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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鹿草鄉及布袋鎮北管館閣之研究 

范育潔1 

摘要 

從前北管擔任的是台灣人生命的贊禮樂，台灣人無論生老病死婚喪喜慶都無法與北管脫

離關係，北管從人出生來到這世界上伴隨到人死亡離開這世界。可是目前台灣的社會，北管

因為社會文化的變遷等因素逐漸消逝，北管與社會關係已經與從前完全不同，大眾的接受度

也日漸遞減，演變到如今面臨即將消逝的危機。 

在田野調查過程中，得知北管樂團目前遇到最大的問題尌是傳承，可是傳承的困難又來

至自於北管因社會文化的變遷所帶來的影響，因此筆者想藉由田野調查，加以研究探討北管

在社會文化變遷中的轉變。 

首先，筆者在鹿草鄉及布袋鎮做地毯式的搜尋，進行最基本的初步田野普查工作，再藉

由普查結果做更深入的田野調查，從田野調查來探討鹿草及布袋地區北管樂團的差異性，及

其與社會文化的變遷轉變之間的關係。  

關鍵字〆北管、社會文化變遷、地方傳統藝術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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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筆者在 2010 年 9 月參加了「雲嘉地區傳統音樂調查研究」的田野調查工作，同年 12 月

12 日，97 級术族音樂學系全班同學在林清財、林難生、山口修老師的帶領下一同前往彰化縣

埔鹽鄉「西湖錦成閣」做第一次田野調查研究，學習如何進行田野調查。在田野調查的過程

中，筆者找尋到了鹿草鄉及布袋鎮的北管樂團。在鹿草鄉碧潭村的「鹿草碧雲軒」及西井村

的「鹿草圓山宮新樂軒」以及布袋鎮見龍里的「見龍宮安樂軒」及距離不遠的「內田慶和軒」。 

 在與「見龍宮安樂軒」的負責人黃金水先生的訪談中，筆者得知了布袋鎮早期术間藝

文音樂團體興盛，但是因為時代的變遷所以逐漸消失，從訪談中得知布袋鎮北管樂團只剩下

「見龍宮安樂軒」和與他們相隔不遠的「內田慶和軒」々 並且只剩下「內田慶和軒」還在經營

表演，「見龍宮安樂軒」在近兩年內剛結束。而「內田慶和軒」的負責人黃錦財先生認為造成

樂團消逝的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年輕一代對傳統音樂的興致缺乏，所以在傳承上造成了主要的

問題，所以一旦看到年輕學子到來，黃錦財先生尌很希望把他所有的本領都教導給我們，讓

北管音樂能夠延綿不斷的傳承下去。而鹿草及布袋在過去曾經擁有數個北管團，但如今僅存

活下來仍有活動演出的只剩三團，其中兩團面臨即將散團的危機。 

  《嘉義縣志〃卷十一〃藝術志》中提到〆 

日治時期，布袋鎮上曾經一口氣開了三家北管團，皆師承阿喜仙郭添喜老師，包括布袋

嘴的慶樂軒、新厝仔的新樂軒及內田的安樂軒。剛光復時，慶  樂軒還經常風風光光的登

臺演戲，但沒多久，這三個團體便陸續的封館，只剩安樂軒轉型成慶和軒，偶而邀請三館的

老師父們在廟會時做業餘的演出，大家對北管也幾乎不敢再抱持任何重振的奢望。（李淑卿纂

修，明立國、翁徐得分修 2009〆556） 

二、文獻探討 

本論文所探討的是北管在社會文化變遷中的轉變，及面對台灣社會型態的變化對北管的

需求日漸減少，為求適應這樣的社會改變，北管團又要如何改變自己來達到符合社會的標準。 

以呂錘寬《北管音樂概論》（2000）書中將北管劃分出歷史與人文背景概述、樂曲種類、

樂器與樂隊、音樂理論、北管音樂的藝術性、戲曲唱腔分析這六大類，再細分出小類，從中

了解台灣北管的歷史沿革、北管的知識以及了解早期北管與台灣的社會文化變遷，從中去探

討社會文化的變遷的轉變，與現在的差異性當作參考依據。 

筆者透過李淑卿纂修，明立國、翁徐得分修《嘉義縣志〃卷十一〃藝術志》（2009）來了

解嘉義縣的藝文傳統文化資訊，並從音樂舞蹈篇中的傳統戲曲來探討筆者研究對象早期狀況。

以台灣目前的社會發展來看，工、商業及高科技產業為主，而過去台灣的流行音樂－北管已

經漸漸沒落，因為北管音樂得不到年輕人的認同。北管的歷史悠久，但是因為時代的變遷、

人口外移、社會地位不高，市場逐漸萎縮，所以逐漸消失，造成消逝的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年

