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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陣頭文化經營之研究 

－以新營土安宮竹馬陣為例 

趙家民1、連婉玲2、張瑋微3
 

摘要  

陣頭文化是國家的文化資產，它的發展背景造就地方性特殊的信仰文化與民俗節慶，也

為地方文化資源增添不少色彩。位於台南新營土安宮的竹馬陣，因有不傳外人的禁忌，僅限

於土庫社區流傳，而更顯珍貴。本研究探討土庫社區如何結合竹馬陣文化帶動社區發展與傳

承，研究方法以質性之個案研究、文獻分析與深度訪談。其研究結論為少子化、高齡社區、

信仰文化與年輕世代脫節，造成竹馬陣傳承危機，透過社區總體營造「由下而上的精神」，有

利於竹馬陣的延續，進而帶動社區發展。   

關鍵詞：陣頭文化、文化資產、社區總體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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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南的廟宇多，宗教活動興盛，從廟會活動中可見早期農村在地文化的縮影，也造

就台南獨特的陣頭文化，其中以台南新營土庫里土安宮的竹馬陣最為特殊。竹馬陣是於

清朝雍正九年（西元 1732 年）傳至台灣，當時有一位竹馬陣師傅，隨身攜帶的一尊梨

園祖師爺「田都元帥」神像，遊走至土庫定居，並將竹馬陣技藝在此地傳授，當地人興

建土安宮來奉祀田都元帥。竹馬陣的最大特點是個以十二生肖為表演型態的擺陣陣頭，

表演者有「打面」傳統，演出前在臉上彩繪代表該生肖的臉譜(旦角不畫面譜)，著戲服

與戲冠，後場有南管配樂，腳踏七星步加上唱戲和念咒文，是全台唯一結合宗教、音樂、

戲劇與舞蹈的綜合藝術陣頭。竹馬陣因有不傳外人的特殊禁忌，只侷限在新營土庫里一

帶流傳較不被大眾所熟悉。但隨著竹馬陣團員的老化與日漸凋零，竹馬陣面臨失傳的危

機，1995 年在地方熱心人士與學校協助推行下，土庫國小成立學生竹馬陣，延續竹馬

陣的傳承。 

藝陣是一種技藝，既是技藝就必須花時間學習，竹馬陣的薪傳仰賴土庫社區居民的

認同與參與。陳介英（2015）在其研究中指出：「就社區發展而言，文化資源基本上都

需要創造，也就是要有當地居民對當地乃至現在各種人、事、物的新體驗與感受。」因

此，當竹馬陣結合社區相關元素的運用，是否能擦撞出新的亮點延續竹馬陣發展。 

本研究目的如下： 

1.探討竹馬陣傳承現況。 

2.探討土庫社區經營。 

3.探討土庫社區陣頭文化經營管理。 

二、文獻探討  

2.1 社區  

我國社區發展工作綱要第二條對社區的界定，係指經鄉（鎮、市、區）社區發展主

管機關劃定，供唯依法設立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社區發展工作之組織與活動區域。 

喜雷力（Hillery﹐1955）歸納了九十四個有關社區的定義，整理出常被提及的社區

元素，分別是「社會互動」、「共同的社會價值體系」、「地理範圍」。（林錫銓、洪志嘉，

2009）。徐震（1980﹐p34-38）也對社區定義為：「社區是居住於某一地理區域，具有共

同關係，社會互動及服務體系的一個人群。」依此定義，社區的內涵可分為五個要素： 

1.居民是社區的第一要素。 

2.在此一地區內，居民的互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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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彼此間有共同的關係。 

