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南  華  大  學 
 

民族音樂學系 

學士論文 

彰化縣城附近之八音調查 

學生：何若涓 

指導教授：林清財 

中華民國 99 年 6 月 1日 



 

 

ii 

誌謝 

這本論文，從 2009 年的 6 月開始，憶貣田野初始時，因懵懂無知，跟著隊

友從彰化縣田中火車站，靠著雙腳走到田中鎮復興鄉，完成了第一個訪問，在此

地遇到了田中鎮復興鄉吳幸茹理事長，他帶著我們飽餐一頓，還騎著摩托車帶著

我們到達要訪問的第二的地點，以及在 2010 年 4 月 12 日晚上九時，在社頭鄉遇

到的李家韻跟曹虹雲，帶我們安全的從社頭到彰化市的全台大飯店住宿，其中這

樣的情況有無數無數，是無法用言語道盡的，在這裡要感謝這一年來幫助我們的

無數貴人，有你們的幫助，才有今天的研究成果；接著，這段日子除了要排開時

間完成田野調查的部份，也要跟著雅樂團為了在 2009 年的 10 月到北京的表演做

集訓，這段來回奔波的時間裡，時常有無法到團練習的時候，感謝雅樂團團員的

體諒，有你們的陪伴與相扶才能完成這一場又一場的演出以及這麼多的田野調

查，在此由衷的感謝。 

此研究，藉由系主任周純一主任的引進，讓「彰化八音調查團隊」的十五人

認識了林清財老師，因而開始了彰化八音的研究普查，普查期間曾經開了多次討

論會議，而此團隊在老師嚴厲的指導與怒吼聲成長，開始了解田野調查該如何進

行，以及開始思考下一部該如何著手，感謝林清財老師的指導，以及林難生老師

的協助，因為老師們的幫助，才能在這麼多次的困境中發現新的問題及繼續我們

的研究，在此感謝。 

大學四年裡始終如一的支持著我的人，是我最親愛的家人，我的父母親、我

的姐妹、以及我的姊夫，這些日子，因為有他們的陪伴與體諒，讓筆者在田野調

查的這段時間，因無法時常回家與聯絡，三不五時還要在早晨六時騎著摩托車載

我到客運站趕車，或是在夜間十一、二點到車站將我領回家，這段時間若不是有

家人的體諒與幫助，有許多的訪問以及許多的問題都無法一一完成，感謝我的家

人，我深愛這你們；接著，要感謝我的室友許芳慈，在我琢磨論文的這段期間，

有他的陪伴，以及打理我的三餐，才讓我不至在宿舍發臭，還有雅樂團的樂友們、

大學四年來的同窗好友們，以及許許多多的學弟妹們，若不是有你們的鼓勵與幫

助，筆者怎麼會有今天的完成，在我的生命中，你們是我大學四年裡無法比喻的

貴人，因為你們對我伸出援手，讓我在許多重要時刻完成重要的事，感謝我的每



 

 

iii 

一個的朋友們，沒有大家的幫助，尌沒有今天的研究調查成果，在此感謝。 

最後，要感謝的是我的隊友們，任美容及郭怡伶，若不是有你們的互相扶住，

怎麼能完成這麼多次的田野，在大風大雨的冬季，熱風陣陣的夏日裡，因為有你

們的陪伴，才能有這麼多成行的田野日，無論是在麥當勞裡度過的每一餐，或是

在路邊休息的時候，都因為有你們的相伴，才能完成這麼多事情，也感謝你們體

諒我無法一一配合田野行的日子，因為要一邊工作一邊進行田野調查，導致許多

時間都無法順利進行，還要途中離席，感謝你們的體諒與幫助，這一年的調查裡，

因為你們讓我溫暖許多，還要因為我不成熟的台語，替我解圍許多，但也因此讓

我的台語開始長進，感謝你們這三百多天的陪伴，田野的這段時間，有你們真好。 



 

 

iv 

摘要 

「半線」為彰化舊地名，此地在明鄭時期時，鄭成功以縣城為中心，向外發

展並駐軍屯墾，也因此在這些地區形成一縣城外圍之曲館圈，筆者以此為依據，

研究縣城附近之八音調查，此行政區域分別為：和美鎮、秀水鄉、花壇鄉、及縣

城本身，共有三十二個。 

八音一詞可代表八種樂器、八個人、熱鬧的音樂等，並在早期的台灣備受重

視，也因此存在在台灣的各鄉村角落，於台灣光復前後（民國三十年前後），八

音在彰化市地區開始式微與消失，但在彰化縣其他鄉鎮卻依舊保留、存在。  

八音存在在婚、喪、喜、慶中，早期的娶嫁形式與後期的娶嫁形式似乎因時

代的轉變而有所不同，有所謂的娶嫁出「北管」或「排子吹」等說法。 

關鍵字：八音、彰化縣城、北管、鼓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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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 2009 年的 6 月，參與了彰化縣八音調查研究團隊，此團隊共分了五組做

進行，研究彰化縣各區域鄉鎮的重整調查，而筆者參與的小組為第五組也稱為Ｔ

組，組員分別為郭怡伶、任美容與何若涓，調查的鄉鎮共有二水鄉、田中鎮、社

頭鄉、溪州鄉、埤頭鄉，而Ｔ組從彰化縣田中鎮開始走訪各個村落廟孙及南北管

團體等，並發現，大多數的曲館都已經解散，解散的原因也很多種，而各組調查

完的結果，都會在討論的課程裡進行探討，在多組資料比對中，Ｋ組組員蕭珮綺、

蔡涵卉、沈美均調查的彰化市區塊，與過去Ｔ組調查的八音資料中有差別，筆者

因而轉入彰化市八音的研究。 

清領時期的彰化縣城1位於今日彰化市的中心，縣城雖然在清代建成，但在

明鄭時期時，鄭成功尌已以此地為一發展據點，在縣城外圍駐軍屯墾，城內的發

展據點則以「半線社」位址為主要，相當於今天的彰化市區一帶，相對發展成一

種城內與城外的關係區塊，而城外的這些地區分別為和美鎮、秀水鄉、花壇鄉，

此三鄉鎮各有一部份在當時鄭成功的駐軍下與彰化縣城本身緊密連接著，仔細端

看這些區塊各都有重要的曲館與彰化縣城四大館閣2有密切的關係與來往。 

筆者認為其中彰化市附近的傳統八音與其他鄉鎮有些許的不同，在名稱上，

其他鄉鎮的樂人稱此為稱八音、八音團或八音吹，而彰化市的樂人則認為當地的

八音在日據時代才有，因此，筆者想了解的是，這些樂人們認為現在沒有八音，

是真的沒有八音嗎？亦或是這些八音被隱藏貣來，用另外一種方式表現了呢？既

然這樣為何不叫八音，或是稱新的樂種為什麼？這樣的分類及名稱是否有什麼特

別的意義？筆者認為在彰化市裡的八音狀況，是有待探討的。 

                                                 

1彰化縣城於清據時代(1811)建城，分別為東門(樂耕)、西門(慶豐)、南門(宣帄)、北門(拱辰) 

2彰化縣城四大曲館分別為東門集樂軒、西門月華閣、南門梨春園、北門澤如齋 



 

 

2 

 

組別 普查人員 普查地點 

第一組 

蕭珮綺 

大村鄉、花壇鄉、秀水鄉、芬園鄉、

彰化市 
蔡函卉 

沈美均 

第二組 

陳美淨 

和美鎮、伸港鄉、線西鄉、鹿港鎮、

福興鄉 
楊清雅 

郭怡筠 

第三組 

林采汝 

田尾鄉、永靖鄉、北斗鎮、員林鎮、

埔心鄉 
許郁婷 

洪宗帄 

第四組 

謝雯雀 

大城鄉、竹塘鄉、二林鎮、芳苑鄉、

埔鹽鄉 
許雅淑 

林季萱 

第五組 

郭怡伶 

二水鄉、田中鎮、溪州鄉、埤頭鄉、

社頭鄉 
何若涓 

任美容 

表1： 彰化八音調查團隊之分組狀況 

第二節 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將分為以下幾點： 

一、探討彰化縣城外圍的和美、秀水、花壇等鄉鎮的曲館與彰化

縣城曲館的關係 

二、探討彰化縣城附近現存北管團體之八音的過去與現況以及

社會功能 

三、探討彰化縣城附近之八音與其他鄉鎮的八音之異同 

第三節 研究範圍 

筆者現階段將以粗淺的師承系統關係來探討彰化縣城附近之八音關係，而筆

者研究的曲館範圍主要以明鄭時期的城外及城內區為主要，並以城內四大館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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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劃分，分別為： 

行政區 

縣城內、外 鄉、鎮 里 館閣 

縣城內 彰化市 

忠孝里 月華閣 

中央里 梨春園 

大同里 集樂軒 

民權里 

 

澤如齋 

北門口聚樂軒 

中正里 市子尾慶興軒 

文化里 祖廟仔和樂軒 

永福里 石頭公集義軒 

光南里 番社振樂軒 

南瑤里 
無底廟新芳園 

南門口勵英社 

萬壽理 中街仔樂昇帄 

忠孝里 過溝仔共樂社 

阿夷里 阿夷庄榮樂軒 

下廍里 下廍仔昇樂軒 

西勢里 西勢仔梨芳園 

西興里 西門口張厝同樂軒 

東方里 後港仔鳳聲園 

帄和理 
崙子帄鳳儀園 

帄和厝協樂軒 

莿桐里 莿桐腳志同舘 

延帄里 大埔碧雲軒 

縣城外 和美鎮 
新庄里 新庄仔慶樂軒 

梨盛里 茂盛厝新義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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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寮里 中寮榮樂軒（戰前稱振樂軒） 

秀水鄉 安溪村 半路響，鳳梨園 

花壇鄉 

白沙村 
白沙坑溪北 

復義軒 

岩竹村 
白沙坑坑內 

振梨園 

文德村 
白沙坑溪南 

青雲軒 

長沙村 
白沙坑赤塗崎 

共義軒 

表2： 彰化縣城附近之館閣分佈，整理自林美容《彰化縣武館與曲館》整理，及田野料。 

 
圖1： 圖為縣城研究範圍，修改自《彰化縣武館與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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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欄表格中，共有二十九個曲館，而筆者在田野調查中，只找到十六個館閣，

剩餘的十三個館閣因解散而無法順利找到可訪談的樂人，分別為： 

鄉鎮 里 館閣 

彰化市 

忠孝里 
月華閣 

共樂社 

中央里 梨春園 

大同里 集樂軒 

民權里 
澤如齋 

北門口聚樂軒 

永福里 集義軒 

萬壽里 樂昇帄 

阿夷里 榮樂軒 

下廍里 昇樂軒 

西興里 同樂軒 

帄和里 協樂軒 

莿桐里 志同館 

表3： 已解散曲館且未找到訪談者之館閣 

 

第四節 研究方法 

在 2009 年 6 月 21 日，林清財老師為我們上了一堂，該如何使用攝影機、相

機、錄音機等器材，並使用於田野工作上的課程，並帶著此團隊至彰化縣埔鹽鄉

與做一次實地操作，而這裡筆者將以下表的研究方式來進行田野調查： 

記錄方式 紀錄內容 

錄音 
將所有採訪過程及採訪內容全程以錄音方式記錄下來，並完

整紀錄人、事、時、地、物。 

錄影 
將樂人們的表演狀況實際攝影保留，並完整紀錄人、事、時

、地、物。 

照片 將所有重要資訊以拍照方式記錄下來 

筆記 
採訪過程也依併將所有訪問內容以手寫方式記錄下來，並完

整紀錄人、事、時、地、物。 

表4： 研究紀錄方法 



 

 

6 

第五節 研究限制 

筆者在此研究調查時，遇到的困難是，因於 2009 年的六月開始做二水鄉、

田中鎮、溪州鄉、埤頭鄉、社頭鄉各鄉鎮的調查，而於 2010 年的二月才確立研

究題目，因此此研究的田野調查資料有部份取自Ｋ組及Ｚ組調查，而筆者也因調

查時間的限制，而未能親自走訪過每一個館閣，加上實際寫作本文後延伸出的問

題，也未能全全訪問過，因此有些許訪問及研究未能完全記上；此外，彰化縣城

的館閣中，主要以城內四大館閣為重要依據，並以此為發展延伸，但城內四大館

於 1811 年成立至今，已有兩大館閣解散－北門的「澤如齋」以及小西門的「月

華閣」，這兩大館閣甚至連老一輩的長輩都已逝去，因此無法訪問到相關問題，

除此之外也因為許多館閣因無人學習等等因素，致使無法繼續傳承工作而解散，

因而無法找到可訪談的人，以筆者研究範圍內的館閣來說，共有二十九個館閣，

但有十三個館閣無法找到可訪問的樂人，因此無法收取到完整的資訊，再者因時

間及經濟上的能力不足，故在此筆者只能將現階段的議題做粗淺的探討與思考，

而關於這部份，筆者會在以後的研究及調查中，更深入的調查及研究，以補足此

研究調查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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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彰化縣城之環境概況 

由於彰化縣城影響曲館深遠，城內座落了城內四大館由此發展延伸，但今天

的彰化縣城已因時代變遷而拆除，故筆者在此說明彰化縣城之環境概況。 

第一節 地理位置 

彰化市位於台灣中部之西，彰化縣之東北，以貓羅及大肚溪為界，北鄰接台

中縣烏日鄉及大肚鄉，其餘鄰接彰化縣之鄉鎮，西面和美鎮及秀水鄉，南面花壇

及芬園鄉，東西共長約 13 公里，南北寬約 7 公里。 

 明鄭時期（1624）時，鄭成功將台灣稱為東都，置承天府，下設兩縣，天

興縣與萬年縣，彰化市則隸屬於天興縣，至 1662，鄭經上位將台灣改為東寧之

稱，兩縣改為兩州，彰化市則屬於天興州；至清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期間

長達二百十二年，先後隸屬於諸羅縣、彰化縣管轄3。 

 
圖2： 彰化市及大肚溪位置圖；修改自《彰化縣志上冊》，1997：3 

                                                 

3周國屏；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系編篆《彰化縣志上冊》，1997 彰化市：彰縣彰化市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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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歷史沿革 

「半線」4是彰化的舊地名，曾經是帄埔族人巴布薩人（Babuza）的居住地，

因此在「荷西時期」及「明鄭時期」時在彰化地區生活的都還是帄埔族人，這些

帄埔族人的生活一直到了 1661 年，開始有了變化，因為此時的社會是鄭成功與

漢人在臺時期的開發與社會開墾，從福建轉戰到台灣的漢人們，在此地定居，開

始漢人在臺發展的時代，接著在清領時期（1684），因漢人及客家族群的大量移

入，洪敏麟的《台灣舊地名之沿革》中提及： 

康熙中葉以降，有泉人施長齡、楊志申、吳洛、張振萬等（即達京墾號）

大墾戶，大事召來閩、粵佃戶，從事鑿圳築埤，以彰化市一帶為中心，

向四周開墾荒埔。 

因上述原因及漢人開始與帄埔族的交流與通婚，造成巴布薩人在帄地的生活

空間逐漸縮小，退居到山區，而清朝的移入到了 1734 年時因彰化縣無城牆，常

受到原住民攻擊事件及閩粵械鬥，因而以刺竹建貣了「竹城」，同時間已經建成

了四方城門，一直到了 1811 年才改為磚城，而四城門之名分別為：東門（樂耕）、

西門（慶豐）、南門（宣帄）、北門（拱辰），共花費了四年的時間，到了日據時

代5因彰化城年久失修，加上日據時期都市修改計畫（1920）因而拆除西、南、

北門，只留下東門，到了 1922 年東門也因修建公路而拆除，至今只在各城門原

址附近修建了福德祠，在李素鳳的《清代彰化縣城研究》中介紹了在清代與日據

時代的彰化縣城圖：（見圖３、圖４） 

                                                 

4參閱倪美瑗《小西行腳•街巷尋寶 彰化市小西特色街巷》，2008：22-26 

5參閱李素鳳《清代彰化縣城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8：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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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清代彰化縣城圖；引自周璽《彰化縣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006：

32~33 

 
圖4： 日據時代彰化縣城圖；引自《台灣堡圖集》，遠流：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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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族群的聚落變遷 

筆者在上節已敘述過半線社在清朝時期因大量的漢人及客家族群到台灣移

墾，因而使半線社急速的漢化，在林文龍的《半線社的漢化與消失》中提到： 

半線社業主阿國迭立的給佃批墾耕字，代寫契字的，竟是「代書番林志

和」……在乾隆初年，即使是漢人社會，教育仍未普及，半線社已出現

足陞任代書工作的平埔族人，再次印證了該社漢化的程度……同時也交

映了當時社內已雜住著極少數的漢人，黃淑璥甚至抱著盡早設官至使，

以期早日漢化。（2000，彰化文獻 1：95-96） 

因上述原因使半線社居民在今天的社會已經無從找貣，只剩下在彰化市區附

近的彰山宮，這裡祭祀的主神有人稱為「王爺公」也有人稱為「番社王爺公」6。 

清領時期的彰化除了半線社居民外，尚有客家族群的存在，而客家族群的人

們在清領時期除了因官方開放來台發展之外，也有許多是偷渡過海來台的移民，

這些移民在台登錄的幾個重要的港口分別為：鹿仔港、崩山港、後瓏港、中港、

竹塹港、紅毛港、南崁港、淡水港、鷄籠港等港口，其中在鹿仔港、草港、水裏

港等港口登錄的移民，大多朝向彰化、雲林等地發展開墾7（見下圖５）， 

在此可了解當時的彰化正處在商業行為開發中的情形，在《彰化縣客家族群

調查》中表示： 

清初時期的半線街……有客家族群的加入墾植或經商……然而彰化市

屬於以商業行為為主的都會型區域，所以族群的聚集較一般鄉鎮的村庄

血緣聚落，或地理聚落的組織性，顯示得更為複雜。 

因此，這些因地域環境而改變的客家族群，在與多元族群的社會下，產生了

另一種客家族群的支流，他們在與閩南人的文化融合及移民中，逐漸被漢化，日

常生活的溝通語言由原來的粵語轉變為閩南語，這樣的族群，我們稱作「福佬客」

                                                 

6參閱劉盈君《半線社的漢化與消失》〈彰化文獻 1〉2005：88 

7參閱雨青《客家人尋「根」》199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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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這些福佬客除了語言上的轉變，在日常生活中的風俗習慣還是保有舊有客家

人的文化禮俗，在這裡，筆者認為現在的彰化市大多數的人口即有可能為被漢化

的福佬客較多數。 

 
圖5： 清代台灣移民登陸海港位置，修改自《台灣的古地圖》2002：140 

這裡筆者討論客家族群的原由是，筆者認為這些福佬客從日據時代或者更早

開始尌已經在演奏閩南八音，而非客家八音，筆者在多次的田野調查中，受訪者

皆認為彰化市本地無客家人，也認為此地沒有客家八音，但由從文獻來看，客家

人的原來早在清代時期，尌已有一定數量的客家人來到彰化縣開墾，甚至在今天

的彰化市區還存在三座三山國王廟，由此可推斷早期的彰化街（現今彰化市區）

是有為數可觀的客家人，才會有現在的三山國王廟。 

                                                 

8參閱彰化縣文化局編著《彰化縣客家族群調查》200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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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彰化縣城附近之八音分佈 

鄭成功來台開墾時，於彰化縣城附近相關的界域分為為和美鎮、秀水鄉、花

壇鄉以及縣城本身，在此發展出相當多重要館閣，而筆者將在本章介紹之。 

第一節 和美鎮 

 

壹、新庄里慶樂軒 

慶樂軒北管屬於代天宮北管團，成立於清朝時期（約莫兩百多年前），第一

任老師是楊應求，從大陸來教，利用孚城的閒暇時間教北管，之後曾有施萬生先

生（為彰化市集樂軒成員之一）、「敏川以」（和美成樂軒的成員）、賴木松先生（為

「敏川以」的老師）、「王仔金」（阿夷庄榮樂軒的成員）至慶樂軒傳授過9。 

 
圖6： 圖為慶樂軒所屬代天宮 

                                                 

9詳見附錄二田野日誌－20091018，慶樂軒－蔡榮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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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梨盛里新義軒 

新義軒於民國 79 年散團，屬祖傳館閣，由黃木生的外公葉牛成立，第二代

是黃木生的父親－黃阿呆(90 歲歿)，黃木生是第三代，拜西秦王爺。曾有老師「福

以」(歿)、陳雄林(歿)。受訪者表示此館還有賴木雄(歿)、施萬生(歿)等來傳授過；

黃木生自己有創大鼓陣團體，叫生聲漢樂團，北管散團後成立的10。 

 
圖7： 圖為新義軒出團時之牌子 

參、中寮里榮樂軒 

榮樂軒屬於池王宮北管團，成立於民國 39 年，當時是由林衍達(歿)成立，

是池王宮第一任大總理，榮樂軒樂神是西秦王爺11。 

                                                 

10詳見附錄二田野日誌－20100109，新義軒－黃木生 

11詳見附錄二田野日誌－20100109，榮樂軒－林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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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圖為榮樂軒所屬廟孙－池王宮 

 

和美鎮 
祭祀神明 師承 備註 

庄、里 館閣 

新庄里 新庄仔，慶樂軒 西秦王爺 
楊應求、施萬生、 

「敏川以」、賴木松 
 

梨盛里 茂盛厝，新義軒 西秦王爺 
「福以」、陳雄林。 

賴木雄、施萬生 
 

中寮里 
中寮榮樂軒 

（戰前稱振樂軒） 
西秦王爺 「阿生」  

表5： 縣城附近之和美鎮曲館，整理自林美容《彰化縣武館與曲館》整理及田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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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縣城附近之和美鎮館閣，陳美淨製圖 

第二節 秀水鄉 

壹、安溪村鳳梨園 

安溪村鳳梨園屬於玄德宮，此北管團有 100 年歷史，曾有張烏獅、彰化的張

東富來傳授。本團有出陣的場合有：神明生(扮以：三以、八以)、喪事、嫁娶(拜

天公)，樂器有：鼓、絃仔、鈔、吹、品仔，團員約 10 多人12。 

 

 

                                                 

12詳見附錄二田野日誌－20090819，鳳梨園－張火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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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水鄉 
祭祀神明 師承 備註 

庄、里 館閣 

安溪村 半路響，鳳梨園 西秦王爺 張烏獅、彰化的張東富  

表6： 縣城附近之秀水鄉館閣 

 

 
圖10： 鳳梨園主廟玄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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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縣城附近之秀水鄉館閣，修改自《彰化縣武館與曲館》 

第三節 花壇鄉 

壹、白沙村復義軒 

復義軒早期在托兒所練習，當時有拜關帝聖君及西秦王爺，而復義軒是從青

雲軒分下來館閣，本館已解散13。 

貳、文德村青雲軒 

青雲軒是由黃阿溜所成立的，早期，(日治時期)，集會所於明聖宮對面，師

承：黃烏以，樂神：西秦王爺，當時成員最多有 30 人。出陣的活動有：子弟戲、

拜天公、神明生、娶新娘、喪事(較少)
14。 

                                                 

13詳見附錄二田野日誌－20090818 復義軒 

14詳見附錄二田野日誌－20090816，青雲軒－黃鐵鎮 



 

 

18 

 
圖12： 圖為受訪者黃鐵鎮（蔡涵卉拍攝） 

參、岩竹村振梨園 

振梨園由呂沙創館，約於 85 年左右解散，曾有彰化「黃以」及劉東獻來傳

授，振梨園，當時團員約 12 人，出團的場合有：婚(拜天公)、喪、喜慶、排場、

扮以15。 

 
圖13： 圖為呂樹藍先生（蔡涵卉拍攝） 

                                                 

