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江陣訪查 

關廟五甲馬使壇宋江陣 

第一節 緣起與發展 

一、 緣起 

五甲宋江陣成立在五甲壇建廟之前，據廟公所述，道光 30 年 (1850 年)，大陸福

州呂瑞泰隨身帶著宋江爺的金身移居到本地，為了保衛鄉里，防止盜匪入侵，依宋江

爺指示傳教五甲社居民宋江陣。1 

創設於清領時期的本陣，當時渡台移民為避免起義時被人認出，於是塗抺顏料於

臉上，後來移民至關廟五甲定居，成立五甲宋江陣以保鄉衛民。自此，五甲宋江陣有

別於其他地區宋江陣，成員皆需「打面」(開面 / 畫臉)。打面的臉譜，則依據先人所

留下的資料化妝。然而並非全部成員皆需畫臉，依據所持兵器決臉上妝扮。成員中有 3

個女性的角色，也由團員化妝裝扮。宋江陣巡陣時具有安定民心的驚人效果，也是農

閒時很好的休閒活動。2 

剛成立時沒有固定練習的地點，因為當時宋江爺供奉於民家之中，後來因民家失

火，此尊宋江爺神像在那場大火，被燒得只剩下頭部，現在壇內的宋江爺是後來才請

人仿照該人頭像所雕刻的。宋江爺金身遷入五甲壇後，練習的地點才固定於五甲壇前

之廣場。3關廟五甲馬使壇宋江陣陣式為 36 人，加上替補、敲鑼、打鼓、打鈸共約 50

人。4現今流傳的陣式是呂調枝先生於大正 11 年 (1922 年) 所翻譯抄寫。5 

二、 廟會活動 

五甲馬使壇打面宋江陣成立後，主要以參加關廟山西宮醮祭典禮為主。關廟山西

宮根據清康熙 59 年 (1720) 陳文達《臺灣縣志》卷九雜記志的寺廟條云：「新豐里關

帝廟：偽時建。」6 關帝廟即今之山西宮，偽時指明鄭時期。乾隆 27 年 (1762)，當時

臺灣知府蔣允焄深感廟宇簡陋，乃率眾大舉翻建，歷 3 年完工，正式定名為「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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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7 日治時期，昭和 19 年 (1944 年) 實施皇民化運動，勒令燒毀神像，除大殿聖

帝神像外，其餘均被焚毀。隔年，日人欲毀聖殿，爆毀殿內神蹟，也不敢冒瀆關聖帝

像。台灣光復以後，鄉人修復聖廟，恭迎避難於外的大小神像。民國 47 年 (1958 年) 

林竹圍等信士募款重新修繕，並於同年底舉行七朝大醮典，當時也決定 12 年建醮一

次。民國 59 年 (1970 年) 再行翻修，至民國 63 年 (1974 年) 改建，民國 71 年 (1982

年) 完工成今貌，如圖 6-1-1 所示。8 

 

圖 3-6- 1 關廟山西宮 

山西宮奉祀關聖帝君，是關廟地方的主廟。為了山西宮每 12 年一次的建醮活動，

各村各角頭的宮廟幾乎都會籌組藝陣來「鬥熱鬧」，有宋江陣、獅陣、龍陣、跳鼓

陣、蜈蚣陣。每逢此時，大家都抱著「輸人不輸陣，輸陣歹看面」的心態來面對。五

甲打面宋江陣是隸屬於少數台灣奉馬使爺為主神的宮廟—五甲壇，由於其是台灣少數

以化妝式的宋江陣頭，因此在建醮遶境的藝陣之中，往往是最能吸引眾人目光的表演

陣頭。 

三、 發展與傳承 

五甲壇恭奉的主神為馬使爺，地方視之為負責關聖帝君的坐騎，於是只要山西宮

建醮活動，五甲宋江陣便成了其專屬陣頭。人民認為以山西宮為主廟是於有榮焉，久

之，五甲壇祭祀及參與五甲宋江陣便成為當地居民一種很重要的心靈寄託與宗教信

仰。祖先遺留下來的文化資產，經過時代的變遷，傳統文化已逐漸面臨保存及傳承上

的危機。五甲宋江陣與地方宗廟結合，成為廟會的主要陣頭，其所蘊含的展演內容絕

非單純的武術表演，更有著濃厚的地方歷史意義、鄉土情懷及宗教信仰，是珍貴的地

方文化資產。因為每次組陣的間隔時間很久（12 年），有時會因為某些因素（家庭或

工作）而無法很順利的完成，但老一輩的人希望這項文化能一代傳一代，永不間斷。

於是在陣中長輩、村長及五甲壇主委的努力奔波下，持續有新的成員加入。9關廟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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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使壇宋江陣在台南是少數打面的宋江陣，打面的理由與開發有關，具有在地性和稀

有性，故於 2009 年 5 月 1 日被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登錄公告為台南縣無形文化資產

藝陣類的指定保存團體。10其特殊性在於五甲宋江陣是臺南縣境內少數化妝式宋江陣之

一，而且服飾講究，儀式完整，表演內容有別於一般宋江陣具有其特殊性，同時其皆

由村民自組陣頭，屬於压頭陣，具有其在地性。

                                                           

