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南市藝陣文化的分佈 

一、陣頭概述 

    傳統藝陣1源自「百戲」2，俗稱「陣頭」，明清之際，先民渡海來臺，歷經

海上風浪險阻，與上岸之後瘴癘、自然災害等生存危機，常借助宗教信仰力量

以求心靈慰藉，因此，建廟、酬神繼之舉行迎神賽會，組織民間藝陣等與常民

文化息息相關的風俗，也隨之傳遞來臺。歷經四百年的傳衍發展，各種藝陣不

祇保存傳統民族文化的精神，也呈現出本土的風貌。 

    「藝陣」在台灣民間信仰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宗教祭典與藝陣最有關係

的，莫過於其中的「迎神賽會」3。早期農業社會裡，它是迎神賽會中娛神的重

要表演，亦是淳樸的農業社會中，人民生活的主要娛樂。 

    (一)臺灣藝陣的分類： 

藝陣的種類與形式繁雜，如何分類，各家學者都有不同的意見和看法

4： 

吳騰達在＜臺灣民間陣頭技藝＞中提到，臺灣民間陣頭的種類繁多，就表演場

合而言，可以分為廟會慶典及喪事祭典兩種不同用途的陣頭表演。而就其屬性

而論，又可以分為雜技類陣頭與小戲類陣頭。而民俗藝人習慣以文陣或武陣來

稱呼。5 

謝國興亦曾於中央研究院週報中提出不同的分類法： 

                                                      
1 所謂「藝陣」，乃是陣頭團體的美稱，也就是含有技藝表演性質的民俗團體。吳騰達，《臺灣

民間藝陣》，民 91，台中市：晨星出版有限公司。頁 14。 

2 「百戲」在我國民間技億歷史長河裡源遠流長，它涵蓋了散處在民間的樂舞、雜戲、雜技、

幻術、武術等表演藝能；最早也稱為「散樂」及「角觝戲」。陳正之，樂韻泥香：臺灣的傳統藝

陣，民 84，台中市：臺灣省政府新聞處。頁 6。 

3 吳騰達，《臺灣民間藝陣》，民 91，台中市：晨星出版有限公司。頁 14。 

4 「百戲」在臺灣衍演長達三百多年，種類繁多，有些節目內容也受了先住民的影響，呈現了

濃烈的鄉土風貌。現在要把這些百戲藝陣分門別類歸納仍幾大類屬並不容易，且歷年許多的研

究學者專家亦尚未有共通的分類定論。陳正之，樂韻泥香：臺灣的傳統藝陣，民 84，台中市：

臺灣省政府新聞處。頁 7。 

5 吳騰達，《臺灣民間陣頭技藝》，民 85，臺北市：臺灣東華書局。頁 22。 



    陣頭的種類很多，依形式有宗教儀式、歌舞小戲、音樂演奏、雜技表演等

區   

    別，依功能區分，主要是宗教儀式 性（鎮邪除煞）與歡樂熱鬧型兩類，

「鄉 

    下人」習慣上用文陣、武陣作區分，武陣（宋江陣、金獅陣、八家將等） 

本  

    質為宗教儀式性陣頭，文陣是輕鬆、趣味性的「熱鬧陣」。6 

    而陳正之在＜樂韻泥香：臺灣的藝陣＞一書中更提到目前對於藝陣的分

類，學者專家們尚未有共通的分類定論，他提出按著民間藝人一般傳統習慣把

臺灣常見的藝陣分為「武陣」與「文陣」來敘述，其他較不常見者則歸類為

「其他藝陣」，可簡列如下： 

1.《武陣》獅陣、龍陣、宋江陣、高蹺陣、跳鼓陣、布馬陣、鬥牛陣、家將

陣。 

2.《文陣》南管陣、北管陣、鑼鼓陣、車鼓陣、牛犁陣、桃花過渡、歌仔戲

陣、 

三腳採茶、客家八音。 

3.《其他藝陣》藝閣、蜈蚣陣、寒單爺、十二婆姐陣、太平歌陣、七里香陣、

龍 

鳳獅陣、麒麟象獅陣、水族陣、跑旱船、公央婆、七番弄、文王拖車陣、咬 

臍打獵陣、涼傘鑼鼓陣。7 

    另有一說，則是將臺灣的民間藝陣，單純就其表演形式，簡單地以「只歌

不舞、只舞不歌」兩種形式來分類成文陣與武陣二類： 

                                                      
6 謝國興，＜臺灣南部廟會的陣頭：從素蘭陣談起＞《中央研究院週報》，1114。民 96，頁 3-

5。 

7 陳正之，《樂韻泥香：臺灣的傳統藝陣》，民 84，台中市：臺灣省政府新聞處。頁 7-8。 



    1.文陣：歌舞性質濃厚，娛樂性強，有故事情節，有對白，有完整的後場

伴奏，使用樂器包括曲調樂器與打擊樂器，表演形式大多為載歌載舞。」如車

鼓弄、牛犁陣、牽亡歌陣、打七響及桃花過渡等 

2.武陣：則宗教性質強烈，多帶有武術表演，後場伴奏樂器大多只使用

鑼、鼓、鈸等打擊樂器，目的在增加熱鬧喧闐的氣氛，活動力也較文陣為大，

表演形式大多為只舞不歌。8 

由以上論述中發現，一般民俗、民間藝人或鄉下人習慣將臺灣常見的藝陣

分為「文陣」和「武陣」，可見在一般民眾的心中，對於臺灣民間藝陣分類的

概念，沒有太複雜的想法，習慣簡單而籠統的分為「文陣」和「武陣」，至於

文陣和武陣的內容究竟為何，則未有一致的見解。 

蔡欣欣在＜臺灣地區現存雜技考述＞一文中，則針對「具有表演性的雜

技」就其表演形態上的特質，與所著重的功能意義不同，將之歸納為四大類： 

1.遊藝性雜技：此類雜技可在遊行時搬演，具有娛樂的功能。有舞龍、舞

獅、布馬、鬥牛、車鼓、跳鼓、藝閣、公背婆、水足旱船。 

2.特技性雜技：此類雜技多屬險技巧耍表演，具有綜藝性表演的功能。此

