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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現代的年輕人幾乎都喜歡一些外來的文化，這讓台灣本土的傳統文化逐漸沒

落。想藉由寫一篇小論文，來說明某些傳統文化跟以往的不同之處！希望可

以讓一些年輕人就此對傳統藝術來改觀。 

 

二、 研究目的 

(一) 介紹台灣歌仔戲的發展和歷史 

(二) 了解政府的推廣及各團體向外發展的情形 

(三) 了解歌仔戲的對台灣的重要性 

 

三、 研究流程 

 

 

 

 

 

 

 

 

 

上網查詢
詢問導師
朋友意見

訪談演員 整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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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 台灣傳統藝術 

台灣本土有許多流傳至今的傳統藝術，例：皮影戲、歌仔戲、布袋戲、宋

江陣、北管音樂、南管音樂等等。 

 

二、 歌仔戲介紹 

 

(一) 歌仔戲的發展歷史 

歌仔戲是20世紀初葉發源於宜蘭，目前臺灣民間最興盛的傳統戲曲之一，

也是具代表性的傳統表演藝術。歌仔戲是以摻雜古典漢詩、漢文的文言文

及閩南語（台灣腔、漳州腔）為主的戲劇。早期演出內容多半為讓大眾也

能接觸文雅辭彙或忠孝節義故事，是早期農業社會重要娛樂活動之一，也

是臺灣常民文化的代表。歷經時代更迭曾幾度遭到打壓、排擠。步入當代

的歌仔戲演出型式內容日漸豐富、多元、精緻，當代更出現許多享譽國內

外的知名戲團與重要文藝傳承人。2009年頒定為臺灣文化資產之重要傳

統藝術類。 

 

(二) 歌仔戲的表演型態 

歌仔戲的說唱以「台語」發聲，和其他傳統戲劇以假嗓演唱不同的是，歌

仔戲演員以本嗓來演唱，搭配肢體身段和舞蹈來表演。 

歌仔戲還有一大特色就是，劇中的男主角通常由女性來反串演出。 

 

(三) 角色介紹 

種類 介紹 圖片 

小生 

「小生」又稱「文生」，是指年輕的

男子，造型扮相溫文儒雅、風度翩

翩，以唱工見長，通常與「小旦」配

成才子佳人，是觀眾既羨慕又崇拜的

偶像。 
 

武生 

「武生」在舞台上展現其擅長的武功

技藝，造型扮相是英姿煥發、威武雄

勁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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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介紹 圖片 

老生 

「老生」是戴上鬍髯的中年男子，細

緻的做工和沉穩的唱工是「老生」必

備的條件。 

 

小旦 
「小旦」必須具備動人的唱腔、美麗

的容貌、優雅的身段。  

 

苦旦 

「苦旦」通常是指命運悲苦坎坷的女

性，綁「大頭」穿「烏布衣」是其典

型扮相，以唱工見長，尤其擅長「哭

調」。 

 

武旦 
「武旦」通常是表現據有俠性格或身

懷武功絕技的女性角色。 

 

老旦 
「老旦」是老邁的女性角色，也以唱

工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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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介紹 圖片 

淨角 

在歌仔戲又稱「花面」，昔日部分歌

仔戲劇目傳承京劇及亂彈戲，「花面」

也沿襲舊有的扮相，臉上皆有臉譜，

如今新創的劇目「花面」已不易復見

了。 

 

丑角 

又名「三花」，其表演以滑稽逗趣為

主，多半是市井小民及幽默風趣的小

人物，是歌仔戲舞台上不可或缺的甘

草型角色。 

 

 

三、 歌仔戲的推廣 

 

(一) 明華園歷經傳統歌仔戲，從蓬勃、鼎盛、以至中落、轉變的過

程，由於勇於創新，將傳統歌仔戲融入現代劇場、實驗劇場及

電影分場的節奏，也讓傳統歌仔戲躍登國家戲劇院舞台，並多

次應邀前往國內外表演， 獲得法國第一大報費

加洛報、CNN專訪肯定， 也奠定台灣歌仔戲團

一哥的地位，足跡遍及台 灣各鄉鎮及醫院、監

獄。  

近年來明華 園也注重傳統

戲曲的薪火 傳承，深入校園

推廣歌仔戲 本土藝術，曾代

訓宜蘭吳沙國中歌仔戲學員，並串連全國優秀歌仔戲藝人，組

成「全國歌仔戲菁英聯隊」，也深入各大專校園歌仔戲社團展

開薪傳教育工作，包括台北師範大學、文化大學等，並協助台

北西湖國小、新莊市公所成立歌仔戲團。  

 