10 引自台南縣定傳統藝術關廟五甲宋江陣摺頁。 



第二節 組織與運作 

一、 組織 

(一) 信仰之神明 

關廟地區早期將廟宇分成里廟、甲頭廟、村社廟三級。11關廟地區屬外新豐里、保

大里和崇德里，山西宮是屬於外新豐里的里廟，也就是一里的公廟。里廟以下例分有

若干角頭或稱甲頭，下轄若干村社。山西宮分設五個甲頭，五甲村和關廟村的一部分

是屬於第五甲頭，甲頭廟為五甲壇，又稱五甲廟仔，奉祀馬使爺。五甲壇主神原為土

地公，即祠廟名鑑所載之福德爺廟，創建於乾隆 32 年，奉祀土地公與馬使爺。據今廟

碑所載，馬使爺另有廟，創建於咸豐 11 年（1861），在馬使爺埤南，日治時為車路墘

糖廠之蔗埕，後因埤堤潰決，地理環境變遷，修復不易，於日治大正時期乃遷移至現

址與該地的福德祠合祀。明治 45 年，郭大墻、張村涼、呂炭、郭尚重修土地公廟時，

迎馬使爺入祀，為土地公之客神。今廟所奉祀神明除土地公、馬使爺外，還有觀音、

三太子、宋江爺等。五甲壇主神原為土地公，即祠廟名鑑所載之福德爺廟，創建於乾

隆 32 年，奉祀土地公與馬使爺。據今廟碑所載，馬使爺另有廟，創建於咸豐 11 年

（1861），在馬使爺埤南，日治時為車路墘糖廠之蔗埕，後因埤堤潰決，地理環境變

遷，修復不易，於日治大正時期乃遷移至現址與該地的福德祠合祀。明治 45 年，郭大

墻、張村涼、呂炭、郭尚重修土地公廟時，迎馬使爺入祀，為土地公之客神。今廟所

奉祀神明除土地公、馬使爺外，還有觀音、三太子、宋江爺等。12 

 

圖 3-6- 2 關廟五甲村五甲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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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陣內隊員 

關廟五甲宋江陣是配合 12 年一科的關廟山西宮建醮活動繞境祈福而組成，便得

組織動員，擔任護衛神轎的任務，1958、1960、1972、1994、2006、2018 年曾組團出

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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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甲打

面宋江陣的組織成員清一色都是五甲和菜寮等在地住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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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藝

陣的組織在現代工商社會中，已日漸困難，凝聚的向心力也越來越薄弱。所以五甲打

面宋江陣成員的組織已出現較難招募到成員的情形。 

二、 運作 

早期宋江陣團練地點在村中的居民大埕 (庭院)，現今則改在廟前廣場，平常沒有

練習，在參與廟會前開始集訓團練，係關廟山西宮醮祭出巡時的重要武陣。13五甲打面

宋江陣屬大型武陣，動員的人數大約 70 人，從組訓到參加山西宮建醮活動結束，組訓

期間約 1 個多月，所以花費的金額龐大，對於庄頭是一筆不小的費用。這些費基本上

是依靠香油錢，另外有按戶徵收、五甲壇委員捐款、還有地方工廠及地方仕紳的贊

助。陣頭的主要花費項用，則主要用於成員的服裝、點心、傷藥、交通及津貼補助等

項目之上。 

五甲宋江陣早期招募成員組織宋江陣是「有錢出錢，有人出人」，每戶若不派人

參加便要繳交費用供宋江陣訓練之用。雖然近幾次的組陣因外出的人口多年輕人工作

的關係無法配合此規定，但為了宮廟及村落的名聲，村民們在五甲壇的管理委員會的

號召下不分年齡皆積極的投入、主動配合。如：有些人家除了捐錢之外父子也加入宋

江陣，村民主動提供飲料和點心，地方仕紳輪流認養每次練習後的點心或宵夜等。村

民們除了籌組和練習時加以協助之外，更在表演時聚集四周給予加油打氣，團員們在

這股氣氛下，莫不全力以赴，相互扶持依賴，無形之中帶動了一股社區團結的力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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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技藝與紀錄 

一、 展演人員與器具 

(一) 展演人員 

宋江陣的組成人數，主要有 32 人、34 人、36 人、38 人等 4 種，然而也有 72 人或

108 人等，但要湊足這麼多人並不容易，因此比較少見。15 

在 36 位隊員當中，18 位打面，18 位不打面，組成 18 對，且打面與打面配對，和

其他打面宋江陣的配對方式（打面配不打面）不同。五甲宋江陣每次出陣除了 36 為基

本的人員外還要有替換人員等人。根據隊員張家富先生口述，所有人員：包括 4 位頭

旗、36 位主要成員和鑼鼓班成員就有 50 多位，加上教練團及廟方委員，合計至少約

70 多位。張先生也說五甲宋江陣繞境頭旗和雙斧沒有並行在一起，持雙斧者只有在需

要「開斧」時才表演。繞境和演練陣式時，通常是頭旗領頭，持雙斧者會持齊眉棍跟

隨在頭旗後面，這是和其他宋江陣最大不同之處。16 

根據五甲壇前任主委陳景宗先生所提供的資料：除了三名男扮女妝身穿女裝外，

排列於外環者身穿黃上衣紅長褲，排列於內環者身穿白上衣紅長褲；兵器配對的原則

是長兵器配短兵器（鐽刀配牌，刀），齊眉棍配齊眉棍；持齊眉棍者必須要打面。17詳

細的組織配對表如下表： 

 

