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三 章  廟 會 陣 頭 概 說  

3.1 文 化 概 說  

大 辭 典 （ 三 民 書 局 ） 解 釋 ：「 民 俗 」 包 括 生 活 方 式 、 宗 教 信 仰 、

神 話 、 傳 說 、 民 謠 、 格 言 、 遊 戲 、 舞 蹈 、 盛 典 、 咒 語 、 . . .等 流 傳 於

民 間 的 文 學 、 藝 術 、 音 樂 等 。  

從 生 活 來 看 文 化 ， 文 化 指 ： 食 、 衣 、 住 、 行 、 生 命 禮 儀 、 休 閒 、

人 的 成 長 的 總 總 活 動 、 行 為 、 器 物 的 特 色 。 從 日 常 生 活 的 提 昇 來 看

文 化 ， 文 化 指 ： 一 群 人 的 思 想 、 信 仰 、 文 學 、 藝 術 的 活 動 、 行 為 、

作 品 的 特 色 。 另 外 從 年 齡 層 、 性 別 、 母 語 … 的 喜 好 來 看 文 化 ， 文 化

指：人 類 社 群 的 一 種 分 辨，分 辨 一 群 人 在 更 大 的 團 體 裡 的 種 種 活 動 、

行 為 、 器 物 的 相 異 與 相 同 之 處 。 信 仰 為 民 俗 的 一 部 份 ， 兩 者 密 不 可

分 。 信 仰 存 在 於 各 族 群 、 各 團 體 中 ， 整 個 族 群 生 活 中 ， 無 論 是 誰 都

會 受 到 影 響 ， 甚 至 涵 蓋 一 生 。  

就 筆 者 分 析 ， 台 灣 民 間 的 神 明 信 仰 很 多 ， 也 很 紊 亂 。 而 且 發 現

這 些 信 仰 中 缺 乏 明 確 的 文 字 經 典 、 宗 旨 目 標 及 教 義 等 。 多 數 的 信 眾

搞 不 清 所 崇 拜 的 神 明 是 何 來 歷 ， 如 知 道 也 是 口 耳 相 傳 得 到 的 ， 信 徒

各 拜 各 ， 各 求 所 需 ， 不 用 負 教 義 責 任 ， 也 沒 有 使 命 感 ， 只 為 了 個 人

寄 託 、 依 賴 ； 平 日 上 廟 上 香 者 不 多 ， 有 活 動 時 人 潮 才 明 顯 增 加 ， 另

外 也 有 人 連 心 目 中 的 偶 像 都 可 以 作 為 神 明 膜 拜 ， 甚 至 無 奇 不 有 。 也

由 此 可 瞭 解 ， 台 灣 的 「 神 明 」 是 一 種 象 徵 ， 一 種 崇 拜 ， 崇 拜 祂 們 擁

有 掌 管 著 民 間 吉 祥 、 賜 福 、 保 佑 、 正 義 、 懲 罰 等 等 的 善 惡 行 為 的 裁

判 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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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廟 會 活 動 的 社 會 意 義  

