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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        文        摘        要 

     

 

      台灣廟宇雖然很多，在各地的廟宇當中常常看到一些廟會節慶的活動，這

些文化是台灣傳統文化社會中最重要的活動之一，是不可或缺的。而在廟會

中的活動上，常看到陣頭、歌仔戲、念經、布袋戲…等相關儀式與活動的舉

辦。  

      然而，在台灣有許多形形色色的廟宇，每個廟宇的形成或是形式內容中都

有不同的做法和形式上不同；在岡山有著各式各樣的在地文化，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就是歷史悠久的壽天宮、讓我看到在岡山壽天宮裡有著不一樣的特

色，因藉由這次的資料蒐集當中，筆者藉以研究台灣廟宇的音樂作為主題，

以岡山壽天宮為主要探討對象。 

      本文共分五大章。第一章緒論、第二章為岡山地區的地理位置簡介與壽天

宮歷史上的緣起、第三章為附設國樂團的成立，相關樂團上成員的基本簡介，

第四章為國樂團的音樂，集合音樂上演奏上問題、在壽天宮之地位，並說明

國樂團存在於壽天宮之意義。第五章為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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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記得小時候，常常與外婆、媽媽去廟裡拜拜，有時都會看到廟裡所舉辦

得一些儀式祭典或是廟會活動；來自不同各形各色的團體來廟宇表演，讓廟

宇更興盛熱鬧。而外婆則在廟裡工作，讓我從小到大經常接觸到，廟宇〝壽

天宮〞，讓我印象深刻。進而有一次，在天上聖母的聖誕時，看到有一個國樂

團與祭典儀式一起進行，與音樂相結合。對於那次的印象讓我記憶猶新，我

幾乎很少看到廟宇會與國樂團的理念一起做為祭拜科儀上相連結，把整個儀

式的程序透過音樂詮釋使得在祭拜過程更為莊嚴肅穆。 

      所以，藉此這個機會研究此題目。一開始經由媽媽告訴我去瞭解這間廟

宇，看看是否有我想要研究的方向。因而藉此瞭解到廟裡很多形形色色的文

化特色，更讓我發現壽天宮也有附設誦經團與國樂團；便讓我就此研究壽天

宮所附設國樂團為主要目地之ㄧ。目的希望更進一步地瞭解廟宇為何要附設

國樂團、成立之後有何貢獻、對於國樂團在廟宇文化中有什麼付出呢？並探

討它所扮演的角色？也藉著國樂團的表演形式上有著什麼樣的特色及形式上

的安排。由於壽天宮是從很久就存在於岡山鎮內最有名香火鼎盛的廟宇之

一，使廟宇在岡山地區受到信徒的虔誠祭拜；讓壽天宮一直綿延傳承下去，

也是我們值得保存的歷史文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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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調查方法 

      本研究以岡山壽天宮所附設的國樂團做為我研究目標的主軸；以本宮的環

境設立、型態上的變化、發展文化於本宮的藝術文化為資料蒐集。在研究調

查中，針對主題上詮釋其分析；探討對於本宮無論是客觀性或主觀性的詮釋

描述內容，都會牽涉到每個人的個人角度有所改變。因而在研究方法中，透

過這次的研究，瞭解壽天宮的人事物當中，進行探究瞭解；並解釋之意義的

架構整理統整。 

      在研究過程中，首先蒐集相關研究題目的相關書目、論文、期刊…等相關

資料，進行整理資料、分析，分類統整，並以筆者親自到壽天宮做田野調查，

一一做為我參考的方向，並以訪問者口頭上的訪問記錄中或是錄音中整理出

一份民族誌及口述歷史，讓我更加深刻瞭解如何針對我所研究的主題作為資

料來源的一部分。 

      而本研究計畫，以質性研究為主要研究方法，以下列幾點做為我參考方向： 

(一)文獻資料：首先，蒐集各類相關資訊的訊息，並以相關書目、期刊、碩博

士論文或是網站當中，收集各種相關文獻資料。並一一統整出各個方向的分

析資料，再匯整出一份詳細研究方向做為筆者的研究參考方向。 

(二)參與觀察法：經由本身瞭解自己所要調查的田野工作當中，對於廟宇文

化、與訪問者的互動、加以參與觀察，以第三人稱的方式進行體驗觀察周邊

所有事物，透過這個方式觀察樂團中的優缺點；也透過訪談中深度了解、直

接觀察到國樂團的團員對於樂團上的想法與意見。 

(三)深度訪談：透過與樂團的團長、指導老師、委員會中的相互訪談過程誌中，

可以企圖了解訪問者的內容過程中的想法與感觸；進而發現新問題，提出來

作為更深一步了解，藉由這些途徑來其分析解釋，然而也因透過這樣的深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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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中，讓訪問者與筆者有了更進一步的收穫，經由這次讓我變成與訪問者

有了無話不談的話題。便從主觀性與客觀性的角度上更深瞭解研究者所訪問

得錄音檔與筆記中蒐集成資料把它論述出來，整理在我的報告中。   

    對於這部分，我從開始到訂立題目中，做出一個小小圖表規劃： 

◎研究過程中的大約圖表 1： 

  初步選題            開始訂立題目        開始蒐集資料            撰寫論文大綱 

                              是否有相衝到 

     

在蒐集與撰寫論            進一步深入調查                將相關資訊與研究題目 
文同時，開始進            ，蒐集書目、期刊            進行深入瞭解加以訪談， 
入當地做採訪、            、論文或網址相關            將所觀察的過程與蒐集 
觀察                                資料統整                            資料進行詳細方析，進行 
                                                                                    書寫一份報告 
 
                                                                                 
 

        第三節  研究地區與對象設定 

      研究對象以高雄縣岡山鎮壽天宮廟宇所附設的國樂團為主要探討對象。透

過國樂團的形態為主，涉及深入了解國樂團的形式構造，與他們練習狀況進

行觀察。之後經過訪談後，瞭解壽天宮未來對於樂團的規劃是否有進一步設

計？其國樂團的傳統文化做為筆者研究對象。 

 

第四節 文獻探討回顧 

      關於岡山壽天宮的研究，對於主題的研究沒有重複的研究出現，因此在廟

會的節慶、交流活動等不同主題的社會文化中，筆者以相關的學術論文、書

目中找到與筆者為相關的研究方向做為本題目的研究整里方向之一，以下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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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觀察到得依些相關資訊： 

      蔡泰山編著之《媽祖文化學術論文集》(2006)，這一本書結合了多位學者

的論文，談論於媽祖的相關研究主題。並發揚媽祖文化的傳承，讓學術論刊

中可以創造下一個文化層次，延續媽祖文化的傳統思想。在其中一篇論文：

媽祖信仰與政經社會意涵─以大甲媽祖為例，內容包括：媽祖信仰、祭典、

媽祖信仰與社會的關係等中看到民間信仰的傳統文化特質，在每年的遶境進

香活動中對於社會上有著什麼樣的功能；透過信徒的信仰和社會上的接觸，

得知媽祖不僅是文化的代表，也是我們廟宇對於信仰上的傳統文化的延續，

讓這項文化永遠傳承下去。陳仕賢《台灣的媽祖廟》(2006)，這本書結合台灣

各地的廟噢，對於歷史、建築、與信仰的傳播上看到各地台灣的廟宇都有不

一樣的特色，無論在建築上或是廟宇的歷史上都有著該地區所建立得起原目

的所在。並讓我參考到對於圖文上了利用與編排。此書得知每一個媽祖廟宇

中的發展過程，從歷史到建築，都是那麼細緻；讓筆者看到原來台灣媽祖的

文化對於社會之發展與在地文化息息相關。林一鳳《台灣專業國樂團營運之

研究─以高雄市國樂團為例》(2003)，此論文提到在樂團上的概況、組織架構、

設立起源、經營方式…等；也論述到國樂團的音樂藝術本質的問題，是否影

響到樂團的組成形式與音樂美學內涵。此論文提出：音樂本質、樂團定位、

樂界團結等三方面，做為她論文的研究。《岡山壽天宮宮誌》(1991)，介紹壽

天宮的歷史沿革，結構，建築上的說明，一一描繪本宮的歷史文化特色。岡

山鎮志編輯委員會《岡山鎮志》(1986)，本書說明所以岡山鎮上的所有事蹟，

無論是歷史、地裡、氣候、人文、藝術活動…等介紹，把岡山鎮所有的事蹟

通通寫在鎮誌上。筆者參考了對於岡山鎮的地理位置介紹，說明介紹進而論

述於本論文的廟宇的位置。陳盈君《西南沿海的王爺文化－兼論其廟會常見

民俗藝陣》(2005)，本論文研究於王船信仰方面的論述，說明王爺的來源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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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爺的廟會結構與民間藝陣中的系統，對於在台灣民間信仰中的生活是否