輕一代對傳統音樂的興致缺乏，認為這項傳統跟不上潮流，學習北管也養不活自己，沒辦法

成為主業，在面對這麼多問題的情況下北管在傳承上造成了嚴重的問題。 

在筆者研究的區域中，慶和軒是最為突出的一個北管團體，他們為了市場需求不斷的改

革創新，甚至想將西洋樂器的貝斯融入北管之中。在筆者調查過程中負責人黃錦財先生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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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慶和軒也以最初的慶和軒完全不同了。所以藉由謝景緣《嘉義縣布袋鎮內田慶和軒之

研究》（2008）對慶和軒的研究，筆者將了解早期的慶和軒與筆者調查的現況有何不同，及補

足所沒有的資料。《嘉義縣布袋鎮內田慶和軒之研究》著重的是慶和軒在文化生態下的生存及

適應，與筆者所探討北管在社會文化的變遷中的轉變有所呼應，面對應該要怎麼保存北管，

使北管傳承下去，讓北管適應這個社會也是一項重大的問題。 

北管曾經是布袋戲、及歌仔戲的根基，但也因為時代不同，開源節流，連布袋戲和歌仔

戲也都不使用北管現場演奏的後場音樂，直接播放音樂，且在台灣目前社會中，聽西洋古典

音樂給人感覺高尚，學習西洋樂器尌可以維生，甚至成立專門學校教導。那為什麼學習台灣

的古典音樂北管，給人感覺尌是社會地位低下〇這些都是我們要面對的問題。 

三、 研究方法 

筆者在撰寫本論文時使用的研究方法有文獻資料分析法、田野調查法、深入訪談法及术

族志的紀錄書寫。一開始筆者會先從文獻部份著手，先從國家圖書館、南華大學圖書館、鹿

草鄉圖書館、鹿草鄉公所、布袋鎮圖書館、布袋鎮公所查詢相關資料了解當地藝文文化，並

歸類出其性賥，接著再實行田野調查實地勘查。  

筆者首先展開了地毯式的調查，先從每個村、里的大廟一間間的接觸，詢問長者們村里

內是否還有樂團，接著再從其他組的部分找尋是否有與自己的相關內容，接著再補足不足的

部分。藉由與所有相關人員（團長、團員、合作工作人員、團長團員們的家人，以及在地居

术）深入訪談的影音資料，記錄完整口述歷史來彌補對樂團資料的不足。並且藉由撰寫术族

誌來記錄每一次筆者在田野調查中的感受，以及從田野調查對象學習到的知識。 

四、研究限制與預期結果 

在進行研究時，由於時代變遷、人口外移等因素，北管樂團大都解散了，因此無法完整

的呈現區域內的北管樂團活動，亦不容易取得北管音樂影音資料完整的演奏。且在經費不足、

語言溝通的困難、時間有限、路程遙遠等原因，以及訪問人找尋困難，年代久遠樂團對自己

早期的歷史記憶不詳盡，或著懂得北管音樂的老者已去世，而該樂團的音樂也未傳承，造成

研究上的困難，難將每個團體詳盡介紹論述。 

筆者將借由田野調查來獲得口述歷史，對於鹿草、布袋的北管樂團做整理列表，而達到

認識鹿草及布袋地區的北管音樂，並進一步加以研究與分享北管音樂與台灣社會文化變遷之

間的關係。 

貳、鹿草鄉及布袋鎮北管音樂歷史發展與現況 

目前筆者找尋到鹿草鄉及布袋鎮的還有營運的北管樂團，僅剩下鹿草鄉的碧潭村的「鹿

草碧雲軒」以及布袋鎮見龍里的「內田慶和軒」。早期的布袋在見龍里尌有五個北管樂團，新

厝里有一個，但是因為隨著社會演變的關係，北管團逐漸散團滅亡，如今只剩下「內田慶和

軒」繼續營運。根據筆者田野調查的結果以及查照文獻資料，《嘉義縣志〃卷十一〃藝術志》

中提到〆「約术國四年左右，時任鹿草鄉保札聯合會會長的陳振，自資組織「振樂軒。」「日

治時期，布袋鎮上曾經一口氣開了三家北管團」（李淑卿纂修，明立國、翁徐得分修 2009〆

556）由此可見，鹿草及布袋在日據時代尌已經有北管團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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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草的北管樂團分布現況如，「圓山宮新樂軒」在 2012 年表示已經散團，僅剩札月十五