迎 神 廟 會 是 台 灣 民 間 對 所 供 奉 的 神 明 表 現 敬 意 ， 所 辦 的 慶 祝 活

動；一 則 以 祈 福 消 災，一 則 以 娛 樂 眾 人，再 就 是 聯 絡 感 情 凝 聚 力 量 。

然 而 在 資 訊 發 達 的 今 天 ， 西 方 文 化 衝 擊 下 ， 漸 漸 式 微 、 沒 落 ， 甚 至

有 的 已 經 淘 汰 不 存 在 了 。  

台 灣 的 民 間 信 仰 如 深 入 研 究 探 討 會 發 現 ， 其 蘊 涵 有 先 民 許 多 的

生 命 哲 理，心 靈 慰 藉 等 義 意。廟 會 活 動 除 祭 典 儀 式 外，也 加 入 聯 誼 、

互 動 的 活 動 ， 如 陣 頭 表 演 。 農 業 社 會 時 ， 部 落 村 莊 藉 由 神 明 廟 會 慶

典 的 日 子 ， 誠 心 參 與 及 表 演 祝 賀 ， 為 神 明 服 務 ， 祈 求 神 明 更 多 的 保

佑 與 賜 福 。 廟 會 活 動 ， 動 員 村 民 參 加 ， 凝 聚 村 落 社 區 的 認 同 ， 加 強

村 民 團 結 及 推 動 社 區 建 設 等 社 會 功 能。藉 活 動 宴 客，敘 舊 聯 絡 感 情 ，

達 到 村 落 族 群 的 聯 誼 社 交 功 能 。 看 場 酬 神 大 戲 等 ， 娛 樂 自 己 ， 舒 解

勞 動 工 作 的 辛 勞 ， 另 外 也 藉 活 動 教 化 下 一 代 律 己 為 善 ， 因 果 關 係 的

生 存 哲 理 ， 早 期 廟 會 活 動 是 一 件 全 村 動 員 的 盛 事 。  

 

3.4 廟 會 活 動 的 內 容  

 

 

 圖 50、廟會遶境活動的隊伍組織 

 

廟 會 活 動 是 藉 神 明 誕 辰 、 建 醮 大 典 、 割 香 （ 割 香 ： 小 神 明 移 駕

到 香 火 鼎 盛 的 廟 內 參 拜 ， 分 享 其 靈 氣 、 香 火 氣 的 參 拜 活 動 ） 等 ， 舉

行 的 慶 典 祈 福 活 動 ， 慶 典 活 動 的 同 時 ， 也 舉 行 遶 境 鄉 里 ， 有 宣 揚 神

威 之 外 ， 也 作 驅 邪 賜 福 於 鄉 里 百 姓 的 恩 典 活 動 ， 早 期 農 業 社 會 在 醫

療 科 技 欠 缺 時 代 ， 生 命 的 存 活 很 難 找 到 合 理 的 依 據 ， 神 明 的 保 佑 、

懲 罰、降 災、賜 福 視 為 必 然，因 此 百 姓 視 神 明 廟 會 是 大 事。廟 會 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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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部 有 祭 典 儀 式 ， 廟 門 口 還 有 酬 神 戲 等 表 演 ； 境 外 則 由 祭 奉 的 主 神