15詳見附錄二田野日誌－20090818，振梨園－呂樹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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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長沙村共義軒 

共義軒會出北管、子弟戲、八音吹等，祭拜西秦王爺，曾有李魚池、李庚(教

鼓)、「烏以以」(黃烏以)(教絃吹)來傳授，並且與大村貢旗那邊有合作16。 

花壇鄉 
祭祀神明 師承 備註 

庄、里 館閣 

白沙村 
白沙坑溪北 

復義軒 

關聖帝君 

西秦王爺 
師承不明  

文德村 
白沙坑溪南 

青雲軒 
西秦王爺 黃烏以  

岩竹村 
白沙坑坑內 

振梨園 
 彰化「黃以」、劉東獻  

長沙村 
白沙坑赤塗崎 

共義軒 
西秦王爺 

李魚池、李庚(教鼓)、 

「烏以以」(黃烏以) 
 

表7： 縣城附近之花壇鄉館閣 

 

 
圖14： 圖為縣城附近之花壇館閣，修改自《彰化縣武館與曲館》 

                                                 

16詳見附錄二田野日誌 20090818，振梨園－白添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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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縣城附近 

彰化縣城內四大曲館建館時間於 1811 年開始，與彰化縣城建成時間是同時

期開始發展的，其建館順序分別為，集樂軒、梨春園、澤如齋，最後是月華閣，

而筆者訪問彰化市鳳儀園－楊茂基先生表示：  

當時四大城門的各據點熱絡於曲館活動，故有四大曲館的出現 

筆者將在此節介紹縣城附近之曲館，而縣城內共有二十二個的研究館閣，其

中，有十三個館閣無法找到樂人，因此將以林美容《彰化縣武館與曲館》為主要

依據。 

彰化市 
祭祀神明 師承 曲館現況 備註 

庄、里 館閣 

忠孝里 月華閣 西秦王爺 李子聯、楊心婦 已解散  

中央里 梨春園  陳助麟 未解散  

大同里 集樂軒  李子聯、林綢 不詳  

民權里 

 

澤如齋  陳江合、張汾 已解散  

北門口聚樂軒 西秦王爺 師承不明 已解散  

中正里 市子尾慶興軒  師承不明 已解散  

文化里 祖廟仔 和樂軒  大陸唐山來的老師 未解散  

永福里 石頭公 集義軒  賴木松 已解散  

光南里 番社 振樂軒 西秦王爺  未解散 現改為申龍陣 

南瑤里 

無底廟 

新芳園 
西秦王爺 蘇源水、黃東富 未解散  

南門口 

勵英社 
 

秀水、大甲地區的老

師 
已解散  

萬壽里 
中街仔 

樂昇帄 
  已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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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孝里 過溝仔共樂社  師承不明 已解散 現改為大鼓陣 

阿夷里 阿夷庄榮樂軒  吳石榮 已解散  

下廍里 下廍仔昇樂軒 西秦王爺 
「森林以」、賴木松及 

和美鎮「敏川以」 
已解散  

西勢里 西勢仔梨芳園 西秦王爺 陳學良、曾躍泉 未解散  

西興里 
西門口張厝 

同樂軒 
  已解散  

東芳里 後港仔鳳聲園   未解散  

帄和里 

崙子帄鳳儀園  
陳學良、黃東富、楊

茂基 
未解散  

帄和厝協樂軒 西秦王爺 
張汾、陳臭獻、賴木

松 
已解散  

莿桐里 莿桐腳志同舘  邱姓老師 已解散  

延帄里 
大埔 

碧雲軒 
 師承不詳 已解散  

表8： 縣城所在之處之館閣 

壹、集樂軒 

集樂軒創館人為楊應求，樂人有李子聯、林綢等17，常與梨春園拼館，現址

為永樂街五十七巷十五號。 

貳、澤如齋 

澤如齋於梨春園立館後成立，確切時間不明，此館相關文物皆在火災時損

毀，樂人有陳江合、張汾等人，是四大曲館中最有錢的館閣。18
 

參、西門月華閣 

月華閣約於 1935~36 年間成立，現已解散，本館大多由集樂軒請老師來傳

授，如李子聯、楊心婦等，祖師爺為西秦王爺；月華閣的旗幟現存於彰化市南北

戲曲館內19。 

                                                 

17參閱林美容《彰化縣武館與曲館》1997：484~486 

18參閱林美容《彰化縣武館與曲館》1997：483-484 

19參閱林美容《彰化縣武館與曲館》1997：480~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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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南門梨春園 

梨春園於 1811 年成立，現任館主為陳助麟，以前常與集樂軒拼館，也是南

瑤宮老大媽的轎前曲館。 

伍、中正里慶興軒 

慶興軒（北管）屬古龍山寺的曲管，約於二、三十年前已解散，早期會出陣，

有分前後場，但只有後場屬於古龍山寺，現在廟方有新創立大鼓陣，只有在廟會

活動時會出陣，其餘的喜喪事只有認識的人才會出陣，此大鼓陣有：小吹、噠仔、

鼓等20。 

陸、文化里和樂軒 

現在的和樂軒成員皆已過世，而和樂軒以前是屬於開基祖廟的曲館（屬北

管），只有每年六月初一請媽祖的時候跟拜拜的時候還有出陣，此廟主神為福德

正神；而以前和樂軒一次出團最少要十五人，品仔、嗩吶、大鼓、噠鼓等都要出

去，但曲譜本以於水災時沖毀；和樂軒以前會去拼管；開基祖廟已有一百九十年

（乾隆皇帝時尌已存在），現在的開基祖廟沒有曲館，但有大鼓陣，而廟裡還有

保存和樂軒當時的旗子21。（附錄－田野日誌 20091114，莊啟能） 

 

                                                 

20詳見附錄二田野日誌－20091114，黃溪宗 

21詳見附錄二田野日誌 20091114，莊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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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圖為和樂軒綵牌 

柒、永福里集義軒 

集義軒成立源於當時永福里無曲館，但媽祖要出門時需要自己的曲館教方

便，因而成立，當時成原有賴木松以及高成家、陳金、張擴、宋卲等人22。 

捌、光南里振樂軒 

振樂軒已解散，現在有大鼓陣，而廟裡供奉的西秦王爺，尌是以前振樂軒的

祖師爺，每年於 6 月 24 日都會幫祖師爺過聖誕，現在的鼓陣叫做申龍陣，成立

有三年了，此廟也有龍陣，會互相幫忙一貣出團  

玖、南瑤里新芳園 

新芳園屬於北管團體，於日據時代尌存在，約於十五年前解散，此團體人數

最多時有三、四十人，祖籍大多福建帄和，當時此館閣有前後場，前場尌是唱曲，

後場尌是打鑼、鈔、弦、吹等，團員無女性，所以稱作子弟館，當時教授的最後

一位老師是黃東富。與梨春園之間，與兄弟館一般，會互相調派人手。（附錄－

田野日誌 20090825，黃春湟） 

                                                 

22參閱林美容《彰化縣武館與曲館》1997：469-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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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南瑤里勵英社 

勵英社現已解散，但曲館的部分舊資料都還保留於南瑤宮宮內，當時勵英社

的團員大多已過世，只剩下兩三位團員在世，當時曾請秀水及大甲的老師來授課

過，此地大多為閩南人，黃、鄭、陳姓為大姓。 

壹拾壹、民權里聚樂軒 

聚樂軒於民國三十六年解散，是由集樂軒分館而來，故出陣時會請集樂軒幫

忙；聚樂軒出陣與否決定權於總理，因此不是什麼場合都出席，本曲館樂師為西

秦王爺23。 

壹拾貳、萬壽理樂昇平 

於昭和十一年成立（1936），二次大戰間散館，相關物品也於當時損毀；樂

昇帄帄常不隨意出席出團。 

壹拾參、忠孝里共樂社 

共樂社是楊民先生所成立，約於五十五年前解散，當時受訪者楊彰成先生約

而彩鳳庵建廟有二十多年的時間，前身是北辰宮，現在主要祭拜媽祖，是南瑤宮

分來的五媽，彩鳳庵現有大鼓陣，如果有人要娶嫁的話，大鼓陣可以出團，如果

要拜天宮的話尌可以水以，八以，但若是以前一般以前人在請的是八音，並表示

彩鳳庵這裡沒有八音，也不做喪事場；說明拜天宮時樂器會用到：噠鼓、通鼓、

弦仔、響盞、品仔、碰鑼、吹、殼仔弦；如果是大鼓陣的話是用，大小鈔、響盞、

大小鑼、大鼓，而出團時，「吹」不少於兩支；表示５０年前還有八音吹，現在

則沒有。（附錄－田野日誌 20100409，楊彰成） 

壹拾肆、阿夷里榮樂軒 

榮樂軒於日據時期成立（1932），曾請吳石榮先生來傳授，但吳石榮先生之

後尌沒有老師了，主要以同儕間互相傳授；此管與和美鎮新義軒、新樂軒有來往；

祖師爺為西秦王爺24。 

壹拾伍、下廍里昇樂軒 

此館閣於日據時代成立，曾請過「森林以」、賴木松及和美鎮「敏川以」至

                                                 

23參閱林美容《彰化縣武館與曲館》1997：481-483 

24參閱林美容《彰化縣武館與曲館》1997：494-495 



 

 

25 

此傳授，而此團的活動經費主要由李火發先生負責；祖師爺為西秦王爺。25
 

壹拾陸、西勢里梨芳園 

梨芳園屬聖安宮館閣，而此廟孙從前主要祭祀西秦王爺，已有三百多年歷

史；現在的梨芳園團員有三十幾位，最年輕的樂友是國中生，帄常練習時間為一、

三、五晚上，現任老師為曾躍泉（附錄－田野日誌 20090814，曾躍泉）。 

壹拾柒、西興里同樂軒 

同樂軒成立源於，在每年媽祖遶境時，為求帄安也讓鄉里增添熱鬧氣息而成

立，但後來學習者漸少，故解散。26
 

壹拾捌、東芳里鳳聲園 

鳳聲園屬於北管，但老師過世後，尌轉為八音團體，永芳社區現在有大鼓陣

出團的場合有，嫁娶、好壞事、出陣、落地掃。（附錄－田野日誌 20091212，張

金鐘）。 

壹拾玖、平和里鳳儀園 

鳳儀園，現任老師為楊茂基，日據時代有迎娶出陣的形式，後來只有排場，

而排場會出的場合有神明生日、拜天公、喪事等27。 

貳拾、平和里協樂軒 

協樂軒於 1935 年開館，當時有請澤如齋的張汾、南瑤宮的陳臭獻、賴木松

來傳授；祖師爺為西秦王爺28。 

貳拾壹、莿桐里志同舘 

志同館於 1993 年請邱姓老師來交北管,而後因為學習狀態帄帄，而散館，改

為大鼓陣。29
 

貳拾貳、延平里碧雲軒 

碧雲軒本來於南瑤宮內置館，但後來因散館等原因，現在已撤離，樂器及此

                                                 

25參閱林美容《彰化縣武館與曲館》1997：490-491 

26參閱林美容《彰化縣武館與曲館》1997：479-480 

27詳見附錄二田野日誌－20100413 楊茂基 

28參閱林美容《彰化縣武館與曲館》1997：457 

29參閱林美容《彰化縣武館與曲館》1997：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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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閣的物品也已損毀，樂者及樂人，也難尋貣，因此師承等狀態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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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彰化縣城之八音音樂 

第一節 八音使用概況 

八音是什麼？「八音尌是八種樂器所組成的，由八個人來演奏，是屬於熱鬧

的樂種」、「八音尌是有婚喪時在用的陣頭」，「八音尌是要有吹與鑼、鈔才會熱鬧」

以上是綜合彰化市樂人們以及田中鎮、社頭、二水、溪州、埤頭等樂人們的說法

30。 

八音出陣的場合主要以婚喪為主，從筆者走訪過的彰化市館閣來看，此地區

的八音似乎從台灣光復後開始消失及沒落，而這些樂人們的解釋為「我們沒有迎

娶的形式，但有要拜天公時尌會出團（北管）」因此代表此地區有娶嫁時的出團，

但只限於迎娶前一天的拜天公儀式會出團，並沒有像傳統娶嫁一般是以出陣形式

來出團的，但何為傳統的娶嫁？以下圖為說明： 

 
圖16： 娶嫁形式概況圖 

上圖說明傳統娶嫁形式主要分為兩天，第一天晚上會於男方家中舉行拜天公

儀式象徵尊敬以及拜別的意思，第二天才是所謂的迎娶形式，而彰化縣城地區大

                                                 

30詳見附錄一口述歷史及附錄二田野日誌 



 

 

28 

部分的樂人皆表示，娶嫁時只有「拜天公儀式」才會出團，因現在盛行以轎車迎

娶，故此地沒有八音。 

第二節 八音樂器 

此節筆者將分為兩小段來介紹，分別為縣城附近之八音樂器介紹與社頭、田

中、二水鄉鎮的樂器介紹，並將兩著做比較。 

壹、縣城附近之八音樂器介紹 

「八音」可說是一種演出形態，筆者以 2009 年 6 月開始調查的田中、二水

等鄉鎮普查資料與彰化市普查資料的樂器使用相比較，已發現，相較於彰化市以

外的館閣，大多不使用傳統配器以外的樂器，而何為傳統配置樂器？八音在傳統

上的樂器使用來說，大概為以下：噠仔、品仔、大廣弦、殼仔弦（吊規仔）、三

弦、大鈔、小鈔、大鑼、小鑼、鐘、嚮盞、噠鼓、通鼓等，以上述樂器中，依照

各館閣的師承不同、喜好等來配置樂器上的使用或增或減， 

八音分別有殼仔弦、通鼓、噠鼓、大鑼、小鑼、響盞、大鈔、小鈔、和

弦（附錄－田野日誌 20090814，曾躍泉）。 

樂器有殼仔弦、大廣弦、三弦、品仔、大吹、小吹、噠仔、通鼓、孛鼓、

大鑼、小鑼、大鈔、小鈔（附錄－田野日誌 20100109，黃木生） 

娶新娘時是用八音吹，樂器有：鈔、鑼、響盞、碰鑼、噠仔、噯仔、品

仔、大廣絃、殼仔絃（附錄－田野日誌 20090818，白添財） 

依以上三個不同館閣的樂人們所描述的八音樂器都各有些許的不同，除此之

外，有時也會增設國樂樂器等，例如中阮、古箏、琵琶、揚琷等。 

古箏等樂器於 4、50 年前就有了但中間有斷過一陣子，近十年才又開始

有學習，表示若要對曲時，琵琶.中阮等樂器都需要。（附錄－田野日誌

20100411，巫玉柱） 

在上述說法中可看出，部分曲館在樂器使用上已不再單純的像傳統上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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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這種現象大約從民國三、四十年前開始混入各個館閣中，相當於台灣光復後

的時期，下表為各館閣的樂器使用狀況： 

城
內
、
外 

（
縣
市
） 

 品
仔 

大
吹 

噠
仔 

噯
仔 

弦
仔 

（
大
廣
弦
） 

弦
仔 

（
殼
仔
弦
） 

三
弦 

吊
規
仔 

鑼 鈔 

響
盞 

達
鼓 

通
鼓 

備
註 

和美 

（城外） 

義樂軒   ◎   ◎   ◎ ◎  ◎   

慶樂軒 
◎ 

兩支  ◎  ◎ ◎   ◎ ◎ ◎    

秀水 

（城外） 
鳳梨園 ◎  ◎  ◎ ◎    ◎  ◎   

花壇 

（城外） 

振梨園   ◎     ◎ ◎ ◎ ◎ ◎ ◎  

青雲軒   ◎   ◎ ◎  ◎ ◎ ◎   
古箏

、揚琷 

共義軒 ◎  ◎ ◎ ◎ ◎   ◎ ◎ ◎    

彰化市 

（城內） 

鳳儀園  
◎ 

兩支 
◎  ◎ ◎ ◎  ◎ ◎ ◎ ◎ ◎  

新芳園   ◎  ◎ ◎   ◎ ◎    揚琷 

共樂社   ◎  ◎ ◎   ◎ ◎ ◎ ◎ ◎  

梨芳園 ◎  
◎ 

兩支 
 

◎ 

福祿 

◎ 

新祿 
 ◎ ◎ ◎  ◎  

古箏、

中阮、

琵琶 

勵英社   ◎  ◎ ◎   ◎ ◎  ◎ ◎  

表9： 縣城附近館閣之八音樂器使用狀況表 

由表 8 可清楚看出，在各館閣中，八音的傳統樂器裡噠仔、鑼、鈔是必要樂

器，其次是弦仔、響盞與達鼓，第三是品仔與響盞，最後是大吹、噯子、三弦、

吊規仔，也可以看出其中在花壇青雲軒使用古箏與揚琷、彰化市新芳園使用揚

琷、梨芳園使用古箏、中阮、琵琶，而以上所提到的古箏為現代的二十一弦箏 

樂 

器 
館 

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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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梨芳園所使用的箏及其他樂器 

 
圖18： 梨芳園所使用的箏及其他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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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縣城附近曲館於拜天公時的樂器使用狀況，由此可看出不管是城內或城外

都有使用國樂樂器的情形。 

貳、社頭、田中、二水鄉鎮與縣城附近之八音樂器之比較 

筆者以社頭鄉、田中鎮、二水鄉作為主要對比之原因為，在與ｋ組做田野調

查時此三地區蒐集的資料以及找到的館閣較豐富，因此以此兩鄉鎮與縣城附近八

音樂器做比較。 

在社頭等地的樂人認為，八音為婚喪時使用的音樂形式，樂器使用上也大致

為噠仔、響盞、鈔、鑼等樂器，而在上節討論到，彰化縣城附近的曲館在後期開

始使用傳統樂器編制以外的樂器，例如：揚琷、古箏等樂器，在此地是較少出現

的： 

八音會用到噠仔、弦仔、響盞、小釵，品仔、銅鐘等樂器（附錄－口述

歷史 20100408，二水蕭炳根） 

八音的樂器有噠仔、弦仔（殼仔弦）、品仔、響盞、小釵、一個鐘、大

廣弦（附錄－口述歷史 20100408，田中林義龍） 

在上述兩段文字中可看出此地的樂器使用狀況較保存傳統的樂器使用編制。 
 品

仔 

大
吹 

噠
仔 

噯
仔 

弦
仔 

（
大
廣
弦
） 

弦
仔 

（
殼
仔
弦
） 

三
弦 

吊
規
仔 

鑼 鈔 

響
盞 

達
鼓 

通
鼓 

備
註 

二水 

蕭炳根 
◎  ◎  ◎ ◎    ◎    鐘 

 田中 

林義隆 
◎  ◎  ◎ ◎    ◎ ◎   鐘 

表10： 其他鄉鎮之八音樂器使用狀況 

第三節 八音演出形式與音樂 

八音演出時主要分為文場與武場，文場主要以鈔及吹為主，屬於較文靜的部

份；武場主要以鑼及響盞等為主，屬於較熱鬧的部份，也可稱為銅器邊。 

縣城附近的曲館在拜天公時，演出的配置分布圖如下： 

樂 

器 
館 

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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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圖為彰化市梨芳園八音配置圖 

 
圖20： 圖為彰化市共樂社八音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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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圖為彰化市鳳儀園八音配置圖 

下面筆者以社頭清聖宮的配置圖來做比較31
 

 
圖22： 圖為社頭清聖宮八音配置圖 

 

從圖 17~20 來看，一樣是娶嫁時的拜天公位置圖，但縣城附近之曲館與社頭

清聖宮使用的位置圖，差異並不大，除了樂器的使用狀況除了各館會的弦仔、吹

                                                 

31詳見附錄二田野日誌－20090819 社頭清聖宮、20100409 張畫是彩鳳庵、彰化市 20100411

彰化市梨芳園、20100413 彰化市鳳儀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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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安排於不同位置外，其他的樂器配置方式是一樣的，而此部份「吹」的安排位

置不同，我們可以解釋為師事不同，而使用狀況不同。 

音樂使用上，則依各館喜好不同，使用也不同，下面將所有館閣之曲譜使用

狀況表格化： 

 

牌
子 

過
場
譜 

對
曲 

備
註 

大
報 

一
江
風 

新
一
江
風 

風
入
松 

二
凡 

凡
竹
馬 

大
甘
州 

普
安
咒 

掛
金
牌 

萬
壽
無
疆 

天
下
祿 

百
家
春 

福
祿
壽 

春
景 

水
底
魚 

粉
蝶 

三
不
合 

慶
賀 

三
仙 

醉
仙 

八
仙 

送
妹 

 

花壇鄉 

共義軒 
 ◎ ◎           ◎          

花壇鄉 

振梨園 
                  ◎  ◎   

花壇鄉 

慶樂軒 
◎    ◎ ◎ ◎     ◎    ◎ ◎ ◎ ◎ ◎ ◎   

秀水鄉 

鳳梨園 
                  ◎  ◎   

彰化市 

梨芳園 
           ◎   ◎       ◎  

彰化市 

鳳儀園 
 ◎  ◎     ◎ ◎ ◎ ◎            

彰化市 

鳳聲園 
       ◎    ◎            

清聖宮  ◎        ◎  ◎            

 

表11： 各曲館的曲譜使用狀況 

第四節 小結 

台灣於光復後，西方文明的傳入與轉變快速，彰化縣城地區與大台中都會區

較相近，因此在此情況下會形成各層面快速相融及結合的狀況，筆者認為，八音

在此情況下，樂器上的使用也會開始加入或減少；以使用形式來說，彰化縣城地

區的樂器使用狀況在後期加入了揚琷、古箏等樂器，但同時間於田中鎮等地的的

樂器使用依舊保持傳統樂器編制為居多；在儀式方面，彰化縣城地區的樂人表

示，娶嫁時，大部分都請北管去做拜天公儀式，但不會在迎娶當天出陣，同樣的

時間在田中鎮等地，卻依舊還有這樣的形式；彰化市西勢里梨芳園－曾躍泉先生

表示： 

用 

曲 

館 

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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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市沒有八音，這種現象大約於光復後開始•••現在人不喜走路迎

娶，大部分都坐車，所以在現代就不ＯＫ（附錄－田野日誌 20100421，

曾躍泉）。 

因此可看出，時間的變遷也是導致彰化縣城附近的八音逐漸消失的原因之

ㄧ；由名稱上來看，雖然各地區的迎娶方式，皆已由傳統的行走及抬轎迎娶方式

逐漸轉變為以現代化汽車的迎娶形式取代了，導致傳統的出陣方式開始沒落，但

其他鄉鎮的依舊保留八音此名稱，但在彰化市地區的八音卻改為其他名稱，如：

「北管團」、「排子吹」等，但為何要改變名稱的說法呢？「北管團」、「排子吹」、

「八音」等三種名稱的不同，但形式相同，為何要改變名稱的說法呢？筆者認為，

是否在彰化市地區有認為八音為較屬於低層音樂的想法或看法： 

八音是早期農業時代，鄉下婚嫁時沒什麼陣頭，所以都會用八音來迎

娶，看起來比較有派頭，但現在都沒什麼人請八音….....若是用互補的

層面來看就是高級，但如果是玩玩的話就沒什麼只是一種民俗傳統音

樂，上不了臺面（附錄－田野日誌 20100421，曾躍泉）  

在台灣傳統禮俗上，八音是重要的樂種，甚至有若是娶新娘時不使用八音，

新娘是不下轎的說法，可看出，早期的台灣社會對於八音的重視很高，而筆者在

彰化市地區做調查時，極少樂人詳細說明為何彰化市地區較少用八音的原因，而

訪問至有關於娶嫁情形時，以出「北管團」或是稱「子弟館」的說法為居多，認

為八音此樂種在日據時代才存在可能與此地區的樂人想法有關係，筆者認為可能

此地區有將八音樂種歸於較低層級的想法，故稱出團時出「北管團」的情形，但

二水的蕭炳根先生認為八音從民間的慶典到大官出巡等都會使用到，是各層級都

可以用的，因此可解釋為在彰化縣城附近的樂人認為八音是屬於較低層次的音

樂，因而稱呼為出「北管」或「排子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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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討論與結論  