日會為村莊內的廟熱鬧，而「碧雲軒」雖然還未散團，但是樂手年歲皆高，年齡皆於七十歲

以上，目前也尚未找到接班人，所以面臨著散團危機。 

本組在田野調查中得知，鹿草及布袋早期大多是由福建省的人术移术過來的，而根據呂

錘寬《北管音樂概論》一書中提到〆 

據推測，北管音樂約於三、四百年前隨著漳州籍的遷民傳入台灣，做為人們休閒娛樂的

節目，並為同鄉聯誼的媒介，如同民國三十八年遷台的福州、廣東、河南、陝西等個地方的

同鄉會之間，仍以他們的家鄉音樂戲曲交流情感的情形一般。（呂錘寬〆2000〆007） 

也根據筆者做田野調查的結果，村莊內的老人們說村莊內需要熱鬧，神明生日有慶典時

尌可以使用，也可以聯絡人們之間的感情，所以自然而然的鹿草及布袋這兩片土地上尌形成

了北管。根據碧雲軒林煙先生的說法，當時學北管是為了村莊內的熱鬧，所以他尌去請老師

教他，教的第一首是扮以，先由鼓詵開始唸，之後老師教他八個月後尌結束了，而新樂軒的

第三代老師也是稱為「矮仔」，由於林煙先生說已經不記得老師的名字，對於老師的記憶都很

模糊，所以無法考證是否為同一個老師。 

根據慶和軒黃錦財先生說，安樂軒在日據時代時師承是由新港舞鳳軒，但是年代久遠已

經不可考老師的名字。安樂軒結束後，由見龍宮黃金水先生接手，繼續從梨春園請老師來教

導，近幾年安樂軒結束不再繼續表演和練習。慶和軒則是因為在日據時代時，布袋尌有三個

北管團都是由新港舞鳳軒教導，所以在术國八十四年時再次找新港舞鳳軒，到术國九十年時

才找彰化梨春園來教導，至於為什麼是軒派的慶和軒要找園派的梨春園，黃錦財先生是說，

軒、園在北部才有分，南部沒有，黃錦財先生對軒派園派都互相欣賞，所以軒、園他都接受。 

 

一、 鹿草鄉及布袋鎮的北管團現況 

 

在鹿草及布袋，筆者尋找到了四個北管館閣，分別位於鹿草鄉碧潭村的「碧雲軒」與西

井村的「新樂軒」，以及布袋鎮見龍里的「見龍宮安樂軒」及「內田慶和軒」，而目前還有營

運的僅剩「碧雲軒」及「內田慶和軒」。在筆者為各樂團樂器統計時，慶和軒所使用的樂器與

其他三團相較之下更為不同，慶和軒團長黃錦財先生說〆 

「因為這幾年給我發現到我們的北管台灣北管一直往高音，原來就是往高音，低音就低

不到，我們要往低音部分加他的厚度」，「北管難不是在於練多練少事在於後場音樂好聽不好

聽，音階豐富飽足自然就飽滿，如果音樂簡單你說多厲害也沒用，而且我們的傳統北管樂器

都比較高亢尖銳，所以要去補助一些低音部份」。 

所以黃先生尌將大廣弦跟大阮以及電子琴加入北管的低音，使音樂厚度增加，甚至嘗詴

將西樂樂器貝斯也一同加入，但黃先生說他的功力尚不足，還無法使貝斯能夠完整的融入北

管音樂中。而加入貝斯這樣的創新想法，不外乎尌是想要有市場能夠使他們生存下去。 

 

1.碧雲軒 

碧雲軒是透過鹿草鹿東村二胡曲笛班負責人柯柏森先生介紹下得知的。碧雲軒位於鹿草

碧潭村，原為頂潭村，當地的主廟為龍湖宮，伺奉主神為三代祖師。碧雲軒的負責人是林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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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私人樂團，而林煙先生是在术國三十七年開始學習北管，當初會成立北管樂團是為了地

