。當天蔡老師跟

我約下午 1 點到達地點，到了之後蔡老師隨後也到了，先跟蔡老師以及他的兒子

(團員)打聲招呼，然後詢問今天來演出的事宜。 

  蔡老師是開著一台大型的貨車，一開始完全看不出來是一輛布袋戲的卡車。之

後看著蔡老師和他兒子在組裝布袋戲的車子，我想上前去幫蔡老師他們，可是卻

幫不上忙，因為我不懂怎麼組裝。蔡老師一邊組裝我一邊問一些問題，老師人很

好也都一直跟我說。 

  當下我問蔡老師的門派是什麼，老師說布袋戲的派系分成兩個派別，一個叫園

派另一個叫閣派，蔡老師所學的是閣派的布袋戲。在第一次的田野訪問中我沒有

問太多問題，大多在於拍攝以及觀看跟紀錄現況的角度下去做調查。 

  蔡老師的布袋戲舞台車組裝起來大約只花了 10 分鐘左右，他的布袋戲舞台車

有別於其他團體的布袋戲舞台車。題外話，再跟蔡老師約的地點一開始我有跑

錯，因為玉山路的另一頭也有一位布袋戲團，我以為是那個布袋戲團問知才得知

跑錯。我說蔡老師的布袋戲舞台車有別於其他布袋戲團的舞台車是在於舞台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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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能夠將車子全部遮住，其他的布袋戲團的舞台車通常都會露出輪子以及車

頭，在裝潢上蔡老師的舞台車就更高級。 

  演出前我問蔡老師今天所要演出的戲碼是什麼，蔡老師說先演扮八仙，也就是

俗稱的八仙，下半段演出的事嘉慶君遊台灣的戲碼。在扮八仙的過程中，來看布

袋戲的觀眾們很少，甚至說只有我跟我的拍攝同學和邀請蔡老師來演出的主人在

外面觀看，直到伴完八仙之後，蔡老師車上的麥克風有廣播，下段節目會演出其

他戲碼，逗趣的說神仙看完接下來下半段節目換地上的人們看。全場都使用閩南

語演出，雖然我懂得一些閩南語，但還是有些比較深奧的閩南語我還是聽不太

懂。在演完後我有去問蔡老師說，老師您的配樂都是屬於電腦撥放那您是怎麼去

取得這些珍貴的錄音檔。老師說從以前的文武後場至黑膠唱片至錄音帶至 CD 至

MD 至電腦撥放，他都有嘗試過所以他的音樂都是以前錄下來，並轉檔轉錄的。 

  在第一次的田野中，蔡老師跟我說了蠻多資訊，他跟我說只要有什麼布袋戲上

的疑問都可以去請教他，真的很感激，雖然我還是有點一知半解，應該說完全不

懂吧..不過我會努力跟好蔡老師並記錄研究出現代布袋戲文化中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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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誌二 

受訪者：蔡榮錦先生 

採訪者/紀錄者：何育樺 

攝影者：藍郁琇 

時間：2011/01/14 星期五(農曆十二月十一號) 

地點：蔡榮錦先生家 

交通工具：機車 

器具：筆記本、筆、照相機、錄音筆 

  今天與蔡老師約要面談一些有關蔡老師家布袋戲團的一些歷史來歷等等一些

資料，約在下午一點三十分到達蔡老師家，可是今天蔡老師生病了，有一些嚴重，

希望蔡老師趕快痊癒。 

  首先問到蔡老師起初跟誰學起操弄布袋戲偶的，蔡老師回答說：「是與他的

姐夫學起。」在國中畢業之後的蔡老師為了生活做了相當多的工作行業，他說布

袋戲是他在１６歲國中畢業之後跟姊夫學的，也自豪的跟我說他學了三個月之後

便可以登台當主演演出，更是跑片各大的布袋戲團幫忙演出。在民國７２年兵役

退伍之後自己跟姊夫創立布袋戲團，當時蔡老師沒什麼錢也跟人借錢、借物品等

等許多創團所需使用的物品。成員有：蔡老師、蔡老師的姐姐、姐夫、太太和他

的伯伯。直到現在的成員：蔡老師、兒子其餘跑不出來的場子會介紹給同行的朋

友親戚作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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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藍郁琇拍攝，蔡老師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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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誌三 

