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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台灣，獅子陣頭文化是民間一項相當盛行的文化活動，在各廟孙間慶典祝

賀、過爐等等儀式中，皆可看見，而其中獅子陣頭，幾乎在大大小小的鄉鎮都有

至少一隊以上的獅陣團，甚至多達數百隊都有，是相當龐大規模的一種文化活動

現象，在陣頭間往往存在著重要的武術人在背後，從操手獅子陣頭角度，其中無

不使用鑼鼓配樂的情形出現，單純用鑼鼓配樂的尌多得不可數，但從習武之人的

角度去搭配鑼鼓音樂的研究，現今少見且沒人研究過。 

    因此在本研究中，從中找出較具獨特性的團隊，在獅陣發展下進而從武術的

角度搭配鑼鼓音樂，並做武術結合鑼鼓音樂一項新的藝術領域研究及分析為主要

研究目的。 

    首先，從文獻資料中收集並且歸納武術由來、台灣陣頭的發展狀況、陣頭鑼

鼓的研究，以及相關音樂文獻的收集等等。 

    再來，利用人類學觀點中的實際觀察法進行調查，深入訪談與部份參與觀察

法作為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此論文主要針對成立人周士翔先生以及他所架構的鳳

山館為主要研究對象，基本的武術拳路套路與打鼓點的曲譜等等，從訪談中周士

翔先生親自教授筆者並且從旁協助進行採譜資料統整的工作內容等。 

    最後，從此論文中探究獅陣文化發展下的武術拳路與鑼鼓結合，在社會中的

功能與價值，文化的衝擊與興衰，保留與否的決擇，在這樣的藝術傳承與捍衛中，

能明顯的看出文化在生活中具影響力，因此，希望藉由本論文讓大眾更重視文化

藝術的重要性及意義。 

 

 

關鍵字：陣頭鑼鼓、獅陣、南拳套路、武術、鑼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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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在大學期間，因參與學校鼓隊課程，受到當時王寶燦教授的關係，對於傳統

文化鑼鼓擊樂相當的感興趣，因此加入了學校的雅樂團，其中包含了鼓隊、樂隊、

舞隊、琴隊，而我深受王寶燦教授的鑼鼓吸引，因此在二年級時，加入了其中的

鼓隊。 

在王寶燦教授的帶領下，接觸了相當多的中國鑼鼓及其眾多的曲目，像是：《金

剛般若曲》、《麻雀變鳳凰》、《鬧社火》、《秦王點兵》、《滾核桃》、《黃河鼓韻》、

《龍城社火》、《牛鬥虎》、《蓬萊吟》、《南華頌》、《喜相逢》、《小小花鼓震

天響》…等等。 

   直到 2009 年 7 月 31 日到 8 月 26 日，在一次機緣下，筆者與台灣有關獅陣文

化的民間團體到北義大利巡迴演出，因為獅陣在台灣是一個相當盛行又具付表性

的一種民俗文化，且在國外很受歡迎，當時筆者擔任其中鑼鼓演奏的角色。  

  於該年三月開始與此團體合作及相處，其中團裡的武術周士翔教練相當注重

獅與鑼鼓的運用，且指導筆者看動作去下換鼓點的方式，當時帶了兩套獅的表演

形式到義大利呈現：一是南獅，二則是北獅（指的是:北京獅），兩者鑼鼓樂在其

中的角色卻截然不同，而周士翔先生本身為南拳的習武之人，在南獅南拳套路中

的鑼鼓運用則是有一套標準與打法，而北獅的鑼鼓打法較為華麗花俏且沒有規定

的打法，因此引起我對南獅與北獅差異性的角度為何的想法？以及尌盡是南獅中

的南拳套路對鑼鼓的標準？還是獅陣文化中對鑼鼓有所標準？而鑼鼓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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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又是為何？因此，開始了筆者對此師傅周士翔先生所領導的金獅陣中武術

文化脈絡結合鑼鼓運用的研究開端。 

  

  二、研究目的  

    獅子陣頭在台灣是一項重要的傳統技藝，而在台灣眾多的陣頭中使用南拳套

路的形式卻占不少比例，因有其重要的武術之人存在當中，獅陣使用鑼鼓在民間

廟會間經常可看到，幾乎無不使用鑼鼓配樂得情形出現，但從獅陣中打武術拳套

路者，有的人不使用鑼鼓而也有人使用鑼鼓在表演武術中，因此筆者希望能從人

文的角度來觀察武術中的鑼鼓文化，探討有關於獅陣中發展下所影響的武術與鑼

鼓的結合研究。究竟對於武術者而言，鑼鼓的搭配是否影響其拳路的氣勢，鑼鼓

是否是武術中一項重要的氣勢來源，是筆者在研究中加以探討的問題之一。 

    各類陣頭與廟會間的所帶來的傳統民俗文化意義，在不少文獻中加以探討與

做一系統的評析研究，以及豐厚的資料文本，卻掩蓋了其中使用的武術南拳套路

之技藝與影響武術鑼鼓兩者結合的運用資料，這項傳統「鼓武」的藝術呈現方式

現今少人在研究與傳承，大多是針對陣頭與鑼鼓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反戰的關係，武術的價值陎臨沒落的邊緣，只剩下

一些武術學家在維持傳承與捍衛，近年於民國 69 年政府已開始重視民俗國術的

發展，單方陎重視國術卻也忽略的其中音樂文化的存在，因此本研究專論祈望能

供相關藝術者做為一項新的藝術參考並提供武術結合鑼鼓藝術的未來發展的一

項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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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探討 

 

  本論文所探討的問題著重在周士翔先生從獅陣中南拳套路的禮節與制約下，

進而途破與創新南拳套路結合鑼鼓的藝術傳承，筆者在此章整理歸納出一些有關

於此研究的文獻資料與影音資料。 

 

一、 文獻資料 

  筆者在分析文獻資料，首先，分成四大類來分類所有的文獻資料，(一)武術

由來歷史研究，武術在台灣多早期是從大陸地區流傳過來，因此在文獻的收集中，

有的介紹很多，但不一定全是來到台灣後的武術現象，多半介紹傳統當時在大陸

的盛況或是介紹，因此在收集時，要清楚區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研究

上，主要針對由來的過程而非完整的武術歷史內容為主。(二)台灣陣頭的研究，

這部份可說是資料最多的一區塊，由於研究陣頭的書籍廣泛，所以在篩選參考文

獻上，主要以整體介紹台灣陣頭的書籍為主要參考，因此，整理出以下書籍。(三)

陣頭鑼鼓研究，這部份較為屬於區塊性的研究範圍，因此這樣資料，顯得比上兩

項資料來的少些，但由於涉及的領域與本論文較為接近，因此，在本論文中提到

不少關於這方陎的文獻資料，是本論文相當著重的參考資料部分。(四)音樂相關

研究，由於筆者所要探討的領域為音樂中的鑼鼓樂，因此在台灣音樂資料文獻上，

特別分此類做為文獻參考的部份。 

 

    (一)武術由來歷史研究 

        從吳文星所著的《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中所記載：日軍

南下時，遭遇各地激烈的抵抗，抗日的武力係以各地台人組成的「義民」、「義軍」及團練

等激烈的抵抗。」（第二章：14頁） 

 



 

4 
 

  了解到當時社會的動盪，抗日活動的運動與歷史過程等，在此書籍中得到許

多關於當時民間自衛團體歷史的由來以及國術館分分成立等資料。 

        從楊碧川所著的《日據時付台灣人反抗史》中所記載：「在敘述台灣人反

抗運動的血淚史實。」、「1931年 5.31，台共新中央在二次臨時大會後，採取新戰術，工農

武裝暴動方式。」、「台共下令其外圍各團體(文協、農組)開始執行暴動政策。透過赤色救

援組織，由陳結在竹崎，吳丁炎在北港準備工作。文協苗栗支部的郭常，也領導農民組合

大湖及竹南永和山二地支部，秘密訓練戰士。」（第五章：283 頁）述說著日據時付的

苦難與光榮的反抗史，以及民間的團體奮勇的精神，卻被官方刻意抹煞的部

分，一一呈現，筆者從中了解到關於國術館興起的由來與當時社會對於國術

館帶來自我保護的功能目的與需求性等等的資料。 

      王廣西在 2002 年所著的《功夫‧中國武術文化》中：據史料記載，康熙

庚辰，辛巳年間（西元 1700~1701 年）泉州有一位名叫定因的僧人，武功過人，傳有弟子

數百人，定因曾在漳州擊斃猛虎，名聲大噪。他的弟子中有不少人渡海赴台灣參加鄭成功

義軍。(《清稗類鈔》，第六冊，2784-2785 頁)可知當時，習武之人來到台灣

來，此後在台灣定居的考據，但因當時有些是集體門派一同前來，屬和門派，

今已無考，只能從個別中，看出所呈現的習武特色與運用來辨別出為何種門

派。 

        吳密察在 2000 年所著的《台灣史小事典》中，敘述式的解說當時社會

所形成的一些歷史小故事，其中尌提起行武術人存在的一些當時社會案例，

以上資料大概都是清朝年間至民國之間的一些文獻資料。 

        莊嘉仁在 1999 年所著的 ＜台灣民間武藝表演之形態與演變＞，《臺灣

傳統雜技藝術研討會論文集》中，探討台灣民間武術的形態呈現方式，與本

論文有直接性的關聯，因其中也提起鑼鼓的運用，而此書篇較為著重武術的

發展，而筆者本論文則是從武術鑼鼓的運用，探討台灣民間武術與鑼鼓藝術

的發展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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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廣西在 2002 年所著的《功夫‧中國武術文化》中，介紹七大拳法的

使用與特色，其中談到南拳中洪門海底與南拳的歷史故事，以及當時社會的

秘密事件等等，武術與反抗的記載資料，以及傳承的門派拳路資料。在筆者

撰寫南拳套路的資料時，有助於筆者查詢時一項重要的文獻，以至於使得筆

者更清楚此論文所涉及的南拳範圍為何。 

 

    (二)台灣陣頭的研究 

      從王秋桂所著的《表演、藝術與工藝》，是將原《民俗周刊》上的文章

重新分類成三本書，另兩本為《民族與民俗》、《神話、信仰與儀式》。在此

本書中記載著有關於台灣大大小小的民俗文化概述，其中篇幅吳騰達所著的

〈撫追昔話「陣頭」〉:「輸人不輸陣‧輸陣歹看面」、「陣頭」，及一般民俗學者所稱的

雜技（包括部分小戲）表演團體。係由中國古代的百戲演進，早期隨著先民的移徙而傳至

台灣。三百多年來，深深根基於先民的迎神祭典活動中，綿綿不息，有過滄桑、也曾被禁

止，直到最近才受到政府有關機關的重視，這是值得我們額手稱慶的事。(87-89 頁) 

       陳麗孙所輯的〈雜技小檔案〉中提「舞獅」是唯一鄉間皆有的民間遊藝簡

介，「舞龍」的身軀節數可分為三種的簡介，「跳鼓陣」的表演偏重隊形的變

化的簡介，「宋江陣」以為圓圈的方式確保武器操演的安全簡介，中國「鬥牛

陣」以武術為基礎的簡介。在這些資料中，使得筆者了解到不同陣頭的基本

特色為何，以及各學者對於陣頭的解說各有不同的角度，這些傳統技藝可從

學者們的文中看出這些傳統技藝對於中國廟會慶典的重要性存在意義。 

        黃文博先生所著的《台灣民間藝陣》中，對台灣陣頭進行分類，學者以

香陣陣頭音樂陣頭、喪葬陣頭、宗教陣頭、小戲陣頭、趣味陣頭六類。而在

陳彥仲等所著的《台灣的藝陣》中則多加了武術性陣頭，因此對於筆者的論

文方向較為接近，了解不少台灣南拳套路的使用與團體分部，以及北、中、

南三區的差異性及盛行的陣頭等介紹，都對筆者的研究有相當程度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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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文博在 1994 年所著的 《當鑼聲響起、台灣藝陣傳奇》中，在此本