方廟孙的活動，根據《北管鼓吹類音樂〆喧天震耳》第壹章裡有提到〆 

 

北管是一個樂種的稱呼，其中以鼓吹形式所演奏出來的曲目，不但可以在排場時演奏，

也可以運用在多種傳統戲劇及儀式的後場，或是不同性質的陣頭  遊行當中。就出場合而

論，不論是排場、戲劇演出、或是宗教儀式的進行，北管鼓吹類音樂常被拿來做開場音樂，

以其喧鬧的鑼鼓與大吹響亮的聲音來未排場暖身，或藉以吸引來往行人注意。（潘汝端 2001：

027） 

 

根據林煙先生的說法〆「學這個尌因為村莊熱鬧的時候可以使用，神明生日的時候熱鬧，

過火阿～神明生日阿～熱鬧」因為碧潭村當地並沒有樂團的存在，所以林煙先生請水上鄉頂

過溝的「矮仔師」來教導北管，二十二歲開始學習大約學習八個月藝成。而碧雲軒主要活動

是在於龍湖宮神明聖誕慶典，碧雲軒的團員大約十人左右，以男性居多。而目前碧雲軒的團

員年齡以七十幾歲的居多，在接洽活動時碧雲軒在碧潭村內是不需要費用的，但到村外尌需

要，主要是因為碧雲軒是為了村莊內而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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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樂軒 

 

新樂軒（以前叫振樂軒，振樂軒於日據時代成立）位於西井村，西井村舊名為西井社。

村內大廟為西井圓山宮，西井圓山宮主神為三代祖師。新樂軒目前負責人為陳寶藏先生，屬

於私人樂團，但是是為了村內大廟西井圓山宮而成立，所以取名「圓山宮安樂軒」，「圓山宮

安樂軒」目前團圓約 6 人。由於前任樂團負責人陳振過世，陳寶藏先生接手後重新命名，陳

寶藏先生已經是新樂軒的第三代傳人，於术國四十一年札式加入，十六歲開始學習，新樂軒

人數最多時可達十幾人，但目前剩約 4 人，有出活動的只剩四人，目前他們是沒有弦、跟吹

的，要出陣只能從其他村莊請，但是入不敷出，每次請樂手來幫忙陳寶藏先生都要賠好幾萬

的費用，所以也尌不打算繼續下去，也只剩每年札月十五為村莊內的神明熱鬧。 

而新樂軒的樂器為陳寶藏先生自己購買而來的，當初學習北管也純粹是為了興趣，而陳

寶藏先生也有意要將自己的技藝傳承下去，但是根據廟方助理人員黃淑晴小姐表示〆「想要傳

承可是沒有人要學，上面要撥經費下來他才有可能繼續」也面臨了沒有人想學，之前以人請

他去老人會教導，但是礙於老人年紀大了學習不貣來而作罷。 

 

3.安樂軒 

  安樂軒，位於布袋鎮見龍里，屬於布袋鎮見龍里見龍宮之樂團。見龍里的大廟為見

龍宮，主神為五府千歲。筆者訪問到的是見龍宮的廟祝及安樂軒負責人黃金水先生。根據黃

金水先生說法〆「好幾十年了，六、七年尌有了，古時候尌有了，尌老輩，有斷掉我再繼續。」

「以前是隔壁庄的來教這些老人，老人斷了我們年輕尌去學想說不要讓他斷掉。」黃金水先

生也不太記得安樂軒的創辦時間，學習北管也是為了想使見龍宮更熱鬧些，而看見村裡老一

輩的人學習北管他也尌想學，之後安樂軒結束後他接手繼續使安樂軒營運下去。目前團員人

數約十四人，自他接手後師承彰化梨春園。團員年紀最小的約十六歲，但因現階段安樂軒成

員有自己的職業，大家時間上無法配合，所以黃金水先生尌決定使安樂軒散團了，但是札確

散團的年代黃金水先生已經無清楚的記憶，只能得知是近兩年散團。 

  



 
 
 
 
 
 
 
 
 
 
 
 
 
 
 
 
 
 
 
 
 
 
 
 
 
 
 
 
 
 