受訪者：蔡榮華先生(蔡榮錦老師的侄子) 

採訪者/紀錄者：何育樺 

攝影者：藍郁琇 

時間：2011/02/17 星期四(農曆一月十五號元宵節) 

地點:嘉義市民雄鄉青埔村的圓環廟口 

交通工具：機車 

器具：攝影機、筆記本、筆、照相機、錄音筆 

  這次採訪對象是蔡老師的姪子蔡榮華老師，蔡老師說好日子都在同一天所以人

員調度會有變化。原先這場是蔡老師自己要過來演，因為又有其他場次還有他殯

葬司儀的工作所以無法來演。 

  蔡榮華老師今天演的布袋戲戲碼跟蔡錦榮老師的布袋戲演法幾乎一模一樣，應

該是從蔡榮錦老師這邊學出來的。蔡榮錦老師的布袋戲演法會先扮八仙，八仙一

一出場介紹，隨著南管的配樂走腳步等等。說一些吉祥話，灑落仙果(糖果)、仙

水(米酒)、仙錢(硬幣)然後就會有一推民眾搶奪這些吉祥的物品。之後再進入一

段有傳統歷史的故事，故事的配音、口白大多都是事先錄好的，蔡榮華老師在幕

後作演出動作。錄音大多都由蔡榮錦老師自己錄製而成。第一段的半仙跟第二段

的歷史故事演出結束約兩個小時，晚上還會有電影布袋戲的演出。 

   

圖片來源：藍郁琇拍攝，蔡榮華老師的戲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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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口述歷史一 

受訪者：蔡榮錦先生 

採訪者/紀錄者：何育樺 

陪訪者：藍郁琇 

地點：蔡榮錦先生家 

時間：2011/01/14 星期五(農曆十二月十一號) 

訪談紀錄：筆記、拍照、錄音 

A：早期台灣布袋戲的發展過程？ 

B：台灣最早期的布袋戲就是做王祿仔，也就是賣藥的王祿仔仙邊，演邊賣藥。

王祿仔會先搭戲臺，接著一定扮仙，戲臺搭下去一定要扮仙不扮仙就是對神明不

敬。扮完仙接著會演一段故事，然後開始賣藥，賣藥賣完繼續故事的演出，這就

是早期的王祿仔仙場。 

B：王祿仔仙完之後最多是開始轉換成戲園，戲園早期有演布袋戲跟歌劇團也就

是歌仔戲團。戲園結束後換轉接做廟會的場子。 

A：王祿仔仙、戲園、廟會大概在台灣哪個年代？ 

B：王祿仔仙跟戲園大約在民國三十年代跟四十年代，他們兩個是快要在同一個

年代，這是我在早期聽一些長輩說的。那麼廟會約在民國五十年代左右，當時人

民對宗教的信仰越來越多，謝神的等等都會請布袋戲去做廟會，我當時從民國六

十年代開始做起布袋戲，多長跑廟會的，廟會完就到現在都是維持一樣的模式。 

B：台灣大家樂盛行時，布袋戲加入晚上演電影，大約在民國七十年代左右，當

時流行白天演布袋戲晚上放電影。 

A：為什麼當時後會流行晚上想要多加電影的演出？ 

B：當時大家就都流行要看電影，所以才加入晚上放電影的演出。最早期放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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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器是使用傳統放映機器，從民國八十五年放電影的機器才改為投影機。 

A：台灣早期不能說閩南語對於布袋戲有無影響？ 

B：大約在宋楚瑜當省長全台禁止說閩南語，當時布袋戲最紅的是電視的布袋戲，

黃老師的雲州大俠史豔文，當時因為禁止說閩南語，最後就沒有在電視上播放。

但是我在做外場一樣也是照演，沒有什麼影響。 

A：請問蔡老師有無請文武場？ 

B：有！但很少，非常少。 

A：有人會要求一定要加文武場，那能夠加嗎？ 

B：可以加，但通常因為經費問題所以大多都沒有在這塊領域上發展。 

A：蔡老師還能請的到文武場嗎? 

