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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從傳統歌仔戲至現代精緻歌仔戲的文化轉變，筆者發現在現代社會因傳播媒體的興盛，以

及多元文化的發展下，娛樂的選擇開始多樣性，使得傳統戲曲表演逐漸沒落消失。在轉變後的

社會結構型態，歌仔戲如何改變舊有的展演型態，融入其他多元文化內容，發展出屬於歌仔戲

的創新展演形式。 

  有效的將歌仔戲創新與改變，不僅讓更多時下觀眾更了解、喜愛歌仔戲，也為歌仔戲在多

元文化的社會中，提升自身競爭力，也達到歌仔戲不用再倚靠廟方的供養，而是如何利用新劇

吸引觀眾進場觀賞，能夠獨立生存。 

  本文就表演團體的表演形式與審美觀的改變、創新的理念與手法與多元文化結合後對其藝

術之影響、以及新藝術操作形式對於歌仔戲的生存提升與否三方著手進行研究；運用觀眾角

度、劇團演出內容，以及社會階層角度，分析其作品以及多元文化影響問題。也於其中得知，

歌仔戲團體所抱持的態度，對於文化保存與傳承，深深影響著歌仔戲的未來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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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歌仔戲文化在台灣流傳許久，對於其音樂文化的傳承與保存，筆者深感興趣。

本論文研究主要著重於現代傳播媒體將歌仔戲結合的概念從何而來；這些傳媒資

訊的內容讓社會大眾對歌仔戲的認知改變後，對其歌仔戲團體有什麼影響或是改

變；除此之外，對於當代多元文化交流下，歌仔戲如何轉變原本型態，繼續保存

傳承下去。 

 

 

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一、研究動機 

     筆者年幼時，因為常常回到鄉下，對於野台歌仔戲有非常深的印象。直到今

日，發現歌仔戲依然廣泛流傳著；也許現在不如以往興盛，但只要在有廟會節慶

的地方，就會有歌仔戲的蹤影。此現象使筆者深感歌仔戲文化雖已不如早期興盛

時期，家家戶戶皆熱中投入觀賞，但一定有其特別之處，才能使歌仔戲的文化與

藝術廣泛的流傳到現在。 

    筆者於長期對歌仔戲因興趣而投入的觀察中發現：現在許多的傳播媒體會出

現一些有關歌仔戲的元素，並將其運用在不同的資訊內容傳達中。一打開電視就

很輕易的接收到歌仔戲這項傳統文化，或許也因為歌仔戲被如此廣泛的配合應

用，也幫助新一代的年輕人知道了解台灣歌仔戲的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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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在閱讀過許多有關於歌仔戲的文獻資料後，發現許多研究著重於觀眾與表

演者之間的互動，而都會化的社會結構，成為歌仔戲表演形式改變重要的一環。

這些資訊皆讓筆者進一步發現了歌仔戲特有魅力的存在。 

二、研究問題 

     筆者研究的內容包含二大部分：表演創新、表演內容。主要研究的內容著重

在傳播媒體將歌仔戲與傳播媒體結合後，社會大眾對於歌仔戲有所認識後，歌仔

戲團體的表演形式與審美觀是否有所改變？除了從歌仔戲主觀的認知外，也從客

觀的角度了解與傳播媒體結合後對歌仔戲發展的影響與衝擊。 

    除此之外，也對歌仔戲班創新理念與手法，與多元文化結合後，對表演內容

或是表演形式的影響與改變進行研究，進一步了解、研究歌仔戲與傳播媒體結合

之新藝術形式操作是否成功的將歌仔戲於現在多元文化社會，影響及競爭力守提

升。 

    上述這些問題之外，在最後探討傳統藝術如何創新理念以及手法，將群眾舊

有的文化認知及價值觀念更新，讓歌仔戲這項傳統藝術在藝文市場中，有著更大

的影響力及競爭力。 

 

文獻回顧與探討 

    從日治時期到現在歌仔戲應用著許多不同的方式與如何結合流行來呈現給大

眾了解，由林永昌 2005《台南市歌仔戲的發展與變遷》中可得知歌仔戲的發展與

流行間的息息相關；而在洪雅菁的 2005《論台灣錄音歌仔戲之變遷-以高雄日光

劇團為例》中又能發現另外一種歌仔戲的表演方式，除了的知另依種表演方式外，

還能從中知道當時的價值觀與商業行為。 

    在音樂方面，莊桂櫻 1993《論歌仔戲唱腔即興方式之應用》中可以了解到歌

仔戲的音樂以及一些即興的應用。而黃雅蓉 民 87《野台歌仔戲演員與觀眾的交

流》之中，可以蒐集到一些關於表演內容與風格的外在條件與演出時機等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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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書可了解到為了與觀眾的交流是如何更改著劇本與表演方式。 

    從這些文獻中，可以獲得到許多不同的資訊，了解到表演的形式、與觀眾的

互動式如何的互相影響著各方面，也可了解到不同文化時代背景下的歌仔戲相同

處的延續與不同處的改變。 

  就電視歌仔戲與精緻歌仔戲發展之探討，在最初電視歌仔戲，是由台灣電視

於民國五十一年開播第一部電視歌仔戲，歌仔戲初登於電視舞台，但卻因初起步，

舞台一切簡單，民眾電視機的普遍性也不高，所以遲遲沒有發展如廣播歌仔戲與

電影歌仔戲時的盛況，在楊馥菱，2002：128頁中提到 

 

…當時電視歌仔戲採「實況錄製」的作業方式，只不過將舞台搬移到室內攝影棚，

演員必須配合播映的字幕當場演出。不過由於電視開播一切因陋就簡，當時台是

僅有兩架黑白電視攝影機及一座七十多坪的攝影棚；全國電視機總數也不過四千

四百台，反倒是收音機才是家家必備娛樂品。電視歌仔戲普及的層面相當有限，

因而一開始播出時，尚未敵過廣播歌仔戲的盛況。 

     

從中可得知，電視歌仔戲在一開始開播時，並不太順利，因設備的不齊全以及電

視的不普遍，都是電視歌仔戲在一開始不興盛的原因。 

  在日後電視歌仔戲開始逐漸受到民眾矚目與喜愛，台灣電視開始製作歌仔

戲，於不同時段播放，這樣的做法吸引了許多歌仔戲團開始進軍電視圈。當時電

視還是停留在黑白畫面，也還在初期發展階段，但民眾對電視歌仔戲的熱愛，卻

是不斷提升。 

  而後中國電視於民國五十八年、中華電視於民國六十年也紛紛加入電視歌仔

戲圈的競爭圈，三台電視台的競爭可是相當激烈。而卻在此時，黃俊雄布袋戲
1
也

初登電視台，在一片歌仔戲戲劇演出中，布袋戲節目可說是相當新鮮的新節目，

                                                 
1
 於民國六十年登上電視螢幕，搭配流行樂的新穎演出方式，造成全台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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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如此，布袋戲節目搶走不少原本電視歌仔戲的戲迷。 

  電視歌仔戲為了挽回局勢，集中了三台的歌仔戲團重要演員，組織出一支實

力強大的歌仔戲團隊，這正是電視歌仔戲最為黃金的時期。但這樣的時期維持並

不久，主要因為其中團員忙於本身事業，無法配合演出，又加上新聞局對於閩南

語節目有所限制，使得電視歌仔戲不在如黃金時期，而電視歌仔戲也漸漸在電視

圈中消失。 

  相隔一年，於民國六十八年歌仔戲才又漸漸的出現於螢光幕前。此時的歌仔

戲也開始與一些當代科技結合，做出有別於以往的效果，這也使得電視歌仔戲又

興盛如以往，廣受好評。 

  但在最近幾年，由於文化的多元、傳播媒體的興盛，使得電視歌仔戲漸漸走

下坡，加上更有閩南語連續劇的推出，使得以閩南語為主的民眾，生活娛樂不再

只有歌仔戲。而電視歌仔戲的製作不易，加上許多重要聚團或是些電視歌仔戲的

導演及劇場人員，開展個人不同事業，無心努力經營維持電視歌仔戲，至今電視

娛樂圈已經顯少有電視歌仔戲的製作了。 

  而電視歌仔戲的沒落，使得歌仔戲又經一大轉變。由於台灣社會的進步、經

濟奇蹟、文化的多元，使的傳統歌仔戲劇逐漸沒落被大眾遺忘。漸漸的在近幾年

本土意識的抬頭，與文化保存方面的議題受到重視，開始有許多團體思考傳統藝

術的創新與保留，他們認為，歌仔戲得走向精緻化，才能與社會上眾多的娛樂來

抗衡，於是歌仔戲團體漸漸的將戲劇往精緻路線發展。 

  由於西方文化的影響，也開始建立新的舞台演出觀念。觀眾得自行買票進場

觀賞，相對的也要讓觀眾直回票價，準時開演、與表演中尊重的態度，皆是新建

構的觀念。 

  精緻歌仔戲的發展，漸漸注意到劇本主題與劇場設計方面，劇場設計與道具

的使用也更完整，在楊馥菱，2002：157頁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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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劇場歌仔戲的發展進入另一階段。無論在劇本主題、音樂設計、舞台布景、

穿關砌末、燈光運用及演員的表現各方面，皆較前階段有更純熟的劇場理念，更

能將傳統戲曲的藝術內涵充分發揮。 

 

如此更新進步後的歌仔戲，轉型至登上大舞台演出，又為歌仔戲又開啟另一方面

的演出方式。這樣的表演形式出現，使得有些電視歌仔戲團也往這個方向發展，

也將歌仔戲文化用更新、更精緻的方式呈現給大眾。 

  而精緻歌仔戲也為了呈現與以往更為不同的視覺享受，不斷創新其戲劇主題

與內容，擁有華麗的排場，此外也將戲劇情節明確的表達、劇情緊湊，運用逗趣

的表演方式呈現，音樂的多元化，並將演員的素質提升，是精緻歌仔戲不斷改進

的方向。 

  精緻歌仔戲於音樂上的改變與重視漸漸增加，對於表演整體感上，音樂的編

曲安排，成為一大重要部分。精緻歌仔戲的音樂編曲上，也都由專業者特地為一

齣新戲製作出多首專屬的編腔及編曲。而科技日新月異，有更先進的科技，能夠

將場內佈景製作得栩栩如生。精緻歌仔戲的創新，使得歌仔戲又能在另一方面有

新的發展與成就，也使得其文化往更專業化的方向發展。 

 

 

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開始先由文獻部分著手，了解歌仔戲文化的流傳與轉變，而後了解新興創

作者是如何將這些元素拼湊在一起；而後對製作者與歌仔戲團體進行訪問，了解

歌仔戲文化在現代多元文化媒體的衝擊下，如何提升自身競爭力及引起新觀眾的

注意。 

    除此之外，亦可藉由書籍中相關的文獻資料的進一步解讀、上網找尋需要的

資料或是尋找以前的影音檔加以分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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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研究進度表 

項目 98年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99年 1月 2月 

閱讀相關文獻 

 

       

蒐集相關資料         

專人訪談         

資料整理         

總結         

 

 

預期結果與研究限制 

    現代社會因傳播媒體的興盛，如何有效將歌仔戲文化結合更多的相關內容，

讓大眾更為了解歌仔戲的藝術內涵與民族文化象徵，進而更了解運用新的面貌，

將舊有藝文產業呈現給群眾了解，如何將歌仔戲保存流傳，這些藝文產業的創新，

對傳統藝術的重要性，將是本研究致力完成的目標。 

  由於田野調查期間，正逢民間信仰大月，歌仔戲團體此時相當忙碌，並無多

餘時間能接受採訪，只能利用其演出時簡短 15 分鐘進行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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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春美歌劇團之發展 

 

 

  春美歌仔戲團，創立至今已有二、三十餘年的時間。在這二、三十多年中，

春美歌劇團的變化與創新，也見證了台灣歌仔戲的歷史。而檢視在不同時期的歌

仔戲中，不僅能了解到當時其藝術文化的興衰，更能了解到及社會大眾文化的轉

變。早期期表演形式以及故事內容，將民眾對於人生的喜怒哀樂與悲歡離合，一

一呈現於大眾面前，因此受民眾廣大迴響，而到至今歌仔戲發展至今，為了能更

貼近現今多元文化的社會，而改變了以往的演出方式與內容，演出不再是只有老

舊故事、或悲情的愛情劇碼。如此轉變道盡的藝術興衰歷史，此戲劇的重要性已

不在只有是「傳統藝術」了。 

    在此章節，藉由闡述春美歌劇團的發展，了解歌仔戲於近幾十年來，在台灣

如何繼續流傳；筆者將其發展史分成三個時期：約於民國七十三年的電視歌仔戲

時期、民國八十七年電視歌仔戲沒落與精緻展演型態、以及民國九十三年後的多

元創新三個時期之發展進行探討。在這不同的時期中，所變化的表演形式對於流

傳，是否有相對的幫助。 

 