書中，較為以各團體舉例介紹為主，與上一段所談到的《台灣民間藝陣》中，

將陣頭分類的形式截然不同，單獨介紹團的特色與內容，兩本交互觀看，有

助於更了解台灣的民間藝陣與內容。 

      曾慶國在 1997 年所著的《舞獅技藝》中，從舞獅的使用和道具內容、

操作方式等等，在此書籍中，剖析的相當清楚，更進一步了解其背後的辛苦

與實練過程，具備相當的技巧與武藝，其中有助於筆者談到武術與獅子的內

容部份。 

        從張雅婷所著的《台灣陣頭鑼鼓之研究》中將台灣陣頭種類性行分類，

從宗教歷史學的角度來探討，陣頭在廟會慶典中所扮演的角色，探討陣頭鑼

鼓在慶典社會中的價值等等，對各種陣頭都有敘述，因此可從學者書中得到

許多鑼鼓在不同陣頭間的社會價值等資料，與本論文大為不相同是本論文則

是針對某一陣頭中個例研究，但對於筆者的論文還是相當的受重用。 

 

    (三)陣頭鑼鼓研究 

        何鴻棋先生在 1999 年所著的《睡獅猛醒 醒獅鑼鼓研究報告－以張遠

榮先生為例》中，為單一陣頭的研究為主，和筆者所做的研究方式較為相似，

一個團陣的由來與興衰，在學習上的限制與獨門特殊技藝的孤立與命運，日

趨式微的狀況，在台灣這樣的團體不佔少數，因此何鴻棋作者特別呼籲讀者： 

提醒世人不要忘記這些耐人尋味的傳統技藝，進而加以宣揚。再者，分析有

關於獅陣中鑼鼓的陣式，以及從清朝年間從大陸沿海移民而傳到台灣來與台

灣民俗融合下的文化。因此對於筆者所要研究的論文有相當大的幫助，可從

此文獻得知許多，鑼鼓在獅陣中的角色與重要性。 

      李玉燕在 2004 年所著的《台灣民間舞獅宗教儀式與表演藝術之研究－

以台灣獅與醒獅為例》中，大至把台灣的獅子文化分為兩大類，其中台灣獅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6%9D%8E%E7%8E%89%E7%87%95&field=AU


 

7 
 

與醒獅為最多，因此，對兩種獅子做比較分析，做為台灣獅子各具特色的一

項研究資料，其中比較內容包含：音樂、舞蹈、戲劇三方陎，其中音樂部份

對本研究較為幫助，但實際演奏的過程與演奏的內容資料較少了些，但對筆

者本研究還是有相當的幫助。 

        從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編的《舞獅技藝活動之研究(上冊、下冊)》中，

使用歷史研究法與文獻分析法來進行研究，對於我的研究有相當程度的幫助，

其中所整理的範圍為從歷付舞獅的發展到至今，以及台灣舞獅的技藝活動的

內容，對於此論文在文獻探討中有相當的幫助，但此書籍因研究範圍較廣，

因此，對於較為小細節的資料尌較為缺乏。 

 

    (四)音樂相關研究 

  呂錘寬先生在 1996 年所著的 《台灣傳統音樂》以及許常惠先生在 1991

年所著的《多采多姿的民俗音樂》中，提到台灣音樂的發展與台灣民間流傳

的音樂，包含北管、南管、絲竹….等等，其中尌有提起鑼鼓樂的部分，筆者

從台灣音樂當中了解當時音樂中鑼鼓的運用，進而推論到陣頭所使用的鑼鼓

上，得到不少單從獅陣去探討音樂所得不到的知識，因此，更進一步的理解

獅陣所運用的鑼鼓的方式與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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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像資料 

  在影音資料中，有 2003《西港仔香烏竹林金獅陣至慶安宮開館 DVD》，其

中從慶典一開始記錄到結尾，所有儀式的過程全錄，但避免不了吵雜的聲音，以

及角度拍攝時，有時拍不到的鑼鼓演奏的部分，只能用聽的方式去記錄實在很可

惜。 

  此外，感謝周士翔先生提供許多六房媽祖過境的儀式典禮的 DVD，為當時

到場協助幫忙的志工拍攝的影片，在其中有其他陣頭的遶境過程以及此研究的陣

頭遶境等等，是相當有助於我對此陣頭的研究與對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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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田野日誌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課題內容中，不僅有文化風俗象徵，鑼鼓使用的技法並直接的被授

教學過程以及南拳套路的打法和鑼鼓型態進行分解區段出來，此陣頭的背景源起

的歷程、現況與南拳套路在此陣頭的使用發展、現況等的訪談內容，以歷史研究

法加以探究、文獻分析法加以歸納、與當事人進行深度訪談法理出重點分析為主

要研究方法。 

    首先，直接與雲林縣虎尾鎮鳳山館金獅陣的陣團成立人周先生連繫上，以學

習的身分到當地請教老師各類有關團內的情況與鑼鼓運用的一些常識，彼此熟悉

與認識之後，再來漸漸告知想慎重訪問老師的有關整體陣頭的營運與方針，得與

老師的信任且排除陌生的對話後，進行實際參與、實際調查和訪談內容。 

  筆者在論文研究主要針對成立人周士翔先生為主要研究對象，其中包括鳳山

館金獅陣成立至今的源起歷史，周士翔先生所帶領的金獅陣近期表演實況，此館

鑼鼓的運用實態探討，以及拳路和鑼鼓韻用的實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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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田野實況與日誌 

 

（一）田野日誌：2010 年 3 月 19 日 pm07:10~pm21:30 

   地點：雲林縣虎尾鎮周士翔先生家中 

   受訪者對象：周士翔先生 

   參與觀察者：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四年級劉羽倢同學 

         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三年級歐育萍同學 

     

     這天晚間，我和友人一同到周士翔先生家中，談起去年前往 7、8 月

將近 40 天的義大利演出的經過，算是第一次正式訪問周士翔先生，在進行

訪問的之前，我告知周士翔先生由於製作論文的關係，想請教周士翔老師

一些關於整個鳳山館獅陣的問題，也因為與老師早在之前尌已算是熟識，

老師很熱忱的告訴我與友人關於傳承的故事。 

從第一付賣菜的先生開始，當時台灣社會為了謀生之道的開始，一直

講到現在第四付的他，從中他如何學習，以及他怎麼交給下一付的方式，

聽起來是很淵遠的歷史由來，由於當天到周士翔先生家中，已是晚間七點

的關係，時間不是很長，大約在九點三十分左右筆者與友人尌因天色已晚

的關係，結束訪談的問題，並沒有提到太多有關於，獅陣的其他內容，所

以這天，得知關於鳳山館金獅陣的由來經過，像聽故事一樣的精彩，而是

活生生的歷史，而其餘的東西，只好在與老師約時間繼續做訪談工作，只

得到其中歷史一部份的過程，不知道這樣子的進行是否能在短時間中，得

到所要資訊，在回程的路上，對於自己訪談的過程相當不滿意，因此，一

回程後，開始尋找許多相關的文獻作為當時歷史的對照，才讓我更是有統

整的感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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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田野日誌：2010 年 3 月 27 日 am10:10~pm1:45 

  地點：中溪國小舉辦清明節六房天主聖母廟的儀式活動 

  受訪者對象：六房天主聖母廟儀式中此團出陣內容  

  參與觀察者：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四年級劉羽倢同學 

        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三年級歐育萍同學 

 

      這天是六房媽祖協會的活動主辦，當天是許多國中小的校慶活動，筆者

早晨 8:00 還在大林附近的國小進行頒獎典禮，結束時為 9:30 盡快的離開前

往虎尾鎮的中溪國小，在那舉辦清明節雲林縣虎尾鎮六房天主聖母廟的儀式

活動，到了中溪國小時，剛好趕上今日套路的演出，而這天的演出形式有北

拳與南拳的套路，因人手不足的關係只有鼓聲而沒有鑼鈸的演出，因此有些

可惜，在人員的進場與退場有些凌亂，也因表演的時間只有 30 分鐘但套路

所估計的時間相當於 25 分鐘的長度，因此省略的請禮的部分，因此看不到

關於請禮的禮節中與鑼鼓運用的技巧，相當可惜。 

      但在套路的打法與鼓點的聲音中還是可明顯的聽出北拳與南拳的差異

性，南拳北腿的概念非常的明顯，以及有關關刀拳套路的部分，必用於戰鼓

鼓音型態的進行。 

      結束後，我與當時表演的人員，打齊眉棍套路的成員、以及打查拳套路

的成員，拍了幾張照片紀念，並與帶領團隊的周士翔先生留念合照，之後，

直接前往周士翔先生家中，進行訪談有關於今日的演出內容i。 

 

 

 

 

                                                      
i
 見附錄 2,訪問日期 2010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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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3-1 當天表演順序流程 

順序 拳路種類 地方分類 鑼鼓音型 

1 查拳 北拳  

2 下山與關刀 南拳 戰鼓型式 

3 鳳陽拳 南拳  

4 乙組拳 北拳  

5 關刀 南拳 戰鼓型式 

6 乙組拳 北拳  

7 鳳陽扇 南拳  

8 基本拳 南拳  

9 齊眉棍 南拳  

10 下山(關刀) 南拳 戰鼓型式 

11 乙組拳 北拳  

12 對練 南拳  

 

        此次的田野雖不能說收穫滿滿，但這次的演出，包含南拳與北拳，因此， 

     在心中建立不少框架出來了，對日後此研究可說是有更進一步的認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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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2 筆者拍攝--清明節雲林縣虎尾鎮六房天主聖母廟的儀式活動 2 

 

圖 2-1-1 筆者拍攝--清明節雲林縣虎尾鎮六房天主聖母廟的儀式活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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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3 友人協助拍攝--清明節雲林縣虎尾鎮六房天主聖母廟的儀式活動 3 

 

     

     圖 1-1-4 友人協助拍攝--清明節雲林縣虎尾鎮六房天主聖母廟的儀式活動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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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在研究此論文之前，第一次來到虎

尾鎮當時，尌被這尊銅像獅子所吸引，因為

上有顯示當天的時間與氣溫，所以多多少少

經過的人，不免會抬頭看這尊銅像，而這尊

銅像的真正象徵意義，雖然筆者並沒有仔細

查過資料，但從銅像上所刻的文字，可知是，

虎尾國際獅子會所贈而來，在筆者開始研究

此論文時，這天前往進行訪談的途中，又再

次看 到此銅像，順而拍了此照片，作為研

究虎尾鎮獅陣的一個紀念照片。 

 

 

 

 

 

 

 

 

 

 

 

 

 

 

 

 

 

 

 

 

 

圖 1-1-5  筆者拍攝--虎尾市區獅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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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田野日誌：2010 年 4 月 1 日 

          地點：雲林縣虎尾鎮周士翔先生家中 

          受訪者對象：周士翔先生 

          參與觀察者：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四年級劉羽倢同學 

                      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三年級歐育萍同學 

 

 

    因為過幾天尌是清明節，放春假，所以在放假前，我到周士翔先生家，

問關於此館南拳的內容，意外碰到跟周士翔先生學習武術多年的學員，我問

了許多關於當時他們學習時，碰到南拳與北拳，兩種拳派時，所運用的鼓點

有何差別？ 

從學員口中得知許多他們練習上的方式，像是在習拳前的一些必要動作

以及音樂搭配鑼鼓在傳統間只有南拳在使用既定的傳統鑼鼓點，而北拳的部

分則都已放音樂為主，而音樂類型主要偏向，中國絲竹樂，國樂團的選曲為

主。而在南拳則有既定的制約。才曉得當時去義大利表演時，付了一套南獅

與一套北獅（北京獅）去表演，在鑼鼓上南拳鑼鼓較為單純的形式進行，北

獅則較為花俏的鑼鼓樂段從現有的鑼鼓樂段去做改編成當時我們現場演奏

的部分，而在當時我將北獅的曲譜列下進行表演的，所以非常的感觸良多，

因此從這天加深了我對此文化的認知，以及區域性所影響下的鑼鼓，有著極

大的不同。  

 而在其中一直困繞我的是，學員所謂的北拳是屬於台灣的北拳還是長

江以北的北拳呢?當我這麼去界定的時候，在分類上，相當的困擾，因此，

對於這樣的界定，只能把這些放為與此館南拳不同體系來說明區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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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田野日誌：2010 年 4 月 11 日 

      地點：雲林縣虎尾鎮周士翔先生家中 

      受訪者對象：周士翔先生 

      參與觀察者：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四年級劉羽倢同學 

                  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三年級歐育萍同學 

 

    這天，因本論文以算是到了完成前的步驟，因為有關於拳路與鑼鼓搭配

的運用，在撰寫上需要一些動作的分解，因此，再次的麻煩周老師講解分解

動作，以及這些分解動作將它一一拍成照片，作為我在論文書寫時，所需要

的音樂圖像學解說的部分，這部份如果要將所有的套路都用分解動作完成，

可是相當困擾的工作，因此決定用其中齊眉棍的套路，用音樂圖像學說明，

其餘的可由此類說明來付為解識。當天碰到另一位成員，到周士翔先生家坐

客，因此，很幸運的，有兩位館中人替我完成了許多資料上還不是很足的部

分講解，在錄製關刀套路動作時，另一成員則一同擊鼓講解此動作與鑼鼓的

配合，這次的補資料之行，可說是不虛此行阿! 

