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同凡響—布袋戲服飾之研究 

 

 

  

 

 

投稿類別：社會人文 

 

 

 

 

 

 

 

篇名： 

 

「布」同凡響—布袋戲服飾之研究 

 

 

 

 

 

 

 

 

 

 

作者： 

 

陳子璇。稻香國小。四年乙班 

 

江益鋐。稻香國小。四年乙班 

 

林筱晴。稻香國小。四年乙班 

 

梁秉弦。稻香國小。四年乙班 

 

 

 

 

 

 

 

指導老師： 

 

林淑娟老師 

 



 
「布」同凡響布袋戲服之研究 

1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我們這隊為什麼要研究布袋戲的戲服呢？是因為今年五月我們這隊有三個人參加

花蓮縣「你好偶好．掌中有戲」創意布袋戲比賽，得了最佳造型獎，所以決定一起來

研究布袋戲，一開始我們提出不同的主題，有布袋戲的歷史、服飾、配樂、舞台、人

物、台詞、語言、動作和道具等等，由於大家都對布袋戲的造型服裝有興趣，所以我

們選戲服來研究。 

起初我們對於隊名、主題的名稱一直沒共識，後來經過一番討論後，隊名定為

「特種『布』隊」，而主題為「『布』同凡響布袋戲服飾之研究」，我們取了布袋戲

的「布」，想讓人看了就知道是布袋戲的研究，布袋戲很複雜，有一個同伴途中還說

當初不應該選擇布袋戲服研究的，但是我們發現把深奧的事物解開，似乎也不錯，希

望我們可以知道更多布袋戲服的知識。 

 

二、研究目的 

我們的研究目的有下列四項： 

(一) 認識布袋戲的服飾。 

(二) 了解布袋戲服飾從傳統到創新有什麼轉變。 

(三) 調查一般人喜歡怎樣的布袋戲服飾。 

(四) 探討布袋戲服飾如何轉變讓更多人喜愛。  

 

三、研究方法與流程圖 

我們採取的研究方法主要分為三種：文獻閱讀、專家訪談和問卷調查。首先我們

閱讀和布袋戲相關的書籍，上網查看布袋戲服的影片、圖片、文章和資料。然後我們

訪問了曾經擔任西田社布袋戲劇團團長的黃明隆老師，他講解布袋戲知識、介紹各種

布袋戲服，還讓我們操演戲偶。接著，我們做了問卷調查，了解一般人對布袋戲服的

看法。最後進行資料分析與討論，書寫研究報告。以下是我們的研究流程圖： 

 

 

 

 

 

 

▲圖 1-1  研究流程圖 

結
論 

資
料
分
析
討
論 

研
究
動
機 

研
究
問
題 

文獻探討  

專家訪談  

問卷調查   

研
究
方
法 



 
「布」同凡響布袋戲服之研究 

2 

貳●正文 

 

一、五花八門的布袋戲服飾 

(一) 布袋戲服飾的定義 

《布袋戲—布袋戲圖錄》書中提到，布袋戲如同人一樣，依不同的身份場合而穿

著不同的衣服，戲偶的衣服就稱為「服飾」，大都是縫、繡、盤金線等以手工方式縫

製。戲偶的衣服有內外之分，內衣用於連接戲偶的頭、手、腳，等於是身體。穿在外

面的就是戲服，戲服除了講究美觀，還用來區分角色的個性與貴賤。 

 

