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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此論文我將以溪湖地方六大祭祀圈做為我對八音的調查研究範圍，而這六

大祭祀圈分別以六個廟做為祭祀圈的中心，分別有位於溪湖鎮的永安宮、福安

宮、霖肇宮，還有位於二林鎮的泰安宮、埔鹽鄉的大安宮、大村鄉的五通宮，這

些廟宇的祭祀圈分別有聯庄組織、或是祭祀範圍而形成的祭祀圈。在這範圍裡，

存在著許多樂種的樂團，有南管、北管、歌仔陣等等，我將在這些樂團裡尋找八

音的蹤跡，並提出來調查研究。 

    首先，我將從廟開始著手，先去分清楚各個祭祀圈的範圍與形成原因，接著

去尋找祭祀圈裡面所有的樂團，經過田野調查後，發現大多的樂團都已解散，成

員也都呈現高齡化，有一些未解散的團體，還要再次請他們演出已經有困難，大

部份是因為已經很難再湊到人，其次是因為年歲已高，體力難以負荷。 

    在這些祭祀圈裡，我將探討在各個樂種裡面的八音，藉由樂器、樂譜、演出

的場合以及樂團的編編制來探討，並藉由族群來分析八音在不同族群裡是否有不

同的型態，這些問題我將在本文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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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 2009 年 6 月參與由林清財老師帶領的「彰化八音調查」這個計畫，一開

始由林清財、林難生、許明鍾和賴靈恩四位老師帶領我們去彰化縣埔鹽鄉「西湖

錦成閣」做首次的田野調查，接下來便將十五人分成五組分別去調查彰化地區的

館閣(附錄一)，我跟我的組員林季萱和許雅淑所分配到的地區為彰化縣埔鹽鄉、

溪湖鎮、二林鎮、芳苑鄉、竹塘鄉、大城鄉六個地區(附錄二)。起初調查到彰化

縣的二林鎮老人絃管樂團時，我發現他們有許多樂種的曲譜，且現在還有在練習

與演出，因此向老師們提出研究此老人會的計畫，但是老師們認為我們調查了這

麼多的地區，只寫了一個團體太可惜了，因此希望我們能以一個文化區域為範

圍，來撰寫我們的論文。 

    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發現大多的傳統民間的藝文音樂團體大多都已經解

散，還在經營表演的不多。大多的問題在於時代變遷，年輕一代對於傳統的音樂

沒有興趣，造成在傳承上有很大的困難，在經費上也有不足的現象，現在還保存

著比較完善的藝文團體大多集中在彰化市區。 

    我所調查的地區裡，發現溪湖鎮有許多聯庄組織，因此很好奇在聯庄組織下

形成的音樂團體為何種型態，而在聯庄組織裡面的樂種太過繁雜，有南管、北管、

歌仔陣等樂種，我的能力還不足以一一將各個樂種內容詳盡區分研究，因此九甲

的部分則由許雅淑研究，我選擇了八音的部分來探討。 

    「八音」，在我們生活圈裡占有很重要的角色，在傳統的社會裡，八音所扮

演的角色大多在於婚禮的場合上，配合著不同的婚禮時機演奏不同的樂曲來炒熱

氣氛，而在祭祀方面，則是不能從我們的日常生活上缺席的。這兩者都與生活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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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相關，而彰化縣溪湖的地方六大祭祀圈分別是不同的廟宇主導，且由不同的方

式形成六大廟宇的祭祀圈，經由田野調查得知，雖然在這祭祀圈範圍裡純粹八音

團並不多，但卻在不同的樂種演出方式中發現有八音的存在，表示八音不論在任

何樂種裡都有一席之地，這不也表示八音在社會上的重要性。因此，我想藉由「彰

化縣溪湖地方六大祭祀圈」的範圍來對八音加以研究探討。 

 

第二節  研究方向、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以我的能力而言，還無法將六大祭祀圈的所有樂種一一區分研究，因此，我

將以溪湖地方六大祭祀圈為研究範圍，進而去探討各祭祀圈裡各地區的樂團裡的

八音。起初，我與組員們在所分配的地區裡做地毯式的搜尋，尋找當地的音樂團

體與樂師做初步的田野調查，接著再從其他組別所做的地區裡找出自己所要的部

分，再去進行第二次的田野調查。藉由田野調查去探討那些族群如何使用八音，

八音依附在哪些樂種、儀式裡，而不同的樂種是如何使用八音，而使用的場合又

是哪些，分別使用的又是哪些八音，進而去探討八音的音樂內容、樂團編制、演

奏曲目、樂器配置等等，接著參考相關文獻，並結合田野調查的結果來將六個祭

祀圈的八音分開記錄整理，再統整起來加以比較分析。 

     

第三節  文獻回顧 

 

    關於「祭祀圈」這詞，在林美容的〈由祭祀圈到信仰圈─台灣民間社會的地

域構成與發展〉裡提到1： 

 

                                                 
1
林美容，1998，〈由祭祀圈到信仰圈─台灣民間社會的地域構成與發展〉，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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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祀圈表示地方性的公眾信仰，在其範圍內所有的居民都有義務 

    要參與，信仰圈則為區域性的神明信仰，信仰圈則為區域性的神明信仰 

    ，在某個範圍內由信徒志願參與。(林美容，1998：116) 

 

    「八音」最早出現在《周禮》，指的是製作不同樂器的材質，同時也是樂器

的分類法。在音樂上的八音，林難生在《府城地區八音音樂研究》2裡提到： 

 

    專就音樂而言，府城地區的「八音」顯而易見、意義又明確的一個內涵 

    ，就是：八音是一個團體，ㄧ種八樣樂器、八個人組成的樂隊，民間ㄧ般稱 

    為八音、八音吹、八音團、八音陣、歕鼓吹的。(林難生，2004：17) 

 

    林清財的《番仔吹：台南地區西拉雅的八音》的八音可以是演奏曲種、還可

指稱樂團(大八音)，由此可見，八音可以指稱不同的內容。 

    「八音」一詞有許多不同的解讀，鄭榮興的《台灣北部客家八音研究》裡的

八音在樂器屬性、音階理論、樂種與曲名就各有不同的解釋，不同的文獻所解讀

的意思也有所出入。林清財在〈南部地區的八音與十三音〉裡藉由局內人與局外

人的觀點來描述八音，並清楚的列出曲譜名稱。林難生的〈府成地區八音源流與

師承流派〉探討了府城地區的八音，從八音的由來、傳說、師承、抄本、祭拜祖

神都詳細的介紹與引用，並指出使用大吹，必屬北管音樂的論點，將府城地區八

音詳細記載。 

    從上面的文獻來看，可得知台灣不同地區的八音有不同的特性存在，不同的

族群所使用的八音也有所不同，北部的八音與南部的八音不論是在樂器或是樂譜

的使用都有所區別，而位於中部地區的彰化，它的八音又是哪一種形式呢？此議

題我將在本文裡呈現。 

                                                 
2
 林難生，2005，《府城地區八音音樂研究》，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傳統音樂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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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 

 

    現今的祭祀圈，因為經歷過水災，很多庄頭都已經不見了，且現在大多擁有

八音的團體都已解散，因此，沒辦法完整的呈現各個祭祀圈裡的八音音樂活動，

不容易取得八音音樂活動的影音資料方面無法取得完整的演奏。 

    我所研究的是著重在音樂方面上，因此在宗教儀式上的研究無法詳盡紀錄，

且現今大多的廟宇在祭典日並不會邀請樂團演出，只會使用一些較省經費的方式

來慶祝，因此無法有以往的祭典儀式可以紀錄。 

    許多樂團因時代的變遷，在傳承上有著很大的問題，留下來的資料有限，難

以將每個團體詳盡介紹論述。 

 

第五節  預計結果 

 

     經由田野調查與文獻回顧，可得知：一、溪湖鎮六大祭祀圈的八音分佈。

二、溪湖鎮六大祭祀圈的八音與族群的關聯性。三、各個祭祀圈的八音統整。四、

祭祀圈的八音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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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溪湖地方六大祭祀圈之範圍 

 

 

   「祭祀圈」這個名詞所代表的是地方性的公共祭祀，在這祭祀範圍內的居民

都有義務要參與(林美容，1988)。在溪湖鎮裡主要有三間大廟，分別為福安宮、

永安宮與霖肇宮，另外再加上二林鎮的泰安宮、埔鹽鄉的大安宮和大村鄉的五通

宮，形成了溪湖地方六大祭祀圈。在清朝統治時期，溪湖鎮與鄰近的鄉鎮來往互

動頻繁，由於濁水溪的變動，溪湖地區的行政劃分也跟著改變，因此在討論溪湖

鎮的地方大廟時，也應將鄰近地區列入思考範圍。 

 

 

 

 

圖 1  溪湖六大祭祀圈分佈圖(謝雯雀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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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廟名稱 地點 主祀神明 創建年代 祭祀範圍 祭典日 備註 

福安宮 光平里 媽祖 咸豐年間 溪湖十三里 3.23 創建年代為根據日

治時期《寺廟台帳》

記載  

永安宮 西溪里 媽祖 乾隆年間 後溪十七庄 3.23 創建年代為根據日

治時期《寺廟台帳》

記載 

霖肇宮 中山里 三山國王 嘉慶二年 四鄉鎮二十一村

里 

大王：2.25 

二王：6.25 

三王：9.25 

創建年代為根據日

治時期《寺廟台帳》

記載  

泰安宮 二林鎮華崙

里 

媽祖 清代 泰安宮十四庄 

（含二林鎮華崙

里、梅芳里一部分

及溪湖鎮外四塊

厝及西勢厝之一

部分） 

3.23 在光緒戊戌年大水

後，打銅厝及塗厝厝

遭大水沖毀散庄，另

有些庄頭獨立建

廟，因此祭祀圈已縮

小。 

五通宮 大村鄉新興

村 

 

五顯大帝 道光五年 大村、員林、埔心

鄉埤腳村、二重

村、梧鳳村、中竹

里四鄉鎮十庄 

9.28 神像據說為三百年

前由黃姓移民自福

建省詔安縣官陂鄉

攜帶來臺 

大安宮 埔鹽打廉村 三山國王 乾隆二十年 六庄：埔鹽鄉打

廉、下園（含潭

底）、南港、菜堂、

員仔內（含十六

甲） 

溪湖：竹圍仔（中

竹里） 

以大王的生

日為主（農

曆二月二十

五日） 

1.創建年代為根據

寺廟碑文 

2.分香自社頭板橋

頭。 

 

 

表 1  溪湖地方六大祭祀圈(資料來源：莊淑菁，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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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福安宮 

 

    福安宮位於彰化縣溪湖鎮光平里，根據廟碑記載，福安宮於民國前一百零九

年建立（西元 1803年、清嘉慶八年），建立福安宮的原因，在於當時當地的先

賢信士看到當地的鄉民篤信神佛，對於沒有廟宇可以安置神像相當苦惱，因此先

賢信士除了募款來建立廟宇之外，還前往鹿港去迎接湄洲媽祖天上聖母的神像回

來奉祀，接著再雕刻二媽、三媽、四媽、五媽、六媽等神明來供奉，讓本地及鄰

近的民眾可以前來祈求平安。 

    嘉慶年間為分類械鬥的興盛期，為了團結楊姓與巫姓這兩大姓(祖籍都是福

建省泉州府南安縣)，因此特地將福安宮選在這兩姓的部落交界處，因此福安宮

為族群整合的重要媒介，但巫姓因為械鬥的緣故而遷徙到別處了。(莊淑菁 

2003：54、97)   

 

  

 

 

 

 

 

 

 

 

 

 

圖 2  福安宮正門(林季萱拍攝) 

     

    福安宮的祭祀範圍為溪湖鎮東寮里、西寮里、光華里、太平里、平和里、光

平里、湖西里、汴頭里、田中里、大突里、北勢里、大竹里、河東里(竹頭仔、

車店庄)，共計十三里(黃芬蘭，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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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福安宮祭祀圈範圍示意圖(謝雯雀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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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永安宮 

 

    永安宮位於彰化縣溪湖鎮西溪里，根據廟宇的沿革碑記記載，建廟時間為清

道光四年(西元 1824 年)，起初是福建省泉州永安人遷居來台，將湄州天上聖母、

大媽金身和香爐請來台灣，在現在的後溪現址搭建簡陋的竹編木屋來供奉，而木

屋歷經長時間的風吹雨打而破舊不堪，於清同治三年(西元 1864 年)，村裡百姓便

募款建造新的廟宇來供奉聖母，祈求聖母顯靈保佑。 

    永安宮祭祀圈的形成，根據寺廟沿革碑記所記載： 

 

本宮主神  天上聖母，係先民陳有為氏，於清道光四年（歲次甲申公元一

八二四年），自福建省永安縣故鄉恭帶  聖母來台，翌年奠基建廟於後溪街仔現

址，曰：永安宮，同祀明神、千里眼、順風耳、觀音佛祖、註生娘娘，由於神靈

顯赫，救民無數，威德廣被西勢厝、草埔仔、番婆庄、三角仔、新厝館、阿媽厝、

湳底、大庭、尾厝、崙仔腳、巫厝、田寮、崙仔尾、三塊厝、四塊厝、劉厝及後

溪等十七庄，信徒之多，轄區之廣，幾為溪邑之半。 

 

    這十七庄分別又分為四大角，為後溪角、頂庄角、大庭角、尾厝角。在農曆

三月二十三日為媽祖的祭典日，每年四大角會輪流主辦祭祀活動，在祭典日當天

永安宮的媽祖會出巡遶境，遶境的路線為西溪－湖東里（果菜市場）－中山里－

田寮－崙仔尾－巫厝－頂庄－湳底－阿媽厝－西勢厝－番婆－忠覺－大庭－東

溪－西溪。東部地區便是藉由媽祖遶境活動而彼此聯繫(莊淑菁 2003，99)。現

在的繞境活動只有四塊厝、後溪、大庭、湳底、尾厝等幾個庄頭在輪流主辦，其

餘的庄頭已經沒有再參與。 

    永安宮所建位置位於溪湖鎮的東邊，且為閩客的交界處，鄰近的地區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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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永靖鄉、田尾鄉大多為漳州府詔安縣人3，而溪湖鎮的西邊則有楊姓居民，

因此永安宮有團結東部地區泉人的功能存在，西部則有福安宮來團結。(莊淑菁 

2003，99) 

 

 

 

 

 

 

 

 

 

 

 

圖 4  永安宮正門(陳美淨拍攝) 

 

 

圖 5  永安宮祭祀圈範圍示意圖(謝雯雀繪製)

                                                 
3
 可參略表六 五通宮祭祀圈的族群與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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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霖肇宮 

 

    霖肇宮位於彰化縣溪湖鎮中山里，是『敕封三山國王』來臺之祖廟， 從《寺

廟台帳》得知在嘉慶二年(1797 年)就已建廟，奉祀主神為三山國王，副祀神農大

帝與福德正神。信奉三山國王的民眾以客家人為主，而霖肇宮之所以成為三山國

王廟的廟宇中心，原因在於它的分廟多、信眾廣，但最主要的因素是因為它是開

台第一廟，歷史悠久，因此才有足夠的號召力與吸引力。(曾慶國，1999) 

    根據寺廟沿革記載，霖肇宮的祭祀範圍為四鄉鎮二十一村里，又為七十二

庄，分別為溪湖鎮：中山里三塊厝庄、東溪里巫厝，埔心鄉：芎蕉村、羅厝村、

舊舘村、新舘村、南舘村、大華村、仁里村，永靖鄉：同仁村、同安村、湳墘村、

四芳村、福興村、竹子村、獨鰲村、敦厚村、崙美村，田尾鄉：海豐村、陸豐村、

柳鳳村。為了祭祀方便，霖肇宮在清中葉以後，便將霖肇宮的神尊分奉到五個轄

區，組成大王角、二王角、三王角、祖牌角以及神農大帝角。 

 

  

 

 

 

 

 

 

 

 

 

 

圖 6  霖肇宮正門(陳美淨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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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霖肇宮祭祀圈範圍示意圖(謝雯雀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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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泰安宮 

 

    泰安宮位於彰化縣二林鎮華崙里，相傳雍正年間黃姓祖先恭請湄洲媽祖來台

開墾，《寺廟台帳》記載建廟的年代大約在兩百多年前的乾隆年間。 

    清朝時代，外四塊厝與二林鎮並沒有溪流隔開，都是屬於上保的一部份，直

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的戊戌大水災，舊濁水溪才將外四塊厝和二林鎮隔開，形

成現在的區域。(莊淑菁，2003：108) 

    泰安宮的十四聯庄在清朝統治的時期就已經形成，分別有崙仔腳、代馬、挖

仔、柳子溝、港頭、港尾、詹厝仔、打鐵、打銅、紅瓦厝、塗仔崙還有溪湖的外

四塊厝和西勢厝等等(因為年代久遠，有一庄不知其名稱)。在清道光年間，常有

地區性的分類械鬥，在這十四聯庄的臨近地區大多都是大姓，在當時的大姓是會

欺負小姓，且庄頭勢力單薄也會被欺負，因此泰安宮號召了十四聯庄組織來抵抗

外來的欺負。現在的泰安宮祭祀圈因戊戌水災的發生，很多庄頭都已經被沖毀

了，現在只剩下外四塊厝、挖仔、柳仔溝、崙仔腳、代馬、港尾、詹厝、土仔崙

(梅芳里)八個庄頭，且社會趨向穩定，聯庄組織已非必要，因此許多庄頭便脫離

自行建廟。 

  

 

 

 

 

 

 

 

 

 

 

 

圖 8  泰安宮正門(林季萱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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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泰安宮祭祀圈範圍示意圖(謝雯雀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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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五通宮 

 

    五通宮位於彰化縣大村鄉新興村，此廟的歷史，根據寺廟沿革的記載： 

  