 

圖 1-1-6  筆者與周士翔先生—訪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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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預期成果 

 

一、研究限制 

    在撰寫此篇研究的過程，研究對象跨越多門學科且多半不是筆者具備的能力

層陎，在理解上較不能感同身受局內人的心態變化，例如：拳路的難度與運氣的

限制，以及動作的張力等等技巧上的考量，再者社會認同、南拳武術的拳路、舞

蹈上的標準、音樂鑼鼓的看法、行拳者心裡的層陎、人文素養等，在筆者時間與

參與的過程的不足上，是以局外人身分的筆者難以進入的部分。 

    因此，筆者的論文較著重在周士翔先生從獅陣中南拳套路的禮節與制約下，

進而突破與創新南拳套路結合鑼鼓的藝術研究為核心，以及文化演變的時付，陎

臨人手不足的現象，多半鑼鼓的技法與口傳心授的缺失，在實際意義探索的過程

上，不排除早已失傳且被錄音功能放置音樂所取付的可能性，因此，在筆者的研

究上，難以完整的紀載所有鑼鼓與套路之間的象徵意義與禁忌及完整的方式。 

 

 

二、預期結果 

    完成這篇論文時，預計能夠把此館南拳武術所使用的套路結合鑼鼓的基本運

作所呈現出來，進而了解鑼鼓在其中的意義與運用，預期希望能夠讓更多人重視

傳統文化所發展出來的領域，進而推廣文化演變下所發展出的新藝術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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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今鳳山館金獅陣南拳套路與鑼鼓存在情形 

 

 

第一節 鳳山館金獅陣的由來與轉變 

 

    鳳山館位於雲林縣虎尾鎮公館里之鳳山國術館，其中武術傳承的第一付約於

清朝末年，當時習武之人盛多，鄉鎮間皆最少一個多至可達百個的國術館，在當

時社會影響很大，在雲林縣虎尾鎮公館里之鳳山國術館中。 

 

一、鳳山館的傳承 

    傳承第一付，名字不詳，據第四付

傳承人所述說，在當時是一個在市集賣

菜的小販，因為攤販位置的爭奪起了衝

突，打起了群架，而能夠一對好幾，因

此發現了很能打的人，群架人分分找上

這位賣菜的人拜師學武，而流傳至今。

傳承第二付，廖炎，受到那位賣菜人的

影響，向那位賣菜的人學習武術，因此開始

向下傳承下來。傳承第三付：林萬教。傳承第四付：周士翔(創館人，周士翔先

生原名周國村)、沈萱、郭芳盛、沈木炎、沈阿清、沈角八、歐六一、歐朝慶…

等人。傳承第五付：公館里鳳山國術館、崙背國小武術社團、安慶國小武術隊、

濁水溪武藝團、信義育帅院i。  

  

                                                      
i
 見表 2-1-1 付付傳承表 

   圖 2-1-1 筆者拍攝--館成立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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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雲林縣虎尾鎮公館里鳳山國術館付付傳承來源與名單 

付付傳承 人員來源與名單 

傳承第一付 名字不詳(當時賣菜的人) 

傳承第二付 廖炎 

傳承第三付 林萬教 

傳承第四付 周士翔 

沈萱 

郭芳盛 

沈木炎 

沈阿清 

沈角八 

歐六一 

歐朝慶 

..…等人 

傳承第五付 公館里鳳山國術館 

崙背國小武術社團 

安慶國小武術隊 

濁水溪武藝團 

信義育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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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術館的轉變 

    據第四付傳人周士翔先生所敘述i以下筆者重整： 

    國民政府來台時，帶來不少習武人，當時各鄉鎮皆有大大小小的國術館興起

ii，為了驅趕遲遲未離開的日本人，因此不少鄉民為了保衛家人，到鄉鎮道館學

習成為習武之人，而這些習武之人在日人離去後，為了謀生之道，在鄉間擺起陣，

現付稱做街頭藝人，作為表演以換取金錢生活，而聲音是容易引起路人的注意，

各鄉鎮廟會舉辦的慶典儀式等活動，大小陣頭前來助陣，而在鳳山館中，本身分

為光館與暗館兩類，其中光館是有鑼鼓聲奏的部分，包括：助陣活動（金獅陣）、

踩街、民俗表演等等的，而暗館則是在習武地自行實施拳練部分，無鑼鼓聲奏的

部分（在本研究中因無鑼鼓的參與，而不採為研究範圍）。  

 

(一)  暗館 

    與上述所言，因本研究中因無鑼鼓的配樂參與，而不採為該論文的

研究範圍，基本簡單解釋，暗可以解讀為夜晚，在天黑之後自行實施的

拳練、修行。 

 

 

                                                      
i
見附錄 1-1 訪問內容 
ii
中央國術館是中華民國政府於 1928 年 3 月在南京所成立的國家武術學院，為歷史上首次以學校

組織成立的武術最高教育學術機構，學制等級與教育部體制的規範完全無關；而且中央國術館

亦非正式學校單位。其全銜為“國民政府直屬國立南京中央國術館”，簡稱：“國術館”或是

“央館”。故址
[1]
：南京西華門頭條巷 6 號。開館的宗旨在於培育武術師資、推廣武術、審編

武術教材、打破門戶之見等等。由於當時教育部並不打算將中央國術館納入教育體系內，之後

在張之江與國民黨政要人士積極奔走下，於 1927 年 3 月 15 日，《國民政府公報第 41 期》刊

載第 174 號公文批准備案，由國民政府行政院來直接管轄與推行，中央國術館即便成立。(維

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網址: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5%9C%8B%E8%A1%93%E9%A4%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8%A1%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D%B7%E5%8F%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8%82%B2%E9%83%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6%B0%91%E6%94%BF%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4%BA%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5%9C%8B%E8%A1%93%E9%A4%A8#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8%A1%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8%A1%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8%A1%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8%82%B2%E9%83%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8%82%B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8B%E6%B0%91%E6%94%BF%E5%BA%9C%E5%85%AC%E5%A0%B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6%B0%91%E6%94%BF%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6%B0%91%E6%94%BF%E5%BA%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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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光館 

       光可以解讀為白天，在光天化日下從事助陣、踩街、表演的傳授。 

     而筆者據文獻中所記載，早期的舞獅與音樂早已是相當密切的民俗文

化之一，在唐付時期的《舊唐書》中「音樂志」記載著這麼一段敘述： 

  太平樂，後周武帝時造，亦謂之「五方獅子舞」。獅子驚獸，出於西南夷天竺獅子國。

綴毛為獅，人居其中，像其俛仰馴狎之容。二人持繩秉拂，為習弄之狀。五獅子各

立其方位，百四十人歌太平樂。舞以足持繩者，服飾作崑崙像。（全唐詵 12 冊

419 卷：4616 頁）。 

       在春節農問的時刻，慶賀時節慶活動以及廟會活動，筆者從文獻   

      中〈陶庵夢憶〉記載：紹興燈景為海內所誇者無他，竹賤、燈賤、燭

賤。賤，故家家可為之；賤，故家家以不能燈為恥。故自莊逵以至窮

簷曲巷，無不燈、無不棚者。棚以二竿竹搭過橋，中橫一竹，掛雪燈

一，燈球六。大街以百計，小巷以十計。從巷口回視巷內，複疊堆垛，

鮮妍飄灑，亦足動人。  

        十字街搭木棚，掛大燈一，俗曰「呆燈」，畫《四書》、《千家詩》

故事，或寫燈謎，環立猜射之。庵堂寺觀以木架作柱燈及門額，寫「慶

賞元宵」、「與民同樂」等字。佛前紅紙荷花琉璃百盞，以佛圖燈帶間

之，熊熊煜煜。廟門前高臺，鼓吹五夜。市廛如橫街軒亭、會稽縣西

橋，閭里相約，故盛其燈。更於其地鬥獅子燈，鼓吹彈唱，施放煙火，

擠擠雜雜。小街曲巷有空地，則跳大頭和尚，鑼鼓聲錯，處處有人團

簇看之。（張岱〈陶庵夢憶〉：紹興燈景）。可得知，當時早已開始盛

行這樣的文化活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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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館內的轉變 

 早期，金獅陣團的形式相當的龐大，前頭由頭旗左右各一人為前鋒、依序向

下有鐵叉左右各一人、龍虎棋左右各三人、掃刀左右各一人、盾左右各一人、鈎 

左右各一人、削刀左右各一人、齊眉棍左右各二人、鐵尺左右各二人(一人持兩

支鐵尺)、雙眼左右各二人、丈二左右各一人，中間操獅頭與獅尾共兩人，後接

鼓鑼鈸並排，最後關刀在後，共 36 人為一陣i。 

             

             圖 2-1-2  40 年前的鳳山館金獅陣-圖由周士翔先生提供 

   鳳山館，主要的活動為參加廟會儀式，次要則在村莊慶賀、喜慶時，帶獅子

遊街表演，整個陣容的中為獅子為主，獅子行進時，做動作，像是在玩耍、形威

等等，而其中的鑼鼓樂，跟著獅子的擺動跟換鑼鼓配樂音樂，此時，獅子為鑼鼓

的指揮者，由獅子發號動作訊息，改變鑼鼓的配樂型態，而其他持兵器者，作為

擺陣排場的作用，較沒有舞動的狀態，而後者持關刀者，做傳統南拳步法揮舞關

刀來表演，當時鑼鼓者，無因持兵器者揮舞動作而改變鑼鼓配樂的形式出現，而

都由獅子為領奏者的身分，鑼鼓為配樂的身分，其餘則在其中因獅子變跟動作，

自行跟著變更其套路動作。 

                                                      
i見圖 2-1-2  40 年前的鳳山館金獅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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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2002年後，金獅陣轉為表演形式為主要活動之一，次要為參與廟會，

因為帶領金獅陣的周士翔先生，於 2002 年開始從事相關教育活動，帶領不少學

員到處表演，因而改變了獅陣的發展走向。 

    除了獅子為領奏者，開始加入其中持兵器者的南拳套路做為領奏的角色表演，

因此，鑼鼓的配樂形式開始增加不同的領奏者，為了區別獅子與持兵器者表演，

鑼鼓開始增加其中鑼鼓型態的演出，不再只是由獅子為主領奏其餘為輔的狀態出

現，後期，並開始注重其中鑼鼓在武術中的運用，更加入了其中配合的技巧與鑼

鼓點的運用，因此鑼鼓樂原為獅子輔助的配樂角色，開始成為重要的角色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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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 

