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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筆者經由大學時期的《雲林縣褒忠鄉花鼓陣研究》，深深感受到傳統藝術在

台灣和地方性的地位已逐漸凋零，在地的傳統藝術指導者與參與者也感受到危機

重重，對於傳統是否能繼續傳承，以及在現代社會中觀眾的接受度，以現有的專

業及能力不斷改革、創新，將此藝術保有傳統又能注入新的視角和生命。 

    在尋找研究對象的過程中，在此非常感謝后里之音薩克斯風團長林秀卿的協

助及介紹，認識廣福社區理事長張忠雄，進而談到過去「九甲戲」（本論文以「九

甲戲」稱呼，詳細說明可見本論文第二章第一節）在后里曾風靡一時，筆者從小

學習古典音樂，目前在音樂教學領域的過程也已累積五年之多，學習過程中不曾

走出家鄉后里，因此和后里有著緊密的地緣關係，高中就讀后綜高中，當時的校

長王建斌，其父親王萬福恰巧就是「泉郡錦上花」九甲戲劇團團主王包的弟弟，

王校長提到后里地區過去有許多學習九甲戲的前輩，這些人是九甲戲此藝術非常

重要的一群人，這些人的生命裡承載著這個藝術的價值，筆者經由請教以上教育

界的前輩及音樂推廣者，決定以九甲戲做為研究主題，希望能為家鄉及傳統藝術

做記錄及保存。 

    九甲戲從民國八、九年間，班主王包成立「泉郡錦上花」，此劇團正是光復

時期最富盛名的九甲戲團，再一次和王建斌校長談論九甲戲，從過去家族九甲戲

的歷史、名稱定義、南管音樂…等，目前由於九甲戲沒落，因此所剩資料已大多

不齊全，筆者透過林萬洲樂師了解過去學習九甲戲的過程以及時代背景，自己將

所學的樂曲盡可能的記錄下來，從談話中感受到其對於傳統戲劇的傳承熱情中也

帶有無奈；張忠雄理事帶領著廣福社區一群對傳統九甲戲有興趣的人，年紀分布

於四十至七十歲之間，最小僅有六歲，經由林萬洲樂師的樂曲教唱及基本台步姿

勢的指導，一點一滴的組成與呈現；另外，由於筆者家中做生意的因緣，認識了

過去曾是高甲戲一員的林素鸞女士，自幼學習唱戲至今已有 60 多載，以及其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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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詹德東先生，過去兩夫婦分別於九甲戲團擔任前場與後場演奏；在指導教授的

推薦及介紹，也訪問了江武昌教授及李國俊教授，江武昌教授提供了九甲戲相關

的演出影音與舊照片，對於過去較難有實際紀錄的年代裡，這些資料特別珍貴；

在初訪李國俊教授之後，透過他的學生林麗紅老師認識了過去於台中南管新錦珠

劇團的黃美悅女士，她分享了過去戲班的故事，李國俊教授提供了過去南管新錦

珠劇團於民國九十一年所錄製的「高甲戲曲牌大全」音樂資料，這部分有助於筆

者了解九甲戲音樂在過去是如何呈現，筆者於 2015 年 10 月 13 日初次拜訪南管

新錦珠劇團團長陳廷全，以及負責後場的梁陳錦珠女士和前場唱曲與動作姿勢指

導的陳錦姬女士，筆者透過實地田野訪談的內容，進一步了解南管新錦珠劇團於

現代對於九甲戲傳承的過程，看見了一群真正在為台灣傳統戲曲努力的人，一方

面為了生計，另一方面也希望能繼承過去從小到大所學之傳統技藝，讓這傳統之

美能繼續在地方不斷發展與傳承。 

    在過去九甲戲中大大小小的前台唱戲者，多半已凋零、隱退或改唱歌仔戲，

但筆者在訪問過程中，深深感受到過去九甲戲在台灣的發展、影響與魅力，更是

在許多人心中留下無法抹去的記憶，對他們而言，傳統戲劇就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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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以台中市后里區九甲戲為研究內容，藉由田野調查、深度訪談、歷史

研究與文獻分析、展演記錄，進一步了解后里廣福社區是如何接觸九甲戲，並且

試圖復振和保存，「南管新錦珠」劇團是如何保存並且如何能讓現代人接觸與學

習。藉由音樂分析，對於九甲戲「南北交加」一詞能有更實際且明確的記錄，從

不同的角度了解南管與北管之間是如何融合。 

    本論文各章節的內容概要如下：第一章為緒論，包含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

探討、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範疇與限制。第二章談論九甲戲的名稱及其釋義，

並且從台灣九甲戲的歷史發展，進而記錄后里地區王包與王萬福家族過去對於九

甲戲發展的重要性。第三章是對於研究對象的記錄，廣福社區對於九甲戲的復振

和保存嘗試新的整合方式，希望能透過不同的演出型態來重現九甲戲；南管新錦

珠劇團藉由教學、演出，以及筆者對於展演的紀錄，將此一現象作為一個文化與

社會事實來記錄與描述，在傳統與現在的磨合與變異之間，探討理念與方法上銜

接與整合的軌跡與可行策略，讓傳統與現在接軌。第四章是音樂分析，其中包含

林萬洲樂師的手抄譜及演奏、南管新錦珠劇團過去的九甲戲音樂錄製，以及實際

的展演紀錄做有效的分析，了解「南北交加」的呈現過程與方式。從分析當中，

也探討樂譜重新改寫以及實際操作與呈現的問題。第五章為結論，從研究與記錄

的過程中，試圖提出未來可能發展或研究的方向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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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cract 

 

    This thesis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Ko-kah-hì in Houli Area in Taichung. 

By doing the field investigations, interviews, history researches,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studying the historical records to understand how people in Kuang-Fu community 

first encounter with Ko-kah-hì and how they reconstructed and preserved 

it.  Furthermore, by doing this research, we may understand how “Nanguan Sinjinjhu” 

Troupe worked on the preservation of Ko-kah-hì and how they let the public people 

contact with it and learn it. Through the music analysis, we may gain the clear and 

actual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term “North-South Cross”. We may understand how 

Nanguan and Beiguan integrated in different aspects. 

 

This thesis contains: Chapter One-The introduction of the motivation an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bibliography review, methodology, research area and limitation. 

Chapter Two is the difinition of  Ko-kah-hì terms. The author records Wang-Bao and 

Wang-Wan-Hu Famliy’s devotion on Ko-kah-hì from the develpment of Ko-kah-hì in 

Taiwan point of veiw. Chapter Three is the record of Kuang-Fu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and preservation, and attempt to integrate with new innovations.  The 

author records the teaching and performance by“Nanguan Sinjinjhu” Troupe as a 

social study and research the possibility of integrated the traditional concepts and 

modern ideas. Chapter Four is the music analysis. It contains the music analysis of the 

performance reorder and hand script of maestro Lin Wan Chou, Ko-kah-hì music 

recorder and the actual performance recorder of “Nanguan Sinjinjhu” Troupe, as well 

as the methodology of “North-South Cross”that had been performed in the pas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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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lso present the problems occurred during the re-write of the music and the 

play.  Chapter Five is the conclusion.  It concludes the research and the recording 

of this thesis and proposes the possible direction of the further research in the future.  

 

 

 

 

 

 

 

 

 

 

 

 

 

 

 

 

 

 

 

 

Keywords：Houli Area、Kuang-Fu community、Ko-kah-hì、Ko-kah-hì music、

Nanguan-Sinjinjhu、traditional g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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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論文透過廣福社區對於九甲戲的復興、創新及保存接觸更多相關的人事物，

也透過王建斌校長的訪談，記錄更多關於王包家族九甲戲的歷史，其中音樂是本

論文的核心內容，筆者將透過張忠雄理事長其夫婦、林萬洲樂師、黃美悅女士、

陳廷全樂師……等人的合作，從傳統和現代之間搭出新的橋梁，盡可能為歷史與

內容做紀錄、保存，也將現代所呈現的九甲戲增添一筆新的歷史。 

    在社會快速演變之下，「傳統藝術」已瀕臨解散，甚至僅存的資料也不受重

視，對於目前還活躍於這個時代的傳統藝術，例如歌仔戲、布袋戲…等，還有需

多對此相關的研究與記錄，但對於已「消失」的九甲戲劇種研究卻是越來越少，

也許這方面的研究有許多的困難與阻礙因素，但透過真正的接觸之後，其實還是

有許多寶藏等著我們去挖掘保存。 

本論文研究目的： 

1. 廣福社區對於九甲戲的復振和保存嘗試新的整合方式，也希望能透過不同

的演出型態來重現九甲戲，但要用什麼樣的演出型態，一方面要保存傳統，

但又能透過現代人所能接受的觀看方式呈現，讓傳統與現在接軌，本論文

希望對此一正在發展中的現象進行研究與探討。 

2. 關於九甲戲的復振與再現，該團體雖然深刻的了解傳統保存的不易，但他

們仍然有著守護傳統的強烈心意與使命，這個過程，透過他們的行動和付

出，筆者希望能將此一現象作為一個文化與社會事實來記錄與描述，在傳

統與現在的磨合與變異之間，探討理念與方法上銜接與整合的軌跡與可行

策略。 

3. 音樂的部分，本論文將透過樂師的演奏以及手抄譜的紀錄，和南管新錦珠

實際演出的紀錄，更進一步的來檢視樂譜在使用與呈現之間的關係與變異，

除了透過不同類型的演奏內容來檢驗之外，也試圖進一步比較南管與九甲



 
 
 
 
 
 
 
 
 
 
 
 

 

 
 

2 
 

戲曲調與表現中的異同，並了解文化系統內在的觀點與解釋。 

4. 除了音樂本身的深入研究之外，曲調與樂譜的紀錄與呈現也是另一項值得

研究的主題。張忠雄理事長希望能讓更多人傳唱九甲戲優美的曲調，因此

試著將之改寫為五線譜或數字譜（簡譜），但為了避免在改寫的過程，失

去傳統所要傳達的精神與意義，因此也搭配著工尺譜的旁註，這是傳統音

樂傳習上的一種困境與因應之道，值得進一步去了解其中所實際操作及呈

現的問題。 

5. 透過歷史田野資料及南管新錦珠正在呈現的九甲戲演出，了解過去與現代

對於曲調處理的方式及呈現有何異同，也藉由實際的演出記錄，了解九甲

戲「南北交加」的呈現方式與過程。 

 

第二節 文獻探討 

    在文獻找尋與研讀過程中，從找不到文獻的慌張，到接觸了第一本認識九甲

的《台灣高甲戲的發展》後，漸漸了解九甲戲其呈現的內容與樣貌，因此關鍵字

「高甲戲」或「九甲戲」的搜尋，進一步出現了「傳統戲劇」、「台灣戲劇」、「南

管戲」…等相關詞，有了這些線索，我更進一步的接觸了九甲戲相關的書籍資料，

這過程中，對於「高甲戲」一詞也從百科全書中得到許多記錄，以下內容關於「九

甲戲」此名稱的不同，都是根據文獻的說法做紀錄。 

    在《日治時期台灣戲劇之研究-舊劇與新劇（1895~1945）》這本書第四章談到：

台灣戲劇的變遷，日治時期對於台灣劇種有許多文獻的記載，總督府也提供了關

於劇種相關的調查統計，第二節關於台灣戲劇的發展有以下幾的談論方向 

1. 以經營者王包的「泉郡錦上花」做為例子，從七子戲班的小錦雲，王包透

過各方面的求新與改革，讓原先經營不佳的狀況有所改善，甚至影響往後

的歌仔戲班，一九二一年後的數年，正是「泉郡錦上花」的全盛時期，其

中代表作品為「火燒百花台」，王包無論在舞台、成員、戲劇、戲文、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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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以及聲腔曲調都有進一步的改革。 

2. 另外梨園戲、南管戲、白字戲、九甲戲的稱呼各有意義，但由於呈現方式

有許多相似之處，因此又糾葛在一起。 

3. 九甲戲的稱呼。 

4. 台灣九甲戲與閩南高甲戲的異同。 

    本書記載了許多相關的文獻，甚至從某些數據當中，能了解更多劇種的其他

面向，包括劇團數量、演出營業額，另外關於王包的相關記載，有了更多的描述，

對於筆者在重新書寫歷史的部分有很大的幫助，對於高甲戲在台灣或閩南的發展，

或高甲戲和其他劇種的關係也有詳細的紀錄。（邱坤良，1992：137-139） 

    在《台灣傳統戲曲之美》這本書中談到：高甲戲從閩南的宋江戲發展至合興

戲，清中葉後更吸收許多劇目、樂器…等表演形式，最後逐漸形成高甲戲，高甲

戲的稱呼上因為發音、演出形式的不同，形成了許多不同的稱呼，高甲戲於合興

戲時代傳入台灣有以下可能，第一，因為移民的關係，或是閩南高甲戲搬來台演

出，第三，可能是由七子班改革而成。在音樂方面，對於音樂本身、方言、吸收

地方民間小戲，以及日治時期受到京班影響，最終形成多元的高甲戲，在腳色及

身段還有唱腔也有所記錄。從日治到「生新樂」團長周水松過逝後，台灣高甲戲

發展令人擔憂。 

    關於高甲透過什麼途徑傳入台灣，以及高甲戲的音樂、使用方言、角色、身

段、唱工、曲調，還有與梨園戲的不同之處，以上會是我對歷史與音樂內容有更

深入的了解。（曾永義、游宗蓉、林明德，2002：38-51） 

《台灣戲劇史》書中記載：從大陸高甲戲發展到清代「合興戲」時期，高甲

戲發展出「南北交加」的內涵，這過程中，從宋江陣到宋江戲，吸收了梨園戲、

竹馬戲、車鼓弄、京班、，文中也記錄 1927 年台灣的高甲戲職業戲班，台灣職

業戲班是由七子班轉變而成，受到上海京班影響，進而轉變為較通俗熱鬧的高甲

戲，其中王包的「泉郡錦上花」即是例子，從七子班「小錦雲」，王包吸收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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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樂器，增加布景、新劇目，並招收女童學習，又將歌仔戲的四句聯加入對白唱

詞中，因此在台灣影響很大。 

    本書記錄王包對高甲戲的改革，這部分是許多書籍沒有提及的部分，對於我

所研究的對象是一個重要的紀錄。另外兩岸高甲戲的不同，在本書中也有所記錄，

對於台灣高甲戲的發展有更清楚的脈絡。（林鶴宜，2003：117-139） 

《台灣高甲戲的發展》本書是目前對於台灣高甲戲發展的所有面向，包含名

稱初探、歷史、高甲戲藝術特色（包含口白、音樂、劇目、舞台演出、唱腔、化

妝、角色、禁忌、布景），還有高甲戲與其他藝術的關係，另外以周水松為主要

研究對象，關於生新樂劇團的歷史與現況，在光復後，高甲戲團的在地方上所擁

有的舞台，以及演員的結構變化，台灣與菲律賓的交流以及影響，最後高甲戲在

台發展的危機，以及兩岸高甲戲的比較。 

    本書是筆者第一次接觸有關高甲戲的書籍，筆者對於內容所記載的廣度與深

度有很大的震撼，對於王包與王萬福的記錄，從學習到推廣，以及王萬福在台中

所指導的子弟戲班，影響深遠。書中另一個重點是音樂曲調的記載，讓筆者能清

楚了解台灣常見的曲調，在文武場部分，也能了解「南北交加、「南腔北調」的

關係，此書對於筆者是最直接且清楚的文獻。（林麗紅、李國俊，2000） 

《閩南非物質文化遺產系列-高甲戲》本書以閩南的高甲戲做為研究，從歷

史的發展到音樂等等的紀錄，都是與宋江戲有關聯，其中第五章節有提到台灣高

甲戲的發展與現況，以及兩岸的交流與影響，最後關於大陸對高甲戲的保護、傳

承與發展，是如何做起又如何延續。 

    書中記錄了高甲戲在台灣最早的文獻，對於筆者在記錄歷史上有重要的依據；

另外可以從文字的描述裡，看到兩岸對於彼此的高甲戲有不同的描述、觀點與看

法；最後關於保存與傳承的議題，正是筆者對於廣福社區所要記錄的議題，因此

可以讓筆者有更不同的觀察和看法。（吳慧穎，2013） 

    《民俗曲藝》這本書首先對於高甲戲的多種名稱做個描述，接著從清初閩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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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宋江戲，到乾隆時代的合興戲，最後於民國十年左右高甲戲形成。高加戲由於

