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布袋戲的發展、演變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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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布袋戲的起源

布袋戲也就是俗稱的掌中戲、木偶戲、傀
儡戲…，而布袋戲起源在流行一種用布偶
來表演的地方戲劇，頭是17世紀的福建泉、
漳州，福建泉州、漳州和台灣，用木頭雕
刻成空心，而其餘四肢除了手腳掌外，皆
用布縫製的，演出的時候，以手伸進去進
行操偶的表演，因為早時後演出時用這樣
的方法，而偶身方方正正的像極了布做的
袋子，固有布袋戲之名。





(二)、布袋戲的發展

布袋戲自從 17世紀中葉開始，日趨普遍，
尤其是泉州、漳州一帶為甚，不管在戲偶、
戲曲、戲台都自成一格，原本的江湖小藝，
變為老少咸宜、雅俗共賞的民間娛樂。





（續）布袋戲的發展

 18世紀中葉，大量閩南人搬進台灣，同時
將布袋戲文化帶入，大多劇本是古書、演
義小說為主，所以內容較多詩詞、口白文
雅，是古冊戲，伴奏是南、北管，最早戲
團是南管布袋戲團。





（續）布袋戲的發展

到了 19世紀中期，布袋戲已在福建的發展
熱絡，但真正在 20世紀才為重頭戲，那時
候布景較華麗操偶及音樂也比一般野台多。





（續）布袋戲的發展

 20世紀初，布袋戲內容往武戲發展，採用
清末民初武俠小說，重視奇特劍招及武功，
演變成劍俠戲，代表為五洲園黃海岱及新
興閣鐘任祥。台灣總督府推動皇民化運動，
全面改用西樂、劇情改日劇、服飾改日裝，
雖然表現手法改的使臺人無法接受，但對
於日後演出、音樂及佈景有很引響。



掌中戲

http://tupian.hudong.com/a4_85_46_01300000022805120590462517134_gif.html?prd=zhengwenye_left_neirong_tupian�


傳統布袋戲偶
 布袋戲開演後，戲臺上的操偶動作成為演出是否

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就傳統布袋戲而言，布袋
戲戲偶為30cm左右的小戲偶，軀幹和四肢都
是用布料做出的服裝，因此操偶表演者會將單手
手掌放入中空戲偶進行表演。以左手操偶為例，
只要將食指部分套入偶 頭，拇指放入布袋戲戲偶
右手，另外三根手指放入戲偶左邊（左手）之後，
即可利用手掌與五指的搖擺或晃動，來控制戲偶
頭、身體、與手來作操偶表演。









二、金光布袋戲的出現

 20世紀中葉，布袋戲開始盛行，演出型式
由「外台」又走回「內台」，著名戲班紛
紛走入戲院演出，內容多半是沿用劍俠戲，
但「劍俠戲」一變而為「金光戲」。所謂
「金光」則是布景更華麗、戲服改為金光
閃閃、利用燈光效果營造更亮眼更有效果
的武打戲。





（續）金光布袋戲的出現

 1960年時，發展出電視布袋戲，在棚內將
布袋戲種種拍入影集，戰後的台灣為之瘋
狂，到了 1990年時更有了有線電視播出、
錄影帶的發行…。







（續）金光布袋戲的出現

 傳統偶戲自閔南傳來後，以布袋戲最受歡
迎。1960年於電視演出的「雲州大儒俠－
史艷文」瘋迷全台，劇中角色史艷文、藏
鏡人，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人物，使當時臺
灣社會，不論士、農、工、商，男女老幼
都沉迷於史艷文的魅力，不但使得民眾生
活作息大亂，甚至出現青少年狂熱模仿，
甚至在民國1974年，因「妨害農工正常作
息」，被禁止播演，由此可見得布袋戲魅
力之一般！