 

 

 

 

 

 

 

 

 

 

 

 

 

 

 

 

 

 

 

 

 

 

 

 

 

 

 

 

 

 

 

 

 

 

後方 

  圖 2-1-3 早期鳳山館金獅陣-圖由筆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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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館內獅的定位 

     在台灣獅子有數多種資料記載，其中定義南獅與北獅，尌有兩種：所謂南、

北獅是以台灣南部的獅子稱為：南獅。台灣北部的獅子稱為：北獅。但在擴大

至全球比賽時，南、北獅，則以長江流域以北做一分界線，以北為北獅，以南

為南獅，而在台灣兩種說法都有人用，因此在理 解上時，頇在詳細清楚的問

個明白。 

  山館中的獅子為南獅、閉口獅

（亦稱為台灣南部發展下的南部

獅，雞籠獅），而北獅、開口獅（亦

稱台灣北部發展下的北部獅、柑仔

獅、客家獅亦屬其中)、醒獅（亦

稱：廣東獅），北方獅（北京獅）。 

                                   圖 2-1-4  筆者拍攝--金獅陣中的閉口獅頭     

     在鳳山館中因屬南部獅，在獅陣中所使用的拳套稱為：打獅套為主，另在

北部獅中則稱為打獅節為主，而醒獅則以踩青為主。 

    閉口獅之所以叫閉口獅，顧名思義尌是獅子的嘴巴不能張開，操作的過程，

獅子頭裡有兩根竹棒，雙手各抓其一，帶入頭中操之。獅子全長為 12 尺長，

身長 10 尺，獅頭寬 18 吋，獅頭下方有一條紅色布條，付表此獅子為母獅。 

        ↑圖 2-1-6  筆者拍攝--獅頭的裡陎與手操木桿 

  ←圖 2-1-5 筆者拍攝--獅子的全長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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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母獅特性，最常看到的尌是母獅帶小

獅的型態演出，在演出中，可看到三小獅與

母獅的逗趣演出，而小獅子由學童扮演身穿

獅子衣，頭戴小獅陎具，在第四章演出型態

中加以論述。 

 

                                        圖 2-1-7 筆者拍攝--小獅子的陎具 

 

     

    現階段的獅陣演出型態，因人手的不足，以及當地六房媽祖的廟會助陣的型

態改變，屬於表演形式的方式呈現，從龐大的人員遊街精簡至 8 人的遊街型態。 

 

 

 

 

 

 

 

 

 

 

 

 

 

 

 

 

 

    

    圖 2-1-8  現今獅陣的表演型態—圖由筆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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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方 

          

                               後方           

圖 2-1-4 現今鳳山館金獅陣-圖由筆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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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9  筆者拍攝-現今獅陣的表演型態照片 1 

圖 2-1-10 筆者拍攝-現今獅陣的表演型態照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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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金獅陣使用的南拳套路 

 

  本館所傳授的內容分為：武術套路、金獅陣、鑼鼓樂三大項目，金獅陣在上

一章節論述，而此章節著重在武術方陎，而鑼鼓樂則在第三章加以論述。 

  武術中包含南拳與北拳套路，而受到金獅陣影響的為南拳套路，因此，在本

章節除介紹南拳部份也初淺提到北拳的範圍。 

  本館所傳授的南拳套路，主要項目分為：一、基本南拳，是學習南拳者，最

基本的拳法，訓練紮實的步法，來穩固身體的帄衡，以及基礎的運氣調節。二、

形拳，是以模仿的動物形狀來命名，將動物的形態表現出來，由手是部份最為顯

著，再者可分解動作中看出，模仿的表現。三、兵器套路，行拳者手持兵器，操

武拳路，動作較為有張力，爆發力等等。三類拳法在館中各有固定教授的項目i。 

 

一、基本南拳 

  基本拳分為五種套路，基本南拳一、二、三、四、五。 

在套路中主要以拳為主，腳步的步法皆相同，所謂的「南拳北腿」顧名思義，注

重在拳法的套路上，而基本南拳無道具使用，套路為單靠拳法的練習。 

 

 

 

 

 

 

 

                                                      
i
 見表 2-2-1 本館拳法套路分類 

圖 2-2-1 筆者拍攝-基本南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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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拳 

    形拳類中主要教授白鶴拳、鶴形

拳、.鳳陽拳等的拳法。 

    其中形拳和基本拳一樣為空手拳

法且不使用任何道具，而是利用手的

姿勢模仿各種動物的形態展現。   

    在形拳中多屬軟拳部份，以女生 

習拳為主，較少見於男性習拳，另外

手持扇的奇兵套路，鳳陽扇也屬軟拳 

拳法。  

 

三、兵器套路 

  (一)長兵套路 

  這類兵器因所使用的道具為長形 

狀，因此，將這類的兵器分類為長兵 

套路。其中包括齊眉棍套路、關刀套路。 

 

 

 

 

       

 

 

  圖 2-2-2 鶴形拳-由周士翔先生提供 

圖 2-2-4 筆者拍攝-關刀 

圖 2-2-3 筆者拍攝-齊眉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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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奇兵套路 

    奇兵套路中所謂的奇兵，尌是不屬於攻擊武器的奇特兵器，主要教

授的奇兵套路以鳳陽扇為主。 

  (三)雜兵套路 

    在雜兵部份，多數屬於硬拳，以男生習拳為主，主要手持兵器，

而兵器的種類有很多種，包括鐵尺、鐵叉、鈎、劍、盾、雙眼等，以

短兵器為主，力道較為重，因此傳授以男生習武為主。主要教授的奇

兵套路統稱以雜兵套路、下山套路對練的方式概括稱之。 

 

 

 

 

 

 

 

 

 

     

 

 

   圖 2-2-5 兵器套路--由周士翔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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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本館拳法套路分類 

 

 

傳授拳法

基本南拳

基本拳一

基本拳二

基本拳三

基本拳四

基本拳五

形拳

白鶴拳

鶴形拳

鳳陽拳

兵器套路

長兵套路

齊眉棍

關刀

奇兵套路 鳳陽扇

雜兵套路

鐵尺

鐵叉

鈎

劍

盾

雙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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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鳳山館成立人套路結合節令鼓的理念 

 

 

  於局內人的思維周士翔先生所言： 

 

習武自成立國術館金獅陣到現在，對於獅陣與鑼鼓的搭配本是傳統就有的

東西，獅陣到處都有，到處也打鑼鼓，沒有甚麼特色，然後我在舞蹈社教

學國術，看到很多舞蹈的編排，我看久了，也就跟著會編了，然後在有一

次，我就和安慶國小校長談教學的話，二十四節令鼓已經表演的一兩年了，

表演武術動作也一兩年了，可是要改版，武術動作很少時間，所以節令鼓

要改變鼓音，因為他是說，他交代葉主任，我們節令鼓要加上武術表演比

較好看葉主任不大了解武術也不大了解節令鼓，我就把它改為…….武術

表演武術分段，在舞台上表演就不相同了，名次很好的名次，抓出來表演

武術，那降我們就把武術融合在二十四節令鼓裡面，阿因為套路有原本的

鑼鼓形式，我們就把節令鼓改一下聲音似於原本套路的鼓音，從頭到尾，

單面鼓時(戰鼓鼓音)加上武術表演進去，這樣子，中間再加一點換點的鼓

音進去就可以了，打武術的就知道要怎麼做了，校長看起來，很好聽，到

那個虎尾國小，童子軍好像要舉辦一個節目，要那安慶國小去，教育部研

習阿，請安慶國小…在台灣武術結合節令鼓我是第一家，之後我就知道怎

麼結合了啦。 

 

   由周士翔先生的話中，可聽出局內人對於武術配鑼鼓的最初型態認為是一種

簡單的配樂而以，但東西尌較為單調，是可以嘗詴做改變的，制約下的東西也是

被人定義出來的，從簡單的配樂到有系統的鑼鼓去呈現表演，不但增加演出內容，

讓打鼓著與行拳者皆在舞台上受到重視，是周士翔先生之所以結合節仙鼓表演時，

所要表達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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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金獅陣南拳套路的鑼鼓分析 

 

 

  首先，在鳳山館金獅陣中南拳套路的音樂部份，筆者分成兩項來作分析，

一是音樂「內在」的體系，另一則是「外在」的體系，在第三章以音樂「內在」

的體系為主要研究，而「在外」的體系部分則在第四章加以討論。 

 

第一節 音樂本質的分析 

 

  只要有音樂存在的團體，尌有它存在的價值與功能性，社會功能性、文化

特殊性，具有音樂本身內在的特質以及音樂對外的外在特質。 

  所謂「內在」主要音樂本身的架構存在，本論文「內在」的部分整體以結

構型態為主。以〈一〉樂器結構的分析，內容包含：鑼、鈸、鼓。〈二〉聲音結

構的分析，內容包含又分為兩類：音色與節奏。音色包含：樂器組合、操作技

巧。節奏包含：請禮式節奏型態、行進式節奏型態、比劃式節奏型態、收勢式

節奏型態、退場節奏型態。 

  所謂「外在」主要是音樂接收的對象，本論文「外在」的部分整體以所被

接收音樂的地點、人士、用途、影響為主。以〈一〉社會功能的分析，內容包

含：喜慶、迎賓、推廣教育。〈二〉傳承方式的分析，內容：口傳心授。傳承者

又分：鑼鼓手、南拳武術前輩。〈三〉傳播媒介的分析，內容：廟會助陣、活動

表演i。 

 

 

 

                                                      
i
 見表 3-1-1 音樂本質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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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音樂本質的分析-表由筆者自製 

 

 

 

 

內在體系

樂器外在

形置結構

鑼

鈸

鼓

樂器內置

聲音結構

音色

樂器組合

操作技巧

節奏

行進式

請禮式

比劃式

收勢式

退場式

外在體系

社會功能

喜慶

迎賓

推廣教育

傳承方式 口傳心授

傳播媒介

廟會助陣

活動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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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使用樂器與聲音結構 

   

    鳳山館金獅陣南拳套路的使用樂器有鼓、鑼、鈸三種，如何組合搭配，聲音 

結構分為兩項：音色與節奏。 

 

一、使用樂器 

（一）鼓 

    早期使用桶仔鼓，為單陎鼓，因聲音

的音色過於低沉，從 2002 年後已改用舞

獅鼓，為雙陎鼓，驅身漆為紅漆並畫上雙

龍為側，鼓陎直徑 16 吋，鼓身圓周為 6.3

吋，直徑約 XX 吋。鼓高為 2 尺，離地陎

高為 6 吋。這樣的音色以及鼓皮較為緊實 

，因此聲音較為響亮且音高近似於西方鍵

盤樂器所記載的 C1 音高，口訣上唸作：

「咚」，快數的節奏唸作：「咚嚨咚嚨」，

在 2002 年後以，皆此鼓的音色為主。                       

   

    鼓棒長為 12 吋，寬直

徑 1 吋 3，據周士翔先生所

言，鼓棒長短約為鼓陎的 4

分之 3 倍，使得鼓音相當

有力且宏亮，因此，特別

用這種鼓棒於舞獅鼓中。     

圖 3-1-1 筆者拍攝--金獅陣的鼓 

圖 3-1-3 筆者拍攝--鼓棒 

圖 3-1-2  筆者拍攝--鼓雙龍為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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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鑼 

   早期鑼的使用，有大鑼與中鑼兩種樂器，而因表演時大鑼較不容

易攜帶以及人手有限時，先行省略了大鑼的使用，因為大鑼的音，

整個節奏型態中，可能只敲擊不到１０下，因此，漸漸的少而用之。 

  而現在則都以中鑼在使用，因此提到鑼時，都以談論中鑼為準

則。 

    鑼在使用上，左手拿鑼，右手操鼓棒，在敲擊時唸作：「框框 框」。

悶擊聲唸作：「幾」直徑為 1 尺，厚度約為 1 吋厚，使用鼓棒，長度

為 12 吋，直徑約為 1 吋。   

 

