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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 1970 年代，「雲州大儒俠史艷文」布袋戲深受大家喜愛。當時大家每

天中午都守在電視旁看布袋戲，創下 97%的超高收視率。對民眾來說，布袋

戲不但是許多人的童年回憶，也是台灣的文化特色。 

近幾年政府在布袋戲復興推廣上面做了不少努力。推行藝術下鄉活動，

將許多傳統藝術包含布袋戲，在地方社區、學校中辦理布袋戲展演、研習，

希望藉此保存並推廣布袋戲傳統文化。因此，我們想了解在現今時代，民眾

對於布袋戲文化的喜好為何？傳統野台布袋戲跟聲光特效的金光布袋戲相比

較，民眾又更偏愛誰？布袋戲經營推行的困境？政府藝術下鄉的政策對布袋

戲推廣的幫助嗎？這些都是我們想知道的議題。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野台式布袋戲經營推行的困境？ 

（二）探討社區在推廣布袋戲時所遇到的難處與需要協助的地方？ 

（三）探討民眾對於布袋戲文化的喜好為何？ 

（四）探討民眾對於野台式布袋戲跟聲光特效的金光布袋戲的偏好？ 

（五）探討政府藝術下鄉的政策對布袋戲推廣的幫助？ 

（六）探討民眾參加布袋戲相關活動的意願？ 

（七）探討民眾接觸布袋戲相關活動的場地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名詞解釋： 

布袋戲：又稱布袋木偶戲、掌中戲、小籠，是一種起源於中國閩南泉州，在

臺灣發揚光大的一種用布偶戲劇。布偶的頭是用木頭或是木材雕刻成中空的

人頭。除了偶頭、戲偶手掌與人偶足部這些之外，布袋戲偶身之軀幹與四肢

都是用布料做出的服裝。演出時，將手套入戲偶的服裝中進行操偶表演。 

二、布袋戲的起源： 

據說於明朝末年，福建泉州城裡有位名叫梁炳麟的書生。他家境窮困，在往

京城考試的路上，夢見一位白髮老人在他的手上寫下「天歸掌中」四個字，

他以為一定能金榜題名，結果還是落榜。失望之際只好拿由傀儡戲改良的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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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來玩，藉此忘掉不愉快。沒想到他的木偶戲很受當時人們喜愛，終於成為

一代布袋戲大師。 

布袋戲名稱的由來，經過許多專家學者對民間藝人流傳的說法，加以歸納研

究，大家都認為，布袋戲偶除了頭部、手掌及腳是木雕外，身體和四肢是布

縫製的，形狀四方，像一個方形布袋。 

早期演出時，所使用較簡易的戲台，形狀像一個大型布袋。演完戲，全部的

戲偶都可放進一個大布袋裡，可輕便搬運。演戲時，為便於整理、使用，演

師隨手將使用過的戲偶投進掛在表演戲台下一個用布縫製的袋子裡，因而稱

為布袋戲。 

三、布袋戲的角色： 

(一)生： 

指男性角色，臉譜、 沒有特殊色彩，看起來是眉清目秀、 文質彬彬的。「生」

還可以再細分： 

1.童仔生：是布袋戲中的小孩子。 

2.文生：是讀書人， 劇中的背景多半是窮困的。窮書生的裝扮肯定很寒酸，

一旦功成名就，便會光耀門楣了。 

3.武生：練就一身的好功夫， 到處行俠仗義， 武松便是很典型的武生。 

4.鬚文：是有黑鬍鬚的生， 為中年男子。 

5.摻文：是黑鬍鬚與白鬍鬚參雜的生; 鬍鬚全白老者稱為村公。 

(二)旦： 

指女性角色，只要是女生全是「旦」。旦角依髮型、容貌、服裝不同而表現

出不同的個性。角鬃旦天真無邪，圓眉旦清麗華美，大頭旦滑稽討喜，白髮

旦慈祥可敬。其中，小旦：年輕的女性。老旦：年老的女性或媒婆。獨旦：

專指寡婦。家婆旦：專指媒婆。殺手旦：是心狠手辣的壞女人。白毛日：白

髮的女人，楊家將中的老太君便是一例。 

(三)淨： 

指花臉扮相的角色，個性上有某些偏執及粗豪血性方剛者或陰險人物，主要

是以紅、黑、青三色為代表。 

1.紅花臉：象徵忠義耿直、沒有鬍子的是紅花仔、有鬍子的是紅大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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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黑花臉：行事正派、沒有鬍子的是黑花仔；有鬍子的是黑大花。 