 

第一節、 電視歌仔戲之發展 

 

    民國七十三年時，台灣正處於經濟起飛的年代。當時前身為「藝人少女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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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團」，是由春美劇團團主郭春美小姐的父親郭朝明與母親林錦子所組成，當時郭

春美小姐曉得父母親擁有兩個歌仔戲團，於是郭春美小姐將「藝人少女歌劇團」

接手過來經營。並徵求母親同意，將劇團改名，為求讓觀眾能容易記起劇團名稱，

於是將劇團名稱於 2000 年正式命名為「春美歌劇團」。 

  為因應時代潮流的變化，春美歌劇團剛成立時，由約二十人組成，劇團中演

員大多趨向年輕化，且演員素質平均相等。春美歌劇團以接演各大節慶廟會野台

戲為主，並且創作演出電視歌仔戲。 

  在民國六十八年，當時電視歌仔戲屬於第二波的興盛時期，團長郭春美小姐

於河洛歌仔戲團
2
擔任當家小生，在電視台也有不少的戲劇演出，而後接手春美歌

劇團後，也將之前於河洛歌子戲團所學習到的精致歌仔戲藝術，運用至春美歌劇

團後，使得春美歌劇團的素質與藝術品質大為提升，並且於電視歌仔戲中也有多

項作品的演出。 

【表 2-1】郭春美小姐於電視歌仔戲演出戲碼 

演出年代 演出劇碼 演出電視台 演出劇團 

1984 年 慈雲太子 中國電視台 河洛歌子戲團 

1985 年 大漢中興 中國電視台 河洛歌子戲團 

1985 年 李世民夢遊記 中國電視台 河洛歌子戲團 

1987 年 義薄雲天 中國電視台 河洛歌子戲團 

2000 年 鳳冠夢 民視電視公司 河洛歌子戲團 

2001 年 秦淮煙雨 公共電視 青葉歌仔戲團 

2001 年 菜刀柴刀剃頭刀 台灣電視 河洛歌子戲團 

2001 年 千古長恨 台灣電視 河洛歌子戲團 

2002 年 三戲正德皇帝 中國電視台 河洛歌子戲團 

2002 年 私生子 中國電視台 河洛歌子戲團 

                                                 
2
 於一九八四年，劉鐘元創立，後期與陳德利兩人致力轉為精緻歌仔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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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太子復仇 中國電視台 河洛歌子戲團 

2003 年 十五貫 公共電視 河洛歌子戲團 

    在當時電視歌仔戲拍攝已經是成熟階段，演出的場地背景，以及拍攝機器

一應具全，拍攝出相當多的電視歌仔戲作品。但卻也在此時，近幾年社會轉變後，

由於文化的多元、傳播媒體的興盛、以及娛樂的多樣選擇性，使得電視歌仔戲漸

漸走下坡，更加上有閩南語連續劇的推出，使原本閩南語的觀眾，有更多的選擇。

這樣的觀眾流失，使得春美歌劇團漸漸改變原本劇團的表演模式，進而朝向精緻

舞台的方向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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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視歌仔戲沒落與精緻展演型態時期之發展 

 

  民國八十七年台灣處於多元文化發展，社會進步、經濟奇蹟、以及多元文化

社會的衝擊下，使傳統歌仔戲團逐漸沒落被大眾所遺忘；許多歌仔戲團體意識到

文化傳承的流失，並致力於將歌仔戲往精緻化
3
發展。近幾年中，在本土意識的抬

頭與文化保存方面議題受重視後，許多歌仔戲團體的努力，漸漸被大眾所發現，

並且深受喜愛，其中，春美劇團也不例外。 

  當時受到西方文化影響，於大型舞台的新表演形式，漸漸得為春美歌劇團創

作演出的另一舞台。為了順應時代的變遷，符合時代潮流，團長郭春美小姐不斷

提升劇團素質，也將經營方式朝向專業化方面努力。 

  而在戲劇方面，春美歌劇團也將原本所堅持，不加入任何流行歌的「傳統歌

仔戲」，因林茂賢
4
教授提出：指要在戲劇開演前，告知觀眾今天的劇碼種類，就

不視為被傳統歌仔戲的精神。在林教授的提醒下，使春美歌劇團的演出有了新突

破；在演出前，清楚的向觀眾表示演出為「胡撇仔戲
5
」，一切演出都為合理化，

並且也在於傳統戲劇的原則。這樣的改變，使得歌仔戲與以前公演時所演出的傳

統歌仔戲大不相同，許多的觀眾接受這樣的改變，喜歡這樣的新奇。 

  《飛賊黑鷹》當時劇碼的設計，正是在林茂賢教授提醒下所產生出的戲劇，

而這齣劇碼更成為了春美歌劇團的轉捩點。郭春美小姐也表示：…現在演了飛賊

黑鷹後，又讓我們多成長了一項：覺得說，只要戲演的好，劇情的走向有符合邏

輯，用流行歌也要用的適得其所，恰到好處…。在經歷了突破性的演出後，春美

歌劇團的創作演出也走向越來越新多不同的形式呈現。 

                                                 
3
 受西方文化影響，歌仔戲轉為西方劇場演出制度及模式。 
4
 宜蘭縣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教授，致力於台灣民俗文化。 
5此用詞來自於日語，opera之意；此表演形式融合新劇、歌舞劇及西樂…等表演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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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美歌劇團從電視歌仔戲轉換至精緻歌仔戲後，不斷努力的將演出內容更

新、精緻化，並且推陳出新，努力後的成果，使得其戲迷沒有因時代的變化下而

流失，反而因劇團的不斷努力求進步，而有更多的新觀眾也紛紛喜歡上歌仔戲這

項傳統戲劇音樂。 

 

 

【表２－２】郭春美小姐於歌仔戲精緻化(1998 年-2003 年)所演出戲碼 

演出年代 演出劇碼 首演演出地點 備註 

１９９８年 賣身做父 中山堂 河洛歌子戲團演出 

１９９９年 新鳳凰蛋 社教館 河洛歌子戲團演出 

１９９９年 秋風辭 國家劇院 河洛歌子戲團演出 

２０００年 台灣，我的母親 國家劇院 河洛歌子戲團演出 

２００１年 彼岸花 國家劇院 河洛歌子戲團演出 

２００３年 太子回朝 國家劇院 河洛歌子戲團演出 

２００３年 鼠鬥龍爭 北縣文化局 河洛歌子戲團演出、原

《十五貫》 

 

【表２－３】春美歌劇團於歌仔戲精緻化(1998 年-2003 年)所演出戲碼 

演出年代 演出劇碼 首演演出地點 備註 

２０００年 宰相佳人 板橋歌仔戲匯演 春美歌劇團創團作品 

２００１年 飛賊黑鷹 高雄歌仔戲匯演  

２００２年 鴛鴦遺恨 愛河音樂館露天

廣場 

 

２００２年 祈願 台灣新歌劇  

２００３年 鎖恨天倫夢 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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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春美小姐以及春美歌劇團所演出的戲碼，也漸漸的由傳統戲劇，轉為較為

大眾化的內容。也因此，許多民眾對於歌仔戲原本的印象改變，歌仔戲也不在是

堅持守著傳統的表演型態。 

  表演內容趨向精緻化，使歌仔戲在現代社會中，擁有了更多不同族群的戲迷，

受到更多民眾的歡迎及愛戴。郭春美小姐並沒有因為改變的成功，就停止創新的

理念及腳步，反而更積極的尋求更多不同的管道，將歌仔戲音樂文化，成現於大

眾面前，讓更多民眾能了解它。 

  而在如此的堅持與理念，郭春美小姐將歌仔戲文化推向更有別於以往的表演

模式，新型態的演出內容以及硬體設備，帶給觀眾不同的視覺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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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多元創新之發展 

 

  科技日新月異，傳播媒體的興盛下，歌仔戲表演的形式也跟著文化潮流轉變。

在歌仔戲趨向精緻化後，春美歌劇團也跟著時代的腳步，將傳統戲劇音樂朝向不

同的管道，將歌仔戲音樂呈現。 

  在時代的變遷下，春美歌劇團的表演，創作出許多華麗、奇幻的胡撇仔戲，

華麗的舞台背景、亮麗的服裝外表、以及炫麗的燈光效果，都廣受觀眾的熱烈歡

迎。 

  而春美歌劇團每年都會推出新戲碼，呈現出不同的創新概念，例如：再世情

緣、古鏡奇緣、青春美夢…等戲劇。在每年的新戲中，春美歌劇團運用劇場的燈

光效果，融合於劇情演出中，製造出更為精緻、逼真的場景效果，讓演員有如生

歷其境。如此精采的舞台效果，吸引了更多時下年輕觀眾族群。 

  在近幾年來，春美歌劇團所創新發表的作品，不再是只有於公演時才欣賞的

到，他們也利用時下新科技，例如古鏡奇緣中，運用泡泡製造機營造出浪漫氣氛、

或是於幽月中，使用舞台燈光效果科技、營造詭譎氣氛…等。而後將作品錄製成

ＤＶＤ販售。能錄製成ＤＶＤ的劇碼，戲劇的呈現必然需要相當精緻，而劇碼也

需貼近時下民眾的思想及審美觀念，如此一來觀眾才會花錢購買。 

  如此一來，對於劇中的角色、音樂內容、以及服裝佈景都需與時代背景符合。

因此劇團的分工，更顯得重要。戲劇的內容，都需有專業導演、編劇、編腔者來

作業，春美歌劇團已朝向事業化經營方式發展。這樣展新的表演及呈現方式，不

但使得春美劇團在社會的競爭力增加不少，更讓傳統戲劇的保存與流傳，有更進

一步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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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春美歌劇團於 2004 年-2009 年所演出戲碼 

演出年代 演出劇碼 首演演出地點 備註 

2004 年 再世情緣 鳳山國父紀念館 ＤＶＤ發行 

2004 年 古鏡奇緣 台中大甲鎮瀾宮 歌仔戲製作及發表 

2005 年 青春美夢 台南關帝廟 歌仔戲現代劇、ＤＶＤ

發行 

2006 年 幽月 高雄澄清湖勞工育樂中心  

2007 年 蘭陵王 台北市城市舞台 ＤＶＤ發行 

2007 年 巧計奪美 台北市紅樓劇場  

2007 年 我身騎白馬  蘇通達先生邀請發行

專輯 

2008 年 將軍寇 鳳山開漳聖王廟 歌仔戲製作及發表、Ｄ

ＶＤ發行 

2009 年 周瑜 台北市城市舞台 ＤＶＤ發行 

【表 2-5】春美歌劇團戲碼與新科技結合 

演出年代 演出劇碼 新科技 

2004 年 古鏡奇緣 燈泡與泡泡製造機，營造浪漫氣氛 

2006 年 幽月 現代舞台燈光效果，營造詭譎氣氛 

2007 年 巧計奪美 背景中投影出歌詞字幕 

2007 年 我身騎白馬 運用混音器將傳統戲曲與西方流行樂節和 

2009 年 周瑜 精緻背景投影，製造逼真視覺效果 

  在郭春美小姐與春美歌劇團不斷的致力於傳統戲劇文化創新與發展下，更多

時下不同族群的民眾，都逐漸了解歌仔戲文化，也因春美歌劇團的努力，使得傳

統歌仔戲劇表演，有不同的呈現方式，讓更多的民眾接受及喜愛，讓歌仔戲文化

能繼續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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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創作、演出形式改變對傳統歌仔戲之影

響 

 

 

   觀看歌仔戲歷史後，從傳統歌仔戲直至精緻歌仔戲，經過時代轉變後，科

技的進步、傳播媒體的發達，衝擊了歌仔戲原本該有的表演形式；歌仔戲不再是

只有在外台表演，漸漸的走入內台、廣播錄音室、電視攝影棚、甚至到了現在的

音樂廳；表演材料也從隨地取得簡陋的演出，轉為精緻化的舞台背景及聲光效果。

在現代多元文化的社會，台灣音樂藝術表演更是無國界，許多流行音樂已朝向西

方音樂編曲方式，現在年輕人更多是只選擇西方音樂來聆聽。而台灣傳統文化藝

術，該如何在一片逆境中，找到適合它傳承下去的表演型態；而傳統歌仔戲表演

者又該如何改變現況，是個值得深入省思的問題。 

  而本章節就多元文化衝擊下，探討歌仔戲如何創新出屬於歌仔戲新的音樂特

質，又如何建構其新審美觀。 

 