(二)布袋戲的服飾圖譜 

傳統布袋戲服飾的外觀多為一體成型，就像豎畫很粗的 T 字，布袋戲服與一般傳

統戲曲一樣，並無嚴格的時代考據，所以雜揉唐、宋、元、明、清歷朝的樣式。服飾

不僅有男女之分，也能彰顯角色的性格與身分。其材質多為綢緞，再用各色絲線繡成，

並纏上金線，吉祥的圖案表達人們的心意，有時還會以珠玉作為裝飾。現今的戲偶在

服飾方面已逐漸跳脫傳統的樣式，不拘一格。布袋戲常用的服飾如下表 2-1： 

表 2-1：傳統布袋戲的服飾                         註：  

蟒服：為皇帝與文武百官的禮服，繡有蟒龍圖案，

顏色有黃、紅、藍、白、綠、黑、粉紅等，金黃色

為皇帝專用，尚有后妃所著的鳳蟒。 

戰甲（或作鎧靠）：為

武將的服飾，身繡鱗

甲，腰間另繡有獅頭。 

開臺（又名開氅）：為

皇室大臣或權貴人家的

家居便服。 

繡補（或作官服）：衣

服的前胸及後背各有一

塊繡補，文官用鳥類圖

案，武官用獸類圖案。 

宮衣：為公主、郡主、

貴妃等宮廷女性所穿，

衣上多繡有鳳凰、牡丹

等圖案。 

箭衣（又名袍子）：為

學武之人所穿，以緞製

素色為主，繡簡單花

紋。 

喜 雀 袍 （ 又 名 馬 褂

袍）：為清代的長袍馬

褂，多為員外、店主所

穿。 



 
「布」同凡響布袋戲服之研究 

3 

罪衣：一般犯人所穿的

服飾，為黑色上衣連帶

白裙。 

八卦衣（又名道袍）：

為道士或軍師所穿，常

繡有太極或八卦圖案。 

 

袈裟：為和尚所穿，斜

半邊為黃色，另半邊為

紅色繡金蔥成磚塊條。 

其他：不同情況所穿的

衣服，如妖怪衣、沙僧

衣、背心、披風等 

 

(三)布袋戲服飾的特徵 

除了看書、查網路，我們還訪問了黃明隆老師，他現在是花蓮玉山銀行的副理，

也是西田社布袋戲劇團主演，因為從小就喜歡布袋戲，大學時期參與布袋戲社團表演，

是國家文藝獎小西園掌中劇團許王藝師入室弟子第十二徒，近幾年在花蓮中小學巡迴

演出，所以對於布袋戲瞭若指掌。 

黃老師與我們分享布袋戲典故、演變，並且介紹戲服，經由他的解說我們對布袋

戲服有更清楚的認識。我們歸納布袋戲的服飾有以下特徵： 

1. 布袋戲來自中國福建泉州、漳州等地方，分成許多派別，

我們可以從服飾上有水袖的推測它來自漳州。（圖 2-1） 

2. 傳統的木偶有刺繡和金線縫製，通常會繡上龍、海浪等

等圖案（圖 2-2），後來手工愈來愈少，手繡戲服的價

格變高了，大多改採電繡。 

3. 布袋戲偶要適合遮住手掌或手掌套進後操演，所以又叫

作掌中戲，戲服沒有腰身，下襬向外開展。（圖 2-3） 

4. 文服、武服不一樣，武服下襬分三片（圖 2-4），方便武打時做動作可以明顯俐落；

男女裝也不一樣，女裝通常有裙襬。 

5. 布袋戲偶尺寸愈做愈大，服飾上的刺繡減少了，多了亮面的材質，戲偶也增加了機

關，像是讓眼睛、下巴可以動。（圖 2-5） 

▲圖 2-1  泉州、漳州的戲偶 

  ▲圖 2-2  精美的刺繡        ▲圖 2-3  戲服沒有腰身      ▲圖 2-4  武服下襬分三片   ▲圖 2-5  較大的戲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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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布袋戲服飾從傳統到創新 

布袋戲為了配合觀眾的喜好和演出的需要，加上社會政治環境的改變，產生許多

重大的變革，「傳統戲」是因應金光戲標榜「革新」二字而出現，例如南管戲、北管

戲、籠底戲、古册戲等都是廣義的傳統布袋戲。而民國九十年代以來霹靂電視台天天

演出霹靂系列的布袋戲，可以說是後現代的金光布袋戲。因此我們將布袋戲的造型服

飾分為傳統、金光、霹靂布袋戲來介紹說明：  

 

(一)傳統布袋戲 

偶戲是人的縮小版，平均在八寸至一尺高（24~30 公分），大都是縫、繡、盤金線

等以手工縫製，精巧的刺繡圖案襯托出戲偶質感。除了講究美觀，還用來區分角色的

男女、文武與貴賤。（圖 2-1） 

 

(二)金光布袋戲 

金光戲和傳統布袋戲的不同點很多，包

括動作、配樂、情節等，戲偶最明顯的不同

就是造型尺寸加大，大約由一尺多擴大到兩

尺半，甚至三尺，偶身的比例是三頭身。

（圖 2-6） 

因應金光戲劇情、人物特點設計服飾，

傳統戲服的圖案逐漸消失，轉為縫上亮片、

金蔥線、染色兔毛及各式圖樣，使用便宜亮

面的布材，讓服飾亮眼。圖 2-7 的服飾就是以現代緞布、花布配色剪接，搭配亮色織帶、

配飾組成，整體新穎、花俏。 
 

 

▲圖 2-7 金光布袋戲的服飾  圖取自布袋戲主題知織網 

 