類雜技分驚險性雜技和雜耍性雜技。驚險性雜技有爬竿走索、吞刀吐火、穿劍

戟、鑽火圈。雜耍性雜技有弄丸巧耍、柔術翻頂、足上蹬技、高蹺陣。 

3.體育性雜技：此類雜技多為民俗體育項目，具有健身的功能。有宋江

陣、風箏、扯鈴、陀螺、跳繩、毽子。 

4.宗教性雜技：此類雜技多與宗教祭典結合，具有儀式功能。有家將團、

蜈蚣陣、十二婆姐陣、牽亡陣。9 

黃文博則認為由於陣頭文化的活潑與多彩的特性，因此種類繁多，在分類

上較為困擾，比較合理的分類，可依六類來觀察： 

                                                      
8 〈台灣傳統戲曲〉，臺灣民俗文化研究室網頁，

http://web.pu.edu.tw/~folktw/theater/theater_a11.htm。 

9 蔡欣欣，＜臺灣地區現存雜技考述＞，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79，頁

13。 

http://web.pu.edu.tw/~folktw/theater/theater_a11.htm


1.宗教陣頭：具有宗教功能或信仰意義的陣頭，如宋江陣、八家將等等。 

2.小戲陣頭：帶有民間小戲味道和色彩的陣頭，如車鼓陣、桃花過渡等

等。 

3.音樂陣頭：以演奏或歌唱為主要形態的陣頭，如南管陣、北管陣等等。 

4.香陣陣頭：附著或寄生於香陣行列中的陣頭，如報馬仔、執事隊等等。 

5.趣味陣頭：純屬趣味和僅在湊熱鬧的陣頭，如鬥牛陣、跳鼓陣等等。 

6.喪葬陣頭：出現於喪葬禮俗或行列中的陣頭，如牽亡歌陣、五子哭墓等

等。10 

以上兩位學者則有別於傳統的二分法，分別提出不同的看法，將臺灣藝陣

作不同的分類。 

由此可見，臺灣民間藝陣的發展，其種類、性質及表演形式非常的廣泛，

如何分類，目前學者專家們尚無一致性的共識，要作分類性的探討實屬不易。

研究者認為一般臺灣民間將藝陣分為文陣和武陣二類的分法，有其方便性，讓

入門者容易對臺灣藝陣建立粗淺的概念，只是應以何種概念去定義文陣與武陣

的內容，並獲得共識，則仍有待研究與討論。 

(二)臺灣武陣的定義與內容 

為利論文研究之方便，研究者擬就武陣的範疇進行探討，嘗試定義出臺灣

武陣的內容。前文所陳述之吳騰達等多位學者的看法，雖同時提到文陣與武陣

二分的方法，但是對武陣的內容與定義，則有不同角度的看法，有依其屬性定

義，有視其本質定義，亦有就表演性質定義。爰此，在不同的論點下，臺灣的

武陣的內容，便產生不同的交集。 

在＜台灣民間武藝表演之形態與演變＞一文中，就武藝表演的角度，提供

一種新的視野，文中提及台灣傳統民間武藝表演之內容包括套拳、傢私及陣頭

等三類…，陣頭則有獅陣、龍陣與宋江陣三類。11此一論點，正好提供研究者更

                                                      
10 黃文博，《台灣民間藝陣》，民 89，台北市：常民文化，頁 33-34。 

11 莊嘉仁，＜台灣民間武藝表演之形態與演變＞，《臺灣傳統雜技藝術研討會論文集》，民 88，



精確定義出臺灣武陣範疇之參考，因此本研究將臺灣武陣之範疇界定為武術類

的民間武藝陣頭，其代表則為獅陣、龍陣及宋江陣。 

    二、宋江陣 

    南瀛藝陣當中，最具聲勢，參與人數最多的應數宋江陣。宋江陣具有開路

解厄、驅邪祭煞的功能，在民俗廟會中也屬於強勢陣頭。臺南市(含舊臺南縣)

宋江陣頭繁多，一區皆有一個以上的宋江陣頭，無法逐一介紹，因此列舉數個

較具有特色的南瀛宋江陣頭： 

(一)關廟區五甲打面宋江陣 

    而宋江陣又分成化妝和不化妝兩種，即「水滸宋江陣」與「一般宋江陣」。

12「水滸宋江陣」在台灣又稱為「打面宋江陣」，關廟五甲宋江陣就是屬於打面

宋江陣之一。每逢關廟山西宮十二年一次建醮繞境活動時，關廟五甲宋江陣是

必備陣頭，歷史悠久，可追溯至清朝年間。由於出陣時維持傳統打面的習俗，

有異於一般的宋江陣以真人面目呈現，總是吸引眾人的目光。 

    在 2008 年臺南縣文化處將關廟五甲宋江陣登錄為台南縣縣定傳統藝術。13

翌年 5 月 1 日因具有如下條件：1.為五甲馬使壇專屬陣頭，並參與山西宮王醮

繞境活動，在關廟的三團化妝式宋江陣中算是比較完整者。2.為縣內少數打面

之宋江陣，服飾講究，儀式完整，具特殊性與地方性。3.表演內容為上代所

傳，一代傳一代，在關廟的廟會慶典中相當具有特色。依〈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59 條，被文建會登錄為傳統表演藝術。14 

(二)六甲區二甲宋江陣 

    二甲宋江陣最值得一提的是陣中主要的精神指標，在眾多兵器中有一件在

                                                      
頁 132-143。 

12吳騰達，＜臺南縣民俗藝陣的發展現況＞，《台灣傳統雜技藝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頁