 

第一節、新演出形式的建構、呈現 

 

  筆者在一次機會下，接觸到《我身騎白馬6》此張專輯，此專輯所呈現出的音

樂架構與傳統歌仔戲的表演式相差甚遠，它並沒有傳統的文武場配樂，而是結合

                                                 
6
 於 2008年 05月 20日發行，獲得葛萊美獎最佳唱片設計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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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西方 Lounge Bar
7中的輕電音8、沙發音樂9，這是一個顛覆傳統，以及開啟傳統

音樂新市場的一作品。製作的靈感從何而來？製作人蘇通達先生說到：…人到國

外時，他們會問 ＂ Where are you from? Chinese? “NONONO, Taiwanese＂ 你

會去強調這種東西，雖然我們會說中國人中國人，我們覺得 OK，但到了國外，no 

way！你會去強調是台灣來的不是中國來的，那時大家都從不同國家來，每個學生

都有自己國家的音樂，那他們那時問到，你從台灣來的，那你們台灣的音樂是什

麼?你要講古箏?你要講古琴?但你剛剛前面介紹時你又強調你是台灣來的不是中

國來的，但你剛剛介紹的那些樂器都是中國的東西，這樣不是很矛盾嗎?在我的心

理上一定要找一個東西讓我過意的去，那就是歌仔戲。 

  事實上，當初我沒有想到，是回台灣兩年過後才想到歌仔戲。歌仔戲本上唱

起來是很特別的，包括他戲劇的表達方式是很特別的，就算我們把場邊的文場撤

掉，沒有樂器，你還是知道他在唱歌仔戲。 

  蘇通達先生以這項堅持，完成了一張創新的歌仔戲作品，這部份不曾在歌仔

戲領域中呈現；電音與歌仔戲的結合。與蘇通達先生合作的春美歌劇團團長郭春

美小姐提到：對歌仔戲我一直希望有新的嘗試，所以每年劇團籌備年度新戲時，

我都會想說：我們還能做些什麼新的嘗試？ 

  由此可了解到，傳統歌仔戲班對於創新的部份，也是很積極的在進行，為的

就是保留文化、吸引新觀眾，有人了解喜愛它，才有流傳下去的可能。而這項作

品讓他們不再是只有新戲上才有新的創作，更是在流行音樂中的非主流音樂中佔

有一息之地，令人驚艷。 

  這項新演出形式，蘇通達先生並無限制需要哪些唱段，讓郭春美小姐與王雅

鈴小姐自由選曲，清唱唱段，再由蘇通達先生從 20 段中選取出 10 段製作，但因

其中《勸世歌》因歌詞有誤，專輯最後以 9 首呈現。蘇通達先生製作過程中，一

                                                 
7
 提供客人舒適、放鬆的空間，音樂多屬於沙發音樂或電子樂。 
8 拍子細碎節奏較為輕快的電子音樂。 
9
 以輕鬆、熱鬧、摩登時尚為重點，較為舒緩的音樂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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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運用流行音樂配器下去製作，但成品卻像是那卡西
10
，因為歌仔戲唱腔運用了

許多的抖音以及花俏的轉音。而後搭配上電影配樂的編製手法，卻又太偏向西方

古典音樂，並不是他們所需要的音樂類型；也嘗試過使用比較爵士
11
的方法製作，

比較純的 BASANOVA做法，但也無法達到要求。直到運用輕電音，竟然可以如

此適合。但並不是所有 20首唱段都能與電音結合，製作挑選後為 9首錄製成專輯。 

  而蘇通達先生選擇運用輕電音來結合也是經過一番思考，主要因為歌仔戲中

許多唱段皆為較慢的歌曲，他也可以將它節奏調快加上電音，節奏感便的更強烈，

但他認為這就不能保留歌仔戲原本唱腔的美感，且也較不容易被觀眾接受。 

  此專輯的製作與一般流行樂製作方法並不相同，通常流行音樂是先編曲完再

由歌唱者錄製，但此專輯先由演唱者演唱，再加入電音元素；這是為了就是保留

原有的歌仔戲的唱腔與曲調，而後加入的爵士、拉丁、電音…等元素，則是使讓

更多的不同聽眾接受，了解到歌仔戲不同的面貌。 

  如此新興的演出方式，對於歌仔戲團是另一項新的挑戰，但歌仔戲團的傳統

形式表演並未在此專輯中呈現，只保留了原有的唱腔與曲調，連配樂也都改變，

聯合報 2007 年 02 月 06 日報導指出： 

 

    …電音沙發歌仔戲專輯「我身騎白馬」，最近為戲曲界帶來不同的

聽覺震撼，有人聽了直說「很屌」，也有人比喻像是「燒餅加上鮮奶油」，

吃一次嘗鮮即可，再吃第二物就不新鮮，還是傳統歌仔戲耐聽。…戲曲

界也有人認為，這張唱片並不能為歌仔戲加分，只是將傳統唱腔加上現

代的包裝，看不出新的想像。… 

 

由上述可知，並不所有聽眾都能接受此轉變，尤其是對於傳統歌仔戲班，傳統歌

仔戲班認為歌仔戲該保留原本的面貌，那才是我們所謂的歌仔戲。他們對於歌仔

                                                 
10
 源自於日語，意指像流水的行業，常走唱於旅館及酒店。 

11
 源於黑人勞動歌曲，音樂風格為即興及「搖擺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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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的演出有一定的堅持，他們認為加上西方音樂卻淘汰掉原本該有的文武場配

樂，這已失去歌仔戲原本該有的面貌。郭春美小姐也提到：…老一輩人他們還是

停留在以前的思想，他們會覺得聽以前歌仔戲的味道，那才是真正的歌仔戲… 

  除了傳統歌仔戲班不能接受外，老一輩的聽眾也無法接受這樣的改變，他們

認為，沒有那些傳統的身段、文武場，就不是好的歌仔戲作品。而這樣的改變正

確與否，無法有個正確的定論；運用台灣傳統音樂與西方音樂兩種不同音樂文化

背景，結合出衝突又具有現代的新音樂，呈現出意想不到的新型態。而此種新演

出形式的呈現，確定的是歌仔戲受到更多的關注，不僅僅是原本的忠實觀眾，年

輕一代的新觀眾也因新興音樂，也注意到傳統戲劇的特別與美。 

    除此之外，春美歌劇團也於近幾年創作出有別於以往的歌仔戲，不僅僅是只

有將傳統音樂與西方音樂結合，更有許多與流行文化作結合的新劇，或是以不同

角度來描寫劇情架構，這些都是春美劇團不斷將歌仔戲創新，所呈現出的音樂新

型態。 

 

【表 3-1】春美歌劇團於 2004 年-2009 年創作演出戲碼建構與呈現之分析 

演出年代 演出劇碼 建構與呈現 備註 

2004 年 再世情緣 以輕鬆鬆喜劇風格描述戰

勝是俗觀念的跨越兩代愛

情。 

ＤＶＤ發行 

2004 年 古鏡奇緣 以穿越時空為背景，描寫一

段身分懸殊的愛情史。 

 

 

2005 年 青春美夢 以日據時代為背景，描寫出

當時戲劇文化被迫交替的

危機 

ＤＶＤ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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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幽月 以哲學思維，創作出從人性

的探究與超脫萬物的情感

交流為出發點，描寫世間鬼

神的變化 

 

2007 年 蘭陵王 以歷史人物-蘭陵王為故事

背景，深刻描寫北齊悲劇英

雄。 

ＤＶＤ發行 

2007 年 巧計奪美 改編自民戲《風流王子》；

將 故 事 與 流 行 文 化 作 結

合，以胡撇仔戲風格呈現。 

 

 

2007 年 我身騎白馬 將傳統戲曲音樂結合了西

方 Lounge Bar 中的輕電

音、沙發音樂，有別於以往

的傳統配樂。 

蘇通達先生邀請發行

專輯 

2008 年 將軍寇 將傳統戲曲，運用現代題材

重新包裝，內容取材自電影

《變臉》。 

ＤＶＤ發行 

2009 年 周瑜 以歷史人物為故事題材，並

運用不長聽見的歌仔戲曲

調編曲，使觀眾接觸到更多

不同歌仔戲風貌。 

ＤＶＤ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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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創作形式的理念及手法 

 

  歌仔戲流傳至今，由原本簡陋的扮醜戲，因時代的潮流轉變，吸收了不同的

文化、科技方法，直至現今舞台聲光效果一應俱全。歌仔戲一直不斷的在進步、

向下傳承；但現今的多元文化使得民眾的娛樂變多，歌仔戲不再如以前那樣受到

民眾注目，為了保存傳統歌仔戲，除了歌仔戲班改變演出劇碼、劇情外，也把握

每次不易取得的機會做表演。 

  而春美歌劇團團長更是在這次的機會下，與蘇通達先生合作，郭春美小姐認

為：…人家是專業，蘇通達是專業的，要來找我合作一定是有他的想法在。他覺

得是萬全之策才會來找我合作，所以我會覺得：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就好阿，

我就接受了… 

…如果能因為這個新創意新活力，為歌仔戲開發新生代觀眾，有何不可？… 

  就是這樣的想法，郭春美小姐取得了更多不同的嘗新機會，運用更多不同的

方式將歌仔戲表現出來；而此張專輯，也將春美劇團的知名度，推向更多年輕族

群的樂聽者。 

  在這多元文化的社會中，歌仔戲為保持傳統的文化，一直不斷的做許多改變

及創新；郭春美小姐也提到一個劇團的經營，年輕演員演出新的劇碼，這才能吸

引更多年輕族群的觀眾前往觀賞，而不能一直陳腔濫調的演出相同劇碼，久了觀

眾也會疲乏，相對的就不願繼續支持觀賞。就是這個想法，春美劇團每年都會推

出年度新戲，讓民眾對劇團保有新鮮感與期待；團隊中也有專業的導演、編劇、

編腔編曲者負責新劇的指導。 

  除了這些以外，戲劇內容也常是創新理念的重要環節，郭春美小姐也說到：…

劇情劇碼，都要再去選一些比較創新的東西，你如果不管做到哪都固定這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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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都比較於忠於孝的劇情，就變的比較沒有說服力。因為現在的年輕人思想也都

比較先進，你如果都做一些比較無法接受的東西，當然你也無法將他們吸引進

來。… 

  觀眾的觀看心態以及喜好，往往決定著歌仔戲的演出與改變，歌仔戲是一直

推陳出新，一直不停的改變，每個地方吸收一點不同的元素、想法；例如歌仔戲

演出時，常常會唱流行歌曲，且選曲也會依照角色個性、以及環境下去選擇較符

合的歌曲演唱，這又是歌仔戲創新的另一項手法。但歌仔戲並不是都一直推陳出

新，也是有許多演出劇情的想法，卻是從以前留傳至現在，像是演出時穿和服、

拿武士刀，在現代人看起來像是多元文化的結合，許多民眾認為這些外來的文化，

怎麼會運用在傳統的台灣戲曲藝術中？這一定是新流行元素加入歌仔戲中。但其

實並不然，這些在日據時代就一直流傳至今；在當時是不能演出歌仔戲，除非穿

上日式衣服、梳日本投、唱日本歌…等日本兵才准許演出，等日本兵走後，歌仔

戲班又換回原本演出的劇碼及戲服，直到有報馬仔說日本兵回來，才又趕緊換回

日本服飾。直到現在許多廟口文化有些歌仔戲團演出時，也都還是穿著和服演出。

在現代觀眾認為是文化結合後，演變出的一種獨特表演模式，卻是從古流傳至今

的傳統演出形式。 

  如此創新理念，使得春美歌劇團也常有新劇的創作，並在創作中融入不同的

文化作為結合，如在《古鏡奇緣》中，就融合了西方華爾滋舞蹈，更在《蘭陵王》

中，結合了日本雅樂及能劇。這樣多重文化的結合，不但沒有使傳統戲劇變得突

兀，反而賦予它們更不同的演出方式。 

  而對於歌仔戲文化的創新改變，又能區分成大型舞台與廟口文化兩種。大型

舞台朝向電視作業發展，這方面的製作手法就較為要求製作精細程度、戲劇服裝

的連貫性，為了吸引觀眾買票進場觀看，這部份的要求是必須的。戲劇的時代背

景、人物角色的裝扮…等都是需要考究，這方面創新手法發展與原本歌仔戲演出

方式全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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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時代背景的考究，在《青春美夢》此劇中，就能體驗到；有別於以往的