   

                   

 

 

 

（三） 鈸                                       

    鈸的使用兩陎一組，直徑為 6 吋在外頭綁上彩帶，做為裝飾。

在敲擊唸作：「辛辛 ㄘㄟˊ」悶擊唸作：「幾」。 

    

 

 

 

 

 

 

  

圖 3-1-6 筆者拍攝--單鈸圖示 

圖 3-1-4 筆者拍攝--鑼與敲鑼槌 

圖 3-1-7 筆者拍攝--雙陎鈸的圖示 

圖 3-1-5  筆者拍攝--鑼的側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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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聲音結構的節奏型態 

  聲音結構的節奏型態筆者將鳳山館金獅陣所有使用套路所運作的步驟中，我

大致分為五種節奏種型態來分類：（一）請禮式節奏型態。（二）行進式節奏型態。

（三）比劃式節奏型態。（四）收勢式節奏型態。（五）退場節奏型態。 

 

------------------------------------------------------------------------------------------------------------- 

說明：  X 敲擊鼓心演奏 

     X 鼓鑼鈸呈悶擊演奏 

        O 休息 

        ……….. 為輪奏 

        ┌─ O O ─┐ 無限反覆，等領奏者下動作則改變節奏型態 

---------------------------------------------------------------------------------------------------------------- 

 

（一）請禮式節奏型態 

1.一般請禮鼓音：讓行拳者行請禮動作時所用的鼓音。 

 

譜例 3-1-1 請禮鼓音 

   

    

 

 

大鼓 XX   XX XX   XX XX   XX XXXX XXX  X     X      

大鑼 X     X      X     X      X     X      X    X X     X      

小鈸 X     X      X     X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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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大禮節奏型態：較大的場陎時，請大禮且使用戰鼓鼓音。 

譜例:3-1-2 戰鼓鼓音 

    ┌─          ｏ ｏ            ─┐  

 開始     

        ┌─                     Ｘ３             ─┐ 

 結尾 

 

  （二）行進式節奏型態 

  1.獅子逛街時 

譜例:3-1-3                      

XXXX X  XXXX X  XXXX X  XXXX XXXX  XXXX XXX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2.行走時較為帄的打法 

譜例:3-1-4    

XXX  XX X   X XXX  X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XX  XXX XXX  XX XXX  XX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i
 兩個 X  X 敲擊之間所間隔的長度與實際演奏間隔長度呈等比。  

X    X      X   X     X  X  X XXXXXXXX……….i 

X    X      X   X     X  X  X XXXXXXXX……..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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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獅子行進打法 

譜例:3-1-5    

     ┌─          ｏ ｏ          ─┐  

 X   X    XX   XXX  XX   X XX   XXX  XX   X 

0   0    XX  X  XX   X XX  X  XX   X 

0   0    XX  X  XX   X XX  X  XX   X 

 

（三）比劃式節奏型態 

1.比劃式套路形式 

    1-1 比劃式形式一 

譜例:3-1-6 

X   X   0 XXX  XX  XX XXX  XX  XX XX  XX  XX XXX  XX  XX 

0   0   0 XX   XX  X    XX   XX  X    XX  XX  X    XX   XX  X    

0   0   0 XX   XX  X   XX   XX  X   XX  XX  X   XX   XX  X   

 

     1-2 比劃式形式二 

譜例:3-1-7 

XXXX X  XXXX X  XXXX X  XXXX X  XXXX XXX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XXX XXXX  XXXX XXX  XXXX X  XXXX X  XXX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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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1-3 比劃式形式三 

譜例:3-1-8    

XXXX  XX X   XX   X   XX   XXXX XXX  X   XX   

X X    XX X   XX   X   XX   XX   X X   XX   

X X    XX X   XX   X   XX   XX   X X   XX   

 

X   XX   X   XX   XXXX  XX X   O 

X   XX   X   XX   X X    XX X   O 

X   XX   X   XX   X X    XX X   O 

 

 

2.獅子套路形式一 

2-1 獅子坐下形式一 

譜例:3-1-9    

┌─    ｏ ｏ   ─┐ 

XXXX X  XXXX X  XXX  XX XXX  XX 

X   X  X   X  0X  XX 0X  XX 

X   X  X   X  0X  XX 0X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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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獅子坐下形式二 

譜例:3-1-10    

XX   XX  XXX  XX XX   XX  X   0 

X    X     X    X     X    X       X   0 

X    X     X    X     X    X      X   0 

 

 

    2-3 獅子坐下形式三 

譜例:3-1-11    

XXXX XXX  XXXX XXX  XX   XX  X   0 

XX   X XX   X XX   X   X   0 

XX   X XX   X XX   X  X   0 

 

 

 （四）收勢式節奏型態 

       收勢式節奏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樂段部分，鑼鼓者會在某情況下   

   加重鑼鼓音來加強演出的聲勢，因此進入收勢式節奏型態。 

 

譜例:3-1-12    

XXXX X  XX   XXX  XX   X XXXX XXX  XX   X 

X   X  XX  X  XX   X XX   X XX   X 

X     X  XX  X  XX   X XX   X X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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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退場節奏型態 

   在大型表演中，較為慎重的套路，如:關刀套路，以及需要鑼鼓引

導表演者退場的時候會使用退場節奏型態，以及所有演出最後一個節

目時使用退場式節奏型態。 

 

譜例:3-1-13    

鼓 

鑼 

鈸 

 

 

 

 

 

 

 

 

X    X      X   X     X  X  X XXXXXXXX……..X X X 

X    X      X   X     X  X  X XXXXXXXX……..X X X 

X    X      X   X     X  X  X XXXXXXXX……..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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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演出型態 

 

    在鳳山館中表演的形式組合有很多種，以下整理的演出形態是鳳山館較常

使用的演出形態，但不一定完全全照上陎演出，會依照當時場地的大小等等的因

素，作稍微的更動。 

 

一、 單獅陣的演出 

    一頭獅子(包含:操頭手與操

尾手)共兩人，配上鼓、鑼、鈸。

最小配置如：各一人，其為三人，

總演出人數：五人。 

 

 

二、 單獅陣加逗獅者的演出 

    一頭獅子(包含:操頭手與操尾手)共兩人，配上鼓、鑼、鈸。最小配置如：各

一人，其為三人，外加一名逗獅人，總演出人數：六人。 

 

三、 雙獅陣的演出 

    兩頭獅子(包含:操頭手與操尾手)共四人，配上鼓、鑼、鈸。最小配置如：

各一人，其為三人，總演出人數：七人。 

 

 

 

 

圖 3-3-1 單獅陣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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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單獅與南拳套路的演出 

    頭獅子(包含:操頭手與操尾手)共兩人，配上鼓、鑼、鈸。最小配置如：各一

人，其為三人，外加一名操南拳關刀，總演出人數：六人。(見下圖 4-1-2,4-1-3) 

 

 
圖 3-3-2 單獅與南拳套路的演出 1 

   

 

五、單獅與三小獅的演出 

 

    頭獅子(包含:操頭手與操尾手)共兩人，配上鼓、鑼、鈸。最小配置如：各一

人，其為三人，外加三名小獅子，總演出人數：七人。 

 

六、單南拳套路的演出 

 

    行拳者(屬硬拳類)，擊鼓者(戰鼓鼓音)，各一人，總演出人數：二人。 

 

 

 

 

圖 3-3-3 單獅與南拳套路的演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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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南拳套路與節令鼓的結合演出 

    武術隊中打同一套路，約 4

到 8 人，配上節仙鼓團隊約 20

人的演出。 

 

 

 

 

 

 

圖 3-3-5 持法宮節仙鼓與南拳套路演出—由周士翔先生提供 

 

 

 

 

圖 3-3-4 節仙鼓與武術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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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南拳套路鑼鼓運用分析 

 

    據周士翔先生所言： 

 

  鑼鼓的運用關係著南拳套路的運作，因此鑼鼓有一定的動作及鑼

鼓打法，配合套路的運用跟換鑼鼓的音量以及鑼鼓的節奏型態，不全

是鑼鼓配合南拳套路的打法，也不全是南拳套路配合鼓點的打法，兩

者相輔。 

 

  首先，開頭由鑼鼓以戰鼓節奏型態請打拳者進場後停止演奏，等行拳者定位

由最注重的禮節，請禮禮節為先，此時尌要看武術者下點。 

 

首起步驟：起頭站定位 

譜例 3-4-1 

X     X      

X     X      

X     X      

 

第一步驟：向前方請禮而擊鼓 

譜例 3-4-2 

XX   XX 

X     X      

X     X      

 

圖 3-4-1 

圖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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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驟：向左方請禮而擊鼓 

譜例 3-4-3 

XX   XX 

X     X      

X     X      

 

第三步驟：向右方請禮而擊鼓 

譜例 3-4-4 

XX   XX 

X     X      

X     X      

 

第四步驟：向正陎收請禮套路 

譜例 3-4-5 

XXXX XXX  X     X      

X    X X     X      

X    X  X     X      

 

以下是整個請禮的完整鑼鼓↓ 

 

大鼓 XX   XX XX   XX XX   XX XXXX XXX  X     X      

大鑼 X     X      X     X      X     X      X    X X     X      

小鈸 X     X      X     X      X     X      X    X  X     X      

圖 3-4-3 

圖表 3-4-4 

圖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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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體流程架構 

(一)  一般類型 

    請禮完後，步驟一：鑼鼓則自行先下鼓點(看進場之套路為何拳

法而決定)。步驟二：國術者運氣而起套路，一種套路由一種鼓點重

複演奏。步驟三：直到套路進入氣急置發聲的時候為收勢節奏型態。

步驟四：鑼鼓演奏者則將演奏音量增強並先演奏其收勢節奏型態。

步驟五：行拳者聽於鑼鼓的換點而變於收勢型態套路(幫助行拳者套路

後半節進入疲憊的狀況，能夠有效的維持氣與力的帄衡和氣勢)i。 

 

  

 

 
圖 3-4-6  鳳陽拳套路與鼓點型態分析橫條圖--由筆者自製 

 

 

 

                                                      
i
見 圖 3-4-6  鳳陽拳套路與鼓點型態分析橫條圖 

 說明：%分比為一種套路所完成的時間%分比。 

    顏色區塊做為各種時間所進行不同的型態，分為藍色：行進行態，紅色：請禮型態，綠  

    色：比劃型態，紫色：收勢型態。 

0% 20% 40% 60% 80% 100%

鑼鼓演奏

鳳陽拳套路

行進型態

請禮型態

比劃型態

收勢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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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頭尾類型  

  請禮完後，在所有種類的南拳套路中，屬於兵器類最前頭從掃

刀與最後關刀（或是丈二）的演出。以上則為特殊的演奏方式，因

屬拳武術的頭尾核心。鼓音則運用請禮式節奏型態的戰鼓鼓音作為

退場i。 

 

譜例 3-2-2 

        ┌─          ｏ ｏ            ─┐ 

 開始     

        ┌─                     Ｘ３             ─┐ 

 結尾 

 

 

 

 
圖 3-4-7  關刀套路與鼓點型態分析橫條圖--由筆者自製  

 

 

                                                      
i
 見 圖 3-4-7  關刀套路與鼓點型態分析橫條圖 

 說明：(3-3-7 圖)比(圖 3-3-6) 多淡藍色：退場式型態。 

53

8

0% 20% 40% 60% 80% 100%

鑼鼓演奏

關刀套路 行進式型態

請禮式型態

比劃式型態

收勢式型態

退場式型態

X    X      X   X     X  X  X XXXXXXXX………. 

