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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戲偶之整體造型製作及演變趨勢探討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布袋戲儼然是如同電影般的第八藝術，包含了許許多多的層面，從最早，   

只是在廟口和節慶時出現的傳統布袋戲，到現在具備的傳統意象外，角色造

型性格獨特、正邪混淆、以商業為依歸，劇本、舞台，多元且彈性；服

飾的墊肩誇張、耍酷，其細心設計的各類人物造型，藝術性獨具，使得         

戲偶呈現於螢光幕前是如此的耀眼光彩。 

 

    在不同的時代背景、運用不同的流行元素、文化創意特質，大膽改變

與創新，例如：戲偶服飾流行色彩之轉換、角色造型之創新，數位平台

之設置；且於不同的文化產業結構、表演風格與經營型態下，延續黃氏

家族傳統求新求變的精神，摒棄特定的朝代背景，變換不同的流行趨勢；

霹靂除了所具備的傳統意象外，角色造型性格獨特、正邪混淆、以商業

為依歸，劇本、舞台，多元且彈性；服飾的墊肩誇張、耍酷，其細心設

計的各類人物造型，藝術性獨具，使得「霹靂布袋戲」戲偶呈現於螢光

幕前，是如此的耀眼光彩；霹靂王朝也藉由多元的創意元素，將傳統戲

劇再一次成功地推向國際舞台 ! 

 

  二、研究目的   

 

    布袋戲表演藝術除欣賞戲曲與音樂之美，傳統工藝亦為欣賞重點之一，舉

凡戲棚、戲偶雕刻、臉譜彩繪與服飾，均為藝術之表現。 

 

     然而不管是角色設定上的分析、劇情上的廣大討論，許多戲迷都非

常的精闢入裡，但唯獨偶戲造型這一塊得剖析的人卻是少之又少，亦或

只是簡單明瞭的幾句觀感及草草帶過，或許這一塊是需要一些專業的知

識才能讀懂的語言。  

 

    整體造型是戲偶給戲迷的第一印象，傳統布袋戲的造型中更是如京

劇般講究生旦淨末丑的分別，如奸臣是白臉，淨角需畫花臉等，故霹靂

布袋戲也如同京劇般，這個角色是正派、是反派、是先天還是妖道由造

型也可窺視一二。  

 

    本專題主要是想要呈現出傳統的文化藝術和現代戲偶服飾流行色彩之轉

換、角色造型之創新的差別，首先從眾多的布袋戲角色人物中，分別挑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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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傳統及現代兩尊具性的人物做比較與探討，並且藉由這兩尊角色的整體造型

為基底和參考，再結合傳統文化藝術和現代流行元素，創造出具有創意及獨特

風格的布袋戲偶，展現出布袋戲之傳統文化以及現代藝術之美 。 

 

  三、創作研究方法 

 

    藉由網路和圖書館的書籍以及先前蒐集布袋戲相關之文獻的資訊例 :戲偶

的構造、文化傳承、藝術內涵、生根與演化…等，做討論與分析及挑選出傳統

與現代具代表性的兩尊人物來做探討和比較，並整理出布袋戲中所扮演的角

色以及布袋戲造型之殊異以較為專業的角度分析劇服，搭配角色設定、

劇情發展，來了解霹靂「偶像」的魅力所在，及為何在式微的傳統文化

藝術中仍能屹立不搖以及觀察戲迷對偶戲造型的感知，整理出傳統布袋

戲、金光布袋戲與霹靂布袋戲間造型之殊異，以分析角色、劇情及造型

三者間的影響，再結合傳統及現代流行戲偶，創造出傳統且求新求變的精神

及摒棄特定的朝代背景，變換不同的流行趨勢的一尊新戲偶。  

 

  四、研究流程與架構  

 

                               

     

 

 

 

 

 

  

 

 

 

 

 

 

圖 1 研究流程與架構圖 

討論研究目的、動機、方法 

 
文獻收集及探討 

設計研究方法 

問題的分析與整理      材料的準備 

  戲偶的比較及延伸探討 

 

    布、紗、緞帶、蕾   

   絲、亮片、珠子 

 