乘 坐 鑾 轎 ， 組 成 遶 境 隊 伍 ， 作 區 域 宣 揚 或 境 外 「 割 香 」 等 聯 誼 。 遶

境 隊 伍 的 基 本 組 織 有 如 圖 42， 浩 浩 蕩 蕩 ， 熱 鬧 有 加 ， 有 如 古 帝 王 出

巡 盛 大 威 武 。  

就 出 巡 隊 伍 作 基 本 說 明 ： 首 先 是 「 報 馬 仔 」 在 前 頭 引 導 ， 通 風

報 訊 於 路 邊 魍 魎 ， 遠 離 暫 避 ， 有 如 古 代 探 軍 情 放 哨 的 「 斥 侯 」；「 士

紳 長 老 」帶 隊；「 關 牌 」表 明 申 請 出 關 宮 主 身 份，遶 境 時 間、區 域 等 ；

「 大 旗 」宮 廟 的 主 旗 以 表 明 身 份 ；「 開 路 大 鼓 」告 知 全 民 百 姓 隊 伍 將

至，出 門 恭 迎，並 告 知 妖 魔 邪 物 暫 避；「 謝、范 將 軍 」驅 拿 妖 魔 邪 物 ，

保 境 平 安 ；「 旗 牌 」 肅 靜 、 迴 避 以 表 主 事 者 權 威 ；「 大 鑼 」 轎 前 鑼 ，

告 知 神 轎 將 至 ， 百 姓 出 門 來 恭 迎 ；「 掃 角 」 轎 前 護 衛 隊 ；「 大 吹 」 有

全 民 歡 騰 樂 洋 洋 之 意 ；「 涼 扇 」 表 身 份 崇 高 ， 原 為 遮 陽 用 ；「 爐 主 」

廟 會 當 年 的 主 事 者 ；「 主 神 轎 」主 神 明 鑾 轎 。 整 個 出 巡 隊 伍 ， 有 如 皇

帝 出 巡 的 陣 式 ， 顯 現 神 明 的 身 分 與 地 位 的 尊 貴 。 其 他 神 轎 隊 伍 是 來

膜 拜 或 友 情 相 挺 協 助 出 巡 等 ； 陣 頭 隊 伍 則 是 陪 襯 ， 以 演 增 添 活 動 熱

鬧 氣 氛 用 。  

筆 者 的 創 作 以 陣 頭 表 演 內 容 為 主 題 ， 因 此 內 容 與 資 料 的 收 集 偏

重 在 此 部 份 。 廟 會 陣 頭 的 起 源 與 台 灣 的 開 墾 史 有 絕 對 的 相 關 ， 起 源

有 開 墾 移 民 時 自 大 陸 傳 入 ， 如 宋 江 陣 ； 有 本 土 自 創 者 ， 如 花 鼓 陣 ；

也 有 現 代 社 會 所 衍 生 者 ， 如 電 子 花 車 等 ； 其 內 容 有 消 災 解 厄 者 ， 有

祈 求 國 泰 民 安 者 ， 有 保 鄉 愛 莊 者 ， 有 表 現 農 村 生 活 情 趣 者 ， 純 戲 謔

逗 趣 的 陣 頭 等 等 。 陣 頭 隊 伍 的 表 演 形 式 內 容 ， 溶 入 音 樂 、 戲 曲 、 武

術 、 造 型 、 服 裝 、 宗 教 、 信 仰 、 生 命 、 禮 俗 、 農 村 生 活 縮 影 等 ， 這

些 內 容 ， 滿 足 了 早 期 農 業 社 會 時 ， 生 活 條 件 惡 劣 、 娛 樂 不 足 、 生 存

需 求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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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與 廟 會 活 動 多 次 後 ， 將 經 常 出 現 的 陣 頭 隊 伍 作 整 理 分 類 ：  

陣 頭 性 質  陣 頭 名 稱  人   數  組 織 特 色  其   它  
八家將 16、32 人 畫臉、戴冠、七彩繡

服 

走步七星步等 

十 三 太 保 13 人 畫臉、戴冠、七彩繡

服 

7-13 歲學童，屏東 

宗教陣頭 

大仙神偶 單偶、雙偶、三

偶不等 

單人操控大神偶 誇張三帶趣味性 

武術陣頭 宋江陣 26.72.108 人組

（人數最多） 

繞圈、單演、對打 配一隻金獅表演，鑼、

鼓 

舞龍陣 人數依長短節不

等 

對龍珠起伏、穿、

翻、滾 

鑼、鼓、鈸，龍珠 

舞獅陣 2 人一組全隊人

數 20-30 人不等

滾、跳、咬等 配一大頭佛，鑼、鼓、

鈸 

跳 鼓 陣  8 人 以 上  跳 四 門 、 穿 空 、

疊 羅 漢 等  

鑼、鼓 

表演陣頭 

高 蹺 陣  人 數 不 等，看

表 演 內 容  

跳 躍 、 仰 、 臥 、

翻 滾 等  

依戲碼。鑼、鼓、鈸 

車 鼓 陣  2 人 （ 旦 丑 ）

一 組 ， 2-3 組

旦 丑 對 演 等  梆 胡 、 月 琴 、 二

弦 、 鐃 等  

布 馬 陣  8 人 不 等  騎 馬 拌 倒 、 踢 人

等 趣 味 性 表 演  

鑼、鼓、鈸、嗩吶 

小 戲 陣 頭  

牛 犛 陣  6 人 以 上  農 耕 及 男 女 打

情 罵 俏 小 戲  
放 錄 音 帶  

 