B：可以，在員林還有一些人在學，若真的要加文武場，人員都可以找的到幫忙

演出。可能外面的布袋戲團可能會愈到，但找我的人幾乎都沒這樣的要求。 

A：蔡老師對於布袋戲的傳承問題？ 

B：我有在菁埔國小教過一些學生，也參加過台灣辦的兒童掌中戲聯合及交流活

動的全國性演出，後場的文武場是用直笛隊來做音樂演出的結合。 

A:蔡老師的個人跟學習布袋戲的經歷簡介 

B：四八年次今年五十一歲，國中畢業約十六歲開始跟著姊夫學習布袋戲，三個

月就能當主演，當時後都幫人做演出，民國七十二年兵役結束後回來，自己創立

布袋戲團，經費問題的話就是要先跟親友借錢後購買器材。 

A：怎麼會想要從事布袋戲的工作？還有創團當時的生意好壞？團員有誰？ 

B：覺得自己有一定的布袋戲演出功力，就自行創團來謀生。創團一開始就很多

人來邀請演出。團員有我、我大哥、姐姐、姐夫、太太等等如果太多場次的話還

必須外聘一些人來幫忙。近期的團員變成我、我兩個兒子、和我老婆。 

A：布袋戲的人物聲音和背景音樂來源？ 

B：目前都採用市面上有在販售的錄音帶、MD、CD 等等音樂資料和故事對話來

做演出，近期我在我家樓上設置錄音室打算自己來錄製布袋戲的人聲配音和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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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我自己可以講好幾套故事，如：包公傳、西廂記、三國演義等等大約可以

講八至十套的故事，男女聲都可以。 

 

A：布袋戲的唱詞唱曲蔡老師能自己配嗎? 

B：唱詞唱曲我自己無法做配置，大多都用市面上錄製好的。 

A：蔡老師的文武場配樂使用南管還是北管？ 

B：南管跟北管都有在使用，最主要看戲劇的劇情來選擇一種南北管音樂做搭配

演出。 

A：文武場音樂到現今的電腦音樂轉換過程的年代解說？ 

B：最早期台灣的布袋戲都有後場也就是文武場，直到約民國五十年代開始引入

黑膠唱片錄製取代文武場改用黑膠唱遍播放，到了民國約七十年大多轉為錄音帶

我也開始使用錄音帶播放，約八十年代轉為 CD，八十年快九十年在轉為 MD 播

放，約九七年我開始學習電腦的操作，並將 MD 轉入電腦內，使用電腦開始播放

音樂。現在雲林嘉義還有許多布袋戲團都還在使用錄音帶播放音樂。 

B：還有最早期布袋戲的戲台是使用牛車做為舞台，在加用竹竿來搭台演出。在

來用大型的汽油桶人在裡面放一個木板當舞台。三十年代的王祿仔都用落地掃也

就是搭建在地板作演出，五十年代改用牛車搭台，六十年改用大型汽油桶這個剛

好我有使用到，六十五年改用木頭搭台，因為大家覺得汽油桶太不方便了。七十

年代使用鐵搭台，八十年代後改用貨車、發財車做為戲台直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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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二 

受訪者：蔡榮錦先生 

採訪者/紀錄者：何育樺 

陪訪者：藍郁琇 

地點：蔡榮錦先生家 

時間：2011/4/14 星期四 

訪談紀錄：筆記、拍照、錄音 

A:阿伯我拿一張嘉義市的布袋戲傳承列表給您看對否 

B:這張表來說通興閣本團應該是在我這裡，我有牌其他三團都沒排。 

A:可是這張表示統計全嘉義市有立牌的布袋戲團也? 

B:牌就都我的阿，通興閣牌就都我的 

A:是喔，那就有點出入了耶 

B:喔喔，這是黃錦章口述的資料，難怪會這樣 

A:所以這樣安排隊嗎? 

B:沒關係你就按照他寫的這樣吧 

A:阿伯那你們有什麼宣傳品嗎? 

B:有，但都不知道丟到哪去了，好像沒留下來 

A:喔喔 

B:但是以前公演的相片都還在。 

A:恩恩，那可以借我翻拍一下嗎? 