 
實驗研究方法 

（各種素材顏色的搭配與設計） 

實驗評估 

（素材的配置） 

 歸納代表為作品 

完成設計 

(成品展示) 

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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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布袋戲的起源  

   

   布袋戲的起源說法眾多，其中最普遍的說法則為明末落第書生梁炳麟的事。

明末泉州書生梁炳麟，因屢試不中，一年應試之前與友人至九鯉湖，祈求仙祖托

夢預卜吉凶，夜裏夢見一白髮老翁於其手掌題「功名歸掌上」，梁炳麟醒後便認

定今年必中而欣然赴試，不料依然是名落孫山﹔梁炳麟落寞返鄉途中夜宿客棧，

見隔壁房客以懸絲操控木偶，梁生見以線操作不易且不夠生動，忽靈機一動，乃

以手掌撐戲偶表演，比起原先絲線操作的生動自然多了，後巡迴演出漸受歡迎兒

揚名，正符合「功名歸掌上」的暗示。  

 

    布袋戲是在明末清初時傳入台灣，當時的布袋戲仍十分簡陋，特徵為單人演

出，只配有單純的鑼鼓音樂，表演的劇目為短劇，沒有一本完整的表演腳本。乾

隆之後，布袋戲在福建地區特別發達，不管在劇本、音樂及唱腔口白，都為吸引

當地觀眾開始採用福建地區的戲曲加以發展，造成特殊的表演方式(故事、音樂

及唱腔口白等方面)，形成所謂的「戲曲布袋戲」﹔此一分歧點，使得布袋戲成

為地方傳統戲曲。 

 

    當時除了擴大戲棚，改良為精緻的木雕戲棚外(由單人肩擔發展到四角棚，

由單人演出改為雙人以上演出)，也採用了管弦樂器來充實曲目(光緒之前以南管

為主，多為文戲演出﹔光緒之後，北管逐漸取代南管音樂，武戲表演也隨之增加)。

角色方面也隨著劇目的豐富而有更多的變化，採用雕刻精美的木偶演出(已出現

專門雕刻木偶者)。此時，福建地區專門布袋戲表演藝師也渡海來台組班授徒，

並將閩南的演出形式傳入台灣，在戲曲方面也多沿襲閩南，使得布袋戲逐漸發展

為正式的表演形態(早期的演出多為走唱藝人方式，表演者也多為為維生而演出，

並非專門藝師)，奠定台灣布袋戲日後演進的基礎。  

( 2-1 布袋戲來源資料 : 陳龍廷。(2007)，《臺灣布袋戲發展史》。台北市：前衛出

版社出版。)  

 

  二、研究成果-作品欣賞 

 

    (一)紙圖妝容實作 

    結合風采鈴溫柔婉約的氣質及妖應封光的妖嬈嫵媚感，選以橘色、黃色、紅

色、黑色的眼影、色鉛筆做延伸，先將眉頭用淺咖啡畫至眉尾時添增紅色眼影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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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布袋戲妝容中最具特色的七字眉型，接著畫出尖形的倒勾線使用眼影推出漸層，

睫毛則是用墨水簽字筆勾勒出生動的線條，在畫上眼珠，使眼部更深邃、更明亮

有神，以及帶點粉嫩紅的粉橘色腮紅，最後畫上豐腴的大紅色雙唇，為整個妝感 

更添加了女人的撫媚風彩!!。                

 

 

 

 

                                                                                       

                                                          

 

 

 

                         

                          

                          圖 2 彩妝紙圖呈現 

 

   (二 )真人彩妝實作  

 

步驟：  

 

   1.打完粉底後畫出倒勾線 2.用眼影順著倒勾線向上推出漸層 3.畫細長的眼線 

 

                                               

   圖 4                     圖 5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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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畫上七字眉型          5.刷上帶點粉嫩橘色的腮紅  6.畫上豐腴的唇型  

 

                    

        圖 6                     圖 7                    圖 8 

 

      1、真人彩妝作品呈現 

 

              

           圖 9 真人彩妝正面               圖 10 真人彩妝側面 

 

