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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因現代社會的因素，使皮影戲不再像以前一樣盛行，然而它不僅是一個表演，更是台灣

文化的一個重要里程碑。皮影戲在三百多年前傳入南台灣之後，便使高雄成為台灣皮影戲發

展的重要地區，也擁有全臺灣唯一的皮影戲館。皮影戲是很多老年人的兒時記憶，是精彩的聲

光效果，加上劇情的演變，獲得許多人的讚賞，但隨著時代的進步，早期的傳統文化逐漸沒落，

因此在現代生活中，看見皮影戲的機會已經是少之又少，令人感到非常可惜。 

 

  由於當時的網路媒體並不是那麼發達，多半人家也沒有智慧型裝置，皮影戲表演都是在

廟會及重大集會舉辦，但因現在大眾媒體的進步，許多人寧願選擇在家中欣賞電視影集和追

劇，會願意出門觀賞傳統表演的已經屈指可數，如果像皮影戲這樣的傳統表演願意邁出一步

向網路方面發展，我們相信這樣的舉動可大大改善其沒落之原因並拓展及保存這樣令人驚豔

的傳統藝術。 

 

二、研究動機 

   

  在高一時因本校老師與彌陀國小結合進行偏鄉英語教學，那邊的學生們表演了一場精妙

入神的皮影戲表演。在這之前，我們對於皮影戲是一無所知，而彌陀國小的王彥嵓校長也提

到說皮影戲已經鮮為人知，因此從那時候使我們對皮影戲開始產生好奇，它是傳統文化藝術

的重要資產，所以我們想讓這個傳統文化藝術繼續傳承下去，且可以時時融入在我們現實生

活中，也讓現代的年輕人對皮影戲能有更加一步的了解，加深大家對傳統藝術的印象。 

 

三、研究目的 

 

（一）了解皮影戲的歷史源流 

（二）認識皮影戲的影偶角色 

（三）了解製作皮影戲的過程 

（四）探討傳統皮影戲沒落之原因 

（五）實地探訪永興樂皮影戲團 

（六）研究皮影戲該如何與現代結合 

 

四、研究方法 

 

（一）文獻探討：利用網路來查詢相關的資料以及蒐集各種有關皮影戲的書籍。 

（二）實地探訪：我們前往岡山進行實地探訪。 

（三）問卷調查：根據研究設計，用發放問卷的方式了解大眾對皮影戲的認知，將得到

的資料做統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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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步驟 

 

  透過網路來查詢相關的資料以及蒐集各種有關皮影戲的書籍，再前往岡山與彌陀進行實

地探訪，透過與皮影戲團團長講解更加了解皮影戲的形式與種類，再透過發放問卷的方式了

解大眾對皮影戲的認知，將得到的資料做統計、整理如下圖表一： 

 

表一 研究步驟 

 

貳●正文 

 

一、何謂皮影戲 

 

  皮影戲又稱燈影戲或皮猴戲，在所有戲劇的領域中，可算是最古老的民間戲劇藝術。在

表演時，操作者在白色布幕後方操縱著皮影戲偶，利用「光」、「影」轉換效果投射到帷幕上，

並透過剪影方式結合當地流行的民間戲曲與歌唱來表演故事情節，同時搭配打擊樂器和弦樂，

別有一番風味。表演著前所未有的藝術，讓觀賞者透過不同方式體會戲劇的魅力。 

 

（一）皮影戲的源流 

 

    臺灣的皮影戲流傳於中國大陸，來臺後便傳入南臺灣。傳說中漢

武帝非常思念已故的嬪御李夫人，也因此無心於管理政庭上的事，大

臣們都很擔心他，於是就請來了一位江湖道士李少翁來招李夫人的

亡魂，在傍晚時，李少翁架了一個帷幕並剪了一個李夫人生前的影

像，藉由著油燈照射在帷幕上，使他就好像看見了李夫人的身影，也

讓漢武帝真的以為見到了李夫人，因此他感到非常欣慰也漸漸的減

少對愛妻的思念與痛苦。 

 