    緣於明末清初，距今約三百餘年前，由黃姓祖先從福建漳州來台，隨身奉請

五顯大帝尾王金像，由鹿港登岸，沿路來到埤腳庄現址，建皂茅屋棲身，五顯大

帝尾王之金像即被安頓於茅屋中，由該善信朝夕虔誠焚香膜拜，而不被外人所

知，後因每至晚間常有五道燦爛奪目的豪光發自該茅屋，附近居民遂感詫異，經

察究後發現裡面奉祀有五顯大帝金像，方悟為五顯大帝顯聖所致，始被附近居民

傳開，後因眾人眼見該茅屋簡陋，不堪使用，乃召集各方善信商議，建立祠堂以

供奉祀，遂於清朝道光五年（歲次乙酉、西元一八二五年），由二重湳士紳黃心

南發起興建為小廟宇。民國十九年（歲次庚午），地方士紳黃添池、黃榮章等，

鑒於年久失修之小廟宇破舊不堪，隨即發起籌募重建五通宮之舉，經各方善信熱

烈響應，捐獻興建，費時四年有餘，始告竣工，即今之前殿廟貌。4
 

 

   

 

 

 

 

 

 

 

 

 

 

 

圖 10  五通宮正門(蔡涵卉拍攝) 

 

                                                 
4
 五通宮的建廟緣由可參閱黃振琅主編，1989，《埤腳五通宮史略》，彰化：五通宮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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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通宮為本省五顯大帝之祖廟，其祭祀範圍包含大村鄉、員林鎮、埔心鄉、

溪湖鎮四鄉鎮十個庄頭，為了方便輪流值年爐主，因此依照帝別來畫分奉祀的區

域，且每年的農曆九月二十八日會由這五個角頭分別輪流籌備祭典。五個帝別分

別奉祀的區域範圍如下： 

 

    大帝：埔心鄉的梧鳳、菜寮，溪湖鎮的中竹里 

    二帝：埔心鄉的二重湳 

    三帝：大村鄉的新興 

    四帝：大村鄉的加錫、大崙、員林鎮的湖水坑 

    五帝：埔心鄉的埤腳、埤霞 

 

 

 

圖 11  五通宮祭祀圈示意圖(謝雯雀繪製) 

  

    五通宮祭祀圈裡大多都是黃姓居民，埔鹽的泉州人為了爭地，與溪湖中竹里

的黃姓族發生械鬥時，五顯大地顯靈使中竹里的黃姓居民擊退泉州人，因此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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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通宮凝聚了黃姓詔安客，成為黃姓的信仰中心。(莊淑菁 2003：110-111) 

    湖水坑為五通宮祭祀圈裡距離五通宮最遠的庄頭，且也沒有與其他庄頭相

鄰，之所以在五通宮的祭祀圈範圍裡，主要是因為在清代開墾的時期，湖水坑的

居民會將自己種植的農作物或是水果拿到鹿港販賣，回程時買ㄧ些生活用品，在

這途中都會在五通宮附近休息，且湖水坑的居民大多都為黃姓，因此與當地的居

民很快就熟稔起來。五通宮在嘉慶十九年(1814)擴建時，便邀請湖水坑加入，湖

水坑居民便爽快的答應，並出資修建五通宮。(黃翠媛 200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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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大安宮 

 

    大安宮位於彰化縣埔鹽鄉打廉村，建廟時間為乾隆二十年(西元 1755)，民國

四十八年(西元 1959)重建5，在民國九十七年的三月不幸發生火警，目前還在整

修中。 

 

根據《寺廟台帳》記載：「本廟約百年前（今一八○多年前）廣東人創立，

八○年前其旁的福德爺廟祭神福德爺來合祀，四○年前信徒寄進修繕，建十一˙

九坪，瓦葺土角造平家，面南，地三三˙七四坪，所在地埔鹽區南港庄菜堂三五

九番地，信徒數約六八○人，維持區域：鹿港支廳埔鹽區南港庄一部。」又記載：

「建立時，治病、生產、平安、豐收等均靈顯，信仰盛大。廣東人漸次他方移轉，

物價騰貴，信仰下降。」(莊淑菁，2003) 

 

    主要奉祀三山國王，奉祀的是大二三王，祭祀的範圍有埔鹽鄉打廉、下廓(含

潭底)、南港、菜堂、員以內(含十六甲)、溪湖鎮的竹圍仔(中竹里)，共六庄，這

六庄又分別分為三個角頭： 

 

    大王角：打廉、下園 

    二王角：南港、中竹 

    三王角：員以內、菜堂 

 

    除了中竹里是客家人，其餘的庄頭都是泉州人，且中竹里的詔安客大多都被

周圍的泉州人同化，大多的黃姓居民只知道自己是漳州人，而不知道原為客家

人。中竹里位於閩客交界處，與大安宮和五通宮都有關係，因此形成二廟祭祀圈

                                                 

5
 參閱葉爾建等人，2004，《台灣地名辭書，卷十一，彰化縣》，南投市：台灣文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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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竹里重疊的現象。(莊淑菁 2003：112) 

 

 

 

 

 

 

 

 

 

 

 

 

圖 12  大安宮改建招牌(林季萱拍攝) 

 

 

 

圖 13  大安宮祭祀圈範圍示意圖(謝雯雀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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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溪湖地方六大祭祀圈的樂團分布 

 

 

第一節  福安宮祭祀圈範圍內的樂團分布 

 

    福安宮的祭祀圈範圍總共有十三個里，分別為東寮里、西寮里、光華里、太

平里、平和里、光平里、湖西里、汴頭里、田中里、大突里、北勢里、大竹里、

河東里(竹頭仔、車店庄)，祭祀圈裡的樂團分布如下表： 

 

市、鄉、

鎮 

村、里、

庄 

館名 館閣系統 姓氏 族群/祖籍 備註 

溪湖鎮 西寮里 頂寮 參樂成 南管品

管、九

甲、崑腔 

胡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縣

(胡維通) 

東、西寮合

起來為頂

寮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縣

(胡石齊) 

東寮里 巫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縣 

莊 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 

楊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縣 

光華里   楊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縣  

太平里   楊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縣  

平和里   花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縣  

光平里   楊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縣  

湖西里 阿公厝 和樂

社(和樂珠) 

南管九甲 楊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縣  

汴頭里 汴頭 錦樂軒 北管 楊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縣  

田中里 田中央 勝興

珠 

南管九甲 楊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縣  

大突里   謝 福建省泉州府安溪縣  

楊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縣 

鄭 福建省泉州府 

北勢里 北勢尾 振興

館 

南管九甲 

 

楊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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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勢尾 新花

珠 

南管九甲 

、歌仔戲 

大竹里 竹圍側  雙

鳳珠 

南管九甲 楊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縣  

何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縣 

徐  

河東里(竹

頭仔、車

店庄) 

  楊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縣  

 

表 2  福安宮祭祀圈的族群與樂團 

(資料來源：1.田野調查 2.林美容《彰化縣武館與曲館》 3.葉爾建等《台灣地名

辭書，卷時一，彰化縣》) 

 

 

圖 14  福安宮祭祀圈族群分布圖(謝雯雀繪製) 



 

 22 

    東寮里與西寮里有著共同的樂團，為頂寮的「參樂成」，樂種為南管品管、

九甲，裡面的成員巫成雲表示「參樂成」是在光復後成立的，成立五十多年了，

成立的人名為吳 江，已經過世了，同時也是南管的老師，擅長彈奏月琴、琵琶

和唱曲，這館閣之所以會開館，主要是因為庄裡的人常常聽到吳 江在彈奏樂器，

因此聚集起來開館學習。老師是和美人，名為洪明華，是教九甲的老師，據說館

號是他命名的。奉祀的樂神為田都元帥，曲譜已經被後輩燒毀，因此無法再招新

成員。 

    湖西里的阿公厝「和樂社」為九甲團，已經解散二十多年了，之所以會解散

是因為當時經濟不好，大家都要外出工作討生活，所以曲館難以維持。「和樂社」

主要是為了庄內的神名生日、嫁娶、入厝等場合而成立，由楊啟宗成立，老師為

北勢里的楊和尚與楊皆得，前者教唱曲、口白及武場，後者則教文場。供奉的樂

神為田都元帥，但只有剛開始時以紅紙書寫供奉，後來就沒有了。(林美容 1997：

266) 

    汴頭里的「錦樂軒」為北管樂團，由楊 長發起，約在民國二十幾年成立，

是為了讓庄民有個休閒娛樂而設立。來教導的老師分別有大村鄉的賴 慶，教總

綱、鑼鼓、絃吹，白沙坑的北管子弟(不知名字)，教腳步，還有庄內的楊土佛，

教前後場。奉祀的樂神為西秦王爺，王爺生日時，曲館的成員會聚集祭拜，人數

多就會為王爺扮仙熱鬧。演出的場合有廟會、入厝、嫁娶跟喪事，現在團員只剩

楊宗烈與楊 賓，都已高齡，無法演出了。 

    田中央「勝興珠」為南管九甲團，成立年代成員所說的有所不同，分別有日

治時期與民國四十年這兩個時段，當時因為各庄都會有自己的陣頭，因此庄民陳

萬興和楊本鄰一同發起成立，希望在熱鬧時，自己的庄里也有陣頭可以使用。老

師有大竹里竹圍仔的黃銀，教口白和鼓介，還有埔鹽鄉三省村的施金木，教南管。

表演的場合有嫁娶、廟會、生日慶賀、入厝，甚至當兵入伍時，也會去演奏。現

在只能演出八音，不過已經沒有在出團了，都只是自娛而已。 

    北勢尾的「振興館」的樂種為南管九甲，成立時間大約是民國十一年，由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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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龍和楊瑞泰等人發起，主要是為了庄裡娶新娘熱鬧而成立。老師為本庄的和尚

和頂寮的巫獅，會出陣的場合為迎神、刈香、入厝、娶妻、還有喪事，在以前甚

至還有各庄頭的遶境活動，現在都已經失散。(林美容 1997：252) 

    北勢尾的「新花珠」為九甲和歌仔戲團，當初會成立是因為庄裡的人得知庄

裡有一位曲館老師─楊和尚，因此便成立「新花珠」，請和尚來教。成立時間為

民國三十六年，館名是老師取的。演出的場合有廟會、嫁娶，以前團裡的人大約

十多位，後場的文、武場人員分別要五、六位，現在都已經散了。祭拜的樂神為

田都元帥千秋。 

    大竹里的竹圍側「雙鳳珠」為南管九甲團，組成的原因有兩種說法，一種是

庄裡希望在迎神、刈香時有一個可以熱鬧的陣頭，因此由庄裡的人一同組成這個

九甲團；另一個說法是，此館並非庄裡的人發起，而是由ㄧ些對此事有興趣的人

去番婆庄請一位叫做天賜的人來教八音，玩著玩著越來越有興趣，才正式請老師

來教。成立時間大約是在日治昭和年間，老師是頂寮的巫 獅，教唱曲和吹奏樂

器。出陣的場合有迎神、刈香、娶新娘、入厝、喪事，娶新娘時，前一天晚上要

排場二、三小時，拜天公要充當後場，早上要組成八音去迎娶新娘。奉祀的樂神

為田都元帥。(林美容 199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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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永安宮祭祀圈範圍內的樂團分布 

 

    永安宮的祭祀範圍為西勢厝、草埔仔、番婆庄、三角仔、新厝館、阿媽厝、

湳底、大庭、尾厝、崙仔腳、巫厝、田寮、崙仔尾、三塊厝、四塊厝、劉厝及後

溪等十七庄，樂團的分布如下表： 

市、鄉、

鎮 

村、里、

庄 

館名 館閣系統 姓氏 族群/祖籍 備註 

溪湖鎮 西勢厝 西勢厝 協樂

成 

西勢厝 協樂

社 

南管品管 蔡 福建省泉州府晉江

縣 

西勢里 

草埔仔   蔡 福建省泉州府晉江

縣 

西勢里 

番婆庄 番婆庄 曲館 南管九甲 謝 福建省泉州府晉江

縣 

番婆里 

新厝館   陳 福建省泉州府同安

縣(陳伯宗) 

番婆里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

縣(陳慎毅) 

三角仔   陳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

縣 

媽厝里 

莊 福建省泉州府晉江

縣 

阿媽厝 耕樂社 北管 王 福建省泉州府同安

縣 

媽厝里 

湳底 湳底 錦德成 南管品管、

九甲 

陳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

縣(陳運俊) 

湳底里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

縣(陳永宗) 

大庭   陳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

縣 

大庭里 

尾厝   陳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

縣 

忠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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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永安宮祭祀圈的族群樂團 

(資料來源：1.田野調查 2.林美容《彰化縣武館與曲館》 3.葉爾建等《台灣地名

辭書，卷時一，彰化縣》) 

    西勢厝的「協樂成」的樂種為南管品管，在日治時期由蔡加添發起，老師為

西勢湖的老霸先，演出的場合有廟會、嫁娶跟刈香，通常只在迎神、刈香時才會

用到整個團南管出陣，一般娶新娘都用八音吹，先動鑼鼓鬧廳，隨後才由有南管

底子的人來唱曲。以前喪葬儀式普遍很簡單，所以曲館很少為喪事出陣，不像現

 崙仔腳 崙仔腳曲館

(忠覺里) 

福樂成(頂庄

里) 

錦成雲(頂庄

里) 

南管九甲 

 

南管品管 

 

南管九甲 

黃、陳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

縣 

以前的崙仔

腳庄包括現

在的頂庄、

大庭、忠覺 

巫厝 巫厝庄 怡和

軒 

北管 巫 福建省汀州府永定

縣 

東溪里 

廣東省潮州府饒平

縣(巫為樂) 

莊 福建省泉州府晉江

縣人 

田寮     中山里 

三塊厝 三塊厝 振樂

天 

 

南管品管、

九甲、大鼓

陣 

李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

縣 

中山里 

楊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

縣 

四塊厝 (下街)內四塊

厝 集樂興 

南管九甲 洪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

縣 

湖東里(以前

為四塊厝，

裡面包含內

四塊厝) 

楊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

縣 

崙仔尾   陳 福建省泉州南安縣 中山里 

劉厝   劉 福建省泉州南安縣 西溪里 

後溪   陳 福建省泉州南安縣 東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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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很多人會請陣頭熱鬧。現在整團只剩一為成員，其餘的都已往生，留下的樂

譜是民國七十五年老一輩抄的。(林美容 1997：285) 

 

 

圖 15  永安宮祭祀圈族群分布圖(謝雯雀繪製) 

 

    西勢厝「協樂社」的樂種為車鼓和歌仔戲，原先庄裡的樂團為「協樂成」，

後來他們很少在活動之後，由蔡長興發起，並組成了「協樂社」，並擔任老師一

職，另外還有位汴頭的「阿拍」來教扮仙。當初成員有十四、五位，漸漸的成員

無法再演戲，因此便改為以喪為主的演出場合，現在這曲館已經不存在。(林美

容 1997：286) 

    番婆庄曲館為九甲團，創立於日治時代，由林天賜發起，因為興趣而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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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五、六位，但是大家都專心於農事上，且後來戰爭爆發，導致曲館暫停活動，

戰爭過後因為沒有老師教導，因此便散團。(林美容 1997：282) 

    阿媽厝「耕樂社」於民國四十一年成立，創館者為三順旺，老師為林文燦，

北斗人，教授北管。當初會成立「耕樂社」是因為庄裡的長輩希望年輕人可以因

為學曲而不會去做壞事，同時也可以當作農暇時的娛樂。演出的場合為廟會、刈

香、入厝、嫁娶、喪禮，曾經與布袋戲前場合作組成「耕樂天掌中劇團」，後來

受電視布袋戲的影響，結束了此團。拜的樂神為西秦王爺，放在練習的場所祭拜，

現在已經沒有了。「耕樂社」現在很少在演出，所剩成員只有三位。 

    湳底「錦德成」為南管品管和九甲團，為南唱北打，在昭和元年由陳 程所

創立，純粹是他個人興趣所組成。所擔任過的老師有很多位，有吳 江，教南管，

洪明華，教九甲，楊和尚，教腳步，還有許金生，教南管。演出的場合有廟會、

嫁娶、扮仙、喪事(較少)，祭拜的樂神為田都元帥，放在曲館奉祀，現在沒有了。 

「錦德成」已經散團了，現在只剩三位成員，其中兩位在附近的「龍水宮」裡的

誦經團擔任後場樂師。 

    崙仔腳曲館是在戰後為了讓庄裡熱鬧時有陣頭而成立，屬於南打北唱的九甲

團，老師為吳 江，教了《三仙》和一些牌子，團裡樂器有鑼鼓、笛、月琴、琵

琶、三絃、大廣絃、殼仔絃等。庄裡庄外在娶新娘時會出陣，不收紅包，喪事不

出陣，已經散團了。(林美容 1997：280) 

    頂庄里的「福樂成」跟「錦成雲」是同一個團體傳承下來的，一個在先，一

個在後，一開始是「福樂成」，然後便成南打北唱的「錦成雲」，後來漸漸變成大

鼓陣。此團成立時間大約在民國十四年之前，由黃 居成立，成立的原因是為了

庄裡一年一度的巡庄活動。南管的老師為西勢湖的陳 霸，九甲的老師為陳 霸的

兒子陳重節，大鼓陣的老師則為巫厝庄的陳阿平。演出的場合有廟會、娶親跟喪

事，在庄廟出陣是義務的，如果為邀請的就會收紅包。南打北唱奉祀的祖神為田

都元帥，南管的就不清楚了。(林美容 1997：299-300) 

    巫厝「怡和軒」為北管團，於昭和五年成立，由「陳夷先」、「阿留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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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為了讓庄裡熱鬧時有陣頭使用，還有讓庄民有所娛樂。老師為楊禮儀、巫

老月(偏名)、陳牛母、賴啟章，他們都是全能的樂手。演出的場合有廟會、入厝、

嫁娶、扮仙、喪事，現在多以大鼓陣的方式出陣。祭拜的樂神為田都元帥，放在

曲館裡奉祀。 

    三塊厝「振樂天」為南管、九甲跟大鼓陣的樂團，由李和尚發起，為了讓庄

裡有一團熱鬧的陣頭可以使用，因此創立此團。南管的老師為頂寮的吳 江，戰

後請洪明華來教南打北唱的九甲，大鼓陣沒有老師。南管為庄里偶爾熱鬧時才出

陣的，純湊熱鬧，因為演出無法賺錢養家，因此漸漸的散了。出陣的場合有迎神、

娶新娘、入厝及喪事，庄內的出陣是義務，有事邀請才收紅包。(林美容 1997：

289) 