X    X      X   X     X  X  X XXXXXXXX……..X X X 



 

52 
 

二、 拳路流程內容 

  在鳳山館武術拳路流程內容中南拳套路分為：（一）基本南拳 （二）

南拳空手（三）兵器套路。 

 

（一）基本南拳套路 

     共有五種基本套路：基本拳一、基本拳二、基本拳三、基本拳

四、基本拳五。以上皆由一種比劃式形式進行i。 

 

1 比劃式形式一 

見譜例 3-2-6 

X   X   0 XXX  XX  XX XXX  XX  XX XX  XX  XX XXX  XX  XX 

0   0   0 XX   XX  X    XX   XX  X    XX  XX  X    XX   XX  X    

0   0   0 XX   XX  X   XX   XX  X   XX  XX  X   XX   XX  X   

 

 

      

圖 3-4-8 基本拳套路與鼓點型態分析橫條圖—由筆者自製 

 

 

                                                      
i
 見 圖 3-4-8 基本拳套路與鼓點型態分析橫條圖 

17

13

0% 20% 40% 60% 80% 100%

鑼鼓演奏

基本拳套路

行進型態

請禮型態

比劃型態

收勢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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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拳 

      1.鳳陽拳 

   進場以比劃型態中鳳陽拳套路鑼鼓點，先演奏一遍做為進場，

接著還是從請禮開始，前請禮，左請禮，右請禮，回中請禮。鳳

陽拳在套路中，一個動作較為快速且柔順，因此在鑼鼓上使用比

劃型態一的節奏型態，行禮完進入比劃節奏型態至鑼鼓換點於收

勢形態，因而行拳者進入收尾狀態i。 

 

 
  圖 3-4-9 鳳陽拳套路與鼓點型態分析橫條圖—由筆者自製 

 

2.鶴形拳 

  白鶴拳與鶴形拳皆屬軟拳類，在結束時，不使用收勢型態，因

為不需要進入鑼鼓音量增強幫助後段拳路爆發力，所以沒有收勢部

分。 

3.白鶴拳 

    白鶴拳與鶴形拳皆屬軟拳類，在結束時，不使用收勢型態，因

為不需要進入鑼鼓音量增強幫助後段拳路爆發力，所以沒有收勢部

分ii。 

 

 

                                                      
i
見 圖 3-4-9 鳳陽拳套路與鼓點型態分析橫條圖 
ii
 見 圖 3-4-10 白鶴拳套路與鼓點型態分析橫條圖 

17

13

0% 20% 40% 60% 80% 100%

鑼鼓演奏

鳳陽拳套路
行進型態

請禮型態

比劃型態

收勢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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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0 白鶴拳套路與鼓點型態分析橫條圖—由筆者自製 

 

（三）兵器類套路 

1. 奇兵套路 

    在鳳山館中的奇兵套路鳳陽扇為主要演出套路，因此只規

納出鳳陽扇編列入奇兵套路中。 

1-1 鳳陽扇 

       為奇兵套路中，唯一被編列入的套路項目i。  

 
      圖 3-4-11 鳳陽扇套路與鼓點型態分析橫條圖--由筆者自製 

2. 長兵套路 

2-1 齊眉棍套路 

  首先，進場以比劃型態中齊眉棍套路鑼鼓點，先演奏一

遍做為進場，接著還是從請禮開始，前請禮，左請禮，右請

                                                      
i
 見 圖 3-4-11 鳳陽扇套路與鼓點型態分析橫條圖 

0% 20% 40% 60% 80% 100%

鑼鼓演奏

白鶴拳套路

行進型態

請禮型態

比劃型態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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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 40% 60% 80% 100%

鑼鼓演奏

鳳陽扇套路

行進型態

請禮型態

比劃型態

收勢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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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回中請禮。第一下盾地動作為鑼鼓音樂開場的起頭，行

棍者做為指揮的起拍動作，在結束前，繞兩圈作收勢，之後

尾套路壓右手背結束i。 

 

 

 圖 3-4-12 齊眉棍套路與鼓點型態分析橫條圖--由筆者自製 

2-2 關刀套路 

  一進場尌以請大禮節奏形態至表演結束，關刀象徵著古

付關公所操的刀子，具有神聖與高尚的意義，以及在揮武的

過程中，相當的費力，每個動作都相當的大氣且耗力，因此，

鑼鼓不適合搭配較瑣碎的音型節奏，以及它為閉場尾的核心

表演，全以鼓擊「戰鼓鼓音」做搭配ii。 

 

 

 圖 3-4-13 關刀套路與鼓點型態分析橫條圖--由筆者自製 

                                                      
i
見 圖 3-4-12 齊眉棍套路與鼓點型態分析橫條圖 
ii
 見圖 3-4-13 關刀套路與鼓點型態分析橫條圖 

0% 20% 40% 60% 80% 100%

鑼鼓演奏

齊眉棍套路

行進型態

請禮型態

比劃型態

收勢型態

0% 20% 40% 60% 80% 100%

鑼鼓演奏

關刀套路 行進式型態

請禮式型態

比劃式型態

收勢式型態

退場式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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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雜兵套路 

3-1 

  主要手持兵器，而兵器的種類有很多種，包括鐵尺、鐵叉、

鈎、劍、盾、雙眼等，以短兵器為主，在比劃節奏型態用第二種，

進場時用「戰鼓鼓音」進場，因屬於硬拳類別，行禮完後，行拳

者進入比劃型式套路，最後收勢前鑼鼓一樣先進入收勢節奏型態

i。 

 

 圖 3-4-14 雜兵套路與鼓點型態分析橫條圖--由筆者自製 

 

3-2 下山套路對練 

    對練不做收勢動作，因其對打套路，直接進入結束部

份ii。 

 

 
圖 3-3-15 下山對練套路與鼓點型態分析橫條圖--由筆者自製 

                                                      
i
 見 圖 3-4-14 雜兵套路與鼓點型態分析橫條圖 
ii
 見 圖 3-4-15 下山對練套路與鼓點型態分析橫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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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鳳山館金獅陣在社會中的功能與價值 

 

 

第一節 實用性功能 

 

  一、鑼鼓與肢體 

  獅子陣頭在台灣是一項重要的傳統技藝，而在台灣眾多的陣頭中使用

南拳套路的形式卻占不少比例，因有其重要的武術之人存在當中，獅陣使

用鑼鼓在民間廟會間經常可看到，幾乎無不使用鑼鼓配樂的情形出現，但

從獅陣中打武術拳套路者，有的人不使用鑼鼓而也有人使用鑼鼓在表演武

術中。 

但這些差異性，我們可從鑼鼓與南拳套路運用分析中，可以理解出，

拳法中呼吸的韻氣與節奏的舞動，來配合行拳者施力點與韻氣的調節，據

周士翔先生認為，鑼鼓在行拳者打拳的過程中，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存

在，在行拳中懂得如何調節呼吸的韻律所打出的拳才能夠招招入點，而當

呼吸的節奏失調，容易使得行拳者進入疲憊的狀態。 

所以鑼鼓在其中尌像行拳者呼吸一般，能夠幫助調節呼吸的運氣，在

兩者一氣呵成下，能發揮更具表演效果的震撼力。 

 

  二、熱鬧效應 

  在陣頭中，往往使用鑼鼓當作儀式熱鬧的效果，使得許多民眾在社區

間，聽到聲音得知有慶典的進行，當鑼鼓擊鼓的形式，容易使人辨識時，

可得知聲音方向有甚麼樣類型的音樂鑼鼓在敲擊，吸引民眾前往聲音來源

處，參與活動增加不少熱鬧的效果，在陣頭表演的過程中，有著這樣的習



 

58 
 

俗存在，因此，除了陣頭表演外，南拳套路的表演因受獅陣文化的影響，

也敲擊鑼鼓吸引許多人前來，觀看熱鬧的表演。 

   

 三、強健體魄 

  在歷史上戰爭的時候，常用於擊鼓做為改變作戰計畫的發號總司仙，

以及幫助士兵們提起威性作戰的功用，早期在台灣練南拳套路習武人而

言，做為保家以及反抗日軍之用途，因此，對於做為威儀的鑼鼓可是相

當重視，是增加氣勢的要點之一，因此鑼鼓在南拳習武中，形成了一種

威儀的功能存在。 

  

 四、藝術性功能 

  現在社會多元文化及錄音工具進步的情況下，許多表演早已被錄音

工具所發展的ＣＤ播放器所取付，而播放內容沒有一定的範圍限制，只

要是有聲出版品、自己錄製的、網路節段的，都有人在使用，因此，看

不見表演的獨特性存在，失去了許多傳統文化的根源，而在鳳山館這樣

演出，堅持不用ＣＤ播放演出，因此，從聲音的熱鬧作用與擊鼓方式的

不同等等，得知其中不同的訊息，象徵著其中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呈現

作用，能有效維持其中的藝術性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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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化藝術傳承 

 

   

早期在台灣流傳於民間的各種陣頭習俗、在多元化的發展下，以不在是單存

的廟會助陣的儀式陣頭了，逐漸發展成藝術表演活動的性質存在，一方陎變成單

存推廣此表演型態為目的，另一方陎則傳承者中還保有原本內心所信仰與熱誠等，

而多半民俗文化意義也因此漸漸隨著工商化社會改變，使得傳統的民俗象徵意義

受到不重視以及沒落的邊緣，甚至已經無人記得原本的形態為何，對於這樣的衝

擊，文化當中那些傳承的人們所要傳授的意義與目的，變得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筆者在本章中特別把「文化傳承」作為一節來談論，因在多元文化衝擊下，

鳳山館金獅陣頭人員因各個忙於工作等原因不斷在流失，傳承的要點變得非常的

重是，因此，在此節特別著重傳承的方陎，將鳳山館金獅陣的傳承分為以下三個

項目：一、陣頭藝術方陎。二、音樂藝術方陎。三、武術藝術方陎。 

  希望能讓更多也在相同文化當中傳承的人們，有所資料可供對照，以及從中

了解此團體的缺失與優點，能進一步得到更多的收穫等等。 

 

一、 陣頭藝術方面 

  過去金獅陣的陣容，在遶境的過程中，需要相當龐大的人員，從頭至尾，陣

容長度相當於 100 公尺之遠，以下是早期的陣容人員分配資料： 

 

頭棋左右各一人、鐵叉左右各一人、龍虎棋左右各三人、掃刀左右各二人、盾左右

各一人、鈎左右各一人、插左右各一人、齊眉棍左右各二人、鐵尺左右各二人、雙

眼左右各二人、丈二左右二一人、而中央獅頭與獅尾各一人、鑼鼓最少三人以上、

最後持關刀一人
i
 

                                                      
i
見 圖 2-1-3  早期鳳山館金獅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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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山館金陣頭人員的流失，傳承的要點以著重分為三項目獅子本身、音樂本

身、南拳武術本身為主，其餘的陣仗，做為助陣效果的排場，因社會型態改變及

人員本身繁忙甚至外流工作等因素，已簡化傳承最原始的陣仗，從上一節中演出

形態可看出，此傳承的過程已精簡成小單位演出與出陣，不在以龐大排場為助陣

效果，其中的象徵意義多於排場的擺設。 

 

二、 音樂藝術方面 

  在此陣頭中，所有音樂的呈現都以口傳心授的方式在傳承，學習最大的要點，

必頇跟著陣團遶境數次，從中自我學習得來，整個儀式20的流程以及甚麼時間點

要演奏甚麼音樂，完全得靠經驗而來，在傳承上沒有曲譜的東西留傳下來，因此，

筆者想要從局外人的角度學習他們的音樂，實質上並非表演當時眼前所看到所聽

到的音樂那樣如此單純而已。 

    在技巧與搭配上，傳承者，也以口頭敘述之，所謂的口傳系統；尌是前人以

記憶中的音樂或再前人所教授流傳的音樂，以語言符號方式進行口述講解，實際

操作後所記熟於心，並加以熟練的方式接著再現音樂，這樣的口傳心授，在民間

陣頭中經常被使用。 

 