4.有共同關係的社區組織，以解決共同問題，達成共同目標的管道。 

5.具有共同的社區的意識。 

2.2 陣頭文化 

陣頭是「藝陣」的俗稱，「藝陣」一詞是由靜態的「藝閣」與動態的「陣頭」所合

稱。陣頭的起源與百姓的宗教禮俗有關，早期漢人渡海來台開墾，將家鄉所攜奉的神明

安座供奉建廟，並向外擴增形成聚落社區，廟宇成為居民信仰中心。當廟宇舉辦慶典活

動時，人民放下工作，投入各項陣頭群體訓練的組織，這些業餘的陣頭團體便是台灣早

期陣頭的雛形（呂江銘，2013）。 

台灣的陣頭種類很多，民間一般將陣頭分為文陣與武陣，文陣主要是輕鬆趣味的「熱

鬧陣」，有車鼓、牛犁陣、桃花過渡、牛馬陣、大鼓陣等；武陣本質是宗教儀式性陣頭，

有宋江陣、八家將、官將首、獅陣、龍陣、七爺八爺等（劉素華，1995）。 

陣頭的演出通常是跟隨廟會遊行隊伍行進式演出，這種在廟埕、廣場、街頭移動式

的表演稱「落地掃」是最通俗的表演藝術。從農閒時期的練習到迎神賽會演出，都能看

出中國人愛面子的心理，俗話說：「輸人不輸陣，輸陣歹看面」，在拚陣時有交陪、相拚、

遊戲、競賽的成分，內行人看門道，外行人看熱鬧，也活絡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台灣

土地面積雖然不大，而因移民拓墾、族群融合、敬天法祖、政經發展等背景，造就地方

性不一樣的信仰文化與民俗節慶，形成區域性的特殊陣頭文化，為多元的台灣文化增添

色彩。（黃文博，2015）。 

2.3 經營管理 

通常所言「經營」、「管理」（皆為 management 之譯語）之真實涵義甚廣。「經營」

兩字最早出現於我國古籍，如班超、張騫之經營西域，左宗棠經營新疆；「經營」兩字

成為目前日本人用來稱 management（管理）之字眼。一般而言，我們可以把「經營」

兩字用來稱呼外部性或整體性之企業營運現象，把「管理」兩字用來稱呼內部性或細節

之企業營運現象，譬如事業「經營」的績效有賴於各種「管理」制度及「管理」才能。

若含混一些使用，也可將「經營管理」四字放在一起，用以表示整體性及細節性之企業

活動（陳定國，1985）。 

潘振雄（2001）認為經營管理係指一種群體合作與組織之能力，代表人們在社會中，

所採取一種具有特定性質與定義之活動，藉由群體活動，達成共同任務或目標。而良好

之經營管理，應涵蓋行動導向、組織簡化、接觸顧客、以人為本、自主與創業性、焦點

價值、做內行的事及管理者能迅速應變之能力等八項要素（林宛宣，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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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管理」是指企業內人與人的互動，存在於一個穩定的體系中運作，所

強調的是成本與效率。「經營」是人與事的互動，著眼於企業生存與盈虧。企業的經營

方法，常因市場的供應與需求因時因地而改變，所以經營是指市場、顧客、行業、環境、

投資的問題，而管理是指涉及制度、人才、激勵的問題。「經營」在管理的外延之中（吳

淑玲，2016）。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流程 

根據文獻探討歸納結果與研究問題以及研究目的設計而成，由訪談之資料、加以分

析相關；研究流程圖如圖一： 

 

 

 

  

 

 

 

 

 

 

 

 

 

圖 1、研究流程圖 

3.2 訪談對象 

本研究訪對象分為四個部分： 

1.竹馬陣相關人員 5 位。 

2.學校單位 2 位。 

確認主題與目的 

文獻蒐集與整理 

選定訪談對象 

實施訪談 

擬定訪談大綱 

資料分析與整理 

結論與建議 



 
 
 
 
 
 
 
 
 
 
 
 
 
 
 
 
 
 
 
 
 
 
 
 
 
 
 
 
 
 
 
 
 
 
 
 
 
 
 
 
 

 

 

43 
 

3.社區發展協會 2 位。 

4.公部門 2 位 

如表一所示。 

表 1、訪談對象 

編號 類別 受訪者身分 

A 廟方 土安宮主委 

B 竹馬陣 竹馬陣團長 

C 竹馬陣 竹馬陣執行長 

D 竹馬陣 竹馬陣耆老 

E 竹馬陣 竹馬陣耆老 

F 社區發展協會 土庫里里長兼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之夫人 

G 社區發展協會 土庫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H 學校單位 土庫國小校長 

I 學校單位 土庫國小竹馬陣指導老師 

J 公部門 台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副研究員 

K 公部門 台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職員 

3.3 訪談設計 

3.3.1 訪談問項 

根據研究目的與訪談對象，訪談大綱如下： 

第一份 竹馬陣相關人員 

1.請問目前竹馬陣傳承的概況與困境？ 

2.社區居民對竹馬陣的傳承所保持的態度以及投入的意願為何？ 

3.請問您對土庫國小竹馬陣在保留傳統下加入創新的元素演出看法為何？ 

4.您認為竹馬陣文化與社區結合進行社區營造的可行性？ 

5.對竹馬陣發展有何建議？ 

第二份 學校單位 

1.土庫國小傳承的現況與困境？ 

2.您對土庫國小竹馬陣在保留傳統下加入創新的元素演出看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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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您認為竹馬陣文化與社區結合進行社區營造的可行性？ 