3.青花臉：表邪惡的、反派的、綠林盜匪之輩。沒有鬍子的是青白花；有

鬍鬚的是青大花。 

(四)末： 

「末」 是由老生分出來的、為年紀老邁的老人、已趨近人生的尾聲。 

「末」 主要有二種；開口的叫白闊、閉口的叫村公、他們的頭髮和鬍鬚都

已如白雪一般了 

(五)丑： 

「丑」是布袋戲中的甘草人物，顧名思義就是小丑，以詼諧的動作及幽默對

白寓教於樂。丑角不是愚蠢可笑、狡猾。而是善用小聰明，充份反映現實的

人性。布袋戲中若沒了丑角， 便將大失其趣。 

「丑」 有很多種， 通常扮演的是小人物： 

1.三花又稱文丑，最常扮演花花公子。 

2.大頭仔是憨厚的，最適合扮演僕人或跟班。 

3.其他的丑角也都各有特色呢！ 

(六)雜： 

凡是不能歸為「生」、「旦」、「淨」、「末」、「丑」的人物便稱「雜」。

諸如：僧侶、仙翁、神怪、妖魔、雜役、嘍囉、怪頭、探馬等等。或孫悟空、

豬八戒……妖魔鬼怪即是。 

四、台灣布袋戲的發展： 

1960 年代初期，電影戲院演出布袋戲相當普遍，野台金光布袋戲也仍是鄉村

地區的重要娛樂之一。讓布袋戲能進軍小螢幕的關鍵人物是將「金光戲」搬

上電視的黃俊雄。 

1970 年黃俊雄的雲洲大儒俠首度於台灣的無線電視台演出，因音樂新穎，口

白典雅，加上劇情緊湊與聲光效果驚人，曾締造全台灣 97%的電視超高收視

率。 

1980 年代中期，真五洲園劇團的黃俊雄逐漸交棒給第三代的黃文擇、黃強華

與黃文耀，其中，黃文擇跟黃強華在接續了父親黃俊雄雲洲大儒俠的系列以

後，開創日後聲名大噪的霹靂布袋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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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布袋戲時期，是現代布袋戲影響台灣最深的階段。不僅高達 97%超高實

質收視率一時造成社會話題，甚至連劇中的許多人物，至今仍影響台灣民眾

的生活習慣。 

1980 年代後期，由於台灣政府大幅解除國外媒體限制，台灣傳統布袋戲發展

漸漸受到台灣境外傳入的娛樂文化影響，外臺戲的野台戲戲團數量從全盛的

千餘團萎縮到三百餘團，其中且多為非實際演出的掛名劇團。因為觀眾減少，

就連有專屬後場之布袋戲團演出機會也銳減，營運上更多為赤字。雖然如此，

但仍有些有心人以學校社團等形式經營，努力保存傳統布袋戲文化。 

近幾年政府在布袋戲復興推廣上面做了不少努力。推行藝術下鄉活動，將許

多傳統藝術包含布袋戲，在地方社區、學校中辦理布袋戲展演、研習，希望

藉此保存並推廣布袋戲傳統文化，並且預計在 2023 年設立第一座國家級「布

袋戲傳習中心」。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了布袋戲的起源，及布袋戲角色，和布袋戲從以前到

現在的興盛與衰落。希望隨著政府和企業家的推廣，讓布袋戲能再度成為

台灣的代表性藝術。 

参、研究方法 

一、擬定研究架構、研究問題及流程 

我們小組成員經過多次會議討論，確立布袋戲的研究主題，並且擬定工作

計畫，並且將布袋戲需要研究的問題條列出來，並且同步搜尋相關的資

料，並進行人物訪談，過程中常常需要重新審視探討的問題、設計問卷、

調查問卷，依據時程逐步完成研究。下圖為研究架構圖。 

 

 

 

 

 

 

圖 3-1 研究架構圖 

 

擬定研究主題 

 

搜集相關文獻資料 擬定研究計畫 

 

擬定研究問題 

 

 

人物訪談 

 

 

設計問卷並調查 

 

 
研究結果與討論 

 

 

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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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及對象 