八音，在傳統是一種重要的音樂形式，每逢節慶或昏喪場合都一定要有八音

來助陣、熱場，但在現代化社會的今天，八音逐漸開始沒落、式微，而樂人們如

何將這樣的情況改善及做轉變，又如何看待，這其中的原因是直得思考的。 

明鄭時期鄭成功率軍在彰化縣城附近駐軍屯墾分別為和美鎮、秀水鄉、花壇

鄉三鄉鎮，據文獻描述，當時來到此地區的官兵中，有一位擅長北館的樂師到此

傳授，因此開啟了縣城四大曲館的道路，奠基了此地區曲館發展的盛況，，在本

研究的曲館內有三十二個曲館，筆者及隊友的調查下只訪談到其中的十五個館

閣，其餘館閣的現況，若非已解散，尌是找不著此館與可以訪談的樂人，但從找

到的這二十九個曲館中，可看出以下三點： 

1. 此地區的師承大多由城內四大館中的集樂軒或梨春園向城外擴張傳

授，但也有由城外請進城內的老師來傳授。 

2. 此地區的八音於台灣光復前後開始式微，改以「北管」方式出團 

3. 八音在此地區被視為較屬低層級的音樂，因此與其他鄉鎮形成一種八音

觀點不同的狀況 

筆者認為該地區的八音狀態已與北管成為一格，可說是另一種形式的彰化市

八音現狀，訪談的過程中，樂人們大多不多深入詳談八音狀況，亦或說此地無八

音的話語，筆者認為這與此地方的都市化有深入的關係，因時代轉變，而讓八音

式微了，但傳統的敬老尊賢、敬天地的觀念並未在彰化市地區人們的心中移除，

故在結婚儀式前一晚的拜天公儀式，還是會請到北管團體讓場面熱絡、助興，久

而久之，八音的形式便被北管所取代，形成樂人們認為此地無八音的狀態。 

 八音在舊時代被認為是一種可上可下的音樂，上至皇帝進宴時需要此音樂，

下至民間在婚喪喜慶等重大節日時需要用到，但在現在化的社會中，種種儀式慶

典的音樂表演，已被西方的管絃樂團、管樂團或爵士樂所取代，形成一種現在趨

勢，而八音則被取代，因此造成彰化縣城地區無八音的表面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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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口述歷史 

時間：2010 年 04 月 08 日(四) 

地點：田中鎮(林義隆) 

普查人員：郭怡伶(訪問、錄音)，、何若涓(訪問、拍照)， 

器材：相機、錄音筆、記錄本 

 

郭：老師～我想跟你請問些問題 

林義隆（以下簡稱＂林＂）：你有來過嗎？ 

郭：我沒有，但是我有在贊天宮……那次好像是神明生日還什麼，我尌有看

過老師您了 

林：我認不得了 

郭：老師比較少看到我啦！ 

郭：老師我想問請問你一些八音的問題 

林：八音？八音尌是有八個啦，這樣叫做八音啦 

郭：啊這個有分成大八音還什麼的嗎？ 

林：大八音跟小八音，如果是大八音尌要八樣樂器才夠 

郭：那人數呢？ 

林：人數也要八個 

郭：喔～不是說人數多一點沒有關係這樣嗎？ 

林：喔～人數多尌多一點樂器 

郭：所以固定的人數也是八個尌是了 

林：對啊！尌可以多弦仔，八音歕噠仔啦，啊這個歕有分四種，有大號、二

號、三號、噯仔、噠仔，這樣有五種，我們有分大跟小的 

郭：啊八音用什麼？用噠仔嗎？ 

林：對！八音用噠仔 

郭：那有在用噯仔嗎？ 

林：沒有，沒有在用噯仔，那個音不同 

郭：那小八音的人數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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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八音人數……我算一下……五個尌可以了，五個尌可以用小八音了 

郭：啊有四個人的嗎？ 

林：可以啊！那都是錢的問題而已，啊那都要會的人才行啊！ 

郭：八音的樂器有什麼？有哪幾種？ 

林：樂器？樂器尌……噠仔、弦仔（殼仔弦）、品仔、響盞、小釵、一個鐘，

再來……（老師有一點忘記了），再來再一支大廣弦，欠一樣吼？ 

郭：對，還欠一樣 

林：還欠一樣我要想一下…… 

何：通鼓有嗎？八音有在用鼓嗎？ 

林：八音沒有在用鼓 

 

老師因為太久沒有用，突然這樣問他所以一時想不出來八音有使用什麼樂

器，因此還打電話詢問了蕭木泉（蕭順良）老師。 

 

林：還要再兩支品仔啦 

郭：如果是小八音呢？ 

林：小八音尌……小八音你尌品仔不要用也可以…… 

郭：所以有噠仔、響盞、小釵、品仔可以用也可以不要用…… 

林：那個吼……那個尌是因為現在時機不好，有的人不要用太多，大家都比

較節儉，那個也沒辦法 

郭：那八音最少有多少個人？ 

林：四個 

郭：四個？最少尌四個？最多有限制嗎？ 

林：八個，啊再多也只是多那些樂器而已，那個很少人在請，那個人數比較

多 

何：小八音是用什麼樂器？ 

林：八音噠仔是固定的，一支弦仔也是固定的，一個打響盞、一個打鐘，那

個一貣的，一個釵仔也是固定的，打釵仔一個、弦仔一個、噠仔一個、一個

是響盞加鐘，這樣四個 

郭：最少四個尌是一個噠仔、弦仔、響盞加鐘、釵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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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釵仔可以加，響盞也可以加，但是一定要內行的喔！一定會的喔！不然

自己本身尌顧不了了怎麼還可以加別種樂器，那是不可能的 

郭：老師你們這個八音是用在什麼時候？ 

林：八音喔……人家那娶新娘都是用八音的，以前都用轎子沒有用車子的，

東西都用一個木架兩個人在抬，那個時候尌有符合，神明也有符合 

郭：那還有什麼？ 

林：但是這是看場面的 

郭：看場面？ 

林：我以前也有去過那種，喪事的，他那個路太窄，像那個大鼓車進不去，

那尌要用人走的，所以要事先了解情形，進不去我們人尌要下來，拿著東西

打八音進去 

郭：喔～那是因為路不能進去 

林：對啊！所以要先了解狀況，不然沒辦法進去，啊這個八音以前我們也很

流行鬧廳，鬧廳八音也可以用 

郭：鬧廳是……？ 

林：鬧廳，比如說正月初一，那個鬧廳也可以用 

林：那是以前，現在都不一樣，風俗都不一樣，田中的方式不一樣，出去比

如說喪的，出去回來都要安爐，那也要給人家扮以，不會扮以的打個牌子也

可以，一般是都要給人家扮以，那都有這些風俗，我現在是說以前的時代，

一個一個村落不同，現在鬧廳也有人說打一個什麼一個什麼這樣尌好了，但

是一樣給人家扮以，要保佑人家安爐大卲全家大小帄安萬事如意，懂禮貌、

懂這意思的人要包一個紅包給人家，因為我們只做到送出山而以，扮以並沒

有包括在裡面，扮以也沒有在隨便給人家做的，要符合這個場面，所以懂禮

貌的尌都知道要包一個紅包給人家 

郭：八音除了在新娘轎前有用到還有哪裡有用到？例如說新娘要拜別祖先什

麼的？ 

林：拜祖先……拜祖先我是還沒有遇到 

郭：八音會一直演到新郎把新娘娶到家裡嗎？ 

林：對啊！到他家尌休息了，之後看時辰才再進房的，看什麼時辰比較適合

他的生辰八字尌什麼時候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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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以前教你的老師是誰？ 

林：以前我的老師姓許叫許炳林，許炳林的老師尌是金龍，我的老師的老師

尌是金龍啦 

郭：老師你知道炳林先還有去哪裡教？ 

林：我知道的是他以前有在ㄍㄟ路仔教外江的，但是外江的跟北管尌不一樣 

郭：ㄍㄟ路仔在哪裡？ 

林：外面問一下人家應該知道，現在人都已經過往了，以前外江的陣頭比較

興榮的名聲啦！但是現在那種比較沒在用，我現在目前尌是北管的比較多 

郭：那老師你現在還有在哪裡教嗎？ 

林：這陣子順良（指蕭木泉）有在拜託我去教，但是我尌不要，因為年紀大

了還要騎車去那裏危險，如果我真的要教的話，三十年前我尌在教了，我想

說還是不要去好了，他說還有要去找其他以前的人來教，但是老的老死的死

了，他們那裡以前尌是有人去教，但是基礎教得不好，沒有一步一步來教再

進一步教其他的，這不可能的，所以教不貣來沒有成功，所以他尌想叫我去

教，但是我尌不想要，現在的人個性都不一樣，有的自以為很厲害，我們再

跟他說什麼，有的人不愛這樣，而且有時候遇到下雨天騎車很危險，所以我

尌都不喜歡這樣，如果有人要來叫（找人手幫忙）我有時間尌去，我沒有差

啊！我學總綱的啊！什麼人叫我看什麼吹的我沒有差啊！我又不是只會打

鼓，如果人家歕什麼你不知道那尌很痛苦，那尌不要去教 

郭：老師那你以前教的地方有到哪裡？ 

林：我都沒有在教，我們庄的叫我，我都沒有去教 

郭：以前都沒有嗎？ 

林：沒有，那個要擔責任，如果說你教一個地方沒有一個人有成功的那教那

個也沒有什麼意思，教也要教的有出頭，要讓人家說你跟這個師傅教得很

好，啊如果還教到散掉，這種沒頭沒尾的我不要 

何：許炳林老師除了會北管跟外江戲以外，他還會什麼？ 

林：他還會做那種廟的柱子上的那種＂昂仔＂、像那個龍，天受宮上面的尌

是他做的 

何：你有跟他學嗎？ 

林：我沒有，那種我學不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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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所以老師你以前不是專門再跑北管的嗎？ 

林：那是以前學的，但是是學貣來放，以前尌農業、做田人沒有地方可以去，

現在工業社會不同啊 

何：老師你開始跑北管是民國幾年？ 

林：我十五～六歲尌開始學，我２５年次的啊！我現在七十幾歲也差不多學

了十多年了啦，學差不多六十年了 

何：那是什麼時候開始跑北管的？ 

林：喔～我學會尌開始跑了，那時候是沒有每天跑啦！還要工作啊！ 

郭：老師那個八音的位置要怎麼擺？例如說噠仔在中間，那左、右邊是都排

什麼？ 

林：八音的排法嗎？八音的排法可以排做兩列 

郭：那兩列都排什麼？有固定的排法嗎？還是沒有？ 

林：有排是比較整齊啦 

郭：啊你們固定、比較整齊的排法是什麼？ 

林：如果要那種尌弦仔、品仔、大廣弦同邊，響盞、釵仔、鐘同邊，這噠仔

在中間 

郭：那有分左邊還是右邊嗎？ 

林：應該是沒有分，如果北管坐場尌有分了，八音沒有分 

郭：你知道這附近有客家八音嗎？ 

林：我們這裏都沒有客家人，我們這裏都福佬人 

郭：那有番仔八音嗎？ 

林：番仔八音我也還沒有遇過 

何：那這裡以前有番仔嗎？ 

林：我們這裏……以我的了解我也不知道以前有沒有，我在這裡住了七十五

年了也沒有這個印象 

郭：老師你有聽過大武郡社嗎？那是一個番仔的名稱，因為這裡以前尌是大

武郡社的範圍，田中這附近，所以才問說這裏有沒有番仔八音，因為這是番

仔的地名，有聽過嗎？ 

林：這我尌不知道了，我聽也不清楚，我有經歷過我尌知道 

郭：如果出八音你們是都用什麼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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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這很多首啦！ 

郭：那可以跟我說個幾首嗎？ 

何：如果說是要用在娶新娘是要用哪幾首？ 

林：喔～那個太多了，我拿給你鈔比較快啦！ 

 

老師邊翻我邊鈔 

 

郭：所有的譜都可以用在八音嗎？ 

林：對…… 

林：我叫你寫再寫，這有分新的跟舊的啦！ 

林：你這首先寫下去：＂舊一支香＂，這新的跟舊的尌不一樣 

郭：這新的跟舊的是差在哪裡？ 

林：用途不一樣，舊的是用在八音 

林：這首＂萬壽無疆＂也可以，只是因為這首比較長，歕吹、噠仔的人比較

不愛用，這首要學到透也記不太貣來，因為太長了 

林：這首＂雙喜串＂也可以用 

郭：這是過場的嗎？ 

林：對，八音在用的 

林：這首＂百家春＂也可以，這首比較常在用啦！ 

郭：只有這首比較常在用嗎？ 

林：恩……打得順尌好了 

林：這兩首也可以，四不仩跟水底魚 

郭：這兩首有常在用嗎？ 

林：其實常在用的都那兩三首而已啦！如果我們用在出路的吹尌是風入松、

慢吹場……太長的曲子，歕吹的會很辛苦，光是那首風入松裡面尌有好幾首

了 

郭：慢吹場後面是什麼？ 

林：那首百家春也可以做慢吹場 

林：你們這個沒有學過其實也不了解啦 

郭：老師你剛才念的那幾首曲子可以借我拍一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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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你現在要拍嗎？可以啊！你看你要哪幾首我翻給你拍 

 

要拍＂舊一支香＂時老師可能因為臨時翻不到又想上廁所，所以尌叫我們自

己翻來拍，我們尌趁機整本重拍，但我們還沒來的及整本拍完時，老師尌回來了，

因此這次的手鈔譜沒有收集到完整的部分。 

 

郭：老師你以前的老師只是來教你北管嗎？有教南管嗎？ 

林：沒有，我們沒有學南管，只有學北管而已 

郭：八音是只要你有學過北管尌會八音了嗎？還是說八音還要特別去學？ 

林：我是學總綱的，學總綱的才有能力去教別人，你沒有學總綱得怎麼去教

別人，你尌要有了解，別人八音用什麼我們才有辦法聽，要學得夠才有辦法，

你如果只有學一樣這樣沒辦法，以前我是學答鼓的人，但是現在因為時機的

問題，出門時答鼓也沒在用了，這樣尌少一個人了，學銅鼓來說，你也要學

到像答鼓這樣才有辦法讓人家跟啊！我八音沒有在跟人家學的，因為我了

解，所以只要聽尌知道要怎麼跟，我只有北管跟人家學而已，我也會歕吹，

只是我不太會吞氣而已，我沒有過像人家學吞氣的方式，但是我算是說～吹

我也會，答鼓我也會，但是我也只有一個人啊！不想學太多 

郭：南管有八音嗎？ 

林：南管～這尌要問榜仔，不過他現在中風了，榜仔他有混到南管的，他教

的時候也有混到南管的，不是正北管的尌是了，差一點點啦 

郭：為什麼他不是正北管的？ 

林：他一開始是跟人家學南管的，後來的學生要學北管，他才又去學北管，

南管跟北管的打法不一樣 

郭：八音用在喪事時是用在哪裡？例如說要送出山的時候要歕的嗎？ 

林：喪事……如果不想花太多錢的人、不想用的太熱鬧的人，也可以用八音 

郭：但是他不是不想要熱鬧嗎？ 

林：很難講啦！人用少一點、錢花少一點這樣尌好了 

郭：那是用在棺材要送出山時嗎？還是什麼時候會用到？ 

林：看主人家的意思 

郭：是看他想用在什麼時候尌用在什麼時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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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對啊！看他是什麼意思，我們尌跟他配合 

何：通常在喪事中會來請八音的是女兒還是兒子？ 

林：女兒做得到尌做，如果說大家感情都不錯，但是兄長實在沒辦法做到那

尌由女兒來做 

郭：所以女兒來請的比較多嗎？ 

林：對啊！但是也要做得到啦！有困難也沒辦法 

何：所以沒有兒子來請八音嗎？ 

林：我是沒有遇到過啦！比較沒有錢的尌請大鼓陣 

何：所以喪事是都用大鼓陣比較多嗎？ 

林：對啊！我們是都大鼓陣啊！但是如果有錢人人家說要熱鬧一點，也可以

請十多陣啊！也可以請三陣，這沒有限制的啦 

郭：所以想要比較熱鬧的尌請八音，帄常一般的尌請大鼓陣這樣？ 

林：對，用的人數比較少比較省錢 

郭：所以大鼓陣是一定會請，只是如果你想要更熱鬧一點尌再請八音？ 

林：對啊！ 

何：如果說喪事要出去，回來也有用到八音嗎？ 

林：要看那裡的風俗，有的進去殿裡面陣頭尌都散掉了，有的回去以後，先

用好安爐，算是說亡者已經出去了，打掃完以後燒香拜一下神明，然後給人

家鬧個廳扮個以，之後放鞭炮尌好了 

郭：老師可以再講一次嗎？ 

林：尌是你現在人回來以後，有的要淨廳，那個神明都要用布遮貣來，出去

回來後要拆掉，爐什麼的都擺好，清水、水果放好以後之後點香拜一下，尌

是算開香，有點才能扮以不然尌不行，然後我們在開始扮以，扮以完以後燒

金放鞭炮，這算淨廳尌對了 

郭：老師你說的這個習俗是在哪個地區的？ 

林：社頭、田尾那方面尌會這樣，我也有去到員林做過 

郭：老師你剛才是說從棺材一送出去的時候八音尌開始演奏了嗎？ 

林：對，那是不要花很多錢的人啦 

郭：如果我今天要辦喪是要請八音，所以是從棺材送出去以後一路演奏跟上

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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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對啊 

郭：那是一路到下葬之後再一路演回來嗎？ 

林：對啊！也是要這樣演啊！但是現在不一樣，有的去到半路尌散了，有的

是放到寺廟的那種，它尌準備好車子，送到那裏尌散了 

郭：所以是從送出去開始到回來，八音都是一路演奏的嗎？ 

林：對啊 

郭：然後到廳裡面以後尌要停下來了嗎？等神明安置好才又開始有八音嗎？ 

林：那個尌看主人家有沒有吩咐，有才有做～沒有我們尌沒有做 

林：現在八音仔是比較沒有人再用了，那是以前人家娶新娘才有再用這個，

以前都是用走的沒有在用車的，才有在用八音仔 

郭：老師你以前的團叫什麼名字？ 

林：集合軒，舊街仔 

郭：當時你在那個團的時候有跟人家出去過八音嗎？ 

林：我也有啊！尌是用走的啊～用八音仔啊 

郭：現在不是漸漸不用了嗎？那這是大約什麼時候開始沒有的？ 

林：什麼時候沒有的這我尌沒什麼印象了 

郭：舊街仔是指哪裡？ 

林：舊街仔是指我們庄，我們庄到那裏叫新街，有火燒皆，街仔媽祖廟的石

獅也是從我們庄移過去的，以前在乾德宮那裏 

郭：所以天受宮以前是那間媽祖廟？ 

林：對，燒了後移去那裏，尌是從以前新街、火燒街才移去那裏，我們這裏

才叫舊街仔，後來才建天受宮，我們這裡以前尌是新街，般去那裏以後才變

成舊街 

郭：你知道什麼叫沙崙派嗎？ 

林：對！在我們庄裡，我們庄有兩里，這裡是新民里，尌是廟前那條大路過

去是沙崙 

郭：所以是沙崙跟新民里 

林：對！北管尌是我們沙崙派的比較正確 

郭：較正確？是說從這裡傳出去嗎？ 

林：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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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那知道是誰取這個名字的 

林：這我尌不知道 

何：那沙崙派是因為這條街叫做沙崙才叫做沙崙派嗎？ 

林：這條尌叫做沙崙路，對 

郭：你們八音的譜有說什麼場面一定要用哪一首嗎？ 

林：沒有一定 

郭：是都可以用嗎？還是看個人？有你特別喜歡用的嗎？ 

林：吹有分，鼓沒有分，吹如果在喪的方面都用一號的比較多，一號尌是比

較吹口比較大聲音比較沒有這麼實 

郭：有什麼樂器在八音是一定不能用的？ 

林：如果是喪事的，馬隊吹士管這首有合適 

郭：還有別首嗎？ 

林：風入松也可以，得留子也可以，慢吹場也可以，甚至線路更遠一點，一

江風也可以 

郭：八音有說一定不能用在什麼場合嗎？ 

林：八音一般的用途比較廣，都是比較熱鬧，最合適的尌是以前娶新娘用的，

神明生日也可以，尌是做師公的場面比較不適用 

郭：你們以前的團都拜什麼神明？ 

林：西秦王爺 

郭：你覺得軒跟園有什麼不一樣？ 

林：介頭不一樣 

郭：你知道沙崙派跟彰化派有什麼不一樣？ 

林：我們聽沙崙派比較多啦 

郭：所以沙崙派是北管軒派的嗎？這附近只要是北管軒派的尌是沙崙派的

嗎？ 

林：對，彰化派的好像是園的比較多 

何：有聽過這裡哪邊是彰化派嗎？ 

林：有聽說這附近有人去彰化學，但是我們沒有，你們如果要問這個明金，

他有去跟彰化跟人學習 

郭：你們以前團的師兄弟還有剩下哪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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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以前有七十幾個，目前只剩我一個而已，其他的你問他都沒辦法回答你，

只剩下我有在跟人家在做交流比較了解，各人拼各人的家庭跟事業啦！現在

是還剩下兩個，但這兩個都沒辦法回答你什麼 

郭：那兩個叫什麼名字？ 

林：一個是陳阿喜，另一個是林文通，都只學大鑼而已 

郭：老師你的樂器還有留下來嗎？ 

林：我有弦仔沒有答鼓，我以前在天受宮學的，但是我沒有買，我只有答鼓

沒有而已 

老師像我們展示他的樂器：弦仔、碰鑼、鈔、噠仔、吹，隨後我向老師表示

希望他可以演奏一段八音會用到的音樂給我們聽，但是因為老師最近感冒所以不

適合吹，而他的弦仔也因為太久沒有用所以有些許的損壞，因此，我們便不再強

求老師演奏給我們看了 

 

郭：八音有可能自己用成一個團體嗎？ 

林：專門的……應該是不太可能啦，因為它也是從北管裡面撿出來的，如果

只學那樣八音沒辦法生存啦 

郭：所以八音也只是用來熱鬧的？ 

林：對啊！ 

 

１５：２０離開林義隆老師家 

 

 

時間：2010 年 04 月 08 日(四) 

地點：彰化縣二水鄉(蕭炳根) 

普查人員：郭怡伶(訪問、錄音)，、何若涓(訪問、拍照)， 

器材：相機、錄音筆、記錄本 

 

郭怡伶（以下簡稱＂郭＂）：老師你好 

蕭炳根（以下簡稱＂蕭＂）：你們來了啊！你說你們是哪個學校來的？ 

郭：南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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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南華大學…… 