93。 

13中華日報，2008-09-09。 

14公告文號：府文資字第 0980102986 號 



其他宋江陣中殊少看到的「鹿杖」，所以二甲宋江陣又名【宋江鹿陣】。 

    西元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滿清大敗，由李鴻章在日本馬關簽下把台

灣澎湖割讓給日本的【馬關條約】。日本人入治台灣之後，即採取高壓政策，而

且為了預防民心思漢或利用廟會聚眾抗日，不但施行無神政策，並且禁止一切

廟會，藝陣活動。二甲宋江陣也因而勢微。鮮人們有感於宋江陣沒落乃是時勢

所限，囑附後人務必視機傳承此一民俗。台灣光復之後，庄中長輩即有意要將

宋江陣重新組織起來，奈斯時民生物資極度缺乏，以致一直無法如願。直到民

國七十三年終於在江春下、黃金發、黃天保、陳清守、林水德幾位前輩發起

下，決定重整旗鼓，隨即策劃成立【二甲田都府會】並開始召募隊員，馬上獲

得熱烈迴響，二甲宋江陣二代軍正式成立。從此寧靜的二甲，每當夜幕低垂之

際又開始想起咚咚的鑼鼓聲及隊員們操練套招所發出強而有力的叱喝聲，不但

可以看到隊員奮力不懈勤練武藝，以及武師們不厭其煩的指導隊員們蹲馬步、

單刀、雙刀等招式。二甲宋江陣終於又恢復往日雄風。二甲宋江會於民國七十

三年成立重整旗鼓後即推選林順興為首任主任委員（迄今），隊長則由陳萬章膺

任，財務由黃春貴擔綱（迄今），至民國八十年會長改選，會長一職由陳政治先

生榮任（迄今）。二甲宋江會之會務在主要幹部及全體隊員傾力配合之下順利成

長。民國八十六年宋江會的主要中心幹部有鑑於未會發展至今已具相當規模，

而且每遇大活動，總有地方熱心人士大力奧援，可謂出錢出力，為了把這些熱

心的賢達組合起來，以國曆六月十四日正式成立委員會。並且為了吸收更多熱

心賢達入會共襄盛舉，及由宋江會會長陳政治、玄武殿主委陳武勝、二甲村

(里)長陳瑞榮以及會員李江波、張盛強等五人小組極力奔走。獲得相當熱烈的

反應到農曆五月底為止，共募集委員已達六十一人，並且正式定名為【二甲村

宋江委員會】15。 

(三)佳里區南勢九龍殿宋江陣 

                                                      

15六甲鄉二甲村宋江委員會名冊   
 



    九龍殿宋江陣發展，主要支撐因素為歷史背景、地理、宗教、血緣等，而

其成立的目的乃是為了護衛九龍殿主神謝府元帥聖駕，目前以參加每三年一科

的西港香而籌組。 

    早期九龍殿宋江陣組成較為嚴謹且具半強迫性，當時規定每戶

必出一名男丁參與村庄廟會陣頭的事務，所以除轎班成員外，每戶必出

一名參與宋江陣的團練。早期宋江陣隊員白天種田，晚上練習武術，身

體好又有功夫底子，展演時威風凜凜，氣勢萬千。目前採自願參加方

式，大部份隊員是因為本身興趣及對村庄事務參與的熱誠，而參加宋江

陣。九龍殿宋江陣是配合三年一科的西港香而組成，每逢丑、辰、未、

戌年，便得組織動員，擔任護衛神轎的任務。早期農業時代，農民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夜間少有娛樂，且對於宗教的信仰與依賴較深，每遇