有與媽祖文化分庭抗體，及論文於民間信仰中的意義。林美容《媽祖信仰與

地方社區─高雄縣媽祖廟的分析》(1991)，透過高雄縣媽祖廟的地域層次、香

火的類型與儀式活動，探討香火的意義。得知地方性的廟宇信仰上的實況，

並調查高雄縣的廟宇中不同類型的資料，進一步說明南部地區在祭祀活動上

對媽祖的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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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高雄縣岡山壽天宮之歷史 

第一節 岡山地理位置簡介1 

      本鎮於台灣南部，北與路竹鄉、阿蓮鄉為界，南連橋頭鄉、梓官鄉，西與

永安鄉、彌陀鄉接壤，東與燕巢鄉、田寮鄉毗鄰。(參圖 1-2、1-3)   

岡山鎮在發展的過程中可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 

(一)草創期：處於草創時期的岡山，是屬於明鄭時期及日據初期，這時候的岡

山，人稱「竿蓁林」2或「阿公店」3。由於岡山昔日原為荒涼、渺無人煙的原

野，茅草竿(蓁仔)叢生莽莽，故名曰官眞林(竿蓁林)。 

(二)成長期：時間進入 1895 年至 1945 年間，日本佔領台灣。處於日據時代的

岡山在 1920 年被劃為高雄州岡山郡4岡山庄，自此阿公店正式更名為岡山，而

岡山名稱的由來是因為附近有大、小崗山之地標。日據時期岡山街之交通、

軍事地位日趨重要，市況迅速發展，人口急速增加，才會有今日岡山鎮的規

模。  

(三)璀璨期：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因岡山是日本空軍據點，遭受無情的毀滅

性轟炸，滿目瘡痍。隨著耕者有其田政策的執行、地方自治的實施及民國三

十八年後海峽對岸湧進的另一波移民朝，為岡山注任新血輪，空軍措施的擴

張，再次帶來繁榮，沖激了岡山現代化、擴張的腳步。火車站的東移，東區 

 

                                                       
1  引用於岡山鎮公所‐全球資訊網‐ 
http://www.gsto.gov.tw/main.php?mode=content&act=history&content_id=E01，98.01.02 
2  竿蓁林：由於岡山昔日原為荒涼、渺無人煙的原野，茅草竿(蓁仔)叢生莽莽，故名曰官眞

林(竿蓁林)。(參考於岡山鎮公所-全球資訊網-98.01.05) 

 
3 阿公店：相傳清康熙年間一老翁在溪邊築茅屋，並設攤販賣茶水、雜物，並供南北商旅住

宿之便。後來定居者漸多形村落，遂以老翁稱為「阿公」而茅屋為店，更名為「阿公店」(鄉

下之人稱店)。(參考於岡山鎮公所-全球資訊網-98.01.05) 

 
4岡山郡：管轄岡山庄、田寮庄、燕巢庄，阿蓮庄、路竹庄、湖內庄、彌陀庄(參考於

http://www.gsto.gov.tw/book/content.php?book=book_4&book_id=37，98.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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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劃、北區的興建、水患的整治，為岡山地區展露出百年老店重新閃耀的

的新契機。 

   而在很久以前，岡山位於阿公店溪，經常河水氾濫，使當時的人民不能遷

徙到到這塊的肥沃土地。到了在很久以前，流經岡山平原的阿公店溪，經常

氾濫。當時的人民始終不能遷徙到這塊肥沃的土地上。到了四、五百年前，

才有平埔族遷徙到岡山，過著漁獵的生活。後來漢人慢慢移入，聰明的生意

人，沿著阿公店溪的出口（彌陀舊港口），把貨物運送到仁壽橋附近交易，於

是岡山漸漸的成為鄰近鄉鎮的水陸運中心，在這三百多年來，岡山發展出三

條街，成為岡山阿公店最有名的三條街，非常最有意義的街坊歷史。這三條

阿公店的街為5：阿公店的第一街：維仁路6、阿公店的第二街：開元街7、阿

公店的第三街：平和路8(參圖 1‐1) 

 

 

 

 

                                                       
5  引用於鄉土教材─岡山鎮

http://content.edu.tw/local/kaushoun/chaukong/country/gangshan.htm(98.01.02) 
 
6維仁路：岡山鎮最古老的街道，早在 1661 年鄭成功登陸台南鹿耳門，驅逐荷蘭政權建立王

朝時期，即分派部將屯墾岡山的前峰和後協一帶，建立反清復明基地，隨後陸續有漢人移民

拓墾，逐漸形成小市集，並在現在的維仁路與平和路交接路口興建媽祖廟。 
7開元街：在日本殖統治台灣期間，為貫徹南進政策，於 1931 年選定岡山為日本海軍南進的

空軍機場，大量的日本軍人進駐岡山，開元街一帶陸續開設朝鮮樓、水逢樓、舊戲園等燈紅

酒綠的煙花場所，民間也配合建築一些仿巴洛克式的日本西式建築物，形成一時的繁華煙

花，老一輩的岡山人也以順口溜的形式，稱開元街為「開錢街」。 
8平和路：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末期，於 1937 年盧溝橋事變後，為防範阿公店水患，開始修

築阿公店水庫，同時在現今的岡燕路內鐵路平交道邊，修築輕便車道，平和路一帶逐漸形成

岡山繁榮的新街區，也是阿蓮、田寮、彌陀、梓官等山區和海邊居民「入城」採辦的商業中

心，來往鄉區的客運車開始行駛後，南來北往的商旅越來越多，平和路也逐漸替代開元街，

成為岡山最繁榮的街道。(以上引用於：高雄縣政府  觀光交通處

http://traffic.kscg.gov.tw/CmsShow.aspx?Parm=2007327211432687,2007327114418625,5(98.01.0
2) 
 

7 



圖 1-1  岡山三條老街的位置圖 

 

 

 
 
 
 
 
 
 
 
 
 
 
 
 
 
 
 
參考來源：鄉土教材─岡山鎮

http://content.edu.tw/local/kaushoun/chaukong/country/gangshan.htm(98.01.02) 

 

 

 

圖 1‐2 岡山地區位置圖 

   

 

 

 

 

 

 

 

 

 

 

 

 

        (資料來源：岡山鎮志，岡山鎮志編輯委員會，1986，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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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岡山鎮地圖 

 

 

 

 

 

 

 

 

 

 

 

 

 

 

 

 

(資料來源：岡山鎮志，岡山鎮志編輯委員會，1986，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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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壽天宮地理位置及歷史沿革   

      岡山壽天宮位於高雄縣岡山鎮壽天里公園西路四十號。距離岡山市區毗鄰

於岡山中山公園及省立岡山高中。本宮位置圖 2‐1 如下： 

 

  圖  2‐1    壽天宮位置地圖 

                                                                                地址：高雄縣岡山鎮壽天里                                 

                                                                                            公園西路四十號 

                                                                                電話：07‐621‐2424 

 

 

 

 

 

(參考來源：壽天宮宮誌，1992，頁 34) 

 

      而壽天宮歷史沿革淵遠，在岡山地區是香火最鼎盛的一間廟宇。本宮首次

創建於清朝康熙時期，約五十一年(西元一七一二年)，至今已有兩百七十六年

的歷史，是岡山鎮香火鼎盛的廟宇。 

      岡山壽天宮是屬於街廟9的型態，因早期的岡山為岡山街，因而命名為街

廟的型態。主要供奉的主祀神明為天上聖母神像，是岡山壽天宮首先供奉的

主神之ㄧ。而天上聖母的分靈來自台南天后宮所分系出來的媽祖分靈。 

     乾隆四十一年(西元一七七六年)的五月時再次重新修繕廟宇，地點位於岡 

 