    內四塊厝「集樂興」為九甲團，民國三十四年成立，民國四十四年解散，為

南打北唱，老師為北勢尾的和尚，館號也是他命名的。因為樂團要求館員付錢，

影響到學習意願，才無法繼續下去。娶新娘有在出陣，對方會給紅包致謝，喪事

沒有在出陣，本館沒有祭拜樂神。(林美容 199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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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霖肇宮祭祀圈範圍內的樂團分布 

 

    霖肇宮的祭祀範圍為四鄉鎮二十一村里，又為七十二庄，分別為溪湖鎮：中

山里三塊厝庄、東溪里巫厝，埔心鄉：芎蕉村、羅厝村、舊舘村、新舘村、南舘

村、大華村、仁里村，永靖鄉：同仁村、同安村、湳墘村、四芳村、福興村、竹

子村、獨鰲村、敦厚村、崙美村，田尾鄉：海豐村、陸豐村、柳鳳村。樂團分布

如下表： 

 

市、鄉、

鎮 

村、里、

庄 

館名 館閣系統 姓氏 族群/祖籍 備註 

溪湖鎮 中山里三

塊厝庄 

三塊厝  振樂

天 

南管九甲、品

管，大鼓陣 

李 福建省泉州府南

安縣 

 

楊 福建省泉府府南

安縣 

東 溪 里 

巫厝 

巫厝庄  怡和

軒 

北管軒 巫 福建省汀州府永

定縣 

 

廣東省潮州府饒

平縣(巫為樂) 

埔心鄉 芎蕉村 迎樂軒  黃 廣東省潮州府饒

平縣 

 

福建省漳州府詔

安縣 

呂  

羅厝村 羅厝 永梨園 北管園 張、黃、

劉、邱 

廣東省潮州府饒

平縣 

 

舊館村 舊館員樂軒 北管軒沙崙 黃、李、

張、吳、

許 

福建省漳州府詔

安縣(黃) 

 

新館村 新館曲館 北管軒沙崙 吳、凃、

楊、林、

陳、羅 

福建省漳州府平

和縣 

 

南館村   邱、李 廣東省潮州府饒

平縣(邱) 

 

大華村 大華村  雅南 南管九甲 吳 福建省漳州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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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 和縣 

劉  

巫 廣東省潮州府饒

平縣 

仁里村   凃、曾、

劉、胡 

廣東省潮州府饒

平縣(曾) 

 

永靖鄉 同仁村   陳、張、

王 

廣東省潮州府饒

平縣(陳) 

 

同安村   王 福建省泉州府同

安縣 

 

湳墘村      

四芳村 四塊厝  賜樂

軒 

四塊厝  玉同

軒 

北管軒沙崙 

 

北管軒沙崙 

胡、張、

陳、盧、

傅、衛 

  

福興村 福興庄  同樂

成 

福興庄  福樂

軒 

南管九甲 

 

北管軒沙崙 

江 福建省漳州府南

靖縣 

 

竹子村 竹子腳  竹雅

軒 

北管軒沙崙 邱 廣東省潮州府饒

平縣 

 

江 福建省汀州府永

定縣 

獨鰲村   陳 福建省泉州府南

安縣 

 

敦厚村   洪 福建省泉州府南

安縣 

 

崙美村 崙仔尾  以成

軒 

北管軒沙崙 胡 廣東省潮州府饒

平縣 

 

田尾鄉 海豐村 海豐崙  福樂

軒 

北管軒彰化、

沙崙 

吳、邱、

林 

廣東省惠州府海

豐縣 

 

陸豐村   邱 廣東省潮州府陸

豐縣 

 

柳鳳村 柳樹湳  涼樂

軒 

北管軒彰化、

沙崙 

江 福建省漳州府詔

安縣 

 

 

表 4  霖肇宮祭祀圈的族群與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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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田野調查 2.林美容《彰化縣武館與曲館》 3.葉爾建等《台灣地名

辭書，卷時一，彰化縣》) 

 

 

 

圖 16  霖肇宮祭祀圈族群分布圖(謝雯雀繪製) 

 

    三塊厝「振樂天」為南管、九甲跟大鼓陣的樂團，由李和尚發起，為了讓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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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有一團熱鬧的陣頭可以使用，因此創立此團。南管的老師為頂寮的吳 江，戰

後請洪明華來教南唱北打的九甲，大鼓陣沒有老師。南管為庄里偶爾熱鬧時才出

陣的，純湊熱鬧，因為演出無法賺錢養家，因此漸漸的散了。出陣的場合有迎神、

娶新娘、入厝及喪事，庄內的出陣是義務，有事邀請才收紅包。(林美容 1997：

289) 

    巫厝「怡和軒」為北管團，於昭和五年成立，由「陳夷先」、「阿留先」成立，

主要是為了讓庄裡熱鬧時有陣頭使用，還有讓庄民有所娛樂。老師為楊禮儀、巫

老月(偏名)、陳牛母、賴啟章，他們都是全能的樂手。演出的場合有廟會、入厝、

嫁娶、扮仙、喪事，現在多以大鼓陣的方式出陣。祭拜的樂神為田都元帥，放在

曲館裡奉祀。 

    羅厝「永梨園」為北管團，老師為埔心鄉的「阿牛仔先」，起初有老師教導，

後來便沒有請其他老師來教，而是以一代傳一代的方式來傳承，後來大家都外出

工作，因此只好解散。此團很少到外地表演，大部份在附近的村莊出陣。(林美

容 1997：662) 

    舊館「員樂軒」為北管團，於民國前就成立，拜西秦王爺，當時成員有十多

位，現在剩下兩位位。迎媽祖、熱鬧、娶新娘、刈香時都會請他們出陣，在庄內

是做義務的，如果是被調出去別庄幫忙就會收紅包，現在刈香因為要用走的，所

以就不去了6。 

    新館曲館為北管團，日治時期就已經存在，屬於軒的系統，戰後就已散團，

拜田都元帥。(林美容 1997：660) 

 大華村「雅南珠」屬於南管九甲團，拜田都元帥，於民國前（距今一百多

年前）成立，因為團員都老了，所以三十幾年前就解散了，現在剩三人。當時請

的老師是溪湖西勢湖那邊的人。當時前後場共近二十人，前場（武場）有鑼、鼓、

小鈸（琴仔），後場（文場）有吹、三絃，曾經去過員林、斗六、高雄、台北新

莊湊熱鬧。演出的場合有神明生、娶新娘、入厝、喪事，也有去過永靖的布袋戲

                                                 
6
 〈彰化八音調查計畫〉的第三組組員洪宗平、林采汝、許郁婷之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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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過後場，當時每天晚上七點半到九點半都會練習7。 

四塊厝「賜樂軒」為北管團，為胡龜結所創立，老師為崙美村的湖天助跟湖

天爐。當時的成員有十多人，不過現在都已經過世了。(林美容 1997：679) 

四塊厝「玉同軒」為北管團，創立者為盧 坪，老師有從鹿港請來的一位施

姓老師和永靖五汴頭的陳西庚。當時每逢三月就要到彰化去迎媽祖，要出巡遶

境，所以過年到三月那期間都會練習，其餘時間隨館員高興練習。館員只有學樂

器和對曲，並不會演戲，因此當初庄內演戲都是請外地的。(林美容 1997：679) 

    福興庄「同樂成」成立五十年以上，由邱清正成立。一開始有四、五十位團

員，後來慢慢只剩下十幾位。「同樂成」拜的樂神是天子門生。他們是屬於品館

比較熱鬧，而溪湖那邊的是洞館8。 

福興庄「福樂軒」為北管團，老師為永靖人，名字不清楚。當時學習的人，

樂器都是自己製作的，為私人的。每年正月初一及初二，「福樂軒」會出來排場，

熱鬧時會出來迎神明，入厝、巡庄為義務性的，不收紅包。(林美容 1997：683) 

    海豐村「福樂軒」為北管樂團，拜的樂神為西秦王爺，老師為吳添丁。二月

二十五王爺生時，會在廟口前排陣，入厝和娶新娘也會出陣，為義務性的。此團

已解散許久。(林美容 1997：702-703)  

    柳樹湳「涼樂軒」為北管團，成員吳玉煖表示涼樂軒於日治時期由施 塗成

立，拜西秦王爺，傢俬有噠鼓、吹、親仔（吳玉煖先生說等於大鈔）、小鈔、大

鑼、凸鑼、二絃、大廣絃、品仔。當時的成員加上前輩有五十幾位人，現在剩下

吳玉煖一個人，拜天公、喪事、娶新娘會出陣，喜事會扮仙。附近每個村庄都去

過，是義務幫忙，而最遠去過林內9
 

                                                 
7
 〈彰化八音調查計畫〉的第三組組員洪宗平、林采汝、許郁婷之田野調查。 

8
  〈彰化八音調查計畫〉的第三組組員洪宗平、林采汝、許郁婷之田野調查。 

9
  〈彰化八音調查計畫〉的第三組組員洪宗平、林采汝、許郁婷之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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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泰安宮祭祀圈範圍內的樂團分布 

 

    泰安宮的十四聯庄在分別有崙仔腳、代馬、挖仔、柳子溝、港頭、港尾、詹

厝仔、打鐵、打銅、紅瓦厝、塗仔崙還有溪湖的外四塊厝和西勢厝等等(因為年

代久遠，有一庄不知其名稱)，現在只剩下外四塊厝、挖仔、柳仔溝、崙仔腳、

代馬、港尾、詹厝、土仔崙(梅芳里)八個庄頭，樂團的分布如下表： 

表 5  泰安宮祭祀圈的族群與樂團 

(資料來源：1.田野調查 2.林美容《彰化縣武館與曲館》 3.葉爾建等《台灣地名

辭書，卷時一，彰化縣》) 

 

市、鄉、

鎮 

村、里、

庄 

館名 館閣系統 姓氏 族群 備註 

二林鎮 挖仔   雜姓  華崙里 

柳仔溝   陳、蔡 福建省泉州

府晉江縣 

西庄里 

崙仔腳 崙仔腳歌仔

陣 

南管九甲 莊 福建省泉州

府晉江縣 

華崙里 

港尾 港尾歌仔陣 

港尾車鼓陣 

南管九甲 

牛犁歌陣 

周  華崙里 

代馬 代馬車鼓陣 

代馬歌仔陣 

車鼓、牛犁歌

陣 

蔡 福建省泉州

府晉江縣 

華崙里 

詹厝   詹  華崙里 

土仔崙 土仔崙曲館 大鼓陣、車鼓 吳 福建省漳州

府平和縣 

梅芳里 

溪湖鎮 外四塊厝   劉 福建省泉州

府晉江縣 

河東里 

黃 福建省泉州

府 

西勢厝 西勢厝 協

樂成 

西勢厝 協

樂社 

南管品管 

 

車鼓、牛犁歌

陣 

蔡 福建省泉州

府晉江縣 

西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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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泰安宮祭祀圈族群分布圖(謝雯雀繪製) 

 

    「崙仔腳歌仔陣」的成員蔡水源表示創團者為蔡在發，已經身亡，練習都是

在他家練習。不清楚歌仔陣是何時開始的，也忘記是幾年散團，當時有十、十一

位成員，現在只剩下兩位成員，另一位為周 興，住在詹厝仔。老師名為永和，

當時大約三、四十歲，住在青埔仔，已經往生，現在大約一百多歲了。歌仔陣的

樂器有通鼓、孛鼓、鼓吹(三號吹)、絃仔(大廣絃、殼仔絃)、大小鑼、大小鈔。

開始演奏時，孛鼓會先起頭，接下來其他的樂器才會再加入，沒有祭拜樂神。歌

仔陣的演出場合有喜事(嫁娶)、廟會、入厝、喪事。 

    港尾歌仔陣的老師為永和，為埤頭豐崙村人，當初港尾的歌仔陣比車鼓陣晚

一點出現。(林美容 1997：218) 

    港尾車鼓陣當初之所以會成立據說是因為日本時代，庄裡不平安，有人說要

動鑼鼓才會平安，因此戰後庄裡便組了車鼓陣。老師為溪湖西勢厝的爐取(諧音)

跟蔡仗義，沒有收先生禮，不過遶境演出有收到紅包時，都會送給老師。(林美

容 1997：219) 

    代馬車鼓陣裡的成員蔡水池已經過世，之前他受訪表示戰後村裡有人發起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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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陣，他便參加演丑仔，以前表演時，都是男扮女裝，小孩子時演起來比較好看， 

因此他到二十二歲以後就不再演出。老師為「假盤先」，為埤頭鄉的人。(林美容 

1997：220) 

    西勢厝的「協樂成」的樂種為南管品管，在日治時期由蔡加添發起，老師為

西勢湖的老霸先，演出的場合有廟會、嫁娶跟刈香，通常只在迎神、刈香時才會

用到整個團南管出陣，一般娶新娘都用八音吹，先動鑼鼓鬧廳，隨後才由有南管

底子的人來唱曲。以前喪葬儀式普遍很簡單，所以曲館很少為喪事出陣，不像現

在有很多人會請陣頭熱鬧。現在整團只剩一為成員，其餘的都已往生，留下的樂

譜是民國七十五年老一輩抄的。(林美容 1997：285) 

    西勢厝「協樂社」的樂種為車鼓和歌仔戲，原先庄裡的樂團為「協樂成」，

後來他們很少在活動之後，由蔡長興發起，並組成了「協樂社」，並擔任老師一

職，另外還有位汴頭的「阿拍」來教扮仙。當初成員有十四、五位，漸漸的成員

無法再演戲，因此便改為以喪為主的演出場合，現在這曲館已經不存在。(林美

容 1997：2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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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五通宮祭祀圈範圍內的樂團分布 

 

    五通宮的祭祀範圍為埔心鄉的梧鳳、菜寮，溪湖鎮的中竹里，埔心鄉的二重

湳，大村鄉的新興，大村鄉的加錫、大崙、員林鎮的湖水坑，埔心鄉的埤腳、埤

霞。樂團的分布如下表： 

表 6  五通宮祭祀圈的族群與樂團 

(資料來源：1.田野調查 2.林美容《彰化縣武館與曲館》 3.葉爾建等《台灣地名

辭書，卷時一，彰化縣》) 

 

市、鄉、

鎮 

村、里、

庄 

館名 館閣系統 姓

氏 

族群/祖籍 備註 

大村鄉 大崙 大崙安樂軒 北管軒彰化 游 福建省漳州府詔安

縣 

屬於大崙村 

新興村 小三角潭 

和梨園 

北管園 黃 福建省漳州府詔安

縣 

 

加錫   黃 福建省漳州府詔安

縣 

屬於加錫村 

員林鎮 湖水坑 湖水坑 真

樂軒 

北管軒彰化 黃 福建省漳州府紹安

縣 

屬於湖水里 

埔心鄉 梧鳳   黃 福建省漳州府詔安

縣 

屬於梧鳳村 

菜寮   黃 福建省漳州府詔安

縣 

屬於埤腳村 

二重湳 二重湳 長

春園 

慶樂軒 

北管 

 

北管 

黃 福建省漳州府詔安

縣 

屬於二重村 

埤腳 埤腳 馨離

園 

北管園 黃 福建省漳州府詔安

縣 

屬於埤腳村 

埤霞   黃 福建省漳州府詔安

縣 

屬於埤霞村 

溪湖鎮 中竹里 竹圍仔 曲

館 

北管園 黃 福建省漳州府詔安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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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五通宮祭祀圈族群分布圖(謝雯雀繪製) 

 

    大崙「安樂軒」為北管團，成立時間約為大政元年(1912)，成員陳 達表示

老師為游木信，奉祀的樂神為西秦王爺，手抄譜來自游木信。當時安樂軒約有

20 人，常常與溪頭、二崙地區的館閣拼館。使用的樂器有殼仔絃、塤、簫、笙、

三絃、大鈔、鑼、揚琴、古箏、琵琶、鼓10。 

    新興村的小三角潭「和梨園」為北管團和大鼓陣，在日治時代就已經成立，

成員蘇茄冬表示老師為陳牛(牛仔仙)，當時學習的人約有十人，練習時間每天晚

上 7 點到 10 點，樂器是公家的，但是現在樂器已經被偷走了11。 

    湖水坑「真樂軒」為北管團，成員李錦順表示真樂軒以前有四、五十人，

                                                 
10

  〈彰化八音調查計畫〉的第一組組員蕭珮綺、蔡涵卉、沈美均之田野調查。 
11

  〈彰化八音調查計畫〉的第一組組員蕭珮綺、蔡涵卉、沈美均之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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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剩下的成員除了他還有黃程瑞、李錦成（弟）、蕭明吳、黃榮糾，剛開始是

學鑼鼓和其他各項後場的樂器，也有學前場角色的唱腔（粗細角色唱腔）、細口

（假嗓），從大村鄉「集樂軒」賴紹坤學了絃、吹以及北管總綱和北管唱腔，從

大村鄉「貢旗御樂軒」賴慶學了鑼鼓、絃、吹，從永靖鄉張福學了總綱、唱腔、

細曲、小排，從員林鎮「火燒庄集雲軒」張清永學了北管戲總綱、唱腔以及絃、

吹。李錦順先生說做戲的是拜田都元帥，北管子弟班是拜西秦王爺12。 

    二重村的「慶樂軒」於民國四十七年成立，老師是賴雅育，沒有拜固定的神，

當時是庄裡大家合夥買傢俬而組成的，成員有十人，現在剩下兩人。在廟會、神

明生日、結婚、喪事都會請他們出陣，曾去過台北、桃園、高雄旗山、台東、花

蓮演出，大約三年前解散13。 

    二重湳「長春園」為北管團，大約於大正時期成立，由村人成立，主要是認

為學曲藝不會學壞。起初是請「阿牛仔先」來教，後來老一輩的人漸漸老去，成

員也忙著生活，因此在民國五十年左右便解散。(林美容 1997：653) 

    埤腳「馨離園」為北管團，於日治時期成立，成員黃泗淮表示老師為陳文通，

當時馨離園的祖師爺為西秦王爺，每天晚上約三十人在參天宮前面廣場練習。樂

器有響盞、絃仔(合絃)、琵琶、三絃、揚琴、品仔、洞簫、吊規仔、吹(大吹、1

號吹、2 號吹、噯仔、噠仔)
14。 

    中竹里的竹圍仔曲館為北管團，大約民國二十四年左右成立，老師是埔心鄉

梧鳳村的人，據說是因為老師收了先生禮但因故無法來教，而接下來的老師要求

要有先生禮，有所爭議之後，曲館便散了。(林美容 1997：292) 

