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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陣頭」是台灣傳統文化，台灣的居民幾乎是由大陸沿海移民而來，當時先民們

要克服洶湧的台灣海峽、瘟疫的肆虐以及不同文化的衝突。當時，先民只能藉著宗教

信仰，來尋求心靈的慰藉和幫助。 

 

每當神明生辰將近，廟宇就會招集人群來練習陣頭的技藝。而現今的陣頭，不僅

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傳統陣勢，甚至結合了現代的科技和流行音樂，讓陣頭不只古色古

香，更別有一番風味。 

 

二、研究動機 

 

我們之中的一位組員的很小的時候就參與在陣頭中，長大以後他仍然對陣頭保有

濃厚的興趣。在專題課與同組的組員一起腦力激盪，思考題目時，他突然靈機一動，

想到了「陣頭」這個題目。我們發現現今許多人不了解這項台灣傳統文化，也有許多

加入陣頭的年輕人被全數歸類為不愛讀書的孩子，我們想要藉由這個機會，來探討陣

頭的歷史、文化、脈絡，以及參與在陣頭的青少年與陣頭之間的微妙關係。 

 

三、問題探討 

 

(一) 了解陣頭的歷史淵源和意義 

(二) 探討陣頭的發展與演變 

(三) 了解陣頭的形式與種類 

(四) 明白青少年受到陣頭吸引的原因 

(五) 探討青少年參與陣頭活動所受到的正面與負面影響 

(六) 討論社會對於陣頭形成負面刻板印象之原因 

 

四、研究方法 

 

我們在假日時，到圖書館尋找有關陣頭的書籍資料，並且在詳閱之後整理成文獻

資料。我們也蒐集了有關青少年與陣頭的資料，來了解陣頭與青少年的關係與影響。 

 

為了了解專家對於陣頭青少年的態度，我們在十一月初前往採訪進行陣頭工作已

超過 20 年的鄭南發館長，詢問他對於青少年參與陣頭活動的想法，並且整理到文獻資

料中。 

 

另外，我們在學校對學生 300 人進行施測調查，也在假日到實際參與陣頭並對陣

頭青少年和觀看陣頭的社會人士共 100 人進行問卷調查，藉此了解社會對陣頭青少年

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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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歷史淵源和意義 

 

(一) 陣頭的歷史淵源 

 

先民剛到台灣時，因為需要面對疾病、不同文化等等的問題都讓先民們身心俱

疲，當時，他們只能借助宗教的力量來解決問題、尋求心靈慰藉。為了感謝神恩，

先民只要每逢神明生日，就舉行祭典，而祭典中最不能錯過的，就是陣頭表演，

當神明生日將近，就會有廟宇召集人群來訓練當地的陣頭技藝。發展至今，甚至

出現了職業性質的民俗技藝團。 

 

 (二) 陣頭技藝的表演意義 

 

數百年來，民間傳統就和人們的生活密不可分。陣頭不僅是農業社會居民的娛

樂和祭典，所有的居民都可以參加在其中。藉著公開的共同表演活動，更加凝聚

了居民的向心力，也加深了居民之間的情感以及社區認同。正因為它具有了多方

面的社會功能，這個活動已成為聚落中民眾共同關心的大事。以下是幾個陣頭的

主要意義： 

 

1. 強健身體的意義 

 

在陣頭中，如舞獅、舞龍…等，本身就是體育活動，參與在當中的表演者，

若沒有健壯的身體和良好的體能，是不可能參與在陣頭的演出之中，也無法呈

現表演的精采。 

 

2. 娛樂的意義 

 

傳統社會是以農業為主，居民們平常辛勤的工作，只有在祭典來臨時，才

能放下手邊的工作，與神共樂，亦有娛樂的意義。 

 

3. 宗教的意義 

 

在祭典中的陣頭技藝，可以增加宗教信仰的力量。同時，如舞獅的彩八卦、

宋江陣的八卦陣等，被認為有保平安的功效，是儀式裡面不可或缺的部分。 

 