（二）皮影戲的影偶角色 

   

  在臺灣皮影戲的類型中，每一種不同的角色都是戲中的重要元素，他們讓故事顯得更加

生動活潑。如（圖一）所示從左到右，皮影戲分成五種角色分別為生、旦、淨、末、丑。他們

又因地區、性別、年齡、貧富以及穿著的差別，因此各角色所展現出來的特色有所不同，展

現出每一個影偶的獨特個性風格。 

（圖一）角色圖片 

（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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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生偶：男性的角色稱作「生」，其中包含武生、老生與文生。 

２、旦偶：女性角色稱作為「旦」，包含了武旦、青衣、花旦和老旦。 

３、淨偶：性格豪放、陰險奸詐的男性角色稱作「淨」。 

４、末偶：老年的男性人物稱作「末」。 

５、丑偶：滑稽、詼諧有趣的人物稱作「丑」。 

 

（三）皮影戲的製作過程 

 

  我們實地到岡山的皮影戲館探訪，並了解到台灣皮影戲偶的製作技術大部分都由大陸傳

入，而早期台灣的皮影戲偶大多是利用牛皮而製，但現今台灣已經沒有再販賣製作戲偶的牛

皮，大部分都是源自於大陸，所以我們就利用紙板製作了簡易的皮影戲偶，讓我們對於戲偶

的製作過程與操作方法更加了解。以下是利用紙板、圖釘、竹筷及吸管所製作的簡易過程，

如下表二： 

 

表二 簡易皮影戲偶製作過程 

（圖二）步驟一 

 

如（圖二），在紙板上描繪出影

偶的造型並將頭、身體及四肢

分開。 

（圖三）步驟二 

 

如（圖三），將描繪出的部位上

色。 

（圖四）步驟三 

 

如（圖四），把各個部位剪下

來。 

（圖五）步驟四 

 

如（圖五），在影偶各個部位的

連接處上各挖一個洞再利用

圖釘銜接起來。 

（圖六）步驟五 

 

如（圖六），再利用竹筷插到圖

釘上並將吸管套入固定。 

圖七、完成品 

 

根據步驟一到步驟五，如（圖

七）所示。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整理；圖片來源：組員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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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討傳統皮影戲沒落之原因 

 

  現代人人生活的日常休閒活動已不再是觀賞傳統藝術。在現在這資訊發達的時代，電視

及電影已成為大家生活日常的休閒活動，欣賞傳統藝術的人少之又少，而傳統藝術是老一輩

的休閒娛樂活動，也曾經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份，如今卻因科技的進步慢慢的取代了皮影戲

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使它被人們給遺忘，這類的傳統文化內容一成不變，造成無法吸引觀

眾的目光，才使皮影戲不再盛行。 

 

（一）科技發達的影響 

 

  因電子產業的進步，現代人很少會像老一輩的人一樣每天到廟口前面或是在路邊等著要

看傳統表演，在大多數的人都會使用智慧型裝置之下而忽略傳統的資產。皮影戲盛行時網路

並不像現代那麼發達，導致當時了解皮影戲的人到了現代，因年紀稍長卻不了解如何運用網

路，導致皮影戲不能像以前一樣那麼普遍。 

 

（二）流行趨勢的變化 

 

  現代年輕人喜愛追求異國（例如:歐、美、日、韓…等）的流行文化，導致皮影戲這類的

傳統藝術文化逐漸消逝。皮影戲是一個古老的傳統文化，對於大部分的年輕人來說，這類型

的表演似乎不符合他們的胃口，近幾年來也因社會因素及生活圈的改變，使皮影戲慢慢被電

視、電影等傳播媒體所取代。 

 

（三）無人傳承 

 