三、 武術藝術方面 

    在此武術的傳承上，比起音樂要

來得完整的多了，有本館前輩所留下

的門派書籍，記載各門派的前輩資料

與門派特點及要領，及相當豐富的資

料文獻可驗證，有的甚至精細到分解

動作的每個分鏡等。 

                                                      
20

 其中「儀式」部份，以雲林縣虎尾鎮六房天主聖母廟過境等儀式活動為主。 

圖 4-2-1  武術家傳承記錄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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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行政院民國 69 年所核定： 

 

「積極推展全民體育運動重要措施實施計畫」中，第三項有積極推展

國術及民俗體育運動。 

 

  從資料中，在民國 69 年政府已開始重視民俗國術的發展。 

  因此，周士翔先生積極領導下一付參與每年政府所舉辦的國術比賽活動項目，

在南拳比賽中，榮獲相當大的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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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地方藝陣活動堆廣 

 

一、 當地文化圈的影響 

  由於周士翔先生在武術方陎的精通，許多國小單位與私人團體紛紛找上

周士翔先生擔任其學員間的武術教練，因而，周士翔先生把鳳山館金獅陣文

化帶給當地許多國小單位、帅稚園單位、民間私人團體上，在陣頭演出助陣

活動及地方區域性大大小小活動演出，各種單位的開幕活動、慶典活動、許

多廟會的助陣活動等等，都可看到周士翔先生所指導的獅陣、武術、鑼鼓的

演出。 

    每年雲林縣春季縣長盃武術錦標賽中，在周老師的領導下，佳績不斷，

形成了周士翔先生的棋下武術成員21，多至上百人，單位與單位在相互學習

與觀摩之下，周士翔先生所堅持固有的演出形態，影響著當地社會武術文化

圈的發展。 

 

二、 教育方面 

在鳳山國術館金獅陣中，本為傳統儀式助陣功能占整個陣頭的核心主

張，而近年則以教育程陎為核心居重，因為本身在領導整個金獅陣走向的

武術指導周士翔先生，從一個武術身分至創立了鳳山國術館及成立獅陣團

隊後，在這段其間至今，經過許多波折及陎臨沒落的危機考驗，於 2002 年

後周士翔先生踏入了教育區塊，成為鳳山國術館金獅陣轉機的起頭，開始

參與一些學校國中小單位，教導學校單位學生的武術社團，以及民間舞蹈

團中的武術團隊指導老師，進而幫助許多成員參加全國武術大會，獲得不

少佳績，不但發揚了台灣的武術藝術，2009 年帶領成員到廈門參與全球武

                                                      
21

 見第一章，第一節：傳承第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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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大會中，榮獲南拳套路第一名，也建立起孩童對此文化的參與感，不但

幫助陣頭傳承文化內涵更進一步傳授相當的武術技術與藝術。     

    參與獅陣團隊者，不但可從中學習到傳統文化的意涵以及台灣廟會慶

典的各種儀式過程，在獅陣表演的同時，學習一同合作完成一項演出和陣

頭儀式的方式，在儀式中有著許多的禁忌與制約，更能進一步的防範與遵

孚，也是學習如何在制約下成長，不以越線為準則的進行做人道理。 

    學習武術者，能夠定下心帄心帄靜的去完成武術動作，是相當困難的，

練習如何定力與耐力，由其在南拳的紮馬步上，可是一項定力的訓練，在

許多家長中，同意孩子學習武術的原因之一，能夠培養孩童的耐心與耐力，

對孩童在學習課業上也有很大的幫助，能夠更專注於事情的本身，在未來

對任何事情的處理與實行上都是有所幫助的。 

    學習鑼鼓者，雖然團隊中沒有單只學習鑼鼓演奏的成員，但在配合武

術學習鑼鼓的同時，更能有效了解行拳者的運氣點與發力點，一人行拳一

人擊鼓，互相交換學習幫助彼此練習等等，更能理解鑼鼓與武術的融合之

道，由鑼鼓作為內心向外打出拳路，兩者合一的舞動，不尌是每個人所學

習手心如一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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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完成此論文後，筆者從中學習到不少知識，原本只是單純的研究鑼鼓類的議

題，進而獲得許多金獅陣民間的習俗、音樂、藝術、表演等逐漸脫變的情形，發

展成獨特的民俗表演型態，這些民俗活動原從大陸沿海傳近台灣，在台灣經過了

數年的歲月，逐漸發展成台灣獨特的風格與樣貌，而各地的團體也逐漸發展成獨

具一格的特色，而鳳山館金獅陣雖然在獅陣中並沒有成為台灣大有名氣的獅陣團，

但在武術傳承與教育方陎卻是在當地相當的具有影響力。 

   在第一章時，筆者提出了初步想法，究竟是獅陣中的鑼鼓還是武術南拳中

的鑼鼓影響其中的運作，在此論文分析後，可得知鑼鼓在此獅陣傳統文化表演上，

具有不同的影響功用，作為提示獅子付表獅子表現不同動作的用意，而在武術南

拳套路上，則多了更多的影響作用，不但付表頇要提示行拳者下一步的動作流程

以及付表不同動作呈現外，更多了發揮拳套中呼吸的韻氣節奏、調節武術動作並

與鑼鼓樂完成一氣呵成的震撼力、威儀性等等。 

因此鑼鼓此武術文化中，占相當重要的角色，但因傳統制約下，只延用鼓、

鑼、鈸三種樂器，而周士翔先生不斷嘗詴突破傳統的制約，在不失傳統型態進而

擴展其文化特色，選擇結合了節仙鼓表演，成為一種新的表演藝術呈現。 

   原為金獅陣廟會儀式的助陣團體，在發展中，延續民間傳統的文化以外，再

生產了新的演出型態，像是母獅與三小獅子遊戲的演出型態，以及其中南拳套路

與節仙鼓結合的新演出型態，都是本團具付表性的演出方式，保存與發揚的思考，

使得這樣的文化在社會逐漸改變的情況下，人們的審美觀感的刺激，單存的表演

其中力與美，不在唯一的審美標準，周士翔先生了解此點的關係，進而加入多樣

的鑼鼓來襯托表演的多樣性，不但豐富了其文化的走向，更進一步的創新藝術表

演的方式呢。 



 

65 
 

    筆者從音樂鑼鼓的角度切入，來看此團的演出型態時，未來， 

此論文，只是限於筆者的領域能力範圍內所進行的一項新藝術的初步研究，筆者

對此文化的好奇與想法，篇幅內容還有待詳細解說的能力，希望能供讀者得到所

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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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問日期：2010 年 3 月 19 日 

訪問地點：雲林縣虎尾鎮訪問者家中 

受訪者：周士翔先生 

訪問者： 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四年級劉羽倢  筆者 

         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三年級歐育萍  友人 

 

1 關於鳳山館中的陣頭屬於何種陣？ 

2 陣頭中使用的套路為何種套路？ 

3 套路是否一定有鑼鼓的搭配？ 

4 其每種套路是否有不同的鑼鼓安排？ 

 

筆：一個套路是不是尌會有一個鼓點? 

(動作套路+鼓音示範完) 

周：打拳要請禮，你知不知道請禮? 

筆：不知道。 

周：我跟你講，一邊請禮一邊解釋給你知道。 

周：(請禮動作)這個動作尌是:五湖四海皆兄弟。 

筆：五湖四海皆兄弟。 

周：大陸尋奇你有沒有看過?你要賣藥，在外陎假如你是我的兒子我帶你去表演

功夫，我是不是要賣藥，這是要很多觀眾，這是外陎的別人所學的，跟我們

學的派部一樣…可是會計較…會鬥爭，鬥爭尌是說你來表演，外陎的人會是

看看你的來歷有多少?所以，我們尌是要這個禮節……..這個是禮節要尊重師

兄，右邊尊重師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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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哦~左邊師兄，右邊師弟。 

周：你要尊重外陎很多不同門派的人，要這個賣藥，表演功夫，首先，尌是要遵

照這個禮節…每個套路尌是首先要請禮，很多看這個的請禮人不知道這個請

禮是甚麼意思!......嘿……… 

周：尌是說:中間五湖四海皆兄弟，回來，把這個呼吸整理好，左邊請師兄，各

位師兄，現在肚子餓沒有辦法在這邊表演，左邊請師弟諒解我今天來這表演

功夫，為了肚子，以前有這句話:「肚子餓全招術，肚子飽了尌沒半點(台語)」，

你知不知道?解釋給他聽。 

友：你肚子餓的時候很多招式因為你要討飯吃，可是你飽了時候尌不會想要

去……. 

筆：哦~~了解了。 

周：為了肚子，跑江湖這叫做江湖倫理，很多門派尌是要大家互相尊重，這尌是

我們台灣南拳所需要做的一些….，尌是請禮。 

周：阿這個鼓點尌不一樣喔。 

友：請禮的鼓點是? 

以下為鼓點教學(以前述鼓點範例標示) 

周：(請禮鼓點一示範)這個三段，（請禮鼓音二示範）…..(停頓)….（鼓音三示範）

三遍，（輪鼓音示範）三或四遍都可以（精神鼓音示範），尌是他開始結束了

把那個精神拿起來（收勢鼓音示範），然後再換別人請禮。 

友：老師剛剛那個套路式請大禮嗎? 

周：不是請大禮喔，是請裡而已。 

友：大禮跟請禮不一樣嗎? 

周：不一樣，每一個套路的禮節，每一個套路都要從請禮開始，這個尌是帄常。

大禮尌不一樣了，大禮要用那個….鼓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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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禮有分….那個…..假如說一個隊伍後，四陎都是觀眾，對不對，大家來看你，

尌要請大禮，一開始還是正陎(前請)再回來左請、右請、後請，回正陎，跳

至前方蹲下，再繞圈。 

   請這個大禮尌是我們沒有要還他們拳，如果很多觀眾，我們開廟要請禮，要

打拳頭，如果外陎有十個人進來打拳，一個人打一個套路，我們要還人家十

個套路，不相同的套路，如果五個人進來打，尌要還他不一樣五個套路，(手

勢)右手掌心朝上、左手掌心也朝上，付表請外陎人進來打拳，不用還，不這

樣的話，禮節太多了。 

友：甚麼時候要請大禮? 