表 3-6- 1 五甲宋江陣 2006 年配對芳名及個人兵器一覽表 

 兵器 梁山響馬配對芳名 兵器  

花臉 齊眉棍 
天煞星 黑炫風  

李逵（黃文獻 飾） 
1.李逵對 

天魁星 呼保義  

宋江（郭佳峰 飾） 
把  

 壇刀 
天雄星 豹子頭  

林沖（吳同懷 飾） 
2.林沖對 

天猛星 霹靂火  

秦明（洪清玉 飾） 
排、刀  

花臉 齊眉棍 
天勇星 大刀  

關勝（呂東明 飾） 
3.關勝對 

天滿星 美髯公  

朱仝（汪子民 飾） 
齊眉棍 花臉 

 鉤鐮 
天空星 急先鋒  

索超（林青禾 飾） 
4.索超對 

天罪星 短命郎  

阮小五（郭家宏 飾） 
排、刀  

武松 

小生 
齊眉棍 

天傷星 行者   

武松 
5.武松對 

地壯星 母夜叉  

孫二娘 
雙刀 女 

 釵 
天富星 撲天鵰  

李應（許南榮 飾） 
6.李應對 

天暴星 兩頭蛇  

解珍（黃友邦 飾） 
排、刀  

花臉 

時遷 

木刀 

雨傘 

地賊星 鼓上蚤  

時遷（郭昆盟 飾） 
7.時遷對 

天劍星 立地太歲阮小二（林

獻堂 飾） 
齊眉棍 花臉 

 把 
地煞星 鎮三山  

黃信（郭慶袁 飾） 
8.黃信對 

天威星 雙鞭   

呼延灼（呂福來 飾） 
排、刀  

花臉 

和尚 
齊眉棍 

天孤星 花和尚  

魯智深（林貴鴻 飾） 
9.和尚對 

天異星 赤髮鬼  

劉唐（郭安邦 飾） 
齊眉棍 花臉 

 鉤鐮 
地威星 百勝將  

韓滔（郭軒廷 飾） 
10.孫立對 

地勇星 病尉遲  

孫立（汪伯翰 飾） 
排、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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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器 梁山響馬配對芳名 兵器  

花臉 齊眉棍 
天退星 插翅虎  

雷橫（黃聖文 飾） 
11.楊志對 

天暗星 青面獸  

楊志（卓天城 飾） 
齊眉棍 花臉 

女 鐽刀 
地陰星 母大蟲  

顧大嫂（劉永吉 飾） 
12.大嫂對 

地猖星 毛頭星  

孔明（吳同課 飾） 
排、刀  

花臉 

烏精 
齊眉棍 

天速星 神行太保 戴宗（盧

勇漢 飾） 
13.烏精對 

天微星 九紋龍  

史進（呂金典 飾） 
齊眉棍 花臉 

 釵 
天機星 智多星  

吳用（鄭聰貴 飾） 
14.張清對 

天捷星 沒雨劍  

張清（王吉川 飾） 
排、刀  

花臉 齊眉棍 
天閑星 入雲龍  

公孫勝（林育宏 飾） 
15.柴進對 

天貴星 小炫風  

柴進（鄭玉麟 飾） 
小雨傘 花臉 

 斬馬 
地佐星 小溫侯  

呂方（郭榮懷 飾） 
16.斬馬對 

天壽星 混江龍  

李俊（張生旭 飾） 
排、刀  

 鐽刀 
地暗星 錦豹子  

楊林（徐良清 飾） 
17.楊林對 

地裡星 九尾龜  

陶宗旺（石逸賢 飾） 
排、刀  

燕青 

小生 
齊眉棍 

天巧星 浪子  

燕青（李宗宴 飾） 
18.燕青對 

地彗星 一丈青  

扈山娘（李家豐 飾） 
雙眼  

旗手 楊義忠、張家富、楊文宏  著白上衣 

內環 著白色上衣  外環 著黃色上衣 

資料來源：劉炳告，〈臺南關廟五甲打面宋江陣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體育教學碩士班，

2011），61-62。 

(二) 臉譜、服裝、器材 

五甲宋江陣為何要打面？由於年代久遠沒有留下任何文獻或參考的資料，只能從

參與宋江陣之人員的訪談中，獲取相關資料。根據田調所得資料，只知自古以來流傳

下來的打面傳統。曾經在 1994 年配合山西宮建醮活動時，參與宋江陣演出的楊昆能先

生提及，當時每位打面的隊員都不知道自己化妝後所代表的人物是誰；直到 2006 年組

陣參加山西宮建醮活動，，才根據水滸傳裡的 36 天罡與 72 地煞的代表人物及所持的

兵器來命名。18 

五甲宋江陣的打面方式，早期有傳承下來的臉譜圖樣，但現在已不知流向於何

處，只能依之前所拍相片來作打扮的依據，在 18 個打面隊員中，只有幾位代表性的人

物有固定的化妝樣式。如代表和尚魯智深、臉上刺「軍犯」的武松、黑旋風李逵等

人，其餘人物憑畫臉師傅根據相片的圖樣來畫。但由於現在宋江陣的成員多半是年輕

人，比較時尚又不想被人認出，於是會要求畫臉師傅將臉部彩繪的線條畫細一點、複

雜一點。19 

                        
圖 3-6- 3 黑旋風李逵臉譜                             圖 3-6- 4 大刀關勝臉譜 

                                                           

18 劉炳告，〈臺南關廟五甲打面宋江陣之研究〉，58
。
 

19 劉炳告，〈臺南關廟五甲打面宋江陣之研究〉，58
。

 