4.對竹馬陣發展有何建議？ 

第三份 社區發展協會 

1.目前社區經營的現況？ 

2.請問您對土庫國小竹馬陣在保留傳統下加入創新的元素演出看法為何？ 

3.政府部門是否有相關管道， 以協助土庫里進行社區營造？ 

4.竹馬陣文化與社區結合進行社區營造的可行性？ 

第四份 公部門 

1.請問您對竹馬陣目前的困境有何看法？ 

2.請問您對土庫國小竹馬陣在保留傳統下加入創新的元素演出看法為何？ 

3.您認為竹馬陣文化與社區結合進行社區營造的可行性？ 

4.政府部門是否有計畫協助竹馬陣永續經營？ 

3.3.2 分析方法 

（1）文獻分析 

文獻分析法是指蒐集他人做的研究，分析其結果與建議，指出需要驗證的假設，說

明這些建議性的假設是否有價值拿來運用，當作自己的研究基礎（楊國樞等邊，1998；

丁子芸，2011）。 

（2）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是一種資料蒐集的方式，也是質性研究中最常被採用的資料蒐集法。深度

訪談是有目的的會談，研究者藉由會談的過程，了解受訪者對某項事務的了解，了解受

訪者對問題的認知與建構（Marshall and Rossman﹐1995；范麗娟 2004）。 

3.4 執行研究 

3.4.1 深度訪談執行過程 

訪談前，研究者以電話聯繫或親自拜訪受訪者，說明研究目的並詢問受訪意願。經

受訪對象表達願意接受訪談後，研究者親送或以傳遞電子郵件方式讓受訪者先行過目。

在受訪者願意接受訪談且了解訪談的內容，與受訪者約定訪談日期、時間、地點，並於

訪談前詢問受訪者，為了避免對話內容之疏漏，是否願意接受訪談過程全程錄音，以增

加訪談資料的正確性，有利於後續資料之處理、編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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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訪談資料編碼 

本研究訪談對象分為竹馬陣相關人員、學校單位、社區發展協會、政府公部門。編

碼代號分別為竹馬陣相關人員以 A、B、C、D、E 作為編碼代號；社區發展協會以 F、

G 作為編碼代號；學校單位以 H、I 作為編碼代號；公部門以 J、K 作為編碼代號。 

四、資料分析與整理 

4.1 請問目前竹馬陣傳承的概況與困境？ 

A 表示： 

竹馬陣的運作是由團長在處理，遇到困難時才會跟廟裡反應，到目前為止是沒反應

這樣子。簡單地像場所等，廟方都是無條件的配合。 

B 表示： 

目前是針對年輕人來運作，但是庄內年輕人少，大多外出工作加上學習的意願低，

組不太起來運作上很有困難。目前有開班教授，最主要是當初我和執行長與里長出去家

家戶戶拜訪，希望有興趣的或竹馬文化有心的家長能鼓勵他的孩子參加。 

C 表示： 

農村時期竹馬陣的傳承都很熱絡，到了民國五、六零年代社區的人大都學宋江陣因

而斷層直到我們這一代再傳承。我們辦過幾次培訓，培養了兩批人，目前都四散了，因

為在學期間還可以勉強來，但是接下來要工作了，就各自出去了。我把現在培養的這批

定義為最後一批，因為土庫所有二十幾個孩子，不管是國中、高中、國小，就在這一批，

因為再下去沒人了。困境就是沒人加上現代的娛樂多。認同感不足、沒有榮譽感，學習

上沒有動力，就很無聊。 

J 表示： 

目前傳承的問題，主要在於年輕一輩應該是有心無力。現在這些年輕人沒有辦法有

這麼多的時間投入在藝陣的傳承上面或是藝陣的運作上。現在所呈現是老的有、青年有，

但是在往下這批就很難做。要建立一個常態循環應該是老、中、青三代都要有，而且現

在他們的這批年輕人也不夠，還是要靠老人家出來幫忙，這個會變成他們運作上的困難。

其實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慢慢地當老先生如果不方便了，那他們可能就組不起來了，這