 

 

 

 

圖 51、長老與關牌，有騎馬有坐

車者 
 

圖 52、神轎隊伍，有信眾俯臥地上讓神 
轎崇申通過 

 

 

\  

 

 

圖 53、酬神廟前戲，以傳統歌仔戲為多 圖 54、趣味陣頭鬥牛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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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廟 會 陣 頭 內 容  

圖 55、報馬仔造形 陳彥仲

等 2003 台灣的藝陣 

常 見 於 廟 會 活 動 的 陣 頭 ， 各 陣 頭 隊 伍 人 數 多 少 不  

一 ， 也 因 地 區 而 有 不 同 ； 筆 者 就 以 最 常 見 、 人 數 較 多  

、 可 看 性 強 及 應 用 於 本 創 作 內 容 相 關 的 陣 頭 做 介 紹 ：  

◎ 報馬仔  

「 報 馬 仔 」 的 正 名 叫 「 探 馬 仔 」 ， 應 該 是 由  

「 探 子 」 或 「 探 子 馬 」 轉 變 而 來 ， 就 是 通 風 報 信  

之 意 。 在 廟 會 的 任 務 是 ， 在 活 動 隊 伍 前 頭 ， 沿 途  

敲 鑼 通 報 告 知 ， 遶 境 活 動 隊 伍 到 達 的 訊 息 。 「 報  

馬 仔 」的 扮 相 古 怪 很 引 人 注 目 ： 身 穿 清 朝 服 ， 外 披 羊 毛 襖 ， 戴

斗 笠 ， 戴 老 花 眼 鏡 ， 肩 挑 油 紙 傘 ， 上 掛 豬 蹄 韭 菜 ， 手 提 銅 鑼 煙

斗， 左 腳 穿 草 鞋 捲 褲 管 ， 右 腳 生 瘡 打 赤 足 ， 留 燕 尾 鬚 等 怪 異 裝

扮。除 作 報 訊 外，提 示 慰 勞 陰 魂 野 鬼（ 肩 挑 的 豬 蹄 韭 菜 就 是 ），

請 其 閃 避 以 期 開 路 平 安 之 意 義 。  

 

◎  獅  陣  

舞 獅 在 台 灣 鄉 城 內 ， 每 逢 春 節 、

慶 典 、 廟 會 時 都 會 出 現 ， 作 吉 祥 、

熱 鬧 場 面 的 表 演，台 灣 民 間 俗 稱「 弄

獅 」， 所 組 成 的 隊 伍 就 稱 為 「 獅 陣 」。  
圖 56、獅頭 陳彥仲等 2003 台灣的藝

形 的 差 異 ， 分 為 閉 口 獅 、 開 口 獅 、 醒 獅 、 北 方 獅 。  

（ 1） 閉 口 獅 ： 獅 頭 的 嘴 巴 固 定 不 能 開 啟 者 稱 之 ， 流 行 於 西 螺

一 帶 及 台 灣 南 部 。 團 隊 的 組 成 以 各 地 宮 廟 成 員 或 國 術 館

成 員 為 多 。  

（ 2） 開 口 獅 ： 獅 嘴 可 以 張 開 ， 啟 動 者 稱 之 ， 流 行 於 台 灣 北 部

地 區 。 團 隊 以 國 術 館 成 員 組 成 為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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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醒 獅：以 中 國 廣 東 地 區 為 流 行 地 區，醒 獅 造 形 裝 飾 華 麗 ，

在 大 型 慶 典 中 最 常 見，而 其 表 演 的 動 作 也 多，是 很 受 歡 迎

的 舞 獅 表 演 。（ 陳 彥 仲 等  台 灣 的 藝 陣  遠 足 文 化 ）  

 