五甲宋江陣除了保留與眾不同的打面樣式外，其服裝也很講究。早期農業社會，

參與廟會活動時，還要穿草鞋，腰繫著布。五甲宋江陣目前的服裝一律著紅長褲，在

內圈者穿白上衣，外圈者穿黃上衣。除了三位女性妝扮外，每個團員都要穿披甲、打

綁腿。披甲分黃、紅、綠三種顏色；綁腿分藍、綠、黃、粉紅四種顏色。至於何人該

佩甚麼顏色的披甲、綁腿，詢問參與的人都說是按以前的相片來搭配的。五甲宋江陣

除三位女性妝扮外，每位團員都依所扮演的人物角色搭配自己的帽子。其中以扮演時

遷、劉唐、魯智深、宋江、李逵、武松、燕青等人有專用的頂帽，其他的都是一樣

的。20 

民俗陣頭的活動中，用來識別的裝扮，除了頭旗與服裝外，還有另一重要配件即

為腳巾。所謂腳巾指的是各陣頭人員其腰部所纏的腰布，一般俗稱其為腳巾。五甲宋

江陣團員因都戴帽子，所以不綁頭巾只纏腰帶。早期漢人練武習俗，為了幫助提振士

與精神會在腰際間綁著布條，布條顏色有識別武術派別的作用，不得隨意更換顏色。

五甲宋江陣是福州呂瑞泰先生所傳教的，其所繫的腳巾為黃色與粉紅色。五甲宋江陣

是福州呂瑞泰先生所傳教的，其所繫的腳巾為黃色與粉紅色。21 

五甲宋江陣拿謝籃者通常是陣中長輩，遶境時，走在隊伍的最後面壓陣。裡面裝

著香爐、鞭炮、金紙等。在表演的過程中，不定時點燃鞭炮以清淨不潔之物。在宋江

陣出發之前和所停留表演之處，待拜旗結束後，會用謝籃再拜一次以表示敬意。22謝籃

內香爐裡的淨香會一直點著，直到結束。淨爐主要功用是用來點檀香，因此也稱香

爐。五甲宋江陣的香爐是放在謝籃裡面，當宋江陣隊員集合打圈、拜旗時，司淨爐的

前輩會手提著謝籃，裡頭點燃淨香的淨爐，於內圈穿梭繞著隊員燻香。淨符的作用在

宋江陣中，是藉著神明的力量，清淨傢俬及人身上的穢氣，以防止演練中誤傷同伴，

同時也具有驅邪避煞、保民安康的功能，祈求在繞境展演過程中一切平安。23 

宋江陣的配樂以鼓、鑼、鈸為主，音樂雄渾、緊張熾烈。宋江陣所使用的鼓，一

般都使用扎於胸腹前的「宋江鼓」，便於邊行走邊擊鼓。而五甲宋江陣的鼓是一般的

大鼓，體積龐大，需利用腳架輪子來拉行，所以陣中鑼、鼓、鈸手之外，還要加上拉

推大鼓的人員。24 

二、 陣式 

宋江陣的表演陣形，常因地緣、師傅而有所不同，但大多有一套固定的操演順

序。由圍成圓祭拜祖師爺開始，其展演陣式依序如下：發彩、打圈、開四城門、龍捲

水、巡中城、開斧、兵器及拳術表演、拆圈、蜈蚣陣、黃蜂結巢、打對、五花陣、連

                                                           

20 劉炳告，〈臺南關廟五甲打面宋江陣之研究〉，70-71
。

 

21 劉炳告，〈臺南關廟五甲打面宋江陣之研究〉，73
。

 

22 2006 年山西宮丙戌科五朝王醮（關廟鄉五甲宋江陣）之 DVD。 

23 劉炳告，〈臺南關廟五甲打面宋江陣之研究〉，72-73
。

 

24 劉炳告，〈臺南關廟五甲打面宋江陣之研究〉，73
。

 



環打、八掛陣，其中以八卦陣最為重要。25 

五甲宋江陣表演時以獨特的臉譜（打面）與服裝而不同於其他陣頭，更加吸引觀

眾的目光；也由於臉部化妝及身上、頭上穿帶著裝飾品不適合劇烈的活動，不免有別

於一般的宋江陣的演出。在表演時均以陣式演練為主，祖先留下來的陣式有十幾種，

計有六角連環、內葉陣（大鵬展翅）、古錢空透八城（城門金鎖陣）、內枝龍、日月

陰陽陣、六麒麟、單月眉（半月沉江）、蛇仔泅、四角九龍陣、雙八卦、外八卦、四

門連環、雙月眉（日月同明）與黃蜂出巢。由於傳統的陣型多，所以每次開館準備出

陣只選其中的六至八的陣式演練，全程時間約一個小時。遶境所到之處停留表演，每

次演練一至二個陣式，表演流程為打圈→閃旗→演練陣式→拜旗→開斧→結束。至於

要選擇何種陣式表演就由頭旗帶領，依當時的場地大小來決定。26 

五甲宋江陣的雙斧只有在每一次表演結束前的「開斧」儀式時才會出現，繞境或

表演時也沒和頭旗同行而是持齊眉棍走在頭旗後面。五甲宋江陣每次表演從打圈開

始，從原有的陣式中挑選 3-5 種來進行演練，之後「開斧」結束。27 

陣中旗手張家富先生及廟公描述，五甲宋江陣不表演套頭，原因有二。其一因為

陣中打面者臉妝流汗會脫妝且穿戴披甲、帽子及裝飾品，行動不敏捷又容易掉落；其

二找不到教練來傳授。所以此陣於三、四十年前就不表演套頭。28 

依據劉炳告之調查，五甲宋江陣之各陣式圖如下：29 

 