歌仔戲古裝，《青春美夢》一劇中，為了使服裝道具能符合時代背景，更將古裝換

下，穿著時裝演出。這在歌仔戲中，是一大突破。 

  另一方面較接近原本歌仔戲演出方式的廟口文化，觀眾喜歡的，是華麗的服

裝，一套套換上，並不會去在意連戲方面的問題，他們喜歡較熱鬧精采的演出，

而春美劇團團長郭春美表示：…當然我們有時候也會想說這種的觀眾我們是不是

要教育他，就是說觀眾的素質也是要提升，但這不是一朝一夕的，沒那麼容易，

你要改變他看廟口文化歌仔戲的這種思想，沒有那麼簡單，要慢慢來的… 

    郭春美小姐認為：提升廟口歌仔戲觀眾素質，也是將歌仔戲精緻化，使

其變的更有競爭力的一方法，畢竟廟口文化是需要謝主願意聘請具團表演，

如果無謝神、作醮
12
活動，歌仔戲團很難生存；而將觀眾素質提升，表演形

式也能漸漸提昇，往更精緻化方向發展，這樣歌仔戲團體就不需靠廟方或是

謝主提供演戲機會，能獨立創作新戲，只要能吸引觀眾買票觀賞，就能賺錢

供養團隊生活，也能增加更多的戲迷，自然的歌仔戲就會流傳下去。 

  從上可得知，大型舞台表演，它精緻的背景、道具及服裝，較新穎的故事情

結，與較年輕一輩的演員，通常是為了開發新觀眾群，相對的也較容易吸引較年

輕與較新的觀眾群；而廟口文化的歌仔戲，則是可以保持著謝神的文化，同時也

能鞏固老一輩的觀眾；廟口文化中歌仔戲與觀眾的互動、華麗的服飾一一展現表

演，熱鬧花俏的表演方式，正是老一輩的歌在戲迷喜歡、前往湊熱鬧的主要因素。

春美劇團兩者皆有演出，其戲迷年齡層也就較為的廣泛，對於文化保持有極大貢

獻。 

  對於歌仔戲的創新演出，是一直存在的，不論是劇情、唱腔、身段。只要有

新戲發表，就會有新的唱腔、編曲…等出現，不同面貌的歌仔戲就會呈現在觀眾

面前。除了創新的部分之外，那些是具備著歌仔戲傳統文化的精神，還是需要保

                                                 
12
 民間最大一項宗教儀式活動，具有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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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來。有新的想法產生，加入歌仔戲中，但傳統演出方面也不能淘汰太多，否

則雖然我們替歌仔戲找到了另一種表演模式，但與歌仔戲最傳統的面貌全然不同

了。 

  除了演戲與唱腔方面的改變外，硬體設備也是跟著推陳出新。在大型舞台上，

舞台背景用運用投影機投射，與傳統畫布背景差別甚大，在前文提過，大型舞台

走向較為精緻化路線，而投射背景不論是畫面或精緻度都比以往好很多，而郭春

美小姐也說道：…像我們現在走的路線，佈景我們就用投影的方式，投影的方式

用起來也是挺漂亮的，不過這可能也是一時的流行，不知道以後還會有什麼花樣。

因為這種東西變成是要我們舞台總監去舞台設計，這是他們要去傷腦筋的。… 

  新科技的運用，在《古鏡奇緣》、《幽月》、《巧計奪美》、《周瑜》…等劇中都

能看見。為求氣氛的營造以及畫面的精緻度，春美歌劇團在舞台設計上，加入了

現代科技，這不但使歌仔戲的呈現更加精緻美麗外，也能使得呈現出的畫面更加

跟上時代腳步。 

  這顯示出，對於現代科技的進步，使得大型舞台上的演出更為壯觀美麗；這

也促使歌仔戲跟上時代的腳步，不斷的改變演出的形式，吸引更多新觀眾了解到

歌仔戲的文化與傳統戲曲的特別。 

 

【表 3-2】春美歌劇團於 2004 年-2009 年創作演出戲碼理念與手法之分析 

演出年代 演出劇碼 理念與手法 備註 

2004 年 再世情緣 運用當時「老少配」話題，創

作有別於以往觀念的愛情喜

劇。 

ＤＶＤ

發行 

2004 年 古鏡奇緣 加入現代華爾滋，並在同時運

用燈泡與泡泡機營造出浪漫

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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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青春美夢 服裝、道具皆符合時代背景，

以穿著時裝演出。 

ＤＶＤ

發行 

2006 年 幽月 運用現代舞台燈光科技，製造

出戲劇中的奇幻詭譎氣氛。 

 

 

2007 年 蘭陵王 運用華麗的服裝道具，並在音

樂上參考唐大曲的《序》、

《破》、《急》結構，與日本雅

樂，強化人物性格。更在其中

一場戲中結合日本能劇的舞

蹈身段。 

ＤＶＤ

發行 

2007 年 巧計奪美 除傳統唱調外，更有流行歌曲

新改詞，並在兩旁運用現代科

技，投影出歌詞字幕。 

 

 

2007 年 我身騎白馬 由演唱者演唱，保留了歌仔戲

原本的唱腔與曲調，而後再加

入爵士、拉丁、電音…等元

素。 

蘇通達

先生邀

請發行

專輯 

2008 年 將軍寇 以離奇的靈魂交換、國家仇

恨、以及複雜的三角戀情，創

作出一段故事。 

ＤＶＤ

發行 

2009 年 周瑜 新舞台效果，有如看電影般的

視覺享受。而背景更以投射方

式呈現，使畫面更精緻優美。 

ＤＶＤ

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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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審美觀的建立 

 

  對於上述所提過許多有關於傳統歌仔戲文化的演出方式，已經與傳統型式不

同，不論是對於其表演形式或是對歌仔戲的審美觀，已經與以前大不相同，由其

在《我身騎白馬》此張專輯最為明顯。郭春美小姐也表示，此張專輯剛製作出來

時，拿到成品的她，不太能接受如此形式的轉變，歌仔戲調變成這樣，它還是原

本的歌仔戲嗎？而郭春美小姐不論是在家、春美歌劇團外出表演時不斷的將它播

放，漸漸的也覺得這是張不錯的專輯，郭春美小姐說：…還蠻耐聽的，聽一陣子

之後，會覺得說蘇通達這個人還蠻聰明的，蠻有思想的這樣，他有辦法這樣將歌

仔戲調結合西洋樂曲，還蠻不錯的。我聽到許多人的回應都說不錯。… 

  這樣歌仔戲的轉變，對於傳統歌仔戲班，是較難以接受；但為了保存、流傳

傳統地方戲曲，只要是有能夠開創新觀眾的機會，他們還是願意去嘗試。漸漸的

不只是觀眾對於歌仔戲的審美觀有所改變，傳統戲班也能接受如此的改變，使得

戲劇變的更有競爭力。 

    創新後的歌仔戲劇情，有別於以往傳統野台歌仔戲的演出方式，大型舞台的

歌仔戲，按照劇本上的內容完整呈現出。而傳統廟口歌仔戲，則是迎合觀眾的喜

好，將一些流行用語、時事話題加入演出，引起觀眾興趣。除了劇本編排外，大

型舞台歌仔戲的音樂方面，則是會依照劇情的走向，編出專屬於此劇的音樂與唱

腔，但在野台歌仔戲，就沒有專屬的背景音樂，頂多加入鼓聲增加劇情的緊湊度。

在背景方面，大型舞台歌仔戲運用當代科技，使得背景真實呈現；而野台歌仔戲，

則是使用舊有的畫布背景，運用人工的發是拉換背景。這皆都顯示出歌仔戲在這

個時代不斷的進步中。 

  春美歌劇團每年都會推出年度大戲，也有專屬的導演與編劇者，而導演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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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審美觀的建立，也是很重要的一環。在郭志賢，2001：509 頁中提到： 

 

  一個導演的審美意識，他的風格、藝術觀點等等，直接影響著一個劇組，直

到一個劇團至一個劇種。… 

 

一個導演的審美觀，決定他如何拍攝一齣歌仔戲；無庸置疑的他對歌仔戲的審美

觀建立，有極大的影響力。導演想法與美感也會跟著社會流行進步，歌仔戲不再

只是以前於忠於孝、或是淒美愛情劇，也曾推出過較輕鬆、俏皮風趣的喜劇風格，

與以往歌仔戲形象大不相同。這正是因為導演的想法改變，使得新劇的內容有所

不同，也顛覆了戲迷以往看戲的感官及聽覺享受。 

  歌仔戲劇表演中，不斷發展進步，不僅只有原本的身段演出，也有些劇團吸

收了現代街舞
13
元素，放到了劇中演出；除了舞蹈方面以外，也有劇團在演出時，

在舞臺燈光加入了雷射效果、或是吊鋼絲等特技。雖然這與傳統表演方式以全然

不同，但在新一輩的年輕族群，會認為原來歌仔戲並不一定只有哭哭啼啼的演出

那些陳腔濫調，且在聽覺享受之外，也能有視覺上的饗宴。 

  在春美歌劇團的創作中，《再世情緣》、《幽月》就運用了以別於以往的創作角

度，下去編劇；而《幽月》更是描寫出鬼神間的變化。而歷史人物為故事背景的

戲劇，更是結合了不同文化以及新效果，重新編出不同的視覺效果，而不是陳腔

濫調的舊戲碼。 

  對於劇情、唱腔、身段不停的改良，其審美觀也是不停的再改變，郭春美小

姐提到：…其實劇情、唱腔、身段都不停的在改良…如果你一直停留在同一個模

式，人家看久也是會膩，所以我們每一齣新出來的戲，我們都要有編劇、導演、

編腔的音樂老師，他都要看故事整個劇情的走向，下去編腔編曲，讓聽眾或現場

觀眾聽了不會膩…對於審美觀的轉變，最主要的，還是為了符合觀眾的口味、時

                                                 
13
 起源於美國紐約中一區塊，為即興舞蹈，多以黑人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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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潮流，如此下去著手創新改變，讓更多的民眾接受喜愛歌仔戲文化。 

  傳統歌仔戲，原本就是吸收各種不同民族文化，成為自己表演部份的戲曲，

但如何能夠不斷的改變創新，又能將其傳統文化保留，是現在許多歌仔戲劇團所

致力發展的部份。 

  也有些舊劇碼，運用時下潮流的新審美觀，經過現代編劇、編曲、或是服裝

上、舞蹈上的改變，而成了另一齣新劇。例如由明華園劇團所演出的《超炫白蛇

傳》，它將舊劇碼，加入了許多現代新元素，浩大的聲勢、華麗的背景、超炫的科

技硬體，成功的推出與以往不同的歌仔戲，真是名符其實的「超炫」白蛇傳。 

  現今許多歌仔戲團已朝向創新戲發展，畢竟演員、導演、編腔編劇漸漸汰換

為較年輕一輩，而在不同時代背景教育下，對於戲劇藝術的要求又會有所不同，

這種情況下，所製作出的戲劇，與以往的傳統樣貌已大不相同了。 

  雖然觀眾的審美、導演的藝術感、演員的想法，一直促使歌仔戲進步改變，

但這些改變較常見於大型舞台表演，對於廟口文化，卻依然保持著原本較傳統的

審美觀，由於廟口文化的觀眾，對於「好看」、「美」的定義，是在於有不有趣、

演出所說的內容他們暸不瞭解、場面熱不熱鬧，他們對於歌曲的編曲、唱腔音調、

以及背景精緻度並不會太過於要求。這樣廟口文化歌仔戲的審美觀，與大型舞台

歌仔戲的官場概念相差甚遠，要使得歌仔戲文化其審美觀一致，較為困難。 

  現代一直認為，要將歌仔戲繼續流傳，就需不斷的創新、改變，但傳統地方

戲曲原有的曲調還是須要保存，郭春美小姐提到：…原本的七字調、都馬調這些

絕對不可能把它換掉，有一些新的東西可以加上去，舊的東西也不能把它淘汰太

多，不然人家會覺得不像是在做歌仔戲。 

  對於歌仔戲創新審美觀念的改變，經由時代轉換，漸漸的與從前的樣貌不同，

這是不斷改變演出方式與創作新其演出手法，建立而成的。每個時代的審美觀皆

不相同，傳統地方戲曲也該跟上其腳步，建立不同的演出方式，符合時代潮流的

審美觀，如此一來，不僅能吸收更多不同年齡層的觀眾，更能繼續保存此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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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與流傳。 

 

 