                                                       
9
街廟：這個層次可視為與庄廟同一層次，只不過市街人口較多、較密、商業功能較大，信

徒分佈的範圍較廣，常涵蓋術村里。(林美容，1991，     

資料來源：岡山壽天宮管理委員，1991，岡山壽天宮宮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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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鎮維仁路與平和路的交叉口(參圖 1-1)。因媽祖香火旺盛，而岡山的地方人 

士多獲神明的庇佑，便使人民更加虔誠祭拜，積極對廟宇盡一份心力。之後

在岡山壽天宮宮誌提到： 

 

 民國二十年(西元一九三一年)間的夏季，因為大雨的氾濫、河堤潰

堤，壽天宮因受風雨侵蝕，建築物及梁棟被吹殘不堪，幾乎毀損，原

來樣貌不及從前；深受遭殃，盡成了澤國一般。由於本宮地勢較低漥

處，使得宮殿內多處甚積水，深受天災破壞，本宮建築破壞嚴重。(宮

誌，1989：頁一) 

     

      因這次的災難讓廟宇不在是以往一般，也因當時得摧殘，必須重新修繕；

為了這次的修繕，岡山鎮街長楊缚10領導街民人士們互相幫忙解決災難，一起

出一份力量整修廟宇，因這次災難開始重修並擴建廟殿以及再次整修、規模

地建構。 

       

日寇據臺，大肆破壞廟宇道觀，民國二十六年(西元一九三八年)，

為了消除水患的災難，進而開闢市容、整修街道為由，必拆除本宮

的建築，因此本宮在兩百餘年間的歷史古廟毀於一旦。(宮誌，

1989：頁一、二) 

    

   

 

 

 

                                                       
10  楊缚：為岡山本鎮人，原為醫生，「日據時代」曾為岡山庄及其後岡山街之「庄長」與「街

長」。參考來源：岡山鎮公所 http://www.gsto.gov.tw/book/-上網時間 98.04.26 
 
 
 
 
 

11 



   迄於臺灣光復後，於民國三十八年(西元一九四九年)八月快速重建委員

會，由地方紳達楊缚、吳瑞泰11、莊南、戴良慶12、王查某等人；積極地推動

捐募金資活動，籌備重建「壽天宮」。最後本宮重建地點於岡山鎮壽天里公園

西路路四十號，成為岡山鎮得名剎之ㄧ。(參圖 2‐2、2‐3) 

      之後於民國六十七、八年(西元一九七八年)間，由第五屆委員會再度進行

規模整修於殿宇、廟室及庭院等。之後民國七十五年時，第六屆委員會開始

籌備增設福德祀，於民國七十六年(西元一九八七年)十二月十日順利增設完

成；也在第六屆委員會成立，達成所有委員們和信徒期望。(参圖 2‐4) 

     

圖 2‐2 

 

 

 

 

 

 

(壽天宮的外觀面貌。筆者所拍攝) 

 

 

 

 

                                                       
11吳瑞泰：本鎮岡山里人，雖小學畢業乃當時本鎮之首富，平時熱心公益，為本省運輸界鉅

子，第一屆高雄縣參議會議員臺灣光復代表臺灣同胞赴南京晉見 蔣委員長之一，旋見重於

政府聘為臺灣省參議，並爭取政府設置省立岡山高級中學，對地方貢獻甚鉅。(參考來源：

http://kangshan.tacocity.com.tw/3023.htm，98.04.05) 
12戴良慶：本鎮人氏，日本慶應大學畢業，曾任第一屆岡山鎮民代表會主席，第二屆高雄縣

議會議長，第三屆縣議員，第五屆高雄縣縣長，以及中國國民黨高雄縣黨部主任委員。(參考

來源：http://kangshan.tacocity.com.tw/3026.htm，98.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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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壽天宮的外觀面貌，宮殿所祭祀之地方，為主殿祭拜於天上聖母。筆者所拍攝) 

 

 

圖 2‐4 

 

 

 

 

 

 

(福德伺全貌外觀，於民國七十六年完成建設。資料來源：由廟宇所提供‐98.01.05) 

 

          由於福德伺的興起，原神廟的福德正神是建立於公園入口前的左側方。

經於五十多年前為了清理阿公店溪被迫拆除，而當時福德正神神像則暫時供

奉於媽祖廟內；大約在民國七十一年時才確立成立福德伺，籌備興建，正式

入廟，於民國七十六年卯歲的十二月十日舉行慶成大典。最後於民國八十三

年動工增設玉皇殿，於廟宇的後殿。 

        所以現今的壽天宮，宮的後殿增添了一座福德伺。宮殿上主要供奉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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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正殿於天上聖母；後殿為註生娘娘、中壇元帥、觀音菩薩、文殊菩薩、

普賢菩薩；廂房為關聖帝君、岳武穆王；福德祀為福德正神、財子壽、義民

爺，為殿裡得供奉神像(參表二)，在此位置廣大，且日後的香火旺盛。 

      本宮全體執事秉持濟世精神，設有濟世小組，舉辦一些公益活動等；也附

設和附屬機構裡有濟世小組、福德伺、國樂團、誦經團。以下為表格參考壽

天宮統整概況如下：(參表二) 

 

表二    岡山壽天宮概況表格記錄 

名稱  岡山壽天宮廟宇 

本宮地址  高雄縣岡山鎮壽天里公園西路四十號 

創建年代  清朝康熙五十一年三月(西元一七一二年) 

修建年代  清乾隆四十一年五月(西元一七七六年) 

重建年代  民國三十、三十八、六十七、六十八年 

增建年代  民國七十六年十二月十日，福德伺落成 

祀奉神像  1.正殿：正龕：天上聖母        3.廂房：左廂：關聖帝君 

              左龕：註生娘娘                        右廂：岳武穆王 

              右龕：中壇元帥       

                                                                 

2.後殿：正龕：觀音菩薩      4.福德伺：正龕：福德正神                

              左龕：文殊菩薩                          左龕：財子壽                    

              右龕：普賢菩薩                          右龕：義民爺 

本宮面積  總面積約三千多坪 

組織  民國三十八年八月成立在建立委員會 

民國五十二年四月一日成立第一屆管理委員 

附設機構  濟世小組、福德伺、國樂團、誦經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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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壽天宮建築特色歷史 

      壽天宮位於岡山鎮中山公園內，是岡山鎮最著名的廟宇之一。本宮廟宇

建造採取閩南式與萬華龍山寺的建築特色，並經過多次的修復和改建，才

使整個結構融會，呈現一個完整的「回」字形，採取三層漸進地高升

形式，呈現華南式廟貌，雕刻精緻，為現今的廟宇構造(參圖 3‐1)。在正殿

之前，有擺設一對異於台灣傳統的石獅子，是為岡山神社的神犬，這兩石獅

擺放位於正殿前的左右方(參圖 3‐2)。而在廟宇的正門上則與木雕人物堵為

主，刻畫於活潑生動；在川門上也是以木雕的方式，主要以花卉的圖形為主。 

      在前殿內單層廂房的東側、西側牆壁上，有著山水國畫的彩繪於壁上；而

殿內的牆壁上，彩繪於「湄水聘賢」、「三顧茅廬」之歷史典故。而正殿的迴

廊則以彩雕、彩繪，取之於： 

 

「媽祖世家；媽祖誕生、觀井得符、機上救親、化草成木、禱天

乞雨、收伏二神、媽祖昇天」為媽祖的生平典故。(宮誌，1991，

頁 9-11) 

       

      然後，後殿的佈置上，在廟宇的兩側壁堵上淺山嶙峋，其供俸十八羅漢在

中間。則在左廂房所供奉的神像為關聖帝君，匾額上為「正義參天」，說明關

公千古英雄之正義精神；則右廂房的神像為岳武穆王，武將侍立於兩側，威

武凜然，匾額為「忠孝節義」，為宋朝民族英雄之代表精神，象徵岳武穆王的

正派、威武的氣勢。 

      最後，位於本宮廟內有兩項極具歷史意義的歷史文物，一為石置公

斗(參圖 3‐3)、二為築岸石碑(參圖 3‐4)： 

而在石置公斗上，有著刻阿公店公斗的字樣，為宮誌所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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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有一凹洞，合一斗，是昔日量米的公器，舊時阿公店地區凡買賣