吸收許多其他劇種的內容，因此在劇目上特別多；角色也有固定的類別；在身段

上，有文有武；唱工與梨園戲有不同的方式呈現；曲調由少變多，甚至又分成喜

怒哀樂，將曲調一一分類；樂器的使用，也會因為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樂器，。 

    書中談到高甲戲的身段、唱工、曲調和樂器，都是以比較的方式描述，無論

是對讀者或筆者都有較直接的認識，也可以了解高甲戲可以從這幾個面向做調查

與紀錄，與現在的高甲戲有何不同，再做進一步的比較。（邱坤良，?：54-55） 

《福建民間音樂簡論》在第三章戲曲音樂裡第六節談論高甲戲，以閩南做為

研究地區，歷史紀錄不同於吳慧穎《閩南非物質文化遺產系列-高甲戲》的地方，

高甲戲是從民間妝人到宋江戲的過程，在清代道光年間（1821~1850）進入合興

戲時期，最後到解放後的發展。另一部分是南曲和民歌在高甲戲中如何的運用，

如何將南曲高甲化，以及地方民歌和外來曲牌的吸收與改良。 

    在南曲高甲化的部分，對於不同的曲調有不同的呈現和描述，在腳色上的搭

配也有一定的規矩，因此特過本書可進一步了解各曲調的意義和演出的精神。（劉

春曙、王耀華，1986：496-520） 

    《地方戲曲概論》本著作在十一單元「台灣戲曲概述」中關於高甲戲的紀錄，

從明末清初的宋江戲，在清中葉時發展為合興戲，到了清末後稱為高甲戲。高甲

戲傳入台灣的時間已無從考究，高甲戲的記載最早見於日人山風堂〈俳優與演劇〉

一文，（曾永義、施德玉，2011：887-907）。 

    呂訴上《台灣電影戲劇史．台灣南管戲略史》紀錄王包於民國十三年六月六

日在台北永樂座演出，之後子弟班陸續出現，最後只剩「生新樂」一團。關於七

子班、高甲戲與白字戲他們主要以南管音樂演出，因此常被統稱為南管戲，王包

後人也自稱「南管戲」。關於高甲戲的保存或傳習計畫，高甲戲周水松技藝保存

案，以生新樂為主，另外還有以彰化及北部地區高甲戲演員的演出為研究對象。 

    《兩岸高甲戲研討會論文集》所記載的研討會時間是在 2001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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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1 日，地點在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第二會議室舉辦，兩天裡共發表了八篇

關於兩岸高甲戲研究的論文，其中以下兩篇是對於筆者在剛接觸高甲戲時，或是

在思考如何呈現高甲戲的內容時，有很大的啟發。 

1. 主持人 論文發表者 論文題目 評論人 

 洪惟助 辛晚教 台灣高甲戲《百花臺》劇曲調探討 李國俊 

表 1：《兩岸高甲戲研討會論文集》辛晚教論文發表基本介紹 

    《火燒百花台》為研究對象，除了故事大要以外，辛教授將＜百花臺＞每一

幕的唱詞及曲調一一分析，包括串樂或場景樂，不同的角色，在什麼樣的場景，

有什麼情緒而唱什麼曲調，有些曲調又經過王包改編，不同於大陸的版本。 

    筆者在研究王包家族歷史，對於王包與王萬福當時所改編的劇目以及曲調，

什麼樣的想法與改編手法，讓他們能為高甲戲寫下不同於大陸的台灣高甲戲曲調，

在樂曲分析上會是個重要的依據。 

2. 主持人 論文發表者 論文題目 評論人 

 李殿魁 林麗紅 台中南管新錦珠劇團的經營、演出及其

影響 

辛晚教 

   表 2：《兩岸高甲戲研討會論文集》林麗紅論文發表基本介紹 

    此篇論文談到台中南管新錦珠劇團的歷史、經營、演出、劇團編制，甚至還

有演出宣傳、酬勞及待遇，實際的演出狀況、演員的生活，還有如何培訓演員的

方式，民國四十一年開始有地方性的比賽，成績又是如何，最後此劇團開始分支

甚至解散，對台灣有極大的影響。 

    以上談論的內容，從歷史、到團體，從團體到細節再到演員的紀錄，讓劇團

的研究更加全面的紀錄。筆者現前所研究的對象中，林素鑾、黃美悅以及樂師詹

德東，皆在此篇論文有提到，因此對於訪問上更能勾起他們對過去的記憶。（行

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1） 

《台灣傳統戲曲》本書第三節談論高甲戲，台灣「九甲戲」融合文戲、武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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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管、北管，因此又稱「交加戲」；台灣彰化曾經出現三十多個九甲戲劇團，其

中「新錦珠劇團」被認為是最古老的九甲戲劇團，初期的九甲戲音樂與身段多來

自梨園戲，相較於七子戲較為熱鬧，因此取代了早期盛行於台灣的七子戲。台灣

曾經以「南管」泛指小梨園和九甲戲，但兩者還是不盡相同，因此台灣九甲戲可

說是由黎園戲的改良和大陸高甲戲的結合。歌仔戲的許多曲調也源自九甲戲，但

由於歌仔戲的興起，加上「生新樂劇團」團長周水松於 1999 年過世後，九甲戲

已瀕臨解散與改組的命運。 

    本書從大陸的高甲戲發展，進而談到台灣九甲戲的發展，讓讀者有一條關於

高甲戲發展的清楚脈絡，其中討論到九甲戲的演藝特色，九甲戲與宋江戲、布袋

戲、京劇、南管、魁儡戲…等之間的影響；九甲戲最初的曲調以及曲調的風格分

類；九甲戲文、武場的所有樂器與整個後場的主要樂器。筆者透過以上的紀錄，

可從九甲戲最初的曲調進行研究，哪些是純屬九甲戲的曲調音樂，到現在的發展

中，曲調是否有所變化；樂器的紀錄，讓筆者和受訪者在重建九甲戲音樂時，能

更有概念與依據；由於本著作是林茂賢老師於民國 90 年出版，因此距今也有 15

年之久，本書在最後提到「生新樂劇團」因團長過世後是否已解散或改組，以目

前的筆者了解的狀況，台灣已經沒有職業九甲戲戲班，多已改演歌仔戲或淡出幕

後。（林茂賢，?：?） 

《福建南音初探》本書以中國福建南音為主要研究，第九章記錄了南音在地

方戲曲中的運用，而高甲戲是其中之一，高甲戲唱腔主要是南音，但也同時吸收

了木偶戲、梨園戲、民歌、錦歌…等，高甲戲於合興戲時期大量採用南音，文中

記載： 

    據統計，在南音一百三十多個曲牌中，高甲戲便吸收了三、四十個，

他們多是簡短活潑、通俗易懂的曲調。比較流行的有「慢頭」、「將水」、「雙

閨」、「福馬」…等。這些散曲都須根據劇情、人物而「高甲戲化」。 

    在此的高甲戲化有幾個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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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前奏、留特韻、減繁音、多重複 

2. 保留框架、完整吸收 

3. 捻節、加介、幫腔 

    作者透過以上的手法看同一首音樂，在南音和高甲戲的呈現各有什麼不同，

筆者可透過這樣的比較方式，了解高甲戲音樂的音樂呈現特色。（王耀華、劉春

曙，1989：157-167） 

    筆者透過訪談，受訪者談到過去家族對於「九甲戲」的稱呼： 

    大陸有一個定義叫高甲，我們稱「九甲」（台語），沒有人稱高甲，為

什麼，以前七子戲是七個演員嗎，都是文戲的角色，因為大家看膩了，後

來我的二伯父兄弟兩人厲害在這裡，他們創了南唱北打…曾永義曾經來問

我到底我們叫九甲還是南管戲，你可以說九角，九個角色，交加就是南北

交加，有文戲有武戲，我三伯是南管戲迷，當時都是說要去看南管…但我

印象中，以前大家都在我家後院練習唱戲，錦上花解散之後，我爸爸民國

38年就創了「舞霓裳」，所以我所知道的都是聽南管、南管戲、九甲戲、

九甲… 

關於此稱呼，「南管新錦珠」團長陳廷全也曾說過： 

大陸叫做「高甲戲」，台灣以前就叫「交加」，也就是南唱北打，唸久了就

變成「九甲戲」。 

    筆者根據以上兩位重要的受訪人描述，可以確定的是：「高甲戲」是大陸

的稱呼，本論文將以「九甲戲」稱呼，一方面能夠呈現他們對於此戲劇的局

內觀點，也是對受訪者的基本尊重。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方法有田野調查、深度訪談法、歷史研究與文獻分析、

音樂分析，筆者期盼透過以上所述之方法，盡可能記錄、了解及參與研究對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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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高甲戲相關的呈現。相關研究方法茲分述如下： 

1. 田野工作：參與觀察，實地的、脈絡性的影音紀錄。在盧克‧拉斯特《歡迎

e 光臨人類學》中談到「參與觀察」的定義： 

    在特定社會、社區或群體中做田野工作的一種方法，包括長期參與、有系統

的紀錄（例如做田野筆記與進行訪談）。通常包含四個階段：進入、文化衝擊、

建立和諧密切關係，以及「理解文化」。（盧克‧拉斯特，2010《歡迎光臨人類學》，

p.236。） 

2.  深度訪談：從初訪到深度訪談，從個人到團體，台灣早期九甲戲如何從出現、

發展到沒落，進而廣福社區嘗試復興與結合，經由訪談記錄現在還在做戲（過去

曾是九甲戲班一員）的人（包括前場做戲、後場樂師），做深入的個人生命史，

此外拜訪曾做過此相關研究的前輩，給予筆者在研究觀點和想法與做法上的建

議。 

3.  歷史研究與文獻分析：筆者透過一般資料來源和特定資料來源蒐集，關於台

灣九甲戲研究的專書並不多，但由於九甲戲是綜合藝術，因此在搜尋方式將從以

上其他劇種、或演出性質延伸，另外這些劇種已有悠久的歷史，因此可延伸至傳

統和現代的傳承議題，以及傳統和創新，改良和保存的問題，讓內容更能與過去

和現代做結合與溝通。 

4.  音樂分析：此論文音樂記錄採用大量的錄音及錄影方式，以及透過樂師的演

奏，重新做採譜記錄。本論文從以下幾個方向進行採譜與分析： 

(1) 記錄廣福社區對於九甲戲的演出內容，包含創新與結合的過程，由於他們在

演出當中需要舞步、身段和音樂互相配合，組成的團員年紀大多在 40～65

歲，對於熟記曲調和視譜是十分有難度與挑戰性，因此目前筆者與林萬洲樂

師、張忠雄理事長試圖將音樂在保有傳統記譜下，能再以不同的記譜法呈現，

有助於更多人能夠學習及接觸。 

(2) 透過林萬洲樂師所提供的《三嬌美人圖》劇本，以及「南管新錦珠」於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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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所演出的《秦香蓮》與《昭君和番》所唱之曲調做記錄與分析，從中選取

共同的曲調，進一步了解過去和現在所呈現的方式，也能了解樂曲在戲劇中

是如何變化，將曲調做完整的採譜工作，如此可從同一首樂曲經過多次不同

的演奏，分析其變異的範圍與變化之處背後的概念，以及樂師第一手樂譜的

紀錄，能透過與其他九甲戲後場演奏做檢驗確定其可性度。 

(3) 李國俊老師提供了南管新錦珠劇團過去曾錄製的九甲戲音樂，樂曲部分可以

透過對於目前南管新錦珠劇團團長陳廷全訪談做更進一步的了解，包含作曲

者、時代背景、樂器的使用…等，因此對於筆者在接觸九甲音樂研究和分析

樂譜過程中，一方面對於過去的錄音能夠更清楚當時的時空背景及錄製細節，

另一方面也能對於現在重現的曲調和過去做分析，了解之間的變與不變之因

素，這些資料將會是十分重要的紀錄和依據。 

(4) 透過過去及現代的九甲曲調呈現的分析結果，再與南管同一曲牌做比較，了

解九甲曲調與南管曲調之間的變異，如此能夠進一步了解九甲曲調內部的變

異彈性，也能知道九甲曲調來自南管為何能獨樹一格，是如何的呈現使的九

甲戲於台灣能風靡一時。 

(5) 筆者將「南管新錦珠」所發表的《秦香蓮》與《昭君和番》詳細記錄內容，

從中了解南管與北管之間的結合方式，以及彼此在九甲戲中所佔的比例又是

如何，透過實際的演出記錄分析有更具體的說明。 

5.  社群網絡：透過Line群組及個人訪問，可解決現實上時間無法配合的不方便，

所傳送的所有資料，包括文字、圖片及影音都能夠儲存下來，也能過做為彼此分

享資訊的平台，更能從這一層網絡關係看到彼此的親近度與信任感。 

 

第四節 研究範疇與限制 

（1）研究範疇： 

1. 台中市后里區王包家族歷史：由於年代久遠，以及當時的拍照、攝影並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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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也不普遍，因此在過去文獻資料中，不容易找到很多的相關資料，包含當

時「泉郡錦上花」劇團的演出記錄、平時訓練狀況、或人物相關的資訊都不

多，因此筆者想藉由訪談，為王包與王萬福所經營的泉郡錦上花劇團有多一

些的紀錄。 

2. 在人物的部分，透過對林萬洲、王建斌與陳廷全的訪談，了解過去的歷史發

展與音樂相關的問題。 

3. 在團體方面，從社區非職業的呈現，努力的學習和嘗試，到職業的九甲戲團

紀錄，透過演出、教學與講座，將九甲戲繼續傳承下去。 

4. 在音樂上，能透過以上這些訪談人物及團體的描述與呈現，將過去與現代的

呈現做記錄。 

(2)研究限制 

    筆者對於傳統戲劇從未接觸，因此在接觸九甲戲時，對於南管與北管的學習

需要從零開始，這兩大系統無法在短短兩年中即可了解透徹，因此在研究上會是

很大的限制。另外，筆者於 2015 年 10 月 13 日開始接觸「南管新錦珠」劇團，

很幸運也很可惜的是：我參與了他們兩場年末的演出，但卻沒能完整參與到他們

的練習過程，再加上研究時間的限制，在寫作上無法完整的紀錄他們與作品之間

的連結與練習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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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九甲戲」的起源與發展 

    馬林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在《南海舡人》一書中提

及田野調查及民族誌的重要性，而民族誌研究必須把重心放在下列幾個面向上：

首先，紮實地紀錄文化與文化結構；其次，運用田野筆記，記錄能明確傳達文化

經驗的行動（actions）與行為（behaviors）；第三，藉由正式與非正式訪談，從當

地人的觀點紀錄當地人的文化知識。（拉斯特，2010：81） 

    以下是筆者從最早開始進行田野調查至今的紀錄，除了實際的訪談紀錄外，

還不包含透過通訊網路，例如 Line、Facebook…等聯繫，這過程中，就如同盧克‧

拉斯特在《歡迎光臨人類學》談到參與觀察的過程，從進入到接收到許多不同文

化的資訊，產生彼此間的文化衝擊，也許不認同甚至排斥，緊接著是自我開始試

著建立一個和諧並且能密切與他人聯繫的關係，也讓他人與筆者之間見見搭起信

任的橋梁，在訪談過程中，必須放下所有偏見去理解所看到的所有一切，以上這

些過程，筆者必須透過不斷的經驗累積、採訪記錄（包含筆者與受訪者之間的互

動關係），讓整個研究過程建立起有效的意義脈絡。 

次

數 

時間 地點 受訪者 內容 

1. 2014.3.13 林素鑾住家 林素鑾 過去學習狀況 

2. 2014.3.17 張忠雄住家 張忠雄 九甲戲資料初探 

3. 2014.3.19 七星活動中心 廣福社區 廣福社區戲劇排練 

4. 2014.3.21 張忠雄住家 張忠雄 2014 年 3 月 21 日要前往大陸泉州和

當地的高甲戲團作觀摩及交流，因

此現在正忙著做九甲戲的彩排演

練，這次他們選的劇本是三嬌美人

圖裡頭的其中一個片段做演出。 

5. 2014.4.17 林萬洲住家 林萬洲(樂師) 學唱九甲戲曲調。 

6. 2014.4.23 王建斌住家 王建斌(校長) 九甲戲在后里及家族發展歷史初

探。 

7. 2014.6.24 林素鑾和詹德東

的住處 

詹德東(樂師) 關於詹德東學習九甲戲的過程。 

8. 2014.8.24 七星活動中心 廣福社區劇團 「戲遊牛稠坑-關懷福利心樂園」暑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97%E6%B5%B7%E8%88%A1%E4%BA%BA&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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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兒童戲劇體驗營。 