B:這裡有一份布袋戲資料，由來、民國幾年哪個布袋戲盛行都在這份資料裡面 

A:這些資料從哪裡來? 

B:這個從哪裡來我忘記了。 

A:呵呵 

B:阿，相片，我上去拿一下 

受訪者去拿相片，看相片 

A:請問阿伯您以前做布袋戲時也有結合康樂隊嗎? 

B:對 

B:這些照片都是我兒子等等 

A:康樂隊先演出完再演布袋戲還是先演布袋戲在眼康樂隊? 

B:不，康樂隊就是康樂隊，康樂隊是另外請的不包含有布袋戲 

A:所以是您自己組的？ 

B:對 

B:看，這蔡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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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恩恩，真的也 

B:這張照片的這台車是以前最早買的車 

A:恩恩，這台車換掉了嗎? 

B:恩恩，換掉了 

A:這些藝人是阿伯您請來演唱的還是別人請的? 

B:以前做工地秀的時候，都會有人請藝人來演唱 

A:恩恩 

B:有沈文程，龍千玉等等這些都我主持的，呵呵 

A:現在還有作康樂隊嗎? 

B:沒了 

A:那後面的康樂隊的團員還有在做康樂隊嗎? 

B:有阿 

A:阿伯這張團表的人都是你什麼人? 

B:林麗宏，我老婆。呂通博，我姐夫。蔡秀美，我姐姐。何鈱鐘、何俊魁，外甥。

大兒子，蔡明修 28 歲正職:在嘉義市郵局總局上班，兼職:布袋戲，已婚。二兒子，

蔡志國 26 歲正職:白金工廠，兼職:布袋戲，未婚。蔡明峯 24 歲全職:布袋戲。 

A:哇，阿伯的兒子都隔兩年出生也。呵呵 

B:對阿 

A:這張照片在北回歸線，算大型演出嗎? 

B:對阿，在那演出三場 

A:三天? 

B:三次，很多人。 

A:阿伯你布袋戲木偶能借我拍攝嗎? 

B:可是木偶都鎖在車子裡，不方便拿。 

A:是喔，那什麼時候可以借我拍? 

B:要做戲的時候耶 

(看了訪問者拿的論文書) 

B:诶，這些布偶都是阿章的布偶耶 

A:阿章是誰? 

B:我姐夫的外甥 

A:喔喔 

B:诶，這些譜，我好像有一大本，可是不知道放在哪裡不見了 

A:是喔 

B:以前教國小時我整理了一本譜，可是現在怎麼找都找不到了.. 

A:是哦.. 

B:還有我以前的照片不只這些，搬新家後一推東西都不見了 

B:诶，布偶阿章那邊比較齊全，有些布袋戲他跟我借的也沒還我 

A: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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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以前小顆的木偶他爸借走了，也都沒還我，在展示那些木偶有幾個是從我這借

的。 

A:恩恩 

B:自己親戚不好意思說。 

B:如果你要照布偶的話我都放在車上也 

A:現在要拍阿伯木偶裡的生旦淨末丑的布偶 

B:不然我拍完傳檔案給你?，不然我明天就開始做戲了 

A:不然我去那拍攝好嗎? 

B:可以阿 

A:阿，明天不行有事情 

B:再來連續幾天都有演出，在隔壁裝而已 

A:恩恩，好阿我再去 

B:接著這個布袋戲的角色分法，一般每個臉譜的人都有分三代，生旦淨末丑都有

三種身分，少年、中年、老年，除了童，小孩子的角色。 

A:喔喔，是哦 

B:腳色在分就分很多了 

A:阿伯您本身木偶總共有幾尊 

B:起碼有 200 顆以上，沒有以下 

A:那這些布袋戲偶您使用多久了?有換過嗎? 

B:都有重新修過，都沒換過 

A:喔喔，那不就都用很久了 

B:對阿，像我的布袋戲都有分大顆的跟小顆的 

A:是哦 

B:像剛剛的長義閣的小顆布袋戲的照片，他放在嘉義展示的那些，有一部分是我

的，可是因為他是我師傅，我也不敢說什麼。不過小顆的布袋戲我還有，這些都

是以前從大陸傳下來的，我去拿一下。 

A:哦，那在車上那些布袋戲不就是比較大顆的? 