六Ｏ年代

史豔文



藏鏡人



1950年至2000年時期，五種不同版本的史豔文





三、霹靂多媒體的成立及發展

 1992年黃強華、黃文擇共同創立「大霹靂
節目錄製有限公司」，開始製作並發行霹
靂系列布袋戲錄影帶，全台灣錄影帶店鋪
線率達 90%。觀眾以社會人士及年輕學生
族群為主，1995年大霹靂公司成立「霹靂
衛星電視台」為台灣首創以本土藝術為號
召的電視媒體，由黃強華擔任董事長，黃
文擇擔任總經理，全省系統普及率高達
99%，收視人口達 350萬戶。







（續）霹靂多媒體的成立及發展

除了在台灣推廣布袋戲外，也試著向國際
發展，在 1997年在虎尾投資兩千多坪攝影
棚來製作ㄧ部「聖石傳說」，2000年首部
布袋戲電影大功告成，“聖石傳說"上映，
結合傳統藝術與數位 3D動畫，品質媲美好
萊塢電影，開創布袋戲的新里程，刷新台
灣國片票房記錄，隨後也外銷美國及日本。





因為布袋戲可單手操偶，因此傳統布袋戲
操偶師，通常可一人操縱兩偶，互做對談
動作的文場表演，更甚者，兩手均可做木
偶之跑，跳，拋接，武打等武場表演。事
實上，於實際操演上，布袋戲除了武場大
堆頭場面，或龍套角色出現串場外，布袋
戲戲劇進行中，通常以兩偶兩角色之間的
互相對話與肢體互動為最多。就此，跟一
般中國傳統戲劇相同，若對話較多者稱為
文戲，武打互動較多者稱為武戲。



現代布袋戲

 近現代，布袋戲在華人地區，以台灣的發
展最為蓬勃。布袋戲在台灣所扮演的角色，
與宗教信仰、天地神人關係、經濟時令、
文化價值的傳承與維繫既定社會階層的穩
定性有相當緊密的關聯性。都會地區布袋
戲演出並不常見，但每到神明過生日時，
人們總不免請布袋戲或歌仔戲團到神明面
前演出，為神明祝壽並酬謝神明的保佑。



現代布袋戲偶

 20 世紀中期後，為了表達更多視覺效果，
臺灣操偶表演隨著戲偶從30釐米長演變成
50釐米，甚至加大至70釐米以上。因應此
變化，一偶之操作從單手變成了雙手。除
了手仍舊放入戲偶內，以食指放入偶頭外，
偶頭與偶身內尚加裝有特殊裝置，可用繩
子拉動控制眼睛睜眨、用中指扳動嘴唇控
制、用內藏機關彎曲手腳等。





（續）現代布袋戲偶

除此之外，左右手都需要配合相當多的操
偶技巧，才可讓布袋戲木偶做轉身，沉思，
奔跑，跳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
哪時期的布袋戲演出，都出現了操偶者兼
口白，甚至還包辦音樂後場的情形。而此
種獨挑大樑的布袋戲操演方式，即使於21
世紀，常見於閩南或臺灣。





（續）現代布袋戲偶

 在戲偶的本體方面，手可分為木制手以及現在廣
為使用的橡膠手，該手內置鐵絲，並可輕易扭成
特定的手型。另外，現代戲偶的腳已普遍為塑膠
制，裝設有膝、踝二關節，鞋子還可以穿脫交換。
至於戲偶本身穿的服裝，近代偶身所著衣服變
得更華麗且多層次，甚至已與真人的穿著
相仿。除此之外，操控布袋戲，讓其自由表演的
裝置為天地同﹔其裝置設於左右手：右手控制
偶頭和戲偶右手，左手持一棒控制戲偶左
手。





自創布袋戲風潮的開始

一尊木偶的誕生，包括造型設計、偶頭雕
刻、服裝設計製作、頭飾造型製作、飾品
配件與兵器道具等過程。

「自創木偶」，意即非仿造電視木偶角色
造型，整尊木偶的整體設計到製作，皆是
「自己創作」，是具有「創作者靈魂」的
藝術作品。



台灣第一場自創木偶展覽

 2011年三昧堂於嘉義文化局博物館









 2011年嘉義酒廠文化園區展覽









 2012年雲林布袋戲館

 2012國際偶戲節









 2012年北京國際動漫博覽會



北京太平宮主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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