（一）研究對象： 

1.訪談對象為金鳳凰布袋戲團的團長蔡玉琴女士和彰化縣大村鄉茄苳社區

發展協會理事長吳家榮先生，及社區參加布袋戲活動的學員。 

2.問卷調查對象為知道布袋戲的一般社會大眾。 

（二）研究方法： 

我們的研究採用訪談法和問卷調查法共 2 種來幫助我們了解民眾對於布袋

戲文化的喜好程度，與政府藝術下鄉推行的成效。我們的問卷將以 google

表單的方式蒐集民眾對於布袋戲文化的喜好程度調查研究。也提供政府或

布袋戲業者參考，提升整體布袋戲文化特色。 

1.問卷問題設計：問卷設計前我們先確定施測對象及預計透過問卷收集

的訊息和預期的效益，並且根據文獻探討所蒐集到的資料，作為問題及

選項擬定的參考。 

2.問卷修改：我們在完成問卷初版設計之後，先拜託 16 位大人進行預

試，請他們填完問卷初稿後給予問卷修正的建議。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人物訪談 

（ㄧ）金鳳凰布袋戲團團長蔡玉琴女士： 

1. 現今布袋戲團的經營相當困難，常常入不敷出，表演場次不多，且常常是

寺廟謝神用的『扮仙劇』。 

2. 劇團維持不易，無法花錢招募員工，就算招募，薪水不高。只能自己和家

人勉強經營維持。 

3. 現在年輕人也不願意學習操偶，布袋戲技藝的傳承可能會面臨斷層。現在

來社區學習布袋戲大都是老人，年輕人非常稀少。 

4. 政府雖然推行藝術下鄉的政策，但是劇團必須寫計畫去申請，現今布袋戲

團很多都是老人團長，對於計畫的申請不暸解，也不會打字用電腦，即使

知道有經費可以申請，也無法申請計畫。 

（二）茄苳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吳家榮先生： 

1.布袋戲是台灣特有的文化特色，也是許多人共同的回憶，但傳統布袋戲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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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沒落是事實，我覺得相當可惜，所以希望藉由政府經費，結合社區民眾，

重新學習並推展布袋戲技藝。 

2.現代工商社會，年輕人都很忙，但是社區的老人都很閒，社區辦理布袋戲

學習活動，讓社區的老人和小孩有去處，而且可以學習技藝，並且重拾年輕

時關於布袋戲的回憶。 

3.藝術文化的傳承和延續是重要的工作，藝術一但消失便很難再尋回。恰巧

政府有推行藝術下鄉的政策，我也想為布袋戲文化的傳承盡一份力，也讓社

區有興趣的人，大家共同合作，一起為布袋戲文化的復興與延續共同努力。 

二、問卷資料統計：我們的 Google 表單一共收到 349 份回覆。根據問卷調查

結果分析如下：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在性別圓餅圖中，受訪者的性別女性 74%，男性 26%。 

2.在年齡圓餅圖中，受訪對象以 41-50 歲的人最高占 38%，其次是 12 歲以下

的人佔 24%，再來是 31-40 歲的人佔 22%。 

3.在受訪對象的職業以服務業最多佔比 25%，其次是學生占比 24%，再來是

工商業佔比 20%，有將近 13%的人是軍公教。 

第二部分：民眾關於布袋戲的看法 

 

 

 

 

 

題目 1：請問您喜歡布袋戲嗎？ 

受訪者喜歡布袋戲方面，普通占比 56%，喜歡和非常喜歡佔比 38%。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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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戲的人只有 6%。 

題目 2：請問您喜歡傳統的野台戲布袋戲或是充滿聲光特效影片剪輯的電視

布袋戲 ？ 

受訪者布袋戲偏好方面，兩者都喜歡的占比 39%，喜歡野台戲布袋戲的佔比

34%。喜歡聲光特效電視布袋戲的人有 27%。 

 

 

 

 

 

 

題目 3：請問您在哪裏看過布袋戲？ 

受訪者有 79.9%(279)在寺廟周圍看過布袋戲，也有 63.9%(223)的人在電視上看

過布袋戲，另外有 31.5%(110)的人在公園看過布袋戲，此外在雲林布袋戲館

有將近 18.1%(63)的人看過布袋戲，也有 18.9%(66)的人去宜蘭傳藝中心看過布

袋戲。 

題目 4：政府積極在學校、社區辦理許多布袋戲推廣及觀賞活動，請問有助

您認識或喜歡布袋戲嗎 ？ 

在受訪對象中將近有 82%的人認為政府辦理的布袋戲推廣活動，是有助於讓

民眾認識或喜歡布袋戲的。 

 

 

 

 

 

題目 5：請問您若知道在你周圍的生活環境中，有布袋戲演出或相關活動，

你會想要參加嗎？ 

說明：受訪對象中 52%的人有空時會考慮參加布袋戲活動，36%的人願意跟

著家人和朋友參加布袋戲活動，有 12%的人完全不想參加布袋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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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6：請問您有因為喜歡布袋戲而購買布袋戲周邊商品嗎？（如：戲偶、