                                                 
12

 〈彰化八音調查計畫〉的第三組組員洪宗平、林采汝、許郁婷之田野調查。 
13

 〈彰化八音調查計畫〉的第三組組員洪宗平、林采汝、許郁婷之田野調查。 
14

 〈彰化八音調查計畫〉的第一組組員蕭珮綺、蔡涵卉、沈美均之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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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大安宮祭祀圈範圍內的樂團分布 

 

    大安宮的祭祀範圍為埔鹽鄉的打廉、下園、南港、員以內、菜堂、中竹(溪

湖鎮)，樂團的分布如下： 

 

表 7  大安宮祭祀圈的族群與樂團 

(資料來源：1.田野調查 2.林美容《彰化縣武館與曲館》 3.葉爾建等《台灣地名

辭書，卷時一，彰化縣》) 

 

 

   

 

 

 

圖 19  大安宮祭祀圈族群分布圖(謝雯雀繪製) 

市、鄉、

鎮 

村、里、

庄 

館名 館閣系統 姓氏 族群/祖籍 備註 

埔鹽鄉 打廉 打廉 振和興(日

治 原名金樂興) 

南管九甲 陳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

縣 

屬於打廉

村 

下園(含

潭底) 

下園 勝錦珠 南管九甲 陳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

縣 

屬於豐澤

村 

南港 南港玉鳳珠 南管九甲 雜姓  屬於南港

村 

蔡堂   陳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

縣 

屬於南港

村 

員仔內

(含十六

甲) 

十六甲曲館 

 

南管九甲 

 

陳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

縣 

屬於南港

村 

溪湖鎮 竹圍仔

(中竹里) 

竹圍仔曲館 北管 園 黃 福建省漳州府詔安

縣 

屬於中竹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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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廉「振和興」為南管九甲團，汪美洲表示他不記得振和興是誰創立的，只

記得是豐澤村的人創立。當時所祭拜的樂神他也不記得了。老師為溪湖北勢尾的

和尚，演出的場合有廟會、嫁娶、喪事跟刈香。以前團員有十多位，現在只剩兩

位。 

    下園「勝錦珠」為九甲團，大約在民國四十年左右創立，先由打廉的汪美洲

來教，後來還有請溪湖北勢尾的和尚來教，在廟會和嫁娶都會出陣，大約在民國

七十九年就散團了。祭拜的樂神為田都元帥。 

    南港「玉鳳珠」成立了五十多年，在兩、三年前解散了。成團的原因是因為

大家有興趣才學習的，主要祭拜的神是田都元帥。參與的表演活動有割香、廟會、

娶新娘、神明生日。村裡的表演是義務的，只有村外的表演才會收紅包。以前的

老師住在出水溝，有兩位，都姓陳，有一位大家都叫他阿修，另一位為水灌。團

員原本有二十多個，到最後只剩四、五個，解散的原因是因為表演太累了，年紀

大了受不了。 

    十六甲曲館為九甲團，由蔡天賜所教，早已解散。(林美容 1997：170) 

    中竹里的竹圍仔曲館為北管團，大約民國二十四年左右成立，老師是埔心鄉

梧鳳村的人，據說是因為老師收了先生禮但因故無法來教，而接下來的老師要求

要有先生禮，有所爭議之後，曲館便散了。(林美容 1997：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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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祭祀圈裡的八音 

 

 

    分布在祭祀圈裡的樂種繁多，有南管、北管、車鼓陣、歌仔陣等等，在地方

六大祭祀圈裡並沒有純粹八音團的存在，要尋找八音的蹤跡，就必須從各種樂種

裡去尋找。 

 

第一節  八音的樂器 

 

    「八音」這一詞源自周代《周禮》，為中國古代對樂器的分類，依照製作的

材質分為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種。 

 

    惟「八音」的意涵在台灣民間樂人(局內人)，卻有多種不同的理解。八 

    音樂器的組成各地稍有不同，但以包含「八種」樂器構成的說法最普遍 

    ；樂手人數也從五至十四人均有。因此，「八音樂團」時常被指稱為： 

    一種由八個人含(或)鑼、鼓、笛、絃、吹、銅鐘、響盞等八種樂器組成 

    的樂團。(林清財，2004：59) 

 

    隸屬於大安宮祭祀範圍內的「南港玉鳳珠」15為九甲團，裡面的成員陳生有

先生表示：一開始是學習南管，學成之後再去學習八音，團裡的樂器有笛子、鼓

吹、大廣絃、大小鑼、大小釵、鈔、三絃、鼓，殼仔絃……南管與八音不同的地

方，八音是八項樂器，音樂跟南管是一樣的，只是調不相同。八音的樂器有噯仔、

品仔、大廣絃、殼仔絃、三絃、小鑼、小鈔、響盞。 

                                                 
15

 「南港玉鳳珠」位於彰化縣埔鹽鄉南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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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永安宮祭祀範圍內的「耕樂社」16成員王禮淮則表示八音的樂器有噯仔、

鈔、鑼、三絃、殼仔絃、大廣絃、品仔、響盞。湳底的「錦德成」17成員：八音

的樂器有八音吹(噯仔)、大廣絃、殼仔絃、三絃、品仔、響盞、小鈔、碰鑼。 

    泰安宮祭祀圈裡「崙仔腳歌仔陣」18的蔡水源表示八音的樂器有吹(噯仔)、

大廣絃、殼仔絃、碰鑼、大小鈔、琷仔(月琷)、三絃、品仔，「代馬歌仔陣」的

蔡水池表示八音團則只要五名成員就可以，包括噯仔(小吹)、二絃、三絃、大鑼、

小鑼。(林美容 1997：221) 

    霖肇宮祭祀範圍內的「涼樂軒」19成員吳玉煖表示娶新娘時會用八音，傢俬

20包括響盞、小鑼、碰鑼、親仔(鈔)、噠仔等……，「雅南珠」21的成員的成員吳

上海表示娶新娘時，有８個人在新娘轎前面，樂器分別為：吹(噯仔)、品仔、殼

仔絃、大廣絃、三絃、響盞、小鈔、小鑼……八音固定由八種樂器演出，但不一

定固定八人，也可以六人出團，銅器可以一人演奏兩種樂器。「同樂成」22的邱

聰吉則表示八音用在娶新娘，傢私俬有八音吹、小鈔、響盞、碰鑼、拍板。(洪

宗平、許郁婷、林采汝訪問，2010) 

    屬於福安宮祭祀範圍的「勝興珠」23團員楊 格表示八音的樂器有大廣絃、

殼仔絃、三絃、小吹(噯仔)、品仔、小鑼、小鈔、響盞，八音是因為有八種樂器，

所以稱作八音，不過演出因為人數不夠，所以有吹、絃、鈔、鑼就可以了，不一

定要八個人。「參樂成」24的巫成雲表示八音的樂器有噯仔、三絃、大廣絃、殼

仔絃、品仔、小鈔、碰鑼、響盞，演出沒有固定的人數，平時在演出時會八音先

熱鬧，然後再演出南管。 

                                                 
16

 「耕樂社」位於彰化縣溪湖鎮媽厝里，為北管團 
17

 「錦德成」位於彰化縣溪湖鎮湳底里，為南管品管和九甲樂團。 
18

 「崙仔腳歌仔陣」位於二林鎮華崙里，為南管九甲。 
19

 「涼樂軒」位於田尾鄉柳鳳村，北管團。 
20

  傢俬意為樂器。 
21

 「雅南珠」位於埔心鄉大華村，為九甲樂團。 
22

 「同樂成」位於永靖鄉福興村，為南管九甲團。 
23

 「勝興珠」位於溪湖鎮田中里，為九甲團。 
24

 「參樂成」位於溪湖鎮西寮里，為南管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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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隸屬於五通宮祭祀圈裡的「慶樂軒」25成員魏慶修表示迎神明、娶親會用八

音，喜事和喪事用的牌子有【風入松】，傢俬有鑼、鼓、鈔、殼仔絃、三絃、噠

仔，現在傢俬都給人了。「馨離園」26的黃泗淮表是當時的樂器有響盞、絃仔(合

絃)、琵琶、三絃、揚琷、品仔、洞簫、吊規仔、吹(大吹、1號吹、2 號吹、噯

仔、噠仔)。(蕭珮綺、蔡涵卉、沈美均訪問，2009) 

    從上面的口述得知，八音共同有的樂器為八音吹、鈔、鑼(碰鑼)、三絃、殼

仔絃、大廣絃、品仔、響盞，剛好符合八個樂器。根據訪查的資料看來，大多樂

團所使用的八音樂器大多都固定八種，但演出並非一定要有八個人、八種樂器才

能出團，這是因為常常會有不到八人的情況，因此五到六人也可以出團，超過八

人也行，人越多越熱鬧，演出樂器就隨人數的多寡來增減。 

    在六大祭祀圈裡，五通宮的祖籍為福建省漳州府詔安縣的以外，霖肇宮的族

群則是比較混雜的，其餘的大多都是來自福建省泉州府，只是來自不同的縣，不

過來自南安縣的佔大多數。從樂器與族群來看，祖籍為福建省泉州府的樂團使用

的八音吹大多都稱為「噯仔」，而漳州府的八音吹稱為「噠仔」與「噯仔」的都

有；以樂種來看，南管樂團裡的八音吹大多都稱為「噯仔」，北管樂團的八音吹

則「噠仔」與「噯仔」的都有。綜合起來看，祖籍為福建省泉州府的南管樂團似

乎都稱呼八音吹為「噯仔」，而福建省漳州府的北管樂團則稱八音吹為「噠仔」

的居多。 

 

                                                 
25

 「慶樂軒」位於埔心鄉二重村，為北管團。 
26

 「馨離園」位於埔心鄉埤腳村，為北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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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八音的樂譜 

 

    八音的樂譜所記載的方式為工尺譜，裡面的譜字分別有合、士、乙、上、ㄨ、

工、凡、六、五、乙、仩等，在簡譜上分別代表 5、6、7、1、2、3、4、5、6、

7。 

    在祭祀圈範圍裡的樂團，大多都已經解散，有完整保存下來的樂譜並不多，

目前存有樂譜的只有溪湖鎮西勢里的「協樂成」、湳底的「錦德成」、媽厝的「耕

樂社」、田中里的「勝興珠」、汴頭的「錦樂軒」、埔鹽鄉打簾村「振和興」以及

員林鎮埤腳「真樂軒」和「馨離園」、大村鄉的小三角潭「和梨園」，而在這些團

體之中，只有打廉「振和興」、小三角潭「和離園」、埤腳「馨離園」、媽厝「耕

樂社」、田中里的「勝興珠」、汴頭的「錦樂軒」和員林鎮埤腳「馨離園」的存有

八音譜。 

    永安宮祭祀範圍的湳底「錦德成」成員黃名典表示八音的樂譜有〈百家春〉、

〈一粒星〉、〈紅綾襖〉、〈九柳點〉、〈水底魚〉、〈寄生草〉，〈四空仔〉也可以用在

喜事，有用在八音…。巫厝「怡和軒」成員莊炳南表示曲目大概有〈百家春〉、〈玉

芙蓉〉、〈朝天子〉等等，八音都使用比較簡單的曲目，難的曲目是使用在拚館用

的。 

    大安宮祭祀圈裡的「南港玉鳳珠」成員陳生有表示演奏的曲目沒有固定，有

〈百家春〉、〈九柳點〉、〈朝天子〉、〈玉芙蓉〉、〈水底魚〉、〈倒頭仔〉、〈福馬〉、〈天

下樂〉、〈將軍令〉、〈一粒星〉、〈寄生草〉、〈緊串〉、〈紅綾襖〉(曲)、〈將水〉、〈四

空仔〉、〈一枝香〉、〈天地網〉、〈萬壽無疆〉(很難學，曲子長度很長)，八音因為

要演奏很久，所以會選吹起來比較輕鬆的譜來吹。 

    福安宮祭祀圈裡的「田中央 勝興珠」成員楊 格表示八音使用的曲目有〈百

家春〉、〈新一粒星〉、〈朝天子〉、〈俥前草〉、〈壹粒星〉、〈九柳點〉、〈水底魚〉、〈寄

生草〉，八音演出時的樂曲沒有固定，是隨意吹的，比較常用是〈九柳點〉跟〈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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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春〉。「頂寮 參樂成」的成員巫成雲表示平時在演出時會八音先熱鬧，然後再

演出南管。八音的曲子有〈百家春〉、〈一粒星〉、〈朝天子〉、〈將水〉、〈九柳點〉、

〈水底魚〉、〈寄生草〉。 

    霖肇宮祭祀範圍內的「同樂成」成員邱聰吉表示八音用在娶新娘，傢……記

得的牌子有〈一粒星〉、〈九柳點〉、〈緊中慢〉，如果排場的話會用到〈百家春〉。

「雅南珠」的吳上海表示演奏的曲目沒有固定，都是輪流的，曲目有〈百家春〉、

〈水底魚〉、〈車鼓調〉、〈玉芙蓉〉、〈水車調〉，也會用八音演奏九甲的譜，像是

〈相思引〉、〈將水〉、〈福馬〉、〈倍思〉，樂譜都已經收到不見了。 

    八音使用的曲目統整如表 8： 

 

 曲目\館

閣 

打廉 

振和

興 

(大安

宮) 

南港 

玉鳳

珠 

(大安

宮) 

媽厝

耕樂

社 

(永安

宮) 

湳底 

錦德

成 

(永安

宮) 

田中

央 勝

興珠 

(福安

宮) 

汴頭  

錦樂

軒 

(福安

宮) 

頂寮 

參樂

成 

(福安

宮) 

小三

角潭 

和梨

園 

(五通

宮) 

埤腳 

馨離

園 

(五通

宮) 

福興

庄 

同樂

成 

(霖肇

宮) 

大華

村 

雅南

珠 

(霖肇

宮) 

1 百家春 ○ ○ ○ ○ ○ ○ ○  ○  ○ 

2 水底魚  ○ ○ ○ ○ ○ ○  ○  ○ 

3 玉芙蓉 ○ ○ ○   ○  ○ ○  ○ 

4 壹粒星  ○    ○ ○  ○  ○ ○  

5 朝天子  ○ ○  ○ ○ ○     

6 九柳點  ○  ○ ○  ○   ○  

7 將軍令  ○ ○   ○   ○   

8 天下樂  ○ ○   ○   ○   

9 新普天

樂 

  ○   ○   ○   

10 寄生草  ○  ○ ○  ○     

11 新玉芙

蓉 

  ○   ○   ○   

12 普庵咒   ○   ○   ○   

13 舊一枝

香 

 ○ 

一枝

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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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將水  ○     ○    ○ 

15 三句半   ○   ○      

16 慢一枝

香 

       ○ ○   

17 新一枝

香 

  ○      ○   

18 新一粒

星 

    ○    ○   

19 紅綾襖  ○  ○        

20 四空仔  ○  ○        

21 天下網   ○   ○      

22 福馬  ○         ○ 

23 普天樂         ○   

24 
凡字一

枝香 

  ○         

25  俥前草     ○       

26 
折字大

開門 

  ○         

27 倒頭仔  ○          

28 
舊玉芙

蓉 

        ○   

29 緊串  ○          

30 天地網  ○          

31 
萬壽無

疆 
 

○ 
        

 

32 車鼓調           ○ 

33 水車調           ○ 

34 倍思           ○ 

 

表 8  八音使用的曲目(資料來源：田野調查) 

 

    以上的表格裡的樂團，祖籍屬於福建泉州的樂團有「打廉 振和興」、「南港 玉

鳳珠」、「媽厝 耕樂社」、「湳底 錦德成」、「田中央 勝興珠」、「汴頭 錦樂軒」和

「頂寮 參樂成」，而「小三角潭 和梨園」、「埤腳 馨離園」、「福興庄 同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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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華村 雅南珠」為福建漳州的樂團。從以上表格裡的曲目來看，可看出〈百

家春〉、〈水底魚〉、〈玉芙蓉〉、〈壹粒星〉等曲目不論是南北管或是祖籍為漳洲、

泉州的團體都會使用，〈朝天子〉在漳州地區的樂團沒有使用的跡象，〈寄生草〉

則只在泉州的南管才有看到，〈九柳點〉則只有出現在南管樂團裡，〈新玉芙蓉〉、

〈普庵咒〉、〈新普天樂〉這些曲子則只有出現在北管裡，其餘的八音曲目有混合

著用的情形。 

    這些團體所使用的八音曲目似乎沒有很明確的區分，大致上看來，使用的八

音曲目以樂種來區分的成份比用族群來區分的成份較大，且有些團體會將原本的

樂種曲目拿來當做八音的曲目，因此，八音所使用的曲目會依不同的團體而有所

變動。 

 

 

 

 

 

 

 

         圖 20  汴頭 錦樂軒 手抄譜(林季萱拍攝)                             

 

 

 

 

 

         圖 21  阿媽厝 耕樂社 影印譜(林季萱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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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八音的演出場合與樂隊編制 

 

    八音的演出場合在《府城地區八音源流與師承流派》裡提到： 

 

    八音的社會功能不外婚、喪、喜、慶，迎送神明、廟會時神明鑾駕前的 

    儀仗等等，簡單的說八音專辦喜事和喪事。喜事就是嫁娶和喜慶，喜慶 

    一般包括節慶、新居落成、做壽、彌月等等歡樂慶賀的事。(林難生，2004： 

    92) 

 

    六大祭祀圈裡的樂團使用八音演出的場合有嫁娶、神明生日、迎神、入厝、

喪事等場合。早期的農業社會，婚嫁場合都是使用步行的方式去迎娶新娘，八音

會在隊伍的最前面，帶領著新娘坐的轎子，一路上熱鬧的演奏。隨著社會的轉變，

轎子便成了轎車，八音還是會出現在迎娶的場合，只是取而代之的為錄音帶的八

音。 

    現今溪湖六大祭祀圈範圍裡的樂團已經很少在各個場合演奏八音，因此只能

從樂人口中得知早期的八音活動情形。 

 