米糧，有所爭議時，即以此為標準。(宮誌，1991，頁 19) 

 

另一項的歷史文物為築岸石碑，石碑立於清乾隆四十一年(西元一七七六

年)，距今已有兩百多年了，此碑置於福德伺的右側，築岸石碑上的內文如下： 

 

「窃維自古氾濫之災未有不為人所深思患者也。我阿公店街數年來

因程鄉庄埤岸崩陷橫流無度汨浸難安至秋霖之際田園變為水道行路

反成溝壑不惟行路艱於跋涉抑且市店被其頹圮行旅商賈患莫甚焉街

中諸眾誠恐流而日甚爰事公議捐銀命子等董事就北街後築立大岸以

杜水患之災子亦念治水美事不揣力微才拙而勉強以俎赴焉今事功既

竣謹將所有捐銀者計開于後但願自今以往凡我同人毋圖一己之利而

貽碑岸之崩庶無氾濫無憂而往來順利是亦恩澤之普被也。」(宮誌，

1991，頁 19) 

 

 

圖 3‐1 

 

 

 

 

 

 

 

 

廟宇呈現一個完整的「回」字形，採取三層漸進地高升形式，呈現華南式廟貌，雕

刻精緻，為現今的廟宇構造。(筆者拍攝 98.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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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石獅：日據時期採用觀音石，日據時代留下的兩隻石獅，左邊是嘴巴緊閉，足踩

著小球的公獅子；右邊則是張著大嘴巴的母獅子，造形既有趣又可愛。但是實際方

向卻左右相反。（資料參考：台灣古蹟與文物/台灣省新聞處 86 年出版）) 

資料來源：http://minsu.kaohsiung.emmm.tw/L3_content.php?L3_id=34422(高雄民宿網)‐上網時

間於 98.01.03 晚上 10 點多 

 

 

      圖 3‐3  石置公斗                                圖 3‐4  築岸石碑 

     

       

 

 

 

 

 

(此兩張照片為筆者拍攝‐98.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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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壽天宮附設國樂團簡介 

第一節 廟宇國樂團的成立 

      岡山壽天宮國樂團的成立，因於為了延續地方的民俗才藝，發揚中華的

國粹，以提倡社會教育文化，改善社會風氣，讓本宮更多元化。於前任主任

委員郭土城與本宮的信徒代表何明進，進而實施建立國樂團的想法。於是，

發現在廟會或是舉行祝壽聖典和一些儀式活動上時；都需要有一個國樂團的

加入，促使在祭拜的儀式當中更加莊嚴肅穆。於是發動起意準備籌備組團的

政策，便而開始四處捐募活動，也配合有興趣的地方人士對國樂的愛好，而

可以一起提供捐獻經費(例如：樂器、音響設備、制服…等)。然而在籌備的時

間中，大約歷經於三個月多月，最後於民國八十年六月九日宣告正式成立壽

天宮所附屬的國樂團，成為壽天宮的一部分。(參圖 4‐1、4‐2、4‐3) 

      起初成立於國樂團時，在招收學員方面，學員們一開始不太適應，而沒有

幾位學員參加。因而藉由宣傳的方式進行張貼廣告、刊登報紙等訊息，並且

在本宮委員會協力的策畫下，可以提高社會人士的興趣而參加此樂團；並在

成立當天而舉行雞尾酒會，邀請玉山寶光聖堂的國樂團再酒會上加以做為示

範演奏，可以藉由他們得演奏提升宣傳便提高於民眾之興趣。這次的舉辦，

讓不少社會人士自願報名，人數陸續增加，紛紛成為國樂團的學員之ㄧ。使

得國樂團在壽天宮裡有個正規化的顯效。       

      然後，本國樂團的一切大小社會活動或是推展藝文活動，經過第八屆委員

會得四次會議上(表三)，決議通過，以後一切得相關事務都交由委員會負責。 

      最後，本國樂團成立於一年多來，在學習上的成果頗受大家好評，進而讓

觀眾喜愛。並至各地區表演，也榮獲佳評稱許。也在台灣省政府得核定上，

名列為八十一年度推行社會教育有功的社團；也受到吳深發與劉雅儒得肯

定，並送壽天宮國樂團的慶祝匾額(參圖 4‐4、4‐5)，對於本宮國樂團得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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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 

 

 

 

         

         

        (成立大會貴賓：林省議員仙保先生致詞，資料來源：壽天宮宮誌，1992，頁 20)               

圖 4‐2 

       

 

 

 

         

          (成立大會時，團員出席非常踴躍，資料來源：壽天宮宮誌，1992，頁 20) 

  圖 4‐3   

 

 

 

 

 

 

(在成立大會時，郭土城主委授團旗給首任李團長，資料來源：壽天宮宮誌，1992，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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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第八屆管理委員會名錄    (參考來源：宮誌，1991，頁 11) 

 

 

 

 

 

 

 

 

圖 4‐4                                                          圖 4‐5 

 

 

 

 

 

 

 

 

(此兩圖為吳森與劉雅儒發賜與國樂團的匾額。參考來源：宮誌，1992，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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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主任委

員 
副主任

委員 
委員兼

總務組

長 

委員兼

會計組

長 

委員兼

祭祀組

長 

委員兼

營繕組

長 

委員兼

社會組

長 
姓名  蔡東懷  黃迪強  莊登魯 劉平和 石平心 余榮雄  莊世興 
性別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管理委

員 
管理委

員 
常務監

察委員 
監察委

員 
監察委

員 
總幹事 會計 

李州正  蔡明達  洪水卦  林憲良 吳宗岳 陳益珍 藍美慧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女 



第二節 上課模式與練團方式 

   壽天宮國樂團，在授課方面以及時間與教學方式作為三點為說明：(一)授

課時間地點、(二)個別化教學原則、(三)嚴格的節奏訓練 

(ㄧ)、授課時間地點：因為由於大部分的學員為社會人士居多，所以在學習的

時間上採取夜間上課。於每個禮拜一和禮拜四，為兩天，自晚上八點至十點

教學，地點於壽天宮的面前大廳授課。 

(二)、個別化教學原則分為三點： 

        1.本宮練團採團體課為主，約有 40 位左右的團員組成，並聘請專任教練

對於樂團的指導與訓練。 

        2.在星期一的練團時間，採用分部練習的狀態進行各部加強練習與訓

練，以教學的方式進行分部練習，激發各位學員的潛能，加強樂曲上的熟練

度；而星期四的時間則是一起齊奏的方式練習。 

        3.上課型式：根據學員過去對樂器了解的經驗中，細心觀察每一位學員

的能力與各種心裡特質決定每一位學員的學習起點。另外在樂譜學習的過程

中，遵守教練指示，訓練順序，層層漸進，並調整其學習之速度，若未能跟

上，則會細心教導，重複學習之。 

(三)、嚴格的節奏訓練：由於大多團員都未經過專業上音樂的訓練，對於節奏

上比較不熟悉，而教練則會利用電子琴的節奏上從強弱快慢的拍子開始著

手，並使用電子琴的節奏對於每個小節上的樂譜細心教導，直到能夠自由流

露而且熟練，能充分表達樂曲的流暢。 

      以下是為個部分的分團練習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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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6  左上彈撥練習情況                    圖 4‐7  右上拉弦練習情況 

              左下吹管練習情況                                右下大提琴練琴情況 

 

 

 

 

 

 

 

 

 

 

 

 

 

 

 

 

 

 

(以上為筆者所拍攝，98.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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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現今的團員及基本介紹 