香科動員時，信徒總是本著為神明服務的心，主動積極參與，早期九龍

殿宋江陣的組織成員清一色都是村中的成年男子。但近年來由於工商業

發達，社會型態改變，年青一輩的紛紛外出謀職、求學，農村人口嚴重

外移，庄頭的人口亦急速老化，且民眾受教育的機會普及，對於宗教的

信仰與依賴，不像以往熱絡，所以九龍殿宋江陣成員的組織日漸困難，

除了村中的壯丁或出外謀生的村民外，有時還得招募一些臨近村莊有意

願的人員來擔任，所幸年青隊員自動自發於晚上練習，希望在大家的努

力中，能繼續傳承，使傳統藝陣繼續流傳。 

(四)下營區宋江陣—以紅厝村宋江陣為例 

    下營宋江陣有其所屬的廟宇，各有其崇奉的主祀神、陣頭的守護神、師承

及組織的傳承淵源，而各自形成其類型、運作方式及技藝等風格。早期宋江陣

隊員的產生是全村的事，全村依清水祖師、王爺（池府千歲）、觀音佛祖（三

媽）、五媽、范府千歲等神明分成五個角頭，角頭的成員是世襲的。每個角頭選

出轎班負責人，此負責人當地稱「老大」，負責處理「神明事」，當然宋江陣也



是「神明事」的一部分。所以每個角頭要出五個宋江陣隊員，選出後五個宋江

陣隊員再選出一個人當班長，稱「宋江班長」，負責聯繫、處理宋江陣的事務。 

    目前人員的產生，已不若以往那樣具有強制性，而採自願參與方式，大部

分成員是因為本身的興趣或是對地方文化資產延續的責任心，也有父子檔同時

在陣中。陣員年齡差距頗大，由十幾歲到六、七十歲都有，年長者帶著資淺

者，就算沒有下場，也會在旁邊協助幫忙。練習時，如陣中成員臨時有事，更

義不容辭的下場參與練習，讓練習能順利進行，表現出村民的凝聚力及萬眾一

心的精神。而年輕學子的加入，讓宋江陣注入新的活水，增進新氣象。這些新

成員在還沒團練時就開始每天晚上練習拳法及傢俬。廟會後更將表演缺失及不

足部分，利用晚上不辭辛勞的練習，直到完美無缺，各種招式牢記於心，才停

止。此種為地方文化資產盡心盡力的精神，值得效法與學習。 

    宋江陣的隊員屬義務性質，並無任何津貼，所需經費相當精簡，如練習時

的點心、飲料，正式展演的衣服、鞋子及交通費。唯一花費較多的是「作牙」

16，且宋江陣每一次出陣一定要「作牙」，從前是由宋江陣隊員自費，有「十塊

吃起」的規定；現在都要兩百塊起跳了，王皆得掌旗時，把五個角頭分五個

班，每年輪班負責「作牙」的費用；經濟環境比較好的班就出多一點，辦得豐

盛一點，環境比較差的班就出得少一點。17 目前紅厝村宋江陣因外界時有邀約

展演，所以經費支出分成：屬村庄之事出陣和外界邀約展演兩種。村庄之事，

則由公厝「公司」來支付；外界邀約則由「田都基金」來負責。18「公司」的經

費來源，大部分是由當地居民按每戶人數，根據必須的經費預算，每人收一定

的丁口錢19，由「公司」負責收支，捐獻丁口錢之人，自然成為公厝祭祀組織的

                                                      
16 活動結束十二天後會準備豐盛的祭品，祭拜田都元帥及犒賞一百零八位梁山人馬，並辦桌舉

辦宋江陣隊員聯誼餐會。「作牙」後此次宋江陣的活動才宣告圓滿結束。 

17 顏秀婷，<紅毛厝打面宋江陣訪談錄>，《海墘大象》，下營鄉：海墘營文史工作室，2003，