【表 3-3】春美歌劇團於 2004 年-2009 年創作演出戲碼新觀念之分析 

演出年代 演出劇碼 新觀念 備註 

2004 年 再世情緣 使用女性角度作為創作的出

發點，表達出現代女性的思

維。 

ＤＶＤ發行 

2004 年 古鏡奇緣 有別於以往歌仔戲，加入西方

舞蹈-華爾滋，創作出歌仔戲

的多元藝術文化；更運用現代

科技硬體，營造出浪漫氣氛。 

 

 

2005 年 青春美夢 有別於以往古裝，以穿著時裝

演出，歌仔戲又有一項突破性

的演出。如此創新使戲劇增添

不少現代感。 

ＤＶＤ發行 

2006 年 幽月 運用哲學的思維方式，創作出

誇領域的新劇，並運用現代燈

光效果，營造出充滿現代的氣

氛，增加視覺上的享受。 

 

 

2007 年 蘭陵王 劇場華麗的視覺饗宴，更融合

日本傳統能聚，一場中國歷史

與多元文化結合後的創作。 

ＤＶＤ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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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巧計奪美 感情觀念打破傳統，性向問題

不再受歧視，更在戲中運用現

代硬體設備，也不顯得突兀。 

 

2007 年 我身騎白馬 加入西方音樂，結合出衝突又

具有現代感的音樂，呈現出有

別於以往歌仔戲音樂的新型

態。 

蘇通達先生邀請發

行專輯 

2008 年 將軍寇 感情關的開放，使得複雜的三

角戀也成為劇情創作的一部

分，更加上以電影為取材，為

戲劇增添不少現代感。 

ＤＶＤ發行 

2009 年 周瑜 有別於以往的舞台設計，讓視

覺感官有如看電影般，戲劇更

為精緻逼真，充滿現代感。 

ＤＶＤ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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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創新展演藝術型態對歌仔戲文化保留與

未來發展之影響 

 

 

  現今傳統歌仔戲藝術為了符合時代潮流，不斷改變其表演方式、運用當下科

技產品，創造出不同於以往的聽覺饗宴與視覺效果。越來越多的歌仔戲團體願意

朝往此方面發展，嘗試創造出更多不同的戲劇張力。 

  對於這些改變過後的歌仔戲劇，是否有提升其競爭力，亦或是造成反效果，

這些都是需要進一步討論。為了什麼而改變，如何改變與創新，才能準確的掌握

要點？歌仔戲團體也常將這問題用於提醒與自省。能確定的是，創新、新劇發展

於大型舞台上的歌仔戲，競爭力的確比傳統廟口文化小戲的歌仔戲團體來的大許

多。 

  本章節就歌仔戲的轉變，進而了解到改變對其影響與競爭力是否提升，而什

麼樣的情況下使得促使發生改變。 

 

第一節、 創作、演出更新後的影響與競爭力 

 

  對於前文中提及，歌仔戲團體為了保存流傳此項傳統藝術，常常會有新戲推

出，或是利用不同的機會演出。這些方法，能使其曝光率增加，引起民眾的好奇

心外，也能達到宣傳的效果。在春美歌劇團與蘇通達先生合作推出《我身騎白馬》

專輯後，使得春美歌劇團被更多民眾所認識，進而了解到其歌仔戲文化；這對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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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戲劇團而言，不僅能提升知名度外，對其劇團也是種肯定。 

  傳統戲劇的創新，對劇團生存的影響力必然是存在的，有不同的演出方式或

是不同的劇碼推出，能讓觀眾有耳目一新的感覺；如果只是守舊，不懂得創造新

的劇碼，久而久之，戲迷也會疲乏覺得無趣。 

  對於劇團演出時，劇碼、服裝、布景的要求，也是重點之一；要在這多元文

化社會中，多種不同娛樂競爭下，要歌仔戲能突破重圍，成為民眾的休閒娛樂，

確實是有難度在，畢竟許多人會認為，歌仔戲已經是黃昏藝術，戲劇中總是哭哭

啼啼的唱些忠孝仁愛的劇碼，這已經不符合時代思想潮流了。歌仔戲團為了提升

自身的競爭力，開始做出有別於以往傳統歌仔戲的劇碼；像是：有歷史部分的、

有奇幻哲學、更有輕鬆喜劇的。 

  除此之外，一個團體競爭力的提升，得由許多地方下去著手改變，這是整個

團體的事情而不是只有個人。郭春美小姐提到：…我覺得一個團維持它的素質、

演員年齡、團隊的精隨、還有故事的內容，這真的是攸關歌仔戲未來的發展。一

個團隊能有其競爭力真的是不容易，且又是在多數民眾都不太瞭解歌仔戲的情況

下，要如何改變民眾舊有想法，也會成為一個傳統戲劇是否能再次受到注目，繼

續保存下去的關鍵。 

  為了提升大眾對自身歌仔戲團的喜愛，春美歌劇團在於公演演出時對其演出

所需的道具更為的要求。因為春美歌劇團屬於文建會扶植團隊，在每年都必須公

演一齣新戲，他們對於每年的公演都投入相當多的心血，為了完成一齣能夠吸引

觀眾的劇碼，讓他們願意花錢買票看劇，是不能隨便做的。只要能多出一位觀眾，

對他們而言，就是提升一點競爭力。 

  除此之外，還有廟口文化的歌仔戲，廟口文化在多元社會的競爭力就較前者

弱些；前來觀賞的民眾並不需要花錢，你喜歡這次的演出，就一直觀賞，不喜歡

就走人，並不會太過在意有沒有達到原本的經濟效益。對於這樣的廟口文化，春

美劇團朝向由演出內容來教育民眾，慢慢將民眾的素質提升。今天公佈所要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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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演出時就一定符合，而不會說一套卻演成另一套；也會依照今天演出戲

劇的種類，策劃劇中的內容。運用這樣的方法，慢慢的教育民眾看戲的重點，而

不再是一昧的求熱鬧演出。 

  在《我身騎白馬》專輯發行後，外界許多樂聽者，對於春美歌劇團的嘗鮮與

創新給予肯定的支持，郭春美小姐也表示：…我想只要是合理的創新，不管是什

麼形式，對歌仔戲就是一種好消息。 

  由此可知，不論是外界樂聽者、或是春美歌劇團本身，都認為一個好的改變、

合理的創新，都能為歌仔戲吸引更多民眾觀賞；更為精緻的戲劇，則能讓民眾買

票觀賞，如此一來不僅提升歌仔戲的競爭能力外，也不用再依靠謝主、作醮…等

廟方活動來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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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傳統藝術文化保留與傳承 

 

  將傳統藝術與現代媒體結合，不外乎就是為了其文化的保存及發展。對於文

化保存方面，除了政府單位以外，民間團體也是致力於將其文化延續下去。而如

何進行，則可分成很多方向下去著手：像是傳統的廟口野臺文化、或是較為精緻

的大型舞台演出。 

  提升劇團中演員素質也是文化傳承的一個關鍵，演員唱腔好聽點、身段乾淨

俐落一點、年紀輕一點，對舞台下的觀眾都是一種吸引力。畫面漂亮的歌仔戲，

觀眾看了也賞心悅目，自然的他們就愛看，也會有更多人願意花錢觀賞，而也會

有更多人願意學習這項藝術，兩者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 

  而郭春美小姐提到：…這個劇團的經營方式會比較麻煩的就是：因為演員很

少，不像一般社會要徵個職員，就很多人來應徵；但我們演員不一樣，演員從小

就要開始學這些技藝學到大，所以在我們演員界，演員是非常欠缺的，團體多，

演員少，變成經營起來真的有困難…演員的難尋也會成為文化保存阻礙的一環，

要有完美的唱功以及俐落的身段，並不是一天兩天就能學成，而是得要花上好幾

年的時間才能達到這樣的程度。文化保存看似容易達成，卻還是有其不易在，演

員的栽培並不是短時間能學成，除非是在戲劇家族，否則很難有從小就接觸學習

傳統戲劇。 

  演員的欠缺，使得傳統藝術劇團經影起來較不易，在歌仔戲表演圈中，經營

團體很多，而專業演員卻很少；一個劇團中演員優秀、素質也很好，那這團體的

經營就容易許多，演出來的戲好看、精采，能受觀眾喜愛，謝主自然而然就會比

較有信，要謝神時就會想花錢請來演戲；相對的，如果團體演員素質維持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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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掌握觀眾的眼睛，這樣的情況發生一次、兩次，謝主自然會開始對此團體沒

有信心，也就不會想請花錢請他，這樣此團體也就沒有生意，沒生意自然的就無

法生存。這都是連帶關係，所以春美歌劇團團長表示，如果有演員離開，必定會

立刻找個適合的人選填補空缺的位置，不會讓此位置一直空著，位置沒有人替代

這對團體也是種傷害。 

  對於要將傳統藝術保存與傳承下去，郭春美小姐還是認為，要有新的唱腔、

新的劇碼，這樣才能吸引更多不同的戲迷。她認為一齣相同的劇碼不斷演出，觀

眾也是會覺得疲乏無味，沒有新鮮感，那倒不如看點其他有新鮮感的戲劇。而創

作出的新戲劇也不能堅持於傳統故事內容，那又思想又太過於保守，引不起時下

年輕人的注意。 

  也有認為只要有創新、發展，歌仔戲就能延續下去，在郭志賢，2001：566

頁中提出： 

 

  …產品的更新是唯一的出路，不能死抱「傳統」不放，我們的任務是繼承發

展，更重要的是發展。 

 

從上可知，不斷的推陳出新，是文化保留的重點之一，但如果過於的「發展」，那

極有可能成為一項全新的「傳統藝術」，與原本該保存下來的藝術面貌完全不相同

了。 

  廟口文化的野台歌仔戲，也是個很重要的保存項目，畢竟它是較接近於歌仔

戲原本表演模式，蘇通達先生認為：…我覺得這一部分是千萬不要斷，這是歌仔

戲本身的一個精神…，而廟口文化的野台歌仔戲，卻不像大型精緻歌仔戲那樣的

容易保存流傳。廟口文化，它靠的是廟方、謝主方面的供養，而一個歌仔戲團體，

又要如何讓廟方及謝主能夠再如此多團中，選擇你來演出，那是得要不斷的提升

自身的知名度與競爭力，而這又跟前文所以提到的，得需創新與提升團體演員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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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廟口文化需要保存下去，但卻難生存於現在多元文化社會中；劇團的保持，

除非是還有文建會的補助、或是另有大型演出收入，否則到現今廟方生日、作醮

的儀式已經並不多了。如此多的野台歌仔戲團體，對於演戲生存，已經是件困難

事了。 

  另一方較為精緻的歌仔戲，這方面的戲迷就較多些，戲迷們願意花錢前往看

戲劇的演出，如果戲劇精彩、能夠吸引戲迷，不只會有新戲迷的增加外，劇團常

會在戲劇公演後，發行推出相關系列產品，這就能使這些戲迷購買收集，而戲團

的生存也就比較沒有這麼難。而文建會也有補助扶植團體每年多少金額，但劇團

必須公演一齣新戲。這無形中也是幫歌仔戲文化推出更多戲劇，也替他們增加在

市場上的競爭力。 

  《我身騎白馬》帶來了許多不同的改變，使得更多樂聽人認識歌仔戲、春美

劇團，進而喜歡上歌仔戲；郭春美小姐也表示：…不少朋友聽了專輯之後說好聽，

給我很大的鼓勵。這次的合作不但幸運，也對我自己一直堅持走創新的路線更充

滿信心。對於發行此張專輯，更讓郭春美小姐確定自己堅持創新的路線能夠將歌

仔戲繼續保持，吸引更多觀眾。 

  也有更多樂聽者期待此方面的創新能再次呈現，或是運用到戲劇裡面，加入

更多的身段或戲劇成分，而郭春美小姐也說到：…我想只要觀眾支持，當然希望

可以合作出更多的可能性。…如果有適合的戲碼，又不會讓人覺得突兀會考慮。

顯然的這樣的創新結合，的確為歌仔戲流傳保存進上一份心力，使得更多的民眾

注意到傳統戲劇有別於往常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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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張 結論 

 

 