      於民國八十年正式成立壽天宮國樂團，也是在成立的六月中第一次正式

開始招生團員進入壽天宮國樂團。 

   招收團員不分年齡，主要有興趣的人士均可參加，但重要的一點就是最好

是有學過樂器的人士為最先考量。對於學員上，國樂團是不收任何費用的，

如有興趣者皆可參加，並且國樂團中有各式各樣的樂器，如胡琴、琵琶、大

阮、柳葉琴、三絃、中阮等樂器幾乎都有，存在於國樂教室裡；如沒有樂器

者的學員皆可向壽天宮借與。然而團中有聘請教練前來教導，每位教練都身

懷絕技，精通各種樂器的熟悉，而這些教練們都是義務來幫忙教導學員們，

他們只酌收車馬費的費用，其他額外費用均不收，對於國樂團的熱愛，教練

的公益付出讓壽天宮存著一份感念。 

   而壽天宮招收方式都過刊登報紙、宣傳單及說明會，共招收四十餘位團

員。之後也有陸陸續續進入樂團的團員，多為經過裡面團員的介紹而吸引進

入的。國樂社團的活動課程，大部分於招生和張貼訊息所招收團員的。由於

成員一一報名，慢慢組成一個小樂團，大都為社會人士居多。 

      國樂團的型組織方面，是由國樂團團長李水立兼任行政總監，負責樂團上

得一切事物以及各項演出的事宜；在會計方面，主要由藍慧美小姐負責會計 

出納的工作，並由行政總監一同監督管理；另外，聘請專業的指導教練莊淑

霞來教導，藉由指導老師的訓練與每周固定的練習，使樂團在演出方面受到

外界的肯定，成為本宮的音樂文化特色。 

   然而，本宮國樂團屬於較小型的樂團編制，大約四十人左右的小型樂團。

目前所有的樂器範圍有：(一)擊弦樂器、(二)彈撥樂器、(三)擦弦樂器、(四)

吹管樂器。目前團員編制的樂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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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    擊弦  ─  揚琴一人 

(二)    彈撥  ─  琵琶六人、柳葉琴四人、大、中阮五人 

(三)    擦弦  ─  南胡、中胡、低胡共十六人 

(四    )吹管  ─  笛子四人 

其國樂團所編制的位置圖 4‐8、4‐9 如下：   

 

圖 4‐8 

 

 

                  大                                            笛子 

                            提 

                                        琴 

琵琶                                                                                            二胡 

            柳葉琴                                                                                            南胡 

              中阮 

                                                                  揚琴 

                                                                                                        電子琴 

指揮 

 

壽天宮國樂團編制座位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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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9 

 

 

 

 

 

 

 

此圖為筆者拍攝，98.02.20) 

 

在教練與團員的名單如表四下： 

表四    壽天宮國樂團教練及團員名單 

職稱或擔任樂器  姓                              名 

團長  李水立 

教練  莊淑霞、莊慶得、湯萬生、何明進 

胡琴  高平雄、李水立、陸秉虔、陳俐臻、梁文章、吳益盛、 

林綉金、楊榮義、吳乾發、蘇忠正、黃銘君、王天賀、 

王鍾仁、陳豐彥、陳王秀鳳、許志福 

笛子  張振偉、黃松連、張碧珠、劉金男 

琵琶  楊麗絲、沈美燕、李佳憓、黃榮賓、侯聖詩、陳明華 

柳葉琴  黃秀逾、蘇玉燕、連麗華、葉錦鳳 

中阮  黃麗金、何玉梅、林玉英 

大阮  蔡平松、盛弘江 

揚琴  張素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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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壽天宮國樂團的音樂 

第一節 前言 

      壽天宮樂團的成立，目的於第八屆委員蔡東懷提出： 

 

每逢諸神神聖誕吉日，陪祭科儀先賢，諸聖諸佛諸神外，已能

奏出人人氣氛祥和，松竹清香，福壽綿延，安寧和泰。在這勤

練苦寒的歲月發展史裡，教師、團員已把齋醮聖樂，與宮廷音

樂和民間音樂相互融匯，逐漸形成了自身的風格，構成本宮獨

特的音樂體系，並促成藝術的組成部分，已加緊推動恢復中國

傳統音樂與道學的弘揚。(岡山壽天宮國樂團概況簡介，1992，

頁 8)參附錄 1-1 

  

與常務監察委員洪水卦對於壽天宮國樂團的音樂內涵如下： 

 

音樂和人生具有極其密切的關聯，古代聖賢特別注意到這點，

知道音樂不僅疏導情感，使人獲得情緒上的快樂和感官的滿足

而且可以陶冶情性、培養情操、引導人性使歸於平正善良，於

式而有音樂教化的措施。且音樂的主題，可以存粹是彰明盛德、

頌揚功業，而禮的要旨和功能是感念，由感激懷念而引導深思

恩情的由來，從而敦厚的情性。(岡山壽天宮國樂團概況簡介，

1992，頁 7)參附錄 1-2 

 

      由此可知，國樂團的音樂將道教祭典上和音樂相互融合，形成壽天宮自有

的獨特音樂體系，更讓傳統的音樂文化藝術更加發揚。以露天的國樂演奏會，

伴著滿天得辰星與裊裊香火，以安寧、泰和的聖樂，還有正弘揚聖母的神威，

也消弭信眾心裡的煩憂13。也因當初成立的目的於希望藉著人氣詳和的國樂來

教化人心，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也期望能對鎮內文化與音樂得推動有所

助益的效果。 

       
                                                       
13  參考來源：http://hemoroom.lokan.com.tw/index_a_02_006.htm(98.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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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壽天宮國樂團是個非職業性的團體，是對於國樂有興趣的人士都可加入，

在年紀從小朋友到六七十歲得團員都有。由國樂團總教練陳棟樑表示「只要

有興趣肯學，不論男女老少，我們都收。
14」只願它們肯勤勉學習，互相團結

合作，就有一定的成果出現。而一但學術有成，就該傳承給下一代，把自己

所學得傳授給他人，提升岡山鎮的音樂文化。 

 

第二節 活動計畫與演出形式 

      國樂團原先練習的樂曲以兩種類型為主，一、以傳統的祭典樂譜為優先、

二、以傳統小合奏的型態演出的樂譜，偶而會加入電子琴擔任伴奏的形式一

起參與表演。 

      在目前國樂團的情況，選擇演奏曲目為原則，主要考慮於樂曲得類型。在

宮中年中的神誕祭典上，演奏的曲子多為：萬壽無疆、天官賜福、羅漢戲腳…

等曲子。另一部分，則是一般活動上所演出的曲目，例如：迎春花、花好月

圓、台灣民謠組曲、採茶歌…等，多為大家熟能耳詳的曲子。大多用於國樂

演奏會上、受邀於各地舉行演奏會，或是在本廟中部定期地會舉辦國樂的演

奏(在特定的節日當中)。在樂團中團員們所會演奏到的曲目表總目錄如下(參

圖 5‐1)。 

      然而，在擔任於壽天宮的伴奏音樂之一。每逢諸聖華誕吉日時，在在年宮

神聖祭典(參表五)中由本宮國樂團擔任行請神禮的角色。一開始穿上壽天宮所

自製的國樂裝，以遵照祭典得儀式排成隊伍的方式行進(參圖 5‐2)，進入廟宇

內，一一向神明敬禮行請(參圖 5‐3)，表示對神明得尊敬。之後，行請結束後，

則在神像的大廳前，進行演出儀式。 

                                                       
14參考來源：http://hemoroom.lokan.com.tw/index_a_02_006.htm(98.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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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壽天宮國樂團曲目表總表：   

 

 

 

 

 

 

 

 

 

 

 

 

 

(此圖為筆者拍攝，98.02.20) 

圖 5‐2                                                                圖 5‐3 

       

 

 

 

 

 

此圖文廟方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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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宮祭典活動如下表五： 

奉祀神明  誕辰日期  祭典情形  其他紀念日 

天上聖母  農曆三月二十三日 慶祝聖誕、演戲  農曆九月九日飛昇紀念日 

農曆九月十九日出家紀念日 

農曆正月十三日飛昇紀念日 

觀音菩薩  農曆二月二十九日  

文殊菩薩  農曆四月初四日   

普賢菩薩  農曆二月二十一日  

關聖帝君  農曆六月二十四日 慶祝聖誕、演戲 

岳武穆王  農曆二月十五日   

中壇元帥  農曆九月初九日   

福德正神 
農曆二月初二日 

        八月十五日 
 

註生娘娘  農曆三月二十日  慶祝聖誕 

義民爺  農曆九月十五日  籃筐會 

 