頁 186。 

18 民國 98 年 4 月 1 日訪談顏明堂、黃清童，地點：村長顏榮泰家。 

19 丁是指男丁，口是指女口，丁口錢乃是指按丁口所募捐之錢。福份錢其實跟丁口錢完全一

樣，只是名稱的差異罷了，廟方希望捐錢之人都能得到福份而以此名稱之。劉還月，<廟祝卷>

《台灣民間信仰小百科》，台北市：臺原出版，1994，頁 95。 



一份子。另外本地人或外地人也會自由捐獻。「田都基金」的來源，主要是外界

邀約展演，必定會給予出場費，另外「清厝」的收入及村民之贊助也都存入

「田都基金」。 

    每年農曆九月十九日「五媽」聖誕，「五媽」乩手就會依「五媽」的指

示，選定「慶豐收」的日子，一般皆為農曆十月，並且指示宋江陣（梁山人

馬）是否出陣，從以前到現在每次科期皆指示出陣。選定好日子後，由五個角

頭的宋江班長召集宋江隊員，開會後決定練習的時間，一般都於半個月前開始

練習。第一次練習時全體隊員會在耆老的帶領下，燒香告知「宋江爺」，並祈

求一切順利，之後就揭開序幕，開始團練。此後每天晚上七點至九點半都可看

到宋江陣在公厝前練習。一些熱心的民眾也會聚集在旁邊觀賞，並給予隊員加

油打氣。出陣前第二天的晚上是最後一次團練，出陣前一天則由掌旗將傢俬一

一貼上淨符。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是紅厝村三年一科的清水祖師科期

「慶豐收」20大典，「進香」的那天凌晨十二點，就有宋江陣隊員陸陸續續至公

厝一樓「打臉」，一直至四點多所有隊員皆「打臉」完成，四點半「進香」隊

伍已準備妥當，接著就聽見響徹雲霄的敲鑼打鼓聲與鞭砲不絕於耳的聲音，大

隊人馬就出發，開始一系列「進香」的行程。「遶境」結束後，宋江陣的任務

完成，但整個宋江陣的運作並未結束，要等「作牙」後，此次宋江陣的活動才

宣告圓滿結束。 

    三、獅陣—烏竹林金獅陣 

    台灣王船祭的最大特色，是在「請王」與「送王」之間舉行的王爺出巡，

曾文溪地區則呼作「刈香」或「云庄」，西港慶安宮的刈香，則是此一地帶陣容

最龐大者，同時也是歷史較久而間斷較短的一廟，西港仔刈香是金獅陣的大本

營，每次出香至有五陣金獅陣以上，「烏竹林廣慈宮金獅陣」傳統就是西港慶安

                                                      
20 人們主要的生活愈農業有密切的關係，收成的好壞往往影響生計，自古都很重視春祈秋報，

每年秋收之後，不管收成的好或壞，各地居民都會選定一天祭祀村庄裡的神明。劉還月，《台

灣民間信仰小百科.節慶卷》，台北市：臺原出版，1994，頁 234。 



宮三年一科王醮大刈香時的開路先鋒，具有悠久的歷史。 

    現今的金獅陣，基本上全都是當地居民的所組成，多數是由廟宇所支持成

立，其目的在於慶祝寺廟的慶典，並參與刈香繞境出巡的活動。在廟會舉行前

的一、二個月方集中訓練，廟會演出後就休息，等待下次的廟會或下一科的刈

香來臨。因而金獅陣與寺廟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每逢丑、辰、末、戌三年一科的西港慶安宮王醮舉行大刈香時，轄境「五角