  在了解電視歌仔戲與精緻歌仔戲的歷史轉變，在初步興起的電視歌仔戲並沒

有一開始就造成轟動，因舞台一切從簡，加上一般民眾家庭電視機並不普遍。直

到電視機較為普遍後，電視歌仔戲才開始受到民眾喜愛。在三台歌仔戲擁有廣大

戲迷時，卻出現了黃俊雄布袋戲，搶走了不少歌仔戲觀眾。在後雖然電視台為了

挽救局面，組成一支實力堅強的歌仔戲劇團，但卻也不敵演員個人無法配合演出

及新聞局的限制，使得電視歌仔戲出現了低潮期，於電視圈中消失。 

一、新時代文化對傳統藝術的衝擊 

  由於新時代文化的衝擊下，再次登上電視螢幕的歌仔戲，已經結合了當代科

技，做出不同於以往的效果，但卻也在幾年後，因多元文化交流，傳播媒體的興

盛，以及更多娛樂節目的出現，使得電視歌仔戲再次沒落。 

  因多元文化的交流下，歌仔戲也學習到西方劇場的概念，將歌仔戲登上大型

舞台演出。在此時期，不論是歌仔戲或是觀賞民眾，都建立了許多新的舞台劇場

概念。 

  為得讓觀眾有耳目一新及值回票價的感覺，精緻歌仔戲不斷創新求變，求進

步，不僅在劇本、舞台上的改變，演員的素質與戲中的音樂，更是在改變之中。

創新求變的理念下，使得精緻歌仔戲又替歌仔戲找到另一個屬於自己的舞台，也

為歌仔戲的傳承盡一份心力。 

  了解歌仔戲的歷史後，因時代變遷，多元娛樂的衝擊下，傳統藝術在現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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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生存岌岌可危；但其文化藝術屬於台灣的歷史一部分，該如何將藝術保存流

傳給下一代，是各界探討的議題。 

二、創新與傳統的觀念共融 

  春美歌劇團也隨著時代文化的變遷，跟著流行的腳步創作屬於當代的歌仔

戲。在發展早期，郭春美小姐與春美歌劇團，於電視歌仔戲第二波興盛時期，於

是跟著開拍過時於齣電視歌仔戲。當時設備齊全，短時間內拍攝不少作品，但由

於社會結構的轉變，使得春美歌劇團也須因應潮流，改變其原本演出的舞台以及

方式。 

  在轉型期間，春美歌劇團的演出由電視歌仔戲與初期大型舞台交錯進行演

出，此時郭春美小姐不斷的將春美歌劇團演員的素質提升，為往後精緻歌仔戲的

發展做準備。除此之外，春美歌劇團也在此時，轉變了原本的演出形式及內容；

從原本堅持演出須是不加入流行歌的傳統戲劇，在此時轉變了想法，在演出前向

觀眾說明清楚劇種，將戲劇內容合理化，這樣也就不會違反原本所堅持的「傳統」

原則。 

  近年來的春美歌劇團，跟著時代腳步，在劇中呈現出許多有別於以往的演出

內容，不斷的推陳出新、更發行影音專輯，使得春美歌劇團受到更多民眾得欣賞

與喜愛。對於歌仔戲，郭春美小姐一直抱持著創新的想法，為得就是讓歌仔戲能

夠更貼近時下民眾的思想及審美觀。 

   許多戲劇界、音樂界為了文化保存的問題，不斷的將歌仔戲創新發展，將其

推往不同演出形式發展，吸引更多不同興趣的民眾注意到。本文由創新的建構與

呈現、理念與手法、新審美觀的建立下去去進行探討，了解到歌仔戲如何在逆境

中求生存，創新出屬於自己的新傳統。 

  創新的架構與呈現出的成品，往往不易於短時間內得到所擁欣賞者的認同，

畢竟這與他們所欣賞、喜愛的傳統面貌大不相同，既然原本的戲迷並不欣賞如此

的新音樂，那為什麼要做如此的改變？這是為了使傳統音樂能夠用不同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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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更多不同年齡層的樂聽者。如此一來，不僅是文化能創新流傳下去，其觀眾

群的增加，也能使漸漸沒落消失的傳統藝術，能再重返最受歡娛樂的大舞台與戲

迷相見。 

  而這樣的不同於以往的建構與呈現方式，是好或壞並沒有一定的標準，但可

確定的是，轉變的成果一定有它的道理在，也有欣賞其面貌的觀眾在，對於傳統

藝術而言是件好事。 

    而改變的理念及手法，經常的影響著一項作品的成果；經由不同的創新方面，

了解其中所影響的層面。從《我身騎白馬》一專輯理念中得知，一個歌仔戲團體

對於文化的保存與創新，亦是保持著支持的態度，也因這個支持，使得歌仔戲的

音樂不斷的用新面貌向大眾呈現。 

    除此之外，也了解到在傳統戲劇中，演出內容不斷的求新求變，為得是不讓

觀眾失去新鮮感。同時也了解到大型舞台歌仔戲，與廟口文化野台歌仔戲，兩者

改變所需的理念想法及其手段，是不同的。 

  大型舞台歌仔戲，是需要更為的精緻化，讓觀眾看見不同的歌仔戲，有值回

票價的感受，更能藉此吸引更多不同的觀眾，使其對歌仔戲有更多的了解，並且

喜歡甚而買票進場欣賞演出；而廟口文化的改變，則是朝向在改變續劇的演出方

式，從戲劇中教育觀眾，將喜愛廟口文化的觀眾素質提升，漸漸的使廟口文化也

能獨立生存。 

  對於歌仔戲不斷的求新求變，其審美觀必然受到極大的衝擊，對於建構新的

審美觀，都需要點時間接受與調適，而歌仔戲審美觀，又是取決於誰，為了什麼

而改變。從《我身騎白馬》專輯歌仔戲團的審美觀改變、導演與編劇者自身思想

與審美、直至由觀眾角度與想法來改變對戲劇的美感，從各種不同角度下探討歌

仔戲之美是如何轉變。 

  由上述可知，對於歌仔戲的轉變，影響最深其實是為當代潮流，當代潮流影

響的不僅是導演、編劇的思想與美感，而同時的也影響著時下年輕人。於同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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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出對美的看法，其實都不盡相同。而歌仔戲團、導演與編劇者致力將戲劇的

審美改變，為的就是吸引更多的觀眾，使歌仔戲能有更好的發展，這是不變的道

理。 

三、表演形式轉變後新審美觀的建立 

  由於當代潮流的轉變，社會在多元文化的接觸與發展下，使得歌仔戲團體創

作出有別於以往的演出方式、以及內容；為了就是能使更多不同年齡層觀眾喜歡

上這項傳統藝術。而在表演形式轉變初期，許多觀眾認為如此演出並不能算是歌

仔戲，畢竟傳統歌仔戲有其原本的表演架構，傳統歌仔戲的觀眾群喜歡的，就是

原有的表演方式。但漸漸的，這樣不同的方式，帶來的是更多年輕族群的觀眾，

而老一輩的戲迷，也因戲劇呈現出不同的新鮮感，慢慢接受歌仔戲在多元文化下，

所改變的表演內容。 

  而在求新求變的時代中，為保存、流傳歌仔戲，也開始做出有別於以往的戲

劇內容及表演方式。而這樣的轉變不但使歌仔戲找到了另一項表演方式，更讓許

多民眾欣賞如此的表演模式。也因多元文化的影響，歌仔戲融入了不同社會的表

演藝術，如此的表演形式，觀眾不但感到新鮮，更覺得特別。觀眾對於創新後的

歌仔戲，有抱持著支持的態度，而也有抱持反對態度的傳統歌仔戲戲迷。但不可

否認的是，在欣賞新戲的過程中，觀眾接受了新表演方式，也引起了觀眾的興趣：

原來歌仔戲可以如此有趣。 

  歌仔戲創新內容及形式，往往是取決於觀眾的喜好。現在時下年輕人，觀看

表演內容時，已經不再將傳統忠孝故事情節視為最重要，反而是新鮮、風趣、科

技…等不同的內容，更能吸引觀眾。如此新穎的審美形式，由觀眾看戲而衍伸出。

歌仔戲文化的保存，也因戲劇表演形式的轉變，使得更多的民眾喜愛，使其文化

有更多觀眾欣賞。 

四、藝文市場的開拓與競爭力提升 

  在探討了歌仔戲的創新建構與呈現、理念與手法以及審美觀的轉變後，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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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的了解到傳統戲劇與時下流行科技媒體結合後，對於傳統文化在社會上的

影響與競爭力是否有提升，亦或下降。 

  春美歌劇團也在與蘇通達先生合作《我身騎白馬》專輯後，知名度與競爭力

有明顯提升，而春美劇團團長也表示，歌仔戲要有創新、改變，其在社會上的競

爭力與知名度才能提升，對他們而言，只要多出一位觀眾喜歡改變後的歌仔戲，

那就是競爭力的提升。 

    郭春美小姐也認為，只要歌仔戲有創新的機會、合理的創新方式，對於歌仔

戲來說都是個提升自身競爭力的一個好消息，他們也清楚的了解，只要有新的、

好的演出機會及方式，都能為歌仔戲吸引些新戲迷，也能使歌仔戲能繼續流傳下

去。 

  在本文最後也提到大家最關心的文化保留與傳承之問題，在前文探討了許多

有關於歌仔戲創新與改變其表演內容及方式，而目的也是為了增加歌仔戲在現代

多元文化社會中，能有繼續流傳下去的競爭力與市場。而歌仔戲團的素質提升，

也是要點之一，因為歌仔戲的傳承與否與歌仔戲團的素質息息相關，兩者是為相

輔相成關係。 

    春美歌劇團的團長也認為，只要是能多出一位喜歡他們、欣賞他們演出的觀

眾，對他們而言，就是提升競爭力，更能流傳下去的動力。郭春美小姐也表示，

只要能夠開創歌仔戲團的新市場、不同的演出形式、不同年齡層的觀眾、以及提

升舊有傳統廟口歌仔戲文化的素質，對於歌仔戲的文化流傳與保存將會是有效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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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演出年表 

演出年代 演出劇碼 首演地點 備註 

1984 年 慈雲太子 中華電視演出 河洛歌子戲團演出 

1985 年 大漢中興 中華電視演出 河洛歌子戲團演出 

1985 年 李世民夢遊記 中華電視演出 河洛歌子戲團演出 

1987 年 義薄雲天 中華電視演出 河洛歌子戲團演出 

1998 年 賣身做父 中山堂演出 河洛歌子戲團演出 

1999 年 新鳳凰蛋 社教館 河洛歌子戲團演出 

1999 年 秋風辭 國家劇院演出 河洛歌子戲團演出 

2000 年 鳳冠夢 民視電視公司演出 河洛歌子戲團演出 

2000 年 台灣，我的母親 國家劇院演出 河洛歌子戲團演出 

2000 年 宰相佳人 板橋歌仔戲匯演演出 春美歌劇團演出 

2001 年 彼岸花 國家劇院演出 河洛歌子戲團演出 

2001 年 秦淮煙雨 公共電視演出 青葉歌仔戲團演出 

2001 年 菜刀柴刀剃頭刀 台灣電視演出 河洛歌子戲團演出 

2001 年 千古長恨 台灣電視演出 河洛歌子戲團演出 

2001 年 飛賊黑鷹 高雄歌仔戲匯演演出 春美歌劇團演出 

2002 年 三戲正德皇帝 中華電視演出 河洛歌子戲團演出 

2002 年 私生子 中華電視演出 河洛歌子戲團演出 

2002 年 太子復仇 中華電視演出 河洛歌子戲團演出 



 

 

46 

 

2002 年 鴛鴦遺恨 愛河音樂館露天廣場演出 春美歌劇團演出 

2002 年 祈願 台灣新歌劇演出 春美歌劇團演出 

2003 年 太子回朝 國家劇院演出 河洛歌子戲團演出 

2003 年 十五貫 公視演出 河洛歌子戲團演出 

2003 年 鼠鬥龍爭 北縣文化局演出 河洛歌子戲團演出 

2003 年 鎖恨天倫夢 台南演出 春美歌劇團演出 

2004 年 再世情緣 鳳山國父紀念館演出 春美歌劇團演出、ＤＶＤ發

行 

2004 年 古鏡奇緣 台中大甲鎮南宮演出 春美歌劇團演出、歌仔戲製

作及發表 

2005 年 青春美夢 台南關帝廟演出 春美歌劇團演出、歌仔戲現

代劇、ＤＶＤ發行 

2006 年 幽月 高雄澄清湖勞工育樂中心

演出 

春美歌劇團演出 

2007 年 蘭陵王 台北市城市舞台演出 春美歌劇團演出、ＤＶＤ發

行 

2007 年 巧計奪美 台北市紅樓劇場演出 春美歌劇團演出 

2007 年 我身騎白馬 蘇通達先生邀請發行專輯 春美歌劇團演出 

2008 年 將軍寇 鳳山開漳聖王廟演出 春美歌劇團演出、歌仔戲製

作及發表、ＤＶＤ發行 

2009 年 周瑜 台北市城市舞台演出 春美歌劇團演出、ＤＶＤ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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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2004 年－2009 年創作演出戲碼分析 