第三節 壽天宮國樂團曲目的探討與解析 

      壽天宮國樂團成團至今已有十八年多的時間了，經過大大小小的演出活

動。多虧於指導老師的教導，帶領團員們演奏許多曲目，本樂團所演奏的曲

目多為傳統的小合奏類型居多，如：《萬壽無疆》、《天官賜福》、《羅漢戲獅》…

等，這些曲子演奏於每逢諸神聖誕吉日，陪著祭典科儀一同進行儀式上活動。

這些曲子於慶典上所會演奏到的曲目。在此筆者以《萬壽無疆》、《羅漢戲獅》

做為我音樂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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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以《萬壽無疆》(如譜例 1)做為譜例分析，演奏於恭祝祭典上的聖誕，

演出的意涵中，如國樂團莊淑霞教練所說： 

 

代表著對於國泰民安得祈福、風調雨順，對於每個人得祈福。以音

符及節奏旋律上的變化，在心靈的深處，激起和諧的共鳴，沈澱塵

俗的不安，昇華精神和心靈平靜的感受。(民族誌，2009) 

 

在演奏上，團員幾乎不是音樂專班進入國樂團的，也大多於社會人士居多，

而對於樂曲上的困難處有： 

一、樂曲中在節拍上的轉換，每個人對於節奏上拍點的不同，以導致合奏時

比較難對在一起。 

二、在這首樂譜中，多為十六音符，每小節各有許多音出現，在速度上為中

慢板速度。在困難之處，一開始由散拍得節奏進入長音，到了第二小節才開

始以正規的速度演奏，之後幾乎一連串音符出現，沒有休息的；因此要同時

進入這個樂段時，必須要每個團員的速度均要一致，否則在沒有指揮的狀態

下，會出現不整期的狀態出現。 

三、由於萬壽無疆以彈撥、拉弦、吹管一起開始，沒有分譜的狀態，都是統

一一樣節奏、旋律的樂譜；所以在演奏上很容易發現其奏不平均的狀態，由

於每個人對於拍點上有所差異，一起齊奏時，就會明顯不合。 

四、而最後兩小節速度開始漸慢，在這時每個樂器演出時，明顯得出現不平

均情況，因為大家不知如何掌握，使在樂曲上會有困難之處。 

      而在這方面的困難上，教練配合電子琴的節奏配合練習與一一指導節奏上

得哼唱與拍打，讓團員更記憶深刻，進行練習；並配合團員間的默契，在長

時間的配合下一定能使樂曲結構表演完整而沒有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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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一 

 

 

 

 

 

 

 

 

 

 

 

 

 

 

 

 

 

 

 

 

           

 

 

       

31 



      筆者在《羅漢戲獅》(如譜例二)，昨為譜例分析，壽天宮國樂團以一曲熱

鬧的旋律，襯托熱鬧的氣氛，用於年節喜慶時表演，如同戲獅就是舞獅，配

合擊鼓聲結合，襯出羅漢帶動舞獅得熱鬧氣氛。音樂方面主要以大鼓聲為伴

奏型態，帶動節奏得生動感。 

      對於樂團上在樂譜上得探討原因： 

一、樂器上的編排：小拔以一拍打一下，第二拍可以用悶擊，大鼓照旋律上

的節奏一樣拍打，主要以大鼓、拔為伴奏，以節奏的強弱去詮釋樂曲上熱鬧

氣氛，帶動音樂的律動，也經由打擊的節奏上，使得對拍更為清楚。 

代表拔，    代表鼓，(    )代表彈撥，主奏由拉弦與吹管為主要。 

二、樂曲上為快板的節奏，在拍點上會些許快。裡面有切分的節奏，比較難

對在一起，使團員們會有脫拍的現象或是跟不上的情況出現。 

三、並各聲部的音型街有些不同，所以有時各聲部互相銜接時，都會對於演

奏得拍點不確定，不該如何進入。所以在練習時，都有教練的提示才會知道

在哪個地方如何下拍，如果沒有提示下，有時就會忘記進入或是拍子跟不上

的情況出現。 

      以上，為觀察到他們所練習時的情況，每個樂器中都是自己彈奏出來的，

個體的。在音樂中每個樂器都有扮演著不同的角色去詮釋音樂的美感，否則

是無法完整演奏的；而每個聲部都很重要，在樂曲上會互相交錯演出，才會

是一首樂曲達到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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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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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壽天宮國樂團成立至今十八年多了，在這段期間，他們的成員上也有不

少變動，離開的或是新加入的，他們的國樂團能經營至今，是壽天宮秉持著

當初成團的理念，繼續邁向理想前進。並在音樂演奏得過程中，他們不是一

般受過專業訓練的團員，會比一般專業的人學習過程中較辛苦，必須克服演

奏技巧上的困難，以及培養與教練的默契，他們的努力，才有至今的成果出

現。透過這次對於岡山壽天宮的國樂團研究，讓筆者看見對於台灣的民間信

仰上有著深厚的藝術特色存在著。此廟宇將所以祝壽聖典儀式或是宗教祭典

上透過壽天宮所附設的國樂團把對於音樂上的詮釋表現出來，呈現於慶典當

中，融為一體。目前也將國樂團樂曲加以變化，其能將道教齋醮音樂與民間

音樂相互融匯在一起，形成自身國樂的不同風格，變成壽天宮獨特的音樂體

系，成為廟宇上最有特色的文化。除了慶典外，也會在一些藝文活動上或是

文化慈善受邀一起合作；讓壽天宮國樂團更加發揚自己本身的特質呈現給大

家。 

      並且以壽天宮的地方社區關係，加以宣傳國樂團的文化，進而繼續傳承

下去，給岡山地區帶來音樂的文化。在社會上，由祭典儀式上所牽涉到信徒

與廟宇間的相互關係更加密切；促成信徒對於國樂團的信任感，不僅使壽天

宮國樂團的文化更加展現，也加強了國樂團與祭典儀式上的互相傳承得活

動。或許現在一個國樂團的存在或消失對於台灣音樂上並沒有什麼影響，但

我發現壽天宮國樂團得成立具有存在的意義性，是本宮發揚音樂的特色之

一。也成為壽天宮最主要的特色之一的音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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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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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1 

 

 

 

 

 

 

 

 

 

 

 

 

 

 

 

 

 

資料來源：宮誌，1992，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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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2 

 

 

 

 

 

 

 

 

 

 

 

 

 

 

資料來源：宮誌，1992，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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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1 

 

 

 

 

                      (壽天宮正門的門牌牌坊) 

 

 

 

 

 

 

 

 

 

 

 

 

 

 

 

 

 

 

廟宇呈現一個完整的「回」字形，採取三層漸進地高升形式，呈現華

南式廟貌，雕刻精緻，為現今的廟宇構造。 

 

  (以上五張照片是筆者到廟裡所拍的，壽天宮廟的外觀 98.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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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2 

全團練習(一)                                                全團練習(二) 

 

 

 

 

 

 

 

 

 

 

全團練習(三)                                                全團練習(四) 

 

 

 

 

 

 

 

 

 

 

(此圖為筆者所拍攝‐98.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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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3 

                                                      與教練的合照 

 

 

 

 

 

 

 

 

 

 

               

與張碧珠、張信娘的合照 

 

 

 

 

 

 

 

 

 

(此圖為筆者妹妹拍攝‐98.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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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1 

口述歷史(一) 

訪問者：陳姿婷 

訪問人：藍慧美 

訪問地點：岡山壽天宮練習場地   

日期：98.01.05  早上九點多 

協助人員：陳佩均 

器材用具：SONY 數位相機 

 

一開先自我介紹我來此的目地，然而進一步開始尋問… 

Q：請問一下，關於國樂團的相關資訊可以讓我進而了解嗎？ 

A：嗯…可以啊！我們這有出版一本國樂簡介的資料，你可以回去參考看看。 

Q：在國樂團都會在廟中例行上的演出嗎？ 

A：會阿…不管在廟中的聖誕或是祭典上都有一套得表演，由音樂的傳達，對

於神明得尊敬，讓儀式與國樂團相結合，顯得更為莊嚴。然後在別的場合上，

我們也會透過節日上得慶祝而邀請國樂團舉辦一場音樂演奏會，在廟前的舞

台上表演，或是受邀各地區表演或以公益的方式進行演出，並且可以藉由這

個機會，宣傳壽天宮的國樂，而更多人知道！也會因這樣的關係，會有人便

而加入國樂團的一員。 

Q：那在練習上都有天天練習嗎？有練習場地嗎？ 

A：有阿…如果你想了解更多，你可以星期一、星期四晚上八點到壽天宮來，

他們固定的時間都會前來練習，可以親自去訪問並聆聽看看他們練習的狀況。 

Q：那你們有一系列的表演行程嗎？ 

A：恩…有啊！像是之前沒多久才在廟的舞台上表演完，你看…放在那邊的節

目表就是那天我們所演出的曲目。或是你可以看那本簡介資訊，有記錄神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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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期，幾乎都會由國樂團擔任演出，或是裡面有記錄在八十年裡所演奏過