B:是阿，那個比較大顆 

A:阿伯，您現在能夠演出的節目有幾套? 

B:有《羅通掃北》、《薛仁貴爭東》、《七俠五義》、《包公審郭懷》、《三國志》、《白

蛇傳》、《新年的由來》，這些都是大故事，裡面都分很多橋段。 

A:恩恩 

B:其他還有許多小故事等等都有，相當多 

A:那阿伯您的故事錄音檔都是從哪來的? 

B:有自己錄的、朋友的、買的等等 

A:自己錄的有什麼? 

B:白蛇傳、新年的由來、薛仁貴爭東、包公審郭懷等等 

A:那裡面的配樂要怎麼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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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走路有走路的音樂，秀寶貝有秀寶貝的音樂片段，在加上所有男女聲音都自己

說自己講這樣，然後錄音。 

A:秀寶貝是什麼? 

B:寶貝就是武器阿 

A:喔喔，那可以跟阿伯要一些錄音資料嗎?，要做音樂分析資料 

B:恩… 

A:嗯? 

B:你們要這些資料要做什麼? 

A:要聽音寫譜作紀錄 

B:是喔那你們要音樂而已嗎?那我這裡有存音樂的可以灌給你 

A:是哦 

B:這裡有一些走路的風入松音樂，我乾脆這些音樂給你，這樣你聽起來比較清

楚，這樣比較清楚，我還以為你要做什麼。 

A:可是，阿伯你音樂給我，我不知道這橋段是要做什麼呀? 

B:喔喔，這個我會再跟你說。 

A:恩恩。 

B:我去拿電腦，等等 

A:恩恩，阿伯你這些音樂資料都只有存在電腦而已嗎? 

B:我每個音樂都有兩個備份、還燒成 CD 光碟。 

A:哦哦，是哦，那這些音樂都從哪裡來呀? 

B:有的網路抓的，有的還從電動玩具的配樂抓的，呵呵 

A:是好聽就吧他抓下來嗎? 

B:對阿，像錄這個白蛇傳，緊張的橋段我就會使用如琵琶的白蛇傳。有很多人包

圍的感覺。那像這首妖怪出來這首有，白蛇要出來的氣氛的曲子 

A:這是妖怪的配樂? 

B:這首戲鳳音樂我就把他弄在白蛇在戲弄人當配底 

A:所以，沒有放錄音帶時你會自己放配樂嗎? 

B:對，但我都先錄好，像這個白蛇傳 

A:這是已經錄好的? 

B:對，這是都錄好的片段 

A:連說話都錄進去嗎? 

B:對，連說話的聲音都進去。像還有打油詩也都自己敲自己講的。 

A:哇，阿伯你也會念這個啊? 

B:對阿，以前當學徒的時候偷偷看師傅怎麼打就怎麼學阿。 

B:像配樂的話，講完話之後鼓點就會有一個搭七七眶。 

A:那阿伯如果你自己錄的話，怎麼放那個搭七七眶的音樂? 

B:我這裡也有這個音樂阿 

A: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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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譬如說口白再說話，來報阿，一段音樂下完，報告主將有賊兵來襲，然後要開

始打仗了，三軍衝擊，就要放武樂。 

A:恩恩 

B:像這個虎松打虎的老虎出來，就放這個比較驚悚的音樂，然後再搭配老虎的吼

聲。 

A:阿伯你電腦的檔案都開這麼多阿? 

B:對阿，我一次都開三個檔案，這樣才來的急轉換。 

B:要對話也有效果音，中掌的音樂，接著中掌完就要換音樂，換悲情的要交代遺

言的音樂。有柔情的，有也悲憤的，如國樂曲、台灣的春花夢露等。一般傳統的

配樂就用北管、南管的文武樂。像這個風路松的樂有分走台的、三花的這些都是

布偶在走路放的。三花的布偶在走路有點駝背駝背的。風入松還有分悲的。 

A:哦哦 

B:如果說你要這些資料，八仙、三仙、風入松等等文武官升堂的配樂我燒一片光

碟給你 

A:那中節的事什麼意思? 