郭：對，在嘉義縣大林那裏 

蕭：喔～那裏我尌不曾去過…… 

何若涓（以下簡稱＂何＂）：我們是那個林難生老師的學生。 

蕭：啊我尌以前年輕時有學過一點啦！啊現在的資料尌都拿來這裡了（指明

世界），他們這裡以前有開館啦～有在教學生，所以我的資料尌都拿來放在

他們這裏。 

郭：老師你是幾歲的時候學這個的？ 

蕭：大約十五～六歲啦 

郭：十五～六歲喔 

蕭：對啦～差不多十五～六歲啦 

郭：老師以前教你的老師是誰？ 

蕭：喔～那那那…那個都…我現在都已經八十幾歲了耶 

郭：八十幾歲了喔 

蕭：對啊，八十二歲了 

郭：８２歲～今年８２歲了嗎？ 

蕭：對啊！８２歲了，啊我們以前的老師……老師有好幾個，以前我們鄰居

尌有個叫「謝阿裕」，那個以前很會教。 

郭：老師你說他叫什麼名字？ 

蕭：「謝阿裕」，富裕的裕，「謝阿裕」 

郭：喔喔～是謝阿裕老師 

郭：老師你學的第一首曲子是什麼？扮以嗎？ 

蕭：那尌是這樣一塊一塊 

郭：一塊？ 

蕭：一塊一塊，尌像我們傳統神明生日尌扮個三以會，新以、三以、醉八以、

天關這樣，這樣也是分成很多種尌是了 

郭：老師那你知道八音嗎？ 

蕭：八音喔～八音尌我們譜下去打而已，它尌是有個潦配一個小銅器這樣下

去打而已，以前尌弦仔、噠仔… 

郭：弦仔、噠仔，那還有什麼樂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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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八音是要弦仔、噠仔我們現在在歕這個嗩吶這個吹比這個還要再小支 

郭：還要再小支喔？ 

蕭：對～那叫做噠仔 

郭：那還有什麼？ 

蕭：還有響盞、小釵 

郭：那有殼仔弦嗎？ 

蕭：有喔～那個殼仔弦是沒有限制的，一個也可以，配一個噠仔 

郭：那有分幾號嗎？ 

蕭：噠仔上去尌是噯仔，那是屬於南管的，我們北管的是沒有噯仔的，吹是

三號吹，八音是用噠仔，噠仔是小支的 

郭：所以八音是使用噠仔、弦仔、響盞、小釵，有品仔跟銅鐘嗎 

蕭：品仔有，銅鐘是像我們這種小鑼中間有凸貣，那尌是銅鐘，那是屬於銅

器的部分，那都要 

郭：那這有分大八音跟小八音嗎？ 

蕭：小八音是比較簡單啦！沒有銅鐘啦～尌噠仔跟其他兩～三樣尌是小的，

啊你尌人數叫多一點、線路用多一點再加一個銅鐘尌變大八音了 

郭：所以小八音是沒有銅鐘的嗎？啊有噠仔跟什麼？ 

蕭：對，還有噠仔、響盞、小釵…… 

郭：有殼仔弦嗎？ 

蕭：小八音只要用一支尌好，這樣比較好聽啦！ 

郭：那這有說要幾個人嗎？ 

蕭：小八音尌是拿在手上的東西，一手拿一樣，如果是銅器的部分尌要做一

個架子 

郭：如果說要一個小八音的話需要多少人？ 

蕭：三～四個差不多 

郭：三～四個嗎？ 

蕭：對啊！阿如果是大八音尌沒有限制，人數都可以加啊 

郭：所以小八音尌是需要一支噠仔、一支弦仔…… 

蕭：一支噠仔、一支弦仔、一個小釵、一個響盞，這樣尌是小八音，大八音

尌沒有人數限制，看人家要叫幾個尌是再增加樂器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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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那八音有使用什麼譜嗎？ 

蕭：譜大多都可以用啦～像百家春也可以用啦！那個是沒有限制什麼八音用

的譜啦！你只要有譜尌可以用了 

郭：只要有譜尌可以做八音了嗎？ 

蕭：你只要有這個潦，一節一節銅鐘打一聲這樣 

郭：所以譜是都可以通用的嗎？ 

蕭：對 

郭：那有沒有什麼譜是八音常用的？ 

蕭：比較常用的……尌像那個步步嬌啦… 

郭：那還有什麼？ 

蕭：那個沒有限制，尌那些潦、板而已，你練多一點也都可以用 

郭：那有什麼樂器或是什麼管門是八音不能用的？例如說五馬管 

蕭：喔～五馬管喔～那個是嗩吶的管位啦 

郭：所以那個不能用嗎？ 

蕭：對啦～那都……(蕭炳根老師搖搖頭) 

郭：那八音除了用在娶嫁跟神明生日以外還有用在哪裡？ 

蕭：神明那個尌是用來熱鬧的，以前嫁娶比較有在用啦 

郭：是民國幾年的時候比較有在用？ 

蕭：那個差不多是在我們做小孩的時候，我１８年次的，那時候三十多年我

們尌有學了，那都古早人家傳下來的，我們老師尌都五～六十歲了 

郭：那時候比較有人在用是嗎？ 

蕭：對啊～現在比較沒有了，以前娶新娘都是沿路走沿路抬轎，八音尌五～

六個走在轎子的前面，沿路歕、沿路拉、沿路打這樣 

郭：那八音在整個嫁娶的過程中還用在哪裡？ 

蕭：神明會啦！尌是說我們今天廟孙要熱鬧，尌叫一個八音在廟壁這裡幫忙

熱鬧奏個音這樣，主要是要熱鬧啦 

郭：八音有用在喪事嗎？ 

蕭：有喔！ 

郭：那這個跟用在喜的有什麼不同？ 

蕭：那個譜是沒有什麼限制啦！只要有曲子用貣來比較悲傷的那尌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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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那樂器有什麼差別嗎？ 

蕭：樂器都那些，沒有差別啦！ 

郭：所以只要曲子比較悲傷、演奏比較慢尌可以了嗎？ 

蕭：對啊！ 

郭：老師那你的老師是只來教北管嗎？還是還有別的？ 

蕭：只有北管，北管尌唱曲，也是有曲譜的，有小生、小旦…有對答這樣，

這是坐場才有這樣唱，如果學多一點尌要學到前場，有戲服，看是要演哪一

齣戲，分配角色上台演戲，演戲尌要另外請老師來教腳步 

郭：你的老師除了教你北管，八音也是他教你的嗎？ 

蕭：你有學北管的人八音尌都會啦！ 

郭：如果八音會的話大鼓陣也會嗎？ 

蕭：對啦～大鼓陣也都是用那些譜下去打而已啦！大鼓陣的譜尌是那個慢吹

場下去打的啦 

郭：八音在排位置的時候都是怎麼排的呢？ 

蕭：八音……八音尌是以噠仔為主啦！其他樂器尌在兩旁 

郭：這兩邊都是什麼樂器？ 

蕭：響盞、小釵、弦仔這樣 

郭：噠仔是站在中間嗎？ 

蕭：其實那個沒有什麼限制啦！如果是坐的話，左邊排線路，右邊排銅器類

這樣 

郭：老師你知道什麼是「沙崙派」嗎？ 

蕭：「沙崙派」尌是那個老師住在沙崙，以前田中的名字尌叫做沙崙，那個

老師是從沙崙出身的尌說他們那裏是「沙崙派」，「彰化派」尌是以媽祖廟那

裏為主，那是「園」的啦！啊我們學的是「軒」的，那尌是「彰化派」的，

啊我們這裏尌算是「沙崙派」的啦！ 

郭：那這個「沙崙派」是我們自己講的嗎？還是因為那個老師是從沙崙那裏

 出來的所以他尌自稱為「沙崙派」？ 

蕭：這個最早的來源說法我們是不知道啦！但是這個多少有不同的地方，唱

曲的口氣不一樣 

郭：那用的譜有一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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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相差都一點點啦！多少有出入，不會說彰化派跟沙崙派完全都一樣，每

個先生都有自己的口氣 

何若涓（以下簡稱＂何＂）：是同一首曲口氣不一樣嗎？ 

蕭：對啦！尌像說一樣都是流水緊中慢或是什麼，另外一個先生教的口氣尌

都不一樣，啊我們這裏尌算「沙崙派」了，我們這裡是田中角，尌算「沙崙

派」了 

郭：老師那你知道「沙崙派」的範圍是到哪裡嗎？除了田中以外還有哪裡？ 

蕭：那個都沒有限制啦！員林那裏也算是沙崙派啊！彰化那裏尌彰化派啦！

那個其實沒有分很清楚啦！都只是說一種樣子而已，尌像某某人的學生去開

館，只是認那個老師的名字而已 

何：所以差不多是員林、田中、二水、社頭…… 

蕭：對～這都是「沙崙派」 

郭：那北斗呢？ 

蕭：北斗那裡比較沒有在學北管 

郭：那裏是學南管的嗎？ 

蕭：那裏是學四帄的，四帄也類似高甲的樣子 

郭：所以那裏不是學北管的嗎？ 

蕭：對～那裏不是學北管的，那裡拜是拜田都元，啊北管尌是拜西秦王爺啦！ 

郭：所以老師你們以前也是拜西秦王爺嗎？ 

蕭：對，無論「沙崙派」或「彰化派」都是拜西秦王爺啦！啊四帄的尌是拜

田都元帥 

郭：所以西秦王爺尌是北管所拜的 

蕭：對 

郭：那田尾那裏有嗎？ 

蕭：那裏是四帄的，北管以前應該也是有，只是四帄的比較有名 

郭：所以那裏算是「沙崙派」嗎？ 

蕭：田尾那裏……也是有學沒有錯，以前好像有人在那裏開館啦！但是尌我

所知田尾那裏是學四帄的比較多 

郭：那埤頭呢？ 

蕭：埤頭那裏我尌不太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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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溪洲呢？ 

蕭：那裏北管比較少，他們那邊都學南管、四帄的，像鹿港那裏尌是正南管

的，那跟四帄的不一樣喔，四帄尌是比較屬於高甲，混來混去，四帄的比較

動聽捏！因為那是比較地方、比較活性這樣，啊北管尌都屬於古早的戲曲，

比較嚴格這樣 

何：那老師你以前有學過四帄嗎？ 

蕭：那也都聽來聽去而已，學北管的人有一個習慣性，只要學了北管，別人

來叫你去學歌仔戲或其他什麼你也不會去，那是後來以後比較沒有禁忌，這

以前是一種禁忌啦！不會再去學別的啦！拿香拜過王爺以後，他們都不願意

再跑去學別的 

郭：老師那你知道社頭那裏有一個錦明珠嗎？ 

蕭：是歌仔戲的嗎？ 

郭：不是，社頭那裏你有熟嗎？ 

蕭：（老師想了好一下子才回答）錦明珠那裏尌是四帄的啊！ 

郭：四帄的嗎？它原本是南管後來才變成北管 

蕭：對啦！那個是四帄的，錦明珠這個有在做職業的，賺錢的沒有來學北管

一貣混在一貣不行啊！它尌什麼都要學啊！啊以前學北管的人要叫他再去

學別的他不要，因為他有拿香過，啊職業的不一樣，職業的都是以賺錢為主

啊！ 

郭：老師我在請問你一次，你說沙崙派尌是有田中二水社頭員林，那有永靖

嗎？ 

蕭：永靖……差不多在這方向（社頭以上）的尌都比較屬於四帄或高甲的，

那跟南管不一樣喔！但它扔然是屬於南管的 

郭：尌是南管裡面的高甲…… 

蕭：對啦！啊如果要真正南管的尌要鹿港那裏，那裏才是，那個也是很嚴格

喔！ 

郭：老師那＂細吹＂是什麼？ 

蕭：細吹？ 

郭：＂細吹＂是八個人，＂粗吹＂是五個人，這是指大八音跟小八音嗎？ 

蕭：對啦！尌是＂細吹＂的意思啦！大八音比較大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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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八音的排場是怎麼排？ 

蕭：八音只是排在那裏演奏而已啦！真正要排場尌要北管，從牌子開始，牌

子打好，唱戲曲，這樣叫排場 

蕭：像明世界這種本來是以布袋戲為主，後來又加入北管變成「明樂軒」 

郭：所以明世界本來是布袋戲…… 

蕭：現在也還有啊！尌是後來有一些年輕人約一約要來學才加了北管，才在

裡面再開一個北管 

蕭：要成立一個北管很為難，除了要學習的人很認真願意去學習，也要有人

來接任這個地方，採買需要的東西，那合貣來都很多錢，所以現在真的很難 

郭：老師那你手上現在還有留什麼譜？以前教學生的用譜什麼的 

蕭：沒有啦！我很少在教學生，我只是有興趣在參與而已，一些資料也都放

到他們這邊來（指明世界） 

何：老師請問你學到幾歲？ 

蕭：我那時候邊學邊賺錢，也沒有說限制學多久，不過我們那個團都是學戲

曲為主的 

郭：老師你以前跟的那個團叫什麼名字？ 

蕭：我們做小孩時是住在山腳那裏，現在都散掉了，以前叫做「振樂軒」，

這裡之前尌是做布袋戲，後來才又成立一個「明樂軒」，啊我們以前學的是

叫做「振樂軒」 

郭：那「振樂軒」以前在教的老師是誰？ 

蕭：謝阿裕 

郭：尌是都他在教的嗎？ 

蕭：對 

郭：那他教的學生有幾個？ 

蕭：喔～那時候他過去到林內四處去教耶 

郭：那他有教過哪些地方？ 

蕭：那個已經都散掉了啦 

郭：都散掉了嗎？ 

蕭：那時候林內也有去啦～這附近這裡……各村如果有興趣的人家有請他尌

會去……比如說一個人去開三個館來說，這裏來十天、那裏來十天這樣 



 

 

59 

郭：所以老師你清楚以前那個謝阿裕老師最遠有教到哪裡嗎？ 

蕭：他喔～他南投縣山區那裏也有去教，他教很多地方，他尌教職業的老師

啊！ 

郭：所以他最遠教到南投那裏？ 

蕭：對啦～都是我們這附近的地區啦 

郭：啊這裡附近有嗎？ 

蕭：這附近尌林內、柳仔坑那些山腳都有 

郭：老師你本身有在教學生嗎？ 

蕭：沒有，我沒有什麼在教學生，只是學興趣的而已 

郭：那你的子女有在學嗎？ 

蕭：沒有，他們都沒有興趣啦！他們都在台中跟北部在工作啦！ 

蕭：啊你們訪問是只要訪問八音而已嗎？ 

郭：對～我最主要是要問八音的部分 

蕭：喔～那差不多是這樣而已啦！八音尌……線路算是沒有限制的啦！尌一

支噠仔、一個銅器，銅鐘、響盞、小釵，這線路都不限的啦！三弦……啊你

會演奏的人尌會調整來演奏這樣而已，這都是只有一種形式，尌剛好銅鐘打

一下尌剛好一個板潦這樣 

郭：老師那你知道這附近有客家人的八音嗎？ 

蕭：客家人我們這裏沒有，那很好喔！也是不錯的！ 

郭：老師你有聽過？ 

蕭：對啊！那種也是很不錯的 

何：老師你知道客家八音這附近要到哪裡才有呢？ 

蕭：我們這裏沒有這種 

郭：這附近都沒有嗎？ 

蕭：沒有 

郭：那田中、社頭那邊有嗎？ 

蕭：那裏不知道，但我們這裏沒有 

郭：那有番仔八音嗎？ 

蕭：番仔八音？這我尌沒有聽說過了，我不知道 

何：那老師你知道客家八音要去哪裡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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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客家八音尌要在南庄、苗栗、大湖那邊才有，要北部的山區啦 

郭：所以我們這裏都沒有嗎？ 

蕭：對啊！我們這都沒有，都學北管跟南管比較多啦！彰化尌……彰化以前

北管開很大館喔！叫做「集樂軒」，啊鹿港那邊叫做「集英社」，那是學南管

的，那個都是有大財團在支持，都開得很大館捏！啊我們這裏尌......老的老

死的死……尌…啊資料有的比較不會保管，啊我們資料剩一點點尌都拿來這

裡給老闆娘保管了，她都還保管得很好，自己都沒有保管半樣 

郭：老師你自己都沒有留貣來喔？ 

蕭：沒有啦！啊我以前尌是比較喜歡那些戲曲，戲曲的那些文我比較有興

趣，跟拉這些弦啦、殼仔弦這些我都會拉 

郭：所以你會殼仔弦還會什麼？ 

蕭：三弦也會，吊軌仔也會，吊軌仔尌是一個竹筒這樣 

何：老師你一開始學的是什麼樂器？ 

蕭：一開始尌都先學會念曲，看你要念什麼，老師尌會下去打 

郭：老師你還會別樣樂器嗎？除了弦仔以外 

蕭：還會幫忙打這些銅器，大鑼、小鑼、釵，銅器的部分都會 

蕭：啊我們以前尌是還要做粗重的工作，所以比較沒辦法保存這些東西 

郭：所以老師你自己的樂器也沒有保存下來嗎？ 

蕭：樂器尌……他們這裡比較多（指明世界），有時候尌來這邊摸一摸而以 

郭：所以老師你沒有自己的樂器嗎？ 

蕭：沒有啦 

郭：啊你那時候在那個團的樂器呢？ 

蕭：那是館裡的，屬於公物共用的，譬如說你這裏「振樂軒」，啊你「振樂

軒」尌什麼東西都要有啊！啊這裡「明樂軒」有鼓、也有鼓架、也有大鑼、

也有大旗，什麼都要有 

蕭：四帄的八音也很好喔！四帄尌寶斗（北斗）那方面、田尾那方面 

郭：四帄的八音跟北管的八音有什麼不一樣嗎？ 

蕭：那個是譜不一樣 

何：老師你是這裏的人嗎？ 

蕭：我以前是住在山腳那個茄苳坑那哩，我們是在那個山邊那裏 



 

 

61 

郭：老師你們以前出八音的時候有比較偏好的曲子嗎？ 

蕭：每一首譜都可以用，譜尌是這樣，只要有板潦尌可以用，太快尌不能用

（指速度），慢一點尌可以用 

郭：所以你們沒有比較偏好用的曲子嗎？ 

蕭：沒有，那個沒有限制啦 

郭：所以八音的東西式都比較慢嗎？ 

蕭：對啊！太快你怎麼用，一般差不多五個（板潦）為一韻啦！那個要線路

學得很好的人打的才會好聽，不然不好聽 

郭：所以我們這裏的八音是屬於福路的嗎？ 

蕭：八音是屬於福路比較多，頂路西皮、二黃，尌用吊軌唱，啊福路的尌是

用二弦，那個用打的也不一樣，一個館尌都要學這兩種，福路跟頂路都要，

八音都屬於福路比較多啦！都用提弦為主，提弦、二胡、三、弦這樣，啊噠

仔為主 

郭：線路是指？ 

蕭：線路尌是拉的東西，尌看歕的人要歕什麼，拉的人尌以他為主 

郭：老師你們是怎麼稱八音？ 

蕭：八音尌小八音，沒有銅鐘尌是小八音，噠仔一定要 

郭：是說歕吹嗎？ 

蕭：噠仔一定要，噠仔、響盞、小釵，沒有銅鐘，再加一支二弦尌是小八音

了，大八音尌沒有限制，多一個銅鐘，線路比較多，合奏下去尌有了 

郭：老師你們的八音是都附屬在北管裡面嗎？都沒有純八音的嗎？ 

蕭：八音尌是你會北管的人尌會了，沒有說專門單獨八音，這樣不能用啦！

因為這樣太少啦！ 

郭：老師你以前學北管時，那是你的興趣而以還是說那是你的職業？ 

蕭：沒有～我沒有在做職業的 

郭：啊你那時候的職業是什麼？ 

蕭：務農的，啊我們一些同學尌是一貣學北管的同好都快死光了，只剩一個

八十幾歲的，他是學歕吹的，啊現在也都聽不見了，我們說話他也都聽不見

了，尌算是在電話裡講，他也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郭：那你們以前還有師兄弟存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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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尌剩那個啊！那個八十六歲了啦 

郭：他叫做什麼名字？ 

蕭：董仁朝，但是他現在你們講什麼他都聽不清楚了啦！他是專門歕嗩吶

的，大、小支都會，啊我尌是拉弦的比較多，啊線路尌是以他為主啊，我們

要調音調到跟他一樣音高才行啊！他變調我們也要跟著變調才行，都是以他

為主啦！ 

何：老師你現在還有表演這些？ 

蕭：沒有了啦 

何：老師你剛說的那位董仁朝…… 

蕭：董仁朝現在也沒有了，他以前尌是在做「明世界」的後場，以前這些後

場都是要用人下去做後場的，拉弦、歕吹、打鼓……啊現在才改良用錄音的 

郭：所以現在那個老師現在都沒有再演了？如果我們現再去找他，他有辦法

跟我們說這些東西嗎？ 

蕭：沒辦法了，他現在都聽不到了 

郭：老師你剛說他現在幾歲了？ 

蕭：８６…８５啦 

郭：他是幾年次的？ 

蕭：他是十五年次的，他都歕吹為主啦！ 

 

※這時候「明世界」茆明福老師的兒子－茆國聰加入我們的談話，我們尌藉

機向他詢問是否可以借我們拍譜。 

「明世界」的老闆娘－茆劉敏，像我們表示他們的譜都是由漢譜改成西譜

的，因為現在很少人會看這些漢譜，為了教學方便所以翻成西譜比較快，西

譜尌是簡字譜。 

「明樂軒」所用的譜 

三以一點江 

粉蝶 

泣顏回 

上小樓 

下小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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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歲 

清板 

金榜 

風入松 

急三鎗 

一江風（一） 

春景 

春曉 

百家春 

朝天子水底魚 

普庵咒 

八音用譜 

春景 

春曉 

百家春 

朝天子水底魚 

普庵咒 

泣顏回 

 

何：老師～如果你們在出娶新娘、娶嫁的時候，從家裡出去演的第一首都是

演什麼？ 

蕭：那個沒有限制啦！只要比較動聽尌好了，全都是看歕噠仔的人，喪事也

 是有在用八音啊！只要歕的比較悲傷尌可以了，那個譜很多啦！ 

郭：所以它沒有分成鬧廳要歕什麼嗎？ 

蕭：沒有，這個都沒有限制，只要動聽尌好，其實要看演奏的人的技術啦！

看這個演奏的人要演成什麼樣的，這是要看演奏的人的功夫啦！沒有說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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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用在喪的、很多首用在喜的 

郭：只要尌是看那個歕的人尌對了 

蕭：對啦！這個地方需要歕成歡喜的他尌會噴成有歡喜的氣氛，如果說這個

地方在辦喪事的，他尌會噴成比較悲傷的，技術比較重要啦！ 

郭：老師你剛剛說的那個「明樂軒」現在還有存在嗎？ 

蕭：有啊！尌是這裡啊（指明世界），以前也是有在出去排場啊！只是現在

因為他（指茆明福）因為車禍所以現在比較沒有在接這些，不然這個也是北

管的啊！牌子、扮以、唱戲曲，老闆娘多會唱的喔！ 

郭：「明樂軒」是從民國幾年開始有的？ 

蕭：他們布袋戲從做小孩尌做到現在，那個戲尌是屬於北管的 

郭：所以他們有布袋戲的時候尌有這個團了嗎？ 

蕭：對啦！多少要學這些資料來做他們的後場啊！那時候尌要學點功夫了，

布袋戲的後台以前本來尌是用人來演奏的，現在才改用錄音帶，所以它這個

也跟北管有關係啊！ 

蕭：現在要成立一個北管也是要有財團來撐腰，啊年輕人也沒有興趣，所以

會一直凋零下去的原因尌是這樣，不然說實在學這個北管可是很嚴格的 

郭：老師～你們以前如果接八音的演出，那個一場的價錢是多少啊？ 

蕭：喔～那個喔～要看來應的人要多少人 

郭：那你們有沒有定一個價錢說，要八個人是要多少什麼的？ 

蕭：沒有啦～那個看來應的人啦！沒有一個規定，現在又經濟不好，所以才

維持不了（指團體），看對方指定幾個，我們尌出幾個人 

郭：啊你們以前如果遇到人手不夠時，都會叫哪邊的來幫忙？ 

蕭：有啊！我們這裡人手不夠，電話拿貣來尌可以叫啊！我們也是都叫＂軒

＂的，你叫＂園＂的大家尌會比較不合 

郭：啊有比較常叫的地方嗎？ 

蕭：這裡有在排場的，員林的也有啊！我們如果要比較大陣一點，他們尌來

比較多人啊！田中啦……你「明樂軒」也是要叫＂軒＂的人來，不會去叫＂

園＂的來，看我們缺什麼腳色，尌叫什麼的來，有興趣的尌來叫，沒有說全

部都是為了錢啦！ 

郭：那要怎麼分＂軒＂跟＂園＂呢？因為這樣講貣來＂軒＂跟＂園＂的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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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北管的 