9. 2014.8.27 七星活動中心 廣福社區劇團

團練 

林萬洲樂師帶著大家唱「廣福好」，

以及舞步教學。 

10. 2014.9.11 林萬洲住家 林萬洲(樂師) 高甲戲音樂及王萬福家族高甲戲發

展歷史初探。 

11. 2014.10.12 張忠雄住家 張忠雄 分享我所找到有關九甲戲的資料。 

12. 2014.12.18 江武昌教授住家 

黃美悅女士住家 

江武昌 

黃美悅 

早上到台北淡水請教江武昌教授，

他提供了許多過去相關的舊照片及

影像；下午到高雄訪問黃美悅女

士，她談到過去九甲戲團在台灣的

狀況。 

13. 2015.1.1 林萬洲住家 林萬洲(樂師) 筆者透過田野訪談找尋對於九甲戲

所要研究的內容及範圍，林萬洲樂

師分享了劇本「三嬌美人圖」，彈唱

裡頭的樂曲，也描述這齣戲的故事

情節。 

14. 2015.3.5 張忠雄住家 張忠雄、蔡寶玉 關於廣福社區劇團的源起及發展經

過。 

15. 2015.3.6 王建斌住家 王建斌（校長） 有關九甲戲的歷史、劇團、音樂…

等相關內容訪問。 

16. 2015.3.11 七星活動中心 廣福社區劇團

團練 

複習九甲戲歌曲，和團員聊聊學習

過程。 

17. 2015.4.6 詹德東住家 詹德東(樂師) 筆者請教詹德東樂師幾首九甲戲樂

曲。 

18. 2015.4.22 林萬洲住家 林萬洲(樂師) 關於「三嬌美人圖」劇本中的曲調

訪問。 

19. 2015.5.12 王建斌住家 王建斌(校長) 南管琵琶教學。 

20. 2015.5.13 林萬洲 林萬洲(樂師) 林萬洲生命史訪問。 

21. 2015.5.16 張忠雄住家 張忠雄、蔡寶玉 關於廣福社區劇團的歷史與未來發

展訪談。 

22. 2015.5.17 林萬洲住家 林萬洲(樂師) 關於林萬洲樂師所提供的舊照片進

行訪問。 

23. 2015.5.19 王建斌住家 王建斌(校長) 關於王包家族成員的認識及瞭解。 

24. 2015.5.20 南華大學 無 開題報告：關於研究對象、方法及

內容…等做初步的報告。 

25. 2015.6.3 七星活動中心 廣福社區劇團

團練 

花卉節演出排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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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015.7.11 林萬洲住家 林萬洲(樂師) 針對幾首九甲戲樂曲進行錄音。 

27. 2015.10.13 陳廷全住家 陳廷全(樂師) 南管新錦珠劇團歷史發展初訪。 

28. 2015.10.25 彰化縣泉州村泉

安宮旁的活動中

心 

陳廷全(樂師) 筆者拍攝「秦香蓮」上半場團練的

狀況，也在活動中心裡拍攝到許多

九甲戲相關資訊。 

29. 2015.11.8 鹿港小鎮藝術節 南管新錦珠 九甲戲教學講座。 

30. 2015.11.12 通訊軟體：Line 朱永勝 朱永勝提供「傳統戲劇研習營高甲

戲講義」…等相關資料。 

31. 2105.11.15 彰化縣泉州村泉

安宮旁的活動中

心 

陳廷全(樂師) 「秦香蓮」上半場團練的狀況，陳

廷全等人負責後場，陳錦姬教導前

場演戲的腳步、動作及唱曲。 

32. 2015.11.22 彰化縣泉州村泉

安宮旁的活動中

心 

陳廷全(樂師) 「秦香蓮」下半場團練的狀況。 

33. 2015.11.29 板橋林家花園 南管新錦珠劇

團 

得到新北市傳統藝術保存團體獎，

演出南北交加戲劇「昭君和番」。 

34. 2015.12.6 彰化縣南北戲曲

館 

南管新錦珠劇

團 

2015 彰化傳統文化節，演出「秦香

蓮」。 

35. 2016.2.25 林萬洲住家 林萬洲(樂師) 北管鑼鼓經訪問。 

36. 2016.5.22 王建斌住家 王建斌(校長) 關於九甲戲音樂與南管音樂的相關

問題訪談。 

表 3：田野時間及期程表。筆者製表。 

 

第一節「九甲戲」的名稱及其釋義 

    「九甲戲」此劇種稱呼歷來就眾說紛紜，這些稱呼有些是音譯上的差別，

有些是表演形式上的區別。以下是筆者綜合九甲戲相關書集關於稱呼的說法，以

及訪問中對於稱呼的想法做一整理。 

1.九角戲、九腳戲 

    從梨園戲的生、旦、淨、末、丑、貼、外七個基礎角色，在加上武生和武旦，

因此稱為「九角戲」或「九腳戲」。 

2.九甲戲、交加戲、九家戲、狗咬戲、狗梗戲 

    「九甲戲」的稱呼有不同的說法，由於「高」與「交」、「狗」、「九」的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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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甲」與「加」、「咬」、「角」、「家」的閩南發音相近，因此又稱「交加戲」、

「狗咬戲」、「九甲戲」「九家戲」。「狗咬戲」與「狗梗戲」在《中華百科全書》

高甲戲的條文記載： 

使用的音樂聲響，為南管系音樂，但演唱方式，卻不似南管文靜，而是吵雜、

熱鬧非凡，類似今日一般送葬行列中的牽亡魂歌仔的演唱方式。因此，很多

其他劇種的戲劇演出，往往在同時演出當中，均受其影響而無法演下去，足

見其音量之高，及其吵雜的情況，故亦稱狗梗戲。 

    《閩南非物質文化遺產系列-高甲戲》此文獻中有記錄： 

台灣日據時代殖民政府的調查報告，用「九甲戲」稱呼。 

    筆者根據田野調查訪問，王建斌校長認為「高甲戲」是大陸的稱呼，台灣是

從七子戲的基礎，再增加兩個角色形成「九甲戲」。陳廷全樂師則認為「交加戲」

可以表現出此劇種的特色，因此「南管新錦珠」劇團於民國 104 年 10 月 21 日登

錄為新北市「九甲戲」（交加戲）傳統藝術保存團體。 

3.戈甲戲 

曾永義、游宗蓉、林明德的《台灣傳統戲曲之美》談到： 

……因為在「宋江戲」時期，演武戲執戈披甲，或許因此而得名。 

    當中又提到「戈」與「高」在閩南方言的發音相同，「角」、「加」、「咬」的

閩南發音與「甲」也很相近，因此，出現此稱呼。從音譯相似的角度做記錄還有

林麗紅、李國俊合著的《台灣高甲戲的發展》： 

    其稱九角戲據說是因它是梨園七子班的基礎上，加上兩個武角而得

名稱九角戲…在經音轉而成為九甲戲、高甲班、戈甲班或交加班及在台

北所稱的「白字戲」等名稱。 

    「戈甲戲」的稱呼，邱坤良所著《舊劇與新劇：日治時期台灣戲劇之研究（1895

～1945）中提到： 

……在梨園戲基礎上，加上其他角色，特別是武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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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吳慧穎所著《閩南非物質文化遺產系列-高甲戲》第一章「高甲戲的歷

史與傳說」談到： 

該劇種早期多演武打戲，演員手裡持戈揮矛，身上穿甲帶盔，就稱之為「戈

甲戲」。 

    高甲戲是一種綜合藝術的劇種，此稱呼除了與「高甲戲」的閩南發音相近之

外，從音樂的角度也可以了解，以溫柔婉轉的南管音樂為主要表現，場面上也吸

收一部分鏗鏘有力的北管鑼鼓樂，因此「交」可說是南北管音樂的交融；《台灣

高甲戲的發展-周水松先生紀念專輯》也提到： 

南管曲調中有一類稱為「南北交」，這類樂曲皆出自戲劇中，通常是兩個角色

以上對唱，一人唱閩南方言，一人唱北方官話。 

    因此又有南唱北打、南腔北調、南北交加之意。 

4.合興戲 

此稱呼源於大陸高甲戲的發展，早期福建省的高甲戲是從「宋江陣」發展而

來，結合梨園戲與竹馬戲的劇目和身段而形成「合興戲」。《福爾摩沙之美-台灣

傳統戲劇風華》記載： 

    高甲戲孕育於明末清初，早期稱為「宋江戲」，至清朝中葉，發展為

合興班，清末以後始稱高甲戲。 

5.南管戲 

    由福建泉州隨著移民而傳入的南管，深深影響許多台灣傳統戲劇，其中高甲

戲因為主要以南管音樂伴奏，因此又稱「南管戲」。《台灣戲劇史》提到兩岸南管

戲興衰轉變： 

    共產黨統治大陸之後，大梨園改演高甲；小梨園改演歌仔戲，梨園

戲一度轉型隱沒在別的劇種中。這和台灣七子班為高甲戲取代的情形也

很相類。 

「台灣高甲戲及其基本唱腔之研究」此篇論文對於南管戲有兩種說法的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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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 

狹義的南管戲：一般而言，業餘性質的南管戲團，除了演員多是成

人之外，其演出之劇場結構，無論劇目、身段或場面組織，俱為小梨園。

廣義的南管戲：至於職業劇團有關梨園戲的演出，值得注意的是，其「南

管戲」一名詞，並不專指小梨園，而是「凡有南管曲調之劇種皆謂之南

管戲」，因此交加戲亦稱之「南管戲」。 

    由文獻上可知，「南管戲」所包含的劇種很廣，台灣的「九甲戲」是其中

之一，因此將「九甲戲」廣義的稱之為「南管戲」。 

6.高甲戲、高台戲 

    早期因為演出的方式而有「高甲戲」、「高台戲」之稱。吳慧穎所著《閩南非

物質文化遺產系列-高甲戲》，文中第一章「高甲戲的歷史與傳說」談論到： 

梨園戲多在官宦府地的廳堂或戲臺演出，而高甲戲則在廣場鄉間高台上演出，

所以稱之為「高台戲」。 

    高甲戲名稱除了以上與其他稱呼音譯相似之外，真正確立是沿用大陸的說法

「kau ka」： 

高甲戲在 1951年，中共省戲改會在泉州舉行學習班才定名的。自此大陸的學

術界，就以「高甲戲」來稱呼「kau ka」這一劇種。一九五五年顧曼莊、劉

嘯高在《華東戲曲劇種介紹第五集》合寫的＜福建的高甲戲＞一文流傳到台

灣以後，台灣的也沿用這種講法，成為「kau ka」最普遍的用法。 

    另外，《閩南非物質文化遺產系列-高甲戲》中記載： 

「高甲戲」這個名稱大約要到 20世紀 50年代“改戲”之後才相對統一下

來。 

    《中國戲曲志．福建卷》〈求實〉第十一期筆兵所撰的〈高甲戲劇種名稱七

辨〉中提到： 

高甲之命名，當是 1951年省“戲改”會在泉州舉行學習班時，幾位新文藝工

作者共同商定的。當時，有人提出若以“九甲”為名，似嫌俚俗，不夠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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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易為“高”，似乎高雅一些。理由是：以往九甲班為大班。“大”者，

指在高高的台子上演出。高甲者，高台演出的袍甲戲也。 

 

 

第二節 「九甲戲」的歷史文化脈絡 

  台灣最早關於九甲戲的記錄是清光緒 27 年，在這之前九甲戲可能早已在台

灣演出。台灣九甲戲起源有以下的可能：從大陸閩南高甲戲戲班來台而傳入、閩

南高甲戲演員來台教授，在民間開始發展，例如：彰化伸港新錦珠九甲子弟團的

形成，最後梨園戲吸收台灣九甲戲曲調形成九甲戲班。1796~1820（清‧乾隆、

道光年間）因為大量移民進入台灣，可能因為如此傳入許多曲藝。 

  光復前，1927 台灣總督府公布的「各州廳演劇一覽表」得到一些初步的資

訊。以台北 2 個、台南 5 個居多，另外還有新竹、台中，但地方其實還有許多團

體未記錄在內（約 11 團）。后里王包於民國六、七年間成立『泉郡錦上花』，從

七子戲班轉為九甲戲班。 

  「高甲戲最後的堡壘」周水松雖然於民國 8 8 年（西元 1999 年）過世，但

是台灣其實還有九甲戲的傳習人物，「南管新錦珠劇團」第三代傳習人陳廷全、

梁陳錦珠、陳錦姬、目前還活躍於彰化及台灣北部…等許多地區。 

 
圖 1：彰化縣泉州村泉安宮「九甲戲歷史發展」。筆者拍攝。 

    此圖表關於「泉郡錦上花」的來源是有錯誤的，根據王建斌校長、林萬洲樂

師以及陳廷全老師皆提及泉郡錦上花前身是七子戲班，因此並非來自任何團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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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此部分會於下一節介紹。 

第三節 后里「九甲戲」的歷史背景 

    王包與王萬福於民國六、七年間成立「泉郡錦上花劇團」，但在這之前，他

們是從七子戲發展而成。 

王包與王萬福擅長扮演老生，當時在戲劇界的藝人中被稱為「老生先生」與

「少年先生」，兩人相距十七歲，從小便喜愛戲劇，十四歲即跟隨哥哥王包開始

學戲，之後加入泉郡錦上花劇團，成為王包的得力助手，並且擔任劇團中重要的

角色。 

根據邱坤良《日治時期台灣戲劇之研究》此文獻記載，較為人所知的是新竹

的七子戲班「小錦雲」，其成立年代不詳，只知道後來的經營者是七子戲班童伶

出生的王包，相傳他買下新竹香山即將解散的唐山七子班，成立的「小錦雲」一

度改名為「彩花雲」，由於他精通梨園戲的前後場，因此在七子班的基礎上做了

以下的改革： 

1. 招收女童學習新戲，增加排練。 

2. 除了七子戲班的傳統樂器，例如笛子、三絃、小鑼、南鼓，還加上北管與

京劇的樂器，像是大鑼、北鼓，因此有「南北交加」之意。 

3. 受到京班影響，使用變壯麗的舞台布景。 

4. 改編歷史小說與傳奇故事，重新編寫新劇，如《珍珠半衣》、《三女奪一夫》、

《三嬌美人圖》、《梅花巾》、《金殿玉鎖》、《四幅錦裙》…等，還有九甲戲

中最為著名的戲劇之一《火燒百花台》。（林麗紅、李國俊合著《台灣高甲

戲的發展》，頁 14-15。） 

關於改編新劇，首次採訪王建斌校長時，有以下這麼一段話… 

講到我二伯父他本身就做一些改革，有一些劇本是他們兄弟一起擬的，

但是我看啦…我後來也有一些涉略發現到以前有一些小說，小本的小說

是他們的元素，就是變成他們的改編，就像說金庸、天龍八部、葵花寶

典…等，這些原來都是寫小說的，後來演成現在的電影，所以我想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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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父和我爸爸當時也有一些依據，有一些當然是像杜撰那一類，有一些

也是他們自己想的，當然也有他的生活經驗… 

5. 將歌仔戲的「四句聯」融入所創作的新劇對白中。（引用自林鶴宜《台灣

戲劇史》，頁 138。） 

    關於從民國 37 年「基隆新錦珠劇團」之後的所有九甲戲劇團，在曾永義、

游宗蓉、林明德和著的《台灣傳統戲曲之美》一書中提到… 

六 O年代，高甲戲已相當沒落，目前只剩下「生新樂」一團，其淵源仍

是「基隆新錦珠」。 

    以上這段文字，對筆者而言，不單單只是淵源於「基隆新錦珠」，那只是在

人員上多來自彰化「新錦珠」組織。根據林麗紅、李國俊合著《台灣高甲戲的發

展》的記錄，王包的師兄弟有巫仙、九修仔仙、金俊仙、高華仙、空安仙，以及

王包之弟王萬福（萬福仙）。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民國三十年至三十五年），

泉郡錦上花劇團即宣布解散，王萬福開始教學，民國四十一年王包逝世後，王萬

福更是不斷的推廣高甲戲，從錦上花解散，到民國七十六年由於王萬福年紀漸長、

記憶衰退，因此完全解散，這段時間長達四十多年。王包多於南部發展，王萬福

除了在后里本庄教授同鄉子弟，也出庄頭教學，林麗紅、李國俊合著的「台灣高

甲戲的歷史」有記載，台中大甲「雅頌齋」、「霓聲齋」、「紹英社」、后里「舞霓

裳」、神岡「神錦齋」、北屯「錦樂天」（據林萬洲樂師所述，有些師兄弟都已七、

八十歲，目前還在出陣頭，包括鑼鼓陣，進香、喪事…等）、苗栗頭份「錦頌齋」、

彰化芳苑「聚雅社」。除了文獻記載外，還有后里舊社（團名不知），大甲有頂店、

六塊厝、甲南，王萬福在光復後的高甲戲班中，甚至是整個高甲戲文化傳承上，

灑下了極富生命力的種子，這些種子也在各地發芽成長。 

1. 巫仙是生新樂劇團團主周水松的啟蒙老師。 

2. 基隆新錦珠劇團、台中新錦珠、新麗園劇團的綁戲囡仔、正新麗園、生新

樂劇團，以上劇團皆曾拜王文為師並且學習唱曲，其本身曾擔任文場工作，

擔任樂器有嗩吶、琴、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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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蔡庚灶退出「錦上花劇團」之後也曾到新義園教戲。 