頭」 

九十六里的大小廟宇，都會「出轎出陣」參與盛會，而烏竹林廣慈宮的 

金獅陣，傳統以來都是擔任西港仔香的開路先鋒，也就是頭陣，地位高於百足

真人蜈蚣陣，當初是為了本庄廟會慶典而義務籌組的，早年庄內的規定每戶均

要出男丁來參與廟方酬神陣頭的事務，所以當時獅腳成員一定要由本庄的男性

成年人參與。後來因社會型態改變，中青輩紛紛出外負笈求學或工作謀生，人

口外移嚴重，社區人口急速老化……等種種因素，獅腳的成員大部份都是庄內

的男性，不管大人或小孩，只要是來自庄內壯丁或遠門在外的出外人有興趣之

民眾，能勝任其角色即可。 

    組織金獅陣所需經費的來源，大部份是由當地居民按每家男丁的人數，根

據必須的經費預算，每一男丁交付一定的丁費，21由宮廟負責人員收支，由於

廟宇非生產機構，主要是仰賴宗教信仰或廟宇信徒求符、保平安所捐獻、自行

募款或贊助，由廟宇中的董事會來管理。捐獻丁口錢(福份錢)的人家，等於成了

寺廟信徒組織中的一員，寺廟的公共事務以及權利、義務，也都有權共同來參

與，有些地方還以這個組織為單位，供組織內的人金融貸款及儲蓄，至於其他

的急難救助或其他臨時性事務，也都以丁口人家最為優先。 

    受到現今工商業社會的影響，隊員平時沒有練習的時間，只有在參與三年

                                                      
21丁是指男丁，口是指女口，丁口錢乃是指按丁口之數募捐的錢，但屬自由性質，五個丁口的人家，可出

五份或者只出兩份或一份。寺廟就按照信徒自己認捐的份數，每年定期(有一年一期，半年一期或一季一

期等不一而足)到家裡來收錢。福份錢其實跟丁口錢完全一樣，只是名稱的差異罷了，廟方希望捐錢之人

都能得到福份而以此名。劉還月。＜廟祝卷＞《台灣民間信仰小百科》。台北市：台原出版社，民 83，

頁 95。 



一科的西港香科或廟會要熱鬧的時候，才會統一集合練習，由於庄內人口嚴重

外移，年輕人大都出外謀職，造成社區人口急速老化，況且以往農業社會，農

暇之餘，晚上空閒的時間多，練習的時間比較充足，而且人手也充足；工商發

達之後，除了彼此的工作忙碌，很難找出共同時間練習，組織很難維持一定人

數，因而等廟會結束之後即解散。 

    四、跳鼓陣 

從民國八十一年十月開始，宜蘭四結國小跳鼓隊成為雙十國慶民俗遊藝活

動的表演團隊之一，接著民國八十三年神岡國小跳鼓陣霹靂舞正點國遊藝滿堂

彩，民國八十五年台灣體育專科學校跳鼓陣慶祝雙十國慶晚會表演甚至台東師

院女子跳鼓隊也曾參與其中，跳鼓隊顯然已從民間廟會提昇為國家慶典的表演

項目。 

臺南市自民國八十年代起，各個教育單位及社區總體營造協會，如火如荼

的進行跳鼓陣的技藝教育及傳承。總計有臺南市安南區啟智學校(因學生來源不

足，現已解散)、東區後甲國中、安南區南興國小、安南區安順國小、東區崇學

國小、南區永華國小、南區龍崗國小(因師資不足，現已解散)、中西區南寧國

中、北區文賢國中(因師資不足，現已解散)、善化區善化國中(因經費不足，現

已解散)、關廟區關廟國中(因學生來源不足，現已解散)、永康區復興國小、關

廟區崇和國小、歸仁區歸南國小、北門區蚵寮國小、柳營區重溪國小、善化區

陽明國小(現已停組)、學甲區中洲國小、西港區西港國小、七股區三股國小、

翔盈舞蹈團、飛鷹跳鼓隊。 