圖 3-6- 5 單月眉一 (半月沉江一) 

  

                                                           

25 引自台南縣定傳統藝術關廟五甲宋江陣摺頁。 

26 陳丁林，＜廟會中的民俗藝陣＞，《南瀛文獻》，台南縣：縣立文化中心，1998，94。 

27 山西宮丙戌科五朝王醮之五甲宋江陣 DVD。 

28 劉炳告，〈臺南關廟五甲打面宋江陣之研究〉，60
。

 

29 劉炳告，〈臺南關廟五甲打面宋江陣之研究〉，77-90
。

 



 

圖 3-6- 6 單月眉二 (半月沉江二) 

 

圖 3-6- 7 蛇仔游(錦蛇喜水泳游) 

 
圖 3-6- 8 來葉陣一 (大鵬展翅一) 

 
圖 3-6- 9 來葉陣二 (大鵬展翅二) 

 
圖 3-6- 10 日月陰陽陣一 

 

圖 3-6- 11 日月陰陽陣二 

 

圖 3-6- 12 日月陰陽陣三 

  



 

圖 3-6- 13 古錢空透八城一 (城門金鎖陣一) 

 

圖 3-6- 14 古錢空透八城二 (城門金鎖陣二) 

 
圖 3-6- 15 六角連環陣一 

 

圖 3-6- 16 六角連環陣二 

 
圖 3-6- 17 六角連環陣三 

 

圖 3-6- 18 六麒麟陣一 

  



 

圖 3-6- 19 六麒麟陣二 

 

圖 3-6- 20 六麒麟陣三 

 

圖 3-6- 21 雙月眉一 

 

圖 3-6- 22 雙月眉二 

 
圖 3-6- 23 四角九龍陣一 

 

圖 3-6- 24 四角九龍陣二 

 

圖 3-6- 25 內枝隆一 

  



 

圖 3-6- 26 內枝隆二 

 

圖 3-6- 27 蝴蝶陣一 (蝴蝶亂飛一) 

 

圖 3-6- 28 蝴蝶陣二 (蝴蝶亂飛二) 

 

 

圖 3-6- 29 蝴蝶陣三 (蝴蝶亂飛三) 

 

圖 3-6- 30 四角連鎖陣一 

 

圖 3-6- 31 四角連鎖陣二 

  



 

圖 3-6- 32 四角連鎖陣三 

 

圖 3-6- 33 打套頭一 

 

圖 3-6- 34 打套頭二 

 

圖 3-6- 35 打套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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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現況與願景 

一、陣頭現況 

(一) 五甲馬使壇宋江陣之機會30 

1. 五甲馬使壇打面宋江陣基本上配合關廟山西宮 12 年一次的建醮進行活動，

此外也會不定時參加交陪境的廟會遶境活動，如歸仁大人廟及歸仁壽宮之

為遶境活動，極受地方及廟方重視。 

2. 在人員招募方面，五甲圧及菜寮約 1700 戶至 1800 戶，住民人口不算少。

宋

江陣隊員皆由圧內住民組成，不聘用外援人力，主要招募方式係由管理委

員會委員向有興趣之住民，進行個人招募。 

3. 宋江陣技藝傳承一直以來維持多年傳統，均由內部人員自行傳承，未從外

部

聘用師傅指導。目前打面技藝由一人主導處理，陣式則另由數名教練指導

。現在掌頭旗者即為團隊師傅。 

4. 新進隊員經初階訓練，由資深隊員討論其合適持執之傢伺後，由資深隊員

直接指定。 

5. 本陣已向政府機關申請列為無形文化資產藝陣團隊，同時具有向政府相關

單位申請專案補助經費之權利，有助於團隊之運作。 

6. 宋江陣表演時並無拳術表演，僅有陣式表演，及雙斧舞弄。陣式則依照陣

式圖來進行演出。 

7. 若有出陣，則會進行開館儀式。開館後，每週進行 2~5 天不等的訓練。 

8. 服裝方面，目前皆由私人公司及企業贊助，此方面運作無疑慮。 

9. 宋江陣出陣需依神明指示及同意，若無指示或不同意，將無法出陣，此為

多年來之規則，因此無法為了純粹表演或比賽出陣。同時，出陣相關經費

頗多，無法經常出陣。 

10. 目前宋江陣依傳統節慶出陣之經費，尚可自給自足。 

11. 本陣保存著民國 38 年的宋江陣陣式手抄本一份，及民國 58 年的宋江陣陣

式手抄本之影印本一份，這兩本陣式留傳本是本陣極具歷史價值之文物。 

(二) 馬使壇宋江陣之困境31 

1. 目前團內保存有歷年傳承下來的宋江陣陣式手抄本，急需數位化重製及保

存這些文化資產，但此方面需要有外部人力協助處理，團內人員無法自行

處理。 

2. 本陣表演時，僅剩陣式表

                                                           