4. 陳福全退出「錦上花劇團」之後成立台春歌劇團，演出九甲戲。 

5. 陳泗川在光復後成立「錦上花劇團」演出九甲戲。 

    以上的紀錄，筆者將其內容分為兩部分：組成成員及九甲戲演出的傳承。光

復後，許多九甲戲劇團成員來自彰化泉洲地區，而這些成員又隨著戲班的形成和

沒落繼續在不同戲班生存，因此才會有淵源於「基隆新錦珠」的說法；在演出內

容及方式的部分，可說是傳承於「泉郡錦上花」，從以上的紀錄，錦上花的確在

歷史上有承先啟後的地位，因為有了王包的改革，才有了往後九甲戲班的成立與

成就，也許不全然是傳承於錦上花，但巫仙、王文…等人（可能有未被記錄的人

物）確實曾在許多九甲戲團教授傳承，其往後的演出形式必受影響。 

 

圖 2：王包家族。筆者製圖。 

    

    現任后里「舞霓裳」團主，也是王萬福之子王建斌，生於民國 31 年，曾擔

任石岡國中校長、后綜高中校長（筆者當時正就讀高中）、台中縣政府教育局課

長與督學，現任后里「舞霓裳」團主，擅長演奏的樂器有：琵琶、洞簫、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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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弦。因為有了這特別的緣分，因此訪問了家族發展的經過，從家族成員介紹到

過去九甲戲班裡人物的描述，但由於時間太過久遠，加上團員各自到處生活，因

此資料的描述還尚未完整及完成。 

    王天宋，一般都稱呼天宋，當時算是訂契約（又稱綁字），之後王萬福將他

收養為兒子，受訪者的嫂嫂王蘇壽，兩位都是當時泉郡錦上花劇團的演員。受訪

者王建斌於民國 31 年出生，當時錦上花劇團已經快要結束，他提到： 

民國 10年以前他們就有這個團了，民國 10幾年、20幾年到地震那

個時候，都在台灣地區非常活躍的。 

    王校長也聊了他的兄弟姊妹… 

    家族男生的部分王建斌最大，女生因為當時老大收來招弟弟妹妹，

看看是不是能夠趕快生，最大的則是王繡月，當時還沒有男孩子所以是

從別人家分過來的，接下來是王淑嬌，另外住在月湖路的就是王淑姿，

還有一個妹妹叫王淑尉，受訪者說：原來我爸爸取名時有個心旁，不曉

得戶政事務所登記時就沒有心了！王建靜，曾經在華南銀行服務過，後

來也輾轉從政，選了三屆的議員，之後又轉任變成黃仲生縣長時代的機

要秘書當了九年，現在是台灣省紅十字會分會的會長…（目前也教授南

管）。 

因為以前是台中縣，你可能知道以前紅十字會在收錢的時候，王建靜就是他，

他是理事長，現在就變成省會的會長！ 

王建靜再下去有一個王江仁… 

    因為我媽媽叫江昧，所以他也傳我媽媽那邊姓江的，之所以他叫王

江仁，就是王江兩家的人。目前他從事園藝的工作蠻有心得的，種蘭花、

種松樹、種茶花，頗有心得。老么叫做王建旋，他本身剛退休不久，過

去在王田永豐餘造紙公司副廠長退休。還有這個也算是我的姊姊王慕瑟，

可能以前我爸爸那兩個兄弟他們都很喜歡音樂，不是琴就是瑟，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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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堂姐叫王愛琴，還有一個叫王愛箏！ 

    王家是戲劇的家庭，兄弟姊妹從小多少都對於南管音樂耳濡目染，目前住在

后里區月湖路的姐姐王淑姿也曾扮演小生粉墨登場，目前閒暇之餘也會出陣，一

個劇團裡，生旦淨末丑這幾個主角台詞都需要背得滾瓜爛熟，唱詞也要精準，王

淑姿十八歲開始學習九甲戲，由於記憶力強理解力也強，因此給了她小生的腳色，

還沒出嫁之前都是唱戲，由於年紀漸長（現年 78 歲，比王建斌大三歲），所以唱

曲的部分也較不容易控制，現在就改以彈奏三弦、琵琶為主。 

 

 

 

 

圖 3：王萬福先生的兒子王建斌校

長。筆者於 2015.5.19 拍攝。 

圖 4：王萬福先生的女兒王淑姿，王建斌

校長的姐姐。筆者截圖於《戲遊后里-造

新樂園二-遊牛稠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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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圖中的紀錄中，王萬福先生正為後場伴奏。林萬洲樂師提供。 

    關於以上家族人物的介紹之外，筆者也透過田野訪談的方式了解過去王萬福

先生是如何帶領大家在戲團中學習和生活，林萬洲談到… 

    在這裡學習的學生沒有一個休息時會賭博的，休息他都帶著，不是

賭博，大家加減拿個樂器合奏娛樂。 

    林萬洲又說到戲團中還有其他演出上的規定： 

我們這班有男女，他分配學戲的夫妻絕對沒有男生配女生當夫妻，不可

能，他說這樣台下會被亂叫他是你老婆，所以他一定是一對男生當夫妻，

女生一對當夫妻，他不會去給你配男女來當一對，台下不給別人多講話，

因為我們都還沒嫁娶，我們都小孩就去學了，但他不要，無論怎樣都沒

有，我們這些也很受規矩，有男女就算青春期也很守規矩不會亂七八糟，

我們先生可以這樣是他的先見之明啦！ 

由以上描述可知：在當時王萬福先生是如何的管理戲團，雖然一切在嚴

謹的規範下教學，但這也是為何能夠於歷史中留下重要的記載，對於林

萬洲樂師而言，內心永遠對於王萬福先生（老師）更是滿滿的欽佩與感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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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后里地區「九甲戲」及其社會網絡 

第一節  「廣福社區」與「九甲戲」 

一對熱愛挑戰的夫妻張忠雄先生、蔡寶玉女士，當他們發現過去曾經有九甲

戲風靡於后里時，決定將此傳統戲曲元素帶入廣福社區，透過這樣的點子，吸引

了廣福社區的一群人，林萬洲樂師正好也是社區裡的一位重要的傳承者，透過一

系列探索、採訪、收集書籍、討論，林萬洲樂師開始帶著大家傳唱九甲曲調，甚

至將曲調結合戲劇，表現出過去與現代不同的呈現，這些呈現的背後，乘載著個

人到團體的結合過程，以及文化的變遷。 

 

圖 6：筆者與廣福社區理事長張忠雄及夫人蔡寶玉合影。2014.3.17 初次訪談。 

后里廣福的起源與成長過程 

    張忠雄先生與太太蔡寶玉女士於民國 92 年進入廣福社區，一開始是加入社

區活動，到了 94 年，他們參加文化局的社區改造計畫，與社區夥伴一同上課，

有社區調查或資源調查、導覽解說的訓練，團員從志工導覽隊，轉變到劇團演員，

後來大家靈機一動，決定透過社區改造把地方的一些人、文、地、產、景用演的

方式讓眾人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從隨興到成果，94 年重陽節受邀至長壽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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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因此大受好評，喜慶、校慶、節日、文化局成果展…等等都邀約不斷，因

此 95 年開始正式成立「后里廣福劇團」，也完成「戲說廣福」此劇，用演的方式

述說廣福的人文地理；張忠雄理事長當時為了鼓勵地方居民能夠將自己過去的故

事說出來一同分享，進而做為戲劇的題材與內容，讓戲劇更貼近人們的心，因此

申請了計畫「話后里」，將地方故事分享出去，因此 96 年完成「廣福傳奇」，其

內容描述一位其貌不揚、家境窮困的年輕人，如何行善協助改建土地公廟，最後

順利迎娶美嬌娘，激勵社區人人為善。接著每年都有參與文化局的社造計畫，民

國 97 年在「探索記憶的深處，尋找廣福的珍寶」的社區營造計畫中，發現了即

將瀕臨失傳的高甲戲，決定踏入這個區塊，張忠雄也請到林茂賢老師來為社區介

紹傳統戲劇，也因此「憶高甲戲」產生了。這 10 年當中還有許多大大小小的計

畫，像是「憶廣福」就是將廣福社區的傳統文藝，或是各方面的藝術，都可以透

過劇組來呈現；「兩馬情」就是能將后里的人、事、地、景、物盡可能的表現出

來，希望社區能打造出以人為本的社區亮點。從 95 年的「戲說廣福」、96 年「廣

福傳奇」、97 年「憶高甲戲」、98 年「珍愛牛稠坑」到環境劇場「墩仔腳大地震」、

「墩仔腳思想起」…等，雖然在重現高甲戲文化時少了粉墨登場的身段，但卻多

了一份社區的特色，讓社區從一般的地方行銷產業，漸漸的加入地方的傳統文化

及故事。 

    從大陸傳入台灣的高甲戲，也曾經在后里風靡一時，後來因為新的劇種以及

娛樂越來越多元，因此傳唱高甲戲的人紛紛改唱歌仔戲或解散，社區的林萬洲樂

師為了再次能拾起這瑰寶，十分用心的與廣福社區合作，希望能將九甲戲繼續傳

承甚至創新，「戲遊牛稠坑」就是形容民國早期后里地區盛行高甲戲的情況，人

們為了學習漢字，或是為了一口飯生活，人人都來學唱戲，林萬洲談到過去的學

習，家裡還沒有電視以及其他娛樂，長輩推薦去學九甲戲，不管颳風下雨… 

我大哥多我五歲，我十四歲他十九歲，那時候學工作的過程這樣…

學工作回來，晚上因為還沒有電視，我們學好幾年後才有電視出來，黑

白的啦，這個當中就是…小孩工作回來，晚上跟村莊裡的小孩出去玩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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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壞，有的會冤家相打、無所不至，就想如果要利用回來這個時間，不

如叫我們再去學習，學一些漢文，我們做戲這個叫漢文，因為我們讀國

小畢業，是只有講國語而已，不會講台語阿！ 

宋瑾《西方音樂從現代到現代》有這麼一段文字：：「音樂不是自然物，而

是人根據自己的需要創造的。因此，在探討音樂所有的問題時，都不能把他與人

分開。」（p.79）。從一個人的生命史，可以看到過去九甲戲在台灣的發展與個人

學習過程，林萬洲老師是當年錦上花劇團團長王萬福晚期（第三期）的嫡傳弟子，

生於民國三十八年，現年六十八歲，十四歲（民國五十二年）國小畢業就到台中

豐原工作，劇林萬洲所述… 

那個年代，一般我們的師兄弟大部分都是吃頭路（台），在后里那個

當時，大甲溪橋還沒做好，那時候都還沒做，還在走溪底的啦，溪底就

是像人家的圳溝，圳仔路稍微鋪高一點這樣過，如果大水來就不行了危

險，有人也這樣被流走，以前大甲溪是這樣，我們后里人都是騎鐵馬過

豐原去做工作，包括學功夫的時候，都是騎鐵馬過去，那時候后里沒什

麼工作，只有月眉糖廠…. 

第一份工作是學習瓦斯、電銲，其父親是一名土木工工程師，工作不算穩定，

因此家庭生計狀況不是十分優渥，開始學習南管是父母親的推薦而開始接觸，在

他就讀國小三、四年級時，正好政府提倡「不可以說台語」，因此其父母希望家

中的孩子們透過學唱南管可以有多方面的學習，第一，可以在當中學到漢文，進

而學習一些台語發音，第二，為了防止與村中小孩在外頭有爭執、衝突或打架，

這也是當時一個重要的學習因素。這段學習的過程也吸引了大哥林正義和姊姊林

玉葉，以及其他親戚的小孩，王建斌校長回憶： 

張菊算是他們自己的姑姑，他的姐姐叫林玉葉，他的哥哥林正義（肉

粽義），好幾位都是他們的兄弟姊妹，有一個叫美鳳，是他姑姑的兒子，

還有一位是文里，他叔叔的兒子、叔伯的女兒林文女… 

鄰居男男女女都一起去學習。十四歲正式入館跟隨王萬福學習南管，之後為

了生活，白天工作完便趕緊回家洗澡、吃飯，接著趕緊去老師家學習… 

    我們走了十幾年耶，很用心很認真，有伴會熱心（台），風雨沒放假

的，停電也沒放假、颱風沒放假、下大雨也沒放假，我們雨衣穿著、手

電筒拿著照樣去，十幾年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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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夜戲「金色鯉魚」：愛哥-林萬洲，員外-林玉葉，夫人-林文女。林萬洲

樂師提供。 

 

 

 

圖 8：后里舞霓裳館員第三期團員名單筆者拍攝。 

 

 

由此可知，「泉郡錦上花」劇團在后里地區風靡一時，不但是另一個學習的

地方，也和人們的生活緊密連結，甚至所學的成為他一輩子的職業。 

    開始學習並且粉墨登場參加迎神、遊庄車鼓陣，他與林堯男扮女裝，當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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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的戲都是答謝神明給予保佑，讓地方人人平安賺大錢，但因為九甲戲的沒落，

他才慢慢的加入了南管舞霓裳。 

    后里在地的一群人在蒐集地方史料時，無意間發現了九甲戲，進而找到王萬

福的弟子林萬洲老師，張忠雄對九甲戲的失傳感到遺憾，目前只剩王氏家族王建

斌和王建靜還有繼續在南管界傳承，因此決定鍥而不捨的請教、研究，與林萬洲

老師嘗試一同保存九甲戲，社區的學習從教唱旋律開始，但剛開始社區來學唱戲

的人們，對於九甲戲的音樂一時無法接受，但真正開始學習後，大家開始對於詞

和曲調感到越來越優美，因此越唱越投入，甚至有媽媽為了學唱戲而加入社團，

社區將昔日舞台上的武場變成舞蹈，加入劇情融入情感，重現傳統與現代的對話。

廣福社區在民國一百年入選行政院文建會-社區營造亮點計畫，將九甲戲「交加」

的特色，做一個傳統與現代的結合，也透過傳習與交流的推動，將這無形的文化

遺產找到舞台並保存及傳承。 

九甲戲曲調與廣福社區的改編 

    廣福社區運用九甲戲曲調一曲多用的特色，將九甲曲調重新填詞，把地方特

色融入歌曲中，形成大家朗朗上口的樂曲，一方面不忘九甲戲優美的九甲曲調，

還可以透過不同的演出型態，讓現代人能夠在無形中與傳統接軌，又可透過傳唱

將后里的特色推廣出去。 

    林萬洲樂師透過廣福社區的教學過程整理了許多樂曲，這些樂曲的紀錄都是

其對於過去學習九甲戲時還保有的印象中所記錄下來。民國 103 年 8 月 27 日廣

福社區透過「台中市政府社會局社區發展工作專案民國 103 年度關懷福利社區培

力補助計畫」，夫妻張忠雄先生、蔡寶玉女士將林萬州樂師所教的九甲戲曲調重

新填詞，填詞內容以后里地區的特產、特色…等為主，樂曲再與戲劇「戲遊牛稠

坑」做結合，＜珍愛牛稠坑＞以＜八對南蓉＞的曲調，重新填上社區改編後的歌

詞。＜珍愛后里＞原曲「錦上添花」，筆者根據陳廷全樂師訪問關於「錦上添花」

的出處稱為串仔，也就是劇情中的配樂，「南管新錦珠劇團」所演出的《秦香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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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台（台：閩南語，意指第三幕）中，就是以「錦上添花」此曲演奏開始，陳

廷全稱之為串仔。廣福社區將此曲重新翻譜、填詞整理。 

 

圖 9：廣福社區平時團練的地方「七星活動中心」。筆者拍攝。 

     

  

譜 1：林萬洲老師提供。 譜 2：筆者於 2014.8.27 墩東村文化中心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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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左）、圖 11（右）：林萬州樂師教導廣福社區團員基本腳步及動作。2014.3.19

筆者拍攝。 

 

 

