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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1-1本研究之源起 

研究車鼓陣音樂的動機來自於一個電視節目。在這個介紹鹿草車鼓陣的節目

中，呈現在我眼前的是一群年長的人聚集在一起學習車鼓陣的動作，節目並介紹

車鼓所使用的道具和一些音樂上的調子。這時我對於車鼓陣並不是非常了解，只

覺得它們的動作非常有趣。 

決定以鹿草車鼓作為研究對象後我把鹿草當地車鼓的傳承和轉變方面的兩

個問題做為主線，我認為這兩點是現今傳統藝術中不可或缺的元素。首先以傳承

來說，在我第一次在電視中看到學習的成員大多是年長的人，然而我原來想像，

傳承應該是傳給年輕一輩的，可是在我所看的當中沒有一個是年輕人，這現象讓

我覺得有趣也讓我產生了疑問。 

第二就是轉變，由於台灣社會進步以及科技快速發展，相對的在藝術發展上

也越來越多元化，然而在這種前提下，傳統文化中必然會出現轉變的元素。在這

方面藤守堯先生所著的《藝術社會學描述》中提到了以歷史為中心並分別向兩方

面去探討，一方面是追溯在文化社會、經濟以及時代變遷中被影響後所產生的藝

術變化，另一方面是去探討藝術如何去呈現時代的變遷。所以我認為或許可以從

當地車鼓教學和傳承的行為中來了解車鼓如何藉由這種教學方式保存。 

 

本人寫作此論文的目的是希望藉由對車鼓陣和車鼓音樂的使用描述、及文化

保存和傳承等問題的討論，利用在校所學的民族音樂學理論與方法為工具，我預

期藉由這次的研究來讓自己對車鼓以及傳統的文化有更深一層的認識。針對於以

上種種問題，我使用田野調查中的實地考察來做為研究的方法，再配合訪談了解

操作車鼓陣音樂的人的想法。 

 

在地理位置上:鹿草位在嘉義縣的西南部，也就是嘉南平原的中部，東

至中山高速公路與水上鄉相連，西鄰布袋鎮及義竹鄉，西北與朴子市相

連，南以八掌溪為界與台南縣後壁鄉相對。北鄰太保市，以嘉義市來說，

鹿草鄉位於西南方的十四公里處，總面積為 54.3151 平方公里。  

在地形與地質方面當地地形由東北向西南傾斜，地勢平坦，東西長

約 10.2 公里，南北約 9.7 公里，轄區內的河川以八掌溪為主，由東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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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本鄉南邊環繞，鴨母寮大排水由東向西貫穿其間。本鄉土壤大部份為

台灣粘土，臨八掌溪岸之土壤為砂岩新沖積土，少部份為砂頁岩沖積土。 

而在氣候與雨量方面本鄉位於台灣西部，所以常年氣候溫和，年雨

量介於 1100-1500 公厘之間，雨季集中於五至九月，佔全年降雨量的 75

％，年平均溫度 23.6 度，依整體而言，雨量相當充沛，頗適直農業生產。

季風方面夏季以西南為多，入秋後則季節風較強，每年七至九月為颱風

侵襲期，由於本鄉地勢平坦，常使農作物遭受風害而損失嚴重。  

選擇鹿草為研究對象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這個地區的空間特性相當吸引我。當我第一次到鹿草頂潭村的時候，

發現這是一個位於省道旁的一個村落，除了有少部分的現代建築外，大多是農村

和三合院的形式，車鼓陣音樂的空間就是在這些三合院的空間和附近的廟口，而

這樣的空間是否是造成這種形式的車鼓在此地形成的原因? 

再者以學習的年齡層大多是六十歲左右的老人這一點是否對於傳統文化來

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也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車鼓音樂是否會因為年長的人

本身個人經驗，以及對於傳統文化中傳承的一個情感因素，而影響學習車鼓音樂

的行為與想法。 

1-2車鼓陣的相關文獻 

在相關文獻的內容方面有(陳麗娥 1990、黃文正 2002、施德玉 2002、蔡奇華

2006、李秀娥 2001、黃玲玉 1997/2002)，我採用了車鼓的定義、相關名稱、使用

場合、車鼓音樂種類、劇目來源、地區分佈及車鼓的歷史等，歸納相關的書籍，

在此用表格來呈現，首先以車鼓的定義來說: 

表 1、車鼓的定義 

作

者 

陳麗娥 

 

黃文正 施德玉 蔡奇燁 李秀娥 黃玲玉 

1997 

車

鼓

的

定

義 

表演時

將鼓放

置車

上，擊者

立於車

上表演 

在閩南

地區為

了配合

地方迎

神賽會 

等節慶

活動，所

組織的

藝陣 

 

流行於閩

南與台灣

一帶的表

演藝術，

具有的扭

動身段 

「弄」：

舞動、表

演之

意；

「鼓」：

同「故」

作「故

事」之

意，也就

是「翻弄

舞動以

演故事」 

「弄」、

「車」為

「翻」、

「舞」的

意思； 

「車」為

「敲

仔」； 

「鼓」為

錢鼓擊動

之音 

 

台灣車鼓源

自於中原一

帶秧歌之傳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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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車鼓的相關名稱來說，大多是類似的: 

表 2、車鼓的相關名稱 

作

者 

陳麗娥 黃文正 蔡奇燁 施德玉 黃玲玉 李秀娥 呂訴上 

相

關

名

稱 

   車鼓 車鼓   

 車鼓陣  車鼓陣 車鼓陣 車鼓陣  

 車鼓戲  車鼓戲   車鼓戲 

車鼓弄  車鼓弄     

  弄車鼓 弄車鼓    

 三小戲      

 

 

劇目的來源方面有地方劇種、系統劇種及日常生活: 

表 3、車鼓演出劇目的來源 

作者 陳麗娥 黃文正 蔡奇燁 施德玉 黃玲玉 

(1997， 

2002) 

呂訴上 

劇目

來源 

宋代小

戲 

小梨

園；本地

土語小

戲 

 

南管；民

歌系統 

閩、台戲

曲 

南管; 

民間故

事及日

常生活

為題材

創作 

南管 

 
 
 
車鼓的分布來說 
表 4、車鼓的分布地區 

作者 陳麗娥 黃文正 蔡奇燁 施德玉 黃玲玉 李秀娥 黃玲玉 

地區

分布 

中原、 

福建、 

南瀛地

區 

南瀛地

區 

閩南與

台灣一

帶 

偏遠的

鄉野地

區; 

北部

9.43%、  

中南部

90.56% 

中原、

福建、

台灣中

南部沿

海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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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鼓的來源(歷史): 
表 5、車鼓的歷史 

 

 
二.鹿草車鼓陣的沿革與現況 

 

2-1鹿草車鼓陣音樂之沿革 

 
鹿草的車鼓音樂是由廟會所發展出來的而就田野訪談的資料得知，鹿草地區

有車鼓陣的地區只有鹿草鄉頂潭村。在田野訪談過程中，得知現在當地學習的車

鼓陣內容大多以跳的為主，以兩個人為一組練習。我參加了一陣子後才知道原來

也有在教車鼓唱的部分。為此，我詢問了一些參加者後才發現，大家對於「唱車

鼓音樂」這件事的態度是有一些不好意思唱的感覺。有些成員更認為如果叫一些

較年輕的人去唱，會比較好聽，以至於演變到後來大家只學習怎麼跳車鼓，而唱

的部分則是由老師自己唱或是較年輕的團員自己找老師指導。 

早期在當地車鼓音樂有一些樂手可以來和車鼓互相配合，但是這些老前輩由

於年紀的關係，皆相繼過世了。 

最早是在約 20年前所改建的龍湖宮作為一個開始，當時只有廟會中有車鼓的

表演，大部份是從外地請來的車鼓團體，在當地並沒有車鼓陣的教學，一直到約

2004年才開始有以類似教學為主的車鼓團體出現。早期沒有限制來參加者年齡，

                   
1日據時代吸收了「採茶旦投茶籠」情色戲謔的表演 

作者 黃玲玉 黃文正 蔡奇燁 李秀娥 呂訴上 

車鼓的

歷史 

三杖鼓、三棒

鼓；採茶歌或

花鼓；秧歌；

南管音樂及

民歌；歌舞小

戲；250年前

傳入臺灣」 

明末清初

傳入台灣

的陣頭 

由閩南傳

入；採茶旦

投茶籠
1
 

《尚書．堯

典》裝扮成百

獸來吟頌詩

歌祭祀神

明；《禮記．

郊特牲》免除

自然災害所

舉行的“蠟

祭”。 

可能源自

唐宋的三

枝鼓、明

清的三棒

鼓或花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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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歡迎一些國中小學的學生來參加，但是從頭至尾都只有當地年長的人來參加，

以至於演變至後來變成只有老人來參加。 

以下是針對林探老師所做的訪談: 

筆者:請問您從什麼時候開始學習車鼓? 

林:我從年輕的時候就開始學了，有一次有一個先生來廟會那裏跳車鼓，跳 

完後就問說有沒有人要學，我那時還年輕，覺得很有趣味，就去跟那 

個先生(老師)學。 

筆者:那歌詞是怎麼來的? 

林:歌詞就以前跟老師學的時，老師一邊唱，我就一邊抄，抄完了再去問老 

師對不對，或者是問其他的人字對不對，在慢慢的改，我也有教過其 

他的團，有時候他們那邊做牽亡的不夠人都會過去支援他們，來學的

人會先把歌詞拿去抄，抄完後再叫我唱給他們錄音。 

筆者:那歌詞都抄的是一樣的嗎? 

林:每個都好像不太一樣喔。 

筆者:請問有演出嗎?大多在哪? 

林:有，像國小的運動會、廟裡的廟會或是社區的家長加減看(台語) 

筆者:請問來像您學習的人大多幾歲? 

林:以我們這個是給鹿草地區 65歲以上的人來學習的，而且這是縣政府主 

辦開班的，規定就是開給 65歲以上的人來學習的，而且是專門給鹿草鄉 

的老人學的，由別的地區來的是不可以參加的，而且沒有到年歲而參加 

的話，縣政府會打電話來罵，像你們個人來學還可以，團體的就不行了。 

筆者:那您對車鼓傳承和現在的教學有何看法? 