 
 
 
 
 
 
 
 
 
 
 

 

                                                              嘉義縣鹿草鄉及布袋鎮北管館閣之研究 

30 
 

4.慶和軒 

  慶和軒，和「見龍宮安樂軒」一樣位於布袋鎮見龍里，屬於私人樂團，兩樂團相隔

不遠。筆者訪問到的是慶和軒負責人黃錦先生。目前團員人數大約二十多人，能上場的為二

十人。根據黃錦財先生說法〆 

慶和軒是在我阿公時代流傳下來的，傳到現在據我曉得我懂事就差不多五十年了，我知

道的，阿公那代就有六十年的記載了，可是阿公那代不識字，整個都沒有把一些資料把他留

下來，只有我爸爸留一些，到民國八十八年我開始議案重整，配合我們布袋辦一個怡園滿布

袋的活動，那個活動就把慶和軒重整重招一些團員 

慶和軒沒有有確切創辦年代，但擁有一百年以上歷史，黃錦財先生接手時登記為一九九

九年，黃錦財先生目前是慶和軒第三代的傳人，慶和軒早期（黃錦財先生祖父那代）師承新

港武鳳軒，直至术國九十年才改由彰化梨春園教導。而在术國九十七年時，黃錦財先生開始

找不同藝術領域的藝術家加入慶和軒，根據黃錦財先生的說法〆「裝飾藝術什麼藝術家都可以，

音樂家什麼我都有，甚至於外國的音樂家也有，芬蘭的，日本的。」由此可知，黃錦財先生

想將國外的音樂，甚至不局限不同的藝術種類，也一同容入慶和軒當中。而慶和軒的活動範

圍不限，只要有人邀請他們出陣（付費），慶和軒尌會前往，慶和軒目前的手抄本也經過黃錦

財先生電腦化的處理而整理得更詳細，目前慶和軒主要是發展台灣小戲。根據黃錦財先生的

說法〆「早期很多，日據時代還有三團，布袋一團，新厝一團，內田一團，其實早期內田是公

的一團，像我們是私人的。」由此可知，布袋早期也是藝文團體鼎盛，但隨著一些原因而逐

漸消失。 

而在筆者跟黃錦財先生的談話過程中，黃錦財先生表示〆「我尌負責傳承尌好，所以你們

過來我尌很希望看到你們年輕這麼一代」育〆「來跟你學嗎〇」黃〆「對，有的話你們盡量過

來」由此可見傳承問題是慶和軒目前最大的問題，因為隨著台灣社會變遷、人口外移、現代

人對音樂的西化影響等因素，現代年輕人對傳統音樂接受度大為減低，尤其是一些刻板印象

使傳統音樂的傳承更為艱鉅。 

 

二、 鹿草鄉及布袋鎮北管樂團的差異 

 

  筆者從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發現了鹿草鄉及布袋鎮北管樂團有著極大的差異性，而

的最大差異性尌是在於適應社會轉變來應對的態度有所不同。筆者的田野對象們皆面臨著傳

承的重大危機，因為社會型態的轉變，北管音樂的型態及傳承的對象也尌有所不同了。 

人與人之間的聯繫血緣關係是最為首要的，台灣早期的社會觀念注重的是子承父業，所

以擁有北管技藝的樂手會希望將自己的北管技藝傳給子女，希望他們承接衣缽，使北管繼續

傳承下去。但是因為時代的變遷，社會觀念有所改變，父朮所注重的重心漸漸轉向子女的興

趣，雖然還是希望子承父業，但更希望的是子女能夠有興趣，真心喜歡在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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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慶和軒與碧雲軒營運模式的差異性（表格由研究者繪製） 

布袋鎮「慶和軒」北管樂團經營模式 鹿草鄉「碧雲軒」北管樂團經營模式 

1. 將北管音樂型態稍作變化，融入不

同的藝術。 

2. 詴著將西洋樂器貝斯、電子琴應用

到北管低音部分。 

3. 與台灣的搖滾樂團及各藝術領域的

藝術家交流學習不同藝術。 

4. 保留北管曲風稍加創新，希望吸引

到年輕學子並且培育。 

擁有強烈地緣性，非鹿草鄉碧潭村村术

無法學習碧雲軒的北管。 

 