圖 12：林萬州樂師帶著廣福社區一同唱曲。2014.3.19 筆者拍攝。 

    林萬洲樂師自十四歲就粉墨登場參加迎神、遊庄車鼓陣，他與林堯（同期

學員）男扮女裝，當時所演的戲都是答謝神明給予保佑，讓地方人人平安賺大錢，

但因為九甲戲的沒落，他才慢慢的加入了南管舞霓裳，對於廣福社區有心想傳承

九甲戲他十分樂意，但他清楚這需要時間的累積，團員來自不同的家庭，也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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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的工作，傳承與復興的工作並沒有想像中容易，雖然如此，九甲戲的傳承

依然是他心中無法放下的牽掛。在廣福社區中，對於九甲戲的教導，他希望讓過

去有學過的人，有機會透過社區的呈現勾起回憶，也讓未曾接觸過的人，能感受

到九甲戲的優美。 

演出回憶 

1. 扮仙：李鐵拐，表現天下太平。 

2. 日戲「三生結義」：五不全，五不全就是駝背、跛腳、歪嘴、斜眼、手殘。 

3. 日戲「取木棍」：穆桂英，林玉葉演楊忠保。 

4. 夜戲「金色鯉魚」：愛哥，員外-林玉葉，夫人-林文女 

 

 

 

圖 13（左）、圖 14（右）：林萬州樂師提供。 

 

第二節 南管新錦珠劇團 

    在介紹「南管新錦珠劇團」之前，首先要先對於「新錦珠」的發展有所了解，

筆者從文獻中以及實地訪查的資料做更進一步的探討，以下文字是筆者於彰化縣

泉州社區看到有一段關於九甲戲在當地發展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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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甲戲源自泉州社區 

    由中國泉州來台發展的高甲戲，自清朝中葉即在彰化泉州地區以新

錦珠子弟團訓練高甲戲人才，而周良川先生於 1945年在泉州厝地區成立

泉州厝新錦珠劇團則開啟了高甲戲在台灣的發展，隨後產生的基隆高甲

戲時代（基隆新錦珠）、台中高甲戲時代（台中新錦珠），到現今的三重

新錦珠（陳廷全），正新麗園（周春麗）、生新樂（周水松）等劇團皆為

從泉州地區發展而成之劇團，目前社區內雖為發源地亦有高甲戲戲曲老

師，但是已無純高甲戲職業劇團存在；社區居民以高甲戲文化發源為傲，

並成立社區戲班與青年傳承計畫，致力於保存高甲戲文化。 

    林麗紅、李國俊所著「台灣高甲戲的歷史」記載了生新樂劇團團長周水松的

一段關於泉州厝新錦珠子弟團的說法： 

    起初「新錦珠」是個南管館閣的組織，在清朝中葉之時，大陸泉州

一名為保良（姓氏不詳）演員到泉州厝以後，泉州厝才開始有了高甲戲。

（p.18） 

 

關於「新錦珠」的組織在此著作裡也有這樣一段紀載： 

 

    根據藝人周火旺、蔡昆秀的回憶，泉州厝的新錦珠是個培訓高甲戲

演員的中心。新錦珠訓練演員的工作並不是常設性的，它的組成源自某

人預籌組一個劇團，利用新錦珠的組織訓練劇團的演員。……所謂的「新

錦珠」並無固定的館社，組團的股東們或者在自家中，或者找空屋子租

賃訓練團員。…（p.18-19） 

 

    關於彰化泉州厝地區九甲戲的形成過程，有以下不同的說法，所成立的泉州

厝新錦珠劇團是由周良川先生所成立，文獻上也有周良川先生的相關記載，周良

川先生於台灣光復（西元 1945 年，亦是民國 34 年）成立泉州厝新錦珠劇團，但

是從周水松的說法中，並無法確定這名「保良」是否就是周良川，因為從上述文

字中可得知，當時除了有一名團主之外，還有其他股東們也分別各自在不同地方

有組織訓練，但自從基隆新錦珠劇團於民國 37 年初調走了大批泉州厝的演員，

剩下來的所謂「泉州厝新錦珠」子弟團的演員，也在當地從事營利的演出活動，

例如於「台灣高甲戲的歷史」此書中提到三寶珠劇團及彩華雲劇團都曾以新錦珠

為名義演出，但由於當時無向日本政府申請演出證，規模小、身段和唱腔及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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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過於粗糙，因此演出範圍僅限於彰化一帶。《台灣高甲戲的歷史》此書中關

於過去高甲戲團名單記載裡紀錄可得知：周良川曾經是「基隆南管新錦珠歌劇團」、

「台中南管新錦珠歌劇團」、「勝錦珠南管歌劇劇團」、「新麗園南管歌劇團」、「正

新麗園南管歌劇團」的團員之一，從民國 37 年到民國 55 年之間皆有記錄，泉州

厝新錦珠組織的變化和發展又是在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是否就如同上面所述，

他是彰化泉州厝首位帶入高甲戲的先驅，這部分有待進一步研究。（林麗紅、李

國俊，頁 21－24） 

    就從上述的記載中可以了解，當時所謂的「新錦珠」可能並非是我們現在所

理解的，它並不是個劇團，只是一個訓練的組織，這些所謂的新錦珠訓練出來的

團員，也各自跟隨自己的股東到地方廟宇演出，人員在不同的劇團裡來來去去。

根據陳廷全所述，目前的「南管新錦珠劇團」是由陳金河先生成立（陳廷全的父

親），「錦」字是為了傳承「泉郡錦上花」而來，因此與文獻中提到的「新錦珠」

無直接關聯。筆者對於「新錦珠」一詞解釋有以下兩種可能：其一，可能只是名

稱上的延續，但無延續當中的文化；其二，如陳廷全所述，只是為了紀念「南管

新錦珠」傳承於「泉郡錦上花」。 

    以下是「南管新錦珠劇團」於民國 105 年在台北板橋演出《昭君和番》，以

及『台灣高甲戲曲牌大全』冊子中所記錄歷史：南管新錦珠劇團團址位於新北市

三重區，目前登記立案於新北市的表演團體，南管新錦珠劇團的成立源由於民國

38 年，由當時台中縣后里人陳圈及其子陳金和買下「基隆新錦珠劇團之後」更

名而來，新錦珠劇團成立之後，禮聘交加戲演師王包、王萬福昆仲教導身段及科

步，以及南管演師（七子戲）徐祥指導身段。為提升技藝禮聘南管名師駐團教唱

南曲及創作新曲，計有屏東陳清雲、雲林劉西湖、北港蔡水浪、曾吉等，並且由

北港詩人王傳森填詞、改良劇本。因應劇情需要，除演唱「九甲」曲牌外，也會

演唱南管正曲。 

  新錦珠劇團當家旦角陳秀鳳女士（歿），原名王秀鳳，台中市后里人，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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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加戲劇團「泉郡錦上花」王包為她的父親之兄弟，故年少及耳濡目染於交加

戲與南管戲，身段為南管演師徐祥指導，交加戲劇目來自叔父王萬福（王包的弟

弟）。 

  新錦珠劇團因技藝精湛，深受市場歡迎，各大戲院爭相聘請全台巡迴演出內

台戲，檔期滿滿，在全國地方戲劇比賽中，民國 44 年入圍決賽、45 年南管組冠

軍、47 年亞軍，陳秀鳳也曾獲戲劇導演獎。亦曾應邀至菲律賓東南亞演出，宣

慰僑胞，新錦珠劇團在民國 40、50 年代被戲劇界公認為最活躍之正宗南管劇團。 

  民國 70 年代左右電視劇盛行，傳統戲劇沒落，高甲戲也逐漸失去內台戲之

舞台，僅剩外場戲的演出機會；陳金河北上另組「錦玉鳳南管劇團」專演外台戲。

80 年代文建會推動傳統戲劇振興，陳金河及陳秀鳳之子陳廷全，在許常惠、辛

晚教二位教授鼓勵下，於 87 年在新北市創立台「台北南管新錦珠劇團」，傳承九

甲戲曲並且演出。 

    新錦珠劇團目前主要團員，前場演員為陳秀鳳的兩位女兒梁陳錦珠及陳錦姬，

後場樂師為陳廷全兼任團長，主要活動為應聘於政府機關或學校的交加戲（九甲

戲）、南管戲傳習教學，曾傳授及演出的劇目：「昭君和番」、「百花台」、「呂蒙正」、

「高文舉」、「雪梅教子」。 

近年來演出活動及計畫紀錄 

年代（民國） 內容 地點 備註 

73 《陳杏元合番》  參加文建會舉辦民間劇場

演出 

80 《火燒百花台》 台北社教館  

86 《王昭君》、《剪羅衣》、《蝴

蝶夢》、《斬經堂》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

路至高甲戲保存計畫 

89 《百花台》 台北孔廟 「高甲戲傳習計畫」演出 

90  台北兩廳院 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舉辦

「兩廳院中秋曲會」南管

曲藝演出 

 《百花台》  「兩岸高甲戲研討會」，台

北記者會示範唱腔。 

  竹北演藝廳、彰化 「傳統戲劇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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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戲曲館 

  澎湖 「南管之夜」南管、曲藝、

高甲戲演出 

 《百花台》、《昭君和番》  「第四屆台北藝術節」 

 《高文舉》 台北藝術大學 指導台北藝術大學學生演

出 

91 《百花台》  「2002 年兩岸戲曲大展」 

   「2002 兩岸戲曲大展」 

   「孔廟周末南管繞樑飄音

演奏活動」演出 

   「2002 年至聖先師孔子聖

誕南管演奏會」節目製作 

   「南管曲藝傳習計畫」 

   「台灣高甲戲曲牌大全」

錄音保存計畫 

92 《高文舉》  「2003 保生文化祭」 

93 《百花台》、《昭君和番》  「2004 保生文化季」 

94  台北藝術大學 台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系

傳習南管戲曲 

95 《高文舉》 台北藝術大學 台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系

指導演出 

96   入選新北市傑出演藝團

隊。 

97 《高文舉》 新竹國立交通大學 應邀新竹國立交通大學演

出 

100 《打冷房》  彰化「曲藝傳習百年南管

整絃大會」演出 

 表 4：「南管新錦珠劇團」於民國 73 年至民國 100 年活動及演出記錄。筆者製表。 

 

    民國 100 年開始，南管新錦珠劇團受邀彰化縣文化局教授交加戲。劇目傳承   

自后里「錦上花劇團」，是臺灣「九甲戲」代表的經典劇目。 

    筆者藉由通訊網路（Line）的訪問，陳廷全談到其兄妹在八十七年開始傳承

「九甲戲」，九十四年九十五年曾往北藝大傳習，目前為新北市的演藝團隊，民

國一百年至今受聘於彰化文化局南北戲曲館及伸港泉卅社區教習「九甲戲」。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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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團員組成由當地愛好的民眾參加，大多是家庭主婦，陳錦姬老師會依照人數以

及每個人的專長或氣質給予適合的角色分配，伸港國中也有學生加入，陳錦姬老

師則是教授學生武戲刀槍對打、車鼓陣…等，於 103 年《昭君和番》即可看出武

戲身段有體力的限制，陳廷全說：「那是武功底子！如我妹今年六十，脚可抬上

頭，因為從小有練武。有武功底子走台步非常穩，老師是拿鞭子打起來的。」，

現在所教授的對像職業劇團，僅僅只是一般愛好戲劇的社區媽媽，身段不能過分

要求，能願意參與訓練及演出已相當不容易。 

 

時間（民國） 開班名稱及地點 對象 劇目 

100 年 

（第一年） 

「南北管音樂戲曲館班」 一般民眾 《百花台》劇目之〈花園〉  

 「伸港泉州社區班」  一般民眾 《高文舉》劇目之〈冷房會〉

（或稱〈打冷房〉） 

101 年 

（第二年） 

「南北管音樂戲曲館班」 一般民眾 《興漢圖》之另一折戲〈吳漢

殺妻〉（又稱〈斬經堂〉）  

 「伸港泉州社區班」  一般民眾及伸港

國中學生 

《興漢圖》劇目之〈戰中山〉  

102 年 

（第三年） 

「南北管音樂戲曲館

班」、「伸港泉州社區班」  

一般民眾及伸港

國中學生 

《白兔記》劇目，共四折戲：〈磨

房產子〉、〈井邊會親〉、〈迫父

歸家〉、〈月下團圓〉  

103 年 

（第四年） 

「南北管音樂戲曲館班」 一般民眾及學生  《昭君和番》全劇目  

104 年 

（第五年） 

「伸港泉州社區班」  一般民眾及學生  《秦香蓮》  

 

表 5：「南管新錦珠劇團」從民國 100 年至民國 104 年於彰化縣的教學記錄。筆者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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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民國 105 年於台北板橋演出《昭君和番》。筆者拍攝。 

 

 

 

 

    「南管新錦珠劇團」於民國 104 年 10 月 21 日登錄為新北市「九甲戲」（交

加戲）傳統藝術保存團體，並於民國 104 年 11 月 29 日受邀演出南北交加戲劇《昭

君和番》。 

 

圖 16：陳廷全樂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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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民國） 內容 地點 備註 

104.11.8 九甲戲教學講座 彰化鹿港 彰化鹿港小鎮藝術節九

甲戲教學講座。 

104.11.26 新北市政府頒發無形文化資

產的傳統藝術「新北市傳統

藝術保存團體」。 

  

104.11.29 《昭君和番》 板橋林家花園 受邀於板橋林家花園演

出 

104.12.6 《秦香蓮》 南北戲曲館 彰化傳統藝術節-傳統音

樂戲曲匯演 

表 6：「南管新錦珠劇團」於民國 104 年 11 月及 12 月的演出記錄。筆者製表。。 

     

 

    「南管新錦珠劇團」不但積極傳承九甲戲，也參與彰化當地鹿港小鎮藝術節

九甲戲教學講座，一方面希望讓更多人能透過講座的方式對於「九甲戲」有所認

識，從認識進而支持，另一方面，也讓有興趣的民眾能有更多的表現機會，從每

次的演出及發表，幫助往後的傳承準備方向。 

  從以下圖表及上述歷史可知，「九甲戲」（交加戲、高甲戲）並非文獻中所述

已無傳承之人，「泉郡錦上花」與「南管新錦珠劇團」也可以說有著親戚與師生

的關係，筆者所研究的團體及人物，全都是台中市后里區當地過去及現在的重要

傳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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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呈現「泉郡錦上花」與「南管新錦珠劇團」的發展脈絡。筆者製圖。 

     

    「泉郡錦上花」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民國三十年至三十五年間）的爆發而

宣布解散，解散後便轉為子弟班教學。以上圖中所發展出來的九甲戲團，筆者認

為師承關係都是來自於王包與王萬福的「泉郡錦上花」。 

 

 

第三節  展演民族誌 

    筆者透過實際的田野訪談，記錄受訪者或受訪團體與筆者之間是如何從聯繫、

接觸、訪問，偶爾須化解尷尬或不舒服的狀態，也不斷從不同文化的衝擊中漸漸

找到彼此認同的平衡點，經由這些過程，筆者從中漸漸找到研究的問題點與方向，

因此這些過程都是必要且珍貴的。以下的展演民族誌是關於下一章所要談論與分

析的內容過程，將其過程的脈絡紀錄下來，紀錄的內容基本上包括以下幾點：（1）

筆者在採訪前的準備。（2）練習與訪問過程，當中還包含受訪者的狀態與筆者的

狀態。（3）訪問後所提出的疑問與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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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九甲戲」音樂分析 

    此章節將談論音樂在「九甲戲」中，隨著時代的演進，音樂內部的操作是

否也有變化，「九甲戲」音樂雖然沒有南管的嚴謹，但又是怎樣的「通俗」，這之

間的變異性在何處？和南管同一曲牌中，是否能找到「九甲戲」和南管之間的不

同差異？筆者透過過去的音樂相關分析能有初步的認識，接下來透過時間田野調

查得到過去寶貴的歷史音樂材料，再做更進一步的訪問及錄音、錄影，把所記錄

的音樂在與歷史做比較與分析，記錄過去和現在「九甲戲」音樂的呈現有何異同

之處，以上是此章節研究的過程和做法。 

第一節 過去相關音樂資料的研究與分析 

    關於「九甲戲」音樂相關的研究與分析，各個學者著重的角度及方法不同，

這有助於筆者在文獻整理中，能夠從不同的角度來了解音樂分析的可能途徑，讓

筆者進一步思考所要著重的方向。以下試將相關的著作依年代排序整理如下： 

1. 劉春曙、王耀華  

1986  《福建民間音樂簡論》頁 496-520，上海文藝出版社。 

2. 辛晚教 

    1998  《南管戲》，台北縣汐止鎮：漢光文化。 

3. 林麗紅、李國俊 

    2000   《台灣高甲戲的發展》，彰化：彰化縣文化局。 

4.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001  《兩岸高甲戲研討會論文集》，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5. 許常惠、呂錘寬、鄭榮興 