林:有一些人會來叫我教他們，我有教一團職業的，在太保市，也有一些人 

  學一學之 後就叫一些西樂的老師進來教，配西樂的樂器下去跳，而不 

  是用車鼓的隊伍器具，而拿旗子等等去跳，那些孩子手腳比較靈活，跳 

  起來是比較活潑，可是我們這個是六七十歲的老人，沒辦法這樣跳，上 

  頭是規定 65歲的才能來報名，我是跟上面的建議說:來學這個的 65歲已 

  經很沒有辦法了，年紀大的人以前都沒讀書，所以這個也是很有問題， 

  如果讓你學會了話，要去熱鬧或表演的話，已經沒有辦法可以走了，所 

  以後來才又改到 60歲，人數最少要 20人才能成班，才能申請經費，這 

  是屬於長青學宛的。
2
 

 

從以上的訪談可以看出有關鹿草地區車鼓班的年齡限制是由政府主導的。此外政

府也藉由各項文化發展計劃針對傳統民俗做定期的經費補助，如參予或推動相關

的社區民俗教學或是民俗活動((圖 1)，有時也會舉辦一些康樂活動或民俗比賽讓社

區年長的人來參加(圖 2、3)。 

                   
2在所有訪談的過程中,我發現雖然同樣在一個團體,老師跟學員所記憶的事情也會

因為年齡或其他因素的關係而使陳述的內容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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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參加社區人文發展計畫成員合照            圖 2、利用社區補助金所舉辦的康樂活動 1 

 
              圖 3、利用社區補助金所舉辦的康樂活動 2 
 

 

2-2 鹿草車鼓陣之現況 

 
    在本人的田野過程中，發現當地車鼓陣有國小在學習、一般老年人在學習

的和廟會的使用三種不同類型的車鼓陣模式。國小的車鼓在國小五年級時開始學

習，多以旦和角兩人為一組，男生為角，女生為旦，如果角的人數不夠的話，就

找幾個較壯的女生來擔任角。在演出的過程中，國小的車鼓會因為要增加可看性

而加入了一些雜耍的元素在內，如下腰或是轉手巾等的動作，在音樂上也都使用

一些國樂曲而非車鼓調。 

老年人的車鼓團體由老人會所主導，約成立於 2005年，雖然在成立之前就有

車鼓陣的演出或團體，但多以其他鄉鎮車鼓團體藉由廟會來做車鼓陣的演出與交

流。這個由老人會所成立的車鼓陣團體招生的方式是以廟方作為媒介，利用寺廟

中的廣播器播放來招募學員，所以學員大多是當地的老年人，他們把參加車鼓做

為一種閑暇活動。(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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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鹿草車鼓陣練習情形(晚上)           圖 5、林探老師指導情形 

 

 

 

 

 

 

 

 

 

圖 6、以圓的形式來跳 

而這個團體所演出的地方是在龍湖宮前的廣場，這個廣場不但是該地區活動

的地方，白天更是早市攤販集中的所在地，經詢問過當地人後得知，此地的市集

約在早上 4~5點開始營業，一直到 7點過後才陸續的收攤或轉到別的市集去營業

(圖 7、圖 8): 

 
圖 7、鹿草車鼓陣練習場地情形(早上)         圖 8、市集集散地(早上) 

 

而廟會的活動是每年的農曆 12月初一到初四，一位擅長旦、角兩種角色的車

鼓成員，對於廟會活動提出以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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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農曆 12月 1~4號會有廟會的活動，而別的地方的廟會邀請我們去表

演，而別的地方的廟也會來這裡表演，我們這邊算 12月初 4大熱鬧，算四年

有一次大熱鬧，不然每年一般都是去請媽祖而已，而沒有遊行，小歸小，不

過還是有做戲(台語)。阿車鼓是四年一次大熱鬧的時候在廟門口跳一下，然

後去請媽祖的金身的時候文妝(台語)
3
來跳，在四年一次的時候還會去別的地

方的廟去參拜以及鹿草鄉地區的巡街，而且有時候也會有其他的團體來參

加，就像會請東山的什麼花鼓來表演，他們那個都很蹲(台語)
4
他們那個都是

職業的，那一次都好幾萬的，兩三萬。都是女生，有的打鼓，有的打鑼，而

過年後還有一次廟會。 

 

 

三.鹿草車鼓陣表演及其音樂 

3-1在廟會的演出 

在廟會方面，本人記錄了鹿草鄉頂潭村的龍湖宮迎神廟會，這次的廟會，是

四年舉辦一次的龍湖宮主神三代浮佛清水祖師聖誕與迎上茄苳媽祖活動一起舉

辦(圖 9~12)。 

 
圖 9、龍湖宮:右-三代浮佛、左-清水祖師        圖 10、鑼鼓樂器車 

               
圖 11、鑼鼓樂器車:板鼓、嗩吶、大鑼、小鈸     圖 12、龍湖宮主神三代浮佛固定 

                   
3 文妝:陣頭演出前的穿戴道具或戲服的行為 
4 很蹲:蹲的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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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圖右前方為還未收攤的攤販 

 

從早上六點左右開始準備迎媽祖和繞境活動，因為這個地方早上還有市場攤

販在營業，所以廟方也稍稍的順延一下時間，並沒有一次到定位5
(圖 13) 。而在開

始遊行迎駕之前，是車鼓陣表演的時間(圖 15)，在音樂方面則是利用手推車加上播

放卡帶的主機與擴音式的喇叭
6
，接上電源(圖 14)。 

圖 14、放置音樂播放器材的推車               圖 15、迎媽祖前在龍湖宮的車鼓表演 

 

在廟會所使用的音樂與車鼓平常練習的曲子是同一首，皆是〈商輅騎馬〉 (圖

16)，而當天在測試撥放的時候發現並沒有從頭開始，在詢問林老師原因後了解是

因為之前有人試聽時弄亂了而找不到開始的地方，針對這個問題，我也曾經為此

                   
5 如圖 15的後方 
6 擴音式的喇叭:指的是非包覆式的音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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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過幫林老師錄伴奏帶的三弦伴奏，他說老師不太習慣用 CD撥放器，因此不

太會用。 

 
                         圖 16、商輅騎馬口白譜例 

在廟會的車鼓表演本次有以下幾種形式，1.廟前的車鼓團體表演(圖 15)2.廟前

的雙人表演(圖 17、18)3.遊街時的表演(圖 21、22)4.隨神明遊街時遇到鄉間小路的廟時

所跳的(圖 23、24)四種。        

 
圖 17、媽祖廟前的雙人表演 1                 圖 18、媽祖廟前的雙人表演 2 

廟前的車鼓團體表演是以平時車鼓練習的形式來呈現出來，在表演當中並沒

有加入先前修改的動作，可是並沒有全部走完一輪，差不多只走了 3~4圈廟會就

開始了。 

 

廟前的雙人表演使用的曲目是〈當初未嫁〉 (圖 19)，而這時的雙人表演最特

別的地方是有三弦的現場伴奏(圖 20)，這位伴奏就是之前曾經接受本人訪談的那位

(參照本文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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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雙人表演當初未嫁口白譜例       圖 20、雙人表演的三弦伴奏 

在遊街的使用則是以隊形和「角」的敲仔所製造的聲音為主，搭配放音樂的

推車，在隊伍中的位置是在天上聖母的後方，整個隊形是角在左旦在右(男左女

右)，角邊走邊敲敲仔，旦則是以橫 8字形的模式左右搖動扇子和絲巾(圖 21、22)，

在走的同時也發生有趣的事，車鼓的成員在遊街時也會遇到熟人，而車鼓成員也

會很熱情的問候(圖 24)。 

 

 
圖 21、遊街時車鼓的表演，角在左、旦在右     圖 22、遊街時:角邊走邊敲敲仔(台語)旦搖扇子 

圖 23                                      圖 24、車鼓成員與認識的人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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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明遊街時遇到鄉間小路的廟時所跳車鼓是為了答謝神明(五營將軍)保護當

地的辛勞，隊形是旦角各半以兩行的隊形來跳，而跳的方式是以原地雙腳交叉蹲

下同時角敲敲阿旦搖扇子，蹲下起來一次(圖 25~28)。 

 

 
圖 25、向路邊的小廟(五營

7
)表演答謝 1        圖 26、向路邊的小廟(五營)表演答謝 2 

 

 
圖 27、向路邊的小廟(五營

8
)表演答謝 3         圖 28、向路邊的小廟(五營

9
) 

 

 

 

 

 

 

 

                   
 

 
9 五營:廟宇周圍的五個小營寨,外觀類似小廟,內部則恭奉令旗、令牌、權杖、竹符、金紙、 

      香爐等。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15 
 

3-2社區活動的演出 

在社區活動的演出，大多是以學校或是當地村民的白場(喪事)以及參加民俗

比賽活動為主，有關國小車鼓的敘述，在此以「嘉義縣鹿草鄉碧潭國小 97學年度

親職教育活動暨創新鄉村社區人文發展成果展」中所呈現的車鼓表演為例。碧潭

國小車鼓成立於民國 79年，由校長主導，林探老師開啟，陳美麗老師指導受到歷

任校長的支持，並經常參加由政府主辦或補助的活動例如下表中的活動就是搭配

政府「落實校園核心文化價值」政策所舉辦的活動，(表 6) 

(表 6)嘉義縣落實校園文化核心價值成果博覽會開幕典禮及活動流程 

日期：97年 11月 29日（星期六）   地點：嘉義縣政府中庭 
項次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負責單位 

1 08：00－08：30 報到 行政組 

服務組 

2 08：30－09：00 開幕－暖場節目 

1.龍港國小-（健康操） 

2.灣潭國小-（答嘴鼓） 

3.新港國小-（非洲鼓） 

典禮組 

3 09：00－09：40 1. 介紹長官來賓 

2. 縣長致詞 

3. 長官來賓致詞 

4. 頒獎 

5. 禮成 

典禮組 

4 09：50－11：30 ※動態優質社團表演 

1.山美國小-（鄒族歌舞） 

2.水上國小-（木笛演奏） 

3.社團國小-（傳統鼓樂） 

4.鹿滿國小-（跆拳舞蹈） 

5.柳林國小-（歌仔戲秀） 

6.沙坑國小-（絲竹樂演奏） 

7.碧潭國小-（車鼓舞）◎ 

典禮組 

5 11：30－13：00 充電時刻 行政組 

服務組 

6 13：00－14：30 ※動態優質社團表演 

1.來吉國小-（搖滾樂） 

2.柳溝國小-（陶笛演奏） 

3.平林國小-（腰鼓） 

4.新港國中-（室內管樂） 

典禮組 

7 14：30－ 圓滿閉幕  

8 08：30-11：00 隙頂國小-小小茶博士茶藝展 典禮組 

9 08：30-14：00 靜態展 

各校及各議程組資料成果展覽 

場地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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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車鼓在學校搭配活動演出(圖 29~36): 