是他們最直接現實的困境。 

K 表示： 

要分幾個面向來看，就我們所觀察首先是人力的問題，他們村莊不大加上竹馬陣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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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特殊禁忌，像不傳外人的規定，更加深竹馬陣傳承的困難。這個困境要政府出面解

決也是沒辦法，因為畢竟主導權還是在他們，應該說這個問題看他們有沒有辦法去做變

通，譬如說請示神明或是其他可婉轉變通的作法。 

4.2 土庫國小傳承的現況與困境？ 

H 表示： 

現況是以學校人數為主，目前學校的人數因少子化的關係並不多，現有的人裡面，

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而且也要徵求家長的同意，因此選擇性更加的少。現在的家長還

是特別注意課業上的問題，有些家長對於陣頭文化這一類會有點排斥性，所以學校不能

使用正課或非學習時間來做練習。 

I 表示： 

目前是以高年級學生來做傳承，並將傳統的竹馬陣融入創新的元素改編為現在本校

的竹馬舞，因竹馬陣是全台灣省唯一的，所以我們會經常會接受各個單位的邀請演出給

學生學習的機會。困境是小校而且少子化，在角色挑選上顯得較困難，而且家長一般傳

統的想法還是以學業為主，所以家長的支持度不高，而且學校經費是有限的無法給予學

生充分的獎勵與支援，來鼓勵他們引起他們的動機。 

4.3 請問您對土庫國小竹馬陣在保留傳統下加入創新的元素演出看法為

何？ 

A 表示： 

土庫國小的「竹馬賽獅鼓」也不錯，因為廟方這邊有需要也會聘請他們參加。 

B 表示： 

土庫國小的演出很有創意，但是耆老們否定，因為要保留的是文化不是現代舞，不

然到時就失傳。但年輕人學傳統會覺得無聊，若像土庫國小創新跳法，他們會有興趣，

可是我們現在要保留的是這個文化與傳承，再創新就不是真正的竹馬陣了。所以如果年

輕人願意，我是希望用舊式的，這才是以前傳下來的文化。 

C 表示： 

所謂的創新是在於你有很深厚的原有文化內涵、原有的技術加入新的思維產生出來

的，這才是創新。但是土庫國小的創新，老師傅覺得那不是竹馬陣甚至也不認同那是創

新。所以土庫國小演出的戲劇張力非常夠，對於吸引現代人的目光是有幫助的，可是對

於傳統的傳承幫助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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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表示： 