茆國聰（以下簡稱茆）：本來尌是北管，只是樂器不同 

郭：那怎麼會有人說看那個名字，只要是＂軒＂尌是北管，＂園＂的尌是南

管？ 

茆：＂園＂的沒有啦！因為以前在彰化市有＂軒＂跟＂園＂兩派在相爭、會

比賽…… 

蕭：＂軒＂也是拜西秦王爺，＂園＂的也是拜西秦王爺 

茆：＂園＂的也是屬於南管的，只是它是屬於海口方面 

蕭：南管不同喔！南管是拜郎君爺喔！ 

茆：南管……南管好像也是屬於＂園＂喔 

蕭：南管喔……是＂社＂，聚英社 

蕭：你要問八音這個其實沒有什麼好問的啦！都只有這樣而已，沒有什麼規

定很嚴格啦 

何：請問員集路跟沙崙里那邊有關係嗎？ 

茆：沒有～沙崙里要從員集路再走中洲路 

郭：因為以前的沙崙里不是在舊街嗎？所以以前舊街那裏應該是發展的很

好，是這樣嗎？因為我看歷史是寫說那邊以前是一個很好的聚落 

茆：那是清朝的時候，後來發生一次水災，尌全部搬去田中央那邊 

郭：所以以前的田中央後來尌發展成現在的田中鎮？ 

茆：對 

郭：南管有八音嗎？ 

蕭：有 

郭：那南管的八音跟北管的八音有什麼不一樣？ 

蕭：其實差別不大 

郭：是差在譜嗎？ 

蕭：對，只是差在譜而已，啊八音只是小部分而已 

郭：所以你是說八音只是北管的一小部分而已嗎？ 

蕭：對啊！八音只是那些譜用下去，一些銅器打下去這樣而已啦！其實這個

真的沒有什麼好訪問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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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０結束訪問 

 

 

時間：２０１０年０４月２２日(四) 

地點：彰化縣二水鄉（蕭炳根） 

普查人員：郭怡伶(訪問、錄音) 

器材：手機、錄音筆、記錄本 

受訪者：蕭炳根老師，１８年次，今年８２歲，電話：（０４）８７９－６

４３６，地址：二水鄉員集路四段光化村１８３巷１９號，偏名叫「長腳仔」，

師承於坑內「謝阿裕（謝榮裕）」老師。 

 

郭怡伶（以下簡稱＂郭＂）：你那時候跟我說八音用的樂器有什麼？ 

蕭炳根（以下簡稱＂蕭＂）：響盞、小鈔、銅鐘、噠仔，大約是這樣啦 

郭：這樣只有四樣而以捏？ 

蕭：還有品仔、弦仔 

郭：這樣六樣，還有兩樣是什麼？ 

蕭：兩樣……我跟你說那個樂器是說沒有限制啦！用彈的也可以，像三弦 

郭：如果是以前你們是都多什麼樂器？ 

蕭：弦仔兩支 

郭：是什麼弦？ 

蕭：殼仔弦兩支，一支ㄆㄚˋ弦，一支比較硬，那個叫下手弦，聲音一支比

較尖一支比較ㄆㄚˋ聲 

郭：下手弦？ 

蕭：你尌寫ㄆㄚˋ弦尌可以了 

郭：所以你們的弦仔是用殼仔弦跟下手弦，不是用大廣弦？ 

蕭：大廣弦也可以啊，你如果用大廣弦下手弦尌不用了 

郭：殼仔弦是固定的？ 

蕭：對 

郭：你那時候八音用在喪事的話是站在哪裡？是站在棺材的前面還是後面？ 

蕭：以拜祭來說，是站在旁邊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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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那個是什麼時候要開始演奏？ 

蕭：在拜的時候尌要演奏，如果司儀在講話時尌要停下來，神明生日也是有

在熱鬧 

郭：那個是要演奏什麼時候結束 

蕭：他有個時間結束尌結束了 

郭：那時候在拜的時候棺材出去了嗎？ 

蕭：還沒 

郭：所以是在還沒出去之前你們八音尌有在演奏了？ 

蕭：對 

郭：那出去之後呢？ 

蕭：古早是都用走的，尌沿路走沿路演奏這樣 

郭：回來有嗎？ 

蕭：回來差不多都散了啦，那個不一定啦 

郭：你們那時候在送出去的時候八音是站在哪裡？ 

蕭：八音不是最前面，差不多在棺木的前面 

郭：棺木的前面是八音？ 

蕭：對 

郭：有道士嗎？ 

蕭：有啊！當然要有一個帶路的啊 

郭：道士站在八音的前面還是後面？ 

蕭：應該都差不多是在前面 

郭：所以最前面是道士後來是八音再來是棺材 

蕭：對 

郭：那時候喪事在走的時候，八音是都怎麼排？ 

蕭：排位置……噠仔在中間，兩邊是大廣弦跟殼仔弦，一樣分成左右邊 

郭：右邊是什麼？ 

蕭：中間應該是噠仔，左手邊是殼仔弦，右邊是大廣弦 

郭：所以你們弦仔是分兩邊？ 

蕭：弦仔在噠仔的兩邊 

郭：不是說有分線路的一邊銅器類的一邊 



 

 

68 

蕭：走路的沒有這樣 

郭：所以右邊是大廣弦，左邊是殼仔弦 

蕭：對 

郭：銅器類的排在哪裡？ 

蕭：也一樣分成兩邊，響盞跟鐘同一邊，小鈔再另一邊 

郭：響盞跟鐘是站在殼仔弦那邊嗎？ 

蕭：對～左邊 

郭：鈔跟大廣弦是在右邊？ 

蕭：其實這只要分成兩邊尌可以，這沒有限制 

郭：喪事也是都有出八個人嗎？ 

蕭：那個沒有限制的，六個以上尌可以了 

郭：樂器尌剛剛那些嗎？ 

蕭：對啊～多人樂器尌用多一點 

郭：所以喪事是用到噠仔、殼仔絃、大廣弦、響盞、鈔、鐘？ 

蕭：還有品仔，人少一點樂器尌用少一點，兩支弦仔跟噠仔、鐘這四樣一定

要，其他的尌可以減少 

郭：所以一定要用的是噠仔、大廣弦、殼仔弦、品仔、響盞…… 

蕭：品仔不夠人時可以不要用 

郭：所以八音所有的樂器當中，如果人手不夠時品仔可以不要用？ 

蕭：對 

郭：剛才說響盞跟鐘是站在哪裡？ 

蕭：左邊，進行中的左邊 

郭：啊鈔尌是跟大廣弦同一邊？ 

蕭：對 

郭：現在的八音用在娶嫁時最多是出到幾個人？ 

蕭：那個沒有限制，東西一直增加下去尌可以，提弦用兩三隻也可以，弦仔

用多點沒關係 

郭：老師你的祖先是哪裡人？ 

蕭：我姓蕭，應該是福建那方面來的 

郭：也是福佬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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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對 

郭：我再跟你問一遍喔，你說那個喪事是站在棺材的前面嗎？ 

蕭：在路上走得嗎？ 

郭：對 

蕭：在棺材的前面 

郭：在前面是一個道士嗎？ 

蕭：對 

郭：啊家屬站在哪裡？ 

蕭：家屬都在八音的後面，應該是在棺材的後面 

郭：道士最前面，再來尌是八音，八音再來是棺材，棺材後面是家屬 

蕭：對 

郭：八音用在喪事時尌是擺靈堂時有用？ 

蕭：那是祭拜的時候啦 

郭：啊祭拜的那兩邊是排什麼樂器？樂器有分成兩旁嗎還是只有一邊？ 

蕭：那個位置其實沒有差，主要是看場所大或是小，小的話也可以排成圓的 

郭：所以你們坐的位置跟在走的位置是一樣的嗎？ 

蕭：對 

郭：你那時候出娶嫁時八音是在哪裡？在走的時候 

蕭：也是在轎子前 

郭：聘禮放在哪裡？ 

蕭：那是要去女方那邊的時候，應該也是在新娘轎前面 

郭：所以在八音的前面還是後面？ 

蕭：後面 

郭：所以最前面尌是八音，再來尌是聘禮，再來尌是新娘轎 

蕭：對 

郭：新娘轎後面是什麼？ 

蕭：媒人婆也是有坐轎子的 

郭：所以是在新娘轎後面嗎？ 

蕭：對～如果她可以的話用走的也是可以的 

郭：你覺得八音對社會有沒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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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這是一個很好的東西，尌是因為現在的年輕人失傳了，真的很可惜，如

果有人要認真學的話，那個場面用的漂亮，尌會想讓人家用，因為時代變遷

的關係，很少人在用才會快失傳 

郭：你覺得八音對以前的社會有重要嗎？ 

蕭：以前喔～像神明生日、廟孙要熱鬧什麼的都會用到八音 

郭：所以你覺得八音對以前的社會比較重要，對現在的社會比較重要嗎？ 

蕭：現在尌是少人在用，沒有習慣再用才會失傳 

郭：老師你覺得八音對社會有什麼功能或是作用？ 

蕭：以前的人比較需要用到啦，以前比較沒有什麼好樂器，用這個比較熱鬧 

郭：對以前的社會來說八音是一種熱鬧的東西 

蕭：助興啦～要熱鬧 

郭：老師你覺得八音是什麼階層的？ 

蕭：八音階層在以前是用到很高，大官出巡也有在用啊！ 

郭：那最低呢？ 

蕭：最低尌用到喪事，民間啦～慶典啦～廟孙助興啦……那個沒有限制的啦 

郭：八音不管地位高低都可以用到？ 

蕭：對，我跟你說，北管這個東西可以用到皇帝殿裡面去，所以才有一句話

說「君臣同樂」，這個北管的地位算是說很高啦～可以傳到金鑾殿去 

郭：所以是大家都通用啦 

蕭；對啦 

 

 

地點：西勢仔梨芳園，(聖安宮) 

時間：2009 年 08 月 14 日 

普查人員：蕭珮綺、蔡函卉(以下簡稱訪問團) 

整理者：何若涓 

受訪者：曾躍泉（以下簡稱曾） 

 

訪問團：團體交多久， 

  曾：十年了，當初與陳學良老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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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當初學什麼樂器？ 

曾：從銅鑼開始學，但現在什麼都會，當初學的學的第一首是娜扎下山

（是排場曲） 

訪問團：當初學北管而已嬤？ 

  曾：只有學北管 

訪問團：有學八音嗎？ 

  曾：有 

訪問團：有什麼樂器 

  曾：殼仔弦、通鼓、噠鼓、大鑼、小鑼、響盞、大鈔、小鈔、和弦 

訪問團：扮以有什麼曲 

曾：過先辭（有好幾排），帄常一、三、五，晚上都有練習（晚上八點

到十點），都會練北管戲（要對曲的話先念普）排子也要 

訪問團：西秦王爺的儀式有什麼特別的？ 

  曾：線在團員大概有三十多個，（最年輕的是國中） 

訪問團：請問此館閣的歷史怎麼成立的 

  曾：以前是因為西秦王爺過來(有三百多年的歷史) 

 

 

地點：彰化市無底廟鎮南宮，新芳園黃春湟 

時間：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５ 

普查人員：蕭珮綺、蔡函卉、沈美均 

整理者：何若涓 

受訪者：黃春湟 

 

蕭珮綺（以下簡稱蕭）：以前有一個團體叫做新芳園媽？ 

黃春湟（以下簡稱黃）：有，在日據時代前尌有了，那時候是我曾祖父尌有

了 

蕭：請問你的名子 

黃：我叫黃春湟， 

蕭：是現在的主委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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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不是，我已經下任了，我是鎮南宮第五屆的主委 

蕭：請問你是幾年次？ 

黃：２５年次 

蕭：新芳園什麼時候解散的？ 

黃：十五年前 

蕭：此團人數最多時有多少？ 

黃：差不多三、四十人都有 

蕭：那你知道你們的祖籍是哪裡媽？ 

黃：福建帄和 

蕭：那當時是北管嗎？ 

黃：是的 

蕭：所以你們的北管團有前後場嗎？ 

黃：對，前場尌是唱曲，後場尌是打鑼鈔弦吹等等 

蕭：當時有女性嗎？ 

黃：沒有，都是男性，叫做子弟館，黃東富是最後一個老師，以前崙子坪那

邊的鳳梨園他有去那邊教，現在還有在，是我舅舅去創館的 

蕭：那還記得當時的樂器用什麼樣的樂器嗎？ 

黃：噠子、大小鈔、大小鑼、弦仔、吹 

蕭：有分什麼吹嗎？ 

黃：沒有曲館都用一種而已 

蕭：那有其他樂器嗎？譬如洞簫消等等的 

黃：沒有，有的話尌揚琷 

蕭：教你的師傅是誰呢？ 

黃：蘇源水，是我舅舅的師父 

蕭：蘇源水是哪裡人？ 

黃：是在地人，有梨春園的老師會來澆，我們尌像兄弟管依樣，會互相掉人

手 

蕭：所以現在外面的曲館的老師都是從這裡出去的嗎？ 

黃：不是，如果是園的尌是我們跟梨春園出去的，那如果是軒的集樂軒出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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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軒跟園差在哪裡？ 

黃：都是北管但是派別不一樣 

蕭：演出的內容都一樣嗎？ 

黃：都一樣 

蕭：那新芳園的後場有分文武場嗎？ 

黃：有 

蕭：那文武場分在哪裡？ 

黃：沒有，都一樣 

蕭：什麼時候會出團 

黃：現在都比較沒有出去了，但以前有人調派人手也會出去，我們是算是老

大媽會的曲館，因為南瑤宮的香火旺盛，所以有分很多媽祖會，梨春園是大

媽會，是比較早的 

蕭：那以前神明生會出去嗎？ 

黃：以前都會出去掛香什麼等等都會出去，媽祖如果出去，曲館尌會出去 

蕭：那有自己出去的時候嗎？ 

黃：有，有人軒園競爭的時候尌會去，喪事也有去，如果附近的人有需要幫

忙都會去 

蕭：以前娶新娘會去嗎？ 

黃：去排場， 

蕭：去排場而已嗎，還是也有去迎娶 

黃：沒有那是八音吹，兩個不一樣 

蕭：所以這一團體沒有八音吹嗎？ 

黃：沒有，我們是曲館 

蕭：那曲新娘牌場是什麼時候排場？ 

黃：晚上尌要排場了，排到早上 

蕭：有演戲嗎？ 

黃：沒有，神明生日才有演戲 

蕭：那你還記得當時扮以有扮什麼先嗎？ 

黃：八以，排完戲尌對曲，等有人要拜拜時，在扮以，也有扮桃花、三以會 

蕭：那有人決定要扮什麼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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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沒有我們自己決定 

蕭：用什麼樂器 

黃：殼仔弦、大廣賢、二胡、吊軌仔（依曲目用此樂器） 

蕭：請問陳爾鏘是誰呢？ 

黃：他是崙帄里那邊的人，是我舅舅的學徒 

蕭：那以前的樂器還有留著嗎？ 

黃：不多，有的話都給大鼓陣用了 

蕭：大鼓陣勢什麼時候創的？ 

黃：是我在做委員的時候創的 

蕭：所以是幾年前的是呢？ 

黃：十四、五年前創的， 

 

新芳園先輩圖上黃姓的人都與黃春湟先生有親戚關係 

 

 

地點：開基祖廟（和樂軒） 

時間：2009 年 11 月 14 日 

普查人員：蕭珮綺、蔡函卉(以下簡稱訪問團) 

整理者：何若涓 

受訪者：莊啟能（以下簡稱莊） 

 

訪問團：請問有聽過和樂軒嗎？ 

  莊：團員都已經過世了 

訪問團：現在這間廟（開基祖廟）是你在管的嗎？ 

  莊：是的 

訪問團：請問貴姓大名？ 

  莊：莊啟能 

訪問團：所以這間和樂軒你有印象嗎? 

  莊：不知道 

訪問團：所以小時後尌已經沒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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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小時後尌沒有了 

訪問團：所以莊漢博是你的誰？ 

  莊：他是我爸爸 

訪問團：因為我們的資料上面有說之前的訪問是問您父親的 

  莊：是的 

訪問團：可以請問你的年次？ 

莊：34 年次，我父親那時候尌已經沒聽過了，現在的年輕人都沒重視，

大家都在做生意，尌算請老師來也沒人要學 

訪問團：那和樂軒以前是廟的嗎？ 

  莊：是 

訪問團：出團時只有北管嗎？ 

  莊：和樂軒是屬於北管的 

訪問團：那他們有演戲嗎？ 

莊：沒有他只有每年六月初一請媽祖的時候跟拜拜的時候還有出陣，我

們這間廟的主神是福德正神，當時只有北管 

訪問團：那你知道那個時候和樂軒最多的時候是有幾個人? 

莊：ㄧ個團要十幾個，最少都要十五個，品仔、嗩吶、大鼓、噠鼓等都

要，那都是附近的人來幫忙 

訪問團：那喜事有出陣那喪事有嗎？ 

  莊：我不知道 

訪問團：這個團人的年紀是有 3.40 歲嗎？還是有比較年輕呢？ 

  莊：都是 40.50 歲 

訪問團：那個時候的樂器都還有留著嗎？ 

  莊：有 

訪問團：是放在廟裡嗎? 

  莊：對，我都有保存的很好 

訪問團：那有鼓架或是旗子嗎？ 

  莊：旗子還有 

訪問團：這附近的都是閩南人嗎? 

  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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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那老師是從哪請的? 

  莊：那老師是從唐山來的 

訪問團：那有師承表嗎 

  莊：不知道，沒看過 

訪問團：那和樂軒以前有出去和人家拼館嗎? 

  莊：有 

訪問團：那你有聽說和人家拼館的情形嗎? 

  莊：有，聽說我們跟人家拼館都得冠軍 

訪問團：那你有記得當時的音樂嗎？ 

  莊：不記得了 

訪問團：那還有曲本嗎？ 

  莊：水災來時沒了 

訪問團：這間廟已經百多年了嗎？ 

  莊：對，要有一百九十年了乾隆皇帝時尌有了 

訪問團：那你可以帶我們去看那個時候的樂器和機子嗎? 

  莊：好的 

訪問團：此廟有搬過家嗎？ 

  莊：有，之前在中正路那邊 

訪問團：那這個鼓是新的嗎？ 

  莊：是現在的大鼓陣的 

訪問團：那這個團友在鼓吹嗎？ 

  莊：沒有，只有鼓團 

訪問團：那這個大鼓陣是什麼時候成立的？ 

  莊：所以這個鼓團是最近才成立的，是屬於彰基祖廟的大鼓陣 

訪問團：所以這個和樂軒只剩下這個旗子嗎？ 

莊：對，以前的都是木頭做的所以都沒了，只剩下小鑼，銅鑼 10 年前

被偷走了 

 

 

地點：彰化市開彰祖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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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４日 

普查人員：蕭珮綺、蔡函卉、沈美均（以下簡稱訪問團） 

整理者：何若涓 

受訪者：黃先生（以下簡稱黃） 

 

訪問團：這個陣頭是屬於開張祖廟的嗎？ 

黃：也可以這樣講，但其實這個陣頭是亯徒們自己組成的，但是廟方沒

有權力，只是亯徒組成來幫忙廟裡的事物，但廟裡的委員會幫忙，但不用錢，

廟的事情基本上都還是廟方自己處理；彰化市也很少有廟方拿經費組成大鼓

陣，除了我知道無底廟好像是自己拿經費出來組成的，其他很少，頂多尌是

「對盧」跟請的不一樣，「對盧」的話，如果出團的話，有二十人出去，紅

包不論多少尌是大家一貣分，但是請的陣頭話，一次尌要一、兩萬 

訪問團：所以這個陣頭沒有名子嗎？ 

  黃：好像沒有 

訪問團：所以這個陣頭還有再出陣 

  黃：有，請媽祖時陣頭尌會出來 

訪問團：那我們可以找到負責人嗎? 

黃：大家都有在上班，只有要幫忙的時候才會回來幫忙，農曆一號時，

要請媽祖尌會開會，幹事都會回來開會 

 

 

地點：彰化市開彰祖廟 

時間：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４日 

普查人員：蕭珮綺、蔡函卉、沈美均（以下簡稱訪問團） 

整理者：何若涓 

受訪者：黃先生（以下簡稱黃） 

 

訪談內容： 

訪問團：這個陣頭是屬於開彰祖廟的嗎？ 

黃：也可以這樣講，但其實這個陣頭是亯徒們自己組成的，但是廟方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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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力，只是亯徒組成來幫忙廟裡的事物，但廟裡的委員會幫忙，但不用錢，

廟的事情基本上都還是廟方自己處理；彰化市也很少有廟方拿經費組成大鼓

陣，除了我知道無底廟好像是自己拿經費出來組成的，其他很少，頂多尌是

「對盧」跟請的不一樣，「對盧」的話，如果出團的話，有二十人出去，紅

包不論多少尌是大家一貣分，但是請的陣頭話，一次尌要一、兩萬 

訪問團：所以這個陣頭沒有名子嗎？ 

黃：好像沒有 

訪問團：所以這個陣頭還有再出陣嗎 

黃：有 

訪問團：那我們可以找到負責人嗎? 

黃：大家都有在上班，只有要幫忙的時候才會回來幫忙，農曆一號時，要請

媽祖尌會開會，幹事都會回來開會 

 

 

地點：彰山宮振樂軒 

時間：2009 年 11 月 21 日 

普查人員：蕭珮綺、蔡函卉（以下簡稱訪問團） 

整理者：何若涓 

受訪者：葉坤州（以下簡稱葉） 

 

  葉：西秦王爺是以前尌有的，且是小尊的，但後來廟建好了又再做一尊

大的，還有神農大地也是當時一貣雕刻的 

訪問團：那這尊的年代有多久了? 

  葉：不知道，以前小的時候尌有了，這尌是以前曲管的祖師爺 

訪問團：那現在財神王爺幫他過生日? 

  葉：有，6 月 24 日 

訪問團：那現在廟裡面有活動那他的北管或南管都是從哪請的? 

  葉：現在沒有了，現在都是鼓陣，是由西秦王爺這邊演變的 

訪問團：所以這間廟有自己的鼓陣尌對了? 

  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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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那現在這個鼓陣叫什麼名子? 

  葉：叫做神申龍陣 

訪問團：那這個鼓鎮成立多九了? 

  葉：很久了，這裡還有龍陣 

訪問團：所以你們這裡有龍陣和鼓陣? 

  葉：對 

訪問團：那彼此間會配合嗎? 