 

 
 

 

 

 

 
         

圖 29、碧潭國小門口                     圖 30、校外演出記錄 

 

     
圖 31、演前道具定位                         圖 32、手持小鼓、花鼓隊形變換 1 

 

 
圖 33、手持小鼓、花鼓隊形變換 2             圖 34、國小車鼓「旦」持扇子 
 

 
圖 35、「角」持四塊與「旦」對弄             圖 36、「角」持華蓋繞圓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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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小車鼓的演出中，隊形的變化是主要的演出模式，所拿的道具有小鼓和

花鼓(圖 32)，搭配著變換隊形的步伐，在角的道具方面，與社區車鼓有所不同，除

了小花鼓和四塊外，還有華蓋的使用(圖 35、36)。 

 

另一方面老人會所辦的社區車鼓也會在當地國小所舉辦的活動中演出，也算是一

種呈現(圖 37~42): 

  
圖 37、老人會車鼓國小演出前準備「角」     圖 38、「旦」裝戴頭盔 

 

 

 
圖 39、林探老師講解說明                   圖 40、老人會車鼓國小演出前定位 
 

 

 
 

圖 41、「旦」、「角」互動                  圖 42、變換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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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方的圖片(圖 37、38)首先看到演出前大家互相幫忙穿戴道具的情形，另外

在(圖 41、42)中發現與國小車鼓相較之下其身段較為柔軟，動作也不大，以我的觀

察是由於年齡、學習的性質與動機不同所造成的，但是大體說來這兩種車鼓的基

本隊形還是以繞圓圈的方式來跳。社區車鼓的成員對於演出的重視，而且在演出

中也非常的投入。另一方面，本人也發現到，雖然國小車鼓雖然隊形的變化非常

的多，但是旦角的互動卻是最基本的，從(圖 35、41)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在這兩

張照片中皆呈現了旦角的互動場面。 

在參加民俗比賽活動來說， 有縣政府所舉辦的和電視台所舉辦的兩種型

式，這次的比賽是由公共電視為了製作電視節目「就是愛唱歌」所舉辦的歌唱比

賽節目，這一次比賽是在嘉義市的中正公園舉辦，以下是一個現場錄影的歌唱比

賽節目: 

 

 

  
  圖 43、公視「就是愛唱歌」表演比賽前準備    圖 44、公視「就是愛唱歌」表演比賽採排 1 

 

 

 

  圖 45、演出前林探老師解說演出曲目內容      圖 46、公視「就是愛唱歌」表演比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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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公視「就是愛唱歌」表演比賽 1         圖 48、評審老師向林探老師學習 

 

 

 

 

 

 

 

 

 

 

 

 
 
 

 
圖 49、主持人與林探老師互動 

 

在現場有好幾位的參賽者，但是相關名俗的表演只有林探老師的車鼓，正因為

如此，這項民俗也引起評審老師和主持人的興趣與重視，並紛紛上台向林老師學

習(圖 48、49)。不僅如此，林老師也會利用公開的場合向大家大概的介紹車鼓這一

項傳統民俗和演出的內容與曲目(圖 45)。 

在開始彩排的當中也發生了一些狀況，由於伴奏是現場演奏的，所以發生了伴

奏與林探老師所唱的車鼓對不起來，就本人的觀察是因為由林探老師所唱的車

鼓，即興成分非常的高，而且在速度上也非常的自由，在之前曾經詢問過林探老

師外出演出時，音樂配合的問題，林老師說那是需要長期配合或一起練過很長的

一段時間，才有辦法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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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鹿草車鼓陣音樂 

 在鹿草當地的車鼓音樂在使用上，在本人的田野中發現有兩種不同的表現形

式，一種是社區車鼓所使用的水車調或車鼓調，另一種是國小車鼓所使用的國樂

合奏曲。社區車鼓所使用的水車調或車鼓調是由林探老師所唱的，然後用錄音帶

把他錄起來，在平常練習的時候在放出來讓學員跟著跳。 

在林老師所教的車鼓曲目中，是非常豐富的，以下是林老師現有的車鼓譜: 〈五

更後〉、〈民俗教子歌〉、〈共君走到〉、〈共君斷約〉、〈坐牢歌〉、〈我也

恨你〉、〈看燈十五〉、〈記得當初〉、〈準備梳妝〉、〈當初尾嫁〉、〈董漢

尋母〉、〈鼓返三更〉。(參照附錄) 

 

 

四. 音樂學及社會學的分析 

4-1關於參予者 

在本人的田野中發現到，鹿草當地參予車鼓陣的人在年齡層的差距上是非常

的大，最大的年紀約在 60~65歲上下(社區車鼓)，最小約在 12~13歲(學校車鼓)。

另外，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我發現，車鼓音樂的演奏者只有一位，而到外地

演出或比賽，則使用播放預先錄好音樂帶的方式來呈現。針對這個情形我也向當

中一位彈三弦的樂手來詢問: 

    筆者:請問一下像林老師外出的表演大多用放音樂帶來當伴奏? 

三弦伴奏:不一定，早期我比較有時間都會跟去表演或是比賽，不過最近這一 

         陣子有工作在做，時間配不起來，所以就用這種方法。 

        筆者:那這樣配起來的話會不會有配合上的問題? 

    三弦伴奏:那是一定的，因為以前老師大多是伴奏去配他唱或是去跟，因為有 

             時候速度蠻即興的，以前的老樂師也都跟了很久，所以不會有跟 

             不上的問題，但是有些老樂師都走了或是沒有再彈了，而有些樂 

             曲是需要經常配的。 

        筆者:那你們之前都是什麼時候來練習配的? 

    三弦伴奏:早期大多在晚上，因為老師晚上才會來我家，而我早上也有工作， 

             慢慢的到後來因為練習的時間有時候都會很晚，而且鄉下地方的 

             人又很早就休息了，太晚會吵到鄰居，所以慢慢的就沒有再練習 

             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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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訪談中本人也發現，當地來參加的長輩以女性居多，大多抱持著來運動或是休

閒的心態來參加，來參加的方式多是以步行或是騎腳踏車來，以下是參加成員名

單: 

嘉義縣 98年度上半年長青學宛鹿草鄉車鼓班學員名冊 

編號 姓名 性別 年齡 學齡 住址 

1 林 X X江 女 69 5 嘉義縣鹿草鄉碧潭村 11X之 X號  

2 林 X X秀 女 76 2 嘉義縣鹿草鄉碧潭村 X之 X號 

3 林 X X瑕 女 77 2 嘉義縣鹿草鄉碧潭村 X號 

4 林 X X珠 女 65 3 嘉義縣鹿草鄉碧潭村 X之 X號 

5 陳 X X文 女 69 3 嘉義縣鹿草鄉碧潭村 XX之 X號 

6 林 X X鶯 女 76 2 嘉義縣鹿草鄉碧潭村 XX號 

7 王 X X月 女 66 3 嘉義縣鹿草鄉碧潭村 XX號 

8 鄭 X 華 女 78 1 嘉義縣鹿草鄉碧潭村XXX之X號 

9 林 X 免 女 75 3 嘉義縣鹿草鄉碧潭村 XX之 X號 

10 顏 X 照 女 66 1 嘉義縣鹿草鄉碧潭村 XXX號 

11 林 X 山 男 71 3 嘉義縣鹿草鄉碧潭村 XX之 X號 

12 楊 XX鳳 女 73 3 嘉義縣鹿草鄉碧潭村 XXX號 

13 陳 X 明 男 67 3 嘉義縣鹿草鄉碧潭村 XX之 X號 

14 陳 X 註 女 68 2 嘉義縣鹿草鄉碧潭村 XX之 X號 

15 施 X 珠 女 71 2 嘉義縣鹿草鄉碧潭村 XXX號 

16 林 XX里 女 69 2 嘉義縣鹿草鄉松竹村 XX之 X號 

17 林 XX娥 女 75 3 嘉義縣鹿草鄉松竹村 XX之 X號 

18 林 XX美 女 79 3 嘉義縣鹿草鄉碧潭村 XX之 X號 

19 黃 XX梅 女 71 3 嘉義縣鹿草鄉碧潭村 XX之 X號 

20 張 X 琴 女 74 3 嘉義縣鹿草鄉碧潭村 XX號 

21 林 XX子 女 69 3 嘉義縣鹿草鄉碧潭村 XX之 X號 

22 林 XX鳳 女 74 3 嘉義縣鹿草鄉碧潭村 XX號 

23 林 XX如 女 73 3 嘉義縣鹿草鄉碧潭村XXX之X號 

24 莊 XX受 女 60 3 嘉義縣鹿草鄉碧潭村 XXX號 

 

4-2音樂社會學分析 

在從音樂學的角度上，車鼓音樂是一種地方的小戲，早期是由宗教祭祀所發

展出來的(表一)，至於最早出現的相關文獻，出現於《禮記》、《尚書》中(表五)。

在這些文獻的記在中我也發現到車鼓音樂是與群體活動為主要的形式，伴隨著宗

教功能和休閒功能在人類的社會中形成一個無形的橋梁，以下就以本人的田野為

例: 

 筆者:請問您為什麼會想要來學? 