4. 文化的意義 

 

陣頭參與廟會的表演中，每個信徒請陣頭來都有著不同的表演目的。即使

每個信徒的目的不相同，祭神、敬神、以及熱鬧的功能是相同的。也因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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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頭這項傳統文化，才沒有因為時間的長久而消失。此外，有許多青少年因為

父母參與在陣頭當中，也會加入陣頭，讓這項民俗技藝得到了延續，對傳統文

化的保留具有著重大的意義。 

 

二、發展與演變 

 

現今台灣陣頭活動，有跡可循的切確起始年代為清康熙三十三年（西元 1694 年）。

起初，陣頭活動通常使用人力抬轎遊街的方式，後來慢慢演變為牛車、木輪車、電動

車代步。 

 

日新月異，科技越來越發達，人們也開始在陣頭中加入新元素，以下是陣頭的手

法以及呈現方式的蛻變： 

 

(一) 陣頭的特色蛻變 

 

1. 音樂  

 

傳統的陣頭音樂是由傳統樂器來伴奏。近年來，除了傳統樂器以外，現今

的陣頭加入了流行歌手的歌曲、電子音樂等等，讓傳統文化與現代融合，更增

加了陣頭的趣味性。 

 

2. LED 燈飾 

 

現代科技發達，LED 燈漸漸流行起來，也被廣泛應用在許多裝飾上。陣頭

也被加入了 LED 燈飾，神轎、以及三太子等等，都點綴上許多 LED 燈飾，讓

陣頭變的更加亮麗。 

 

3. 繞境  

 

每當廟宇舉辦遶境祈福等活動時，附近陣頭都會參與，無論付出多少精

力，都是值得的，帶著各種神明、神轎、樂器…等，環繞著整個地區，讓信徒

們都能夠共襄盛舉，一起享受陣頭的熱鬧。 

 

(二) 陣頭的呈現蛻變： 

 

1. 周邊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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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偶像明星到卡通人物通通都有周邊商品，而有些廟宇也會推出可愛的陣頭周

邊，像是神明布偶、公仔、別針，現在甚至還推出防曬袖套…等，讓信徒和民眾

可以蒐集來保平安、留作紀念。 

 

2. 電影、戲劇 

 

現今推出了許多的電影如「陣頭」、「浪子」以及電視上的連續劇、鄉土劇，

都會有陣頭的橋段，讓更多人可以不出門而認識陣頭，也讓民眾更熟悉陣頭。 

 

3. 音樂 

 

 在現代，流行歌曲也加入了陣頭作為題材，如：王彩樺的「保庇」，在台灣歌

壇造成轟動，因為這首曲子融合了台灣的傳統文化，讓台灣人強烈的文化認同。

除此之外，電影「陣頭」推出的同名專輯中，許多歌曲都在歌詞中描述了在陣頭

中的辛酸血淚，也讓我們發現，陣頭不只是傳統，更可以加入在音樂中成為流行，

並且貼近我們的生活。 

 

三、陣頭的形式與種類 

 

陣頭大致上分為「文陣」與「武陣」兩種： 

 

(一) 文陣 

 

文陣相較於武陣顯得更加柔和，表演形式多為載歌載舞，娛樂性質強烈，加上

多有音樂伴奏，讓整個表演散發出更多趣味氣息。 

 

1. 七響陣 

 

它是由早期乞丐行乞時所表演的「拍響陣」繁衍而來。表演時有歌有舞，

有時會另加特技表演，一陣七人，兩生兩旦外加三個老丑。 唱曲非常豐富，內

容悉為傳統戲曲的濃縮，熱鬧非凡。 

 

2. 桃花過渡 

 

它是一種非常流行的民間小戲，表演型態有兩種，一是「行路過渡」，一

是「坐船過渡」。「行路過渡」在地面表演，而「坐船過渡」由一男一女分飾

兩角，面對面坐在裝置於小貨車上的木船道具裡，外面捲繞彩布作為海浪，這

種表演十分逗趣，深受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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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鼓陣 