結婚前一天的八音活動： 

    巫厝「怡和軒」27成員莊炳南表示嫁娶前一天晚上會先到主人家吃晚飯，吃

完飯後休息一下，大約七、八點左右開始演奏八音，曲目大概有〈百家春〉、〈玉

芙蓉〉、〈朝天子〉等等，他表示八音都使用比較簡單的曲目，難的曲目是使用在

拚館用的。演奏到開始祭拜時便停止演奏，祭拜時會有道士來誦唸，還會有燒金

紙、感謝神明、發願等等(祭拜的神明為庄裡廟裡的神明，在娶新娘前一天的晚

上之前請到主人家祭拜便行，請神到家祭拜是為了慶祝用)，大約到十點左右，

                                                 
27

 「怡和軒」位於溪湖鎮巫厝里，北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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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拜天公，拜完便結束。隔天早上去迎娶新娘。在祭拜時，為了不打擾道士的

誦念，因此八音不會有演奏，拜天公時也是。流程大致上為吃飯→八音演奏(晚

上七點~八點)→祭拜神明→拜天公(十點)。 

    大華村「雅南珠」28吳上海：嫁娶的前一晚上八音要去主人家鬧廳，演奏的

時間大約是晚上七點到十一點半，十一點半開始拜天公，拜天公時沒有在演奏，

拜完大約十二點半，拜完天公後，主人會準備點心請大家吃。七點到十一點半這

段時間，演奏的途中會有休息、吸菸、喝茶。演奏的曲目沒有固定，都是輪流的，

曲目有〈百家春〉、〈水底魚〉、〈車鼓調〉、〈玉芙蓉〉、〈水車調〉，也會用八音演

奏九甲的譜，像是〈相思引〉、〈將水〉、〈福馬〉、〈倍思〉。 

    「南港玉鳳珠」29成員陳生有表示嫁娶的前一晚要去主人家鬧廳，先去吃晚

餐，休息一下後便開始演奏，大約七、八點開始，演奏到大約十一、二點左右拜

天公，在拜天公時，道士有唸詞時不能演奏，如果沒有唸時就要演奏，結束的時

間則看有多少人拜天公而定。拜天公時，八音的位置沒有固定，隨意坐兩邊就行

了。流程大致上為吃晚餐→八音演奏(晚上七、八點開始)→拜天公(十一、二點)。 

    以上敘述看來，結婚前一天晚上的八音演奏時間大約為七點開始，持續演奏

到拜天公的時間，而在八音演奏與拜天公這段時間之間，有些地區則會有祭拜其

他神明的時段，有些則直接拜天公，這似乎是不同地區會有不同的情況產生。在

拜天公這時段上，八音的演奏與道士的誦唸會錯開，為了不打擾道士的誦唸，八

音會避開道士誦唸的時段演出。在樂曲上，似乎沒有固定的曲目，想要演出哪些

曲子就看演奏八音吹的人而定，甚至還會拿其他樂種的樂曲來演奏八音。在演出

的配置上，沒有嚴格的規定樂器的固定位置，有些團體會將文場樂器與武場樂器

分開坐，有些團體則是坐在一起演奏便可，因此在配置上呈現比較隨性的編排。 

 

結婚當天的八音活動： 

                                                 
28

 「雅南珠」位於埔心鄉大華村，為南管九甲團 
29

 「南港玉鳳珠」位於埔鹽鄉南港村，九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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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厝「怡和軒」30成員莊炳南表示去迎娶新娘時，會抬ㄧ些禮餅、禮物等的

東西過去迎娶新娘，娶回來時，則抬ㄧ些新娘的嫁妝回來。出去迎娶的時間則是

看進房的時間決定，大多都是中午 12 點入房，然後就請客人，但八音沒有演奏。

八音主要是在行走的時後要演出，過去迎娶時要演奏過去，回來時，從新娘上轎

時就要開始演奏，到家時就可以停止演奏了，拜堂時不用演奏，八音演奏主要是

要熱鬧用的。 

    八音在行走時，噠仔要在後面，其於的都在前面，沒有固定的位置分配，只

要有聚在一起就行。排場時，也沒有固定的位置，只要有聚在一起就行。北管的

位置有分，八音就沒有了。 

    大華村「雅南珠」31吳上海表示迎娶當天大約是八點集合前往新娘家迎娶，

不過出發的時間不固定，要看迎娶的距離遠近來決定出發的早晚，演奏的曲目也

沒有固定，由噯仔開頭，其餘的樂器再跟上。 

    去迎娶的隊伍順序為八音→抬禮物的隊伍→轎子；迎娶回來的隊伍順序為抬

嫁妝的隊伍→八音→轎子。 

    行走時，武場的樂器要在最前排，其餘的樂器自行排兩排，沒有固定的排法。

坐定位時，武場的樂器要在一邊，文場的樂器坐在一邊，隨意坐，沒有固定的位

置。 

    「南港玉鳳珠」32成員陳生有表示迎娶當天，出去迎娶的時間不固定，看距

離的長短決定出發時間，行走時，有經過庄頭才會演奏，沒有庄頭時就會休息。

來回的隊伍前後順序都一樣，先八音→抬禮物的隊伍→轎子，行走時八音的樂器

編制為吹的在最前面，接下來為銅器，後面才是絃仔、品仔，樂器隨意排。別的

地方的八音也都一樣，主要是八音要在隊伍的最前面。 

     以上可見，在迎娶當天，八音最主要的演出時段在行走時，行走以外的時

                                                 
30

 「怡和軒」位於溪湖鎮巫厝里，北管團 
31

 「雅南珠」位於埔心鄉大華村，為南管九甲團 
32

 「南港玉鳳珠」位於埔鹽鄉南港村，九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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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可不用演奏，主要的功能在於經過庄頭時，有個熱鬧的氣氛。八音一定要走在

迎娶隊伍的最前面，有開路的功能，也有告知大眾有結婚喜事的作用。 

喪禮的八音活動： 

    巫厝「怡和軒」33成員莊炳南表示喪禮時，出殯走路時要演奏，吹的是喪調，

要吹到入土、道士要開始念經時才能結束，牌位請回家時也要演奏八音。 

    「南港玉鳳珠」34成員陳生有表示喪事行走時才會演奏，累了就休息，要將

亡者帶到埋喪的地方時，一路上要一直演奏，到目的地時，道士誦念時要停止演

奏，道士唸完就要開始演奏，入土時也要演奏，將牌位帶回家中的途中，也要一

直演奏，直到到家為止。喪事跟喜事的譜是一起用的，只是音不同。 

 

入厝的八音活動： 

    「南港玉鳳珠」35成員陳生有表示：入厝時，去的時間則看主人決定，主要

是在燒金紙時演奏，要燒多少金紙就演奏多久，要演奏到金紙燒完，以前有一些

人為了試探吹可以吹多久，因此故意金紙一張一張慢慢燒，來測試吹的人厲不厲

害。請客時因為八音的人也要吃，所以不用演奏。 

 

    

                                                 
33

 「怡和軒」位於溪湖鎮巫厝里，北管團 
34

 「南港玉鳳珠」位於埔鹽鄉南港村，九甲團 
35

 「南港玉鳳珠」位於埔鹽鄉南港村，九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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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溪湖地方六大祭祀圈的形成與族群有著密切的關係，早期的台灣，分類械鬥

的情形相當嚴重，大姓會欺負小姓，隨時都有流血事件的發生，為了自我保衛，

廟宇成為凝聚群體的一個中心，以此為中心發展成一個聯庄系統，藉此來自我防

衛。現今社會穩定，聯庄組織大多已解散，雖然已經很少在共同舉行活動，但各

個庄角還是會自行回來主廟祭拜。 

    祭祀圈裡的樂團並非隸屬於祭祀圈的樂團，他們只是祭拜的區域屬於祭祀圈

的廟，並非樂團也屬於祭祀圈的廟宇所有。這些樂團的組成原因大多都是為了因

應庄裡有熱鬧的節日時需要一個可以熱鬧的陣頭，並非是為了廟宇所組團，不過

當廟宇有有慶典時，各庄頭都會出自己庄裡的陣頭到廟宇去熱鬧，現今祭祀圈裡

樂團都已解散居多，因此廟宇在節慶時都是聘請外地的樂團來表演慶祝。 

    祭祀圈裡的八音並不是純粹的八音團，而是附屬在南管、北管等樂種裡的音

樂，它的樂器有八項，分別為八音吹(噯仔或噠仔)、大廣絃、殼仔絃、品仔、三

絃、小鈔、響盞、小鑼(碰鑼)，因為常常有人數不足的原因，因此演出並沒有一

定要八種樂器和八個人，只要湊足五到六人就可以出團，演出的場合大多是嫁

娶、入厝、廟會，喪事則比較沒有在演出，主要是因為他們認為八音應該是喜事

在用的，喪事不適合。 

    八音在這些樂團裡，並非主要的演出樂種，對他們而言，八音主要只是娶新

娘時拜天公跟迎娶用的，其他熱鬧的活動，大部份都會出他們原本的樂種，除非

人數不足才會出八音，否則像是廟會、喪事等等演出場合，還是多偏向出原本的

樂種，可見八音只是在樂團裡的小部份而已，且樂器的編制跟樂曲的使用比較隨

意，主要用意在於熱鬧，能炒熱氣氛便可。 

    現今祭祀圈裡的樂團都已散團，保存下來的文物也不多，只能從以前的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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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中得知當時的盛況。在祭祀圈裡的八音是依附在各個樂種裡的，並沒有獨立的

一個八音團。 

    六個祭祀圈的音樂內容有著些許的不同，因為祭祀圈範圍內的族群每個都不

一樣，樂種也不相同，因此不論是在樂器上、曲譜上、還是演出場合都有著細微

的差距。樂器固定為八種樂器，而有些團體則依自己的喜好而增減樂器，演出的

場合多是喜事，喪事則比較少使用八音演奏。從田野調查得知，不同族群之間的

八音似乎在對樂器的稱呼上會有比較不同的稱呼，以樂器來說，福建省泉州府的

南管樂團似乎都稱呼八音吹為「噯仔」，而福建省漳州府的北管樂團則稱八音吹

為「噠仔」的居多。而在曲譜與編制方面，似乎不同的樂種所使用在八音上的曲

譜會比較有差異。在傳承上，成員的年齡越來越高，缺乏年輕一輩的學習，且大

多樂人都已過往，因此難以順利的傳給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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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rhli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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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 彰化八音研究的成員 

 

 

指導老師 

國立台東大學音樂學系 主任 林清財 0919-578-939  teipelct@gmail.com 

輔仁大學音樂系 教授 許明鐘 0912-025-332  010894@mails.fju.edu.tw 

台灣師範大學音樂學 博士生  賴靈恩 0937-595-101  lingen93@gmail.com 

國立台北師範學院音樂研究所 碩士生 林難生 0932-833-746  

t1028ns@yahoo.com                                    

                                                   

                                         負責人:任美蓉 

組別 姓名 代碼 分配區域 

  1 蕭珮綺(組長) K S 大村、秀水、花壇、芬園、彰化 

1 蔡涵卉 K T  

1 沈美均 K H  

2 陳美淨(組長) Z C 鹿港、和美、線西、伸港、福興 

2 楊清雅 Z Y  

2 郭怡筠 Z K  

3 洪宗平(組長) Y H 員林、北斗、田尾、永靖、埔心 

3 林采汝 Y L  

3 許郁婷 Y S  

4 謝雯雀(組長) H S 溪湖、埔鹽、芳苑、大城、二林、竹塘 

4 許雅淑 H Y  

4 林季萱 H L  

5 任美蓉(組長) T M 社頭、田中、二水、溪頭、埤頭 

5 何若涓 T H  

5 郭怡伶 T G  

mailto:teipelct@gmail.com
mailto:010894@mails.fju.edu.tw
mailto:lingen93@gmail.com
mailto:t1028ns@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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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田野調查分配到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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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溪湖鎮漢人姓氏祖籍分布表 

 
資料來源：莊淑菁，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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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田野筆記 

 

時間：20100125(一) 

地點：彰化縣埔鹽鄉 

工作人員：林季萱(拍照)、謝雯雀(訪問、錄音)、許雅淑(錄影) 

器材：錄音筆、相機、攝影機 

 

打廉村─汪美洲(「振和興」) 

    汪美洲今年 93 歲，以前參加

的南管(九甲)團名為「振和興」，

他表示南管的樂器他全部都會，

也會自拉自唱。小時候去幫別人

家放牛，一年領 30 元，靠這個工

作養活自己，13 歲時參加「振和 

興」，練習的時候是在館主家裡       圖 22  受訪者 汪美洲(林季萱拍攝) 

練習的。他不記得振和興是誰創 

立的，只記得是豐澤村的人創立。當時所祭拜的樂神他也不記得了。 

    「振和興」的老師是北勢人，名字忘記了。他表示他們不只有九甲，也有八

音，喪事也有在演出，沒有固定的演出時間，有人邀請就會去演出，當初收的紅

包一包差不多是好幾千。在村裡的演出都是義務性的，不收費。 

    當初成員有十多個，都是男生，現在只剩下兩位，其餘的都已經去世了，一

位是汪美洲本人，另一位就不是很清楚他的狀況。 

    汪美洲表示《倒頭風入松》這首曲子沒有場合限制，頭手打這首，他們就會

跟著演奏。《慢吹場》跟《遊荊州》是老生和小生出來走時演奏的。 

    汪美洲表示村裡面沒有其他的陣頭，村裡是雜性，祖先是來自山西太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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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的大廟是「大安宮」，奉祀三山國王，農曆 2 月 25 日生日。目前汪美洲存有兩

本古譜。 

    汪美洲的兒子汪輝信表示有一位大約七、八十歲的老人會吹嗩吶，但是不是

振和興的人，他會做吹嘴給汪美洲，他是汪美洲在出去演出時認識的，不知道是

哪裡人，也不是很清楚他的名字。「振和興」已經解散。 

 

時間：20090803(一) 

地點：彰化縣埔鹽鄉 

工作人員：林季萱(攝影)、謝雯雀(訪問、錄音)、許雅淑(拍照) 

器材：攝影機、錄音筆、相機 

南港村： 

陳生有先生，民國 22 年農曆 10 月 15 日生。 

    以前為「南港玉鳳珠」的團

員，這個團體成立了五十多年，

在兩、三年前已經解散了，樂器

都放在「保生宮」裡面。成團的

原因是因為大家有興趣才學習

的，主要祭拜的神是田都元帥。

一開始學習是學南管之後再學 

八音，樂器有笛子、鼓吹、大          圖 23  受訪者 陳生有(林季萱拍攝) 

廣絃、大鑼、小鑼、大小釵、 

三絃、大小鼓(有三種鼓，不清楚鼓的名稱)、絃仔、殼仔絃。參與的表演活動有

割香、廟會、娶新娘、神明生日，表演的配置就坐一個圓形，沒有特別規定怎麼

坐，村裡的表演是義務的，只有村外的表演才會收紅包，以前的老師住在出水溝，

有兩位，都姓陳，有一位大家都叫他阿修，另一位為水灌。 

    樂譜是大家一起抄的，陳生有先生的樂譜已經送人了，因此沒有留譜(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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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總譜，是給了一位叫阿和的人，04- 7793086) 

    團員原本有二十多個，到最後只剩四、五個，解散的原因是因為表演太累了，

年紀大了受不了。 

    陳生有先生認為南管與北管不同的地方，譜都相同，但是調不同；南管與八

音不同的地方，八音是八項樂器，音樂跟南管是一樣的，只是調不相同。 

    「保生宮」為公廟，村裡主要有三間大廟，為天德宮、武聖宮、保生宮，「保

生宮」的主神為保生大帝，廟裡的誦經團是請別的地方的，但都是村裡的人，以

前有獅陣，現在都沒有了。 

 

時間：2009/08/24 (一) 

地點：彰化縣溪湖鎮 

工作人員：林季萱(攝影)、謝雯雀(訪問、錄音)、許雅淑(拍照) 

器材：攝影機、錄音筆、相機 

 

汴頭里：訪問楊平順 

    他表示他的父親才剛過世一個月，今年已經 95 歲了，是以前「錦樂軒」的

成員，北管的所有樂器都會，楊平順的夫人為我們找以前留下來的樂器和譜，夫

人表示譜已經被大嫂的兒子拿走了，之前有影印下來，因為搬家還沒有整理，所

以找不到。夫人說他公公以前是打鼓比較多，而且還邊打邊唱，還很多樂器如古

箏、揚琴，以前還常常會去廟會或婚喪喜慶去幫忙。最後楊平順先生表示這些留

下來的樂器都可以讓我們帶走，只是還有一部份沒整理好放在倉庫，等整理完會

通知我們，因為楊平順先生自己對於這個沒有很感興趣。楊平順先生自己也學了

殼仔絃，但不方便演奏給我們聽，之後楊平順先生告訴我們有位老先生今年已經

93 歲，楊宗烈先生，是雜貨店的老闆，但這陣子身體不佳，講話比較不清楚，

不過可以溝通看看。還有一位 96 歲的楊賓，以前是吹嗩吶的，現在已經聽不到

了，我們去訪問時，已經無法溝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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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錦樂軒」成立已經 70 年了，楊平順先生的父親已經是最後一代了。以前

的樂器都放在舊廟宇「保安宮」中，其中有木雕的鼓架，但是已經被偷了。 

楊平順，民國 36 年生 

陳金蓮，楊平順先生的夫人，民國 36 年生。 

   我們試著溝通，但是楊宗烈

先生剛開刀完，身體很虛弱，所

以就沒有多打擾。他的女兒說楊

宗烈先生以前什麼都會，之後找

了三本少抄本給我們。因為楊宗

烈先生已經無法 演奏，所以他

的女兒拿了他以前錄下來的 

錄音帶，總共有「三仙會」、                圖 24  楊 烈(位於中間者，林季 

「二林大奇案 (一)、(二) 集」、「風立松」。                          萱拍攝) 

 

汴頭里的「振興館」 

    主要的廟宇是「慶安宮」，已經有百年的歷史了，目前還存在，現在的成員

都是村內的人，約有 5、60 人，多數都是國中生。主要祭拜是祖師，是大陸請來

的。主要目的為廟會、選舉、村中熱鬧時都會出陣。村內大姓為楊。這個獅陣政

府是有補助的。 

受訪者：楊嘉男，民國 30 年生。 

 