    學員 1:因為家住在附近，晚上也沒事，就當運動。 

     筆者:這裡是用什麼方法招生的 

    學員 1:廟這裡會有宣傳以及放送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22 
 

 

當中也藉由這樣的回答讓我發現到另一個媒介，就是廟方所扮演的角色，而它更

是一個宣傳、提供場地以及提供車鼓陣實用性的一個宗教機構，並且藉由廟會活

動創造一個氛圍以下是當地居民的主要姓氏以及歷年老年人口數: 

碧潭村簡介: 

從鹿草鄉鄉公所提供的資料來看，碧潭村位於鹿草鄉的八掌溪邊，舊名碧潭，日

據時代更名為頂潭，台灣光復後更名為碧潭，此地於清乾隆十四年由林定志開

闢，而境內主要的寺廟為龍湖宮，創建於清康熙二十四年，當地有林、王、楊三

大姓式的人口為主，其中以林姓為最大宗，早期是由福建省泉州安溪縣所遷居至

此。 

 
   94~97 年鹿草鄉 60~100 歲的人  

 

 

由於這個團體所限定來參加的年齡是 60歲以上的人，所以本人擷取了 93~98

當地的人口統計，藉由上列表格發現到在鹿草鄉當地老年人口是有逐年增加的趨

勢。 

這個團體的成員數有 24個，如照上方 97年的人口數來說，所占鹿草鄉 60~100歲

的人口約 190:1，但是來這裡學習車鼓的人口卻一直是在 24人左右，在訪談的過

程中林探老師也一直認為願意來學的年輕人不多，大多以念書和去外地工作為

主，以至於學習上出現了斷層，隨然當地的國小有在教車鼓，但據林老師說，國

小畢業以後多以升學為主，已無心在學習了。 

 

在與林老師的訪談過程中林老師提到當地也有其它的社區北管團體「鹿草碧雲

軒」，此團體是於 1948年由現任團長林煙之父林鐵所成立的，人數大約只有 10~20

個人左右,不過流動性較高，而車鼓團的人員較固定，人也比較齊。 

 

月份 94 95 96 97 

男 2091 2093 2100 2129 

女 2379 2379 2391 2422 

合計 4470 4472 4491 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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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音樂分析 

在音樂上，車鼓團平時再跳和團體表演時所使用的曲子是(準備梳妝)，我之

所以採用這首譜來作分析是因為，這是每種演出不論是廟會遊街或是平常練習時

最主要使用的曲目。 

 

 

O Q-QW- 6-6=Q= 6-3=5= 6| Q-QW- 6-6=Q= 6-5- 3-2=2= 3=2=3=5= 6=6=3=5= 6|    上 阿 五  上 五  六五． 上 阿 五  上 五六工 阿  工尺    五   六 五． 

 
5-6=Q= 6-3=5= 6-6=6=|3-2- 3=5=3=2= 1=6e2=1= 6q|3-2- 3|5-9-6= 3-5- 3-2- 1-6e6e| 

 六上阿五  六五  ．  工尺工 你來 上  乙   士 ．  工尺 工 ．  六 五 工六 工尺上 阿 

 
1=6e1=2= 3|2=3=6e1= 2 P 

  上   尺 工 ．  尺    上 尺 

上方這首樂譜是由林探老師所唱，藉由錄音帶所錄下來，由本人所謄稿的，雖然

在文字的譜上有寫什麼時候要變換動作(附錄 6下半部)，可是在實際的演出中會視

整體的速度來改變。 

在翻譜的過程中發現實際的音高與文字上所表現的音高是有差距的，這是由於固

定調與手調之間的根本性差異所產生的問題。 

 

從這一份譜中我從歌詞和旋律兩個方面來看。歌詞方面是以工尺譜為記錄的方

式，也是林老師在唱的時候念詞的依據，在斷句的方面上字數並不是對稱的，字

數的順序是 6→11→5→6→3→10→3(譜例)而演唱者也藉由斷句一開始的地方來加

重語氣。 

 

在旋律方面來看，是以 1 2 3 5 6這五個音所組合而成的，並且使用歌詞所提供的

骨幹音來作為基準，利用滑音的方式向上或向下滑到附近的音，藉此來配合所加

的襯字如「阿」或「你來」。 

 

梳妝打扮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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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野的採譜中發現到工尺譜所記的音在唱的過程中對於演唱者或是跳車鼓的 

人來說，只是一個文字上的紀錄，而我所依據的理由有兩點，一是在團體跳車鼓

時成員多著重於步伐和動作，並未真正去學習或研究如何演唱。二是文字譜上的

詞在本首中並未包含動作上的意義，而只是提供演唱者便於記錄。 

 

譜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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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本文的內容中，在第一章提到了研究的起源和文獻，在這當中說明了一些研

究當地車鼓的因緣，並且做了一些文獻上的歸納，在歸納中發現大部分對於車鼓

的敘述起源大多來自於呂訴上《台灣電影戲劇史》1991中，但是在一開始實在無

法從當中理出一個頭緒，其原因在於本書對於車鼓描述上是以歷史和當時的使用

者、使用狀況作概要性的敘述。 

 

在第二三章中的音樂方面是利用田野中車鼓陣音樂的使用狀況和現況來作

為寫作的中心，然而實際的田野中也與我先前所想的有很大的差異，一方面是車

鼓音樂在此團體中是屬於配角的部分，並非是一邊唱一邊跳，而且據林探老師所

說大部分的人都是受日本教育，不識漢字，所以久而久之就沒人願意去學習車鼓

唱的部分，另外一方面該團體在跳車鼓陣的音樂是利用錄音帶所放出來的,也使得

音樂唱的部分再傳承中更加的脆弱。反而是個人表演或是個人比賽時候才會由林

老師邊跳邊唱。 

 

 在第四章中則是從群體的角度著重於當地學習的人來作為一個描述以及概

略分析實際所使用的音樂。 

 

在我這次所研究的鹿草鄉頂潭村的車鼓中，發現了幾個問題，首先是車鼓陣

所學習的年齡層來說，當地社區所成立的車鼓團體所招收的年齡是在 60歲以上

(含)，在田野的過程中所了解到的原因在於當地的社區車鼓一開始的定位是給老年

人活動的一種休閒方式，再者也是由於並未有年輕人願意加入學習(早期並未限制年

齡)，在另一方面來說，頂潭村的小孩大多是隔代教養，而這是在我去參加碧潭國

小的活動中所發現的，在家長席上所座的大人年齡層都是屬於爺爺奶奶級的，很

少有看到年輕輩的或是父母的出現，如此下來就產生了只有小孩和年長的人在學

習，但是小孩子們在小學過後因為學業的關係而荒廢了車鼓的學習，這也使得傳

承上出現了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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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如果要讓地區的傳統民俗有更多的年輕人願意來學習，可以從國家所

頒發的認證來做起，從學校開始做一個認證的模式，並且鼓勵學會的學生來做教

學，一方面傳統的民俗傳承了下來,另一方面也會激起同年齡的學生想要學習的欲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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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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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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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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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坐牢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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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33 
 

 

附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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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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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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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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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民族誌 
 

2008/5/30下午 3:20分,我依照區公所網路上所附的聯絡電話打到鹿草鄉公所去問 

,但是我所得到的答案卻是已經沒有開班了,不知什麼時候才會開始,這下糟了,難 

道這條線索也斷掉了嗎?這時我想說那不然就先問林探老師的電話好了,還好那 

位鄉公所的員工也很樂意的提供我電話。 

2008/8/2 下午 6:10分我拿起了電話再撥了一次,終於通了,或許是由於放假前到今 

天我所撥的電話一直無人接聽的緣故,以致讓我聽到有人接起電話說喂的那一刻, 

我才興奮的放下忐忑不安的情緒,跟林老師表明了要做車鼓的田野訪問時,林老師 

也很快的答應了,起初我們是約星期一的上午,這是由於我擔心訪談的時間太接近 

正常休息的時間才決定的,但是林老師卻說下午都可以,所以我們就約星期一下午 

兩點鐘,當我們約好的時候我的內心有一種稍微放心的感覺。 

2008/8/3 下午七點我再一次打電話與老師確定時間時,林老師突然說:他要帶老人 

會去看醫生,星期一可能不行,要改到星期二,這時我也就順便問了詳細的地點和 

住址。 

2008/8/4 早上八點我到了嘉義,因為時間延後了一天,讓我有機會事先到採訪地點 

的附近找一下,由於頂潭村第一步是很明顯,第二我的導航也沒有,一開始我只找 

到碧潭村,一直繞了半天還找不到,後來就想說在之前所找的資料中林老師曾經有 

在碧潭國小教過車鼓,所以就先去找找看碧潭國小的附近,沒想到頂潭村就在附近 

的省道上,不過也由於是省道上,我當初認為門牌應該會一起,沒想到看到一半門 

牌號碼不見了,後來找了一下,又問了附近的人,原來是在裡面的三合院中,頓時心 

中終於踏實了。 

2008/8/5早上準備了一下後下午就出發了,由於住的地方是省道邊,商店實在少的 

可以,想說要買一個伴手禮去也不方便,不過還好有 7-11,所以就買了一盒餅乾禮盒 

,當我到了林老師家的時候四周看了看,那是一個四合院式的房子,林老師就住在 

入口右邊那一面,門前用一個小小的鐵門關著,鐵門的高度大約到我的腰,而鐵門 

是欄杆的形式,進入屋子內後久發現牆上掛著無數張的照片,在場的有林老師夫婦,

在向老師表明來意後,就開始做第一次的訪談。 

 

訪談內容: 

在這次的訪談中,一開始有一種好像很擔心有一大批的年輕人來學讓我有一些驚 

訝,因為對方一直強調他們是老人會的,以下是訪談的內容: 

 

筆者:由於之前在電視上有看過電視的介紹,而知道這個地區有車鼓陣的團體 

林:有阿,之前有三立的來錄影,有來過一次,老人會的也有來一次,我之前還有去 

   報名參加南華管理學院的研習,我們報名都有寫專長,我是寫車鼓流行歌,但是 

   結束那一天說要表演給大家看,可是沒有樂器,如果有樂器下去比較好聽,我們 

   著個是正傳統的,不會像其他的車鼓一樣,一下子弄很高,一下自弄很低,所以我 

   們這裡較特殊,樂器在對的時候比較好對,早期我有在我們這裡的國小教學生, 

   有一次我們這裡有一個樂手到太保表演,那裡有牽亡歌的車鼓表演,就跟他說 

   我們村也有一個老師在教,之後就有人來這裡找我泡茶順便來看,後來就教我 

唱來給他對在對完之後那個人就說你們這個比較好對,我就說我們這個是較

傳統的,問有沒有在教人,。 

筆者:請問您從什麼時候開始學習車鼓? 

林:我從年輕的時候就開始學了,有一次有一個先生來廟會那裏跳車鼓,討完後就   

   問說有沒有人要學,我那時還年輕,覺得很有趣味,就去跟那個先生(老師)學。 

筆者:那歌詞是怎麼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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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歌詞就以前跟老師學的時,老師一邊唱,我就一邊抄,抄完了再去問老師對不對 

   ,或者是問其他的人字對不對,在慢慢的改,我也有交過其他的團,有時候他們那 

   邊做牽亡的不夠人都會過去支援他們,來學的人會先把歌詞拿去抄,抄完後再 

   叫我唱給他們錄音。 

筆者:那歌詞都抄的是一樣的嗎? 

林:每個都好像不太一樣喔。 

筆者:請問有演出嗎?大多在哪? 