 

明朝末年，鄭成功渡海來台，為反清復明，勤練軍術，不定期舉辦比武大賽，

吸引許多習武者加入，比武過程中，有一、二位擊鼓者在旁擊鼓助陣，跟隨比武

者進退，成為一種鼓舞人心的軍樂。滿清之後，這項比賽漸漸在民間流行開來，

逐漸演化成節慶或廟會時的民俗藝陣。 

 

4. 公背婆 

 

 表演時，由一個丑旦演婆，頭上包著頭巾，臉上畫著妝，背婆的「公」是用

紙糊的，戴著破泥帽，雙袖朝後面做成環抱背人狀。沒有配樂，只是「婆」自說

自答。但這種表演已逐漸沒落於陣頭文化中。  

 

(二) 武陣 

 

武陣宗教性質強烈，多帶有武術、特技、陣勢等表演形式，家將類在演出時多

帶有臉譜，再加上威武的擺陣，常讓人感到惶恐。但同時，家將也是驅逐惡煞保

護陽間治安的警察，所以人民多對其保有敬重及崇拜之心。 

 

1. 舞龍 

古人認為龍是掌風管雨的天神，每逢乾旱，人們就會效仿龍的動作，迴旋

舞蹈，以祈求上蒼降下甘霖，這就是舞龍的起源。舞龍時，通常會有一人拿著

龍珠，走在前頭開道，被稱之為「戲龍珠」。 

 

2. 舞獅 

    在臺灣，舞獅是最普遍的民俗藝陣活動之一，而舞獅又可分為「文獅」和

「武獅」。文獅表演常有舔毛、抖毛、搔癢等較溫馴的動作；而武獅則表演撲

球、吐球、騰空等較威猛之動作。 

 

3. 宋江陣 

據說最早的宋江陣是仿水滸傳中梁山一百零八條好漢，由三十六天罡七十

二地煞組成一百零八人陣。現在一般都以七十二、五十、四十二、三十六人較

多，其中以三十六人最為普遍。陣中使用的兵器在早期的鄉鬥中扮演了非常重

要的角色。  

 

4. 八家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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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家將是台灣最常見的陣頭文化，帶有威武嚴肅的臉譜及抓捕厲鬼的法

器，每個將團幾乎都有著獨特的步伐及陣式。相傳在家將開臉後，其親人不得

喊其姓名，以免被惡鬼識破，造成表演者受到傷害。 

 

5. 神將陣 

 

神將陣是由人撐起大仙的神將，腳踏各式步法，如太子陣的步法較活潑可

愛，甚至會加上電子音樂及台客舞，讓眾多人為之瘋狂。 

 

四、青少年與陣頭的關係與相互影響 

 

(一) 青少年受到陣頭吸引的原因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青少年加入陣頭的行列中，我們在以下提出幾個青少年會

加入陣頭的主要原因： 

 

1. 喜愛傳統技藝 

 

有些加入陣頭的青少年，對於陣頭所表演的民俗技藝有濃厚的興趣，因而

加入陣頭來學習傳統技藝。 

 

2. 想結交更多朋友 

 

陣頭裡面有各式各樣的人，許多的青少年因為進入陣頭可以認識更多的朋

友，而選擇參與陣頭活動。更有青少年因為認為加入陣頭可以有人為他「撐腰」，

所以加入陣頭。 

 

3. 可賺取額外酬勞 

 

大部分的民俗技藝團在出陣之後，會提供不少的零用金或酬勞給青少年，不

少青少年也是因為薪資而加入、留在陣頭之中。 

 

4. 可獲得溫暖、歸屬感 

 

陣頭中需要花長時間在一起訓練，而在練習的過程中，互相扶持、鼓勵，

也讓陣頭中青少年之間的感情更加緊密連結，也成為青少年選擇留在陣頭之中的

原因。 

 