重要的活動記要，這這本為八十幾年出版，所以記載的日期為八十年的重要

活動事蹟。 

蘭：如果，還有什們問題可以再來問，我們願意為你說明！ 

陳：恩…經過今天的訪談很謝謝蘭小姐的詳細解說，讓我了解不少，真得很

謝謝你得詳述，對於我親自得訪問，讓我受益良多。 

 

 

 

口述歷史(二) 

訪問者：陳姿婷 

訪問人：李水立(國樂團團長) 

訪問地點：岡山壽天宮練習場地 

日期：98.02.20    晚上八點十分左右 

協助人員：陳佩均 

器材用具：SONY 數位相機 

 

陳：不好意思…我是南華大學的學生，因為我們要撰寫論文，而我因壽天宮

國樂團做為我的題目，所以想來訪問廟裡的國樂團概況？ 

李：可以阿！ 

Q：那不好意思！請問團長我們可以尋問國樂團嗎？ 

A：這我不知道…你可以去問問指揮的意見，如果可以的話。不然你們要不要

先做在一旁觀聽練習狀況。等到團員們休息時，在進而尋問指揮意見。 

陳：恩…好的！謝謝團長的提供。 

 

 

45 



口述歷史(三) 

訪問者：陳姿婷 

訪問人：莊淑霞 

訪問地點：岡山壽天宮練習場地 

日期：98.02.20    晚上八點半左右 

協助人員：陳佩均 

器材用具：SONY 數位相機 

 

陳：那個…老師，我是來自南華的學生，我要寫論文，以國樂團做為我的研

究，請問可以訪問嗎？那我可以藉由你們的練習狀況進行拍攝錄影嗎？ 

莊：可以阿…隨便參觀，那不然我們先練習，你可以一旁參觀我們練習的狀

況，跟你要錄影或是拍照都可以！團員們…現在有一位學生要來訪問我們，

他會拍你幫你們拍攝，還歡迎陳同學的到來喔！ 

…因而等他們練習我在一旁聆聽並拍攝，發現他們好認真，每一個都很團結

的精神。之後，中場休息後，我又向前與老師訪問： 

Q 老師，請問你怎麼稱呼… 

A：喔…我姓莊…名淑霞。這是我的名片。 

Q 莊老師我本身也是彈琵琶的，所以來解國樂團… 

A：喔…真巧！我也是學習琵琶的，我在幾間學校都有教學。 

Q：老師…請問你們比較常演奏的曲目是什麼？ 

A：我們比較常演奏聖誕千歲的曲目居多，為萬壽無疆，天官賜福等等，或是

在新年樂比較喜慶的樂譜。 

Q：那我可以跟你要譜拍攝嗎？ 

A：可以…那我去拿！ 

Q：那你們有所有演出的曲目表嗎？可以讓我拍攝嗎？ 

A：有阿…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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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歷史(四) 

訪問者：陳姿婷 

訪問人：黃麗金 

演奏樂器：中阮 

訪問地點：岡山壽天宮練習場地 

協助人員：陳佩均 

器材用具：SONY 數位相機 

 

Q：請問你是哪裡人呢？ 

A；我本身是金門人，之後因為嫁過來後就居住於岡山鎮地區，在壽天宮附近。 

Q；請問如何稱呼呢？ 

A：本人姓黃，名子叫麗金。 

Q：為何想進入呢？ 

A：之前就熱國樂方面音樂，因此得知朋友有在壽天宮的附設國樂團練團，便

讓他想進入一起學習。但這個念頭則被打住，因為國樂團不收沒有學過的樂

器 

的學生來參加此活動。 

Q：那…不就無法來參加囉…？ 

A：我想參加阿…因為這個念頭，一心想進入一起學習；於是我為了這個決心，

就此自己先去找專門老師學習中阮，把基本的技巧學習起來，而加入國樂 

團裡，慢慢與大家一起學習，便也因為這個緣分變成國樂團的一員。 

Q：那你們這些團員怎麼抽空來學習之？ 

A：我們大家本身的工作都不一樣，我想想來參加的人們都會撥出時間來一起

跟大家團練的，但有時有些團員們無法到達，而是時間無法配合，所以因無

法到達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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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那在學習過程中，有遇到任何挫折嗎？ 

A：遇到問題是一定有的，可能有時時間無法配合，卻讓自己少了一次的練習，

有時因為練習時，對樂譜的不熟悉感到挫折。有久了後，有了大家一起的分

部練習，有指導老師的教導，讓我們更有信心練好它。 

Q：感覺心得 

A：我覺得進入這裡學習讓我很開心，可以跟大家一起學習、練習，互相切磋、

互動，讓我覺得開心來到這裡與大家一起努力。認識很多人事物。至於時間

上是否有影響，我覺得是還好，因為時間是我自己安排出來的，既然我參加

了，我就會調出自己的時間來，不會受限制的。畢竟我們大多為年紀大的人

員居多，在學習上面，會慢慢成長。這樣會讓我們活到老，學到老，聽到音

樂讓我們開心，當我們演奏每一首曲子我們都很專心做好它，因為我們的認

真讓我們更喜歡這裡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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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歷史(五) 

訪問者：陳姿婷 

訪問人：張碧珠 

演奏樂器：中國笛 

訪問地點：岡山壽天宮練習場地 

協助人員：陳佩均 

器材用具：SONY 數位相機 

 

Q：不好意思…下課了吧…要回家了嗎？ 

A：對阿…準備回去了 

Q：請問你住在哪裡呢？怎麼稱呼呢？ 

A：我住岡山社區，離廟宇很近，都會騎腳踏車來練團，順便運動。我姓弓、

長…張，名子為碧珠。 

Q：那為何會來參加此國樂團呢？但不是要有學樂器才能加入此國樂團嗎？…

所以你有學過中國笛了…？ 

A：我住在岡山社區，常會來廟宇走動，某一天看到廟宇的公佈欄有再刊登樂

團招生事宜，也看到報紙上有刊登壽天宮國樂團徵人，那時就有點讓我心動

想參加了，因而想了解訊息的資訊是否還有再徵人，在詢問後，參加了國樂

社。喔…我之前就有學過一些，是因為我小時候時曾學習過笛子，便進入擔

任吹管部分的團員之一。 

Q：那在練團過程中，有讀譜上的問題嗎？ 

A：目前是還好，可能之前有學習過不同譜上的演奏，所以在看樂譜的情況下，

是比較容易可以掌握得住得。只是老了，沒有以前那麼快了！！ 

Q 在學習過程中，參加了國樂團有何感想呢？ 

A：我很開心啊…能一個禮拜來兩天訓練，透過國樂團的機緣，相識了大家，

讓我覺得獲益不淺。跟大家有說有笑，一起討論，一起努力，合力一起演奏， 

讓我感到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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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歷史(六) 

訪問者：陳姿婷 

訪問人：張信娘(揚琴)  

演奏樂器：揚琴 

訪問地點：岡山壽天宮廟前廣場 

協助人員：陳佩均 

器材用具：SONY 數位相機 

 

 

當我在訪問張碧珠時，張信娘變過來一起參與我們的談話內容。 

Q：那請問你怎麼稱呼呢？ 

A：我叫張信娘。 

Q：如何知道壽天宮有再爭國樂團團員呢？便來參加呢？ 

A：因為在我進來之前，是因為朋友有在這裡參加國樂，而我又在廟裡的公佈

欄看到張貼國樂團徵人的公告，便順道去了委員辦公室詢問此消息，之後便

報名參加了。我在裡面擔任彈撥..揚琴的部分，並且自己也有學習過琵琶、二

胡，但在國樂團中主要是擔任揚琴為主要 

Q：那之前就有學習過，在樂譜上應該比較容易上吧…？ 

A：我覺得在學習過程中，我對樂譜得讀譜上，是可以了解；但有時在旋律上

或是拍點上會有不懂的地方，就會脫拍或是跟不上的情形出現，於是就會盡

量跟大家一起彈奏，盡量跟，慢慢學習，跟著電子琴的節奏一起練習，會讓

我慢慢瞭解，或是有時真的不懂就會詢問附近的團員，因此在慢慢學習當中

讓我學習上很快樂。 

Q：那我想…你對樂譜上得調號問題一定很清楚… 

A：大概都知道啦…每個樂器都有不同的定弦，想我學過二胡、琵琶，都有一

定的調號定弦，所以大概都可以理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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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誌(一) 