林:有,像國小的運動會、廟裡的廟會或是社區的家長加減看(台語) 

筆者:請問來像您學習的人大多幾歲? 

林:以我們這個是給鹿草地區 65歲以上的人來學習的,而且這是縣政府主辦開 

   班的,規定就是開給 65歲以上的人來學習的,而且是專門給鹿草鄉的老人學的, 

   由別的地區來的是不可以參加的,而且沒有到年歲而參加的話,縣政府會打電 

話來罵,像你們個人來學還可以,團體的就不行了。 

筆者:那您對車鼓傳承和現在的教學有何看法? 

林:有一些人會來叫我教他們,我有教一團職業的,在太保市,也有一些人學一學之 

   後就叫一些西樂的老師進來教,配西樂的樂器下去跳,而不是用車鼓的隊伍 

   器具,而拿旗子等等去跳,那些孩子手腳比較靈活,跳起來是比較活潑,可是我 

   們這個是六七十歲的老人,沒辦法這樣跳, 

   上頭是規定 65歲的才能來報名,我是跟上面的建議說:來學這個的 65歲已經 

   很沒有辦法了,年紀大的人以前都沒讀書,所以這個也是很有問題,如果讓你學 

   會了話,要去熱鬧或表演的話,已經沒有辦法可以走了,所以後來才又改到 60歲 

   ,人數最少要 20人才能成班,才能申請經費,這是屬於長青學宛的。 

 

在談話當中,林老師也拿出了一些譜來讓我參考以及拍攝,並且也唱了幾首車鼓的 

曲子來讓我錄音,也跳了一段車鼓讓我看,以下就是譜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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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老師示範跳的過程中,一邊跳還會一邊講解曲子中的故

事和動作的由來, 

林:像商駱騎馬它是在講秦雪梅教子的故事,所以它裡面會有

一些打小孩的動作 

   所以我們當小旦打角的屁股後角就要順勢轉過來,而自小

外出俗稱它賭博歌, 

   它是以韓信的故事為主要描述主軸 

筆者:那你們演一次大多需要多少時間? 
林:那個不一定,像做晚場(靈堂)的比較不趕,所以就做比較長,曲子也用的比較多, 

  如果是早場的(出殯),可能做一首兩首就有人在趕了,叫我們到那邊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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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那你們早晚場所演出的曲子跟表演或老人會所學的、用的曲子都一樣嗎? 

     還是有不同? 

林:一樣,不過有一些曲子會因為演出的地點或類型不同而歌詞會有所改變,例 

   如共君走到(俗稱牽亡歌)這一首,如果是喪家就用喪家的名字來唱,神明或廟會 

   的話就用神明或主神的名字來唱。 

筆者:只有這一首有這樣的情況而已嗎? 

林:只有這一首。 

 
共君走到(俗稱牽亡歌) 

 

在訪談的過程中,本來預計是要利用一問一答的方式來操作,但是在過程中,受訪 

者非常熱心的將他所知道的告訴我,如果要使用一問一答的方式來進行的話,可能 

會因為打斷對方而使受訪的過程很不自然,所以本人利用聊天的方式來做一個訪 

談的操作手法,一方面不會打斷對方的思考線路,一方面也可以拉近彼此之間的距 

離,再與受訪著交談的過程當中,彷彿聽著一段人生的故事,學習車鼓的人生歷程, 

當講到過去學車鼓的歷史以及參加民俗比賽得冠軍時所流露喜悅與自信的表情, 

我深深覺得與民俗藝術為伍的心情就像找到一輩子的的朋友一樣。 

 

2008/8/19晚上的上課由於下雨的關係,並未開始,練習的地點是在林老師住家附近

的一間廟「龍湖宮」的活動中心,不過由於有學員先到,所以就先行做了訪問: 

筆者:請問您為什麼會想要來學? 

學員 1:因為家住在附近,晚上也沒事,就當運動。 

筆者:這裡是用什麼方法招生的 

學員 1:廟這裡會有宣傳以及放送 

 

2008/8/26晚上 8點,學員陸續的進場,一來現場的感覺很好,就很像一個大家庭, 

在等待的同時每位學員也都天南地北的開始聊了起來,聊什麼都有,我也趁著還沒

開始上課之前和休息的時候,針對林老師和其他學員做了短暫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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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請問你們都固定在這裡上課? 

林:大部分是,是規定要在這裡上課,縣政府有時候會來抽查,當然有時候這裡也會 

   有其他的人來上課,像跳土風舞的等等,之前就是有一次換了時間,結果那一次 

   縣政府的人來抽查,一看都是年輕人,隔幾天就打電話來罵了,說為什麼都是年 

   輕人在跳,不是只收老人嗎?我跟她解釋了半天才結束,以後我就不太敢讓年 

   輕的人來這裡學跳。 

筆者:請問平常有去參加什麼活動嗎? 

學員 1:有時候會有學員以個人的名義去參加比賽,都有很好的成績,像我們林老師 

      這次比賽就得到縣內比賽的冠軍,另外有時候也會去參加廟會的活動、國 

小的運動會以及喪家的表演。 

筆者:所以你們也有接外面的場? 

學員 1:我們不太接白場,不過如果我們的成員自己本身有需要的話,我們是會去 

的。 

筆者:那你們表演時的服裝是有另外穿的嗎? 

學員 1:我們會在表演的時候穿一些古早的服裝。 

筆者:那你們會因為是演出喪家或是廟會的演出而有不同的衣服嗎? 

學員 1:不會,我們穿的都是同樣的衣服。 

 

2008/9/9晚上 7點 20分左右,戶外天氣還不錯,由於中秋節快到了,就先到林老師家 

做個短暫的拜訪和聊天,在談論中得知當中的成員因為老師的鼓勵而去報名了嘉

義縣街頭藝人的比賽,頓時我產生了一些疑問就直接詢問了林老師, 

筆者:老師,街頭藝人的比賽不是才剛比完嗎? 

林老師:縣政府的街頭藝人比賽有分為上半年度和下半年度,所以才叫他們去報 

名。 

 

在短暫的聊天過後我就起身,一方面想先到上課的地方等,另一方面也是怕打擾到 

林老師的用餐時間,這時他突然拿了活動中心的鑰匙給我,叫我可以先到那裡開燈 

和等其他的學員先到,說實話林老師這個動作讓我有點驚訝,因為我一直認為對林 

老師來說,我應該還只算是一個陌生人,我也才訪問過幾次,林老師卻很自然的將 

鑰匙拿給我,這個舉動讓我有點小感動。 

在等待的過程中,成員陸續到來,大家自然而然就聊了起來, 

在這一天的田野中,來了一位談三弦的先生,在與他聊天的過程中才知道原來他就 

是跟林老師去參加街頭藝人比賽的伴奏,是一對夫妻檔,老婆是車鼓的成員,在演 

出時由老婆唱先生則是以三弦伴奏,以下是聊天訪談的內容: 

 

    筆者:您的三弦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學的? 

三弦伴奏:已經學很久了,好幾年了 

    筆者:有跟誰學過嗎? 

三弦伴奏:都是自己摸上來的 

    筆者:那您是如何與唱的人來配合音的問題? 

三弦伴奏:如果音域上不去就轉低八度,如果下不去就轉高八度,用轉的,有時候久 

         沒彈也會接不起來 

    筆者:那您的弦是在特別去樂器行買的嗎? 

三弦伴奏:這是用釣魚線做的,這是軟的,它有分硬的跟軟的,這用的是軟的,是自己 

         選的 

    筆者:那有在換弦嗎? 

三弦伴奏:這種弦不容易壞,大多是弦有被折到使音色改變了的時候才會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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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這把琴很漂亮 

三弦伴奏:我們家有三支,都是自己做的,這一把是別人去山上剛好撿了一塊橡樹 

         的木頭,我就把它拿來做的,做很多年了 

    筆者:保養的不錯,這把琴的色澤不錯 

三弦伴奏:它車鼓調和好幾個調是同一個譜,只是它的歌詞不一樣,音都一樣 

    筆者:那您剛才提到的一開始起水車調是為什麼? 

三弦伴奏:因為早期要跟著樂器唱,你樂器沒有走,你沒有把水車調做前,突然就開 

         始的話,會變成樂器奏樂器的,唱歸唱的,不搭調,所以一開始先用水車調 

         做前面來壓下去(壓陣),然後再繼續,早期的前輩也這麼教, 

    筆者:那木材的來源和連接處彎的地方怎麼做? 

三弦伴奏:木材是去撿漂流木來做的,而連接的地方是由兩塊木頭合起來做的, 

         我本身是做木工的,這不是什麼問題 

    筆者:那在樂器的練習上還有另外抽出時間練嗎? 

三弦伴奏:一般有需要伴奏我才會出來,也沒什麼在練,級數坳有過就好(台語), 

 

在聊天的過程當中,有一些成員就開始唱了起來,而三弦也就跟著開始伴奏,看著 

他們的動作非常的自然,雖然三弦伴奏有時候會有一點開玩笑的方式說沒有對上 

等等之類的話,但感覺起來卻沒有尖銳的語氣,反而像小孩子在鬥嘴鼓(台語)的輕 

鬆的氣氛,而在今天林老師也開始一對一教我如何跳車鼓,在學習的過程。 

 

2008/9/16,今天是一個無風的夜晚,在跳車鼓前和大家閒聊了一下,在聊天的過程當 

中,發現非常有趣的一點,就是當中的某些老人家會認為自己所跳的車鼓陣不好看 

或是認為我會覺得這是老人家的東西而不感興趣,而也有一些老人家會覺得我每 

次都跑過來跟他們一起學跳而覺得我很有心,或許是這一點讓我在進入做田野的 

時候不會給他們有很生疏的感覺,而使得田野進行的還算順利,以下是訪談的內容 

: 

筆者:請問之前有其他人也來學過嗎? 

林:之前有一個國小的老師來學,他也學的很快,說是要回去教學校的學生,他學 

   的蠻快的,之前還有跟我們去表演。 

 

而在今天我也開始和他們一起跳,在跳的同時也看著每個人在跳車鼓的神情,每一 

個人好像都活潑了起來,然而在動作方面每一個人雖然不是很靈活,但是在跳車鼓 

時的氣氛卻很輕鬆愉快,好像在玩一般。 

2008/9/23,今天一到現場,就看到老師在和三弦伴奏的正在和唱歌的部分,而且還把 

它錄起來,在一問原因後才知道因為林老師要去外地表演,但是伴奏因為時間上的 

關係沒辦法去所以才把它錄起來,然後再回去一邊聽錄音一邊將伴奏的部分另外 

在錄,在放出來聽的同時,林老師也加上了跳的動作,試試看是不是可以合起來,在與

三弦伴奏訪談的過程中也提到車鼓伴奏用錄製的卡帶來代替的一些問題: 

    筆者:請問一下像林老師外出的表演大多用放音樂帶來當伴奏? 