◎  醒獅團  

同 為 「 舞 獅 」 ， 但 卻 有 不 同 風 格 與

表 演 方 式 的 「 醒 獅 」 ， 它 除 了 舞 獅 ，

還 有 特 技 。 醒 獅 的 表 演 ， 前 頭 必 有 一

位 執 大 葵 扇 的 「 大 頭 佛 」 （ 笑 佛 ） ，

一 則 引 導 ， 一 面 戲 弄 ， 增 加 和 樂 氣 氛 。  

圖 57、醒獅團做跳樁表演 筆者 攝 

醒 獅 的 色 彩 鮮 豔 ， 造 型 可 愛 討 喜 ， 其 表 演 又 具 有 「 驅 邪 呈 祥 」

「 歡 慶 佳 節 」 的 宗 教 功 能 ， 為 廣 受 人 們 喜 愛 的 陣 頭 之 一 。 （ 黃

文 博  著 20 0 0  台 灣 民 間 藝 陣  ）  

 

◎  龍  陣  

靈 物 的 創 造 是 為 了 讓 部 族 成 員 有 共     

同 的 崇 拜 ， 其 圖 像 與 形 象 符 號 ， 用 來

控 制 真 實 的 實 用 目 的 。（ 王  林  著  1993  

美 術 形 態 學 ） 龍 就 是 想 像 創 造 出 來 的 造

型 ， 其 造 型 有 駱 駝 頭 、 鹿 角 、 兔 眼 、 牛 耳 、 鳥 爪 趾 、 蟲 （ 蛇 ）

身 、 魚 尾 、 魚 鱗 等 ， 各 種 兇 猛 異 獸 所 結 合 的 造 形 。 龍 的 特 徵 是

有 圖 騰 崇 拜 與 物 象 崇 拜 的 本 質 。（ 王  林  著  1993  美 術 形 態 學  ） 龍

傳 統 上 象 徵 著 尊 貴 吉 祥 之 獸。龍 陣 表 演 時，以 龍 珠 來 帶 動 指 揮

龍 頭 的 移 動 與 起 伏 ， 所 謂 的 「 龍 搶 珠 」。 龍 身 作 左 右 上 下 流 暢

的 弧 度 擺 動， 龍 尾 也 隨 著 身 體 翻 滾 擺 動。 表 演 形 式 有 行 禮、 穿

身 、 蟠 龍 、 騰 雲 、 纏 身 、 戲 水 等 表 演 。  

圖 58.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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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將 陣  

紋 身 、 紋 面 有 化 裝 或 威 脅 對 手 的 效 果 。

其 圖 像 與 形 象 符 號 用 來 達 到 某 種 控 制 的 實

用 目 的，如 原 始 部 落 的 黥 面、身 體 塗 妝 等 ，

因 塗 妝 後 有 強 化 作 用 及 神 祕 感 而 產 生 威 嚇

之 效 果 。（ 註  王  林  著  1993  美 術 形 態 學 ）  

在 台 灣 民 間 廟 會 活 動 諸 多 宗 教 性 陣 頭 中 ，

「 八 家 將 」是 一 種 嚴 肅 、 震 撼 與 神 秘 的 陣 頭 ，「 八 家 將 」以 五

彩 臉 譜 、 錦 服 、 絨 頭 盔 、 手 持 刑 具 ， 誇 張 步 伐 、 神 祕 的 舞 蹈 肢

體 動 作 等，隊 伍 視 覺 效 果 強 烈，在 現 場 總 是 成 為 人 們 注 視 的 焦

點 。 盛 行 於 廟 會 活 動 並 成 為 迎 神 廟 會 重 要 陣 頭 。「 八 家 將 」也

叫「 什 家 將 」或「 家 將 團 」，宗 教 角 色，是 協 助 緝 拿 妖 魔 鬼 怪 ，

以 七 星 步、四 門 陣、八 卦 陣 等 等 步 伐 變 化、作 攻 擊 和 圍 捕 鬼 魂，

使 鬼 魂 無 所 遁 形 ， 以 求 安 民 保 境 。  

圖 59、八家將 筆者攝

 

 