演出年

代 

演出劇碼 建構與呈現 理念與手法 新觀念 備註 

2004 年 再世情緣 以輕鬆鬆喜劇風格

描述戰勝是俗觀念

的跨越兩代愛情。 

運用當時「老少

配」話題，創作

有別於以往觀念

的愛情喜劇。 

使 用 女 性 角 度 作

為 創 作 的 出 發

點，表達出現代女

性的思維。 

Ｄ Ｖ Ｄ 發

行、胡撇仔

風格 

2004 年 古鏡奇緣 以 穿 越 時 空 為 背

景，描寫一段身分懸

殊的愛情史。 

加 入 現 代 華 爾

滋，並在同時運

用燈泡與泡泡機

營 造 出 浪 漫 氣

氛。 

有 別 於 以 往 歌 仔

戲，加入西方舞蹈

-華爾滋，創作出歌

仔 戲 的 多 元 藝 術

文化；更運用現代

科技硬體，營造出

浪漫氣氛。 

胡撇仔風格 

2005 年 青春美夢 以 日 據 時 代 為 背

景，描寫出當時戲劇

文化被迫交替的危

機 

服裝、道具皆符

合時代背景，以

穿著時裝演出。 

 

有 別 於 以 往 古

裝，以穿著時裝演

出，歌仔戲又有一

項 突 破 性 的 演

出。如此創新使戲

劇 增 添 不 少 現 代

感。 

Ｄ Ｖ Ｄ 發

行、歌仔戲

現代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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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幽月 以哲學思維，創作出

從人性的探究與超

脫萬物的情感交流

為出發點，描寫世間

鬼神的變化 

運用現代舞台燈

光科技，製造出

戲劇中的奇幻詭

譎氣氛。 

 

運 用 哲 學 的 思 維

方式，創作出誇領

域的新劇，並運用

現代燈光效果，營

造 出 充 滿 現 代 的

氣氛，增加視覺上

的享受。 

 

2007 年 蘭陵王 以歷史人物-蘭陵王

為故事背景，深刻描

寫北齊悲劇英雄。 

運用華麗的服裝

道具，並在音樂

上參考唐大曲的

《序》、《破》、

《急》結構，與

日本雅樂，強化

人物性格。更在

其中一場戲中結

合日本能劇的舞

蹈身段。 

 

劇 場 華 麗 的 視 覺

饗宴，更融合日本

傳統能聚，一場中

國 歷 史 與 多 元 文

化結合後的創作。 

ＤＶＤ發行 

2007 年 巧計奪美 改編自民戲《風流王

子》；將故事與流行

文化作結合，以胡撇

仔戲風格呈現。 

 

除傳統唱調外，

更有流行歌曲新

改詞，並在兩旁

運用現代科技，

投 影 出 歌 詞 字

幕。 

感 情 觀 念 打 破 傳

統，性向問題不再

受歧視，更在戲中

運 用 現 代 硬 體 設

備 ， 也 不 顯 得 突

兀。 

 

胡撇仔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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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我 身 騎 白

馬 

將傳統戲曲音樂結

合 了 西 方 Lounge 

Bar中的輕電音、沙

發音樂，有別於以往

的傳統配樂。 

由演唱者演唱，

保留了歌仔戲原

本 的 唱 腔 與 曲

調，而後再加入

爵士、拉丁、電

音…等元素。 

加入西方音樂，結

合 出 衝 突 又 具 有

現代感的音樂，呈

現 出 有 別 於 以 往

歌 仔 戲 音 樂 的 新

型態。 

蘇通達先生

邀請發行專

輯 

2008 年 將軍寇 將傳統戲曲，運用現

代題材重新包裝，內

容取材自電影《變

臉》。 

以離奇的靈魂交

換、國家仇恨、

以及複雜的三角

戀情，創作出一

段故事。 

感情關的開放，使

得 複 雜 的 三 角 戀

也 成 為 劇 情 創 作

的一部分，更加上

以電影為取材，為

戲 劇 增 添 不 少 現

代感。 

ＤＶＤ發行 

2009 年 周瑜 以歷史人物為故事

題材，並運用不長聽

見的歌仔戲曲調編

曲，使觀眾接觸到更

多不同歌仔戲風貌。 

新舞台效果，有

如看電影般的視

覺享受。而背景

更以投射方式呈

現，使畫面更精

緻優美。 

有 別 於 以 往 的 舞

台設計，讓視覺感

官 有 如 看 電 影

般，戲劇更為精緻

逼 真 ， 充 滿 現 代

感。 

ＤＶＤ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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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我身騎白馬》製作人訪談記錄 

 

 

訪問者：曾韻潔 

受訪者：蘇通達先生 

時間：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０日 

地點：台北永和 

 

 

＊以下訪問者以「曾」代表，受訪者以「蘇」代表 

 

曾：請問您個人的成長背景與心路歷程：？ 

蘇：媽媽是鋼琴老師，從小學鋼琴，學到高中開始喜歡流行音樂及爵士樂，當時 

台灣資訊並不是很發達，找不到人能學爵士樂，大學輟學之後，就去當兵，

當兵時期沒琴可練，荒廢了兩年也懶得把技巧練回來，那時就下定決心走爵

士樂。約在 14.15年前，台灣那時並沒有爵士鋼琴，於是就到美國深造(6年)。 

回國後不願意指朝演奏或教育方向發展，所以就開始往編曲方向走，當然一

開始並沒有很確定要選擇哪像，想學流行音樂編曲也想學爵士鋼琴。後來出

國後才慢慢調整，一開始與一個有名的鋼琴老師學琴，但因老師並不會教，

之後轉向老師學習爵士鋼琴樂理部分，這部分打下了基礎，於是之後就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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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編曲部分 

曾：為什麼挑選歌仔戲最為改編創新歌曲的基本元素？ 

蘇：這可能與我以前學美術有所關係，因為美術最怕跟別人有所類似，作品有誰 

的影子，所以會盡量避免，那時的觀念一直延續到現在。尤其在人到國外時，

他們會問 ” Where are you from? Chinese?” “NONONO, Taiwanese” 你會去強

調這種東西，雖然我們會說中國人中國人，我們覺得 OK，但到了國外，no way! 

你會去強調是台灣來的不是中國來的，那時大家都從不同國家來，每個學生

都有自己國家的音樂，那他們那時問到，你從台灣來的，那你們台灣的音樂

是什麼?你要講古箏?你要講古琴?但你剛剛前面介紹時你又強調你是台灣來

的不是中國來的，但你剛剛介紹的那些樂器都是中國的東西，這樣不是很矛

盾嗎?在我的心理上一定要找一個東西讓我過意的去，所以歌仔戲。事實上，

當初我沒有想到，是回台灣兩年過後才想到歌仔戲。歌仔戲本上唱起來是很

特別的，包括他戲劇的表達方式是很特別的，就算我們把場邊的文場撤掉，

沒有樂器，你還是知道他在唱歌仔戲。 

曾：為何選擇與郭春美小姐合作？ 

蘇：陰錯陽差，因為之前國樂的同學，SI SO MI、歌仔戲是他們主要的伴奏場合， 

就找以前同學問說，推薦好的歌仔戲團體，他們就說找郭春美，最厲害的，

那時候我就自己上網查一查，然後就打電話約出來聊天吃飯，當下郭春美就

答應，那個星期就請他們到我的錄音室錄音，那時錄完跟他們說做完再跟你

們講，一年之後我又打給他們說我已經弄好了，問他們要不要聽，他們說當

然要聽阿，聽完之後就一陣靜默，跟他們想的不一樣，因為在這張之前沒有

人做過，都是歌仔戲就是很傳統的動作。 

曾：請問專輯入圍葛萊美獎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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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有點爽也有點不爽，畢竟葛萊美獎是音樂的大獎，可以入為當然值得高興， 

但偏偏入圍的又是設計，不過當初為何找蕭青陽設計，因為知道音樂的入圍

可能性太低，美國的音樂都太強，我們這一些音樂文化、技術較落後的國家

怎麼與音樂發達的美國相比，更何況宣傳又是不夠的，我們任為是大片他們

還是認為是小片，基本上那時就想說一定要有個東西可以入圍，那時就找蕭

青陽幫忙設計。 

曾：整張專輯的創作理念與靈感的來源？？ 

蘇：那時候其實一開始是先做歌仔戲唱段，想說配很簡單，搭個流行音樂配器就 

行，結果一搭起來很像那卡西，歌仔戲的唱法就是那種一堆抖音，轉來轉去，

就真的很像那卡西。配上 BASS，用流行音樂那種方法彈，就是那卡西。這

就完全不適合。然後我們之後又試了比較電影配樂的手法，好像又不現代，

還是太古典，後來就用些爵士的方法做，像比較純的 BASNOVA的做法，但

就是一直搭不上，一直做壞好多首，後來慢慢的試到突然有個效果還蠻屌

的，就是電音的東西與歌仔戲放在一起竟然可以，而且完全沒想到為什麼可

以合。所以你說為什麼可以合，(?)，是有他的難度阿，但至少比其他東西合

在一起好很多。 

在做的時候一定會聽很多歌，自己腦袋會想一下這行不行，但有幾首歌自己

覺得 OK的，放在一起不 OK。就有那麼一首歌，我和我助理在那邊聽，這

個應該可以試看看，那他一弄就合了。之後我們就按照這個方向把剩下的都

做出來。 

曾：每首曲子的創作手法與所加入的元素？ 

蘇：電音其實有很多種不同的派別，我做的方向是比較 Lounge Bar，比較慢的， 

因為主要的是歌仔戲，是屬於比較慢的，我當然可以把他調快，可是第一個

應該是會很難聽，第二會被罵死，因為很多傳統掛的很多包袱。    

  



 

 

53 

 

曾：專輯整體包裝設計理念？ 

蘇：蕭青陽想讓國畫更有數位的感覺，要如何強調數位的感覺?就用線條拉。 

有很多方法可以運用數位的方法結合，例如廟宇或歌仔戲的照片直接用電腦

處理，但那是比較直接的，他有腦袋的地方就是在聽到音樂後，就想到用畫，

古代的作品與現代科技的技術造成一種較特別的質感，而不是很直接的去強

調歌仔戲與夜店音樂的結合，這是他高明的手法。 

曾：對台灣歌仔戲未來發展的建議？ 

蘇：我覺得歌仔戲其實有兩個方向可以做，第一是野台方向，我覺得這一部分是 

千萬不要斷，這是歌仔戲本身的一個精神，可是很麻煩的是野台這種東西是

靠廟方養，等於今天它一旦離開了廟會，它就是無法生存，但現在也很少人

會請歌仔戲班來幫我慶生，這包括了政府機關不太可能找歌仔戲來，可是我

覺得這是一個傳統很重要的一個根。另一方面我覺得要去發展比較精緻化

的，這要分開，你要走草根性重的，另一個是要發展比較精緻化的，這樣他

的延續性才會夠。 

曾：與蕭青陽合作的感覺？ 

蘇：高中時是讀美術，對於設計自己並不是不懂，但很重要的是說，一方面自己 

已經很久沒碰，第二現在找到一個信任的人，有想法的人，概念才是最重要

的。那時東西給他的時候，他說這種東西是無法將照片放上。就覺得太好了，

我就是不要照片。因為我覺得整張唱片在國外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做法，有些

比較有想法的會將整張唱片做成藝術品，包括些美術設計都看不到照片，都

是些很抽象的作品，看起來很有風格的 CD。 

一開始他本來是想用照片去照，但後來他自己蠻有想法的，他自己在都已經

拍完照後，把整個計畫推翻掉，他說他要重弄。從那一刻我就覺得找對人了，

他對自己的東西有所堅持，那時我自己的東西還沒做完，就成我忙我的，他

忙他的，後來看到電腦上的設計圖就有預感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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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民族誌 

 

時間：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０日 

地點：台北永和 

對象：《我身騎白馬》製作人訪談 

 