三弦伴奏:不一定,早期我比較有時間都會跟去表演或是比賽,不過最近這一陣子 

         有工作在做,時間配不起來,所以就用這種方法。 

    筆者:那這樣配起來的話會不會有配合上的問題? 

三弦伴奏:那是一定的,因為以前老師大多是伴奏去配他唱或是去跟,因為有時候 

         速度蠻即興的,以前的老樂師也都跟了很久,所以不會有跟不上的問題, 

但是有些老樂師都走了或是沒有再彈了,而有些樂曲是需要經常配的 

。 

在這一次的田野當中,發現他們會和其它地區或是與其他的團體作交流,而這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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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他們才會使用或穿著演出的服裝,另外需要拍照的時候也會穿,原因是服裝的頭

飾有相當的重量。 

 

2008/9/30,這是颱風天後的第一個練習日,一開始大家都開始都在討論颱風的話題 

,今天在和林老師在談天的過程中才知道颱風那一天林老師到高雄去參加交流,由 

於哪一天是教師節,所以也和在高雄的一些團體一起表演和交流, 

    筆者:那你們之前都是什麼時候來練習配的? 

三弦伴奏:早期大多在晚上,因為老師晚上才會來我家,而我早上也有工作,慢慢的 

         到後來因為練習的時間有時候都會很晚,而且鄉下地方的人又很早就 

         休息了,太晚會吵到鄰居,所以慢慢的就沒有再練習配了。 

 

2008/10/14,在當天的田野中,一如往常,大家還是陸續的到來,今天村長娘也有來,而

一開始討論的話題就是海角七號的那個國寶,接下來大家一整個討論村裡的索事,

而今天發生了一件蠻特別的事,就是林老師將車鼓的隊形和動作稍微改了一點,也

就是將旦最後舉扇子繞圈的部分變成有高低的起伏,以大圓圈的方式將繞到離觀

眾近的旦把扇子慢慢放低,離觀眾遠的把扇子慢慢舉高,詢問其原因是為了比較好

看,但是在練的同時也造成當中的成員產生了不同的意見而發生一些小爭執,但是

感覺上卻有一點小孩子吵架,雖然有些成員會認為會搞混,但是大家也在吵鬧中去

嘗試了一下,而在結束的時候大夥聊了一下,當中就有人提到:少年時十七八歲時不

學,活到六七十歲才來學,頭腦都轉不過來,阿叫年輕的人來學的話錢又不給你,八十

歲就將就跳(台語)。 

在和林老師訪談的過程中林老師也提到:以前這裡周年,有人來錄音錄影,我有看到,

好像是學生來錄影,我好像有一塊錄影帶,是我們這裡舉辦活動的時候錄的,好幾年

了,那是一個國小的老師來這裡拍的,我有跟他拷貝,明天我要去跟對方配,如果不合

的話,我就拿錄影帶給他拷貝就好,怕跳不合,湖濱不同師祖,不同師傅傳的,阿他就

再講了,那就錄影帶借他拷貝。 

對方一開始跟我說對方要做角,我做旦,阿今天接到電話,對方說他做旦,也跟(都使

館)的館長說他做旦,那個說八十幾歲了,說是一個小旦,男生,阿說要載我去,他要在

我,我騎摩托車到鹿草再讓他載,以前後潭有一對夫妻,後來女生死掉了,那個男生好

多年都沒有聽說。 

在訪談的過程中,耶稍微感覺到這些老藝人的自豪與心酸。 

 

2008/11/4,今天的田野中,詢問當中的一位旦和角都會跳的成員當地的廟會活動,他

說:這裡的農曆 12月 1~4號會有廟會的活動,而別的地方的廟會邀請我們去表演,

而別的地方的廟也會來這裡表演,我們這邊算 12月初 4大熱鬧,算四年有一次大熱

鬧,不然每年一般都是去請媽祖而已,而沒有遊行,小歸小,不過還是有做戲(台語)。

阿車鼓是四年一次大熱鬧的時候在廟門口跳一下,然後去請媽祖的金身的時候文

裝(台語)來跳,在四年一次的時候還會去別的地方的廟去參拜以及鹿草鄉地區的巡

街,而且有時候也會有其他的團體來參加,就像會請東山的什麼花鼓來表演,他們那

個都很蹲(台語)他們那個都市職業的,那一次都好幾萬的,兩三萬。都是女生,有的打

鼓,有的打鑼,而過年後還有一次廟會。 

在和這一位成員方談的過程中,他提到林老師有意將傳承的棒子交給他,因為林老

師說他兩個角色都會,而且身段很軟,他一邊說我一邊看他的表情,有一種很自豪的

喜悅。 

 

2008/11/11,今天由於天氣寒冷,所以大移至廟前的室內活動中心來跳,今天老師帶

來以前車鼓練習和國小車鼓演出的照片來給大家看,詢問了一下當中的團員,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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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這邊頂潭的國民小學(碧潭國小)的,初四來這邊廟會熱鬧的。這個是學校

的,和我們不一樣,是用車鼓下去改,有那種西洋的,他們小孩在跳的和我們不太一樣,

他們這個有下腰,來表演,每一個動作都不一樣,也可以一腳站在另一個人半蹲的腳

上,和我們傳統的不同,他們那個國民小學從五年級開始訓練,所以他們那個都不一

樣,你看他們穿的也不一樣,這個就是十二月初四早上的,和歌仔戲團一起,他們那種

表演都有下腰,一種算動作再跑很快。(林:自己叫做現代的,合西樂下去跳的,所以稱

為現代車鼓,也是放錄音帶下去跳,不過不是那個工尺工。注:西樂指的是指一般的

國樂])他們音樂也不太一樣,是放西樂下去跳,他們也會手上還拿了一個方巾在轉,

然後一邊轉一邊下腰,拿旗子和轉的帳,他們那個都是學校老師帶他們到這個廟

口。 

他們每年都會來,他們那個在表演的時時候會分一組一組,分成一半,男生大多用喬

阿(台語),女生會拿扇子和彩帶,有時候還有一個下腰另一個從上面跨過去,他們那

個都是五年級六年級開始教的,從五年級開始教的,學校老師教的,而且五年級就開

始表演,這一屆六年級的畢業了,就換這一屆的五年級。 

有時候一屆一屆不一樣,其實像角,國民小學來表演,角不夠,他們那個女生比較多個,

會從女生中選一個較粗勇(台語)的來做角。 

 

 
他說:看他們在表演,動作花樣很多,不是只有下腰而已,有時候下腰也持續很久,兩

支手撐在下面,有時候還在下腰的時候,一手撐著,一手拿手巾在那邊轉,女生有時候

拿那個,有時候拿扇子,但是他們那個扇子和我們的不一樣,他們那個是綠色的扇子

還有多一塊布,很長,有時候會搖一搖,和我們的不一樣。 

  問:這邊國小的小孩都住這附近嗎? 

他說:對 

  問:你們是什麼時候開始有這個課程的? 

他說:很多年了,較早有一個嘉義的老師來這邊學,去年來這邊學一學,每星期來,這    

     一次不知道為什麼沒來,這個課程大約從三四年前開始的。 

問:那個時候就是林老師在教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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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阿 

問:那個時候是誰來辦這個的? 

答:鄉公所,他這個算四個月到了,會抽查。他那個時候在教我們時就有帽子、女生 

  衣服、扇子。 

問:那您一開始就學了? 

答:對,因為那個要學的時候廟裡有放送,對車鼓有興趣可以來學這樣,國中的學生 

   也可以。 

問:那個時候是國中也可以來學? 

答:對阿,可是來學的大多是老人,沒有小孩。 

問:那一開始有小孩學嗎? 

答:沒有,都是本地的較多,以前還有兩三個外地的來學,不過現在外地的沒來。 

問:這四年來參加的人都固定嗎? 

答:沒有,有的沒有學去了,一個會長,過世了。我四十幾歲開始學的,現在都四十六歲

了,我那時候開始來學的時候不會阿,所以..不會樵阿(台語),夾不緊。那個有的較

薄要怎麼講較薄的有的較厚,阿我拿那的厚的拿習慣了,阿現在拿那個薄薄的

那一副。在讀國中的時候我就喜歡畫畫、唱歌,較有興趣啦。 

問:那個時候這裡就有車鼓了? 

答:恩。 

問:那個時候廟這裡就有在教了嗎? 

答:那個時候沒有喔,只有在廟表演。這時老師拿了一張報紙所刊的比賽資訊給我

看(動作),說要去表演。 

答:他(指老師)常常去表演,有的時候去外縣市,還是外縣市十八王陣那個阿。 

問:十八王陣?那也是廟會嗎? 

答:不是,那是人家舉辦的表演,阿有第一名第二名那種的。阿有那個獎杯阿,那種的,

那個不一樣。表演就要看你的動作,阿你表演的花樣要多那樣。 

    

他今天大家在跳的時候,嘗試了加上之前的變化,就是拿扇子的位子變化,但是有一

些人因為跳久了,已經習慣了,所以還是沒辦法改過來,所以這個變化到最後還是不

了了之。 

 

2008/11/18,今天的天氣很冷,不過每位團員還是在活動中心的戶外來邊等邊聊天,

我也藉由和當中成員聊天詢問的方式,向他詢問一些廟會活動的相關訊息: 

   問:您之前說三年一次的廟會和每年一次的廟會是哪裡不同? 

   答:一年一次是三年沒請,就是沒有去它的廟,只有請它的金身而已,而今年第三 

     年要去它的廟,上茄苳,要去媽祖廟請它的金身,今年也有辦請客,請它們自己 

     的人。然後再去別的地方其它的廟掛火(台語) ,請它的金身回來開始熱鬧, 

     然後再開始紋裝(台語)。 

     我們這個是有時候別的地方有廟會要熱鬧,就會叫我們去跳,阿有的廟去跳, 

     就會包那個紅包,阿隨人家包的,去的時候跳一下,阿回來的時候在跳一下這 

     樣,阿都有辦桌(台語)。 

   問:你們這裡本來有教唱車鼓的嗎? 