(二) 南台灣歌仔戲天團「秀琴歌劇團」，做為一個民間職業劇團，日戲演出

以傳統古冊戲為主，夜戲以胡撇仔戲為主，每

年平均160場的外臺民戲演出中，往往吸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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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的民眾駐足觀賞，展現了歌仔戲演出和民間生活及廟會慶典緊密結

合的常民化特色。 

2000年起，秀琴歌劇團步入公演戲文化場域的行列，至今平均一年至

少製作一齣公演新戲，2000年躍上精緻公演舞台。 

自2001年入選為國家扶植團隊至今，其中2012年《歌仔新調─安平追

想曲》入圍台新藝術獎，這是對傳統歌仔戲最大的肯定與榮耀。 

 

(三) 一心戲劇團自1989年創團，至今已邁入第23個年頭。 

1990年及1991年連續兩屆榮

獲「臺灣省地方戲劇比賽」團

體冠軍及多項個人大獎；

1998年「全國地方戲劇比賽」

中，更囊括最佳表演團隊、最佳導演、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等七

項大獎；連五屆獲選臺灣傳統藝術總處主辦之「全國歌仔戲匯演」最

優秀團隊；此外，在歌仔戲界的創作指標—國藝會「歌仔戲製作專案」

中，更唯一連續三屆獲選，製作發表了《戰國風雲馬陵道》、《聚寶

盆》、《英雄淚》等新創作品，於表演形式及內涵，受到觀眾和學者

深深讚許，被譽為「深具導演風格主導、最富室內劇場戲劇張力」之

優秀團隊。自2003年起，至今每年皆獲選為文建會「國家優良扶植團

隊」。 

 

四、 實地訪談(Q&A)  

 

受訪人：春美歌劇團/秀琴歌劇團-林佩儀 

 

 

 

 

 

Q1：為什麼會踏入歌仔戲界 

A：當初會學歌仔戲的原因，在春美歌劇團有一個夏令營，是在舉辦尾牙的

時候，他希望讓戲迷上台演出，變成戲迷去娛樂演員，然後我就去參加，演

了其中一個角色。我還記得是神州天馬俠裡面的一個角色，之後就覺得原來

踏上舞台是那麼的光鮮亮麗，一踏進去也踏不出來了。 

 

Q2：學習的過程中有什麼難處 

A：因為我17歲才學戲，難免在工讀方面有比別人不好的地方。而我以前從

來沒有接觸過歌仔戲，所以有很多台語是由國語翻成台語，或者是練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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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比別人差一點。 

 

Q3：以前跟現在歌仔戲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A：現代歌仔戲注重創新，而以前的歌仔戲注重內涵、唱腔部分。現在差別

的是在治裝部分會比較多，而公演部分，像寫出來的詞會比較精緻一點。 

而舊式歌仔戲不懂的地方，比較不會去查證。 

現在因為科技進步，所以有很多東西是網路上是查的到的，包括歷史，他們

可能也不知道正確的名字是什麼，但現在都會很講究，因為教授會考究說哪

個年代該穿什麼樣的衣服，如果不一樣，他們就會想說，為什麼你們在不同

的朝代穿上不同的服裝，所以現代的歌仔戲會研究一些比較細膩的東西。 

 

Q4：覺得投入歌仔戲這行業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A：我以前不喜歡看歷史，我現在每天在講的話東西都是歷史；我以前討

厭國文，我現在講的話都是國文，所以有很多的收穫，也從以前比較沒辦法

看文字類的東西，現在會非常喜歡看哦~ 

 

Q5：妳會不會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也走這條路 

A：其實不會。因為我覺得現在的政府其實沒有重視歌仔戲，以我們這個經

驗來說是辛苦的。如果下一代再走這條路，政府比現在還缺乏這些資源給歌

仔戲界，那應該會更累。 

 

參●結論 

 

一、結論 

藉由這次的紀錄了解歌仔戲的事蹟之後，我發現台灣的傳統文化有慢慢再往

上發展的感覺，漸漸的吸引到一些年輕人前往觀賞。而文化局所舉辦的藝穗

節和春天藝術節，也都是讓歌仔戲有跨出一大步的機會，近年來，也有外國

人士會來看演出，也有劇團會到國外演出，讓歌仔戲發揚光大，變成台灣的

驕傲。 

 

二、建議 

雖然現今的歌仔戲有注入一些新東西，但對於沒在觀賞的年輕人來說，還是

提不起一絲絲的興趣。如果能藉由教育局的大力推動，應該也能有比較好的

效果！有助於讓歌仔戲更發揚光大！另一方面也可以讓歌仔戲進到校園演

出，不管是國小、中 高中職都能推動！讓大家更了解這些傳統藝術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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