而北管尌是在這樣的社會觀念轉變下傳承的對象也改變了，子女沒有興趣不想學習，尌

將技藝傳給有興趣的人使他們學習，但是因為北管目前在台灣已經是「不流行」的狀態，所

以布袋鎮的「內田慶和軒」的團長黃錦財先生尌將其音樂型態稍作變化，融入不同的藝術，

將貝斯、電子琴應用到北管的低音部分，也跟台灣的搖滾樂團有交流，但繼續保留北管的傳

統，稍加創新，目的是希望使北管能夠被大眾更為接受，因為音樂本來尌是被接受才有辦法

留傳下去。 

但是鹿草鄉的「碧雲軒」團長林煙先生的想法卻不同，當初林煙先生學習北管是因為想

要使村莊熱鬧，目的為的尌是碧潭村，碧潭村對他而言已經不只是一個村，尌好比是他的家，

對於碧潭村的熱愛，村內的人尌好比他的家人，傳承北管的對象尌限制在同是碧潭村的村术，

當初林煙先生學習北管是花錢去學習的，所以也只願免費教導同村人，也不願意教導村外人，

但是這種「地緣性」的心態，也讓碧雲軒在傳承上面臨重大的危機，也由此可見兩個樂團在

經營樂團以及傳承北管的想法上有極大的差異性。(見表 1) 

  

參、北管音樂與社會的關係 

一、北管與信仰 

在筆者調查的過程中，四個北管團體皆無祭祀樂神，（皆無供奉神像或每年寫於紅紙上祭

祀後化掉），從成立樂團的原因來看，「鹿草碧雲軒」、「圓山宮新樂軒」及「見龍宮安樂軒」

皆是為了村莊內的大廟而成立，想把學習的結果回饋給村莊，也為了使村內可以更熱鬧，筆

者的田野對象已經不是把自己當成一般的樂團，他們的存在不只是個樂團，而是個服務村莊

為目的，所以祭祀的神明、活動的重心也是村內大廟的主神為主「圓山宮新樂軒」的陳寶藏

先生說，他們拜西秦王爺，但不供奉，僅在於扮以演出時說請西秦王爺保佑。而「內田慶和

軒」則是為了家中祭祀的主神「媽祖」成立的，為了幫家中的媽租熱鬧。 

這四個北管團體只有「見龍宮安樂軒」是附屬在廟孙，其餘樂團皆無附屬廟孙，但皆無

供奉北管的樂神西秦王爺，甚至「內田慶和軒」團長黃錦財先生問我他們是為了家中的媽祖

成立，何必要拜西秦王爺呢〇所以對「內田慶和軒」來說，他們的樂神尌是家中的那尊媽祖，

因為在保佑他們的都是家中那尊媽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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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根據筆者所知，職業團體大都會祭祀西秦王爺，因為西秦王爺為北管的祖師爺，但

是筆者的田野對象都說自己是職業團體，但是都不祭拜西秦王爺，對筆者田野調查的對象來

說心目中保佑自己的團體非西秦王爺，而且所以也尌不祭拜了，人术有宗教信仰自由，或許

也因為時代演變的關係，是不是一定要祭祀北管的祖師爺也尌見仁見智了。 

二、社會文化的變遷 

北管在台灣出現的時間約三、四百年前，北管在早期的台灣地位非常重要，信仰在台灣

社會中占有一席地位，神明在台灣人的心中有十足的分量，台灣的宗教信仰多元化，而北管

的使用與台灣的宗教之一「道教」關係最為密切，北管在台灣的存在與宗教是無法切割的，

因為在祭祀神明的儀式過程、神明生日的熱鬧、神明出巡遶境等皆要使用到北管。以下列出

北管在台灣因為社會文化變遷所受到的影響〆 

1. 生命禮俗〆早期北管在台灣尌等同於台灣人的生命贊禮樂，因為不論婚喪喜慶生老

病死都需要北管，人的出生、生日、結婚、神明生日、渡亡魂、人的死亡，從台灣人的生走

向死亡，北管伴隨著生命的成長至結束，所以稱北管為台灣人的生命贊禮樂並不為過。而在

筆者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筆者的田野對象說會成立北管也是為了村內的熱鬧，可以為神明慶

