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跳鼓陣文化的歷史朔源及文化形成 

跳鼓陣 

    跳鼓陣是台灣民間慶典中相當常見的一種動態表演團體，相當具有活力與

動感，但對於其源起與演變仍眾說紛紜，各地區的技法、內容也無一系統的整

理、紀錄與比較。 

    民國八十年教育部推展傳統藝術教育計劃促使民俗體育在中小學全面發

展，其中經政府補助申請成立的跳鼓團隊多達 158 隊，而這些團隊發展的概況

及在台灣許多節俗慶典當中所扮演的新角色仍無一完整紀錄及整體性的研究專

論。 

    據此﹔本研究除祈望能供做國內跳鼓界與體育界、文化界等相關單位一參

考使之更完善外，也冀希來供給廣大的國內群眾及世界各國人民做一了解台灣

跳鼓技藝之整體內容之資料，並以彌補歷史的重大空白處，是本研究之主要動

機。 

故本計劃擬對「跳鼓技藝活動」的整體內容做一研究與探討，包含跳鼓技藝活

動的源起，演變發展，各地風俗習慣特色，及陣式名稱、道具介紹、各種功能

現況瓶頸，進而研擬發展策略，以便使跳鼓技藝活動發展的整體面貌能明晰的

呈現在國人與所有華人面前，並促使世界各國人民也能更進一步了解台灣跳鼓

技藝活動之精髓之處，使台灣固有的跳鼓技藝活動，能夠維護保存，並進而促

進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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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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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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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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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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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