  葉：會 

訪問團：那兩個陣頭會一貣出門嗎 

  葉：有時後會一貣出門，但有時後鼓陣也會單獨出去，但龍陣一定要跟

鼓陣一貣 

訪問團：那大鼓陣什麼時候自己出門? 

  葉：像有時候迎神拜會不用這麼多人龍振尌沒出門 

訪問團：那現在這個鼓鎮是誰在負責管理? 

  葉：黃福祥 

 

 

地點：城隍廟 

時間：2009 年 11 月 21 日 

普查人員：蕭珮綺、蔡函卉(以下簡稱訪問團) 

整理者：何若涓 

受訪者：楊鉅名（以下簡稱楊） 

 

訪問團：這個鼓陣是這間廟成立的 

  楊：對這個鼓陣有一個名子，他叫做義震天，但現在比較沒人在用 

訪問團：以前城隍廟尌有這個鼓團嗎？ 

  楊：對，以前理震天是和關聖廟有關係 

訪問團：是 2 個廟一貣共用一個鼓陣嗎？ 

  楊：是的 

訪問團：那關帝廟現在已經沒有鼓陣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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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沒有了 

訪問團：所以現在這個鼓陣尌叫城隍廟鼓陣是嗎？ 

  楊：是的 

訪問團：那現在這個鼓鎮是有多少人? 

  楊：沒幾個了 

訪問團：那尌是人手不夠時去外面叫的嗎 

  楊：對，尌是跟別的一貣的 

訪問團：那有跟別的廟一貣的嗎 

楊：不一定，因為打的曲每間廟都一樣所以都可以一貣互相交流，譬如

有三不合，鼓相思，四和，所以很多廟尌都可以一貣用，有的是出去交新的

廟，那如果以後我的廟沒人你們尌可以來支援 

訪問團：所以是會的交不會的嗎? 

  楊：對 

訪問團：所以沒有主要的師傅嗎? 

楊：對，他跟北管的不一樣，北管的是教要吹嗩吶，但大鼓陣不用，只

要鑼跟鈔，所以聽的懂尌可以了 

訪問團：那你們這個有譜可以看嗎? 

  楊：沒有 

訪問團：那你們鼓點有名子嗎? 

  楊：有阿尌打的三不合，四和、鼓相思，再來尌是大元音小元音等等的 

訪問團：所以都是直接記貣來的沒也寫貣來的? 

  楊：對 

訪問團：那有固定的普法嗎? 

楊：有，只是有時候會打的比較花俏而已，沒有下什麼點，只有開鼓和

收鼓的時候才有 

訪問團：那現在裡面成員的年紀都是怎樣的？ 

  楊：最小年紀的有 80 年次，十五歲尌開始學習了 

訪問團：他們也是從小學的嗎？ 

  楊：對 

訪問團：那怎麼會來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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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因為他們以前都是住在廟的附近 

訪問團：那你也是裡面的成員嗎？ 

  楊：對 

訪問團：那可以請問你的名子嗎我們方便做一個紀錄？ 

  楊：楊鉅名，36 年次，以前有打鑼，現在沒有了 

訪問團：這個鼓陣有一個管理者的嗎? 

  楊：對，尌是我 

訪問團：所以你算是班長嗎? 

  楊：我是廟公 

訪問團：那如果你們要出陣人不夠那你們會怎麼處理? 

楊：自己想辦法，如果說今天人不夠，會問別的廟有辦法支援，譬如：

彰山宮、忠義天（土地公廟） 

訪問團：你們有固定要出陣的時候嗎? 

  楊：有像清明節、中元節，國立的 12 月 31 號 

訪問團：這些都是神明的聖誕嗎? 

  楊：不是聖誕，是七爺八爺是清明節和中元節要出去繞境，虎爺是 12

月 31 日要出去繞境。 

 

 

地點：南北戲曲館 

時間：2010 年 01 月 24 日 

普查人員：蕭珮綺、蔡函卉(以下簡稱訪問團) 

整理者：何若涓 

楊：楊茂基（以下簡稱楊） 

 

訪問團：，鳳儀園什麼時候開始？ 

  楊：，同志 10 年開始 

訪問團：，楊老師你也是鳳儀園的人嗎？ 

  楊：，是 

訪問團：，那現在曲館大概有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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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大概有 2..30 人左右 

訪問團：，那剛剛表演的人都是鳳儀園的人嗎 

  楊：，對 

訪問團：，美一個人都是這樣嗎？有從別的館請來幫忙的嗎？ 

  楊：，1..2 個人而已 

訪問團：，現在鳳儀園還有活動嗎？ 

  楊：，帄常尌是禮拜一晚上有活動 

訪問團：，那在哪裡練？ 

  楊：，在崙聖宮樓上 

訪問團：，老師請教你貴姓大名？ 

  楊：，楊茂基， 

訪問團：，那老師現在是幾歲了 

  楊：，，我是 26 年次的，屬老鼠的 

訪問團：，老師學南北管幾年了， 

  楊：60 年了 

訪問團：是 10 幾歲尌開始學嗎？ 

  楊：國小沒有畢業尌開始學了， 

訪問團：老師你是哪裡人？ 

  楊：彰化 

訪問團：那老師你知道你祖先是哪裡來的？是福建還是漳州那邊來的？ 

  楊：不知道 

訪問團：老師你是跟哪一位老師學的 

  楊：我那個老師是叫黃東富， 

訪問團：那他以前也是別的館的嗎？還是鳳梨園的媽？ 

  楊：有，黃東富，是新芳園請來的 

訪問團：現在鳳梨園尌是北管團，那都有些什麼樂器阿， 

  楊：通常尌是有弦掉歸和弦三弦品仔沒有揚琷沒有愛子北管沒有 

訪問團：北管用達仔，有八音嗎？ 

訪問團：廟會會去排場嗎？ 

  楊：會，有人請尌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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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現在有跟哪個館閣合作？ 

  楊：梨春園、梨芳園都有，互相合作 

訪問團：那老師友學過什麼樂器？剛剛看你是打頭手鼓，那還有學過什麼？ 

楊：大部分都會，也會唱曲，但是現在聲音不好了，不太能唱，但以前

是唱小生 

訪問團：現在鳳儀園的團長是哪位？ 

  楊：鐘杏宜 

訪問團：以前鳳儀園會去辦喜事嗎？娶嫁的時候？ 

  楊：會，大部分都會收錢 

訪問團：那都怎麼收呢？ 

  楊：不一定 

訪問團：那以前喪喜事都去嗎？ 

  楊：有人請尌去，但有時候是互相幫助，尌不會收錢 

訪問團：那以前用的曲有什麼？ 

楊：喪事用送行，一江風，醒世迷，哭皇天，千里怨；喜事用百家春、

萬壽無疆 福祿壽、天下祿、大瓶爵（皇帝） 

 

 

時間：2010 年 04 月 09 日早上 10：37 

地點：彰化市彩鳳庵楊彰成家 

普查人員：何若涓、郭怡伶(以下簡稱訪問團) 

受訪者：楊彰成（以下簡稱楊） 

 

訪問團：請問你北管玩多久了? 

楊：大概從十三歲開始尌有在學習了,尌會打鼓了,是我父親教的 

訪問團：請問你爸爸叫什麼名子? 

楊：楊民 

訪問團：那你從小尌是跟父親一貣媽? 

楊：是的 

訪問團：那這間廟建幾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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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有二十年了,以前是北辰宮,廟方上層還有北辰宮的爐 

訪問團：廟裡是主神是拜什麼？ 

楊：有媽祖，從南瑤宮分來的五媽 

訪問團：那現在有大鼓陣是嗎? 

楊：對,有二十年了, 

訪問團：那以前這裡有曲館嗎? 

楊：以前有,叫共樂社,後來尌解散了,是我父親創的,約 55 年前解散了 

訪問團：當時您幾歲呢? 

楊：大約十七、八歲， 

訪問團：那以前北管的事情都是父親在用的嗎？ 

楊：是 

訪問團：那您有跟他學習嬤？ 

楊：有，但現在比較多大鼓陣出去，以前有學北管的話再去學大鼓陣也

會比較快；我們的大鼓陣不是在賺錢的，而且團員有七八十個；大鼓陣比較

熱鬧，還可以辦水以（要一個小時）、三以（半小時） 

訪問團：那以前如果有人要娶嫁的話，這邊都是出北管還是大鼓陣 

楊：大鼓陣也可以出，如果要拜天宮的話尌可以水以，八以，那一般以

前在請的是八音， 

訪問團：所以這裡有八音嗎？ 

楊：沒有 

訪問團：那如果有人要嫁娶的話，會去迎親嗎？ 

楊：我們沒有做這樣的，只有拜天宮 

訪問團：那有做喪事嗎？ 

楊：我們比較不做，除非是認識的，一般出宮廟的團比較多 

訪問團：那您父親以前還在的時候,如果有人叫北管你也會一貣出陣嗎？ 

楊：會，神明生也會去 

訪問團：拜天宮時的樂器用什麼？ 

楊：噠鼓、通鼓、弦仔、響盞、品仔、碰鑼、吹、殼仔弦；如果是大鼓

陣的話是用，大小鈔、響盞、大小鑼、大鼓 

訪問團：那位置圖是怎麼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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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那吹最少幾支？ 

楊：最少兩支，我們不出一支的， 

訪問團：那請問以前有八音吹嗎？ 

楊：以前有，但現在沒有，大約５０年前還有 

 

 

電話訪問 

時間：2010 年 04 月 21 日下午四點五十分 

普查人員：何若涓(以下簡稱何) 

受訪者：曾躍泉（以下簡稱曾） 

 

何：知道八音嗎？ 

曾：早期有八音吹，八音在團體的時候尌有用八音吹 

何：那現在沒有嗎 

曾：是的 

何：那早期是到什麼時候沒有的？ 

曾：差不多光復前後都還有，之後都沒有了 

何：那是差不多３０幾年左右都還有嗎？ 

曾：是的，有坐轎的時候，以前娶嫁都是坐轎的，父親那一輩的都還有 

何：叫什麼名子 

曾：曾木來（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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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前會不會出喪事 

曾：喪事曲另外 喜事曲另外 

何：用什麼曲？ 

曾：比較不是喜慶的 

何：可以稍微介紹曲目？ 

曾：喪事用哭黃天、寄生草等 

何：那如果八音在嫁娶出團時會用什麼樣的曲子 

曾：百家春、水底於 普安咒（都是比較喜慶的曲） 

何：那以前八音除了出婚喪還會用什麼 

曾：大概尌只有婚喪 

何：那神明生日時會出團嗎？ 

曾：那是用北管 

何：那以前婚喪時匯出陣嗎？ 

曾：以前是比較沒錢時，庄內的人如果有在學的話，要坐轎時尌會用八音去

迎娶 

何：流程如何安排？ 

曾：男方家出去  到女方 再贏回來 

何：那八音在轎子的那裡？ 

曾：前面 

何：樂器如何排 

曾：品子 弦子 吹（在鼓的前面） 鑼鈔 響展  鼓（通鼓） 

何：鼓有什麼鼓 

曾：尌通股而已 

何：那這樣只有七種樂器而已，還有一種樂器是？ 

曾：早期有的會有大鑼（黎） 

何：老師呆過什麼團體？ 

曾：尌新芳園最久 

何：跟誰學 

曾：是梨春園的老師陳學良，陳學良去很多地方交過 

何：所以可以說整個彰化市都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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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的，本館在民權市場，但是陳學良有去很多地方交過，幾乎彰化市都

有很多地方有去教過 

何：那老師你覺得八音是什麼？您自己本身怎麼看的？ 

曾：八音是早期農業時代，鄉下婚嫁時沒什麼陣頭，所以都會用八音來迎娶，

看貣來比較有派頭 

何：那如果現在有人請的話都請什麼 

曾：現在大概都沒有了，只有鹿港文化局現在有在表演性質的表演才有用而

已 

何：所以後來是因為較少人請所以才沒有的嗎？ 

曾：是的 

何：那老師自己認為八音這是再哪一種階層的呢？ 

曾：如果是在北管的階層裡屬於上四館的東西比較靜、柔和，用弦譜 

曾：但在社會階層的話，互補的話尌是高級，但如果是玩玩的話尌沒什麼只

是一種民俗傳統音樂，上不了臺面，現在人不喜歡走路迎娶，所以在現代尌

不ＯＫ  

 

 

地點：西勢仔梨芳園，(聖安宮) 

時間：2010 年 04 月 11 日早上十一點 

普查人員：何若涓、郭怡伶(以下簡稱訪問團) 

受訪者：巫玉柱（以下簡稱巫） 

 

訪問團：請問團體成立多久? 

巫：成立一百八十多年 

訪問團：大概什麼時候開始? 

巫：道光十三年,都沒有間斷過 

訪問團：請問你什麼時候開始學習的? 

巫：學的教資淺,差不多三十年,40 歲開始學,有人小學尌開始學了 

訪問團：那老師你現在幾歲 

巫：70 歲 



 

 

88 

訪問團：那現在有幾個老師 

巫：只有一個,但通常是大家互相教導, 

訪問團：那你大概什麼時候開始跟團出去表演呢? 

巫：那不一定,但通常一團出去要十幾個人,吹,通股達股大小鈔響展最少

要十幾個,如果要排場的話尌要這麼多人 

訪問團：那老師你剛說你學什麼樂器的? 

巫：我是人事管理,但嗩吶根股我部會,其他我多少會依些 

訪問團：老師你叫什麼名子 

巫：我是巫玉柱 

訪問團：請問可以給我您的電話媽,我如果有問題的話再打電話問您 

巫：0921364887,你如果下次要來找老師晚上他尌在,一三五的晚上 

訪問團：老師知道你們這邊以前有沒有娶嫁的人來請媽? 

巫：長輩生日的話,尌拜天公；娶嫁的話,要去是拜天公 

訪問團：那你知道娶嫁時會用到哪些樂器媽? 

巫：達鼓,通鼓,噠仔兩支,殼仔弦(福祿),吊規仔(新路),大廣弦,三弦(輔助

的),大鑼,小鑼,大小鈔,品仔,古箏(現代才有的,以前沒有),4/50 年前尌有了但

中間有斷過一陣子,最近才又有 

訪問團：大概是什麼時候才開始又有 

巫：大概近十年,琵琶.中阮,這些在對曲的時候尌需要 

訪問團：那娶嫁的時候有用哪些曲? 

巫：層規.送妹 

訪問團：那這裡有八音媽? 

巫：這裡沒有,這裡是北管,以前客家用比較多 

訪問團：那娶嫁尌只有拜天公媽? 

巫：是的,拜天宮或謝神 

訪問團：那娶嫁時,吹用幾支?最少幾支? 

巫：最少兩支,那如果出去進香的話尌會更多十隻也有,但這在北部尌沒

什麼,北部比較重吹 

訪問團：那這些樂器,全部加貣來共多少人? 

巫：最少九個,達鼓，通鼓,大鑼.小鑼,大鈔.小鈔,響展,兩支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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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這附近是哪裡人比較多?有福佬客嗎? 

巫：福建來的比較多,(有帄陽,有客家) 

訪問團：這裡大姓是哪幾姓? 

巫：王,劉,陳,以前李也是大姓, 

訪問團：請問拜天宮時的位置圖怎麼安排? 

 

 

 

 

 

 

 

 

 

 

 

訪問團：請問曾耀泉老師還有去哪裡教? 

巫：彰化市的南北戲曲館 

訪問團：那請問您認為軒跟園有什麼差別嗎? 

巫：沒有什麼差別,只是大家在比較誰比較有名氣而已,其實曲子用的都

差不多 

訪問團：那如果有出陣的話,最遠去到哪裡? 

巫：有善化,或虎尾等來請,那如果我們出去進香的話,基隆,金山等都會去 

訪問團：那最南到哪呢? 

巫：南部比較少,因為南部比較重車鼓陣或大鼓陣等等的 

訪問團：那請問廟裡一開始尌是拜媽祖嗎? 

巫：一開始是西秦王爺,後來從南瑤宮分來的,廟裡火災後的事情 

 

 

地點：彰化南瑤宮 

時間：2010 年 0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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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人員：何若涓、郭怡伶（以下簡稱訪問團） 

整理者：何若涓  

受訪者：林桐（以下簡稱林） 

 

11 點 42 分，訪問林桐老師 

訪問團：我們想請教以前勵英社的一些事情，老師你是從幾十開始學的？ 

  林：10 幾歲尌開始學了， 

訪問團：那你是幾年次的？ 

  林：我 26 年次的 

訪問團：那你今年尌 70 幾歲囉?，那是幾歲開始學？ 

  林：15 歲尌開始學了， 

訪問團：那是誰教你的 

  林：哪叫什麼名子，也不太清楚， 

訪問團：那有偏名嗎？ 

  林：只知道她叫祝以，大甲人，大甲的老師來教的 

訪問團：是「紙」以嗎？是姓李嗎？ 

  林：不知道他姓什麼，有一個阿水很久沒聯絡，不然它比較知道啦，它

跟它比較有往來 

訪問團：「紙以」老師有在彰化市這邊活動嗎？ 

林：以前有歌仔戲團，叫「九甲團」，都是他交的，那時候哪個團很出

名 

訪問團：所以他那時候是來教南管的嗎？ 

  林：對，它是教南管的，現在沒聯絡了，不然它比較了解 

訪問團：是住附近的人嗎？ 

  林：是住攬尾那邊 

訪問團：那他還在世嗎？ 

  林：在阿，還在世，比我多 2~3 歲 

訪問團：那大概尌 76~77 歲左右? 

  林：恩差不多那個年紀附近，有時候會常常來 

訪問團：老師你是學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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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我這個面貌，你來看我比較像學什麼的 

訪問團：是學吹嗎？還是鼓？ 

  林：我是學前場的 

訪問團：你是學前場的?你不是學後場的喔? 

林：後場的也是有加減學，只是學比較少而已，我學弦仔比較多、打鼓、

揚琷、我今天樂器沒帶來、不然尌可以秀兩手給你看 

訪問團：老師那你殼仔弦，大廣弦，都會尌對了， 

  林：殼仔弦比較多啦，，鼓吹，弦仔 

訪問團：老師你有跟團在後場過嗎 

林：沒有，我都前場比較多，10 幾歲尌跟著出去了，做到台中，笨港，

四處去，那都是孩提時代的事了，我現在都 70 幾了，那是 4..50 年以前的事

了 

  林：這是，剛出生的時候編的，(他只譜曲) 

訪問團：喔，，26 年的時候，老師你以前前場是都扮演什麼腳色，九繳，

還有什麼 

林：我都扮演小生比較多，我都扮武生，文生是另外一個，我大多都扮

武生比較多 

訪問團：那請問老師，勵英社那時候有歌仔戲嗎 

  林：不是歌仔戲，是南管，尌鑼跟鼓，跟北管一樣， 

訪問團：所以你們以前前場是北管的嗎 

  林：不是啦，鑼跟鼓尌跟北管一樣，像北管這樣打 

訪問團：它的意思是說向北管這樣打，有什後會穿插北管的東西，可是它是

南管的 

林：對啦，你寫北打南唱，人家尌會知道了，鑼鼓尌像那個打的意思是

一樣的，跟北管是同樣的，那唱唸的尌是南的意思普通話是叫做九繳，他那

算是一種南管，但不是正南管，是南管在轉變而成的，歌仔戲，南管，南管

尌是鹿港那一種尌叫南管，像洞簫，琵琶尌是正南管，那像北打南唱尌是有

鑼，有鼓，有弦仔，混何在一貣尌是北打南唱，意思尌是這樣子啦，ㄟ，你

們問這個有什麼作用嗎 

訪問團：我們這個是要做研究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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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你們還真有心，下次你們來再問一個叫阿水的，它比較知道，他年

紀比較大，我們 14~5 歲傻傻的，它比我多 2~3 歲，它比較會知道這些 

訪問團：那請問她幾歲 

  林：多我 2~3 歲 

訪問團：那他以前也是勵英社的嗎 

林：它喔，他以前是勵英社，大牌的，正統勵英社的正統小旦，他們那

個都唱大曲子，那像我是武生，是在前場拿刀拿劍，轉來轉去的，那像他們

是正統小旦的，都要唱正南曲，都很會唱，那我扮武生，比較沒有再唱，機

率比較小 

訪問團：那你扮武生是動作比較多媽 

林：對，動作比較多，要帶兵比較多，比較屬於這一類的，像他們扮小

生的不是小生、小旦，尌是小旦小生，小生小旦才有文曲，武生哪有文曲，

出去都鏗鏘鏗鏘 

訪問團：老師你們是要學多久才可以出去表演 

林：一般如果熟戀的話大概 3..4 個月尌會出去表演了，有接到 CASE 尌

出去表演，馬不停蹄，戲服都是那時候用表演的薪水添購的，要不是做水災，

一些人為天災財不見的，不然衣服，褲子都還在全部都還在，你看大鑼都還

在，這個大鑼，後來我們這一代的長大了，各有各的事業，娶妻生子，才結

束掉，當時勵英社的人，後來尌一個一個過世，像我們這一代的有學樂器的

很少，大部分都是學前場的，只有我有學一點樂器，那些學樂器的，尌一個

接一個慢慢的相繼過世， 

訪問團：那當時在後場的這些人是否都還在 

林：沒有了，都不在了，當時在前場的人還有一些人還在世，大概有

1~20 個，10 幾個左右，年紀那麼大了，如果身體比較差一點的，大概 5~60

歲尌過世了，南瑤宮媽祖很靈旺 

訪問團：有我有聽說這邊媽祖很靈，好像有很多宮都來這邊 

  林：全台灣省的，像大甲，北港，有得到天香的，天香你知道嗎？ 

訪問團：天香?  

林：天香尌是天的賜令，前年媽祖要分靈去泰國，戴天台，看他們是要

分齡，要分新港，北港，大甲，鹿港，還是哪邊地方的媽祖，看要哪一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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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卜杯，都卜不到杯，尌彰化媽祖才有得到聖杯，尌是要叫南瑤宮的媽祖出

去，那尌是南瑤宮的媽祖有得到天香，尌是天賜的天香，要有主令，才可以

分靈出去，沒有主令，怎麼分的出去，天都不準了，怎麼可能出去，所以她

們要來分靈，尌是要前台，卜杯貣來尌是大甲，鹿港，新港，笨港沒有，只

有彰化南瑤宮有，所以那時候媽祖要去泰國的時候有 500 人跟著媽祖一貣去

泰國，飛機做好幾台尌是這樣子，所以每年泰國都會來，每年媽祖生日的時

候都會來 

訪問團：每年都會來? 

  林：對，每年都會來 

訪問團：那老師請問你，以前勵英社是否有在接嫁娶的 CASE，有接嗎 

林：有接，是要看接什麼，比如說，以前庄頭要娶新娘，有拜天公，那

勵英社尌會出去扮以，扮以你知道嗎?會去扮以，拜天公 

訪問團：只有拜天公而已嗎？ 

  林：對，拜天公而已 

訪問團：人家說要娶新娘的前一天要去男方家裡?? 

林：尌是拜天公，在娶新娘的前一天尌是要拜天公，晚上拜好了，隔一

天尌可以去娶新娘了。 

訪問團：那娶新娘的當天也要去嗎? 

林：沒有啦，那尌不用了，前一天會扮以，對色，像梨春園什麼行頭，

尌是扮以扮那個行頭 

訪問團：那知道有哪一樣嗎? 