海報、布袋戲公仔...） 

有 75%的人沒有購買過布袋戲周邊商品，有 14%的人有購買過周邊商品，只

有 11%的人是朋友贈送周邊商品。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經過與金鳳凰戲團長和社區理事長訪談，以及布袋戲受訪者的調查問卷

資料，在經過資料分析後，審視研究問題，並依研究問題的項目，進行

分析結果歸納統整，結果如下： 

（一）探討野台式布袋戲經營推行的困境？ 

布袋戲團經營常常入不敷出，表演場次少，常常是寺廟謝神用的『扮仙

劇』。此外，年輕人不願意學習操偶，布袋戲技藝的傳承可能會面臨斷層。

政府推行藝術下鄉的政策，但是必須寫計畫去申請，現今布袋戲團很多都

是老人團長，對於計畫的申請不暸解，也不會打字用電腦，即使知道有經

費可以申請，也無法申請計畫。 

（二）探討社區在推廣布袋戲時所遇到的難處與需要協助的地方？ 

社區希望藉由政府經費，結合社區民眾，重新學習並推展布袋戲技藝。但

是，現代工商社會，年輕人很忙，無法至社區接觸或學習布袋戲。藝術文

化的傳承和延續是重要的工作，藝術一但消失便很難再尋回。希望政府能

有更多藝術推廣的補助，或是對於布袋戲的藝術工作者的生活或薪資補

貼，讓其能在生活無虞的情形下，能為布袋戲文化的傳承盡一份力，一起

為布袋戲文化的復興與延續共同努力。 

（三）探討民眾對於布袋戲文化的喜好為何？ 

受訪者喜歡布袋戲方面，普通占比 56%，喜歡和非常喜歡佔比 38%。不喜

歡布袋戲的人只有 6%。換句話說，將近四成喜歡布袋戲，將近九成不討厭

或喜歡布袋戲。此外，受訪對象中有 14%的人有購買過周邊商品，有 11%

的人是朋友贈送周邊商品。綜合以上所述，布袋戲還是民眾喜歡的藝術文

化之一，並且帶動布袋戲周邊商品的買氣，促進民眾消費。 

（四）探討民眾對於野台式布袋戲跟聲光特效的金光布袋戲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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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布袋戲偏好方面，兩者都喜歡的占比 39%，喜歡野台戲布袋戲的佔

比 34%。喜歡聲光特效電視布袋戲的人有 27%。可以想見，近幾年布袋戲

推廣活動變多了，民眾接觸並操作布袋戲的機會增加，所以較喜愛野台式

的布袋戲。 

（五）探討政府藝術下鄉的政策對布袋戲推廣的幫助？ 

在受訪對象中將近有 82%的人認為政府辦理的布袋戲推廣活動，是有助於

讓民眾認識或喜歡布袋戲的。 

（六）探討民眾參加布袋戲相關活動的意願？ 

受訪對象中 52%的人有空時會考慮參加布袋戲活動，36%的人願意跟著家

人和朋友參加布袋戲活動，有 12%的人完全不想參加布袋戲活動。也就是

說，有將近九成(88%)的民眾，有參加機會或是朋友邀約時，會去參加布袋

戲活動，這對於布袋戲的推展，也是一個可以推行的方向。 

（七）探討民眾接觸布袋戲相關活動的場地為何？ 

受訪者有 79.9%(279)在寺廟周圍看過布袋戲，也有 63.9%(223)的人在電視上

看過布袋戲，另外有 31.5%(110)的人在公園看過布袋戲，此外在雲林布袋

戲館有將近 18.1%(63)的人看過布袋戲，也有 18.9%(66)的人去宜蘭傳藝中心

看過布袋戲。 

二、建議與討論 

1.政府推行藝術下鄉的政策，應簡化申請計畫流程，並設立申請諮詢窗口。

另一方面，也可將相關經費，撥補到地方政府、社區協會、學校機關等單

位，增加推行廣度，還可達到藝術扎根的效果。 

現今布袋戲團很多都是老人團長，對於計畫的申請不暸解，也不會打字用

電腦，即使知道有經費可以申請，也無法申請計畫。 

2.政府能有更多藝術推廣的補助，或是對於布袋戲的藝術工作者的生活或

薪資補貼，讓其能在生活無虞的情形下，能為布袋戲文化的傳承盡一份力。 

3.政府的藝術下鄉的政策對布袋戲推廣的幫助是有成效的，希望政府能加

大補助團體的廣度，並做好向下扎根的推廣工作。 

4.傳統野台戲對布袋戲文化的推廣有其效果；此外，設立布袋戲專區(雲林

布袋戲館和宜蘭傳藝中心)，對於文化推廣也是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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