在臺南市(含舊臺南縣)各個跳鼓藝陣團隊中，歷史最悠久及最具名聲的，

當屬關廟區龜洞里的飛鷹跳鼓隊。飛鷹跳鼓陣自民國五十四年成立至今，已有

四十年，在其成立發展過程中，和關廟地區的地理環境、產業結構及人文環境

有很深的關係。 

民國五十四年，龜洞村裡祀奉祖師公（清水祖師）的福安堂，爲了祖師公

生日，擴大舉辦祈福繞境的廟會活動，而村中的宋江陣及男子跳鼓陣是每次廟



會的重頭戲。當時關廟藤業興盛，村中居民，大多投入藤業加工行業，晚上需

要加班，在人丁不足的情況下，另外籌組一團女子跳鼓陣。在村中長輩的授權

之下，學習跳鼓的團長陳憲明開始招募 10 位女子，組訓全省第一團的女子跳鼓

陣22，經過幾個月的加強訓練，這支不讓鬚眉的女子陣頭，在廟會當天，果然不

負眾望， 

獲得鄉民的喝采。 

在清水祖師廟會當天，有一位許姓老師（姓名不詳），在看過跳鼓陣之後，

就力邀她們到台南的廟會表演。無巧不成書，台視的地方記者，正巧採訪了臺

南當天的廟會活動，並將女子跳鼓陣表演的畫面，在新聞中播出。在當時以男

子跳鼓陣為主體的時代，女子跳鼓陣的表演，成為注目的焦點。節目播出後，

從各地湧進來邀約電話不斷，於是陳憲明就帶著這一批娘子軍，開始轉戰南

北，到處表演。同時，亦將原本隸屬於龜洞福安堂的「女子跳鼓陣」取名為

「風聲好跳鼓陣」，並作職業性質的演出。 

民國五十八年，陳憲明將「風聲好跳鼓陣」改名為「飛鷹民俗技藝團」，繼

續職業跳鼓的工作。民國六十多年，參加台灣電視公司舉辦的「五燈獎」才藝

競賽，由於技藝非凡，獲頒「五個燈」的最高榮譽。載譽歸來後不久，又參加

華視「飛燕迎春」節目錄製，在節目中表演跳鼓。由於大眾媒體的報導，許多

人爭相聘請「風聲好跳鼓陣」來表演，有很多人以可以請到「風聲好跳鼓陣」

來表演而感到光榮，在生意應接不暇的情形下，陣頭也不斷擴編。據陳憲明表

示，當時，有時一個人一天要跳兩、三場，當時的隊員有三十幾位，可以分成

三個團，甚至四個團出去表演，這時是整個跳鼓陣最風光的時候，也是陳憲明

人生的高峰期。 

據研究者訪談佛音跳鼓陣、神鳳跳鼓陣、七仙女跳鼓陣，並考察現有記

載，皆顯示飛鷹跳鼓陣為第一個女子跳鼓陣。 

                                                      
22陳丁林。《南瀛藝陣志》。台南縣：台南縣立文化中心。民 86，頁 77。 



該團成立至今，受邀演出不下萬次，尤其在民間節慶，迎神賽會，婚喪喜

慶中演出。且參加一九八五年國際夏令營、鄉土兒童之夜、端午節高雄、東石

賽龍舟、七十六年台南縣縣秋季基層文化活動「漚汪人的薪傳」，演出「龜洞之

夜」，該團成為縣府在南縣重視的民俗團體之ㄧ，先後受縣府邀請在大型節慶表

演。 

加上該團是最早進入學校教授跳鼓的民間團隊，在國家推動鄉土體育之

際，深具貢獻。終於民國七十九年榮獲教育部頒發「全國民族藝術薪傳獎」，此

時飛鷹民俗技藝團除了將原有的女子跳鼓陣，改名為「關廟飛鷹跳鼓陣」，並增

加開路鼓、雙生摔角、電動八音車、電動跳鼓陣車、藝閣、鬥牛陣、高蹺陣、

素蘭陣…等，以應付當時應接不暇的邀請，但較受青睞的仍是跳鼓陣。由中華

日報報導，可知這時期是該團另一個高峰期。 

但近年來，各行各業均已面臨人力不足的困境，而跳鼓陣的表演又侷限於