  皮影戲逐漸被遺忘，懂得操作傳統文化技能的表演者越來越少，人們日常生活習俗改變，

將自己的興趣與志向投入職業，沒人願意從事這個行業，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逐漸走入歷史，

開始出現人才零落的情形，這也是造成傳承斷層的原因而皮影戲正面臨嚴重消逝的境地。 

 

三、實地探訪永興樂皮影戲團 

 

  我們探訪了在彌陀地區的永興樂皮影戲團（圖八）為此戲團的表演歷程，如（圖九）我

們訪問了第四代的團長張英嬌女士並且親自操作皮影戲偶如（圖十）。我們對她訪問了幾個問

題，如下表三所示： 

 

表三 訪問內容 

問題一：張英嬌女士的歷程？ 

1980 年接任永興樂皮影劇團團長，開始習藝過程。之後隨團演出、入選教育部—皮影戲民

族藝生、擔任比賽評審、教學講師、舉辦個人特展，攜團至匈牙利、墨西哥、廈門演出等。 

問題二：為甚麼會開始從事皮影戲？ 



 燈與影的藝術－皮影戲  

 5  

因為家族緣故，不捨放棄此等代表台灣文化特色的珍貴資產，故盡力維持演出與教學、推

廣、創新。 

問題三：從事皮影戲幾年？ 

因從小在爸爸的耳濡目染之下，所以對皮影戲有所了解，而我也從事皮影戲的行業 38 年左

右。 

問題四：皮影戲最輝煌的時期？ 

台灣光復後，皮影戲團蓬勃發展，廟會酬神、還願、普渡、拜天公、生日等，多如過江之

鯽。 

問題五：從甚麼時候開始台下的觀眾越來越少？ 

在電視問世後，就已經越來越少人觀看皮影戲了。 

 

（圖八）皮影戲團的歷程 （圖九）與受訪人合影 （圖十）親自操作皮影戲偶 

（圖片來源：組員整理） 

  

四、皮影戲如何與現代結合 

 

  隨著社會的發展，透過研究皮影戲的音樂以及對皮影戲偶的造型，結合電影、電視劇還

有大人小孩都愛看的童話故事等。讓臺灣皮影戲的傳統藝術元素與現代動畫，用創新的想法

及做法與皮影戲結合，希望在傳統文化的傳承保存與創新發展讓大家更了解皮影戲讓他發揚

光大。 

 

（一）結合童話故事 

 

  因為現代小孩對皮影戲一問三不知，如果戲團可以到各所國小做演出，利用童話故事及

寓言故事來當皮影戲的主題，使兒童對皮影戲更進一步了解且能淺顯易懂，讓皮影戲不再有

枯燥乏味的刻板印象變得更加生動有趣。 

 

（二）融入電影 

 

  為了要拉近現代青少年與皮影戲的距離，可以將皮影戲與電影做結合並且可以翻譯成多

國語言，讓來台觀光的外國人也可以感受台灣濃厚的藝術氣息，也讓青少年在享受休閒娛樂

之餘，同時欣賞電影也可以更加瞭解台灣傳統藝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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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立相關主題餐廳 

 

  可以在全家大小都能去的場所做皮影戲主題懷舊餐廳，裝潢上可布置皮影戲偶在四周圍，

及擺設帷幕讓客人可以一邊看皮影戲表演，一邊享用美食，也可以有上台表演的機會藉由美食讓

人們親近和重新體驗皮影戲，是對這項古老傳統藝術文化的最好傳承。 

 

五、問卷調查 

 

    我們為了想了解大眾對皮影戲的認知，利用問卷調查的方式，我們分析 240 份的有效問

卷，作為對皮影戲的資料分析及調查，我們將收集的問卷整理如下表四： 

 

表四 問卷調查結果 

性別 男生 17% 女生 83% 

年齡 
20 歲以下 

43% 

21~30 歲 

8% 

31~40 歲 

32% 

41~50 歲 

13% 

50 歲以上 

4% 

職業 
學生 

43% 

軍公教 

10% 

服務業 

19% 

自由業 

15% 

其他 

13% 

 