我是不認同啦！它不合常理啦！竹馬陣不是跳舞團是梨園，就是按照古早的腳步在

走，丑角、丫環走路較活潑，千金小姐走路就不一樣。最好是到一個成果時，聘請資深

專業的教授來鑑定，這樣評審起來才會知道好不好。 

E 表示： 

傳統再加上現代較不符合，不然改良也是一種優點；但是那些原有要保留的卻不見

了，意義就不符合，傳統的不能讓它消失。 

F 表示： 

以我的觀感是很不錯，在巧思與創意方面讓它變得較活潑化。以前我看到土庫庄裡

的阿公跳的是較道地的原汁原味，土庫國小是較創新，我感覺都不錯。」 

G 表示： 

很好看！但不像傳統竹馬陣，因為已加入其他的元素，但也是一種表演。 

H 表示： 

竹馬舞有加入舞蹈的元素，讓整個竹馬舞更加有可看性，可以吸引別人的目光以外

也有助於傳承跟學校替社區文化宣傳的意味。 

I 表示： 

傳統的竹馬陣陣型非常繁瑣，對國小學生是屬於困難的，還需配合鑼鈸及弦樂器的

弦律及口唱，無法讓學生產生興趣。所以融入現代音樂與舞蹈的元素，讓學生把舞蹈課

所學身段融入創新的竹馬舞中，不需花很多練習的時間，學生覺得很活潑生動較有興趣。

社會大眾對於創新的竹馬舞給予很高的評價，因為其熱鬧生動而且有節慶藝陣的元素因

此頗受到大家的好評。 

J 表示： 

我其實贊成，前提是保留傳統，所以它並不是只是掛個竹馬陣的名字然後跟竹馬陣

一點關係也沒有。但是最好的狀況是小朋友兩個都會，今天如果是在宗教的場合用的是

傳統的那一套，那如果是表演場合用的就是學校表演的這一套。所以他們傳統中加入新

的元素，我是覺得 ok，所以我是贊成的。 

K 表示： 

在官方的做法的話我們是保留傳統這一塊比較重要，但是也鼓勵它有所變化，像土

庫國小的「竹馬賽獅鼓」我們是給予肯定的，因為就像九天的團長所說「一個藝術團體

可以有很多的面向」，在傳統的部分就是傳統的模式，但如果是對外用藝術的角度來看，

就可融入創新的元素就演變成土庫國小「竹馬賽獅鼓」的舞蹈。 

4.4 社區經營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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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表示： 

我們土庫社區發展協會，有幾個組織分別為：媽媽教室、卡拉 ok、長青俱樂部、

巡守隊以及協會的會員。社區工作由里辦公室負責全村的環境清掃，市政府每年會撥些

經費給我們社區消毒、活動、清掃，如果經費不夠我們會自付；若遇到颱風也得自費請

工人整理環境，這些錢又沒辦法核銷的；社區的綠化這塊也都靠我們自已，那些是沒辦

法申請經費的，重點在五分車站那邊還有卯舍復興宮附近，但是做很簡單後續的維護要

花很多錢。 

G 表示： 

社區不太好經營，居民大都年紀較大，年輕人要投入社區建設較少。目前社區發展

協會有長春俱樂部、媽媽教室、歌唱會。目前的人力就是里長、我還有雇工，土庫社區

較特殊，里長兼理事長對社區的建設很認真努力，以前想組織義工但人數不夠，都是他

自已出錢出力去請工人。要經營社區第一就要從環境整理了，環境整理時土地的取得也

很困難一定要有土地使用權，以土庫社區來說大都是以祭祀公業土地或以前是垃圾堆的

來整理地方美化環境創意空間。第二就是經費，補助經費整理環境是沒錯，但後續的動

作要雇工整理環境、組織義工也要經費，所以這個社區要做到一個境界還是很困難。 

4.5 政府部門是否有相關管道， 以協助土庫里進行社區營造？ 

F 表示： 

公所會有公文叫我們上社區營造這一塊，聽完後我覺得不太可行，因為開一班社區

營造的課要二、三十個人，可是我們村裡年輕人沒什時間老人居多，有些不識字有些身

體狀況不好，社區營造我們會去聽課就是沒去參與這一塊。 

G 表示： 

市公所有，但以土庫的地理環境無法符合政府的補助申請項目。 

4.6 社區居民對竹馬陣的傳承所保持的態度以及投入的意願為何？ 

A 表示： 

大家對這個傳承很珍惜啦！希望團長能讓它永久傳承下去。現在要加入的人員較少，

他們可能有他們的困難。目前是每星期六都在廟方的會議室訓練。 

B 表示： 

現在是文明社會，有的人覺得想要傳承，也有部分的人覺得傳承那個沒有用，甚至

有些因反對而反對的也是有。變成社區和主事的人要有心為這塊來奮鬥與積極奔走努力，

才能去帶動推動，還要有年輕人願意熱心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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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表示： 