5. 受同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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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時期最注重的其中一部份即是同儕，青少年加入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即是因為朋友也參與在陣頭當中，邀請他加入。 

 

6. 可獲得成就感 

 

有些參與在陣頭中的學生，在學校的表現並不出色，在課業中得不到成就感，

但是，站在陣頭的舞台上，青少年會感到被需要，進而得到成就感，也造就了青

少年加入陣頭的其中一個極大吸引力。 

 

7. 家人本身是陣頭的一員 

 

陣頭中的青少年也有不少是因為家長本身就是陣頭中的一員，從小就帶著孩

子參與在陣頭當中，而小孩子長大以後，也就一直待在陣頭當中。 

 

(二) 青少年參與陣頭活動所受到的正面與負面影響 

 

在社會新聞上，常常看到有關於陣頭青少年的負面新聞，也造成社會大眾對於

陣頭的印象通常偏向於負面。但是，最近許多人開始提倡「陣頭孩子不壞」，也

讓人發現許多陣頭帶給青少年的正面影響。 

 

1. 正面 

 

(1) 培養責任心 

 

陣頭的表演是非常正式的，因為是要娛樂神明的節目，所以需要長時間的

練習，不得馬虎。在這個嚴謹的過程之中，青少年會開始學習看重事情，也會

進而培養他的責任心，在日後，也會對自己的事情更加的負責任。 

 

(2) 得到自信 

 

許多青少年在加入陣頭之後，習得一技之長，並且在廟會的舞台上發光發

熱。這些青少年可能在其他方面並沒有得到好的成就，失去信心，但是在這裡

找回了他的自信。在以後的挑戰中，也會樂於給自己另一個新的挑戰。 

 

(3) 獲得愛與歸屬感 

 

有些加入陣頭的青少年，家庭並沒有滿足他對於愛與歸屬的需求，但在加

入陣頭之後，由於需要長時間的練習，讓師傅以及其他陣頭青少年感情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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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這些青少年有了歸屬感。電影「陣頭」中，提到九天這個民俗技藝團，給的

是一個家。由此更讓我們知道，青少年也在陣頭中，找到了自己的歸屬感。 

 

(4) 學習民俗技藝 

 

陣頭本身就是台灣傳統技藝，青少年進到陣頭當中，當然就是要學習民俗

技藝！因為陣頭需要長時間練習，也讓青少年的技術在出陣前的預備裡面慢慢

純熟，成為他的技能之一。 

 

2. 負面 

 

(1) 造成組織犯罪 

 

在今日，有許多幫派假借陣頭名義吸收青少年，在青少年進入陣頭之後，

用毒品控制青少年，使青少年為幫派從事犯罪行為。由於青少年在此階段仍然

價值觀不夠純熟，幫派甚至會利用其對愛與歸屬的渴慕，灌輸其應為組織無條

件效命等等的想法，因此，青少年可能會因為加入、離不開幫派而疏遠家庭，

以及出現偏差行為等等。 

 

(2) 導致偏差行為 

 

在社會新聞上常常會看見參與在陣頭的青少年有犯罪行為，例如：爆粗口、

打群架、吸菸、吸毒等等行為。這個時期是最注重同儕關係的，有可能在其中

互相模仿，或是為了討好對方而跟對方做出一樣的行為等等。 

 

(3) 和家人關係疏遠 

 

由於陣頭社會觀感不佳，有些家長並不支持小孩參與陣頭活動，當青少年

正值叛逆期，這也有可能成為與家人爭吵的一個引爆點，讓青少年與家人的關

係漸漸變得疏遠。 

 

(4) 造成課業退步 

 

陣頭的表演需要長時間的練習，再加上出陣可能就必須耗費掉一整天的時

間，若青少年也無法做好時間管理，可能就會造成課業退步的藉口。 

 

(三) 社會對於陣頭形成負面刻板印象之原因 

 