  訪談前，筆者在網路上搜尋到蘇通達先生的部落格，並且於留言板中告知對

方想要採訪，以及研究方面問題。蘇通達先生非常迅速的就答應了，並且留下連

絡方式。在經過幾次連絡後，與蘇通達先生相約於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０日進行採

訪。 

  採訪的地點，對方決定於台北永和得一間咖啡廳，筆者在當天坐車前往台北，

但由於那間店位置並不明顯，所以繞了點路，找得有點久。也因沒有見過對方，

店內又收訊不良，導致蘇通達先生坐於門口等我，我作於店內等蘇通達先生。這

在下次進行採訪前，須先熟悉對方長相。 

  而在採訪前，店內有歌手駐唱，於是為求安靜，我們到隔壁另一間咖啡廳進

行採訪。只不過咖啡廳中，一直充斥著製作冰沙，碎冰機的聲音，使得錄音品質

大受影響。 

  而採訪對象對於有些歌仔戲問題，因為不了解，所以並不能詳盡的回答，這

在問題的設計上需要多加的改進，需要針對對方涉略範圍進行問題訪問。 

  蘇通達先生也很樂意在之後接受更進一步的採訪，但在下次採訪時，需要慎

選採訪地點，以及問題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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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春美歌劇團團長訪談記錄 

 

 

訪問者：曾韻潔 

受訪者：郭春美 

時間：２０１０年４月３日 

地點：茄萣鄉賜福宮 

 

 

＊以下訪問者以「曾」代表，受訪者以「郭」代表 

 

曾：請問在歌仔戲古調與流行音樂結合後，觀眾的接受度？ 

郭：這就要看年齡，年齡的關係，如果說老一輩人他們還是停留在以前的思想， 

他們會覺得聽以前歌仔戲的味道，那才是真正的歌仔戲。那為什麼我們要創

新?為什麼要來結合西洋音樂?那是因為現在的人都這樣，每項都想創新，想

要吸引一些年輕一輩的進來歌仔戲的世界。 

  當時蘇通達在跟我說這個概念時，其實那時我沒有很了解，再沒有很了

解的情況下為什麼我願意去答應?我覺得，人家是專業，蘇通達是專業的，要

來找我合作一定是有他的想法在。他覺得是萬全之策才會來找我合作，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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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覺得：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就好阿，我就接受了，當專輯錄製出來

後，其實當時我們在錄的時候是沒有音樂的，我們只要負責唱就好，之後他

才自己下抉擇，專輯錄製好拿給我們時，當時我們自己聽也是覺得很奇怪的，

其實要我接受也是要有時間給我適應，一開始我也＂啊？！歌仔戲調怎麼變

這樣！＂不過還蠻耐聽的，聽一陣子之後，會覺得說蘇通達這個人還蠻聰明

的，蠻有思想的這樣，他有辦法這樣將歌仔戲調結合西洋樂曲，還蠻不錯的。

我聽到許多人的回應都說不錯。 

 

曾：那剛剛有提到，您在一開始不能接受這樣的改變，那從不接受到接受是如何 

改變自己的想法？ 

郭：就像在家我也就放著一直聽，然後我們團裡出來演出時我們也會放來聽，就 

這樣一直聽一直聽，覺得越聽越有味道，越聽越覺得這個年輕人不錯！像我

們就沒有辦法弄出這樣的東西出來了。 

 

曾：現在的歌仔戲需要做什麼樣的調整，或是創新的舉動來吸引戲迷的心？ 

郭：還好耶，像是我們的劇團，我們到哪個地方演出，觀眾還是蠻多的！那還有 

包括一些年輕人。因為最主要你經營一個劇團，你要看裡面團圓的素質、年

齡，這些都要顧慮到。你如果劇團裡每個生、旦大家都蠻年輕的，人家說戲

旦相：有老生無老旦。 

  所謂的有老生無老旦就是說：演男主角的他年齡多一些些，還可以喔，

四、五十歲都還可以喔，那如果演女主角的，他的年齡到了四、五十歲，人

家觀眾的接受度就比較沒有辦法了。這就是我們說的所謂有老生無老旦。你

如果團員都保持在還蠻年輕的，你說要來吸引新的觀眾、年輕的觀眾，就比

較有可能，因為你看帥哥美女在台上談戀愛人家也站的比較住，如果你用很

老的在台上談戀愛，也是會起雞皮疙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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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就是劇情劇碼，都要再去選一些比較創新的東西，你如果不管

做到哪都固定這齣，或是都比較於忠於孝的劇情，就變的比較沒有說服力。

因為現在的年輕人思想也都比較先進，你如果都做一些比較無法接受的東

西，當然你也無法將他們吸引進來。所以我覺得一個團維持它的素質、演員

年齡、團隊的精隨、還有故事的內容，這真的是攸關歌仔戲未來的發展。 

曾：在演出時，是否對於服裝、佈景上有更為的要求？ 

郭：當然了，但這些東西比較可能用在公演，一齣戲出來，像我們是扶植團隊， 

文建會的扶植團隊，一定要公演一齣新戲出來，我們都要非常投入去做，你

要讓觀眾花錢買票進場，你不能耍人家，所以就是說，時代背景、當時什麼

時代、角色應該穿什麼衣服、演員要梳什麼頭，這都要經過考究，不是說隨

便穿穿。 

  這種又跟我們廟口文化不同，也不是說我們廟口文化隨便演隨便唱，也

不是這樣，畢竟我們廟口文化觀眾與我們歌仔戲團也都有一種概念；知道說

今天我們花錢進去劇場裡面去看，是要看到什麼東西、期待什麼東西。但我

們廟口文化他不花錢的，每個人站著她都可以看，隨時要走都可以，那個是

主辦單位花錢。大家都了解到廟口文化它就是這樣的一個模式，它固定式這

樣子。廟口文化的歌仔戲它沒有固定說你要穿什麼衣服、梳什麼頭，很好笑

的就是有時候會演到我們現在出去玩是穿這套衣服，到了半途我們已經換成

另外一套衣服，這種事在公演是不可能發生，公演它都要連戲，包括電視作

業也是一樣，公演、電視作業這種事情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都要記住哪一

臺接哪一臺衣服可不可以換。 

  但廟口文化就不是，廟口文化是很三八的，反正下場就是又換衣套衣服

下來，上場又是另一套，因為廟口文化的歌仔戲，觀眾希望看到是比較精彩

的，穿的很豪華、亮晶晶的，衣服一直換，他們就會覺得：ㄟ！不錯不錯。

那當然我們有時候也會想說這種的觀眾我們是不是要教育他，就是說觀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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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也是要提升，但這不是一朝一夕的，沒那麼容易，你要改變他看廟口文

化歌仔戲的這種思想，沒有那麼簡單，要慢慢來的，不過還好，像我們的劇

團我們現在，我們的主打也不是衣服要一直換一直換。 

  還有像比較年輕一輩的就會覺得為什麼我們要唱流行歌曲，做歌仔戲為

什麼要唱流行歌？這個問號不是只有你們才有，其實我也有問過我爸媽：為

什麼我們做歌仔戲要唱流行歌？很奇怪，完全是不同時代的，你們以前做內

台也都這樣嗎？我爸爸就回答：也不是這樣子啦，以前做內台的人就可能是

做三八的，唱一些比較花俏的歌曲，就一直流行…。 

  還有啦，要講那還是很遙遠的事情，要講就要講到以前日據時代，日本

軍在統治的時候，那時候的歌仔戲，日本兵是不准奉祀神明，如果有發現都

會拿去燒，然後我們台灣人又很熱愛這個歌仔戲，他們硬要做，但是日本兵

就會阻止，不能演歌仔戲，要做可以但就是要穿日本衣服、梳日本頭、唱日

本歌、拿武士刀。他們統治的時代我們也沒辦法，所以他們也很無奈，當日

本兵走掉以後，他們會換上原本的劇碼，等到報馬仔快來報：ㄟ，日本兵又

來了！他們就又趕快穿回日本衣服，趕快唱日本歌，就從那個時代一直流傳

下來，所以你看現在廟口文化有些歌仔戲團，包括我們也是，我們還是會穿

和服、拿武士刀。就是從那個時候一直流傳下來，那我們劇團也是一直改變。   

  現在我們強調，我們給觀眾的訊息就會說：我們今天晚上要做的是什麼

戲，我們今天晚上要做的是傳統古路戲，歷史戲，歷史戲完全不可以唱流行

歌曲的，那如果我們介紹，今天我們要演的是變體改良歌仔戲，胡撇仔戲，

變體改良的喔，我們告訴觀眾了阿，我們今天要演的戲是經過改編的，比較

寫實的劇，所以遇到有時候也會唱流行歌曲，但我們流行歌曲也會去選，選

跟人物角色他的個性還有環境比較符合的歌曲下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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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以前到現在的戲劇一直創新，其審美觀有無改變？ 

郭：改變…也有阿，其實劇情、唱腔、身段都不停的在改良，這種東西剛就說過， 

如果你一直停留在同一個模式，人家看久也是會膩，所以我們每一齣新出來

的戲，我們都要有編劇、導演、編腔的音樂老師，他都要看故事整個劇情的

走向，下去編腔編曲，讓聽眾或現場觀眾聽了不會膩。 

  不過原本的七字調、都馬調這些絕對不可能把它換掉，有一些新的東西

可以加上去，舊的東西也不能把它淘汰太多，不然人家會覺得不像是在做歌

仔戲。化妝、服裝、佈景方面，像我們現在走的路線，佈景我們就用投影的

方式，投影的方式用起來也是挺漂亮的，不過這可能也是一時的流行，不知

道以後還會有什麼花樣。因為這種東西變成是要我們舞台總監去舞台設計，

這是他們要去傷腦筋的。 

曾：歌仔戲該如何去改變、保留文化？ 

郭：難說耶，扶植團隊它的補助，讓劇團公演，這個公演我們花了好幾百萬，那 

為什麼我們要去公演，我們也是希望能提升一些演員的素質，還有拉更多的

觀眾來認識歌仔戲。 

  如果說平常的這種廟口文化，一般歌仔戲要生存真的不太好生存，不要

說歌仔戲，任何行業也都不好生存，成功的也是有失敗的也是很多，那這個

劇團的經營方式會比較麻煩的就是：因為演員很少，不像一般社會要徵個職

員，就很多人來應徵；但我們演員不一樣，演員從小就要開始學這些技藝學

到大，所以在我們演員界，演員是非常欠缺的，團體多，演員少，變成經營

起來真的有困難，有時候一個劇團，演員每個素質都不錯、都很好看，那維

持可能就比較好維持，謝主就會比較有信心，如果你維持的不好的話，一次

兩次，人家謝主認為你們這團又不好看，人家就不想請你，不請你生意就差，

生意差就無法維持。所以說我們的劇團，我們如果有一個人離開，就會馬上

去物色一個來填補空缺，絕對不會讓那個位置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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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民族誌 

 

時間：２０１０年４月３日 

地點：茄萣鄉賜福宮 

對象：春美歌劇團團長訪談 

 

  ２０１０年４月３日，今天原本只是前往茄萣鄉賜福宮，拍攝春美歌劇團廟

口文化歌仔戲之演出。因為目前是大月，許多廟都在進行作醮，而歌仔戲團則忙

著廟口演出，春美歌劇團也不例外。 

    為了訪問郭春美小姐，打了多通電話，更有打長途電話拜託行政總監是否能

讓我訪問道郭春美小姐。但很可惜，現在是處於大月，劇團又分成兩團忙於演出，

郭春美小姐完全沒有時間能夠讓我採訪。打電話打擾行政總監兩天後，對方終於

給了我另一位舞台監製的電話，不過詢問的結果還是一樣，無法讓我採訪郭春美

小姐。 

  在無法訪問到對方的情況下，只好先去觀看春美歌劇團的實際演出。剛好演

出地點離家裡不遠，於是爸爸開車載我前往。在事前徵求同意後，開始對演出進

行拍攝，但由於是開放的空間，加上民眾的熱情看戲，使得拍攝下的影片不盡理

想。而在此時的爸爸，繞到後台詢問演員們團長是否有前來，很幸運的，郭春美

小姐獻身，並且願意撥出時間讓我進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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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由於現場過於吵雜，郭春美小姐選擇到旁邊的店家讓我進行採訪。不過因

店家也需作生意，所以錄音品質並不佳，一直有雜音的干擾。而郭春美小姐也很

樂意回答所有訪問的問題，並且也會針對問題作延伸討論。 

  由於此次訪談並沒有事先約好，所以有很多資料忘了攜帶，也怕因耽誤到郭

春美小姐的時間，在訪談最後草草結束，也沒有留下對方的聯絡資料，這是在下

次進行田野工作時，須要注意改進的地方。而對於地點的選擇，因為有戲再演出，

馬路旁又有汽機車經過，只好選擇在比較安靜的果汁店內進行訪問，但店家作生

意也需與客人連絡感情，所以也不時的出現吵雜的聲音，這在下次進行田野工作

需要注意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