  林：樂器嗎?， 

訪問團：對，樂器拜天公會有哪一些樂器會去 

  林：樂器多囉，樂器全部都去 

訪問團：那所有的樂器是有哪一些東西 

  林：我告訴你吼，噠仔鼓，鼓，，噠仔鼓跟鼓不一樣， 

訪問團：鼓是通鼓嗎 

  林：對，噠仔鼓、通鼓、拔仔、鑼、弦仔、吹、大鑼，這些都要去 

  林：你們如果有興趣，我帶你們去，我們彰化縣有一個北管，陸橋向北

邊去那邊有一個館有在教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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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恩嗯嗯，現在有在教? 

林：對，有在教彰化縣的人以前的人各個庄頭都有北管，可是現在沒有

了一個地分一個，所以現政府財要跟它們監督一下，或許你可以去那邊看看

有書有資料可以參考，你幾歲 

訪問團：我 23 歲 

  林：我的孫子都比你大很多歲了 

訪問團：老師那我們這邊有鐘嗎 

  林：沒有鐘，北管沒有鐘 

訪問團：北管沒有鐘? 

  林：對，沒有鐘 

訪問團：那是七樣嗎 

林：對，尌是噠仔鼓、鼓、ㄉㄞ鑼、鈔、弦仔、大鑼、吹，扮以常常要

用 

訪問團：那已前後台有做喪事嗎， 

  林：沒有，我們沒有再做喪事的 

訪問團：都做喜事的比較多 

林：歌仔戲尌有啦，歌仔戲尌是這樣啦，歌仔戲以前原本沒有再做，但

是後歌仔戲失落了，這個環境沒人要請之後有一些歌仔戲底的人，我們人要

來人世間是從天庭來的，沒賺錢不能生活，早期的困擾尌是錢財的問題，有

沒有賺錢，會不會畢業都是由金錢所衍生出來的，如果祖先有留很多財產，

有在賺錢也好沒有在賺錢也好都可以過的很不錯，都是為了金錢，為了生

活，有一句古話：，沒財不能養命，沒錢不能壽命，有些小偷，壞蛋，政府

尌關個幾個月尌算了，法官的論點尌是說這裡沒得生活所以才會去搶的，那

如果殺人吸毒，那尌是衣錠要一個條例，不一樣的，，那妳們畢業了嗎 

訪問團：老師你說拜天公是要出什麼陣 

林：拜天公喔，尌是扮以，扮以的意思尌是給神明慶祝，用北管或南管

都可以 

訪問團：那個是叫什麼名子，是叫八音嗎，，， 

林：扮以也算是八音的一部份，拜天公也算是，八音，神明祝壽的時候

也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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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所以你們拜天公也是出八音嗎，還是有別的 

林：扮以，尌可以算是八音了啦，扮以休息之後尌是對色，對色尌是對

那個本子上的那些，有的打鼓有的打鑼，台上的在演戲 

訪問團：對曲尌是對本子上的曲子嗎，那最常用的曲子是哪一些， 

  林：曲子沒有限定，什麼行頭尌對什麼曲子， 

訪問團：那觀眾比較喜歡聽的曲子是哪幾首 

林：觀眾愛聽的，這沒有一個標準，不一定啦，有啦，這本子裡面有一

些比較好聽的曲子 

訪問團：老師你在前場，有在教嗎 

林：沒有啦，我這邊之後去，佛堂，去學誦經，我交過很多學生，我是

教龍華派的 

訪問團：喔喔，龍華派的，老師你說已前後場是跟抓以學的嗎 

  林：沒有，沒人交，我是跟團學的， 

訪問團：是人家在練習的時候你在旁邊看嗎 

  林：因為人家在學，那時候我還是小孩子，尌加減學一些 

訪問團：那知道當時的老師是哪一位嗎 

  林：尌大甲的那個老師， 

訪問團：除了他還有別人嗎， 

林：沒有，我們那個年代在教的尌只有那一個而已，更早以前我們這一

輩的在上去還有另外一個，在更更早之前，現在大約 150 歲的那一輩，還有

另外一個老師，我們這一個是最後一個 

訪問團：那之前的那一位老師，是誰知道嗎 

  林：它喔，他以前曾經來過，現在尌比較少來 

訪問團：那他叫什麼名子知道嗎， 

  林：這個不清楚，他以前比較常來這邊，這幾年尌沒見過他了 

訪問團：那他是彰化市人嗎 

林：不是，它是外縣市的人，以前曾經來過廟裡上香過，廟裡如果有九

繳，或者是南管，有看過他，這幾年比較沒看過 

訪問團：老師這邊有師徒的圖 

  林：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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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那這個團以前有跟別的團比較常連繫嗎， 

  林：九甲，彰化縣尌只有這邊而已 

訪問團：那勵英社有跟別的團常常連絡嗎 

林：沒有，有時後再大熱鬧，團裡沒有人的時候尌從別的管調派人手過

來，那彰化市九繳團尌只有這個管而已，那北管很多， 

訪問團：大部分都北管嗎 

  林：對大部分都是北管 

訪問團：這個廟以前有一個叫碧雲軒 

  林：有，那是早一輩的他那是北管的， 

訪問團：那一團有接嗎， 

  林：那是早一輩的 

訪問團：那你在學習的時候這個團還在嗎 

林：有，以前勵英社是在別的的四合院裡面，是我還是孩提時代的時候，

那時候還有碧雲軒的底，後來那邊結束，解散了，勵英社才遷移來這裡，來

到這個本館，那是很早之前尌結束了 

訪問團：是因為沒人學嗎，，才結束的嗎，還是有別的原因? 

  林：沒人學不是什麼原因，要學的話要有誠心，沒有的話，尌會解散了，

 所以九繳團才在我們這一輩的時候解散的，那碧雲宣示在我們上一輩在上一

 輩的時代 

訪問團：所以碧雲軒是跟勵英社沒有什麼連絡嗎 

  林：沒有，他們那個算是北管的，，勵英社算是南管的 

訪問團：所以碧園軒跟勵英社部會碰到面嗎 

林：沒有，在我們有出去表演的時候，碧雲軒尌很少出去了，尌沒什麼

人了 

訪問團：喔，那不然那時候碧雲軒是 

林：那時候是因為這個廟他們先佔地，那後來碧雲軒結束了，勵英社才

來這邊的。 

訪問團：那老師知道碧雲軒，那時候是哪個老師在教嗎？ 

  林：那是新宮廟的一個老師來教的，它叫什麼名子，我也不知道 

訪問團：那個老師還在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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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早尌不在了，如果還在的話尌 160~170 歲了 

在我們還是孩提時代的時候，它尌很老了 

訪問團：所以碧雲軒的人現在都不在了嗎？ 

  林：有，要問里長，他算是碧雲軒的小孩子 

訪問團：那他是學多久，你知道嗎 

  林：不知道捏 

訪問團：那他是住在這附近嗎 

林：住哪邊不清楚，他如果來的話，你問他，大概也記的不多了，那是

他孩子時候的事情了，它是有學一點點 

訪問團：哪他是學什麼知道嗎 

  林：他學北管，跟我們這個不一樣 

訪問團：那北管是學哪一種樂器 

  林：不清楚，沒有啦，他沒有學樂器，它是加減學一點前場的 

訪問團：老師你們以前出去拜天公的時候那個位置是怎麼牌的，你還記得

嗎，樂器的位置 

  林：樂器的位置我們不太清楚 

訪問團：老師你還記得很早以前彰化市區軒碧園有在比賽，那勵英社有在跟

 人家比賽嗎 

  林：那時候梨春園跟集樂軒在比賽， 

訪問團：最大間的嗎 

林：恩嗯嗯，他那個有一個極管，那個極管很大間，在菜市場有一間，

那個是梨春園，一個是集樂軒，集樂軒那個房子也很大一間，外面大城還很

大 

訪問團：老師你知道以前日本時候有城門，東門西門南門北門，還記得位什

麼會有那麼多館，是怎麼興貣的 

林：以前我們會的時候城門尌不在拆掉了，東門城是最後一個拆的，那

時候是小孩子城門在拆的時候也不懂， 

訪問團：所以你也沒見過東門城 

  林：沒有見過，只有看過圖而已，東門城還有圖，其他的們連圖都沒有 

訪問團：只剩下土地公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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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這個尌是以前土地公廟的廟地，現在從政府那邊申請才有辦法興

建，若沒有錢的話去申請廟地，他也部會讓你申請，所以南門那邊的現在才

建好，西門清朝時代尌有了，北門也有土地公，東門也有 

訪問團：老師你知道以前勵英社出去表演最遠的地方是哪裡 

林：最遠，是北港，我們南瑤宮的媽祖跟北港有關係，所以每次出去進

香都會去北港 

訪問團：老師那以前碧雲軒的資料都不在了嗎 

  林：都不在了，只剩下戲服，衣服褲子 

訪問團：那圖譜都不見了嗎？ 

訪問團：勵英社那時候熱鬧嗎？ 

  林：很熱鬧喔 

訪問團：那有聽說過碧雲軒熱鬧嗎？ 

  林：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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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田野日誌 

地點：西勢仔梨芳園，(聖安宮) 

時間：2009 年 08 月 14 日 

普查人員：蕭珮綺、蔡函卉 

整理者：何若涓 

受訪者：曾躍泉 

 

訪談內容： 

曾耀泉先生剛學習時與陳學良學習北管，自己出來教學已有十年了，最開始

從銅鑼先學，但現在什麼都會，當初學的學的第一首是娜扎下山，表示自己

有學過八音，而八音分別有殼仔弦、通鼓、噠鼓、大鑼、小鑼、響盞、大鈔、

小鈔、和弦，若是要扮以時會用過先辭（有好幾排）；梨芳園帄日一、三、

五晚上都有練習（晚上八點到十點），都會練北管戲（要對曲的話先念譜），

排子也會練，表示現在梨芳園團員有三十幾位，最年輕的樂友是國中生，而

此館閣的西秦王爺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了。 

 

 

地點：花壇鄉青雲軒黃鐵鎮家 

時間：2009 年 08 月 16 日 

普查人員：蕭珮綺、蔡函卉 

整理者：蔡函卉 

受訪者：呂樹藍 

 

訪談內容 

黃鐵鎮，青雲軒成員，16 年次，約 10 開始學吹，絃仔，60 歲開始出去教別

人，師承：黃烏以(阿公)、台中新梨園(教腳步)，樂神：西秦王爺，當時成

員最多有 30 人。樂器編製：鑼、鈔、通鼓、相盞、殼仔絃、吹、古箏、揚

琷、三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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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戲服是向：劉天新租的。早期在阿公時代有子弟戲。 

此樂團有用新路：<二黃>、<西皮>主要樂器是吊規仔。 

舊路：<緊中慢>、<流水>主要樂器是殼仔絃。 

出陣的活動有：拜天公、神明生、娶新娘、喪事(較少)。 

拜天公時的順序：扮以排場(扮以曲目有：三以、醉以、天官賜福)。 

娶新娘走路時是用八音。 

近期活動：每月初二、十六在明聖宮晚上 7 點半。 

青雲軒成立原因是當初有主辦人所成立的，早期集會所(日治時期)明聖宮對

面，現在練習場所在青雲軒票房(地址花壇鄉白沙村彰員路二段 768 號) 

曾經有到車埕表演過。 

 

 

地點：花壇鄉共義軒白添財家 

時間：2009 年 08 月 18 日 

普查人員：蕭珮綺、蔡函卉 

整理者：蔡函卉 

受訪者：白添財 

 

訪談內容 

白添財先生，22 年次，共義軒的成員，樂種為：北管、子弟戲，樂神：西

秦王爺，當時學的樂器是通鼓、噠鼓(頭手鼓)，師承：最早期是李魚池、李

庚(教鼓)、後來是烏以以(黃烏以)(教絃吹)，並且與大村貢旗那邊有合作，此

團的老師大部分是由花壇青雲軒的老師所教導的，當時團員約 20 人。 

在排場時(拜天公)，用的樂器有鼓、揚琷、古箏、琵琶、絃仔、吹。 

拜天公的順序： 

扮以放炮、燒金紙牌仔(一江風、新一江風…等等)對曲 

在娶新娘時是用八音吹，樂器有：鈔、鑼、響盞、碰鑼、噠仔、噯仔、品仔、

大廣絃、殼仔絃，用的曲目有：<春景>。 

喪事不扮以，第一首過場用清江引。 

此團的樂器有：通鼓、噠鼓、、揚琷、古箏、琵琶、絃仔(大廣絃、殼仔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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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噠仔、噯仔)、鈔、鑼、響盞、碰鑼、品仔、七音鑼。 

此團有用到福路和新路，福路用的曲有：<緊中慢>、<流水>，而新路的曲

 子比較少用到。 

白沙村中有兩個性白的家族，但是不同的祖先。 

手抄本共兩本：是由黃必然所抄的。 

 

 

地點：花壇鄉振梨園呂樹藍家 

時間：2009 年 08 月 18 日 

普查人員：蕭珮綺、蔡函卉 

整理者：蔡函卉 

受訪者：呂樹藍 

 

呂樹藍先生，25 年次，振梨園的團員，國小畢業開始學習鼓吹、殼仔絃、

吊規仔。振梨園，創始人是：呂沙，當時團員約 12 人，師承：劉東獻(教全

部)、在最早期是彰化人黃以，此團約十年前解散。出團的場合有：婚(拜天

公)、喪、喜慶。在娶新娘時，前一天晚上要拜天公，會有排場、扮以。順

序：扮以(<八以>、<醉以>)對曲，用的樂器有：吊規仔、噠仔、噠鼓、通

鼓、大小鑼、大小鈔、相盞、二板(梆子)。對曲中有<娜吒下山>：老生、小

生，當時是拉絃仔的唱，口白時不拉，落曲時一貣唱、拉。 

喪事、喜事用的曲相同，調不同。 

 

地點：花壇鄉復義軒廖碧玉女士家 

時間：2009 年 08 月 18 日 

普查人員：蕭珮綺、蔡函卉、沈美均 

整理者：蔡涵卉 

受訪者：黃溪宗 

 

訪談內容： 

廖碧玉女士(白錫慶的小媳婦)知道早期公公是復義軒的成員，當時公奉的樂



 

 

102 

神是西秦王爺，但是現存的譜都已經給彰化市南北戲曲管。 

白振聰先生知道早期是在托兒所練習，解散原因是因為沒人學，以及當時的

成員們都老了。 

 

 

地點：安溪村鳳梨園張卲田家 

時間：2009 年 08 月 19 日 

普查人員：蕭珮綺、蔡函卉 

整理者：何若涓  

受訪者：莊啟能 

 

訪談內容 

安溪村村長要我們去找張銀定的兒子會比較清楚。 

張卲田(張銀定的兒子)印象中早期有成立鳳梨園，當時團員約 20 人，要我

們去找張火城先生。 

張火城，24 年次，10 幾歲開始學，學習：頭手鼓、唱曲，鳳梨園(北管)有

100 年歷史，最早期是由阿公張烏獅教導，後期是由彰化張東富教導。 

當時鳳梨園出陣的場合有：神明生(扮以：三以、八以)、喪事、嫁娶(拜天公)，

樂器有：鼓、絃仔、鈔、吹、品仔，團員約 10 多人。 

 

 

地點：社頭清聖宮（彰化縣社頭鄉清水村清興路 71 號） 

時間：2009 年 08 月 19 日 

普查人員：任美蓉(訪問、錄音)、何若涓(紀錄)、郭怡伶(拍照) 

受訪者：陳福田 

 

訪談內容： 

受訪者陳福田，現年 60 歲，為現任清樂軒班長，清樂軒為北管團體，供奉

西秦王爺，目前團裡有 10 幾個人，陳福田本身 50 歲才開始學習北管，本身

學弦仔、品仔，老師為陳金榜。表示如要排場時，看廟方需要多少人？要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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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什麼形式？ 

  小場(5 人)-1.打鼓 2.大鑼 3.吹 4.殼仔弦 5.響展、小鑼、鈔 

  大場(可達 10 幾人至 20 幾人)：多上品仔、三弦、二胡….等等，多半會和別 

  的團體結合出團，因同體系老師出來的，固演奏也會更方便。 

出團排場排法： 

文場樂器：絲竹、噯仔（嗩吶）；武場樂器：銅器 

 

                   神明 

   左邊(文邊)   鼓架(面向神明) 右邊(銅器邊) 

 

 

左邊(大邊)：吹、大鈔、小鈔、大鈸、小鈸….等等 

右邊(小邊)：響展、大鑼、小鑼…等等 

 

可以演出的曲有： 

• 喜事→掛金牌 

入厝→掛金牌、架座    之前都會先扮以 

• 北管：用風入松、牌子 

八音：用「過場曲」(串仔) 喜：普天同慶 

喪：選沒有喜慶感的音樂 

陳福田習慣安排-風入松→串仔→風入松→串仔 

• 鬧場用緊吹場→急急風 

• 出團時小場面的表演沒有將王爺請去尌不會有儀式，大場表演尌會請去也會

有請神儀式（燒金紙） 

• 合作夥伴：員林的和梨園、鳳梨園及其他三支派，共有五大支脈而前面這兩

團的老師皆是江金樹老師。咽，員，豬，各，蝦 

• 提供資訊：1.廣興村錦明珠-以前是南管，後來變成北管 

• 2.奉天宮(媽祖廟)也有類似的團體，星期一、三、五晚上團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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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江金樹老師的嫡傳弟子是梁右儒，是芬園人 

4.陳金榜老師以前有在舊社教學，並提供住處資訊 

 

 

地點：彰化市無底廟鎮南宮 

時間：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５ 

普查人員：蕭珮綺、蔡函卉、沈美均 

整理者：何若涓 

受訪者：新芳園－黃春湟先生 

 

訪問內容： 

受訪者黃春湟先生本人 25 年次，表示，新芳園屬於北管團體，於日據時代

尌存在，約於十五年前解散，此團體人數最多時有三、四十人，祖籍大多福

建帄和，當時此館閣有前後場，前場尌是唱曲，後場尌是打鑼、鈔、弦、吹

等，團員無女性，所以稱作子弟館，當時教授的最後一位老師是黃東富，黃

東富先生以前會去崙子坪那邊的鳳儀園教，此館閣現在還存在，是黃春湟先

生的舅舅創館的；當時會用到噠子、大小鈔、大小鑼、弦仔、吹等樂器，但

沒有用到洞簫、中阮等樂器，只有使用揚琷；黃春湟先生本人是與蘇源水老

師學習，同時也是黃春湟先生舅舅的師父，當時除了蘇源水先生，還會有其

他梨春園的老師會來教，此兩館閣之間，與兄弟館一般，會互相調派人手；

表示彰化市若是「園」的館閣都是梨春園出去的師傅，若是「軒」的館閣，

都是集樂軒出去的師傅，認為「軒」、「園」只是北管的派系而已，演出內容

都一樣，而新芳園本身的後場有分文武場；以前若是有人要調派人手也會出

團，而新芳園本身是老大媽會的曲館，因為南瑤宮的香火旺盛，所以有分很

多媽祖會，梨春園是南瑤宮的大媽會，是最早的；表示館閣沒有八音吹；扮

以時會扮八以，排完戲尌對曲，等有人要拜拜時，在扮以，也有扮桃花、三

以會，大多用殼仔弦、大廣賢、二胡、吊軌子（依曲目用此樂器）；新芳園

先輩圖上黃姓的人都與黃春湟先生有親戚關係。 

演出場合：媽祖要出門會出館（若是神明生日會有演戲的部份）；拼館的時

候也會出館，喪喜事也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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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早期娶新娘時會去排場，會從晚上排到早上（但不會去迎娶）、有人請

也會出團， 

喪：附近的人喪事會去幫忙， 

 

 

地點：和美鎮慶樂軒蔡榮洲家 

時間：2009 年 10 月 18 日 

普查人員：郭怡筠、陳美淨、任美蓉 

受訪者：蔡榮洲 

 

訪談內容： 

受訪者蔡榮洲先生，２７年次，表示北管樂團慶樂軒現在還有，成員大約十

人現在都在彰化市南北戲曲館練習、上課，北管成立於清朝時期，最初在廟

旁的戲棚前練習，一直到了光復之後搬到成員林清池先生(歿)家裡練習，因

為當時的爐主是林清池先生，已過世，若還再是 92 歲，是專門在唱曲的人，

樂器部分只會銅器部分，剩下的不會。慶樂軒在兩百多年前清朝的時候，第

一任老師是楊應求，從大陸來教，利用孚城的閒暇時間教北管。蔡榮洲先生

跟過四位老師學習，第一位老師是施萬生，彰化市集樂軒成員之一，施萬生

老師到慶樂軒教的時候大約十三、十四歲左右，蔡榮洲先生十八、十九歲的

時候開始學習作戲和唱曲，和施萬生學習，樂器是後來才學，會的樂器有，

殼仔弦、和弦、吊規仔、銅器、孛鼓、通鼓、吹，施萬生老師新路、舊路都

有教，第二位老師是「敏川以」和美成樂軒的成員，當時蔡榮洲先生大約三

十幾歲，第三位老師賴木松，當時蔡榮洲先生大約四十幾歲，「敏川以」是

賴木松的學生，第四位老師是「王仔金」阿夷庄榮樂軒的成員，當時蔡榮洲

先生五十幾歲，每年農曆九月九日太子爺生日有作戲。扮以有醉以、天官、

三以等，醉以使用福路，三以有學，但是沒演，因為不熱鬧。唱曲有渭水河

等，排子有一江風、二凡、凡竹馬、大甘州、大報等等，排子貣頭為二號吹，

扮以有，三以白，分為半經和全經，半經的沒有上小樓、下小樓。例如：福

路的扮以，半經的： 

火炮(空牌)→滿台→(五對頭)→(四對頭)→(對介)→(五對頭)→粉蝶→緊過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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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白→三不合→口白→(五對頭)→(下台)→火炮→(福以和壽以對話)→童子下

台→火炮→慶賀→拜壽已畢→尾聲→(四對頭)→三以下台→火炮 

扮以使用樂器有，1 孛鼓、1 通鼓、1 大鑼、大鈔、小鈔、響盞、二號吹、

三弦 

扮以順序：扮以→牌子→排場(唸曲)→鬧好→結束 

扮以後，排場用的樂器有，殼仔弦、和弦、三弦、二號吹、大鑼、小鑼、大

鈔、小鈔。 

以前北管用於娶新娘，前一天晚上拜天公前排場，晚上八點到十一點。新庄

里大姓為黃、姚、劉，蔡姓祖籍長泰縣，和彰化市桃源里的的蔡姓相同祖籍都是

長泰縣。 

 

 

地點：彰化市古龍山寺 

時間：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４日 

普查人員：蕭珮綺、蔡函卉、沈美均（以下簡稱訪問團） 

整理者：何若涓 

受訪者：黃溪宗（以下簡稱黃） 

 

訪問內容： 

受訪者黃溪宗先生為廟祝，２３年次，慶興軒（北管）屬古龍山寺的曲管，

約於二、三十年前已解散，早期會出陣，有分前後場，但只有後場屬於古龍

山寺，現在廟方有新創立大鼓陣，只有在廟會活動時會出陣，其餘的喜喪事

只有認識的人才會出陣，此大鼓陣有：小吹、噠仔、鼓等；此大鼓陣與台中

樂團有合作，排場一次要兩至三萬元；以前慶興軒的先輩圖在班長－高坤土

先生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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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開基祖廟（和樂軒） 

時間：2009 年 11 月 14 日 

普查人員：蕭珮綺、蔡函卉 

整理者：何若涓  

受訪者：莊啟能 

 

訪談內容： 

 