「陣」陣傳來，情義相「頭」─青少年與陣頭的密鎖 

 

9 

原本，陣頭應該是讓年輕族群可以在其中得到傳統技藝以及尋求認同，但是他

也因社會變遷，產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在現今的社會，宗教似乎失去了很大的制

約力量，許多不好的行為進入陣頭當中，在加上青少年同儕間的「從眾心理」，造

成了互相仿效的行為。以下是幾個對於陣頭活動性質變化，以及社會觀感轉變不佳

所提出的原因： 

 

1. 多數參與者皆是中輟生 

 

參與在陣頭當中的青少年多為是在學校表現不出色的中輟生或是「邊緣學

生」，在陣頭環境之中有可能會學到一些不良的行為，如：抽菸、喝酒、吸菸等。 

 

2. 幫派利用陣頭吸收青少年 

 

許多幫派會在陣頭中吸收價值觀較未成熟的青少年作為成員，因此造成社會

大眾對於陣頭沒有好印象。青少年在這個年齡階段尚未成熟，容易受唆使，我們

在社會新聞版面也常常看到陣頭少年的負面新聞。 

 

3. 技藝團缺乏嚴整紀律與管教 

 

有些職業性質的民俗技藝團師傅只負責教導傳授青少年技藝，讓他們在出陣

時可以達到完美的演出，其他青少年的品性全不插手管教，讓青少年群聚時，有

抽菸、嚼檳榔、爆粗口等的情形時有所見。另外，不喜歡讀書的青少年也會將陣

頭作為逃避課業的藉口，拿著法器逞凶鬥狠，或是在陣頭裡面互相撐腰，使得社

會對於陣頭青少年的既定印象多為負面。 

 

4. 社會對於陣頭組織不了解 

 

大部分的一般民眾並不會理解陣頭的真正意義，社會對於陣頭的最直接的接

觸方式即是看社會新聞，然而，大部分被大篇幅報導的新聞都是關於陣頭青少年

的負面新聞，因此也造成了社會對於陣頭的既定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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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陣頭文化在台灣已有數百年的歷史，現今的陣頭仍保有早期陣頭的原汁原味，除此

之外也加入了許多現代的科技，為了讓大家可以更加瞭解陣頭，也有許多人用較為活潑、

平易近人的方式來呈現陣頭。在一般民眾的眼裡，每一種陣頭看起來都是一樣的，但是

其實陣頭的表演形式的分類都是非常不同且細膩的。 

 

青少年與陣頭有著十分微妙的關係，陣頭對於青少年的吸引力包括了在陣頭裡面可

以得到歸屬感、自信、成就感，以及擴大交友圈等的收穫。然而，原本應該是帶給青少

年心靈慰藉以及民俗技藝的陣頭文化，在社會的變遷之下，性質也慢慢有了轉變，經過

我們的問卷調查發現，許多人都認為陣頭對於青少年有著不好的影響，而會造成這些問

題的原因是：參與陣頭的青少年多為中輟生、陣頭技藝團缺乏嚴整的規範、社會對於陣

頭並不熟悉，以及幫派會利用陣頭做為掩護來吸收青少年。這些種種的原因都會造成社

會對於陣頭青少年的偏見。 

 

另一方面，青少年參與在陣頭文化中難道真的完全是壞的嗎？有些青少年在加入陣頭

以後，得到了在學校所得不到的成就感、自信，甚至在事情的準備過程中增進責任心。

文獻資料裡面指出，就算青少年的個人氣質一開始並不優質，進入規範嚴格的陣頭民俗

技藝團中，也可以有正向的影響。 

 

各界對於青少年參與陣頭有著不同的意見，雖然陣頭對於青少年的負面影響的確存

在，但是正面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對於預防青少年加入陣頭產生負面的影響，只要

政府、學校、家長，以及陣頭民俗技藝團本身的互相幫助，就可以讓青少年在陣頭之中

得到民俗技藝，及許多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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