現在社區竹馬陣老師傅剩下不到十位，再來是中年這一批包含社區展協會、廟裡管

理委員會的，大部分是學宋江陣，所以其實他們對竹馬陣的概念或許也不清楚，自然而

然不是他們不去推，而是不懂，要怎麼推？就讓知道的人去弄好了，要推的人他也有困

難，因為理事會大部分對這些沒有甚麼認同感，要推的人可看到對未來社區有發展的，

但是他們看不到，所以投入的意願自然就低。 

D 表示： 

以社區的人來說，他們有個同感是時代不同了，學竹馬陣也不能去賺錢，孩子讀書

較重要。 

E 表示： 

庄裡面與竹馬陣沒直接關係很少投入。 

F 表示： 

社區的居民是很認同但是傳承要學，以前在土庫國小學習，但是上國中、高中大家

都很忙。里長是很希望它保持得很好，但是要學的人有限。 

G 表示： 

我認為大家對竹馬陣的傳承都有期待，但是人口一代代流失，土庫竹馬陣已經快走

到末期了，剩下土庫國小傳承，但土庫國小的竹馬陣跟傳統也不同了。 

4.7 您認為竹馬陣文化與社區結合進行社區營造的可行性？ 

A 表示： 

竹馬陣是土庫庄裡的文化跟社區營造若能結合在一起真的很好啦！主要是要竹馬

陣的團長、社區理事長、廟方三方面大家協調配合才有辦法。 

B 表示： 

可以啦！竹馬陣的文化結合社區，其實我以前當社區理事長時，就想要結合了，只

是沒有人幫我寫計畫與規劃等，直到我理事長卸任後，就沒機會去做。我們執行長是跟

我說社區營造和竹馬文化來結合，第一可以利用媒體的力量，打開知名度，知名度高，

年輕人學習的意願也會提升。 

C 表示： 

社區營造的前提是由下而上，所以社區要有共識，如果去做營造對這個社區幫助非

常大。竹馬陣若來做社區營造，可從信仰與文化完全結合出來變成社區的特色，這去做

社區營造是很有利的。社區營造目的講的是希望讓更多的遊客進來變成觀光的景點，提

振地方的經濟改善居民的生活。從華人、道教的角度來做，心靈的撫慰與文創周邊商品

合作，這樣社區營造起來，又可以營造榮譽感，當土庫人對有榮譽感，慢慢產生認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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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會去推這東西的傳承。所以是可以做但可行性不高，因為在地不認同。 

D 表示： 

這是很好，用社區發展協會，如果是這樣社區可以推動里民男女、老幼都可以來參

加。好處是社區若推展這個，用心的推展，哪天若有哪個單位邀請，青年組若不行還有

少年組，少年組若沒時間還有老人組有時間，老人有老人的味，青年有青年的味，少年

有少年的味，小孩有小孩的味。若社區發展協會有參與有推展，這樣這個團就不會消失。 

E 表示： 

可以啦！算是一種廣告，這個可以當一個建議，請社區來做。 

F 表示： 

這一塊還沒想過，因為竹馬陣是屬於廟方這邊，廟方的想法跟社區展協會這邊無法

連結在一起，有些業務上我們只是協助，有缺經費會給予贊助，其他的部份都是主任委

員在處理，主任委員也沒有跟我們提到這一塊，所以要如何配合與如何發展目前沒有概

念。 

G 表示： 

是很好啦！但是沒辦法做這些，無法帶動起來，土庫人有個個性只講別人自己又不

做，若想要做什麼就有人拉後腿，所以我們社區若要做甚麼事是我們里長帶我們兩、三

人做，但是現在我老了里長不讓我做了。 

H 表示： 

重點是要先有人願意站出來，到目前為止我所看到的是僅僅在口頭上，實際上願意

真的出來擔這責任，開始去進行社區規劃、訓練或者去整合整個地方派系，完整去規劃

這個社區未來的走向，以及相關將來要操作的元素，目前為止我沒有聽到更進一步的消

息。雖然大家都知道透過社區總體營造會比較好，如果可以留住社區的青壯年人口，當

然是有助於竹馬陣的永續跟傳承。 

J 表示： 

如果是講可行性，當然是 ok！但社區發展協會的主事者必須意識到這一塊才行，

我覺得這個部分比較難，因為從過去在跟土庫竹馬團這邊接觸的過程，我們比較少看到

社區展協會的人，發展協會願不願意這才是關鍵。如果他們被說服或是認同，在整個社

區營造當中做一些努力，針對竹馬陣整個主題可以去做一些的氛圍的營造，讓不管是路

過的還是新搬進來的這些民眾知道這裡有什麼東西。那硬體先建設，另一個軟體可以透

過跟竹馬陣合作來辦活動凝聚社區是比較重要。 

K 表示： 

這個問題可以用七股樹林社區「白鶴陣」來做例子，他們的里長對這塊做得很好，

讓「白鶴陣」跟社區做結合，譬如像做一些 Logo 意象或是文創商品。這最重要的是社

區有沒有去主動來推，因為我們這幾年觀察下來土庫社區的活動力其實不大，我們也有

考慮透過社區營造的方式來振興「竹馬陣」，也問過文化局在從事社區營造的單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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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邊我們知道土庫社區在這部分是幾乎沒有作為，因此就目前現階段的話是沒辦法啦！