B:也是屬於風入松的一種。樂曲不一樣而已 

A:所以都能弄再走路? 

B:是，就是奏樂不一樣而已，短節的風路松就是在說敘述的，悲的風路松就是說

有布偶被打死了，家人趕過去放的音樂，一般不外乎古冊戲中節、武戲、短介。 

A:哦哦 

B:短介，在笑，哇哈、哇哈、哇，哈哈哈 

A:恩恩 

B:三通鼓，布袋戲要殺人的樂曲 

B:笑、罵、來報、上下台、講話短介一般來說古冊戲不外乎就這些。像萬壽無疆

可以用在皇帝要出來，像我的萬壽無疆的配樂就又有相當多版本。 

A:恩恩 

B:像布袋戲演到結婚娶我就會放百家春，那有官員坐檯就放平湖秋月。有這個要

跑馬的劇情，我會用二胡獨奏曲的賽馬的音樂。作戲不外乎就是說什麼劇情，你

就要配合什麼音樂，如果作的事古冊戲，就要用漢樂。再來要使用什麼音樂就是

看個人了。 

A:恩 

B:像將軍令可以用在布偶在練舞時播放的音樂，每首樂曲我都有好幾板 

A:恩恩 

B:像這個放寶貝的音樂 

A:放寶貝是什麼? 

B:放寶貝就是亮出武器。 

A:恩恩，阿伯我等等要上課我要先走了，謝謝 

B:哦哦，這樣阿，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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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育樺拍攝，大陸傳下來小尊的布袋戲偶） 

 
（何育樺拍攝，大陸傳下來小尊的布袋戲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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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何育樺拍攝，蔡榮錦老師去拿電腦要介紹他如何製作布袋戲背景音

樂） 

 

（照片來源：何育樺拍攝，蔡榮錦老師電腦內的內容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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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藍郁琇翻拍，早期康樂隊演出） 

 
（照片來源：藍郁琇翻拍，嘉義縣北回歸線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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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三 

受訪者：蔡榮錦先生 

採訪者/紀錄者：何育樺 

陪訪者：藍郁琇 

地點：保生宮演出 

時間：2011/4/16 星期六 

訪談紀錄：筆記、拍照、錄音 

A:這些布偶是什麼?可以借我照嗎? 

B:這顆是喜神，再來三仙的麻姑、三仙的福仙、三仙的財神、金童、玉女、八仙

的漢鍾離、這個是扮仙的桌子椅子、八仙的呂洞賓、八仙的曹國舅、八仙的張果

老、八仙得韓湘子、八仙的藍採和、八仙的李鐵拐、麻姑也是八仙的何仙姑、這

尊是金母娘娘、這尊是老生的丑。 

A:恩恩，那這台是什麼? 

B:這台是 EQ，調整音質的，這台是擴音機，放大機。 

A:這台車有多少尊布袋戲? 

B:這台車比較少，大概有 40 尊，那邊那兩台比較多，我最多可以跑三場。 

A:恩恩，那阿伯想請問一下您今年每個月的布袋戲平均都接幾場? 

B:這不一定耶，農曆初 9 天公生，農曆 15 元宵，農曆 18 王爺，一個月大概都有

七八的場次 

A:哦哦 

B:一年的平均，一個月都七、八場。 

A:一個月只有出七團? 

B:不是，一場等於一天，一天大概都可以跑兩三場的布袋戲 

A:哦哦，恩，那我想問說像今天，你們一團大概都多少錢? 

B:這個都不一定耶，要看日子，像今天我是收八千元，日子好可以一萬一、一萬

二左右。 

A:哦哦，是哦。那今天請三團有分哪一團比較貴哪一團比較便宜嗎? 

B:沒有，價錢都一樣。 

A: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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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何育樺拍攝，組裝舞台車中） 

 

（照片來源：何育樺拍攝，組裝舞台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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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何育樺拍攝，布袋戲箱） 

 

 

（照片來源：何育樺拍攝，扮三仙的喜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