大竹里 

    楊正義服務處，他表示他父親楊青雄以前有學過，93 歲過世，在以前都會

幫忙娶新娘或迎神，主要是學南管的三絃，其他的事情楊正義先生也不清楚了，

他介紹我們可以去找蔡老樹先生，但是蔡老樹先生的兒子拒絕我們訪問，因此沒

有訪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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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9/08/25 (二) 

地點：彰化縣溪湖鎮 

工作人員：林季萱(攝影)、謝雯雀(訪問、錄音)、許雅淑(拍照) 

器材：攝影機、錄音筆、相機 

 

西勢里：陳 圖 

1. 以前是「協樂成」的團員，

現在在「西安宮」的誦經團裡拉

殼仔絃，他表示西勢里在 4.50

年前有很多陣頭，像是獅陣、大

鼓陣、車鼓陣(牛犁歌)、歌仔

陣，但是沒有北管。 

2. 「協樂成」為南管樂團，裡

面有八音，陳 圖 1 0 多歲就有             圖 25  受訪者 陳 圖(林季萱拍攝) 

南管的團體，他不清楚「協樂 

成」成立的時間，他出世就有了，成立的人也不知道。以前因為嫁娶時需要，所

以有八音，陳  圖學的是拉絃樂器，像是殼仔絃、大廣絃都會 

3. 團裡以前的老師名字已經不記得了，只知道是自己村庄裡的人 

4. 樂譜為民國 75 年的，是老一輩給的，抄譜的人不知道是誰，不過已經過世了。

樂譜都是自各人自己收著的，沒有總綱的譜。 

5. 團員大多都已經去世了，他是裡面最年輕的一位，當初因為沒有很認真學，

所以學不多 

6. 南管有絃仔、吹的、唱的，曲有九甲、八音，因為八音的曲名都沒在記，所

以不知道八音有哪些曲子 

7. 演奏形式有王爺的生日、排場、扮仙、大鼓吹跟八音，當時的協樂成沒有在

祭拜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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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姓為蔡、陳、林、王、楊，祖先是大陸福建人，他們那邊(西勢里)都是河洛

人，沒有客家人(桃園、苗栗、新竹、中壢) 

9. 蔡 柱是協樂成裡面最老的，他什麼樂器都會 

10. 以前樂器都放在「西安宮」，現在都沒有了，只剩下大鼓，現在村莊裡的活

動都是請外面的陣頭，近期來也很少在請了 

 

時間：20090826(三) 

地點：彰化縣溪湖鎮 

工作人員：林季萱(攝影、照相)、謝雯雀(訪問、錄音) 

器材：攝影機、錄音筆、相機 

 

媽厝里：訪問王禮淮 

王禮淮，民國 26 年生，為「耕樂社」

的團員， 

1. 「耕樂社」現在還在，為公家的 

2. 林文燦為老師，北斗人，已經去

世了，專門在教北管，全部的樂器

都會，王禮淮跟他學牌子的 

3. 八音→噯仔(中鼓吹)、鈔、            圖 26  受訪者 王禮淮(林季萱拍攝) 

鑼、三絃、殼仔絃、大廣絃、 

品仔、響盞，學文場的樂器都會 

4. 湳底已經沒有南北管和八音了，以前有南管，現在沒有了 

5. 媽厝里有大鼓陣，裡面的團員跟北管的人是一樣的 

6. 禮淮 17 歲開始學，那時「耕樂社」成立，有興趣去學的，成立的人是王禮淮

的三叔王順旺，為館主，以前都是在他家學習的，王順旺不會樂器，已經去世

20 多年了，現在 91 歲。演出都是義務性的，沒有領紅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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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拜的是西秦王爺，這是學北管在拜的樂神(南管則是拜田都元帥)，以前放在練

習室，練習之前都要去拜，現在已經沒有了，生日也忘了，  

8. 演出的方式有八音、廟會、大鼓吹(喪)、扮仙、排子、排場 

9. 樂譜都是老師給的，然後自己收藏 

10. 庄裡的大姓姓王，祖先不知道是哪來的，不過庄裡都是河洛人 

11. 沒有與其他館閣有所交流 

12. 其他成員：陳添丁─打通鼓的，住址為媽厝里湳底路 62 號 

 

東溪里：訪問莊炳南 

莊炳南，民國 22 年生，為「怡和軒」的團員 

1. 「怡和軒」是屬於彰化的私人北

管樂團，現在已經散了，老師已經

去世了，館名是楊禮儀取的，陳 其

是館主，陳牛母為陳其的父親。 

2. 莊炳南先生表示他們當地的土

地公福德正神有很大的土地，「怡和

軒」的收入與開支都從那裡來的。         圖 27  受訪者 莊炳南(林季萱拍攝) 

軒和園一開始都是北管樂團，但 

是因為感情不好而分裂成軒和園。 

3. 祭拜田都元帥，不知道生日，放在館裡面奉祀 

4. 沒有留樂器和樂譜，老一輩的沒有留下來 

5. 莊炳南學的是武場─通鼓，還有大鼓陣的大鼓，當初會學樂器是因為有人在

約，自己也有興趣才去學的，樂器以前是放在廟裡面的，現在都沒有了 

6. 老師為陽禮儀、巫老月(偏名)、陳牛母、賴啟章，他們都是全能的樂手 

7. 祖先是大陸福建的河洛人 

8. 表演形式有廟會、排場、排子、扮仙、大鼓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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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庄裡的大廟為「肇霖宮」 

10. 現在有外地的人來割香時，大鼓陣就會出來迎接 

11. 莊炳南沒有認識其他學樂器的老人，他說團裡面只剩下他一個人 

 

湳底里：訪問黃明典、黃明對 

黃明典，黃明對的弟弟，民國 20 年出生，為「錦德成」的團員， 

黃明對，黃明典的哥哥，民國 9 年出生，為「錦德成」的團員 

1. 「錦德成」→南管品館、九甲，

為南唱北打，黃明典在 14、5 歲學

的，黃明對 18 歲學的。館閣是大家

一起組成的，沒有分公家或私人的 

2. 拜田都元帥，不知道生日，田都

元帥本名是雷海清，放在曲館奉

祀，曲館在日本時代就有了           圖 28  受訪者 黃明典(左)、黃明對(中) 

3. 老師為鹿港人，叫做許金生，             (林季萱拍攝) 

現在大約 4、50 歲，教南管的。還有洪明華(1890-1940?)，和美鎮的人，教南管

九甲，南打北唱，已經去世了，現在 120 歲。 

4. 現在「錦德成」只剩下明對、明典和金坤三位。 

5.演出的形式有廟會、八音、大鼓吹、排場、扮仙，只要有人邀請就會去表演。 

樂譜都是自己抄寫的，是以前老師給的 

6. 庄裡大姓為陳和黃(黃比較少)，祖先為大陸福建省黃厝庄的人，河洛人。庄的

大廟為「龍水宮」，民國 81 年建成，宮奉天師大帝 

7. 黃明典表示以前有歌仔陣，現在沒有了。三塊厝→已經沒有南北管了 

8. 陳金坤，團員，77 歲，南管武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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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90827(四) 

地點：彰化縣溪湖鎮 

工作人員：林季萱(攝影)、謝雯雀(訪問、錄音)、許雅淑(照相) 

器材：攝影機、錄音筆、相機 

 

西寮里：訪問巫成雲 

巫成雲，83 歲，為「參樂成」的團員 

    他表示「參樂成」性質為南管品管、九甲、八音，現在沒在出陣了。在民國

84 年有去文化中心錄音，那時擔任團長。現在西寮里只剩下「參樂成」。湳底有

一為叫做明對的老先生是吹鼓吹的，因為巫成雲先生還有事情，因此我們結束訪

問。 

 

北勢里：訪問楊萬見 

楊萬見，民國 22 年生，為「新花珠」的團員 

1. 「新花珠」屬於公家的，為歌仔戲團(半

南半歌仔)，有跟南高甲合作，楊萬見先

生在台灣光復後開始學習，當時擔任小

旦。一開始是學前場的，後來才去學後

場。以前團裡的人大約十多個，後場武

場的五六個，文場的五六個，現在「新

花珠」沒有在練習了，已經散了，要演     圖 29  受訪者 楊萬見(許雅淑拍攝) 

出人都要從外面調。 

2. 「新花珠」村裡面的人在台灣光復後組成後，請老師來教，老師是萬興的人，

教很多團，名字為楊和尚，教南管的，前後場他都會，已經去世了，現在 105

歲，館名是老師取的，於民國 36 年成立。 

3. 拜田都元帥千秋，農曆 6/11 生日，是老師去萬庄(二林)教學時請來的，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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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奉祀在楊萬見先生家的，現在放在別人家。 

4. 表演形式有排場、扮仙、八音、大鼓吹 

5. 曲子有《風入松》、《一江風》、《二犯》(娶新娘用的)等等。 

6. 譜都已經送人了，其他的人都還有，打鼓的人不用看譜，鼓吹的人要 

7. 祖先是福建省南安縣的人，為河洛人，庄裡大姓為楊，庄裡有外省人，但很

少 

8. 樂器：文場的有噯仔、殼仔絃、大廣絃、品仔、三絃、乞丐琴(月琴，很少在

用)； 武場的有板鼓、通鼓、小鑼跟響盞，樂器都放在戲臺，有鑰匙鎖住，平時

不能參觀 

9. 老一輩的團員都已經去世了，楊萬見那一輩的團員也只剩楊萬見一個， 

 

田中里：訪問楊 格 

 

楊 格，民國 22 年生，現在 77 歲，「勝興珠」的團員 

1. 「勝興珠」大約是在民國 40 年成立，

為南管(九甲、八音)，是庄裡的人一起

組成的，現在還存在，為公家的，團員

全部都是男生，沒有女生，以前團圓大

約有十五、六位，現在大約只剩三~四

位，現在要演出的話只能出八音，還要

去調人才能出。                       圖 30  受訪者 楊 格(林季萱拍攝) 

2. 楊 格 18 歲開始學習南管，會鼓吹和絃仔的樂器。 

3. 老師有兩位，一位是大竹里的人，已經去世，現在大約九十多歲；另外一位

為埔鹽鄉三省村的施金木，已經去世了，現在九十多歲。兩位老師都是在教南管

的，什麼樂器都會。 

4. 南管的樂器有大小鈔、小鼓、三絃、大廣絃、殼仔絃、大吹、噯仔，楊 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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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樂器都跟歌仔的一樣，前場為打鼓的，因為有口白，其他樂器就都是後場的。

鼓吹有大號、2 號、噯仔，大號跟 2 號用在車鼓陣，噯仔音比較高，用在唱歌和

八音。樂器都放在活動中心 

5. 樂譜是影印來的，都是自己收的， 

6. 現在只有八音，沒有南管，現在沒有在演出，只有在自己娛樂，公所有邀請

就會去演出 

7. 表演形式有排場、八音、扮仙、廟會、大鼓吹，以前外面也有在邀請演出 

8. 祭拜什麼神明忘記了，有拜，生日不知，貼一張紙拜拜，沒有神像， 

9. 其他團員：拉絃的為楊 在，現在七十多歲；楊柳恩為打鼓的，現在七十多歲； 

楊茂雄為打鈔的；楊堯麟，拉絃仔。  

10. 庄裡的大鼓陣大約十個人，為庄裡三、四十歲的人在學的 

11. 庄裡大姓為楊，沒有廟，附近的人都拜楊府千歲，祖先是福建省南安縣人，

為河洛人 

12. 頂寮里有會傳統樂器的人，但不知道叫什麼名字，田中里附近都沒有陣頭

了，和美鄉有車鼓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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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91023(五) 

地點：彰化縣溪湖鎮 

工作人員：林季萱(拍照)、謝雯雀(訪問、錄音)、許雅淑(攝影) 

器材：錄音筆、相機 

 

8:00  斗南火車站跟季萱會合 

8:05  跟雅淑會合 

9:20  到達溪湖鎮中山里 

 

9:30  到達「澤民宮」─住址：彰化縣溪湖鎮大溪路一段 464 號。 

     廟祝李 標，民國 19 年生，在廟裡做廟祝有三年多了，表示廟裡面有獅陣，

主要是廟有活動演出，當外面有在邀請演出時會出去演出，廟還有乩童。 

我們看到有一張照片上面有一間歌劇團名為「新文玉歌劇團」，廟祝表示歌劇團

就在附近，地址為彰化縣溪湖鎮大溪路一段 541 號。 

10:00  離開「澤民宮」 

 

中竹里：黃 笨 

    黃 笨的太太表示，黃 笨是打鑼鼓的，講古

的，會打拳，也會舞獅，這些技藝是家傳的，從爺

爺傳給他爸爸再傳給他，在 16、7 歲左右學的。 

    黃 笨表示他打拳學得很好，當初在同一團裡

的人都已經去世了，只剩他一個。 

    因為黃 笨的聽不太清楚我們說的話，無法在

繼續做訪問，因此就到此結束。 

                                                圖 22  受訪者 黃 笨 

(林季萱拍攝) 



 

 73 

時間：20100124(日) 

地點：彰化縣溪湖鎮 

工作人員：林季萱(拍照、錄影)、謝雯雀(訪問、錄音) 

器材：錄音筆、相機、攝影機 

 

10:43  到達 頂庄里「鎮安宮」(20090826 有去過一次) 

    黃禮聖表示大約在民國四十幾年前，頂庄里有南管，現在沒有了，人也大多

都過世了。 

    鎮安宮有大鼓陣，現在沒有在練習了，成員有七、八個人，都是男生，年齡

從五十~八十都有，不是很正統的大鼓陣，只是會敲敲打打，之前有請老師來教，

老師是二林的人，忘記名字了，不過年歲已經很大了， 

大鼓陣是在民國 80 年左右成立的，是當時的鎮安宮主委陳清農成立的，陳清農

今年 61 歲，因為他不在家，因此無法去訪問他。 

大鼓陣現在還有在演出，像是廟會、割香等活動都有出陣(像是迎接外來的陣頭

或是王爺出門時)，是義工性質，只有在庄裡演出，沒有出外去演出。 

    鎮安宮的主神為邢府千歲，農曆 9 月 15 日生日，神明生時是請外面的團體

來表演，至於請的是哪些團體就要看當時的爐主來決定。 

頂庄里的大姓是黃、陳，祖先似乎是從大陸泉州來的。 

    黃禮聖表示要詢問關於溪湖鎮的歷史沿革去問莊淑菁老師比較清楚，莊淑菁

老師有在編寫溪湖鎮的歷史，族群方面的問題他會比較清楚。莊淑菁老師在某間

國中教書， 

    頂庄以前有南管，也是附屬在廟裡的，之前林美容訪問的黃碧與黃有琴都已

經去世了，黃有琴當時有在教南管，如果要找樂譜或當時的樂器可以找他的孫子。 

 

13:20  湖東里 

雜貨店的婆婆說湖東里以前有南管跟獅陣，現在都沒有了，人都已經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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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貨店地址：溪湖鎮湖東里員鹿路湖東巷 51 號) 

 

13:30  湖東里「代天宮」 

廟裡的人表示湖東里沒有陣頭還有南北管，有節慶時都是從外面請來的 

汴頭里的成功國中附近有獅陣，建議我們可以去看看。 

 

大竹里「慶安宮」 

    許 萬的媳婦表示慶安宮有大鼓陣，還有誦經團，以前有南唱北打的團體，

是在娶新娘用的，現在都已經沒有了，現在大竹里只有大鼓陣。 

    雙鳳珠已經散了，成員都是男的，大約七、八人，都已經過世了，曲譜有留

下，但是不知道哪些人拿走了。許 萬跟陽春雄都已經過世，庄裡大姓何，祖先

不知從哪來的。  

受訪者：許 萬的媳婦，民國 30 年次 

 

時間：20100129(五) 

地點：彰化縣溪湖鎮、二林鎮 

工作人員：林季萱(拍照)、謝雯雀(訪問、錄音)、許雅淑(錄影) 

器材：錄音筆、相機、攝影機 

 

二林鎮梅芳里「泰興宮」 

    村民表示吳水分(土崙仔曲館的受訪者)已經去世了，他不是大鼓陣的人，他

是乩童，以前有大鼓陣，現在已經沒有了，當時成員有三個人，現在都已經過世

了。 

    庄裡大姓是陳、吳和許，都是河洛人，沒有客家人，祖先是哪裡人不是很清

楚。 

    登科是以前開大鼓陣車子的人，表示我們可以去找「紅葉檳榔攤」的吳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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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照清的太太表示大鼓陣是最近才成立了，在民國 98 年成立，是社區成立

的，老師是芳苑人，名字叫做劉火旺，他表示我們可以去找理事長劉進義先生。 

 

時間：20100408(四) 

地點：彰化縣溪湖鎮 

工作人員：謝雯雀、陳美淨 

器材：攝影機、錄音筆、相機 

 

  今天的天氣陰涼朝濕，我們從出發時就已經感覺到空氣中瀰漫著雨味。我們的

第一站是去拜訪二林鎮華崙里的蔡水源，他是「崙仔腳歌仔陣」的成員，他是民

國 17 年次的，今年 83 歲。在二十幾歲時他開始學習歌仔陣，所學的為通鼓，創

團者為蔡在發，已經身亡，練習都是在他家練習，樂器也都放在他家，不清楚歌

仔陣是何時開始的，也忘記是幾年散團，當時有十、十一位成員，現在只剩下兩

位成員，另一位為周 興，住在詹厝仔。 

    老師為外面的人，名字叫做永和，當時大約三、四十歲，住在青埔仔，已經

往生，現在大約一百多歲了。 

    歌仔陣的樂器有通鼓、孛鼓、鼓吹(三號吹)、絃仔(大廣絃、殼仔絃)、大小

鑼、大小鈔。開始演奏時，孛鼓會掀起頭，接下來其他的樂器才會再加入，沒有

祭拜樂神。 

    歌仔陣裡有八音吹，八音吹比歌仔陣還早成立，成員都是歌仔陣的人，不過

不清楚成立的時間與創團者，老師跟歌仔陣是同一個人。樂器有吹(曖仔)、絃仔

(大廣絃、殼仔絃)、碰鑼、大小鈔、琴仔、三絃、品仔，歌仔陣不使用曖仔，曖

仔是八音專門在用的。演出的成員不一定要八個人，六個人也可以，就看當時叫

來演的人有多少，人多樂器多，人少樂器少，演出沒有固定的樂器，沒有拜神， 

    歌仔陣跟八音的演出場合有喜事(嫁娶)、廟會、入厝，喪事歌仔陣有在演，

八音沒有。沒有固定的演出時間，有人邀請才會去演出。八音演奏的曲子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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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春〉、〈將水〉，其他的不記得了，百家春歌仔陣比較常使用。八音演奏時，要