廟會或節慶之中，不同於一般職業，有固定時間、收入。因此大多數從業人員

均已 

兼差性質為之，而電子花車的興起，亦壓縮民俗技藝的表演場次！執著於傳統

不願意改變的傳統陣頭，已逐漸消失當中，甚至面臨絕跡的命運！飛鷹跳鼓陣

也面臨後繼無人的窘境。雖然團長的堅持，目前尚能繼續傳承，但因為表演場

次已不如以往，加上面臨後繼無人的窘境，亦面臨生存上的危機。 

    為了延續這項有意義的教學活動，以負薪傳工作，為先人文化遺產盡一份

心力。陳憲明除了教授一些社會團隊外，更於偶然機會下，接觸了台東大學吳

騰達教授。民國七十六年，吳騰達教授為學習真正原汁原味的跳鼓，所以住在

陳憲明家中多日，跟隨陳憲明學習跳鼓，他亦是將陳憲明推向薪傳獎的重要人

士之一。   

    吳騰達教授是一位熱愛民俗體育的學者，曾於民國八十年榮獲「民俗藝術

薪傳獎」，他的學術著作相當廣泛，於民國八十六年完成《跳鼓陣研究》一書，

是第一本亦是唯一一本完整收錄跳鼓教學用書。為了追查跳鼓起源，多次遠赴



中國大陸考察，探就跳鼓的起源，對台灣跳鼓，貢獻相當大。除了上述介紹

外，吳騰達教授更四處演講，介紹台灣陣頭文化，對台灣傳統藝術文化，貢獻

相當大。 

    民國七十七年吳騰達教授在台東師專（現台東大學）辦理第一場跳鼓研

習，亦使跳鼓陣這項原為民間技藝由民間傳入學校，並在學校蓬勃發展。究其

蓬勃發展原因相當多，除了政府政令推動之外，第一個應邀參加台東師專跳鼓

研習的飛鷹跳鼓陣亦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陳憲明於民國七十七年親自率領飛

鷹跳鼓陣團員遠赴台東，參加吳騰達在台東舉辦的跳鼓研習，並且親自下場引

導示範教學跳鼓技藝。 

    研習會主要的陣式內容和飛鷹跳鼓陣陣式內容大部分相同，唯一有差異的

陣式是「萬佛龍門卍」。據研究者訪談吳騰達及徐世敏，皆證實「萬佛龍門卍」

是徐世敏參加吳騰達教授於民國七十七年所舉辦的跳鼓研習後所創。由此可

見，陳憲明對中部地區跳鼓的發展，應該有相當程度影響。亦可發現，跳鼓除

了原有的傳統陣式外，也可以根據實際需要或美觀，做各種不同的陣式變化，

絕非執著於傳統無法作改變。 

    民國七十九年，陳憲明應實踐家專舞蹈系教授蔡麗華所邀，親自率團北

上，指導實踐家專舞蹈系的學生學習跳鼓，並協助拍攝國內第一支跳鼓教學錄

影帶，提供給各國中小參考。蔡麗華是國內知名舞蹈家，因此亦將跳鼓改以舞

蹈形式來展現。她除了推動跳鼓教學外，所指導的學生也應邀到宜蘭、基隆各

地教授跳鼓，使跳鼓在宜蘭、台北、基隆一帶發展開來。 

    民國七十七年，蔡麗華創辦台灣第一個專業民族舞團--「台北民族舞團」，

該舞團更將多年研究彩編的本土舞作，其作品「台灣跳鼓」、「車鼓」、「馬蘭豐

饒之舞」、「飛魚祭」…等，推向國際舞台，皆獲得國際人士讚譽有嘉。由於蔡

麗華的推展，使得跳鼓融入舞蹈，有別於以往的傳統動作，讓傳統跳鼓多了一

份美感，亦讓跳鼓以不同的面貌，發展出另一片天空。 

    蔡蔡麗華教授更於民國八十三年在台南縣南鯤鯓辦理跳鼓研習，許多台南



縣跳鼓教練都師出其下。例如歸南國小跳鼓陣教練李銘傳，亦參加此次研習，

李銘傳返校後，對跳鼓的傳承推展的有聲有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