時間：98.10.25 

        第一次到壽天宮拜訪前，先前在網路上找了一些資訊，相關廟宇的事蹟

與廟裡的附設相關國樂團的機構，但卻沒有任何相關國樂團團員基本介紹訊

息。僅有廟宇的歷史事蹟及文化，只好等到拜訪時在好好詢問。 

      第一次到達廟裡拜訪，從下午 2 點多到達目的地，由我哥哥一起陪同我一

起拜訪  本廟，首先去廟裡拜拜，並到處觀察廟四周圍環境設備。過了一會兒，

我跟哥哥遲疑很久，到處走來走去；不知從哪邊下手開始詢問。又因對廟宇

的內部不熟悉，加上完全沒有認識的人可以加以介紹，讓我不知該怎麼開始

從哪位人事開始本人來此目第的意義。之後過了一段一時間決定鼓起勇氣開

始詢問當地廟裡的服務處人員；詢問一個部門人員，而他請我們到諮詢室詢

問相關問題。 

      去諮詢室途中，剛好遇到一位不熟識的人，順道問了一下關於廟裡的問

題，但他卻說我什麼都不知道，我是來這拜拜的，而他就順道介紹了自己，

它是一位退休老師，常來廟宇拜拜，並告訴我們有幾本書好看，與本廟神明

的相關圖書文獻，開始跟我們解釋書裡他認為非常重要的幾句話語，開始解

釋深入說明，發現他講了一大串，原來是問我們入道沒，問我們有沒有願意

入道，問我們是否願意入道呢？讓我們當眾傻眼嚇一跳了。結果他問我們為

什麼會來這呢…？？我們就此跟他說明來意，順便問他暸不瞭解廟的特色或是

節慶上的文化呢？但他不知..，因為它只式來傳道而已，所以什麼都不懂。 

      最後到了諮詢室，詢問了一下今天來的目的，但廟裡的人員說他剛來到這

裡服務本廟，還不太清楚廟裡的詳細內容結構，請你們到那另一頭找一位叫

資深的人員詢問看看是否可幫到你們，然後等了又等錯失了這個機會，等不

到人，變而諮詢室的人員卻叫我們明天再來到訪。所以阿，今天真是撲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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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都沒問到，但卻在廟裡得四周為到處散步、拜拜、參觀一些廟宇的建築

物並拍拍照做個參考資訊，最後只能打道回府了，改天再來囉！！ 

      回家後，感覺到苦惱，因為什麼東西都沒問到，卻撲了空，真是覺得遇到

困難了，什麼結果都沒觀察出來，只能快快想別的方法處理。 

 

 

民族誌(二) 

時間：97.12.14 

        隔了幾天後，今天決定再次到壽天宮做訪問，從早上九點出發到本廟拜

訪一次，到達目的地只需 20 分鐘左右；今天到了廟宇時，廟裡好多好多人，

我和哥哥一開始也不知道該如何開口，也不知向誰開口詢問相關問題。只好

等到他們處理完事情之後，才開始踏入詢問處，說明我們來訪的目的，但當

然一開始不是很順利完成，並且我也講得不是很清楚，因為由於詢問處的婆

婆聽不懂國語，只好講台語卻又不是很流利，因而慢慢說明我們的來歷，我

們想就此瞭解一些廟宇的文化，和歷史的活動，則婆婆說：你們要來研究我

們得廟宇阿！…我說：對阿….於是她拿了一本與壽天宮相關資訊的介紹，也

就是壽天宮的宮誌與歷史冊子給我們參考，叫我們出去外面座著參考一下，

了解一下內容，如有不懂可以隨時詢問我們。 

      之後，拿了壽天宮宮誌回家後，看了一下廟裡文化，便開始大概做一份相

關壽天宮歷史的相關研究論文的報告來作為我的歷史部分參考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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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誌(三) 

日期：98.01.05 

    之後，又再次來到壽天宮，因而透過上一次的資訊後，發現沒有相關國樂

團的資訊，在網路上只有些許報導，讓我無法進行研究。所以，今天再次來

到廟宇，這次很勇敢，直接到委員會的辦公室詢問，進去後發現連一個人都

沒有，只好又出來等一下，直到看到一位人走進去辦公室，我便而馬上跟上

去；然後那位女士問我怎麼了？於是便說明我的到來，她得知後就問：你們

有什麼問題嗎？我馬上詢問相關於本宮國樂團的資訊，他馬上說…這裡有我

們所編輯的國樂團簡介你可以拿一本回去參考看看，真的很謝謝那位女士的

提供。 

      過了一會兒，我大概看了一下裡面的內容，就問了一些國樂團在什麼場合

會開始表演呢…他則說：我們都有大大小小的活動，在祭典上或是受邀演出

都有參與相關活動；…之後他便說剛不久前就辦完一場國樂音樂會了，舉行

在本宮的前庭，在過年間所舉辦的活動。那我惋惜，沒能參加到。不過，他

說：國樂團有練團時間，你們可以等到練團時間去參觀，也可以透過團長讓

你認識更多，非常感謝那位女士。後來得知，她是委員會的秘書，最後非常

感謝她提出很多資訊給我參考。於是跟妹妹便帶著我所拿到的參考資料帶回

家當作我的研究參考一部分，等待下一次他們練團的時間，親自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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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誌(四) 

時間：98.02.20 

      今天星期一，我晚上七點四十五分由妹妹的陪同出發到壽天宮，大約八點

多到地點。首先，一樣先到廟宇拜拜，然後看了一下，發現國樂團的團員陸

續到達練習會場，今天是分部練習，想說他們已經開始練習，於是跟妹妹說：

我們待會等他們休息時在去詢問，先不要打擾他們練習。我們則坐在一旁聽

彈撥練習。 

    於是，看到團長走過來，便向前尋問，團長是否可以讓我們訪問國樂團嗎？

他說：可能要問問指揮的意見，是否願意讓你們訪問，因為這不是我一個可

以決定，也是要透過他們的同意才可以進行訪問的。等他們中場休息時，你

在向前詢問看看。因而等了又等，發現時間一點一滴流逝，他們今天幾乎都

沒休息，讓我無法向前尋問，也不敢打斷他們的練習時間，而今天又是分部

練習，無法集中詢問各位團員。只好等到下次再來進行訪問，今天沒有收穫

的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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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誌(五) 

時間：98.02.20 

      今天是星期四，我再度前往壽天宮，今天是他們一起練習的時間。到達地

點約八點多左右，一開始沒有看到任何人，起初以為今天有下雨，所以就沒

有練團。於是我就先到處逛逛，過了一會兒，才慢慢看到團員陸續來。然後

也看到教練來了，便開始說明我的來意，而教練也很快的答應讓我們拍攝及

訪問。兒教練就跟團員們說明我們來此做研究，他們也很樂意的配合我，讓

我很開心。 

      教練說：我們這有一個 93 歲的公公與 7 歲的小孩，加起來剛好一百歲喔… 

不過今天那位小朋友沒來練習，所以沒看到。然後介紹完，他們便開始練習，

我就在一旁聆聽與拍攝他們練習的過程，練習中有很多團員上的歡樂，默契，

都可以看到他們對於國樂團的熱愛。之後等到他們休息時，便向前詢問教練

一些曲目上的內容。也詢問了幾位團員的練團經過，他們人都很好，願意讓

我訪問，讓我這趟得訪問收穫良多。也因為這次的機緣跟他們相處得很融洽。

在他們結束後，大約十點多，大家準備回家，我也向前與他們打招呼，跟他

們小談一會，瞭到他們從入團到現在的感想，真是受益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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