    2002  《台灣傳統音樂之美》頁 88-133，台中市，晨星。   

6. 曾永義、游宗蓉、林明德 

    2002  《台灣傳統戲曲之美》頁 38-51，台中市：晨星。 

7. 曾永義、施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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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地方戲曲概論（下）》頁 887-907，台北市：三民書局。 

8. 吳慧穎 

    2013  《閩南非物質文化遺產系列-高甲戲》，海峽出版發行集團：鷺江。 

9. 楊堯鈞（學位論文） 

    1992   「台灣高甲戲及其基本唱腔之研究」 

10. 林茂賢 

2000   《福爾摩沙之美：台灣傳統戲劇風華》 

    根據以上文獻中不同的角度紀錄與研究，有關「九甲戲」音樂的分析及內容

有以下幾個面向： 

               音樂相關內容 

作者及著作 

曲牌 唱腔 歌詞 樂器

型制 

劇目 記譜 其他 

辛晚教-《南北管》 ●   ● ● ● 南北管音樂 

林茂賢《台灣傳統戲曲》 ●   ● ●   

吳慧穎《高甲戲》     ●   

曾永義、游宗蓉、林明德 

《台灣傳統戲曲之美》 

 ●      

林麗紅、李國俊 

《台灣高甲戲的發展》 

●    ●   

林茂賢《福爾摩沙之美：台

灣傳統戲劇風華》 

●   ● ●   

楊堯鈞《台灣高甲戲及其基

本唱腔之研究》 

● ● ● ● ● ●  

《兩岸高甲戲研討會論文

集》 

●    ● ●  

表 7：九甲戲文獻的音樂相關內容及分析記錄。筆者製表。 

    曲調依據不同場合的需求，文獻大多以喜、怒、哀、樂作為屬性和使用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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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李國俊、林麗紅所著《台灣高甲戲的發展》關於音樂曲調相關的紀錄，他們

將曲調分為「常見的曲調」和「常見的曲牌」，這些曲調約有七十種左右，全都

曾在台灣使用過，由於不同曲調能夠表現不同情感，書中述及顧曼莊、劉嘯高二

位先生又將這些曲調分為喜樂、悲哀、幽怨、憤怒 

    「九甲戲」中關於「南北交加」的說法，相關文獻中並無太多紀錄，大多記

錄如下： 

 台灣高甲戲以南管音樂為本，吸收部分北管音樂。（曾永義、游宗蓉、林明

德《台灣傳統戲曲之美》，2002：頁 49） 

 「南北交加」意謂高甲戲南唱北打，是多種藝術的綜合。從南管樂曲中可以

了解：南管曲調有一類稱為「南北交」，這類樂曲皆出自戲劇中，通常是兩

個角色以上對唱，一人唱閩南方言，一人唱北方官話。在高甲戲形成之初，

音樂上除了有南管的曲調又兼有北方的鑼鼓，表演上有北方雄邁的武戲，又

有南方溫婉的唱腔。…因此，交加戲劇的「交」可能取自南北交融的意思。

（林麗紅、李國俊《周水松先生紀念專輯－台灣高甲戲的發展》，2000：頁

2-3）。 

 台灣藝人認為九甲戲是以其「文戲武戲」交加、「南管北管」交加而得名，

因此「九甲戲」又稱為「交加戲」。（林茂賢《福爾摩沙之美：台灣傳統戲劇

風華》，2000，頁 59）。 

    唱腔的紀錄並不多，由於「九甲戲」是改良自梨園戲，因此比起梨園戲的唱

腔，「九甲戲」以本嗓為主，高音處則會使用假嗓，咬字不講究，唱腔的細膩度

就有限，大陸高甲戲的唱腔是以假聲呈現，因此在聽覺上較不易聽清楚唱詞的內

容，台灣九甲戲為了讓觀眾清楚聽到唱詞的內容，則是以真聲（音）為主。 

速度的快慢也自由許多，依據戲劇的需求而產生節奏有快有慢的形式，呂錘

寬所著《台灣傳統音樂概論‧歌樂篇》有這麼一段文字：「不論如何改編，南管

戲中的唱腔與南管曲的差異，僅為文本的連續性或速度方面，曲調大體上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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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筆者根據南管新錦珠 

對於交加戲一詞的解釋：「交加戲為一種結合南管戲與北管戲於一台的戲曲，

演員所演唱的曲調來自南管曲，過場音樂來自北管牌子或譜…」，筆者記錄「南

管新錦珠劇團」所演出的《秦香蓮》過程中，完全可以呈現以上這段文字的說明，

在戲劇演出過程中，人物的出場、過門，以及武打場面皆由北管演奏，唱曲的部

分則是南管樂曲，彼此的比重及功能性都是十分重要的。 

    在記譜方面，筆者發現文獻多以西方的調式紀錄，但透過訪談的過程裡，受

訪者對於西方調式和筆者所學的九甲戲音樂處理方式不同，筆者認為，不同的文

化背景會成就不同的音樂風格，當然音樂本身的組成、背景、風格、處理方式…

也會十分不同，因此不應該將另一種音樂系統套用至九甲戲音樂中，這將會失去

對「九甲戲」本身最基本的尊重，筆者在記譜的過程中，先以相對音高紀錄，再

記錄起音為何音，如此即可避免調性問題。 

    楊堯鈞《台灣高甲戲及其基本唱腔之研究》此論文中，從幾個面向記錄及討

論「九甲戲」音樂，首先關於曲牌種類及使用，還有唱腔結構及歌詞的分析，以

及南管曲調與北管鑼鼓經。 

    辛晚教《南管戲》關於曲調有十分詳細的紀錄，期將曲調分成三個部分，每

個部分再以曲調和唱詞做細分： 

 曲調命名方式 

1. 以曲牌名為名的曲調（第一類） 

2. 以頭分句唱詞為名的曲調（第二類） 

 依字及腔調之相對關係不同之分類 

1. 依腔調填唱詞之曲調 

2. 依唱詞定腔韻之曲調 

3. 以曲牌韻為主，以唱詞定相對音高，亦即字與腔相當互應。 

 依曲調來源不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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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接採用南管正曲 

2. 採用閩南高甲曲調 

3. 台灣高甲戲藝人編曲 

4. 應用其他劇種曲調，例如北管戲 

    樂器方面，由於受到南管與北管的影響，因此可從九甲戲音樂的使用樂器看

到「南北交加」的情況。以下表格先記錄南管（分為上四管與下四管）與北管所

使用的樂器，九甲戲的部分其型制又分為文場與武場，使用樂器的內容及類型分

別如下： 

南管使用樂器 北管使用樂器 

上四管 下四管 十音 單皮鼓（北鼓）、拍板（兩片）、

通鼓、大鑼、小鑼、鈸、椰胡、

二胡、三弦、嗩吶 

洞簫、二弦、

三弦、琵琶、

拍板（五片） 

響盞、雙鐘、四

塊、叫鑼 

上四管＋下四管＋玉噯

＋笛子 

表 8：南管、北管使用樂器記錄。筆者製表。 

九甲戲使用樂器 

 文場 武場 

管樂 品簫（笛子）、洞簫、噯仔（玉噯） 嗩吶 

弦樂 殼仔弦（提弦、椰胡）、二弦、三弦、琵琶  

打擊樂 拍板（使用北管的拍板） 鈸、響盞、鼓、北鼓、通鼓、

木魚、大鑼、小鑼、大鈸、小

鈸 

表 9：九甲戲使用樂器記錄。筆者製表。 

    由以上兩個表格發現，九甲戲中將南管的「十音」納為文場，其中文場弦樂

的殼仔弦（提弦、椰胡）是取自於北管，由於聲音高亢、短促，因此成為九甲戲

中十分重要的樂器之一，又稱為「頭手」（領奏），北管的二弦與三弦也置於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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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場以單皮鼓為主，由於樂器組合更多樣，因此能達到九甲戲演出的效果。 

    根據筆者的調查訪問資料顯示，內台戲演出時，文武場皆齊全，但野台戲演

出時，因人手不足，因此文場則簡化成噯仔、琵琶、三絃、大廣絃，武場則是一

人兼兩種以上的樂器，包括大鑼、小鑼、鈸、鼓。 

第二節 歷史音樂資料的分析 

    筆者收集關於台灣九甲戲的影音資料記錄並不多，民國 103 年 12 月 15 日首

次拜訪江武昌老師和李國俊老師時，老師們給於我許多非常珍貴的照片及影音資

料，其中《台灣高甲戲曲牌大全》正好是目前「南管新錦珠劇團」於過去民國

91 年 12 月 15 日所錄製，完整資料包括五片 CD 以及一本冊子，冊子的內容記錄

包括「高甲戲」概述、與南管之間的相關性、曲牌介紹，以及南管新錦珠劇團的

簡介，以下是《台灣高甲戲曲牌大全》的資料紀錄： 

專輯一 專輯二 專輯三 專輯四 專輯五 

一封書 五開花 一群姿娘（陳

錦姬演唱） 

一個賭博漢

（陳錦姬演唱） 

北調 

三角將水 水車 四空北 一路行 玉交枝 

北調 長滾玉交 地獄 咱娘繝 金龍調 

玉交 青綠襖 倍思 春有百花（陳

錦姬演唱） 

深閨女子 

相思引 哭科降水 欽差大人 望吾鄉 媒婆歌（陳錦姬

演唱） 

痛恨當初 牽君手衣 補甕 提督府門 短相思 

福馬 慢頭 燒酒醉（陳錦姬

演唱） 

腔仔 裁衣 

襖 蘇白扇 瀟湘夜雨 疊仔 緊潮 

表 10：《台灣高甲戲曲牌大全》的資料紀錄。筆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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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曲調中，陳錦姬演唱了五首,分別是「春有百花」、「一個賭博漢」、「燒

酒醉」、「一群姿娘」、「媒婆歌」，剩下的曲調皆由陳秀鳳女士演唱。 

    在冊子中，並非每首曲調都有樂譜記錄，實際有記譜的曲調是：相思引、玉

交、三角將水、福馬、長滾玉交、水車。 

在樂器演奏及演唱的部分如下： 

姓名 陳錦珠 陳廷全 陳秀鳳 陳錦姬 蘇萬庫 陳金鳳 林森 楊雅雄 

樂器及

唱曲 

琵琶 蕭、噯仔

（錄製

策劃） 

唱曲 唱曲 殼仔弦 三弦 司鼓 鑼、鈸 

表 11：《台灣高甲戲曲牌大全》的樂器編制紀錄。筆者製表。 

 

 

第三節 田野音樂資料的分析 

    關於九甲戲音樂，筆者非常幸運的認識了以下幾位重要的人物。林萬洲樂師

是王包與王萬福的嫡傳弟子，他將過去所學還僅有的記憶，一一的記譜和整理，

並且十分願意的一次又一次的彈唱，讓筆者能一步一步的從音樂認識九甲戲，進

而了解這些過程的發生與故事；在明立國教授的引薦下認識了李國俊教授，它提

供了南管新錦珠劇團於民國 91 年的九甲戲錄音資料，當時由陳廷全的母親陳秀

鳳，以及妹妹陳錦姬演唱，這部分是筆者在田野過程中，得到最重要的歷史資料；

在林素鸞女士的輾轉介紹下，我連繫到目前南管新錦珠劇團的團長陳廷全先生，

之後開始跟隨他的劇團進行採訪和錄影，在短短的時間內，十分榮幸能親自看到

他們的社區成果發表以及政府邀約的演出，這兩齣戲分別是「秦香蓮」和「昭君

和番」。 

    從陳廷全先生的口述中了解，王包和王萬福都曾到南管新錦珠教授，因此可

以說彼此有著師承的關係，也許南管新錦珠劇團在之後的發展有所改變或創新，

但這份關係不會因此而切斷，更是能夠從九甲戲的發展看到在不同時代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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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將透過以上三個田野的資料進行分析。 

    筆者透過表格的方式，記錄林萬洲樂師所教授給筆者的所有樂曲，以及南管

新錦珠劇團演出的「秦香蓮」這齣戲劇中所使用到的曲調，再根據以上所收集到

的資料選取共同的部分，做為音樂分析的依據，一方面能夠從林萬洲樂師身上了

解過去這些曲調的呈現，也能從南管新錦珠劇團看到這些曲調在現代是如何表

現。 

  

譜 3（右）：林萬洲樂師提供的手抄譜。譜 4（左）：林萬洲樂師提供（請他人

譯譜）。 

 

    關於林萬洲樂師的彈唱，筆者整理出三個版本，這當中有些部分在詮釋上會

有些許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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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5：南管新錦珠劇團於民國 91 年的九甲戲錄音資

料，筆者將陳秀鳳女士所唱的「福馬」重新翻譜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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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6：筆者透過林萬洲樂師的演奏重新記譜。 

 

譜 7：筆者透過林萬洲樂師的演奏重新記譜並記成五線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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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8：筆者透過林萬洲樂師的演奏重新記譜。 

 

譜 9：筆者透過林萬洲樂師的演奏重新記譜並記成五線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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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10：筆者透過林萬洲樂師的演奏重新記譜。 

 
譜 11：筆者透過林萬洲樂師的演奏重新記譜並記成五線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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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12：筆者透過林萬洲樂師的演奏重新記譜。 

 

譜 13：筆者透過林萬洲樂師的演奏重新記譜並記成五線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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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14：筆者透過林萬洲樂師的演奏重新記譜。 

 

譜 15：筆者透過林萬洲樂師的演奏重新記譜並記成五線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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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16：筆者透過林萬洲樂師的演奏重新記譜並記成五線譜形式。 

 

 

  

譜 17（右）、譜 18（右）：林萬洲樂師提供手抄譜。筆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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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19：林萬洲樂師提供。筆者拍攝。 

 

 

譜 20：筆者透過林萬洲樂師的演奏重新記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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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21：筆者透過林萬洲樂師的演奏重新記譜並記成五線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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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22：筆者透過林萬洲樂師的演奏重新記譜。 

 

譜 23：筆者透過林萬洲樂師的演奏重新記譜並記成五線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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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24：筆者將南管新錦珠劇團團練時所唱的「倍思」，重新記譜並記成五線譜形式。 

 

譜 25：筆者透過林萬洲樂師的演奏重新記譜並記成五線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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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26：筆者透過林萬洲樂師的演奏重新記譜並記成五線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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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27：筆者透過林萬洲樂師的演奏重新記譜並記成五線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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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28：筆者透過林萬洲樂師的演奏重新記譜並記成五線譜形式。 

 
譜 29：筆者透過林萬洲樂師的演奏重新記譜並記成五線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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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管新錦珠劇團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一月、十二月分別於板橋林家花園和彰

化南北戲曲館演出，這兩齣戲是「昭君和番」與「秦香蓮」，筆者先將有完整紀

錄的「秦香蓮」此劇做詳細的紀錄。 

劇目：秦香蓮（上） 

演出人員 

秦香蓮：許宜倩。陳世美：林恆春。陳母：蘇杏宜。寇頓：李開陽。 

宋仁宗：曾惠英。內侍：曾明禎、林佳宜。宮娥：施瑞樓、康馨人。 

郡主：周鳳美。冬哥、春妹：周辰恩、周鈺庭柳旺：林華月。 

王延齡：江侑育。旗軍：林宗慶、柯富祥、黃以丞、吳國清。 

文場 武場 

琵琶：梁陳錦珠 

板胡、大吹：楊雅雄 

二絃、小吹：陳廷全 

揚琴、三絃：許淑慧 

蕭、笛：陳炎輝 

司鼓：劉明煌 

鑼鈔：黃湘瑋 

 

 

工作人員 

舞台總監：陳錦姬。檢場：黃呈聰 

表 12：《秦香蓮（上）》劇中人物以及文、武場樂師和工作人員整理。筆者製表。 

 

    以下表格內容整理，筆者根據陳廷全樂師所提供的 2015 年 12 月 6 日於南北

戲曲館演出的《秦香蓮》，本次演出又分為上下兩場，上半場又分「十一台」（台：

閩南語，意指十一幕），筆者將此表格分為時間、武場、文場以及內容說明，時

間的紀錄方式是根據戲劇的演出順序，將演奏（文場或武場或皆有）的出現與結

束時間一一記錄，從時間的紀錄裡，可以清楚知道演奏的時間長度，再透過影像

及聽的過程知道音樂呈現的方式，這方式包括單純的武場或文場，或是文、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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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亦或是文場加上唱曲，也有可能是文、武場以及唱曲同時進行，而以上的