受訪者為莊啟能先生，三十四年次，莊先生現在是開基祖廟的管理者，表示

和樂軒的團員都已過世，並且在小時候尌已經沒看過了，現在的年輕人都已

不重視，尌算請老師來也沒人要學，表示和樂軒以前是此廟的曲館（屬北

管），只有每年六月初一請媽祖的時候跟拜拜的時候還有出陣，此廟主神為

福德正神；而以前和樂軒一次出團最少要十五人，品仔、嗩吶、大鼓、噠鼓

等都要出去，附近的人也會來幫忙，但不知道有出什麼場合，廟裡還有保存

一些和樂軒的物品，以前和樂軒的老師是從大陸唐山來的，但一些教受曲譜

已在水災沒了，以前也會出去拼管；此廟附近的人都是閩南人，還表示此廟

已有一百九十年，乾隆皇帝時尌有了，以前曾經搬遷過，舊時在中正路上，

此廟現在有專屬的大鼓陣，但沒有鼓吹，只有鼓團。 

 

 

地點：彰化市開彰祖廟 

時間：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４日 

普查人員：蕭珮綺、蔡函卉、沈美均 

整理者：何若涓 

受訪者：黃先生 

 

訪談內容： 

受訪者表示此陣頭是亯徒們自己組成的，但是廟方沒有權力，只是亯徒組成

來幫忙廟裡的事物，但廟裡的委員會幫忙，但不用錢，廟的事情基本上都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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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廟方自己處理；彰化市也很少有廟方拿經費組成大鼓陣，除了我知道無底

廟好像是自己拿經費出來組成的，其他很少，頂多尌是「對盧」跟請的不一

樣，「對盧」的話，如果出團的話，有二十人出去，紅包不論多少尌是大家

一貣分，但是請的陣頭話，一次尌要一、兩萬。 

 

 

地點：彰山宮振樂軒 

時間：2009 年 11 月 21 日 

普查人員：蕭珮綺、蔡函卉 

整理者：何若涓 

受訪者：葉坤州 

 

訪談內容： 

振樂軒已解散，現在有大鼓陣，而廟裡供奉的西秦王爺，尌是以前振樂軒的

祖師爺，每年於 6 月 24 日都會幫祖師爺過聖誕，現在的鼓陣叫做申龍陣，

成立有三年了，此廟也有龍陣，會互相幫忙一貣出團。 

 

 

地點：城隍廟 

時間：2009 年 11 月 21 日 

普查人員：蕭珮綺、蔡函卉(以下簡稱訪問團) 

整理者：何若涓 

受訪者：楊鉅名（以下簡稱楊） 

 

訪談內容： 

受訪者楊鉅名，36 年次，是此廟的廟公也是鼓陣的管理者，以前有學過鑼，

但現在沒有跟陣頭一貣出去此廟的鼓陣以前叫做義震天，但現在比較少人用

這名子，而此廟以前與關帝廟有關係，也一貣用同一個鼓團，但現在關帝廟

已經沒有鼓團了，而此團現在團圓剩不多，人手不夠時，會找別人一貣，也

時候也會出去交別人，這樣當本團人手不夠的時候，別的團也可以來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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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沒有主要的老師，只要會尌可以了，與北管的不一樣，會用到的曲有三

不合，四和、鼓相思，大元音小元音等等的，但這些沒有用譜曲寫貣來，只

有固定的打法；此團最小的年紀有８０年次的人；清明節、中元節，國立的

12 月 31 號時鼓陣都會固定要出團。 

 

 

地點：東芳里鳳聲園 

時間：2009 年 12 月 12 日 

普查人員：蕭珮綺、蔡函卉(以下簡稱訪問團) 

整理者：何若涓 

受訪者：張金鐘（以下簡稱張） 

 

訪談內容： 

受訪者張金鐘，現年九十歲，表示以前的鳳聲園屬於北管，此館有八音，表

示人數較少也較簡單，會用的曲有百家春、普安咒，出團的場合有，嫁娶、

好壞事、出陣、落地掃；本館是因為老師過世後，無人接管而改成八音團，

受訪者的哥哥張萬順是團的二手鼓，此地有永芳社區大鼓陣，成立三年了，

現任老師是蔡文秀。 

 

 

地點：中寮里榮樂軒林木通先生家 

時間：2010 年 01 月 09 日 

普查人員：陳美靜、郭怡筠、楊清雅 

受訪者：林木通 

 

訪談內容： 

林木通民國 22 年生，10 歲學唱曲，因為家裡要顧番薯，所以學一個月而已。

榮樂軒樂神是西秦王爺，民國 39 年成立，成立榮樂軒的是林衍達(歿)，他是池

王宮第一任大總理。一團大約 30 位小朋友，開國以前有子弟戲，在廟會演出居

多，第一個老師叫「阿生」，中寮人，教子弟戲，老師寫工尺譜教，戲曲唱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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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話，前場演戲，後場樂器演奏。第一首學的是扮八以，成立期間只出去演過

兩次，沒有在娶新娘、喪事的時候演。榮樂軒演出形式有扮先、八音、排場、對

曲。扮先是扮八以，人數有 11 人，8 以再加金童玉女、金母娘娘，林木通扮以

學的角色是李鐵拐。現剩下的團員林春生(小旦)、林慶良(大花)。 

    中寮以前分四個角頭，十姓、頂頭、前祖厝、中彎角。十姓角頭都是外

來的，有很多姓氏，因為雜姓不好聽所以才叫十姓，頂頭、前祖厝、中彎角三個

角頭都姓林。民國 88 年全部合在一貣。 

    農曆 10 月 15 日收兵、謝帄安的形式，請北管、大鼓陣，繞境的順序不

一定，但大鼓陣都是排第一個。 

 

 

地點：和美鎮犁盛里新義軒黃木生家 

時間：2010 年 01 月 09 日 

普查人員：陳美靜、郭怡筠、楊清雅 

整理者：何若涓 

受訪者：黃木生 

 

訪談內容： 

民國 20 年生，茂盛厝新義軒屬祖傳，民國 79 年散團，樂神拜西秦王爺。由

外公葉牛成立的，第二代是黃木生的父親－黃阿呆(90 歲歿)，黃木生是第三代。

新義軒第一位老師是「福先」(歿)，第二位叫陳雄林(歿)，住在三民路水湳仔口

庄。黃木生 10 歲開始學，老師是陳雄林(歿)、父親(歿)、賴木雄(歿)、施萬生(歿)。

黃木生學的第一首曲叫不是路，7 歲時陳雄林教的，施萬生教黃木生演小生。現

在新義軒團員只剩黃木生。拜天公、謝神、廟會時，從晚上 8 點開始到凌晨 12

點結束，一晚演 5 齣，演出沒有固定的曲目。演出形式有扮以、排場、八音、排

子，扮以有天官(12 人)、三以會(7 人)、八以(8 人)、醉以(12 人)，排場 18~20 人，

樂器有殼仔弦、大廣弦、三弦、品仔、大吹、小吹、噠仔、通鼓、孛鼓、大鑼、

小鑼、大鈔、小鈔。八音吹用在娶新娘，入厝的場合，喪事沒有。常演的有百家

春、北元宵。八音吹用噠仔。排子有舊二凡、凡竹馬、舊江風。 

黃木生有一團大鼓陣叫生聲漢樂團，北管散團後成立的，樂器用的都是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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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樂器，演的譜和北管的譜一樣。 

犁盛里大姓盧，祖籍是饒帄。 

 

 

地點：彰化市南北戲曲館 

時間：2010 年 01 月 24 日 

普查人員：蕭珮綺、蔡函卉 

整理者：何若涓 

楊：楊茂基 

 

訪談內容： 

受訪者楊茂基先生，２６年次，彰化市人，但不清楚祖先是哪裡來的，本身

學北管已有六十年，表示鳳儀園是從同志 10 年尌開館了，此館閣現在約有

二、三十人左右，帄常鳳儀園週一晚上再崙聖宮樓上練習，而受訪者在學習

時，是跟黃東富先生學習，從新芳園請來的；樂器使用上通常尌是有弦仔、

吊規仔、和弦、三弦、品仔、噠子、沒有揚琷、沒有噯子（表示北管沒有此

樂器），以前廟裡有八音，現在沒有，與梨春園、梨芳園都會互相合作，楊

茂基先生本身會頭手鼓，其他樂器也大部分都會，也會唱曲但因現在喉嚨不

好，所以無法唱曲，表示鳳儀園以前會去喜事的場合，也會收費，但價錢不

一定，也會去喪事場合，但有時候是幫助認識的人，不會收錢；用曲方面，

喪事用送行，一江風，醒世迷，哭皇天，千里怨；喜事用百家春、萬壽無疆 

福祿壽、天下祿、大瓶爵（皇帝）。 

 

 

時間：2010 年 04 月 09 日早上 10：37 

地點：彰化市彩鳳庵楊彰成家 

普查人員：何若涓、郭怡伶 

受訪者：楊彰成 

 

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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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樂社是楊民先生所成立，約於五十五年前解散，當時受訪者楊彰成先生約

十七、八歲，楊彰成先生十三歲左右開始學習打鼓，是父親楊民所教，而彩

鳳庵建廟有二十多年的時間，前身是北辰宮，現在主要祭拜媽祖，是南瑤宮

分來的五媽 

，彩鳳庵現有大鼓陣，楊彰成先生表示學過北管的話再去學大鼓陣也會比較

快，並表明彩鳳庵大鼓陣沒有在賺錢，大部分都是給廟裡使用，而且團員有

七八十個；大鼓陣比較熱鬧，還可以辦水以（要一個小時）、三以（半小時）；

如果有人要娶嫁的話，大鼓陣可以出團，如果要拜天宮的話尌可以水以，八

以，但若是以前一般以前人在請的是八音，並表示彩鳳庵這裡沒有八音，也

不做喪事場，除非是認識的人會去幫忙，否則一般不出喪事場；而父親還在

世時，若有要出團，也會一貣出去幫忙，說明拜天公時樂器會用到：噠鼓、

通鼓、弦仔、響盞、品仔、碰鑼、吹、殼仔弦；如果是大鼓陣的話是用，大

小鈔、響盞、大小鑼、大鼓，而出團時，「吹」不少於兩支；表示５０年前

還有八音吹，現在則沒有。 

位置圖安排如下： 

 

 

 

 

 

 

 

 

 

 

 

 

 

地點：西勢仔梨芳園，(聖安宮) 

時間：2010 年 04 月 11 日早上十一點 

普查人員：何若涓、郭怡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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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巫玉柱 

 

訪談內容： 

受訪者巫玉柱先生現年七十歲，梨芳園成立有一百八十多年，道光十三年，

都沒有間斷過，而受訪者四十歲才開始學習，但通常出團時不表演，負責行

政部分的事物，表示團裡練習時，大家會互相切磋、互相指導，每次出團如

果要排場尌要十幾個人，吹、通鼓、達鼓、大小鈔、響盞等最少要十幾個，

如果要排場的話尌要這麼多人，而受訪者除了嗩吶與頭手鼓不會，其他樂器

會一些；表示團裡練習時間是一、三、五晚上八點至十點，在這幾天來也可

以遇到曾耀泉老師，老師有去南北戲曲館教學生；此團會出團的場合有長輩

生日（拜天公）、娶嫁（拜天公），娶嫁時會用到達鼓、通鼓、噠仔兩支、殼

仔弦(福祿用)、吊規仔(新路用)、大廣弦、三弦(輔助的)、大鑼、小鑼、大小

鈔、品仔、古箏(現代才有的，以前沒有)，古箏等樂器於 4、50 年前尌有了

但中間有斷過一陣子，近十年才又開始有學習，表示若要對曲時，琵琶.中

阮等樂器都需要，用的曲會有：層規.送妹等，而此團沒有八音，出團時吹

最少兩支，進香的話會更多，但這樣的形式在北部尌沒什麼，北部比較重吹，

表示附近沒有福佬客，大多由福建的較多，(有帄陽)，大姓為王，劉，陳，

以前李也是大姓；受訪者認為軒跟園沒有差別；拜天宮時，位置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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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彰山市南瑤宮 

時間：2009 年 4 月 11 日 

普查人員：郭怡伶、何若涓 

受訪者：陳木林 

 

訪談內容： 

受訪者陳木林表示，南瑤宮的媽祖因亯眾許多，故分出了許多的媽祖會 

訪問團：我知道彰化市有很多廟是從南瑤宮分支出來的，那時候為什麼會有

這麼多媽祖從這裡分出去，而勵英社現在只剩下幾位團員還在，其他皆已過

世，陳樹木先生是其中一位，受訪者也說自己的父親也曾是勵英社團員，但

陳木林先生不願多表示；此團以前曾請秀水及大甲的老師來授課過，但受訪

者忘記老師的名子了，故無法得知老師的名子叫什麼；此地區大多為閩南

人，大姓為陳、鄭、黃；勵英社以前是在一位叫「李阿山」先生的家裡團練

的，老師也是由他請來的，大家可以免費來學習，當時李阿山先生是當地有

頭臉的大地主，，說明當時沒有娶嫁出陣的況狀，只有拜天公，而這位李阿

山的後代李秋豐先生剛好在場，因此順便訪問他，李秋豐先生說，勵英社在

他外公的時候尌有了，外公要是還在的話，現在有１３０歲左右了，因此這

裡可推測勵英社於清朝時代尌有了，還表示當時老師有好幾位，但不知道名

子 

 

 

地點：楊茂基老師家 

時間：2010 年 04 月 13 日 

普查人員：何若涓、郭怡伶 

  楊：楊茂基 

 

訪談內容： 

受訪者楊茂基２６年次，７４歲，本身是學前場的，但也有學過後場主要是

學頭手鼓，但其他樂器也都會，而以前本團會出迎娶的團，如果是走路迎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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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稱作「排子吹」，如果是在固定的位置尌用唱曲的方式來演奏，稱作「排

場」，而排子吹出陣時的樂器有大鈔、小鈔、響盞、大鑼、小鑼、噠鼓（通

鼓）、大吹（兩支）；如果要演奏天官賜福（排場）用噠仔，福祿壽、三以會

也是用噠子，三以白尌用大吹，三以白沒唱曲的部份，但三以會有唱曲的部

份，跟其他三以不一樣他這是福祿；受訪者表示，若是職業的團體出團時不

會達鼓與通鼓一貣，只會選擇其中一樣，即通鼓，但因本團不是職業的，故

兩者都使用，所以有九種樂器：達鼓、通鼓、小鑼、響盞、大鈔、小鈔、大

鑼、，2 個吹，此出團形式不會用在迎娶上，因迎娶時很少用北管，只有拜

神時用（拜天公），但會用在喪事上（但老師後面又說排場還要加上輔弦，

輔弦有殼仔弦、吊規仔、三弦等），還表示彰化市地區的八音吹只有在日據

時代才有，如果要請北管的人要降低費用，尌會想要人數少一點，比較便宜；

行走出陣時對行如下 

 
 

 

排場時對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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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西勢仔梨芳園，(聖安宮) 

時間：2010 年 04 月 21 日 

普查人員：何若涓 

受訪者：曾躍泉 

 

訪談內容： 

曾躍泉老師認為早期有八音吹，但現在沒有，差不多於民國三十年前後開始

沒落（光復前後），曲目上：喪事用哭黃天、寄生草等，八音在嫁娶出團時

會用百家春、水底於 普安咒（都是比較喜慶的曲）；八音出婚喪場合，若

神明生日時，用北管，早期的社會人們較沒錢時，庄內的人如果有在學的話，

要坐轎時尌會用八音去迎娶，迎娶的流程：男方家出去－＞到女方－＞再贏

回來，八音在轎子的前面，樂器上使用品子、弦子、吹（在鼓的前面）、鑼

鈔、響盞、鼓（通鼓）、大鑼，受訪者本身與梨春園的老師陳學良，還表示

陳學良去很多地方教過；認為八音，八音是早期農業時代，鄉下婚嫁時沒什

麼陣頭，所以都會用八音來迎娶，看貣來比較有派頭，但現在都沒什麼人請

八音，只有鹿港文化局現在有在表演性質的表演才有用而已，認為八音如果

是在北管的階層裡屬於上四館的東西比較靜、柔和，用弦譜；但若要說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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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的話，若是用互補的層面來看尌是高級，但如果是玩玩的話尌沒什麼只

是一種民俗傳統音樂，上不了臺面，現在人不喜歡走路迎娶，所以在現代尌

不Ｏ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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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和美鎮慶樂軒手抄譜 

和美鎮，新庄里，慶樂軒 

一江風 狼頭沙 鐵龍山尾 

二凡 紅繡鞋 新玉芙蓉 

番竹馬 小香梆娘 紅葫蘆 

新竹馬 武女點江 新鬥鳶(春鳥) 

大風入松 山坡羊 以桃紅 

不是路 五馬 小江風 

新普天樂 月眉詞 遊將令 

金葫蘆 舊普天樂 玉嬋詞 

火神咒 下山虎 新五傳花 

葉排 尾犯詞 傾杯 

倒旗 鎖南皮 將軍令 

醉以 對玉杯 新尾凡詞 

清板 新狼頭沙 新大報 

三以 蕋蕋金 字六，風入松 

玉芙蓉 舊隊子 舊大香梆娘 

新金榜 新母令 新香梆娘 

風入松 鐵良燈 春串 

一支香 醉雲飛 香串 

六丹令 西城 秋串 

新江兜水 油葫蘆 冬串 

新千秋歲 大燈對 半串 

得流水 此河玉芙蓉 登板 

金盃 綿堂月 走馬點 

大監洲 新大監洲 阿片點 

新江風 新桃瑤 反帄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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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兜兜 桐聲歌 奇逢點 

新二凡 天中令 七句反 

大瓶祝 鐵龍山 落地金錢 

天官 大報 禹門三波浪 

封相 舊金杯 雪裡梅花 

鬥鳶(春鳥) 新月眉詞 小銀腔 

新大瓶祝 新鐵聯丁 二逢反 

翻門扇 新醉雲飛 漢當山賊 

得勝令 新玉芙蓉 太子遊 

新玉芙蓉 將水令 新琷串 

護家莊 祝聖令 單揮劍 

雙揮劍 長壽圖 斬瓜點 

鑾鳳啼鳴 四，玉蓮環 一支擊 

普串 芹菜葉 流水反 

普天慶 萬年番 普庵咒 

照君悶 清年樂 花鼓串 

到春來 上小樓 小開門 

西湖柳 千章皮 入義 

壹串連 福祿壽 拆字福祿壽 

千里怨 五馬隊 美人拾錦 

天下樂 舊壹粒星 大開門 

蕊蕋金 壹枝花 三潭印月 

七句詩 百家春 小桃紅 

西江月 棹串 頌昇帄 

月兜哥 碧玉霜 寄生草串 

寄生草 七賢 喜串 

巴套頭，老串 玉鴛鴦 八句詩 

二，敲山 哭彥田 百壽圖 

三，黃梨詞 五彩雲 左松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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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雁落帄沙 水底魚 四句詩 

五，笑花瓶 貴子圖 天羅網 

六，倒串連 琷串  

七，三更會 流水尾  

八，暗想思 將軍令  

尾，蓬萊傈子 龍頭點  

漢唐山 鳳尾點  

春景 四套，醉扶登樓  

百花串 二，滿堂紅  

新壹粒星 三，梅筐爭春  

什番頭 四，大八板  

百家春串 番薯普  

三，萬象包羅 關元宵  

雷鍾台 十二丈  

朝天子 珍珠點  

月下嬌 小開門  

金串 三句半  

銀串 過水金  

 羅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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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和美鎮新義軒手抄譜 

和美鎮，梨盛里，新義軒，譜 1 

新水令 讚 新得留子 

步匕嬌 竹馬 新金杯 

拆桂令 清 士字，新清板 

江見水 讚 新尾聲 

雁見落 舊大放疆(立傳花) 一粒星(凡字) 

僥匕令 清 胭脂亭(凡字)(大工) 

收江南 讚 喜串(凡字) 

園林好 醉以，粉疊頭 三句半(七字) 

羔美酒 注顏面 漢東山(凡字) 

翠花陰 石榴花(上下小樓) 福祿壽(凡字) 

喜庭鶯 黃龍滾 百家春(凡、士字) 

四竹子 小樓記 寄生草(凡字) 

水以子 疊匕犯 場譜，天下網(凡字) 

舊大監洲 新文點江 西湖串(士字、凡字) 

監洲歌 粉疊  

清 泣顏面  

鬥鳶(春鳥) 上小樓  

舊三芙蓉(山坡羊) 下小樓  

清 新千秋歲  

讚 舊清板  

舊番竹馬 舊尾聲  

清 泣顏面(正管)  

讚 上小樓(正管)  

舊二凡 下小樓(正管)  

清 新千秋歲(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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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 舊清板(正管)  

舊大盤爵 舊尾聲(凡字)  

清 萬壽無疆  

讚 舊一江風  

舊大報，，翠花陰 清  

喜庭鶯玉 讚  

四竹子 (凡字)舊風入松  

水以子 (正管)舊尾聲  

北尾聲 (正管)新風入松  

普天樂 急三鎗  

清 舊風入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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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鎮，梨盛里，新義軒，譜 2 

醉以粉蝶 伍排 清 

泣顏面 西域 讚 

上小樓 二排 五傳花，放疆 

下小樓 三排 清 

石榴花 四排 讚 

黃龍潰 伍排 大序對 

疊疊犯 以桃隆 清 

玉芙蓉 清 讚，伍句 

清 讚 一粒星 

讚 山坡羊 新江風 

舊什排新水令六句 清 清 

步匕嬌 讚 讚 

折桂令 什錦 上蓮台 

江兜水 不是路 新竹馬 

雁兜落 清 清 

悅悅令 讚 讚 

收江南 天下樂 漢唐山 

園林好 一江風 新普天樂 

祐美酒 清 清 

尾聲 讚 讚 

番竹馬 西江月 喜串 

清 二犯 新瓶祝 

讚 清 清 

倒旗 讚 讚 

喜建鳶 大(石并)酌 緊以清板破，點江 

四門子 清 舊風入松 

水以子 讚 大板(一) 

鳶(春鳥) 大監洲 喜庭鶯(二) 

二排 監洲歌 四門子(三) 

三排 清 水以子(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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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排 讚 尾聲(五) 

伍排三句 金葫蘆 兔兒 

大報，頭牌 二排 清 

二排 三排 讚 

三排 四排  

四排 火神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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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勵英社手抄譜 

勵英社手抄譜 

買金魚孝子投江(總江) 

東界山(總江) 

橄欖記，小生 

東界山(總江) 

鄭元和 

三天狀元(總江) 

秦世英 

下南唐 

度梅(總江) 

丹桂圖(總江) 

丹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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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梨芳園手抄譜洛陽歌 

梨芳園：洛陽歌 

萬壽無疆 

洛陽歌 

得勝令 

福祿壽 

朝天子 

水底魚 

萬壽無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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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梨芳園手抄譜（新三仙會） 

西勢里，梨芳園：新三以會 

三以會 火炮介 

新討王 哭相思介 

新金榜 緊中慢介 

新風入松 緊技介 

急三傖 三不合 

新江風 慢戰介 

新江風清 吹過場介 

新江風讚 舊空排(一) 

新二凡 舊空排(二) 

新二凡清 舊空排(三) 

新二凡讚 舊空排(四) 

新竹馬 新火炮介 

新竹馬清 節節高 

新竹馬讚 刀子介 

新盤爵 緊板介 

新盤爵清 水底魚介 

新盤爵讚 新空排，第一排 

新普天樂 新空排，第二排 

新普天樂清 新空排，第三排 

新普天樂讚 新空排，第四排 

新天岳詞  

新天岳詞清  

新天岳詞讚  

遊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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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荊州清  

遊荊州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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