30 2019.09.01 五甲馬使壇藝陣維護計畫座談會及調查問卷。 

31 2019.09.01 五甲馬使壇藝陣維護計畫座談會及調查問卷。 



演，以前還有拳術表演，現則已無拳術表演，拳術部份已幾乎完全失去，

未能傳承下來。 

3. 有關此部份的文書留存、書寫及整理，專書、老相片及口述歷史料檔案的

製作，對本團來說相當需要，尤其若可以進行相關文物或資料的數位典藏

計畫，如展演影相紀錄、口述歷史影音紀錄及數位博物館之建製，則會更

好。此部份需要外部單位或機構多多協助，同時頗為迫切。 

4. 有關向政府機關申請經費的相關事宜，對管理委員會及宋江陣隊員而

言，計畫案書寫及經費核銷對其而言，曠日費時，均困難重重，是一件無

法勝任之艱難任務，需要外協助。故不希望走上向政府申請經費的路徑，

多年來也一直未曾申請過。 

5. 本陣的運作基本上是為神明服務，具儀式及祭煞功能。非宗教性的祭典，

如節慶文化祭、嘉年華會、藝術節、舞台表演、陣頭比賽等，目前本團較

無法參與。因為出陣對本團而言是非常大的事，與服務神明無關之事務要

出陣較為難。 

6. 目前畫臉技藝由一位師傅負責，近年來已開始尋覓接班人，並已指定某 2

人接班習藝。但習藝進度仍有待檢核，因出陣間隔年數多，出陣次數少，

每 12 年一次建醮，交陪境亦是 12 年一次，練習及傳承有所不足。同時習

藝一事仍有個人資質及興趣問題存在，無法立竿見影。 

7. 目前宋江陣運作的

經費來源主要是香油錢，另有一些企業會進行捐款。由於每科出陣所需經

費頗多，若平日香油錢太少，企業捐款不足，則會有影響出陣之虞。 

8. 目前團隊人員皆為村里中的在地人，但籌組團隊有越來越難之趨勢，由於

年輕一輩者均需外出求學及工作，平時即留村人口日漸減少，使得組訓宋

江陣時，出現頗多問題。 

二、保存計畫 

民俗是人民生活的總稱，隨著時代浪潮的改變，不斷的更替向前，全臺傳統文化

的保存，亦隨著時間與社會風氣的改變，正快速的流逝，但可喜的是政府與民間對於

傳統文化保存的觀念，正加速的提昇，希望在傳統文化被掩沒前，試著去延續保留。

五甲馬使壇宋江陣亦面臨相同的困境，每科志願參與組訓的諸多問題不斷浮現，武術

技藝的內容亦逐漸流失。針對目前五甲馬使壇宋江陣發展的現狀與困境，本計畫擬提

以下方針以利其永續經營： 

(一) 藝陣文化傳播面向 

1. 數位文化網路平台 

(1)官方粉絲頁 

網路無國界，目前網路的使用相當普及，若能針對文化資產建立一個平

臺，詳實記載各個重要民俗團體的技藝內容與珍貴表演影片，透過網路的傳

播，將能使更多人接觸到優良的傳統文化。社群平臺如FB粉絲專頁、IG、LI



NE@官方等，其設立門檻較低，使用人數高。目前五甲馬使壇已在臉書設立

官方粉絲頁，有專人進行網路粉絲頁之管理，分享更多五甲打面宋江陣相關

活動訊息，提供舊雨新知認識及接觸宋江陣文化，提升馬使壇宋江陣在網路

社群中的能見度。除了使用平面照片、文字說明及宣傳，可朝向混合多媒體

、影音介紹及更多後製作解說的方向發展，以吸引及推廣打面宋江陣文化。 

(2)社群軟體群組 

透過社群軟體群組的使用，可以加速訊息的傳遞及傳播，擴大資訊流通

及宣傳的效益，同時可強化與不同族群人士的連繫。目前本陣依不同功能及需

求，設有不同族群之Line群組，強化成員間的溝通，同時也建立與外部團體和

個人的有效溝通管道，加強連繫及強化溝通的力道。其後續可再持續進行Line

官方群組的短片影音檔案的製作及流通，擴大宣傳之力道。 

2. 文史紀錄檔案 

(1)手抄本資料數位化保存 

目前團內保存有歷年傳承下來的宋江陣陣式手抄本，一本為1949年，另一

本為1969年影印本，急需數位化重製及保存這些文化資產。此方面需要有外部

人力協助處理，團內人員無法自行處理。古藉或傳承的文字資料之留存是極為

重要的事項，亦是可即執行之工作，可規劃於保存計畫中的短期計畫期程內。 

(2)專書 

目前本陣曾由台南大學研究生進行相關文史紀錄，並進行學位論文撰寫

，以求更完整地保存相關文史紀錄及資料。有關此部份的文書留存、書寫及整

理，對本陣來說相當需要。此項工作屬於本陣中期發展計畫之一環，本陣目前

並無任何能力自行處理及執行，需要外部協助及經費支援部人分，相關政府單

位亦可予以立即及實質協助，使專書早日出版。 

(3)老相片及相關文物徵集 

為求妥為保存本陣文史資料，若可以進行老相片及相關文物徵集，並將這

些資料或物品進行數位化典藏，將可保存極多之文史資料，並可用在典藏、宣

傳之中，本項工作可列在短、期發展計畫中，並將徵集以往宋江陣活動的相關

相片，列為重點執行工作。唯相片徵集因涉及版權問題頗多，需政府單位予以

協助，此部份問題為後續努力之目標。 

(4)口述歷史製作 

口述歷史是一種活生生的歷史，透過口述者的陳述，讓人們可以瞭解到從

口述者個人角度及立場，對參與或觀賞打面宋江陣展演及文化的想法及思考，

對於多元歷史場景及觀點的建立有其重點性。由於本陣仍可找到許多耆老，但

耆老老化頗快，時間相當急迫，此項工作具有相當大之時間壓力，應列為短、

中計畫中首要的執行重點工作，且需要外部單位或機構多多協助，本陣人員無

力獨立執行此項工作。 

 