坐成一個半圓，然後面向神明，吹、絃的樂器坐在一起，打擊的樂器坐在一起，

沒有固定的座位，隨便坐。歌仔陣跟八音吹主要看邀請的對象需要哪一種陣頭，

就出哪一種陣頭。 

    祭拜的主廟為泰安宮，主祀媽祖，生日為三月二十三號，屬於泰安宮十四庄

的範圍之內，14 庄裡很多庄頭都被大水沖刷流掉了，現在只剩七庄，分別為崙

仔腳、代馬、挖仔、柳仔溝(西庄里)、港尾(華崙里)、詹厝仔(華崙里)、外四塊厝

(溪湖鎮)，現在廟裡有誦經團，在媽祖生日時，七個庄都會去割香。 

    蔡水源原先是住在崙仔腳，後來搬到挖仔去住，他表示庄裡沒有南北管，代

馬車鼓陣也已經散了，裡面的人都已經去世了。不知道祖先從哪裡來，華崙里的

大姓為莊、蔡。蔡水源以前是在顧廟的，現在沒有了。 

 

15:25   湳底里  錦德成  黃明典、黃明對 

    十幾年前就沒有在出團了，八音的樂器有八音吹(噯仔)、大廣絃、殼仔絃、

三絃、品仔、響盞、小鈔、碰鑼，樂譜有〈百家春〉、〈一粒星〉、〈紅綾襖〉、〈九

柳點〉、〈水底魚〉、〈寄生草〉，〈四空仔〉也可以用在喜事，有用在八音。演出場

合有娶新娘、入厝、廟會、喪事(較少)。嫁娶時，晚上要拜天公，要對曲、對口

白、扮仙，拜的時後演奏八音，沒有限定哪一首曲，迎娶時，八音要走在轎子前

面。演出的人數不固定，越多越熱鬧。八音沒有拜樂神。 

 

八音的位置圖： 

    神明 

武       文 

 

    老師為和美的洪明華，現在 121 歲，教九甲的，  

15:52  演奏八音的〈九柳點〉、〈百家春〉、九甲的〈將水〉、〈福馬〉、〈相思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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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參加後溪 17 庄，那邊的團也都散了，學習南管或八音都要先會唱再學

樂器。 

    後溪 17 庄現在剩下大庭、湳底、媽厝、頂庄、忠覺、番婆庄、西勢厝、田

寮、巫厝、三塊厝、四塊厝，現在都散了。 

    媽祖生日會去割香，以前會去福安宮，現在沒有了，現在都在龍水宮拜拜， 

龍水宮是後來建的廟，屬於湳底里，裡面有誦經團，他們都會去誦經團演奏，有

外面的人要來割香時，他們也會去打大鼓來迎接。 

    團裡大約剩七人，現在只剩他們和一位叫做阿坤的人會 

16:28  離開，結束 

 

時間：20100411(日) 

地點：彰化縣溪湖鎮 

工作人員：謝雯雀、陳美淨 

器材：攝影機、錄音筆、相機 

 

7:00  學校出發 

7:20  吃早餐 

7:45  往溪湖出發 

8:35  到達西勢里，找「西勢厝 協樂成」的陳 圖，他女兒說他不在家，等了一

會還是沒回來，因此決定去找別人。 

8:50  離開 

9:07  到達田中里，找「田中央 勝興珠」的楊 格 

    楊 格表示八音跟大鼓吹的演出場合有用在娶新娘、入厝跟廟會，他有買市

面上在賣的譜來教學生，譜名為《台北雅音國樂器廠 胡琴演奏》，裡面的曲子有

〈七字仔〉、〈都馬調〉、〈文和調〉、〈都馬哭〉、〈新一粒星〉、〈百家春〉、〈步步高〉、

〈水底魚〉、〈寄生草〉、〈牛犁歌〉、〈春宵五更鼓〉、〈懷春曲〉、〈丟丟咚〉、〈王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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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白牡丹〉、〈朝天子〉、〈思想枝〉、〈雨夜花〉、〈採茶歌〉，在這些曲子裡，

八音使用的曲目有〈百家春〉、〈新一粒星〉、〈朝天子〉、〈俥前草〉、〈壹粒星〉、〈九

柳點〉、〈水底魚〉、〈寄生草〉，〈步步高〉是國樂的曲子，〈春宵五更鼓〉、〈七字

仔〉、〈都馬調〉、〈文和調〉、〈都馬哭〉、〈思想起〉是歌仔的，〈雨夜花〉是流行

曲，〈採茶〉是牛犁的。另外還有兩張樂譜，曲子分別〈九柳點〉、〈緊吹場〉、〈俥

前草〉、〈壹粒星〉，除了〈緊吹場〉是作戲在用，不能使用在八音以外，其餘的

三首都可以使用在八音。在工尺譜的下面，楊 格都會寫上數字譜，是為了教學

生而寫上去的。 

    八音的樂器有大廣絃、殼仔絃、三絃、小吹(噯仔)、品仔、小鑼、小鈔、響

盞，八音是因為有八種樂器，所以稱作八音，不過演出因為人數不夠，所以有吹、

絃、鈔、鑼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八個人。演出時，一開始噯仔會先吹，之後其他

的樂器再跟進來 

    楊 格是先學八音，再學南管，八音沒有老師。大鼓吹演出有口白，所以有

拜神，拜歌仔戲的神，主要是拜臉皮厚，演出時不會害羞的，八音沒有拜樂神。 

   八音在嫁娶的前一天晚上八點會去演出，要拜天公，拜完就演出完畢，隔天

再跟去新娘家迎娶。同庄的出陣為義工性質，外面的會給紅包，紅包多少隨對方

給。 

八音演出的位置圖： 

        神明 

小鑼         吹 

小鈔         品仔 

             絃仔 

南管的位置圖： 

    鈔 

吹      鼓 

    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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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音演出時的樂曲沒有固定，是隨意吹的，比較常用是〈九柳點〉跟〈百家

春〉，其他地區的八音也都差不多。 

    楊 格表示他們那邊沒有聯庄組織，福安宮會邀請他們演出，他們的八音沒

有分北的八音跟南的八音。田中里沒有角頭，大姓是楊(有族譜，在台北)。 

 

9:50  離開 

 

10:36  到達西寮里，找「頂寮 參樂成」(品管)的巫成雲， 

     巫成雲(民國 16 年次)表示他會演奏品仔、絃仔，是自己學的，「頂寮 參樂

成」於光復(民 38 年)後成立，成立五十多年了，在古厝由一位叫做吳 江(民國前

一年次，已經去世)的人成立。 

   老師是和美人，叫做洪明華，為當時團裡最老的人，會唱曲，教南管的。 

    八音的樂器有噯仔、三絃、大廣絃、殼仔絃、品仔、小鈔、碰鑼、響盞，演

出沒有固定的人數，平時在演出時會八音先熱鬧，然後再演出南管。八音的曲子

有〈百家春〉、〈一粒星〉、〈朝天子〉、〈將水〉、〈九柳點〉、〈水底魚〉、〈寄生草〉。 

    演出的場合有嫁娶、入厝、廟會，沒有在喪事演出。嫁娶的前一天晚上會拜

天公，他們會去演出，吃完飯後開始排場，拜天公是用八音。南管拜田都元帥(沒

金身)，八音沒有拜樂神。 

    以前福安宮有兩團，一團是汴頭的北管團，一團是南管(「頂寮 參樂成」)，

現在都沒有了，黃明對以前是參樂成的團員 

   庄裡大姓是巫，祖先是福建泉州人，「頂寮」是指東寮和西寮，湳底的大姓是

吳。以前跟王功的南管團有交流。湳底沒有聯庄組織，出陣時，同庄的沒有收紅

包，外面請的才會收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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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音的位置圖： 

     神明 

大廣絃    碰鑼 

噯仔      響盞 

殼仔絃    小鈔 

三絃 

品仔 

 

南管的位置圖： 

    神明 

  鑼、唱曲 

 

 板鼓、通鼓 

 

12:15  演奏〈百家春〉 

12:21  演奏流行歌，他忘了曲名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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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00501(六) 

地點：彰化縣溪湖鎮、埔心鄉、鹿港鎮 

工作人員：謝雯雀(錄音、拍照、訪問)、陳美淨(錄音、拍照、訪問) 

器材：攝影機、錄音筆、相機 

 

7:30  從學校出發 

8:50  訪問溪湖鎮東溪里 巫厝「怡和軒」成員莊炳南(學銅器的)(北管) 

    莊炳南表示娶新娘北管跟八音都有去鬧廳，而南管的八音比較多在用，北管

的八音比較少。八音對他們來說是小陣頭，北管是大陣頭，兩個樂種多使用在熱

鬧的場合，像是神明生。八音使用的場合有嫁娶、入厝、喪事(較少使用)。 

八音樂器有噠仔、小鑼、小鈔、品仔、殼仔絃、大廣絃、三絃、響盞，一次出團

大約出三、四人，樂器有噠仔(或三號吹)、小鑼、小鈔、絃仔(大廣絃)，主要是

有熱鬧的聲音就好了，所以沒有出團一定要有八人的規定。出八音團或是北管團

主要是看對方想請大陣頭或是小陣頭。 

八音的配置： 

    行走時，達仔要在後面，其於的都在前面，沒有固定的位置分配，只要有聚

在一起就行。排場時，也沒有固定的位置，只要有聚在一起就行。北管的位置有

分，八音就沒有了。 

演出場合： 

    嫁娶時，前一天晚上會先到主人家吃晚飯，吃完飯後休息一下，大約七、八

點左右開始演奏八音，曲目大概有〈百家春〉、〈玉芙蓉〉、〈朝天子〉等等的(莊

炳南已忘記譜名，沒有留樂譜，也不記得了)，他表示八音都使用比較簡單的曲

目，難的曲目是使用在拚館用的。演奏到開始祭拜時便停止演奏，祭拜時會有道

士來誦唸，還會有燒金紙、感謝神明、發願等等的(祭拜的神明為庄裡廟裡的神

明，在娶新娘前一天的晚上之前請到主人家祭拜便行，請神到家祭拜是為了慶祝

用)，大約到十點左右，開始拜天公，拜完便結束。隔天早上去迎娶新娘。在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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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時，為了不打擾道士的誦念，因此八音不會有演奏，拜天公時也是。 

 

大致上的流程： 

吃飯→八音演奏(晚上七點~八點)→祭拜神明→拜天公(十點) 

 

    隔天早上嫁娶時，去迎娶新娘時，會抬ㄧ些禮餅、禮物等的東西過去迎娶新

娘，娶回來時，則抬ㄧ些新娘的嫁妝回來。出去迎娶的時間則是看進房的時間決

定，大多都是中午 12 點入房，然後就請客人，但八音沒有演奏。八音主要是在

行走的時後要演出，過去迎娶時要演奏過去，回來時，從新娘上轎時就要開始演

奏，到家時就可以停止演奏了，拜堂時不用演奏，八音演奏主要是要熱鬧用的。 

    喪禮時，出殯走路時要演奏，吹的是喪調，曲子忘記了，要吹到入土、道士

要開始念經時才能結束，神主牌位請回家時也要演奏八音。 

    出陣會收紅包，紅包就看主人的心意，大家平均分，指揮會分到比較多的紅。 

樂譜不見了，沒在收，樂器也都不見了，不知道團裡剩多少人，「怡和軒」都是

出小八音，沒有出過八人的八音。 

    八音沒有禁忌，沒有祭拜樂神，北管則拜田都元帥，開館時拜，代表尊敬，

寫紅紙貼著拜，看老師拜的神明跟著拜(莊炳南表示可能是，看個人拜，沒限定)。 

    祖先是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的人(莊)，庄裡的為雜姓，有客家(陳、黃)，也

有河洛人。 

    庄裡沒有聯庄的組織，永安宮十七庄的活動老一輩的有參加出陣，現在沒

有，在媽祖生日時，會去祭拜而已。現在十七庄的活動主要由五角頭來辦理，五

角頭分別為大庭、後溪、頂庄、西溪、忠覺，這五角頭會開會辦活動，然後再分

別通知十七庄。 

莊炳南家中祭拜神明的位置圖： 

土地公 濟公 太子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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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離開 

 

11:45  埔心鄉 大華村 「雅南珠」吳上海 (南管九甲)、(祖籍為福建省漳州府和

平縣，大姓為吳)。 

    吳上海表示他是學武場的樂器，八音的樂器有吹(噯仔)、品仔、殼仔絃、大

廣絃、三絃、響盞、小鈔、小鑼。使用的場合有嫁娶跟迎神，是去鬧廳的，入厝

跟喪事是九甲在去的，八音沒有。 

   嫁娶的前一晚上八音要去主人家鬧廳，演奏的時間大約是晚上七點到十一點

半，十一點半開始拜天公，拜天公時沒有在演奏，拜完大約十二點半，拜完天公

後，主人會準備點心請大家吃。七點到十一點半這段時間，演奏的途中會有休息、

吸菸、喝茶。演奏的曲目沒有固定，都是輪流的，曲目有〈百家春〉、〈水底魚〉、

〈車鼓調〉、〈玉芙蓉〉、〈水車調〉，也會用八音演奏九甲的譜，像是〈相思引〉、

〈將水〉、〈福馬〉、〈倍思〉，樂譜都已經收到不見了。 

嫁娶前一晚的流程：八音演奏(PM7:00~11:30)→拜天公(11:30~12:30) 

    迎娶當天大約是八點集合前往新娘家迎娶，不過出發的時間不固定，要看迎

娶的距離遠近來決定出發的早晚，演奏的曲目也沒有固定，由噯仔開頭，其餘的

樂器再跟上。八音固定由八種樂器演出，但不一定固定八人，也可以六人出團，

銅器可以一人演奏兩種樂器。 

去迎娶的隊伍順序： 八音→抬禮物的隊伍→轎子 

迎娶回來的隊伍順序：抬嫁妝的隊伍→八音→轎子 

八音的編排位置： 

    行走時，武場的樂器要在最前排，其餘的樂器自行排兩排，沒有固定的排法。

坐定位時，武場的樂器要在一邊，文場的樂器坐在一邊，隨意坐，沒有固定的位

置。現在文場的人都過世了。 

12:21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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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00502(日) 

地點：彰化縣溪湖鎮、埔心鄉、鹿港鎮 

工作人員：謝雯雀(錄音、拍照、訪問)、陳美淨(錄音、訪問)、楊清雅(訪問) 

器材：攝影機、錄音筆、相機 

 

7:00  從學校出發 

9:00  埔鹽鄉 南港村「保生宮」 

 

9:12   訪問「南港玉鳳珠」陳生有 (南管九甲) 

    陳生有表示八音的樂器有噯仔(噯仔跟三號吹不一樣，三號吹比較大聲，噯

仔是八音專用，比較輕，可以吹比較久，比較小聲，噯仔為樂曲開頭的樂器)、

品仔、大廣絃、殼仔絃、三絃、小鑼、小鈔、響盞，演出場合有嫁娶、入厝、神

明生、喪事(南管專門在出喪事，八音比較少在接)，嫁娶使用八音大約在二十年

前，現在沒有了，現在都是使用錄音帶。 

    嫁娶的前一晚要去主人家鬧廳，先去吃晚餐，休息一下後便開始演奏，大約

七、八點開始，演奏到大約十一、二點左右拜天公，在拜天公時，道士有唸詞時

不能演奏，如果沒有唸時就要演奏，結束的時間則看有多少人拜天公而定。演奏

的曲目沒有固定，有〈百家春〉、〈九柳點〉、〈朝天子〉、〈玉芙蓉〉、〈水底魚〉、〈倒

頭仔〉、〈福馬〉、〈天下樂〉、〈將軍令〉、〈一粒星〉、〈寄生草〉、〈緊串〉、〈紅綾襖〉

(曲)、〈將水〉、〈四空仔〉、〈一枝香〉、〈天地網〉、〈萬壽無疆〉(很難學，曲子長

度很長)，八音因為要演奏很久，所以會選吹起來比較輕鬆的譜來吹。拜天公時，

八音的位置沒有固定，隨意坐兩邊就行了。 

 

嫁娶前一晚的流程：吃晚餐→八音演奏(晚上七、八點開始)→拜天公(十一、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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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管的有固定位置： 

        神明 

      通鼓 噠鼓 

文場樂器     武場樂器 

         吹 

 

    文、武場樂器可以調換，沒有規定要坐哪一邊，吹跟鼓一定要面對面坐，坐

一個圓。 

    迎娶當天，出去迎娶的時間不固定，看距離的長短決定出發時間，行走時，

有經過庄頭才會演奏，沒有庄頭時就會休息。來回的隊伍前後順序都一樣，先八

音→抬禮物的隊伍→轎子， 

八音的編制：吹的在最前面，接下來為銅器，後面才是絃仔、品仔，樂器隨意排。 

別的地方的八音也都一樣，主要是八音要在隊伍的最前面。 

    (八音)喪事行走時才會演奏，累了就休息，要將亡者帶到埋喪的地方時，一

路上要一直演奏，到目的地時，道士誦念時要停止演奏，道士唸完就要開始演奏，

入土時也要演奏，將牌位帶回家中的途中，也要一直演奏，直到到家為止。喪事

跟喜事的譜是一起用的，只是音不同。 

    入厝時，去的時間則看主人決定，主要是在燒金紙時演奏，要燒多少金紙就

演奏多久，要演奏到金紙燒完，以前有一些人為了試探吹可以吹多久，因此故意

金紙一張一張慢慢燒，來測試吹的人厲不厲害。請客時因為八音的人也要吃，所

以不用演奏。 

    八音演出都會收紅包，紅包就看主人的心意而定。不過割香的紅包是有固定

的，一人兩千，七、八位就大約要一萬五左右，南管跟八音的都一樣。 

    八音跟南管是祭拜同一個樂神，練習時就會拜，是拜厚臉皮的，演出才不會

害羞，放在練習的地方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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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為出水溝的陳阿修(亡)，教南管打鼓的，水灌教絃仔的，「臭票」教吹