 

 

 

 

 

 

 

 

 

圖 60、什役挑刑具帶頭表演，文差

武在前頭  筆者 攝 
圖 61、各家將團的服裝畫臉不盡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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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將 組 合 與 角 色 示 意 圖  

＊ 刑 具  什 役  ＊ 刑 具     

  職 司  將 名   信 物      信 物  將 名   

傳 令  文 差 ＊  令 牌    ＊ 令 旗 武 差    

刑 罰  甘 爺 ＊  戒 棍    ＊ 戒 棍 柳 爺  

捉 拿  謝 爺 ＊  魚 枷    ＊ 方 牌 范 爺  

審 問  春 神 ＊  木 桶    ＊ 火 盆 夏 神  

審 問  秋 神 ＊ 金 光 鎚   ＊ 毒 蛇 冬 神  

判 押  文 判 ＊  珠 筆    ＊鐗  武 判  

（錄至 黃 文 博  著 2 000  台 灣 民 間 藝 陣  p40）  

◎  宋

 

 

江 陣  

「 宋 江 陣 」 ， 它 是 廟 會 活 動 中 ，

隊 伍 最 龐 大 武 術 陣 頭 。 「 宋 江 陣 」

的 源 流 有 多 種 說 法 ；（ 1）源 自《 水

滸 傳 》 宋 江 攻 城 所 用 的 武 陣 ； （ 2）

源 自 少 林 寺 的「 實 拳 」；（ 3）源 自

中 國 福 建 漳 泉 地 方 自 衛 武 力 的 團 練 ； （ 4） 源 自 清 末 台 南 府 城

的 「 義 民 旗 」等 傳 說 。「 宋 江 陣 」 的 基 本 理 念 是 來 自 「 梁 山 泊

式 」的 陣 容 ， 其 中 以 三 十 六 人 陣 為 最 普 遍 ， 意 取 三 十 六 天 罡 。

「 宋 江 陣 」成 員 人 手 至 少 一 樣 兵 器 ， 如 大 統 領 宋 江 的 頭 旗、 副

統 領 玉 麒 麟 盧 俊 義 的 雙 鋼、黑 旋 風 李 達 的 雙 斧、大 刀 關 勝 的 大

刀 、 雙 劍 、 雙 刀 、 齊 眉 棍 、 板 尖 、 靶 仔 、 金 鉤 、 雙 錘 、 丈 二 、

撻 仔 刀、斬 馬 刀、鉤 賺 鎗 等。「 宋 江 陣 」的 陣 型 表 演 配 合 鑼 鼓 、

銅 鈸 的 音 樂 節 奏 作 變 化 。 由 打 圈 拜 祖 師（ 田 都 元 帥 雷 海 清 ）開

圖 62、宋江陣 筆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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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此 一 儀 式 叫「 發 彩 」，然 後 才 各 種 陣 式 表 演，有 單 人 兵 器 、

空 拳、雙 人 兵 器 套 招、龍 吐 耳、跳 四 門、跳 中 尊、開 斧、雙 套 、

連 環 套 等 表 演 。「 宋 江 陣 」在 陣 頭 中 偏 向 於 習 武 健 身 表 演 ， 也

具 有 開 路 解 厄、驅 邪 祭 煞 等 宗 教 儀 式 的 功 能。（ 黃 文 博  著 2000  台

灣 民 間 藝 陣 ）  

 

  ◎  

與

娛 樂 性 甚 佳 的 陣 頭 。 （ 黃 文 博  2000  台 灣 民 間 藝 陣 北  常 民 文 化 ）  

 