理事長對這塊的興趣並不大，不然我覺得他們如果願意跟「竹馬陣」結合，其實可以發

展出很多的特色，如果做起來可以讓民眾認識竹馬陣，而不是這樣默默無名的小鄉村裡

的陣頭，大家都不知它的特色在哪裡。 

4.8 對竹馬陣發展有何建議？ 

C 表示： 

目前傳承上的困境，導致這一批接下來就沒有人，但是終究避免它不見了，必須要

有系統的保護下來，把它丟到藝術大學讓學生學習，甚至讓他們去做曲目的研究、劇種

的研究與戲劇演變轉型的研究；剩下的舊文物如果土安宮、社區這邊沒辦法做到保存，

那就是把它丟給傳藝中心或文化的相關單位把它保存來。 

H 表示： 

我們曾經跟文資處做一個建議，第一動態的傳承，就是竹馬陣整個演出裡面的精隨

以及所有的動作細節包含後場的部分能夠有新的社區裡這邊的年輕人願意來傳承。第二

個屬於靜態的部分，是針對竹馬陣相關的文物文化以及相關的影音記錄以及文字記錄，

是不是可以利用像台灣國立台南藝術大學或是台南大學裡的音樂系所裡專門的人才來

做演出的記錄，至少把這些譜進行數位典藏，那以後也比較不用擔心有一天會失傳沒有

在世界上留存下來。 

4.9.政府部門是否有計畫協助竹馬陣永續經營？ 

J 表示： 

我們其實都有跟他們談，一起合作來讓竹馬陣可以繼續的運作下去，但是現在的問

題就出現在，我們跟他們談完之後，他們沒辦法按照計畫走。目前我們能做的就是希望

幫他們趕快做紀錄，然後把東西留下來。但是他們卻無法成團，他們最需要的就是有人

啦，找到人進來做。 

K 表示： 

計畫我們這邊絕對是有，不管是我們文資處的推動文化資產保存計畫或是藝術發展

科的一些補助經費，都是有經費挹注，讓他們永續經營。但這一切的重點還是在竹馬陣

他們自己本身的動力，如果他們今天不提計畫，就算我們有再多的經費投入也是沒有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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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竹馬陣是新營土安宮田府元帥的專屬陣頭，早期土安宮田府元帥的聖誕廟會慶典上，

有兩個陣頭演出，一是宋江陣，屬於武陣，一是竹馬陣，屬於文陣，宋江陣已停止團練。

年輕一代的大多外出工作或結婚生子就與竹馬陣斷線了，目前團練以社區就學的孩子為

主，幾乎算是最後一批了，因少子化與人口外移的因素，社區的孩子不多。土庫國小自

1995 年接下培育學生竹馬陣人才的重任，因少子化，學生人數不多，在現有的學生中，

還必須考量角色的適合度與家長的認同，因此能挑選的人更有限。由於竹馬陣內容較為

繁瑣，無法讓學生產生興趣，因此學校將傳統竹馬陣融入舞蹈元素改編為「竹馬賽獅鼓」，

雖然竹馬陣耆老認為是脫離傳統不大認同，但社區居民與外界大眾都給予極高的評價與

肯定。 

土庫社區是個高齡化的社區。土庫里里長兼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社區因人力資源

很少，大多是理事長出錢出力來完成社區工作。土庫社區發展協會有媽媽教室、卡拉

OK、長青俱樂部、巡守隊及協會會員等組織，綠美化是社區發展協會的工作重點，大

多以祭祀公業土地或閒置空間來整理增添創意。至於土庫社區營造的部分，發展協會覺

得執行上有困難，因此並沒有參與這部分。 

竹馬陣因有不傳外人的特殊禁忌，土庫社區居民的認同與參與顯得格外的關鍵。社

區營造有助於竹馬陣的延續與傳承，但需要社區發展協會、土安宮、竹馬陣三方協調配

合。透過社造來宣傳竹馬陣，鼓勵社區居民學習，應用竹馬相關元素進行彩繪、文創商

品、意象符號、舉辦主題性活動等凝聚社區的力量，也行銷整個社區與竹馬陣。竹馬陣

的延續需藉由社造「由下而上」的精神，讓社區的居民，了解過去的魅力所在，進而自

我嘗試，累積在地經驗。 

5.2 建議 

未來竹馬陣的傳承困境若無法突破，防範未然必須要有系統的保護下來，可，將竹

馬陣精隨進行數位典藏，或是轉移至藝術大學讓學生學習與研究，剩下的舊文物就由土

安宮、社區或傳藝中心與文化的相關單位把它保存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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