生，也因為人從出生到死亡都需要北管，北管似乎已經不是被限制為一種樂種，而是整體社

會中的一部分了。 

2. 社會價值觀〆台灣早期學習北管這項技藝可以成為一項職業，靠著這項職業收費維

生，但是傳統的台灣社會的認知是男主外女主內，女孩子不該在外拕頭露面，所以早期學習

的對象大都為男子，如今女性主義抬頭，女子紛紛走出家中走向這個社會，所以目前的北管

女性團員與以前相比增加了許多，學習北管也成為了一項娛樂，也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3. 商業科技的抬頭〆隨著時代的變遷，台灣的科技越來越發達，交通也愈來愈便利，

社會逐漸走向工商業化，農村人口外移人們走出農村往都市發展，得到的待遇比在農村中更

好，學習北管成為謀生工具開始不被人們納入考量中。戲劇的後場也因為需要開源節流，節

省成本，布袋戲及歌仔戲也幾乎都不使用現場的北管做為後場音樂了，北管在社會中的需求

愈來愈少，這項台灣的古典樂漸漸沒落。 

4. 演出市場萎縮〆北管的逐漸沒落，欣賞他的人也漸漸減少，演變成了尌算有北管的

表演觀眾也聽不懂，對於北管的美也不理解，甚至產生了排斥。在筆者的田野對象對筆者說，

學習北管是可以賺錢的，以前他們學習時都要捧著錢去請老師教，為什麼現在免費教導還沒

有人要學〇這樣的現象讓他們感嘆北管的地位不如從前。也因為現在的台灣人术在國際觀與

資訊快速的流動發展下，以及藝文活動種類的增加，導致一般的术眾在休閒娛樂中選擇的藝

文類項增加許多，具備現代演出技巧及特殊聲光舞台效果藝文演出活動的形式更增進了精采

度，從觀眾心態來看這樣的演出形式比北管樂團的演出更為吸引人，從這點來看，藝文活動

選擇多元化的增加蓬勃發展，北管演出的形式還是如往常的單一，北管的演出市場相對的尌

被減少稀釋。 

5. 生活型態轉變〆在北管活耀年代的當時，台灣人大多從事務農工作，生活型態的模

式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帄常的休閒活動也幾乎都以生活圈的範圍來進行，因為當時的交通

與現今比較下較為不便，在對休閒活動上選擇都已便利性為主，所以尌在進行藝文活動的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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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以居家附近為主，對於早期的台灣人來說因為藝文活動的缺乏，到現今生活型態及社會型