    (三)細部頭飾創新實作 

 

步驟： 

 

    1.先用細鐵絲架出頭飾 

的基底 

2.再另外架出一個球體 

  與步驟 1 組合 

3.順著球體黏上髮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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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                  圖 12                    圖 13 

 

 

 

 

 

 

 

 

 

 

  

 

       2、細部頭飾作品欣賞 

 

                    

         圖 17 頭飾放大圖 

 4.運用些許銅片組合頭飾 

  上的小飾品 

5.取一段髮片編出多 

  條三股編 

8.繞成圓形固定於兩側後面   

  則是將辮子彎成U型固定 

 

     圖 14                   圖 15                    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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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細部服裝實作 

 

    步驟： 

  

 

 

 

 

 

  

 

 

       圖 18             圖 19               圖 20            圖 21 

 

 

  

       

        圖 22          圖 23              圖 24 

 

   (五)整體造型作品呈現  

 

        

       圖 25 正面近身       圖 26 正面全身照      圖 27 活動式手臂 

1.先用細鐵絲架出                                                                  

  肩膀與手臂 

2.用紅色布料縫出                          

  衣袖 

3.裙子的部分鋪上     

  紅色的緞面布料 

4.將蕾絲及珠子    

  點綴在上衣 

5.將蕾絲小碎花拼            

  貼在袖口邊緣 

6.肩後利用亮片條     

  製造出垂吊感 

7.背部增添些許羽毛 

  營造出柔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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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一、結論 

     

      在執行專題製作的過程中，讓我們的組員在製作方面成長了許多，藉由尋

找資料跟討論的同時，讓我們揮別了以往布袋戲是傳統乏味的刻板印象，對於傳

統戲偶至現今新穎精緻的戲偶造型，都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和認識。 

    

      也經過小組的討論與分析分別挑選出生、旦各兩尊傳統與現代具有代表性

的人物傳統女旦-風采鈴及現代女旦-妖應封光的整體造型作為基底，結合創造出

具有傳統文化藝術及現代元素的獨特新戲偶，也在製作頭飾及服裝整體造型中，

學習研究及創作，了解製作造型的過程實在不容易，更深刻的體會到團結合作的

重要性！ 

 

    經過此次研究後，我們發現傳統布袋戲漸漸地轉為現代流行布袋戲後，愈來

愈受到年輕人的喜愛，無形中也增加了許多年輕族群的觀眾，帶動布袋戲潮流，

使布袋戲文化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重視。 

 

    在實作研究方面，我們從電視上、網路上、書籍作品上，參考了許多材質的

運用，再加上自己的美感與創意，創造出結合傳統復古柔美及現代流行等較華麗

誇張的元素來加以製作，製作完成後的作品，呈現出柔和但不失華麗妖嬈感，將

布袋戲造型注入新的元素及靈魂，讓布袋戲的精神能更貼近現代人的心，讓台灣

的布袋戲文化能再次發光發熱。 

 

  二、建議 

 

    (一) 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再深入探討布袋戲舞台前的刀光劍影，螢幕中的   

        電光火石以及木偶的一舉手一投足，從編排、口白、操偶、導演等，幕  

        後操作。 

 

    (二) 提倡現今的布袋戲加入流行新潮的元素，並非以往傳統的樣貌，布袋 

        戲從錄影帶、網路、電影、報章、雜誌，這些創舉已成為注目的焦點。 

 

    (三) 可以研究霹靂是如何把布袋戲創新，如何締造現今有一百多萬戲迷的    

        布袋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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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了解每尊戲偶以及戲偶的個性、性格、造型等，是如何去付諸在戲偶      

        身上使每尊戲偶有自己獨特的個性及特色，賦予布袋戲偶生命。 

 

    (五) 霹靂布袋戲如何引入「BJD」系統娃娃製作技術「可動關節的高度擬真     

        技術」，再和傳統的布袋戲偶融合。 

 

    (六) 可再進一步去了解除了基本的文、武戲、甩偶等，是如何融入電影特 

        有的吊鋼絲效果和特效，做出一齣精采的布袋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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