跳鼓陣  

「 跳 鼓 陣 」 是 廟 會 活 動 最 具 活 力

與  動 感 的 一 支 陣 頭 ， 有 些 地 方 叫

「 鼓 花 陣 」 ， 也 有 叫 「 大 鼓 弄 」 或

「 鼓 花 陣 」 。 其 所 指 的 都 是 以 跳 躍

和 擊 鑼 鼓 為 主 要 表 演 形 態 。 吳 新 榮 等 人 編 纂 的《 台 南 縣 志 》：

「 兩 人 一 對 手 ， 一 人 持 涼 傘 ， 一 人 抱 大 鼓 ， 涼 傘 打 迥 旋 ， 大 鼓

雙 面 打 ， 邊 打 邊 舞 。 另 有 打 鑼 手 三 、 四 人 圍 住 大 鼓 ， 邊 打 邊 舞

之 ， 又 名 弄 鼓 花 。 」「 跳 鼓 陣 」 的 組 成 結 構 ： 一 支 頭 旗 、 一 面

大 鼓 、 兩 支 涼 傘 和 四 面 銅 鑼 的「 八 人 組 」。 頭 旗 在 前 導 引 ， 大

鼓 居 中 為 主 角 ， 涼 傘 則 穿 梭 扮 串 場 ， 銅 鑼 介 居 四 角 搭 配 。 表 演

時 以 大 鼓 為 中 心，屈 膝 開 步，各 擊 鼓、鑼 和 轉 動 涼 傘，以 打 圈 、

跳 四 門 、 空 穿 、 娛 蚣 陣 、 龍 門 陣 、 八 卦 陣 等 ， 部 份 隊 伍 為 增 加

表 演 性 ， 則 加 入 翻 肋 斗 、 疊 羅 漢 、 打 繡 花 拳 、 仰 腰 咬 錢 、 等 穿

梭 於 陣 中 。 以 年 輕 女 性 為 多 ， 服 裝 豔 麗 ， 擺 頭 搖 身 ， 可 看 性

圖 63、跳鼓陣 作穿人表演  筆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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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鈸 ， 中 部 放 錄 音 帶 ， 北 部 則 與 舞 獅 結 合 。 （黃文博 2000 台灣民間藝陣 ） 

◎  牛

演 ， 也 作 諷 刺 癩 蛤 蟆 （ 犁 兄 ） 想 吃 天 鵝 肉

（ 犁 妹 ） 的 戲 碼 。  

蹺陣  

「 高 蹺 陣 」一 般 叫「 踏 蹺 陣 」，是   以  

「 足 膝 同 綁 長 木 兩 支 ， 走 路 為 戲 的 表

演 」，「 高 蹺 陣 」又「 文 高 蹺 」和「 武

高 蹺 」 兩 種 ， 前 者 著 重 人 物 表 情 的 情

節 表 演 ， 動 作 細 膩 、 唱 工 講 究 ， 有 台

詞 有 劇 情 。「 武 高 蹺 」以 特 技 或 打 拳 為 主 ， 現 在 常 見 的「 高 蹺

陣 」 以 武 陣 為 多 。 打 拳 、 耍 兵 器 、 馬 伕 勒 馬 ， 雜 耍 、 翻 肋 斗 、

單 腳 跳 等。有 部 份 的「 高 蹺 陣 」還 是 有 戲 碼 的，如 演「 白 蛇 傳 」、

「 八 仙 過 海 」、「 關 公 保 二 嫂 」等 。 在 配 樂 方 面 ， 南 部 用 鑼 鼓

圖 64、高蹺陣  筆者 攝 

 

犁 陣  

「 牛 犁 陣 」是 以 農 耕 生 活 寫 照 的 娛 樂

性 很 高 的 歌 舞 陣 頭 表 演，也 稱「 牛 犁 歌

陣 」。 基 本 角 色 至 少 有 8 名 ， 包 括 田 頭

家 、 牽 牛 的 犁 兄 、 推 牛 的 犁 妹 、 挑 夫 、 圖 65、牛犁陣圖、陳彥仲等 2003
台灣的藝陣 

兩 名 增 添 熱 鬧 的 旦 角 與 丑 角 ， 及 一 牛 （ 一 人 手 拿 紙 糊 牛 頭 代 表  

耕 牛 ）與 一 牛 犁（ 手 推 裝 輪 子 的 犁 具 ），以 三 八 婆 造 型 的 犁 妹 ，

與 犁 兄 打 情 罵 俏 ， 及 不 滿 意 犁 兄 身 份 低 賤 的 頭 家 ， 互 相 貫 穿 全

場 表 演 。 作 娛 樂 性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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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概 ， 但 因 為 喜 歡