 



3. 影音紀錄檔案 

(1)展演影相紀錄 

本陣相關練習、出陣、展演及器械影相及影音資料之蒐集工作，目前基本

上是個人零星拍攝，並無任何相關陣頭展演及影音的製作計畫正在進行。這些

展演影相紀錄、口述歷史影音紀錄，不僅可以透過文字及平面媒介留存及傳播

，更應使用數位形式留存及傳播，因此，短、中期計畫應著重於，整理歷往演

出，將錄影帶等相關資料整理為光碟或存於網路空間中，使其得以妥為保存。

且要進一步進行後製作，增加文字、旁白或聲音說明，以強化其宣傳效果，並

朝向數位博物館方向建製，則會更好。 

(2)數位博物館 

對於無形文化資產之保存及推廣，設立虛擬之數位博物館，是一個可行的

方案，可列入長期計畫中。然而，每一陣無法自行設立一個數位博物館，這同

時也不符合經費及實際效益，故本市政府相關單位應建置「台南市無形文化資

產數位博物館」，將名列藝陣無形文化資產之陣頭相關資料數位化後，放入數

位博物館內，並設立一個有關這13陣武的展覽館。 

(二) 藝陣文化形塑面向 

1. 團隊意象打造 

(1)服飾意象代表、圖示、logo 

五甲打面宋江陣近來已有固定之表演服裝及顏色，代表的logo圖示亦有繪

製，固定穿著白色上衣、紅色長褲，腰繫黃腳巾，打面者有固定套裝，未打面

者則有同一顏色之頭套。在服飾意象上，有建立本陣獨有之特色，該陣具有一

定之辨識度。若能透過設計專家精練及修飾相關圖示及打面宋江陣意象代表，

則不僅能夠在外觀上強化打面宋江陣之特點，對於該陣辨識度與行銷層面皆是

一大亮點。 

(2)文創商品 

相關文創商品的開發，有助於本陣及陣頭文化的宣傳、推廣及傳播，但產

品開發不僅牽涉到商品設計問題，更牽涉到商品銷售及營運問題。目前本陣無

任何相關文創商品之開發，此面向之議題亦未列入本陣之討論。以目前均為無

給職，同時是自願組隊參與的無形文化資產團隊而言，基本上是無法自力完成

此一工作。但就長期而言，若能由政府單位媒合商業經營團隊，針對本市無形

文化資產團隊之文創商品進行開發，應可創造三贏局面。 

2. 在地文化打造 

(1)在地藝陣文物館 

五甲馬使壇打面宋江陣之傢伺兵器，以往使用耗損後，即進行銷毀，近年

來受到文物保存觀念影響，有將汰除之傢伺留存，放置在會議室後方。這些珍

貴文物的妥善保存為目前文化保存的重點工作，可直接利用會議室後方的收藏

空間，先設立文物展示櫃，完成初步的保護、留存、展示之構想，其後，可再

另行規劃在地藝陣文物館。但以目前藝陣團運作皆為志工的情形而言，並無法



獨自完成此項保存維護工作，若政府單位有意完成此項保存維護工作，則可列

為長期計畫要項，行詳細規劃後，逐步實施。 

(2)在地學校本位課程 

發展本位課程需由學校端發起，本陣目前與在地學校並無任何連絡及合作

，此部份需要公務部門之協助。與學校合作乙項工作，不論是在地校本課程之

開發、學校團隊之設立、學生社團之運作等，均可逐步進行及發展，故可列為

短、中、長期發展計畫中。 

(3)家鄉繪本傳習 

近年來有七股樹仔腳樹林國小以白鶴陣為主題，進行繪本編製，將軍苓仔

寮送火王，與當地苓和國小合作出繪本，東山通興國小以三王二佛主題進行製

作繪本。這些國中、小學校端，結合在地特色，將在地文化納入學校本位課程

中。在學校本位課程中，頗多學校將當地民俗特色製作成家鄉繪本，給予學童

閱讀，傳遞本土文化精髓。本陣附近有諸所國中、小，若可與這些學校合作，

發展家鄉繪本，此舉將有助本打面宋江陣技藝之保存及文化之傳播。 

(三) 藝陣技藝維護面向 

1. 展演技藝傳承 

(1)藝陣研習營 

藝陣研習營的舉辦，不但使學童可以親身體驗藝陣之操作，更可擴藝陣至

家中，於結訓典禮中廣邀家長會到場，藉由家長對小孩表演的關注，強化其認

同及支持小孩參加藝陣，同時也可藉由活動推廣藝陣文化。此項工作極需在地

學校配合，方能順利推展，可將此項工作列為短、中期發展計畫。 

(2)種子教練傳習營 

本陣宋江陣陣式及技藝之傳承和學習，一直以來維持多年傳統，均由內部

人員自行傳承，由老輩的教導新腳，未從外部聘用師傅指導。目前打面技藝由

一人主導處理，陣式則另由數名教練指導，現在掌頭旗者即為團隊師傅。但由

於成員的流動及流失日漸頻繁，由單人負責某些技藝傳承，已有危機出現，若

能有教練團隊成員的培養，應是減少技藝失傳之道，是以種子教練傳習營設立

，有其必要性。此項發展項目可列為中、長期發展計畫。 

2. 打面技藝傳習 

(1)打面技藝技術留存 

目前本陣打面 (畫臉) 