（圖十一） 

根據圖十一，觀賞過皮影戲的民眾多於沒看過

的，代表一般民眾對皮影戲都有一定程度上的

了解。 

 

（圖十二） 

根據圖十二，大多數的民眾都是透過傳播媒體

來知道皮影戲。由此可知，網路媒體對於皮影

戲來說是很重要的傳播媒介。 



 燈與影的藝術－皮影戲  

 7  

 

（圖十三） 

根據圖十一和圖十三發現雖有多數人看過皮

影戲，但有超過半數的人不了解有關於皮影戲

的歷史。 

 

（圖十四） 

根據圖十四，知道及聽過不了解的民眾佔了多

數，但不知道的民眾還是佔了百分之二十八，

也說明了皮影戲尚未完融入大眾的見知中。 

 

（圖十五） 

根據圖十五，大部分的民眾雖有聽過及看過皮

影戲，但是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對於皮影戲偶

真正的製作材料都不了解。 

 

（圖十六） 

根據圖十六，有八成的民眾認為無人傳承是造

成皮影戲沒落的主要原因。且超過百分之五十

的原因多為隨進步影響而芽生的因素，像流行

趨勢及科技發達。 

 

（圖十七） 

根據圖十七，所顯示的數據也呼應到圖十五的

因素，隨著大眾傳播的影響，戲劇的發展也漸

成為大眾的娛樂，其數據佔圖表的多數，也意

味著如果與戲劇結合的話也能深入民眾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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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 

根據圖十八，將近七成的人同意在校園裡增設

有關皮影戲的社團，也意味著大家同意皮影戲

在校園裡的推廣。 

 

（圖十九） 

根據圖十九，有四分之三的民眾認為皮影戲值

得被推廣，代表著皮影戲還有興起的機會。 

 

參●結論 

   

一、結論 

 

  透過這次的研究，讓我們了解到大多數的人對於皮影戲是不了解的，又因現代人都喜歡

追求新鮮的異國文化，久而久之，會去欣賞傳統文化的人就相對減少，所以我們對於皮影戲

感到十分擔憂。如果我們想讓皮影戲再次活躍起來的話，就不該只是拘泥在於古板的思維，

而是該好好的思考該如何與現代做最有效的結合，才可以讓這項傳統繼續流傳下去。我們提

出以下幾點建議： 

 

二、建議 

 

（一）政府與民間大力推廣關於皮影戲的活動 

 

  如果政府能推廣皮影戲的親子活動讓家長能帶著孩童一起參與，讓全家人增進彼此的感

情同時也能了解皮影戲，或是民間也能舉辦相關活動，吸引觀光客前往參加。例如在校園增

設皮影戲社團、在社區或地方文化中心展演皮影戲等，能讓大家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皮影戲。 

 

（二）利用網路直播表演皮影戲 

 

  由於現代科技與網路的發達，造成許多現代人專注在手遊或是通訊軟體上，不再關注             

自己本土的傳統文化，使得皮影戲逐漸不被重視並且沒落。如果能利用網路的優勢將皮影戲

融入其中，並且透過網路直播的方式表演皮影戲，不但可以隨時隨地的觀賞皮影戲，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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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皮影戲的曝光率。 

 

（三）增設皮影戲主題公園 

 

  如果政府在地方社區增設皮影戲主題公園，在皮影戲公園設有表演觀賞區、戲偶彩繪步

道及皮影戲ＤＩＹ製作活動，不僅可以欣賞到具有藝術風格的文化藝術，也是一個休息觀光

的優質休閒場域，能讓大家在休閒娛樂及遊玩的過程中，更了解皮影戲，讓皮影戲展現不一

樣的樣貌呈現給大家，能讓大家對於這類的傳統文化藝術改變看法及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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