這些可能性，皆會在內容說明之處做紀錄，在內容說明的部分，另外也記錄整齣

戲劇演出的過程，包括舞台道具的調整、各個人物所說的內容、或是紀錄一個大

的內容摘要，還包含人物上、下台。希望能從實際演出內容來呈現一些九甲戲的

演出規則。 

第一台 

時間 武場 文場 內容說明 

58"   開場，椅子定位。 

1'35"－2'09" 34"  陳世美出場，整冠。 

2'12"－2'16" 4"  在陳世美說完：「三尺鯉魚欲成龍」之後開始武場演

奏。 

2'21"－2'56" 35"  在陳世美說完：「宿在淤泥內淺水中」之後開始武場

演奏。 

3'03"－3'12" 9"  在陳世美說完：「朝夜勞苦狂用功」之後開始武場演

奏。 

3'15"－3'17" 

3'20"－3'24" 

2" 

4" 

 陳世美分別在說以下這段話：「在下…陳世美」時，

「在下」完開始武場演奏又停下來，接著說「陳世

美」完開始武場演奏。 

3'25"－3'44"－

3'45"－3'47" 

3'50"－3'53" 

2" 

3" 

 陳世美：「娶妻秦氏香蓮，生下一男一女，三年一

科…，真是令人（武場 3:45－3:47）…怨嘆阿！（武

場 3:50－3:53）」 

3'53"－5'30" 1'37" 陳世美唱曲，文武場同時演奏。 

5'31"－7'04" 1'33" 琵琶輪指演奏，陳母和秦香蓮與兩位兒子出場，文

武場同時演奏。 

7'05"－7'20" 15"  陳世美與秦香蓮出場整冠。 



 
 
 
 
 
 
 
 
 
 
 
 

 

 
 

65 
 

7'26"－7'32" 6"  陳世美拜見母親，陳母說：「我子免禮」後武場演奏。 

7'33"－8'11" 無 陳母問兒子為何唉聲嘆氣，陳世美沒有分文無法進

京赴考，秦香蓮將一隻金鳳釵典當做為路費。 

8'11"－8'28" 17"  陳世美離開赴京城考試。 

8'29"－8'50" 無 陳母感謝媳婦秦香蓮的賢慧 

8'51"－9'10" 19"  8'55 陳世美出場 

9'11"－10'00" 無 陳世美要將典當來的一半的錢留在家中，母親要他

全部帶在身上，並且叫秦香蓮去收拾行李。 

10'01"－10'16" 15"  秦香蓮幫陳世美收拾行李。 

10'19"－10'24" 4"  秦香蓮說完：「行李收拾完畢。」武場演奏。 

10'25"－10'31" 無 陳母：「香蓮合該送君起程」。 

10'31"－10'40" 9"  陳母帶二孫離開。 

10'41"－11'15" 無 秦香蓮祝陳世美金榜題名，陳世美也拜託秦香蓮照

顧這個家。 

11'23"－12'59"

－13'18" 

19" 1'36" 秦香蓮送陳世美一程，11'23"文場開始，兩人各自唱

曲後，12'59"唱完曲子剩武場演奏，13'18" 陳世美離

開舞台。 

 共計：

3'17" 

共計：

1'36" 

文場與武場各自所佔的時間總長。 

第二台  科場  開堂 

13'19"－13'39"

－14'04"－

14'20"－15'47" 

1'39"  秦香蓮下台，換場（武場演奏）。13'39"武場加上大

吹演奏。14'04"內侍出場。14'20"寇頓出場（沒有大吹

演奏，只剩武場）。 

15'48"－15'58"

－16'01"－

48"  寇頓：「挑選…狀元才…老夫…寇頓」，說完「挑選」

15'58"－16'01"武場演奏，說完「狀元才」16'04"－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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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4"－16'07"

－16'09"－

16'11"－16'13"

－16'18" 

武場演奏，說完「老夫」16'09"－16'11"武場演奏，說

完「寇頓」16'13"－16'18"場演奏。 

16'25"－16'26" 

16'30"－16'52" 

1" 

22" 

 寇頓：「奉旨…待三軍…傳令下去…舉子請」，當說

完「待三軍」時 16'25"－16'26"武場演奏，說完「舉

子請」，陳世美出場 16'30"－16'52"武場加上大吹演

奏。 

16'57"－17'02" 5"  陳世美：「謝大人！」 

17'12"－17'16" 4"  陳世美呈上文章，請寇頓大人觀示。 

17'18"－17'30" 12"  寇頓說完：「本官看來」後武場開始演奏。 

17'30"－18'57" 1'27"  寇頓當面與陳世美對口詞。 

18'58"－19'05" 7"  寇頓：「孝子，感動天。」 

19'11"－19'14" 3"  寇頓：「哈哈哈！應答如流。」，當說完「哈哈哈」

之後武戲演奏。 

19'30"－19'32" 2"  寇頓說完「來啊！」武場演奏 

19'34"－19'37"

－19'50" 

3"－13"  寇頓說完「打轎入朝」武場演奏 

 共計：

5'06" 

共計： 

0 

文場與武場各自所佔的時間總長。 

第三台   金鑾殿    串仔 

19'50"－20'00" 10"  舞台椅子調整。 

20'00"－21'12"  1'12" 20'00"文場開始演奏「錦上添花」，趙徵出場整冠，

坐定位。 

21'17"－21'19" 2"  趙徵：「太平朝鳳鳥，萬年祝樂高」，當說完「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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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21'26" 4" 21'17"－21'19"武場演奏，再說完「祝樂高」時 21'22"

－21'26"武場演奏。 

21'37"－21'40" 3"  趙徵說完：「寡人大宋仁宗趙徵」後武場演奏。 

21'57"－22'00" 3"  趙徵說完：「槍刀歸庫，馬放南山」後武場演奏。 

22'00"－22'32" 無 趙徵選人才 

22'33"－23'01" 34"   寇頓上場 

23'01"－23'04" 

23'07"－23'19" 

3" 

12" 

 寇頓：「領旨，心中有事情，入殿奏分明。」，當說

完「心中有事情」23'01"－23'04"武場演奏，再說完「入

殿奏分明」23'07"－23'19"武場開始演奏。 

23'28"－23'40" 12"  趙徵給寇頓賜坐。寇頓走到位置上坐下。 

23'40"－24'10" 

24'11"－24'16" 

5"  趙徵與寇頓對話，最後寇頓說完：「文章在此請皇上

觀示」，武場開始演奏。 

24'18"－24'21"

－24'29" 

11"  趙徵：「待我觀來」之後武戲開始（24'21"加上大吹） 

24'29"－24'42" 13"  寇頓和趙徵的對話 

24'43"－24'52"

－25'24" 

41"  寇頓：「領旨」說完，武場開始演奏（大吹加入），

接著 24'52"後陳世美出場。 

25'29"－25'31" 

25'35"－26'04" 

2" 

29" 

 陳世美說完：「日落西山一點紅」，25'29"－25'31"武場

演奏；又接著說：「罕有百姓見君王」完後 25'35"－

26'04"武場演奏。 

26'10"－26'13" 3"  陳世美說完：「見駕吾主萬歲萬萬歲」，武場演奏 

26'25"－26'30" 5"  害怕冒犯趙徵而不敢抬頭，寇頓賜陳舉頭陳世美，

陳說完：「謝皇上」，武場演奏。 

26'33"－26'36" 3"  在趙徵：「啊哈哈哈！」時，武場演奏。 

26'37"－26'55" 無 趙徵想招陳世美為郡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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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6"－27'07" 

27'16"－27'17" 

11" 

1" 

 當陳世美說：「這嗎…」，26'56"－27'07"武場演奏；再

說：「啟奏皇上，為臣家中並無娶妻」，27'16"－27'17"

武場演奏。 

27'31"－27'55" 24"  趙徵：「內中官戴侍候」，陳世美說完：「謝主隆恩…

哈哈哈」，武場演奏，直到陳世美下台。 

27'57"－28'13" 無 寇頓恭喜趙徵招新科狀元陳世美為郡馬。 

28'14"－28'16" 2"  當趙徵：「啊哈哈！」時，武場演奏。 

28'38"－29'20" 42"  趙徵傳旨完婚拜堂。內侍說完：「內侍傳旨」後，武

場演奏（加上大吹）。 

29'21"－29'30" 無 趙徵傳旨宴客。 

29'31"－29'33" 無 寇頓：「謝主隆恩」。 

29'34"－29'49" 15"  趙徵說完：「退班」後，武場演奏開始，進入第四台，

舞台桌子重新定位。 

 共計：

4'50" 

共計：

1'12" 

文場與武場各自所佔的時間總長。 

第四台 

29'50"－30'25"

－31'16" 

 1'26" 29'50"文場演奏「慢頭」，30'25"秦香蓮與陳母和兩位

孩子出場，直到 31'16"結束唱曲。 

31'17"－31'38"

－31'40" 

2"  陳母說完：「…並無消息老身身染重病」，31'38"－

31'40"武場演奏。 

32'04"－32'06" 2"  秦香蓮說完：「媳婦真是大不孝」，武場演奏。 

32'18"－32'19" 1"  陳母說完：「哪裡來金錢醫病」，武場演奏。 

32'38"－35'48"  3'10" 文場演奏及演唱，演唱順序分別是陳母－陳母過世

－秦香蓮唱曲「慢尾」。 

35'49"－35'52" 3"  秦香蓮哭：「婆婆…唉呀婆婆」，當說完「婆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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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4"－35'57" 3" 35'49"－35'52"武場演奏。 

35:58"－36:08" 無 陳母過世，秦香蓮哀痛在地。 

36'08"－36'11" 

36'14"－36'17" 

3" 

3" 

 秦香蓮說完：「叫阮母子如何是好…婆婆」，36'08"－

36'11"武場演奏，再說：「罷了」，36'14"－36'17"武場

演奏。 

36'18"－36'35" 無 秦香蓮決定向人借錢埋了婆婆後，進京找陳世美。 

36'36"－36'48" 12"  秦香蓮說完：「啊婆婆…」武場演奏，最後下台。 

 共計：29" 共計：

4'36" 

文場與武場各自所佔的時間總長。 

第五台 

36'48"－37'11" 33"  陳世美妻子趙飛鳳出場。 

37'12"－38'22"  1'10" 趙飛鳳唱曲。 

38'25"－38'33" 8"  趙飛鳳自我介紹完武場演奏。 

38'34"－39'06"

－39'07"－

39'45" 

38" 趙飛鳳迎郡馬回府後，39'07"後場演奏，陳世美緊接

著出場，直到坐下來。 

39'46"－40'16" 無 陳世美和趙飛鳳準備去太祖廟行香。 

40'17"－40'33" 16"  兩人起身準備前往太祖廟。 

 共計：

1'35" 

共計： 

1'10" 

文場與武場各自所佔的時間總長。 

第六台 

40'38"－40'49" 11"  秦香蓮帶兩子出場。 

40'50"－41'43"  53" 秦香蓮唱曲「福馬」。 

41'45"－41'56"

－42'10" 

14"  秦香蓮和兩個孩子發現前面有間草茅（41'45"－

41'56"）。41'56"－42'10"他們走向草茅，武場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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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6"－42'22"

－43'08"－

44'45"－44'56" 

6" 

11" 

46" 他們走到草茅前，秦香蓮說完：「待我觀來」後，42'16"

－42'22"武場演奏；接著秦香蓮唱曲「一間草厝」直

到 43'08"，再來只剩文場演奏，秦香蓮坐下休息時

44'45"－44'56"武場演奏。 

44'57"－48'50"

－49'03" 

 3'53" 秦香蓮休息之後繼續演唱，直到再次坐下休息，

49'03"武場演奏 

49'03"－51'33"  1'30" 秦香蓮繼續唱曲。 

51'34"－51'40"

－51'49" 

9"  51'34"－51'40"秦香蓮叫兩個孩子起床了，51'40"－

51'49"武場演出 

51'56"－52'10" 14"  秦香蓮帶兩個孩子進京 

 共計：

1'05" 

共計： 

7'02" 

文場與武場各自所佔的時間總長。 

第七台 

52'11"－52'23" 12"  柳旺出場 

52'24"－52'28"

－52'37" 

9"  柳旺說完：「燒酒我地賣，吃酒我尚會」，52'28"－52'37"

武場演奏 

52'38"－52'57"

－53'12" 

15"  柳旺說完：「…早間起來掛一個店牌」，52'57"－53'12"

武場演奏。 

53'13"－53'18"

－53'31" 

13"  柳旺說完：「店牌掛向東，人馬鬧匆匆」，53'18"－53'31"

武場演奏，柳旺坐下後，秦香蓮與兩孩子出場。 

53'32"－53'35"

－53'41" 

6"  秦兩子：「有人在嗎？」，柳旺說完：「來了！來

囉！」，53'35"－53'41"武場演奏 

53'41"－53'55"

－54'08" 

13"  秦香蓮：「阮要休店」，柳旺說完：「請請請！」，53'55"

－54'08"武場演奏。 

54'08"－54'29" 2"  秦香蓮：「請問店主伯伯，前年科舉可知何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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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1" 中？」，柳旺說完：「…新科狀元陳世美高中…招為

郡馬」，54'29"－54'31"武場演奏。 

54'32"－55'24" 52" 秦香蓮唱曲「慢頭」 

55'24"－57'05" 無 秦香蓮提到陳世美是她的夫君，柳旺感到不可思

議，決定幫助秦香蓮。 

57'05"－57'14" 9"  柳旺帶秦香蓮及兩個孩子進去吃飯（下台）。 

 共計：

1'03" 

共計： 

0 

文場與武場各自所佔的時間總長。 

第八台 

57'15"－57'34" 19"  王延齡出場。 

57'36"－57'38" 

57'40"－57'44" 

2" 

4" 

 王延齡：「本官…王延齡」，當說完「本官」57'36"－

57'38"武場演奏，再說：「王延齡」後 57'40"－57'44"

武場演奏。 

57'51"－57'53" 2"  啟程太祖廟。 

57'55"－58'14" 19"  出發（下台）。 

 共計： 

46" 

共計： 

0 

文場與武場各自所佔的時間總長。 

第九台 

58'14"－58'48"  34" 柳旺和秦香蓮與兩個孩子出場，秦香蓮唱曲「緊

潮」。 

58'58"－59'04" 6"  秦香蓮在雙叉路口等陳世美，柳旺帶兩個孩子離場。 

59'07"－59'13" 6"  鑼響聲。 

59'21"－59'30" 9"  秦香蓮跪在路中。 

59'31"－59'50" 19"  陳世美出場。 

59'53"－1:00:11" 18"  陳世美下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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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5"－

1:00'27" 

無 陳世美：「擋路之人帶上來」，秦香蓮被帶到陳世美

面前。 

1:00'41"－

1:00'44"－

1:00'47" 

3"  秦香蓮說完：「大人啊！大人！」1:00'44"－1:00'47"

武場演奏。 

1:00'58"－

1:01'01" 

3"  陳世美說完：「喔呼」，武場演奏，接著說「原來進

京找夫」。 

1:01'20"－

1:01'53" 

33"  陳世美說完：「原來香蓮，我…」 

1:01'54"－

1:01'57" 

3"  陳世美說完：「唉呀！」武場演奏，接著又說。 

1:01'58"－

1:02'11"－

1:02'45" 

34"  陳世美：「原來香蓮進京到來」，又說秦香蓮瞞君騙

臣，1:02'11"－1:02'45"武場演奏。 

1:02'46"－

1:02'50" 

1:02'55"－

1:03'06" 

4" 

 

11" 

 陳世美說完：「有了！」1:02'46"－1:02'50"武場演奏，

再說：「我自有打算！」後，1:02'55－1:03'06 武場演

奏。 

1:03'07"－

1:03'15"－

1:03'16" 

1:03'20"－

1:03'26" 

1" 

6" 

 陳世美聽到秦香蓮說進京找夫：「來阿！」，1:03'15"

－1:03'16"武場演奏，再說：「取五十兩銀過來」，

1:03'20"－1:03'26"武場演奏。 

 

1:03'33"－

1:03'42" 

9"  秦香蓮說完：「感謝大人！」武場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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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8"－

1:03'55" 

7"  秦香蓮問是否能偷看陳世美一下，之後武場演奏。 

1:03'57"－

1:04'03"－

1:04'10" 