廟 會

裝 、 行 銷 及 有

效 的 管 理 等 ， 讓 那 微 弱 將 熄 的 燭 光 再 度 火 旺 起 來 。

結 語  

陣 頭 表 演 因 廟 會 活 動 而 生 ， 廟 會 活 動 的 參 與 者 ， 隨 著 社 會 結 構

變 遷 ， 年 輕 者 外 出 工 作 ， 思 想 開 放 ， 科 技 打 破 迷 信 神 力 ， 活 動 娛 樂

多 元 化 ， 聲 光 電 玩 ， KTV， 外 來 文 化 崇 拜 等 因 素 的 衝 擊 ， 對 神 明 的

敬 畏 、 崇 拜 、 祈 福 、 寄 託 之 心 也 不 再 神 秘 與 依 賴 。 再 說 廟 會 活 動 內

容 形 式 一 成 不 變 ； 社 經 地 位 在 上 層 者 ， 有 能 力 建 設 者 不 屑 參 加 ， 年

輕 者 忙 碌 於 工 作 或 其 它 消 遣 而 不 參 加 ， 最 後 掌 控 權 落 到 社 經 地 位 低

階 者 為 多，有 的 變 相 為 生 財 工 具，甚 至 詐 財 工 具 不 等。對 活 動 來 說 ，

主 動 參 與 人 員 不 足 ， 只 好 用 顧 請 方 式 湊 齊 人 數 組 隊 參 ， 因 經 費 不 充

裕 ， 價 碼 不 高 ， 只 能 顧 請 一 些 平 日 無 固 定 工 作 的 長 者 或 年 輕 人 。 另

其 中 有 許 多 陣 頭 還 是 商 業 性 陣 頭 如 ， 踩 高 翹 陣 、 廣 東 獅 陣 、 八 家 將

等 ， 看 經 費 聘 請 參 加 ， 添 人 氣 添 熱 鬧 。 年 輕 人 參 與 最 多 的 是 「 家 將

團 」 之 類 的 陣 頭 ， 家 將 團 的 年 輕 成 員 又 以 身 背 刺 青 ， 長 髮 披 肩 、 口

嚼 檳 榔 者 為 多 ， 旁 邊 還 跟 隨 一 群 染 髮 年 輕 辣 妹 服 侍 在 旁 ， 讓 人 有 不

良 幫 派 團 隊 的 氣 氛，少 了 嚴 肅 與 尊 敬，多 了 一 份 戒 心。就 整 體 感 受 ，

遶 境 隊 伍 是 羅 鼓 喧 天 ， 砲 聲 連 連 ， 好 不 熱 鬧 的 樣 子 ， 但 近 看 時 參 與

隊 伍 人 員 參 差 不 齊 ， 服 儀 不 整 ， 態 度 懶 散 不 嚴 謹 、 道 具 破 舊 ， 隊 伍

缺 乏 公 德 心，隨 地 吐 檳 榔 汁、亂 丟 飲 料 容 器 等，走 到 那 裡 髒 到 那 裡 ，

與 崇 神 祈 福 的 虔 誠 心 很 不 諧 調 。 雖 然 內 心 滿 懷 著 感

題 材 ， 因 此 筆 者 還 是 經 常 去 參 與 收 集 資 料 。  

廟 會 形 象 要 提 升，精 美 文 化 要 保 存，除 主 事 者 與 參 與 者 層 次 的 提

高 外 ， 政 府 經 費 的 協 助 ， 再 透 過 視 覺 傳 達 的 美 化 、 包

 

廟門口點香用火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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