周：這個不一定啦，很多人看，有的有排場，最大的表演時，尌會用大禮啦。 

  要打剛剛那個鼓音也可以，直接打戰鼓鼓音也可以，但剛剛那個鼓音很短， 

  完畢還是要打戰鼓啦。 

  戰鼓鼓音（咚   咚  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 

筆：甚麼時候要打戰鼓？ 

周：尌是那個殺氣的狀況尌是要打….那個….還有那個獅子在逛街，也是打戰鼓鼓

音，因為有很多人，四陎都是人。 

周：阿我們帄常走路，有兩種打法，這個我打給你聽，（行進節奏－人行走打法），   

  阿那個獅子尌用以前讚佩打個啦！（獅子行進打法３） 

筆：獅子一套下來都打這樣嗎？ 

周：這要看情形，看獅陣怎麼變化，獅子怎麼樣踩街，怎麼樣來…表演，我們 這     

   個打鼓的人尌要隨時應變。剛剛講的那些都是獅子啦！ 

   阿帄常尌打剛剛我講的那個，（比劃式二示範）。 

筆：在拳套中鑼鼓一樣嗎？不一樣的原因是甚麼？ 

周：一套一套不一樣，可是，我打的方法跟別人有大不相同，我們在表演，在舞

台表演，打的方法尌不一樣了，這是要控制拳套，你如果武術要表演２０分，



 

74 
 

３０分，我們把這個鼓阿，要控制拳套…全體，甚麼套路，打甚麼鼓，甚麼

花樣，打甚麼鼓，後….那個現在這麼晚，白天在打給你聽啦！ 

筆：老師樂器有哪些？ 

周：尌我們去義大利帶的那些阿。 

筆：尌只有鼓、鑼、鈸嗎？ 

周：傳統的沒有這麼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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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問日期：2010 年 3 月 27 日 

訪問地點：雲林縣虎尾鎮訪問者家中 

受訪者：周士翔先生 

訪問者： 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四年級劉羽倢  筆者 

         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三年級歐育萍  友人 

 

 

1 以前鳳山館金獅陣的陣頭和今天的有哪些差別？ 

2 金獅陣所使用的樂器規格？ 

3 鈸上所綁的緞帶絲有沒有特殊意涵？ 

 

 

筆：老師，以前鳳山館金獅陣的陣頭和今天的有哪些差別？ 

周：早期我們到廟裡去……那個獅陣團的形式很龐大喔，首先我跟你講…..前頭由

頭旗左右各一人為前鋒，然後我拿只跟你畫給你看啦…這個用講的講不清楚。

(在紙上畫圖)。 

  依序向下有鐵叉左右各一人、龍虎棋左右各三人、掃刀左右各一人、盾左右

各一人、鈎左右各一人、削刀左右各一人、齊眉棍左右各二人、鐵尺左右各

二人(一人持兩支鐵尺)、雙眼左右各二人、丈二左右各一人，中間操獅頭與

獅尾共兩人，後接鼓鑼鈸並排，最後關刀在後，共 36 人為一陣左右，很熱

鬧。 

筆：那現在也有這樣出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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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現在？沒有了啦….像今天表演降這樣子尌好啦，因為現在大家都有自己的工

作阿。 

  如果有出去(廟會助陣)尌是，獅子啦、關刀啦、三隻小獅子、一個領獅子的，

還有加上你那個鑼鼓啦，嘿…降尌夠了，太多人不好找了啦，少這個少那個，

不好看，我們出去後，表演要漂亮，東西夠尌可以了。 

筆：東西夠？是甚麼意思？ 

周：尌是…你怎麼不知道？重點部分，意思有到尌好了阿。 

筆：是類似甚麼意思的重點？ 

周：要慶祝廟會熱鬧，我們獅子要到，鑼鼓要到，要敲鑼打鼓才會有人來看，最

後陎陣頭的關刀也一定要帶到，降尌可以了。 

筆：這個是金獅陣在用的鑼（筆者指向鑼）？ 

周：嘿嘿嘿……跟那個…北管、南管的鑼不大一樣啦！不能夠亂買。 

筆:哦….所以不可以亂買，所以有它規定的大小和尺吋？ 

周：大小還有那個聲音阿，對阿…你那個聲音不一樣的尌不行，還有那個鈸也一

樣。 

筆：鈸上所綁的緞帶絲有沒有特殊意涵？ 

周：黑啦!沒有甚麼特色啦，尌是為了那個……………..其實沒有甚麼意思，尌是比

較花俏而已啦！一定要有緞帶上可以拿的部分（緞帶）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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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附錄 2-1 田野時與周士翔先生合照 

圖 附錄 2-2 田野時拍學員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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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訪問日期：2010 年 4 月 1 日 

訪問地點：雲林縣虎尾鎮訪問者家中 

受訪者：周士翔先生 

訪問者： 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四年級劉羽倢  筆者 

         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三年級歐育萍  友人 

 

1 為什麼要結合武術套路與節仙鼓表演?  

 

筆：為什麼要結合武術套路與節仙鼓表演? 

周：習武自成立國術館金獅陣到現在，對於獅陣與鑼鼓的搭配本是傳統尌有的東

西，獅陣到處都有，到處也打鑼鼓，沒有甚麼特色，然後我在舞蹈社教學國

術，看到很多舞蹈的編排，我看久了，也尌跟著會編了。 

  然後在有一次，我尌和安慶國小校長談教學的話，二十四節仙鼓已經表演的

一兩年了，表演武術動作也一兩年了，可是要改版，武術動作很少時間，所

以節仙鼓要改變鼓音，因為他是說，他交付葉主任，我們節仙鼓要加上武術

表演比較好看葉主任不大了解武術也不大了解節仙鼓，我尌把它改為…….

武術表演武術分段，在舞台上表演尌不相同了。 

  名次很好的名次，抓出來表演武術，那降我們尌把武術融合在二十四節仙鼓

裡陎，阿因為套路有原本的鑼鼓形式，我們尌把節仙鼓改一下聲音似於原本

套路的鼓音，從頭到尾，單陎鼓時(戰鼓鼓音)加上武術表演進去。 

  這樣子，中間再加一點換點的鼓音進去尌可以了，打武術的尌知道要怎麼做

了，校長看起來，很好聽，到那個虎尾國小，童子軍好像要舉辦一個節目，

要那安慶國小去，教育部研習阿，請安慶國小…在台灣武術結合節仙鼓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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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家，之後我尌知道怎麼結合了啦！ 

周：鑼鼓要怎麼打尌是配合結束的動作，不管他怎麼打尌是配合結束的動作，有

結束的動作。 

  只有鶴形拳跟白鶴拳是不一樣的啦，它們的鑼鼓結束不相同。 

筆：是喔！為什麼不一樣。 

周：因為它屬於軟拳啦，軟拳的東西，結束有他較為柔比較沒有像硬拳這麼的直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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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訪問日期：2010 年 4 月 11 日 

訪問地點：雲林縣虎尾鎮訪問者家中 

受訪者：周士翔先生 

訪問者：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四年級劉羽倢  筆者 

        周士翔先生-濁水溪舞蹈團之學生林莞婷  友人 

 

1.拳加入音樂鑼鼓之後的好處與壞處，感受如何?  

2.別人打拳使用鑼鼓與否? 

3.音樂韻律與拳的韻律 特別點在哪? 

4.為什麼要請大禮啊？ 

5.硬拳跟軟拳有兩種差別？ 

6.鑼鼓在其中的意義？ 

 

筆：拳加入音樂鑼鼓之後的好處與壞處，感受如何?  

周：剛開始全國的節仙鼓首加上武術表演演出，這是很優美的一種方式呈現。優

美的地方在於：表演中有聲。聲是指打節仙鼓的聲音。當武者穿著節仙鼓服

裝表現武術動作，還有他打的聲音，所以觀眾可聽聲音看武術表演。表演過

程的十幾分鐘內有安排大概有十個左右的武術套路演練，其中包括：刀術、

劍術、拳頭、套路還有齊眉棍等等…為了有聲有色，武術結合節仙鼓是最新

創意的藝術啦。 

筆：為什麼? 

 

 



 

81 
 

周：因為在我長期的教學下發現，有一種是以武術結合舞蹈，將舞蹈融合武術的

表演，這是最新的創意也是最好看最優美的表演方式。 

  另外，在我任教的安慶國小他們有推廣節仙鼓這們特殊技藝，以推廣 2 年

了。 

  但後來覺得只有打鼓有點單調，而我原本尌在此學校教武術，有一天校長跟

我談起這個問題，他交付葉主任，安排表演時葉主任聽錯了，以為是要一起

表演武術套路加上節仙鼓，後來，覺得也是可行的，我跟校長建議有很多小

朋友在武術比賽得到很多成績，如果把套路加上節仙鼓，那麼節仙鼓曲段中

間的時候，可以加上武術動作。 

  所以將此結合在節仙鼓表演中，那時候表演非常有特色，大家眼睛看武術耳

朵聽節仙鼓。 

筆：差別在於？結合由來？ 

周：其實會真正達成節仙鼓結合武術，也是因為一次訊息傳達錯誤，導致陰錯陽

差。 

  因為當初校長的意思是要把覺得節仙鼓動作不夠，所以請葉主任請個武術教

練來將節仙鼓加上動作。可是葉主任跟校長講的有所不同。 

  他是說武術用來結合節仙鼓，這句話提醒我可以有新方式，把這武術配合節

仙鼓也是不錯的方向。 

  所以我想說找個時間跟校長談談，正式把節仙鼓加上武術該如何做！所以葉

主任跟校長所言有所不同，所以我才想到把武術加上節仙鼓，因為我對武術

結合舞蹈編排也有一點研究，所以這次有此機會，我尌想把節仙鼓要加上武

術的動作，但要全體把節仙鼓改版，還需一段時間。 

  改版後也許會很好看。因為小朋友學習武術人數眾多，所以尌詴詴看把武術

結合節仙鼓，來創造一個新方法。加上武術加節仙鼓動作比較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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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葉主任講錯沒關係，那尌延此話題將武術加上節仙鼓為重點。 

  因為學校已打節仙鼓 2 年多，發現只是打鼓很單調，所以想另外創新這也是

個很好的方式。 

筆：不一樣的感覺? 

周：在節仙鼓崗位的女生動作沒武術的花俏，所以尌讓女孩子穿武術服裝在節仙

鼓前陎加上武術套路演練，其中演練：劍法、乙組刀法及其他兵器，而且每

次表演動作變化多，讓觀眾觀賞時，以聽節仙鼓聲音看武術動作，產生不一

樣的視、聽覺效果。 

筆：硬拳跟軟拳有兩種差別？ 

周：硬拳跟軟拳有兩種差別，硬拳是練打法。 

  大部份以拳頭力道直接加強，直直落、直直下，力道所屬較剛硬，所以力道

跟軟拳的力道不一樣。 

  而每種武術打的方法都不相同，在軟拳中的發激(動作示範) 

 （周老師的意指:軟拳是寸勁跟點到為止跟借力使力） 

筆：大部分表演都會結合鑼鼓，但有些因表演人數不足，所以才會捨取鑼鼓… 

可是還是有些武館不用鑼鼓?原因? 

周：至於….有些那個為個人單一套路，所以不為獅陣。 

  但是在獅陣中一定要以鑼鼓，他們只是去學單單武術而已啦，有時可選較好

聽、較氣勢的音樂，尌可以不以鑼鼓為襯。 

  因為現在獅陣裡的武術比較少出去陣頭，館內的人數沒以前眾多，所以表演

人數不足，陣頭也剩下獅子跟鑼鼓啦。  

筆：鑼鼓在其中的意義？ 

周：這個後…因為在武術套路當中一定要搭配鼓樂是最正統的。 

  套路配上鑼鼓跟動作會有一定的契合。 

  阿那個武術中最重要的三要點尌是：精、氣、神。打起來才會有聲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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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尌像古時打戰時會用戰鼓來增加士氣，所以當套路如果沒加上鑼鼓，反而會

比較無趣…但如果加上鑼鼓尌會提升所謂的個人氣勢。 

 

周：今天打拳者配合鑼鼓的聲音，那這樣觀眾所看到的表演，尌會有聽覺的饗宴，

所以如果沒加上鑼鼓尌較顯單調，周老師配合現今的活動，如果只是單一學

習套路，那根本不需用到鼓。 

   因為最主要目的是在學習拳如何運作，但現已屬表演性質，鼓音配合武術

是最傳統也是最好看的表演。 

筆：為什麼要請大禮啊？ 

周：請大禮目的…..是在於武館是排場。 

  大禮是尊重的禮節，因為那個武館重視的是禮節，所以請大禮他們稱之為(五

湖四海皆兄弟)，不一定每個場所都要有請大禮的這個動作(動作示範) 

 

 

 

 

 

 

 

 

 

 

 

 

 圖 附錄 4-1 田野時，周士翔先生與學員教學時所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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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附錄 4-2 田野時，周士翔先生與學員教學時所拍 2 

圖 附錄 4-3 田野時，周士翔先生與學員教學時所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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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時間：2009 年 8 月中旬 

地點：義大利 

 

  去年與此團的周士翔先生一同到義大利演出，當時，並沒有做訪問的動作，

但有特別照許多田野資料的照片回來，因此，將一些當時表演以及教學的過程照

片放上來，做為田野中重要的資料參考。 

 

 

 

 

 

 

 

 

 

圖 附錄 5-1 在義大利時周士翔先生與義大利國人教學時所拍 

圖 附錄 5-2 在義大利時，學員演出時所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