   答:車鼓調,唱車鼓調這樣,老師很早的時候學的,那時候也是跟人家學的,因為 

      我們家都是唱歌的,我媽媽的爸爸也是車鼓的,跟村裡的另一個男生的作   

      旦,阿他作角這樣一起弄。 

   問:你們之前不是有分譜? 

   答:這個是後來才分的,不過跟之前分的不太一樣,如果有教的話都是教較淺(台    

      語)的,阿那個調有的較深的(台語),老人家比較部會唱,因為車鼓的調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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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款,有的調算歌詞較長,較難唱、又長這樣,而且要加唱和說口白這樣。它 

      這個車鼓也是,像台語的那個牛犁阿厚牛犁阿歌也是車鼓下去改的,阿踏車 

      調也是車鼓下去改的這個調。 

在訪談的過程中,有時候受訪者會提到過去生活的點點滴滴,如過去念書的時候等

等,而其他的成員有時也會穿插進來談話,說一些對於其他車鼓的看法,如誰的比較

傳統或是誰跳的比較靈活比較好看。 

 

2008/12/6,這一天是鹿草車鼓到附近鹿草國民小學表演的日子,由於這一天是星期

六,一方面怕塞車,另一方面也怕找錯地方,所以早上 4點左右我從高雄出發,到嘉義

縣約是 5:45~50左右,我到了後就直接先到碧潭鄉公所的附近看看,因為對面有一間

學校,但是當我到的時候,發現並沒有什麼花圈或是布條之類的,這時我想說:可能

來的太早了,先等一下好了。一直到快 7點的時候還是沒什麼動靜,這時候我打個電

話給林老師並向他詢問詳細地點,結果原來是碧潭國小,地點是在省道旁,而我趕到

時時間約是 8:07左右,這個時候他們正在做表演的前置作業,而校門口也有預祝成

功的花圈(下圖) 

 
 
而我到了裡面才發現這是一個「親職教育活動暨創新鄉村社區人文發展成果展」

活動的呈現,這當中不只有學校的呈現,也有社區的民俗團體呈現,而第二節目就是

社區車鼓的表演,而在開始前主持人有一段介紹: 

    社區的車鼓是由我們林探先生.探伯阿(台語)來..在民國五十年那個時候來接 

    觸到阿開始來學這個技術,早期只是用來自己娛樂,但是後來發現到這個民俗 

    的文化逐漸的沒落,他發願要把它傳承下去,所以我們探伯主動來指導一群熱 

    愛傳統藝術的老人。那又擔心喔這一歇的技藝會失傳,所以探伯阿又很用心, 

    把它記錄成文字喔,用來指導社區,阿學校的研習人員厚,它的精神,值得大家 

    來鼓勵,是不是邀請我們探伯阿來說幾句話,來介紹我們(台語)車鼓一下。 

 

林:今天看到這個場面,我感到非常的光榮非常的高興,ㄟ真久(台語)非常的難得能 

   夠辦這個活動,使我這個車鼓陣可以來參加,我感覺到非常的光榮,尤其是今天 

  我們嘉義縣這裡的各..學校這些校長先生,阿和我們農會..嘉義縣的農會,這些理 

  事長、總幹事喔可以來參加這個活動,?????????(台語俚語),可以來參加我們頂潭 

  這個今天這個辦表演的活動,我代表我們村,感謝各位,不管何時,使我更加熱心, 

  如果對這個車鼓有興趣的話,明天我們嘉義中正公園,我要跟它(台語)參加一個 

決賽,過來那邊給他欣賞,比較可以說是全省來參加的,那非常的熱場(台語),有興 

趣的人可以來矇看(台語),阿感謝各位的支持。我們社區發展協會喔對這個社區 

的任何活動,非常的用心,尤其是配合這個學校厚,我代表我們車鼓班和我們庄 

的人,向各位感謝,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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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現場主持人也另外提到現在國小的車鼓舞已加入了現代的元素,而社區的車

鼓舞仍保留在最原始的車鼓形式。在演出當中也有一些小插曲,如外套忘了脫下來

等等,而他們的服裝如下(旦著粉紅色、「角」著綠色) 

 
 
不過在現場所放的錄音帶在我聽起來好像比平時練習時所放的音樂還慢。 

而接下來另一個車鼓就是國小車鼓,國小的車鼓是屬於比較活潑,動作花樣也多,當

然一開始免不了主持人要介紹一下。 

在服裝上面,「角」是著藍白混合的服裝,旦則是著粉紅和白色混合如下 

 
 

國小車鼓在跳的時候著重於隊形變化,而且所拿的道具也與社區車鼓有所差異,如

旦會拿小鼓、扇子,角會拿小花鼓、華蓋、四塊來跳,而且在當中還加上雜耍和打

拳的動作。 

在今天的田野中,讓我發現當地藉由車鼓的學習,讓社區和學校結合,再加上活動中

的呈現,有一種老人和小孩玩在一起的感覺,這或許也是另一種車鼓交流。 

 

2008/12/7,這一天是林探老師參加車鼓比賽的日子,之前林老師曾經跟我提過要來

參加這個比賽,當時也向我說過這個比賽是由公共電視所舉辦的,這個舉辦的地方

是在嘉義市的中正公園,我大約在早上 7:30左右到達,到達時已經有一些架子已經

放在現場了,我向現場的作人員詢問比賽開始時間後,他向我說是十點開始,這時我

回車上準備攝影和錄音的器材後就到公園先選擇地點,在這同時,一些工作人員也

陸續的進場並且架設舞台、棚子和攝影機,等到架設完之後,我才知道這是一個常

態性的歌唱比賽電視節目,也就是公視的「就是愛唱歌」,在聽完主持人介紹才知

道這個節目是有巡迴性的,這一站是到嘉義市中正公園,在所有的比賽節目中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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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探老師所表演的式傳統的民俗,其他的大多是唱老歌、日本歌或是流行歌曲,來

參加的人大多是較年長的人或小孩,而在比賽的過程中有相當多人也來觀賞,有人

還有做類似追星族用的紙板,來參觀的一眼望去也大多是小孩和較年長的人,而比

賽的過程中,主持人和評審對於林探老師所表演的車鼓音樂相當的感興趣,而且也

主動向林老師請益。另外也在比賽前的預演中發現車鼓的伴奏的問題,林探老師在

比賽中所唱的是家庭勸世歌,而伴奏是用主辦單位的樂手用電子琴伴奏,但是在表

演的過程中並沒有對上,這也讓我想起老師曾經說過車鼓陣的音樂伴奏是需要長

時間的配合才有辦法合的起來。 

在這次的田野中,雖然是一場公開的比賽,但是在這次的比賽中讓我看到一般人對

於車鼓音樂的好奇。 

 

2008/12/27,這一天是「龍湖宮」四年一次的迎神廟會,而要去迎的就是媽祖。這一

天早上五點左右就先到廟口,為了是要一睹一早的早市。這時候正好早市要擺攤,

先吃了個早餐,然後到附近看一下,雖然天都還沒亮,可是早起來買菜的人還真不少

(如下圖) 

 

 
 

一直到六點出頭它們就開始收攤,而廟方的人員都開始陸續的到來,雖然大家都不

認識我,但是對於我來幫忙和拍攝的動作並未產生厭惡或排斥,真是謝天謝地,一直

到 6:30,廟方人員開始將一些迎神要用的神轎和儀帳從倉庫搬至戶外,由於營業的

攤位還沒完全收攤,所以無法將神轎之類的東西歸至定位。 

在這中間的過程中,廟方也利用廣播器來廣播今天的行程,廟方:我們早上 8:00到上

茄苳..請媽祖,我們回來,馬上來紋裝,麻煩我們各一戶可以準備炮和供品..來迎接,多

謝各位收聽。 

7:30分左右,廟方人員終於將神轎移置廟口前的廣場,而最先出聲的樂器就是大

鼓,7:43左右,廟方也開始將主神和其他神明移位放置轎上,早上 8:00左右,跳車鼓的

成員陸續的到了,這時候看到老師推了一台推車,上面放了一個開放式喇叭和一台

播放卡帶的主機,快速的通過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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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的時候是先由鑼鼓隊在車上吹奏,當吹過了幾個巡迴後接下來就是車鼓的

表演。 

在這個表演上,並沒有將全部的車鼓陣流程走完,大約走了 1~2圈,出發的時間就到

了,而這個時候車鼓陣的團體就跟著出巡的隊伍走。 

在這次的迎神廟會總共有三個與車鼓相關的模式:1.廟會前的表演 2.步行的表演 3.

地方小廟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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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會前的表演與一般平時的練習是相同的,不論是所使用的曲目或是所跳的形式

皆與平常相同,不過當到目的地時,除了原來團體的車鼓外,另外也加上雙人的表演,

雙人表演的伴奏則是用三弦現場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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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的表演是以神明鑾駕出巡和迎接神明時所使用,在遊行成兩路縱隊,面對陣頭

是呈男(角)左女(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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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小廟的表演是以在神明巡街時針對所遇到的小廟(營),為了答謝神明所跳的。 

 

 

 

 

 

 

 

 

 

 

 

 

 

 

 

 

 

 

 

        
 

 

2009/1/12,這天由於要向老師請教一些問題和向老師拿一些資料,所以在下午 4點

多左右打了電話向老師約面談的時間,當我打過去的時候,是師母接的,在我向師母

告知我是誰和來意之後,師母說老師外出,會晚一點回來,叫我晚一點再打,一直等到

晚上 7點多我打過去,這時是老師接的這時我再向老師詢問是否有空,而當下也約

了明天下午兩點左右,不過老師叫我要過去的時候再打一次電話給他。 

 

2009/1/13,這天我大約 1點到了鹿草後,我打電話給林老師,打了幾次沒人接,一直到

一點半的時後終於有人接了,不過街的人是林老師的兒子,這時他跟我說,林老師最

近在修理房子,叫我過一陣子再跟他聯絡,這時我腦中閃過一個念頭:部會以後都聯

絡不到了或是不讓我訪談的吧?最後只好放棄這次的田野。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54 
 

 

2009/1/31,這天早上十點多,我抱持著碰運氣的心態從家裡打了通電話給林老師,接

電話的是師母,我想說終於有人接了,因為我從 13號到今天都有陸續打電話給林老

師,可是一直都沒有人接,而今天有人接電話了,這讓我燃起了一絲希望,但是在我向

師母表明身分和來意後,卻得到一句話:他去撥稻子了,最近沒空。這時我又有點失

望了。 

 

2009/2/22,下午五點,我再一次打電話給林老師,這次也是師母接的,不過這次師母說

林老師出門了,大概七點半左右會回來,叫我晚一點再打,一直到七點半我打過去,終

於是林老師接的,跟老師寒暄了幾句後,向老師說明要詢問一些車鼓資料的問題和

手邊所缺的資料後,就跟老師約了下星期二下午兩點的訪談時間,這時我心中才踏

實了許多。 

 

2009/2/24,下午一點多到了鹿草買了一個小禮物後就直接到林老師家。著一次到林

老師家除了是要向林老師請教一些車鼓的相關事情外,也要向林老師拿一些譜, 

在到老師家的時候,老師就問我有缺哪些譜,一邊去找,另一邊也拿另一個公文讓我

看,邊說這是另一個要開課的單位所發下來的公文,之後便開始今天的訪談: 

在拿譜的過程中,拿到一份是坐牢時所唱的歌。 

  
坐牢歌 

筆者:請問這首歌的內容是在說什麼? 