的，都是出水溝的人，三位老師一起來教，大約在陳生有 20 多歲來教。 

    陳生有表示祖先為溪湖頂寮人，南港村的大姓為雜姓。現在「南港玉鳳珠」

只有大鼓陣。他們那邊沒有聯庄組織，大廟為「保生宮」。南港屬於「大安宮」

的六庄，「保生宮」也有六庄，是從「大安宮」分出來的，「大安宮」六庄要割香

時，會通知六庄的人，通知要捐款。 

 

10:00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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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九十八年八月三日星期六田野筆記                  

 

工作人員：蔡涵卉、蕭珮綺、沈美均 

 

09：50 抵達五通宮訪問廟祝、黃泗淮(馨離園)、劉春夏(同義堂) 

10：50 抵達黃泗淮家(埔心鄉埤霞村大溪路一段 4 號)訪問黃泗淮先生 

12：33  訪談結束，前往詔聖宮 

13：10  抵達詔聖宮(大村鄉新興村新興巷 12 之 4) 

13：15  離開詔聖宮，吃中餐 

 

 訪談內容 

1. 黃泗淮，20 年次，78 歲，埔心文館馨離園，10 幾歲開始學，學的是達

鼓、大鼓、殼仔絃，師承：陳文通。當時馨梨園的祖師爺為西秦王爺，

每天晚上約 30 人在參天宮前面廣場練習。 

2. 馨梨園當時樂器有響盞、絃仔(合絃)、琵琶、三絃、揚琴、品仔、洞簫、

吊規仔、吹(大吹、1 號吹、2 號吹、噯仔、噠仔)。 

3. 劉春夏，20 年次，武館埤腳同義堂。 

 

14：15 抵達詔聖宮(大村鄉新興村新興巷 12 之 4)訪問黃金榜爐主 

14：20 到池漂先生家訪問池漂先生 

14：37 到蘇茄冬先生家訪問蘇茄冬先生、黃聰永先生 

15：42  結束訪談 

 

 訪談內容 

1. 黃金榜，47 年次，詔聖宮爐主，職業：機車店老闆，黃金榜先生對早

期樂團沒有太大的印象，所以帶我們去找池漂先生，他說池漂先生會

比較清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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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池漂先生，17 年次，當時學大鑼，但是池漂先生對樂團的事情都不太

清楚，所以請我們去找蘇嘉東先生。 

3. 蘇茄冬先生，37 年次，是當時小三角潭和梨園的團員，師承：陳牛(牛

仔仙)，當時蘇茄冬先生 11 歲開始學<羅成寫書>、<出家娘>、<百家

春>、<風立(入)松>，學的樂器有：大、小鈔、鑼，但只學了二館(約

八個月)，當時小三角潭和梨園的樂種是：北管、八音、大鼓鎮(頂)，

北管完後一定有尾聲，當時學習的人約有 10 人，練習時間每天晚上 7

點到 10 點，樂器是公家的，但是現在樂器已經被偷走了。 

4. 蘇茄冬先生說大鼓鎮(頂)當時不會幫喪事演出，主要的演出活動：喜

事、迎春、神明生，排場就是三仙。 

5. 黃聰永，39 年次，小三角潭和梨園的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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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九十八年八月四日星期二田野筆記             

 

工作人員：蕭珮綺、蔡涵卉 

 

10：10 抵達普崙寺訪問村民 

10：08 到游瑞成家族家—安樂軒(大村鄉大崙村大崙路 13 號)訪問游瑞成妻子 

                                   游棧治先生 

                                   陳 連先生 

 訪談內容 

1. 游瑞成妻子說安樂軒現在無傳承下去，當時的樂器被團員拿走了以及被

孫子拿走古箏。 

2. 陳 連先生，19 年次，20 歲開始學大鈔、鑼以及小生，師承：游木信，

祖師爺：西秦王爺，手抄譜來自游木信，當時安樂軒約有 20 人，常常

與溪頭、二崙地區的館閣拼館。 

3. 陳 連先生還記的當時樂器有：殼仔絃、塤、簫、笙、三絃、大鈔、鑼、

揚琴、古箏、琵琶、鼓。 

4. 游棧治先生說「福路」有<白板>、<水流>、<緊中慢> 

                「新路」有<二黃>、<西皮>、<花香>、<四空門> 

5. 游棧治先生說「軒」與「園」的差別：「軒」是新路主要的樂器是「吊規

仔」，「園」是福路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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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18 

工作人員：蔡涵卉、蕭珮綺 

地點：永靖鄉四芳村芳濟宮(彰化縣永靖鄉四芳村四湳路 106 號) 

訪問人：總幹事 楊重政(34 年次)、副堂主 詹同鄉(24 年次)、 

        副堂主 林重安(30 年次)、盧出(24 年次)、盧耀章(24 年次) 

祖籍：福建(楊、詹、林姓)、廣東饒平(盧姓) 

附註：拍攝照片共 20 張 

    芳濟宮主祀五恩主(玄天三帝、文衡聖帝、孚佑帝君、司命真君、獨山國王)，

副祀福德正神、觀音佛祖，配祀玄天三帝(三兄弟)、包府千歲、城隍老爺，從祀

五穀大帝。據廟內「芳濟宮三濟堂沿革史」中記載：歲次庚戌年(西元一九七零

年)本庄詹府人氏於三濟堂(芳濟宮原址)雕奉玄天三帝，而後神聖顯靈再雕奉玄天

大帝、玄天二帝及三恩主(文衡聖帝、孚佑帝君、司命真君)，堂內主要為鸞堂，

專門施方濟世，而後因神靈顯赫、香火鼎盛，於是開始動土興建廟宇芳濟宮，並

雕奉五恩主奉祀中殿，繼續廣渡有緣信眾。 

    總幹事楊重政向我們解說四芳村的由來，四芳村舊名「四塊厝」，所謂四塊

厝是因為有四個大姓，四大姓分別是：盧、陳、魏、胡和其他姓氏，庄廟一開始

並不是芳濟宮，而是在庄內「清河堂」的盧氏家中有一尊關聖帝君(文衡聖帝)來

祭拜，而後詹厝人氏到松柏坑帶回玉旨，回到庄內三濟堂起乩，而後就是有廟內

沿革史所寫之事，芳濟宮也成為現在村裡的庄廟，是本莊祭祀的廟宇，是屬於海

豐崙(田尾沛霖宮)三王角祭祀圈的一環。四芳村的福佬人較多，大多來自大陸福

建。在庄里的姓氏與古厝的堂號，分別有這幾種：陳氏河南堂、魏氏鉅鹿堂、盧

氏范陽堂、傅氏清河堂。 

    四芳村以前有曲館，叫賜樂軒。賜樂軒的鼓架還在廟裡，但是已經不知道放

在哪裡，賜樂軒只有後場，在廟前排場，並沒有前場演戲的北管團，嫁娶時也會

有八音吹，還有分成大小八音，大小八音的差別可能是在吹的音不同；賜樂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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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幾乎已廟會的活動為主，並沒有做喪事。組成的人員也都是以四大姓為主，

就是庄內人成立的，散團時間大約五十年前。請的師傅是本莊人，姓盧，因為他

吃素所以村裡的人都稱他叫盧菜先，如果要更清楚知道曲館的情形，在永北村的

關帝廳有個天化宮他們比較了解。武館的方面，叫勤習堂，是個有獅陣的館，武

館有請師傅，也是本莊人，但不知道姓名。 

    之後有一個盧耀章先生說了不一樣的四塊厝四大姓，他說應該是楊、盧、傅、

詹，楊氏宏(弘)農堂、盧氏范陽堂、傅是清河堂、詹氏河間堂。之所以這個版本

主要是因為時間早晚的問題，盧耀章先生說這可能是最原本的大姓，是後來才變

成現在大家所知的大姓，就是最剛開始總幹事說的四塊厝大姓，他們盧氏家族確

實是拜三山國王，就是祭拜芳濟宮的獨山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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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827 

受訪者：吳上海－雅南珠 

工作人員：洪宗平、林采汝、許郁婷 

 

埔心鄉舊館村霖興宮（主廟） 

地址：彰化縣埔心鄉舊館村員鹿路四段 226 號 

電話：04-8292065 

沿革：已巳年孟春建立，拜三山國王。 

 

到大華村（舊名：大溝尾吳厝）雅南珠的吳上海，76 歲，祖籍是福建省漳

州府，附近的人都姓吳是村里的大姓，他會的樂器有品仔、鑼、鈔，他是第一代，

爸爸沒有學。當初會學的原因是因為 13 歲時別人約一約就去戲班學，老師是巫

連通，30 年前開始去員林新天宮教學生，學生有１５人，老少都有但沒有女生，

教了 2 年，教排場跟打鼓到他們可以出團後就沒再教了。雅南珠是於民國前（100

多年前）成立，樂種屬於南管九甲，拜田都元帥，因為團員都老了所以 30 幾年

前就解散了，現在剩 3 人，當時請的老師是溪湖西勢湖那邊，但忘記老師名字，

前後場共近 20 人，前場（武場）有鑼、鼓、小鈸（琴仔），後場（文場）有吹、

三絃，曾經去過員林、斗六、高雄、台北新莊湊熱鬧，會去的場合有神明生、娶

新娘、入厝、喪事，也有去過永靖的布袋戲打過後場，當時每天晚上７點半到９

點半都會練習。現在有參加大鼓陣，傢俬有２支中吹、大鑼、鈔、大鼓。 

 

排場： 

      撘鼓、通鼓 

絃               鑼 

吹               響盞 

                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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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新娘：相思引、福馬、慢頭、車鼓調。吳上海先生說有８個人在新娘轎前面，

樂器分別為：八音吹、絃仔、二絃、三絃、品仔、響盞、鈔、鑼。娶新娘前一天

晚上８點到女方家拜天公到１１點，曲牌有相思引、福馬、慢頭、車鼓調等，隔

天早上８點出發迎娶新娘趕中午吃飯，也是演奏上面那些曲牌。 

◎神明生：將水、舊三仙。 

◎入厝：倍思。吳上海先生說這是唱曲。 

◎喪：風入松、二凡（約半小時）、凡字背（約半小時）。 

 

 

 

 

 

 

 

 

 

       圖 23  受訪者 吳上海(林采汝拍攝) 

 

 

20090828 

地點：彰化縣員林鎮 

工作人員：洪宗平、林采汝、許郁婷 

 

李錦順，今年 75 歲，祖籍甘肅省隴西， 12 歲入員林湖水坑真樂軒北管子

弟館學習，爸爸李鎮江也會一點，叔叔李賜清會的比較多，阿公李台高小時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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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李錦順為第三代，在真樂軒學藝 6 年，真樂軒以前有 4、50 人，現在剩下

的成員除了他有黃程瑞、李錦成（弟）、蕭明吳、黃榮糾，剛開始是學鑼鼓和其

他各項後場的樂器，也有學前場角色的唱腔（粗細角色唱腔）、細口（假嗓），從

大村鄉集樂軒賴紹坤學了絃、吹以及北管總綱和北管唱腔，從大村鄉貢旗御樂軒

賴慶學了鑼鼓、絃、吹，從永靖鄉張福學了總綱、唱腔、細曲、小排，從員林鎮

火燒庄集雲軒張清永學了北管戲總綱、唱腔以及絃、吹。李錦順先生說做戲的是

拜田都元帥，北管子弟班是拜西秦王爺。民國 75 年開始教學，曾經受聘於田尾

鄉仁里社區會館、員林三義社區、二水鄉復興國小、員林鎮光明堂老人會、永靖

鄉輔天宮陣頭組。 

 

樂器：絃、吹、鼓、泊鼓、大鑼、大廣絃、二胡、大小京鈔、響盞、二號吹 2

支、北三絃、撘鼓、椰胡。 

 

◎開館：五蟲會。五蟲會是在說蜘蛛（大花-粗口）、蒼蠅（老生-一般正常聲音）、

蚊子（小旦-細口）、蜜蜂（小旦-細口）、鳥相爭做老大，大家都說出自己的本事

有多厲害，但後來都被鳥吃掉了，後來又來了補鳥人，補鳥人又被老虎吃掉，老

虎又跌倒死掉。李錦順先生說這首對曲不常用，因為結局是不好的。 

◎用八音娶新娘：得子、送子、燦生 

◎入厝：＜架座＞後接＜放雁走三關＞ 

◎神明生：扮三仙、大拜壽、萬壽無疆 

◎工廠開幕：燦生、架座、送子 

◎喜：送子、得子、三聖母、送書（小旦、小生），比較吉祥的曲就會加詞。 

◎喪：扮啞巴仙（沒有唱詞的扮仙） 

◎半夜時要安靜的「細曲」，排場改為小排：絃仔、三絃、品仔，也有唱，沒有

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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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4  受訪者 李錦順(許郁婷拍攝) 

 

20100201 

時間：09：13 

受訪者：魏慶修－慶樂軒、黃義柳－旁人 

工作人員：洪宗平、林采汝、許郁婷 

 

    魏慶修，72 歲（27 年次），30 歲左右開始學（忘記正確年紀），老師是賴雅

育（阿標），跟老師學鑼、鈔、鼓 3 年，老師曾去過林牛的布袋戲做過後場，哥

哥魏慶雲（已歿）也是慶樂軒的成員，是學吹的。 

    慶樂軒於民國 47 年成立，沒有拜固定的神，當時是庄裡大家合夥買傢俬而

組成的，成員有 10 人，現在剩下 2 人（另外一位不知道名字），在廟會、神明生

日、結婚、喪事都會請他們出陣，曾去過台北、桃園、高雄旗山、台東、花蓮，

大約 3 年前解散。魏慶修先生說迎神明、娶親會用八音，喜事和喪事用的排子有

＜風入松＞，傢俬有鑼、鼓、鈔、殼仔絃、三絃、噠仔，現在傢俬都給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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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40 

受訪者：蔡垂發－員樂軒、蔡游芒－妻子 

    蔡垂發，80 歲（19 年次），祖籍福建省泉州府，23 歲因為有興趣先跟劉天

祥（如果還在已超過百歲）學了 6 個月，蔡垂發先生說當時的學費一個月 50 元，

所以開始接觸，學正本，第二個跟李大普老師學了 6 個月，也學正本，總共學了

1 年多就已經出師，什麼傢俬都會（總綱），唱曲也會。 

    員樂軒於民國前就成立，拜西秦王爺，屬霖興宮，當時成員有 10 多位，現

在剩下 2 位。迎媽祖、熱鬧、娶新娘、刈香時都會請他們出陣，在庄內是做義務

的，如果是被調出去別庄幫忙就要錢，現在刈香因為要用走的，所以就不去了。 

他記得唱曲的曲牌有：赤五關、得子、送子、巡八河（熱鬧時用的） 

扮仙有大、小八仙，新、八仙，最好扮的是醉仙，因為都是鼓介 

通常要１０位才可以出陣，傢私有：鑼、鼓、鈔、三絃、大吹、噠仔、吉他、嘭

鑼（娶新娘時用） 

他表示，喜、喪的場合時都可使用八音吹，但音會不同，喪聲音會吹的比較陰聲。 

八音吹也有大小之分，以前有錢人結婚時，前面用小八音吹，後面用大八音吹。 

 

 

 

 

 

 

 

 

 

 圖 25  受訪者 蔡游芒(妻)和蔡垂發(夫) (許郁婷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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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03 

時間：15：10 

受訪者：吳玉煖－涼樂軒 

工作人員：洪宗平、林采汝、許郁婷 

 

    吳玉煖，13 年次（87 歲），祖籍福建省泉州府，40 歲時因為有興趣而在村

里的活動中心學的，跟張育聰老師學鑼、鼓、鈔，也有學唱，會的唱腔有小生、

細口、老生，之後老師是周再傳。爸爸吳信才有學，但不知道學什麼傢俬，吳玉

煖有三個哥哥，大哥並沒有學，二哥吳圳興學歕吹，三哥吳育清學拉絃，他們都

是涼樂軒的成員。 

    涼樂軒於日治時期由施塗成

立，拜西秦王爺，樂種屬於北管，

傢俬有撘鼓、吹、親仔（吳玉煖先

生說等於大鈔）、小鈔、大鑼、凸鑼、

二絃、大廣絃、品仔。當時的成員

加上前輩有 50 幾個人，現在剩下吳

玉煖一個人，拜天公、喪事、娶新

娘會出陣，喜事會扮仙、對曲如：      圖 26  受訪者  吳玉煖(林采汝拍攝) 

《王寶釧》、牌子如：＜送子＞， 

娶新娘時會用八音，傢俬包括響盞、小鑼、碰鑼、親仔、噠仔等。附近每個村庄

都去過，是義務幫忙，而最遠去過林內。 

    吳玉煖保存的手抄本是由他稱為筆仙的邱清涼所抄的，而抄本內的吳玉煖都

會，裡面有獨唱和對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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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01 

時間：16：00 

受訪者：邱聰吉－同樂成 

工作人員：洪宗平、林采汝、許郁婷 

 

    邱聰吉，85 歲（14 年次），祖籍廣東省饒平縣（知道是自己客家人），30 幾

歲學的，當初庄里的前輩會教他們，而他有興趣學了品仔。 

    同樂成成立 50 年以上，由邱清正成立，一開始有 4.50 個團員，後來慢慢只

剩下 10 幾個，現在剩他一個而已。同樂成拜的樂神是天子文生。八音用在娶新

娘，傢俬有八音吹、小鈔、響盞、碰鑼、拍板，記得的牌子有〈一粒星〉、〈九柳

點〉、〈緊中慢〉，如果排場的話會用到〈百家春〉。邱聰吉說正南管的傢俬有品仔、

琵琶、二絃、三絃、吊規仔、拍板。後來也加入「北打」，融合成「南唱北打」

的九甲。邱聰吉說他們是屬於品館比較熱鬧，而溪湖那邊的是洞館。 

他希望有老師能帶一團，之後再傳教下去，這樣才不會可惜了。 

 

 

 

 

 

 

 

 

 

  圖 26  受訪者 邱聰吉(左邊第二位)(許郁婷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