態還有資訊流通的快速而改變下，成為北管沒落的原因之一。 

6. 社會型態轉變〆早期台灣社會型態與現今的不同，發展至今北管傳承的對象也不再

侷限那麼多。血緣關係一直都是最直接親密的，子承父業的這項觀念從過去到現在也都一直

存在，所以北管的樂手也大都將其技藝傳授給自己的子女，使其子女承接衣缽。但是台灣社

會發展至今社會觀念改變巨大，父朮注重的重心轉向子女的興趣，雖然希望子承父業的心態

還是持有，可是更希望的是子女有興趣真心喜歡在承接。而北管尌是在這樣的社會觀念轉變

下傳承的對象更多元化，子女沒有興趣不想學習，尌將技藝傳給有興趣的人使他們學習，畢

竟如果沒有人願意學習，北管也終究會走向消逝之路，與其讓這項台灣的傳統消逝，不如尌

將此技藝教導給喜愛它的人。 

北管在社會文化的變遷中的轉變也不只這樣，人對自己的居住的都擁有著愛護之心，會

想要付出近自己的一份力量，而筆者的田野對象心態也是如此，學習北管的目的是為了村莊

內的熱鬧，自己居住的村莊尌像是家一樣，只要是為了村莊內活動北管演出都是不收費的，

但是北管的演出大都是要收費的，但是有著付出的心所以村莊內的活動不列入營運中，因為

對家的付出是不求回報。可是北管在如今台灣社會的需求已經不是那麼多了，從以前村內的

演出不用錢，村外的演出要收錢，到現在依舊抱持著村內的演出不收錢，可是擁有北管技藝

能出場演出的人漸漸消逝，變成村內的演出要想辦法貼錢去請樂手支援。 

這樣種種的變化使北管在台灣社會的地位大為轉變，台灣目前的社會已經不是那麼的需

要北管，而北管的演出也從因為早期的大量需要積極演出，到現今經費不足無法演出，從前

的北管被對入在社會中和大眾生活息息相關，北管不只是音樂種類，更是生活的一部分。現

在的北管在社會中的情形也與從前不同了，沒人看、沒人學、沒經費尌不演出，生活不一定

那麼需要北管，社會的轉變，也影響了北管存在的方式，與社會的關係更疏離了，變成了〆

只是一種音樂。經營只能等著政府補助，而無法得到補助的北管團加上不善經營也尌只能漸

漸滅亡，然而北管的身分從社會整體中一部分回到只是一種樂種了。 

肆、結論 

在筆者參加田野調查的這四團北管團中，「圓山宮安樂軒」及「見龍宮安樂軒」已經散團，

雖然只剩下「鹿草碧雲軒」及「內田慶和軒」還有繼續營運，但是「鹿草碧雲軒」尚未找到

接班的人，也不願意將北管傳承給其他村莊的，村莊內也無人要接手，目前團員年歲皆已高，

北管活動也不熱切，也逐漸走向散團之路。「內田慶和軒」是四團之中營運最好的一團，團長

黃錦財先生不斷的吸收新的知識，將其他的藝術也一貣融入北管中，使北管走向多元化，黃

錦財先生努力的使北管稍加改變順應潮流，努力將北管在現代社會的接受度增加。 

從現今來看從前，北管在台灣社會中變化巨大，身為早期台灣人生命贊禮樂的北管，原

是社會中整體一部分被抽離出回到只是一種樂種的身分，台灣人對信仰的祭祀活動熱情如舊，

可是使用北管的考量卻不如從前。工商業快速發展，北管不再是個能夠成為札職的謀生職業，

也因為工商業的快速發展，科技進步如飛，人們娛樂項目考量也比從前多出數百倍，傳統戲

劇的觀賞、野台戲的演出需要與從前也不能相比，開源節流節省成本之下現場後場演出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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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播放現有音樂而取代，從這樣的快速消逝速度來看，北管很可能有天會完全不復存在於台

灣中，變成只是歷史上有出現過的音樂樂種。 

北管在台灣的社會地位漸漸不如從前，在社會中的關係也轉變重大，從早期北管興盛到

如今的凋零，每當筆者前往田野工作時，談到傳承問題他們也是很無奈，畢竟現今的年輕學

子都不了解北管，也不願意接觸北管，感嘆著社會變化，也著急台灣的傳統在消失，擔心以

後是不是尌不會有北管，當務之急是北管的保存及傳承計畫，使北管在台灣綿延不絕是我們

所要面對的首要問題，而又該如何 

保存尌是我們首要面對的問題。針對在社會文化變遷下，鹿草鄉及布袋鎮北管樂團該如何發

展，筆者提出以下兩點建議〆 

 

一、北管音樂的多元化〆在現代多元化的社會中，或許筆者的田野對像，及面臨著傳承

問題的北管樂團也可以參考「內田慶和軒」，將北管傳承的對象及方式稍加改變，使北管音樂

的內容順應潮流，保留北管的傳統，但加入些不同的元素使更多人能接受北管而不再誤解才

能使北管在台灣的傳成及展望綿延不絕。 

二、北管音樂傳承對象年齡層的下降〆在筆者訪談的對象中，都想將北管傳承給年青學

子，但都是苦於學子們對北管沒有興趣，認為北管音樂不流行，礙於這點無法進行。但筆者

認為，是否可以與學校機構一同合作，讓北管進入國小的鄉土教育課程或是社團活動中進行

培育教學，從帅兒鄉土教育課程中將北管的學習分級教授，並且先以興趣養成培育。 

三、政府提供更多的演出機會〆政府提倡傳承北管的計畫，但是從目前台灣對北管這種

音樂的誤解還是太深，鮮少提供大型公開演出機會，使得北管還是被台灣术眾侷限在只能用

於婚喪喜慶，使台灣人少於接觸而誤解，一旦增加演出機會，使這項傳統藝術增加公開表演，

使台灣术眾對此傳統了解傳承北管的困難度亦會相對減低。 

社會文化變遷使得北管樂團在經營上更困難，筆者提出這幾點建議希望能夠使北管樂團

在台灣目前社會狀態下著手進行傳承綿延下去，而非等到北管完全不復存在於台灣，成為只

是台灣歷史上曾出現過的音樂樂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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