  林:這是犯人坐牢被關,阿二十個工廠給他們在那裏做,一邊做一邊學功夫,才不 

     會去做壞小孩,去被關,就是這樣。 

筆者:所以這是坐牢的人所編的? 

  林:對啦,阿編出來時我們庄那時候過去幫我伴奏說在拉弦阿,阿我都去那邊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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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一唱休息的時候阿他在念,被我聽到,我就叫他念給我抄,阿我把他抄起來,他 

    念的是這邊坐牢的歌,另外一邊是教人煮吃的,我抄完後不到二個月三個月就 

    中風,過沒多久就死了。 

     

    不過......阿這個....但是可能不念一次給你聽可能沒辦法,全做老師的拿著看沒 

    有念沒有,就要我念一遍給他聽,然後他再注音。 

    這歌時候,老師拿了一個文件夾給我,跟我說: 

  林:這個是這一期的。 

筆者:那成員是怎麼來參加的? 

  林:都是晚上騎車來的,阿走路是住在這附近的,有下潭(村)的說要來參加,可是約 

     沒有伴來。 

     有人跟我說很愛來學,就叫她要邀看看有沒有伴,就要一對恩,一對一對,邀沒 

     有,不過我有歌詞給他。阿在竹仔腳(台語)在教,一個教導主任什麼,姓詹也跟 

     我拿歌詞,國小的。 

 

計劃書與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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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拿到課程進度表的時候,我看到上面的名詞有「開四門」和「四點金」兩個名

詞,這時我又向老師詢問: 

筆者:請問一下這個「開四門」和「四點金」是什麼意思,型式是什麼? 

  林:寫是這樣寫,阿就沒什麼人要學,「開四門」就是在廟前要踏四邊,做戲扮仙, 

    就是扮仙的意思,要踩四角頭。 

筆者:那「四點金」是? 

  林:「四點金」就是四角頭,四點金就是那四點。 

筆者:那個是否有需要固定的時間或是要選時辰? 

  林:阿..那個就在人家的廳頭啦和跟在廟前再表演。 

筆者:那這一次的課程跟上一次有一樣嗎? 

  林:寫是這樣寫啦,阿少人要學啦,大部分來學的都要團體舞而已,教這個歌要唱 

    得起來的也很少,沒什麼人要學。因為那些老的都讀日本書的,阿這漢字看沒 

   有,看沒有就不學,阿西樂的它有加旦,阿有在唱,阿跟它唱,練會了後如果有帶子, 

   放下去就會跟著唱。阿西樂的好像大家比較有興趣,所以我在說這個(指唱車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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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真的要失傳了,阿是說我有在太保市有教一團職業的,那個都掛香(台語)拉, 

   算神明掛香(台語)廟會啦阿跟喪事出去在做啦。 

 

 

 

 

課程進度表 

 
 
筆者:那職業的有在學唱嗎? 

  林:有,我教職業的那一團有現場唱,現場唱現場表演,都兼著。 

 

 

 

 

 

 

 

 

 

 

接下來老師就念一次「民俗教子歌」、「坐牢歌」和解釋歌詞給我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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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牢歌 

 

 

當林老師再念的時候,突然提到了ㄘㄨㄚ   這個字: 

  林:這個字說叫做ㄘㄨㄚ   ,這個字問很久現在才問到,    這個字說叫做ㄘㄨ 

     ㄚ, 

筆者:是被木材刺到的那個ㄘㄨㄚ? 

   林:對對對,就是那個ㄘㄨㄚ,問很久才問到,不然這個已經抄好幾年了,阿就不敢 

     寫下去,不然我以前是給他寫門一橫「閂」,這個念ㄘㄨㄚˇ,我以前是寫這樣, 

     阿那樣不正,阿現在我才叫我們鹿草圖書館的館長去問別人,問那些較老一 

     輩的。(接著念下去) 

 

在念的過程中,念到有一些句子中間有留白的部分時,林老師解釋說: 

  林:我們那個會長多給我填一個字,最後那個字都給他擦起來,這樣就變較多字 

     (多字),這個 2467字,固定都七個字一句,阿四組(?),四句為一組。 

筆者:所以這個是算七字調? 

  林:是,就七字仔,都是固定七個字一句,阿四句為一組,這是屬於七字仔,阿就一句 

     都要七字,阿四句 4728字,這樣為一組,像我們唱歌一首歌。(繼續接著念) 

筆者:請問那這裡的詞所用曲子都一樣嗎?  

   

  林:調都相同,你這一首會,押韻都照這樣,這四句唱這個調,那四句也是唱這個調,   

     看你要唱歌仔調還是江湖調(江湖調以勸世歌為例)。 

     如果你唱的有熟,那個七月十四,如果你唱的有熟,就用那個調,這首可以唱 

     (坐牢歌)那個車鼓的七月十四,七個字四句就等於這個四句,如果那個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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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你唱的有熟,用這個下去給它凹給它唱那個七月十四的車鼓調,那個一 

     樣。(唱七月十四車鼓調)都用原來那個調去轉,照原來那個。所以有的不知 

     道說,你學那麼多,阿你就一條歌會其它的就照這樣轉,一直給它去,會就是這 

     樣,拉弦仔的人最後就有辦法跟你對,像那個記得當初和商駱騎馬都是這個 

     調。 

     那個曲韻都一樣,後奏如果是工尺工的都幾乎一樣,如果不是工尺工的就不 

     一樣調,所以拉弦仔的人,聽到會知音,跟你對而已,你要教他唱,他部會唱,你 

     若唱走,他跟著走合,你教他唱唱沒有,唱的人專門唱,弦仔我就不會拉,阿會 

     唱而已,所以一人一種(笑),如果叫他們拉的用錄音的錄起來,你放帶子下去   

     聽,有時候你要唱說就不合,我們唱他在跟你對追你。所以歌星跟我們這個 

     老人不一樣,我們老人帶子給它放下去唱的習慣有辦法跟著唱,那個歌星就 

     現場奏,如果你放那個帶子給他唱,他對不合,不太敢唱,原因就是這樣,我們著 

     個老人唱習慣跟習慣,如果唱的人不一樣,他就跟的怪怪的,原因就是這樣。 

筆者:你們這個不也是配了很久? 

  林:我就是去嘉義宗文?國小,初賽那個弦仔腳去跟我對,對的是有合,我整首歌是 

     唱有完,阿現在決賽不來..不來跟我伴奏,他們公視的有樂師來,樂師來我是要 

     唱車鼓比賽,唱〈共君斷約〉,唱車鼓歌比賽,他跟我反對,那邊評審的老師都跟 

     我反對,叫我不要啦,叫我唱〈勸世歌〉比賽,阿〈車鼓歌〉做表演,我就跟他們 

     說:不要啦,因為我對車鼓較專長,我較喜歡唱車鼓歌。 

     因為那個樂師勸世歌也沒有跟我配過,突然來跟我唱,當然合不起來,我就跟 

     他說過用車鼓歌做參賽,他跟我反對,最後我就想說:啊!沒關西啦,有進也好, 

     沒進也好,就這樣唱勸世歌去跟人家比賽,沒有跟它套過就沒有辦法,那個專 

     門的我有去跟他套好幾次(生氣),突然要唱的話跟我對的人都還會怕!沒有經 

     常在唱的,怕不合,不敢幫我伴奏。 

 

     他在幫我伴奏的時候都用電子三弦,一隻就可以抵很多隻了,不然傳統的要 

     三隻聲音才夠,如果你奏到稍微走調,人家較聽沒有,如果你用一隻,不對的話 

     人家馬上知道,原因就是這樣,阿我們傳統是四隻雞絲(台語),叫做四管全,以 

     前沒有電子三弦,用三弦而已,一隻殼仔弦、一隻品仔,算三弦、殼仔弦、廣弦 

     跟品仔四種,叫做四管全,四管都齊全。 

 

     如果電子三弦一隻就不輸二隻弦仔,阿電子三弦就要插音箱,如果沒插電彈 

     沒有聲音。阿那一次去桃園它就是背那隻電子三弦去幫我合,阿就初賽,我們 

     拼完了(指比賽)我們就馬上走了,沒有在那邊看他公佈,阿到之後在通知我們, 

     就是到桃園那個水庫... 那個…石門水庫去石門水庫,通知來我們才去的,阿 

     不然我們唱完就馬上走,坐阿羅哈再坐回來,沒有在那邊過夜,再去決賽的時 

     候是要選自己的曲子,我是選勸世歌,阿伴奏的說不要,他說那首他不常在彈, 

     怕合不起來。 

      

     之前是有一個殼仔弦的,就給他死掉了,那個是年輕的,算早期我們在學車鼓    

     時,他老爸(台語)有再幫人拉,阿是有一個兒子,他那個兒子也很會拉,最近死 

     掉,中風,突然中風,年輕的,少我們很多歲。 

筆者:現在還有年輕人來學嗎? 

  林:年輕人少人要學這個,讀書的讀書,升學的升學,有的就在工廠工作,不然就是 

     看以後人回來有沒有要學,不然沒什麼人要學。 

筆着:阿國小不是有人學嗎? 

  林:有是有啦,阿不過就是沒有人再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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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次的訪談中,藉由林老師的敘述,發現到傳統藝術在現今社會和各種的比賽

中,有著不同的面向和不平等的待遇,許多對於傳統藝術家不合理的要求儼然成為

抹殺傳統藝術的兇手。 

另外在傳統樂器和技藝的學習上所產生的斷層,也讓傳統藝術的傳承陷入了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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