7"  秦香蓮說完：「…提這銀兩有什路用」，1:04'03"－

1:04'10"武場演奏開始，同時陳世美派人將銀兩撿起。 

1:04'11"－

1:04'25"－

1:04'30" 

5"  秦香蓮罵陳世美：「於心何安嗎？」，1:04'25"－1:04'30"

武場演奏。 

1:04'30"－

1:04'45"－

1:05'20" 

35"  陳世美說完：「來阿！帶馬」，1:04'45"－1:05'20"武場

演奏，這時陳世美騎馬離開，當中與秦香蓮拉扯，

秦香蓮因此倒地，柳旺帶著兩個孩子出現看見秦倒

地。 

 共計：

3'30" 

共計： 

34" 

文場與武場各自所佔的時間總長。 

第十台 

1:05'23"－

1:05'45" 

22"  延齡出場。（加上大吹） 

1:05'47"－

1:06'04" 

17"  延齡說完：「落轎」，1:05'47"－1:06'04"武場演奏。 

1:06'08"－

1:06'18" 

10"  延齡說完：「擋路之人帶進來」，武場演奏，這時柳

旺和秦香蓮兩孩子被帶到延齡面前。 

1:06'35"－

1:06'39" 

4"  延齡說完：「三軍向前觀示」，武場演奏。 

1:06'43"－

1:06'57" 

14" 

 

 延齡說完：「取水叫醒」，1:06'43"－1:06'57"武場演奏，

侍衛將水倒在秦香蓮身上，1:06'59"－1:07'08"武場演



 
 
 
 
 
 
 
 
 
 
 
 

 

 
 

74 
 

1:06'59"－

1:07'08" 

 

9" 

奏，秦香蓮醒來了。 

1:07'25"－

1:07'34" 

9"  柳旺帶秦香蓮去講給延齡聽。 

1:07'50"－

1:08'01" 

11"  秦香蓮開始說給延齡聽（用手比動作）。 

1:08'34"－

1:08'36" 

2"  秦香蓮回答延齡問陳世美的生辰日月：「這嗎？」，

武場演奏，再說「八月十六日」。 

1:08'41"－

1:08'44" 

1:09'40"－

1:09'50" 

3" 

 

10" 

 延齡說完：「唉呀！」1:08'41"－1:08'44"武場演奏，又

說：「…引見夫妻相會」1:09'40"－1:09'50"武場演奏 

1:09'54"－

1:09'58" 

4"  秦香蓮說完：「謝大人！」，武場演奏。 

1:10'17"－

1:10'22" 

5"  延齡說完：「三軍進五兩銀來…」，武場演奏。（請秦

香蓮扮唱女）。 

1:10'42"－

1:10'52" 

10"  秦香蓮說完：「感謝大人，受阮母子四拜」，武場演

奏，秦香蓮也走下台。 

1:10'54"－

1:10'55" 

1:10'57"－

1:11'13" 

1" 

 

16" 

 延齡：「來阿！」，1:10'54"－1:10'55"武場演奏，又說：

「打轎回府」後，1:10'57"－1:11'13"武場演奏。 

 共計：

2'27" 

共計： 

0 

文場與武場各自所佔的時間總長。 

第十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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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4"－

1:11'28" 

14"  陳世美和趙飛鳳出場。 

1:11'29"－

1:12'59" 

 1'30" 陳世美與趙飛鳳合唱，後來坐下來。 

1:13'00"－ 無 趙飛鳳已經幫陳世美將東西都準備好為他祝壽，這

時王相爺到。 

1:13'20"－

1:13'31" 

11"  陳世美請趙飛鳳入內，趙下台。 

1:13'32"－

1:14'20" 

48"  陳世美說完：「有請！」，武場演奏，最後各自坐下

來。 

1:14'37"－

1:14'41" 

4"  延齡說完：「獻上壽禮」，武場演奏。 

1:14'43"－

1:14'45" 

1:14'51"－

1:15'27" 

2" 

 

36" 

 陳世美：「哈哈！」，1:14'43"－1:14'45"武場演奏，接

著又說：「感謝，來啊！擺開酒宴。」，1:14'51"－1:15'27"

武場加上大吹演奏。 

1:15'30"－

1:15'41" 

11"（加上

大吹） 

 陳世美說完：「王相爺請了！」，兩人互相敬酒，武

場演奏。 

1:15'42"－

1:15'55" 

無 延齡問是否有歌舞助興，陳世美：「待，歌舞伺候」 

1:15'56"－

1:18'35"－

1:18'44" 

 

8" 

2'39" 歌舞助興，1:15'56"－1:18'35"唱曲，1:18'35"－1:18'44"

歌舞退下，武場演奏。 

1:18'45"－

1:19'14" 

無 延齡請來一位歌藝甚好的賣唱女，要向郡馬爺祝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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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5"－

1:19'33" 

18"  秦香蓮出場。 

1:19'47"－

1:19'48" 

1"  陳世美：「來啊！趕出去！」1:19'47"－1:19'48"武場演

奏，直到延齡說完：「且慢」才停止。 

1:19'49"－

1:20'29" 

無 陳世美想辦法要將秦香蓮趕出去，延齡不斷的問陳

世美為何如此，難道郡馬爺天生富貴，就無貧窮親

友嗎？ 

1:20'30"－

1:20'33" 

3"  陳世美說完：「這……」，武場演奏。 

1:20'34"－

1:20'58" 

無 陳世美承認自己失察，請老爺延齡包涵，延齡請秦

香蓮開始唱曲。 

1:20'59"－

1:21'40" 

 41" 秦香蓮唱＜一條手巾＞。 

1:21'41"－

1:22'35" 

無 延齡：「慢且，郡馬爺方才所唱孟姜女千里尋夫，此

女子真是多情多意」，陳世美卻說孟女亦可再嫁，何

必如此辛苦，延齡欽佩秦香蓮，請他繼續唱下去。 

1:22'36"－

1:23'19" 

 43" 秦香蓮唱＜一條手巾＞。 

1:23'20"－

1:23'36" 

無  延齡：「暫停，方才唱出董永賣身葬夫…唱的好，再

唱！」 

1:23'37"－

1:24'20" 

 43" 秦香蓮唱＜一條手巾＞。 

1:24'21"－

1:24'58" 

無 延齡：「暫停！是有巧合，聞說郡馬爺也是君州人

氏…」，陳世美：「家嚴慈早年別世」，延齡：「喔！

這就福氣嚕！…再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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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3"－

1:25'06" 

3"  秦香蓮說完：「相爺作主啊！」，武場演奏。 

1:25'55"－

1:25'57" 

2"  秦香蓮說完：「誰疑我夫不肯相見」，武場演奏。 

1:26'05"－

1:26'06" 

1"  秦香蓮說完：「我夫姓陳明世美」，武場演奏。 

1:26'58"－

1:27'07" 

無 陳世美說他認不得秦香蓮，與延齡吵架。 

1:28'28"－

1:34'30" 

 6'2" 秦香蓮唱曲「恨冤家」。 

1:34'42"－

1:34'56" 

14"  陳世美說完：「趕出去」，秦香蓮下台，武場演奏。 

1:35'15"－

1:35'26" 

11"  陳世美說完：「趕出去」（趕延齡），武場演奏。 

1:35'38"－

1:35'40" 

2"  延齡說完：「唉呀陳世美！」，武場演奏。 

1:35'41"－ 說話 延齡：「…你犯了不忠不孝不義三大罪…」 

1:36'03"－

1:36'25" 

25"（加上

大吹） 

 全部下台。 

 共計：

3'18" 

共計：

12'32" 

文場與武場各自所佔的時間總長。 

武場總長度：27'28" 

文場總長度：28'42" 

文武場同時總長度：4'02" 

表 13：《秦香蓮（上）》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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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表格可以觀察到以下現象： 

1. 表中關於文場及武場之間的比重關係，筆者發現：雖然從過去的文獻以及訪

談過程中都將「九甲戲」歸類為「南管戲」，但是文場與武場演奏的比例卻

十分相近，武場演奏出現於每一幕之間的過門，或是人物上、下場的伴奏，

還有戲中官位較高者出場，以及熱鬧場面皆以武場演奏來增加熱鬧氣氛；南

管演奏指出現於唱曲時，雖然出現比例少，但一有文場演奏，時間長度都比

武場的時間長（武場出現的時間長度大都只有短短幾秒鐘），因此從實際的

演出記錄，能夠看出文場與武場之間出現的分配與彼此的比重。 

文場  武場  

出現次數少 ：18 次 出現次數多 ：138 次 

單次出現演奏時間長  單次出現演奏時間短  

表 14：《秦香蓮（上）》文、武場次數統計表。筆者製表。 

2. 唱曲的部分，可以發現一首曲調在戲劇中是如何被運用與詮釋，由於劇情不

斷的發展進行，有時不會單純的唱完一首歌曲後才進行下一段劇情，也許在

某個情節中，同一首曲子分段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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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對於傳統藝術的研究，並非一兩年即能「清楚」，光是從第一步踏入認識就

需要好長一段時間，更何況是一個研究，都得花上不少時間、精神、體力…等等，

筆者雖然早已知道這過程的難度，但因為有了過去在大學所累績的經驗，以及在

研究過程所體驗到的種種，筆者還是再次的選擇了與自身較為缺少接觸的傳統音

樂領域做為碩士班論文研究。 

    在兩年左右的研究中，再次深深的感受到任何藝術於台灣發展與傳承的諷刺、

艱辛與無奈。首先不談論九甲戲此傳統藝術從何而來，九甲戲的確在台灣留下許

多紀錄，而且真真切切的影響了台灣將近一百多年，這一百多年，包括從清光緒

27 年首次有了九甲戲的紀錄，到了民國 6、7 年間非常著名的台中后里「泉郡錦

上花」，王包與王萬福當時走遍全台各地做戲，甚至受到許多戲班的要請教授戲

曲，直到民國 24 年台中后里墩仔腳大地震，許多戲班就此解散，直到民國三十

八年才有了「基隆新錦珠劇團」，但短短的在兩年內因經營不善，於民國三十八

年底被陳廷全先生的祖父陳圈買下，並且改名為「台中新錦珠南管歌劇團」，之

後許多九甲戲團皆從台中新錦珠分出，包括姚錦源成立的「勝錦珠南管歌劇團」、

紀錫智「新麗園南管歌劇團」、周添順「正新麗園南管歌劇團」、吳燦珠「新燦珠

南管歌劇團」、陳金河「錦玉鳳劇團」、張玉英和周金蕊「新金英南管歌劇團」、

陳金河「台南新錦珠南管歌劇團」，從民國三十八年「台中新錦珠南管歌劇團」

到民國五十三年「台南新錦珠南管歌劇團」結束，可說皆是「台中新錦珠劇團」

的天下，直到現在民國一百零五年，陳廷全所帶領的「南管新錦珠劇團」活躍於

台灣，以上這些曾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活動的人們，是如何的經營，又如何得想盡

辦法生存，現在的社會又是如何的改變，以致於讓這些為了傳承傳統藝術之人如

此辛苦，大家雖是了解傳統的重要性，但又有哪些實際的保障與做法，因此不免

有些諷刺。 

筆者在這研究當中，從個人到團體來來回回的接觸與研究，張忠雄理事長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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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雖然不懂九甲戲此傳統技藝，但因為有了林萬洲樂師的熱心指導，彼此攜手帶

領社區將九甲戲與戲劇結合，並且安排與大陸九甲戲班做交流，筆者也與他們一

同學唱曲，跟隨林萬洲樂師了解他的學習過程，張忠雄理事長夫婦也分享了許多

接觸九甲戲的過程，但我們都知道，傳統技藝的學習並非這麼容易，太多因素無

法讓社區廣福劇團持續不斷的學習九甲戲，也因為如此，林萬洲樂師更是從希望、

興奮、期待，最後成為泡影，滿腹無奈。從「南管新錦珠劇團」實際的演出中，

給予筆者許多寫作上的看法及靈感，如何對於九甲戲能有更真實的紀錄呈現，樂

器的使用即可看出「九甲戲」很強的吸收能力，甚至可將民間樂器也包容其中，

提升戲劇的效果；根據演出時間詳細的紀錄內容之後，更能從演出中知道文場與

武場彼此的結合方式以及其功能性。 

    社會的變遷、人的審美觀改變、傳統技藝者逐漸消失、生技的問題、國家是

否重視…等等因素，使得想傳承的這些人無從發揮，但就算是外在有如此多讓人

失望的因素，「九甲戲」在這些傳承者心中，依然是如此珍貴、驕傲和感動，從

每位受訪者談吐中，聽到的是一種藝術在自己生命裡的重要性，每個人的重要性

也許不同，但他們學到的是對藝術的堅持、熱情、不忘本。 

    筆者希望能為台灣九甲戲的歷史紀錄盡微薄之力，雖然無法記下所有相關的

人、事、物，音樂研究也礙於時間因素無法真正深入的學習南北管，了解之間的

配合過程以及過去與現在的改變，紀錄的深度與層面還十分粗淺，但希望能記下

這時代受訪者們對於九甲戲傳承與努力生存的過程。有幾個研究方向是很值得大

家繼續專研：（1）關於南管曲調與九甲戲曲調之間的變異關係，是否能透過實際

的演出重新採譜，包含各個樂器在演奏上的差別。（2）將「南管新錦珠劇團」歷

年來所演出過的劇目，做更詳細的分析，例如當中角色與演奏上的配合、樂器之

間的配合。（3）經由更深入的訪談，了解九甲戲音樂創作的想法，和南管音樂有

何不同（4）關於兩岸九甲戲的研究，目前各自發展的現況，未來可能繼續的方

向，讓兩岸的九甲戲能展現出更鮮明的風格，以及彼此交流的過程及內容，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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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重要且具有意義的研究。身為藝術家的本身，也因為此研究過程拓展了許多

眼界，不再局限於自身所學之事，相信這一切的人事物所給筆者的啟示與影響，

能轉化為內心最美喜悅、最有力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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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照片 

 

民國 52 年於后里演出的劇照。林萬洲樂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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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林素鑾訪談紀錄 

時間：2014 年 3 月 13 日（四）下午 2：30～4：00 

地點：林素鑾住家 

訪問內容：林素鑾女士首次訪問 

 

內容 

Q1 翁鈺鈞（以下簡稱翁）：請問您現年幾歲？ 

A1 林：74 歲。 

Q2 翁：請問您唱戲唱多久了？ 

A2 林：我 15 歲去做戲，我從小孩就去學做到現在，我可以說是國寶了，我都沒

有停的，別人出嫁後就收起來了，我沒有，我們倆（先生詹德東）都做一樣的。 

Q3 翁：請問你們有哪些角色？你本身主要是什麼角色？ 

A3 林：我現在應該是什麼都要會做，因為有在教學生，以前跟現在有分，以前

年輕做小生，有時候就做三花、彩旦、小旦…都做過，因為做到現在教什麼就馬

上出去了，到現在這個年紀就是做老生、老旦。 

Q4 翁：您可以說說以前是如何開始去學做戲的？ 

A4 林：我們以前有內台（就是戲園），我就是在看戲，結果頭家（閩南語，老闆）

出來招看有沒有人要學戲，我就跟他去了，這可以說 60 多年前的事了，我加入

的團叫南管的「新錦珠」，最早就是在那裏學的，以後戲園就比較沒有改做電影，

改新劇，後來就是改做古裝的，現在就是有在教學生，以前在新錦珠，現在在「新

藝芳」，兩團都是 20 多年。 

Q5 翁：目前你們的團有多少人？ 

A5 林：如果是公演就要調三、四十個人，平常如果出去做，文武場和做戲差不

多 15～16 人，但是也要看別人花多少錢請我們，所以這很難說，你如果要說這

個團，已經有三代了… 

Q6 翁：您說您們的腳色總共有哪些？ 

A6 林：小生、小旦、苦旦、武生、武旦、彩旦、三花、老生，這些是比較重要

的角色，你要看是演哪齣戲再來寫角色……我現在做的是歌仔戲，你如果要南管

的要找我先生，我去拿給你看… 

Q7 翁：您們這個團的年紀大概是幾歲？ 

A7 林：我最老，最年輕有十幾歲的，他們有三代，頭家是第一代，兒子和媳婦

是第二代，三個孫子都在台北讀復興，團長叫吳光弘，現在是他兒子吳孝琪在帶，

我們有兩三團耶，女兒也有一團，第三代還在讀書，但是星期六、日都會回來做。 

Q8 翁：你們團有沒有在拜什麼神？ 

A8 林：我們老爺田都元帥。 

Q9 翁：你們有說什麼時候要拜嗎？或是出團的時候？ 

A9 林：我們只要做戲都會請出去，如果做戲一定跟團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