技藝由一位師傅負責，近年來已開始積極尋覓接班人，並已指定2人接班習藝

。但因出陣間隔時間頗，期程又不一定，出陣次數少，相隔時間一久，其接班

人練習及傳承呈現出有所不足之情形。習藝一事受個人資質及興趣，而存在學

習不到位之情形，同時，習藝亦需時間來慢慢熟成，無法立竿見影。目前應將

此技藝製作過程以影像、聲音、相片、文字資料紀錄，列為短期保存目標，是

短期計畫中之重點項目。 

(2)技藝專班及接班人指定 



由於目前有關打面 (畫臉) 

僅由一人操刀自製，若無法有效傳承此項工藝，將迫使本陣無法出陣，故打面

技藝指定製作接班人的構想，是目前頗急切之工作，應列為短期發展計畫重點

項目之一。應由團隊成員或有興趣者擇優傳承，確保打面技藝及技術的留存。

另，有關打面技術開設技藝專班，是保存製作技藝及擴增擁有技藝人員的良好

方式之一，可列為中、長期發展計畫。唯此種專班之設立，有許多資源上之需

求，需由政府單位主導及協助，讓有興趣者先行習畫，培養更多人才。 

(3)與特定學校或團體合作 

與在地或特定學校合作，或與不同的非營利機構和團體合作，例如由台南

大學民俗體育發展中心，以技藝專班、研習營、同好會等形式，持續傳承和留

存此項打面特定技藝。這些儲備人才，平時可以轉為文化創作，遇有出陣時，

更可讓其實習，避免技藝傳承的斷層或流失。若朝向與在地學校合作方向發展

，應是一個良好的在地發展方向，可列為中、長程計畫工作要項之一。 

3. 強化經營團隊 

(1)補助計畫申請寫作研習班 

有關向政府機關申請經費的相關事宜，對管理委員會及宋江陣隊員而言，

均是一件無法勝任之艱難任務，需要外協助。南大民俗體育發展中心可以當作

媒合單位或指導單位，媒合地方與受委託單位代寫申請計畫，處理相關經費申

請及核銷事宜，亦可開設補助計畫寫作研習班。 

(2)申請計畫案寫作資詢管道 

由於本陣目前並無任何人員有能力處理文案、企劃及公文書信之工作，若

可由專責單位開設計畫寫作資詢管道，建立申請計畫寫作咨詢管道或機制，協

助補助案申請，當可有效協助本陣相關補助計畫案之撰寫及執行。 

(四) 藝陣活動行銷面向 

1. 結合地方觀光產業 

(1)在地小旅行及藝陣體驗活動 

透過參與者的實際活動體驗，最能夠讓參與者瞭解藝陣文化之精髓及特色

，也是近年來體驗行銷的重點之一。由社區來主辦此項活動，邀請在地學童進

行陣頭文化體驗活動，亦可配合相關單位之活動，邀請外地人至村內體驗此種

活動。有關打面宋江陣與地方觀光產業結合，如半日或一日地方小旅行、宋江

陣打面體驗等活動，仍期望政府單位可以整合資源辦理，地方及廟宇管理管理

委員會並無能力執行這類方案。此項工作可列為中、長期計畫，唯活動辦理樣

式頗多，不同層級活動牽涉到不同層級單位，若是可由專責單位及機構負責辦

理，或媒合一營利或非營利組織企劃及執行活動之執行，當可順利完成。 

(2)藝陣解說員培訓 

為推廣打面宋江陣給一般觀賞者，針對宋江陣培養表演現場之解說人員，

有其需要。本陣基本上已有一位專門人員進行解說，但只有一人，不是任何表

演均可到場。因此若能有培訓藝陣表演解說員之研習，基本上是一個好的概念



，可列入短、中期計畫中，唯此項工作應由專責單任辦理，擴大招募對象，並

要求已登入無形文化資產團陣薦派人員參加，以達到培訓目的。 

2. 非宗教性質之展演行銷 

(1)出陣時舉辦陣頭嘉年華會 

五甲馬使壇宋江陣運作依據慶典時間皆可出陣，但本陣配合關廟山西宮12

年一次的建醮進行活動，也會不定時參加交陪境的廟會遶境活動，如歸仁大人

廟及歸仁壽宮之為遶境活動。基本上，本陣是隸屬於宗教信仰的陣頭，為酬神

而留存，出陣與否皆依神明指示。是以要出席非宗教性之表演或競賽，是不可

能的。但若出陣之同時，能舉辦陣頭嘉年華，使宋江陣除了跟隨廟宇神明慶典

外，亦有其他表演舞台，是可行之方法。與此同時，採用商業性操作，設立若

干攤位，以籌措出陣費用，更是本陣所樂見之事。因此，若能配合以王醮及廟

宇宗教活動為主，規劃節慶文化祭典、藝陣嘉年華、陣頭藝術節、表演藝術舞

台、武術比賽、陣頭比賽等，當可延展及擴大藝陣文化之影響力，如此可以提

高人們對打面宋江陣的認識及認同，有助於此一珍貴藝陣文化的保存及傳承。

一方面保留傳統基本的陣式及儀式，一方面又可滿足對外表演之需求。此項工

作可列為長期發展計畫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