(三)霹靂布袋戲 

黃強華提到，布袋戲從「傳統布袋戲」一路發展到現今的「電視布袋戲」，不只

在劇情人物的變化上更多元，布袋戲人物的「服裝造型」經過長時間的改良演變，已

經不光是用華麗炫目可以形容。 

  

▲圖 2-6 大頭 丑  圖取自《偶戲之美》 

左圖是傳統的戲偶「丑」，高 30cm； 

右圖是金光戲的「丑」，長 46cm 寬 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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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歲 12-18歲 18歲以上 

在那小小的電視框架中發展出特殊的布袋戲時尚文化，就是「霹靂布袋戲」。霹

靂布袋戲戲偶的造型擴大，由二尺半到三尺多（100 公分），八頭身，頭部與身體比例

比較接近人的體型。霹靂布袋戲有迥然不同的服裝造型，由很傳統、很野台，漸漸邁

入很流行、很時尚的境界。現今霹靂偶是仿真人比例來製作，風格多變，服飾更加精

緻化，著重布料配色與裁縫，和戲服墊肩形式，使之整體更加有立體感。 
 

 

▲圖 2-8  霹靂布袋戲的服飾  圖取自《霹靂造型達人書》 

 

三、一般人喜歡的布袋戲服飾 

我們訪問黃明隆老師喜歡哪個類型的戲服，他說是傳統布袋戲服，因為與藝術結

合，戲服繡有精美的條紋和圖案。一般人又是喜歡怎樣的戲服呢？為了瞭解一般人對

布袋戲服飾的看法，我們進行了問卷調查，以下是我們的統計和分析： 

 

(一) 研究對象的基本資料 

我們問卷調查的對象主要是身邊的

親朋好友、師長和同學，一共回收 137

份，其中有 8 份問卷漏答，視為無效問

卷，有效問卷共 129 張。本研究的一般

人指的是我們調查訪問的兒童、青少年

和成人，但不能類推到所有人的情況。 

1. 性別 

回收 129 張有效問問卷中，有 56

位男性、有 73 位女性；男性佔 43﹪ 

，女性佔 57﹪。 

2. 年齡 

6-12 歲兒童有 43 位，12-18 歲青少年有 33 位、18 歲以上的成人有 53 位；成人最

多，佔 41﹪，其次是兒童，佔 33﹪，青少年較少，佔 26﹪。 

 

(二) 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圖 2-9  本研究對象的性別、年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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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喜歡看布袋戲嗎？ 

我們調查的對象中，對布袋戲

沒感覺的人有 57 人，佔 44﹪，其次

喜歡的有 49 人，佔 38﹪，不喜歡的

有 23 人，佔 18﹪。可見較多人對於

布袋戲並沒有特別的喜惡；有部分

人喜歡看，原因有：好看、好玩、有趣、

有不同造型、內容精彩、可以學台語；少

數人不喜歡布袋戲，原因有：無聊、沒興趣、聽不懂台語等。 

 

2. 你曾經看過布袋戲的演出地點是在： 

整體而言，曾經在電視上看布袋戲演出的人最多，佔 48﹪，其次室外，有 33﹪，

最少是室內，有 19﹪。兒童在室內觀賞的比例有 38﹪，我們同學在室內看戲的經驗，

多是因為學校邀請過布袋戲專家林銘文老師到校表演分享，在視聽教室觀賞的。 

 

 

 

 

 

 

 

 

 

 

3. 最近一年你看過幾次布袋戲的演出？ 

最近一年看過布袋戲演出 1-5 次的人有 48﹪，沒看過

的人有 47﹪，可見現在一般人很少看布袋戲，只有 5﹪的

人超過 5 次。因為現場演出布袋戲的表演並不常見，所以

看超過 5 次的人主要是從電視或網路上看到的。 

 

4. 對於傳統布袋戲、金光布袋戲、霹靂布袋戲服飾的喜歡

程度： 

我們在問卷上放了傳統布袋戲、金光布袋戲、霹靂布

袋戲服飾的圖片和說明，調查大家對於這三大類型服飾的

喜歡程度。 

喜

歡 

38% 

不

喜

歡 

18% 

沒

感

覺 

44% 

室

外 

33
% 

室

內 

19
% 

電

視 

48
% 

一般人曾看過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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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你喜歡看布袋戲嗎？」統計圖 

▲圖 2-11  「你曾經看過布袋戲的演出地點」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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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次 

48% 

其他 

5% 

▲圖 2-12  「最近一年你看

過幾次布袋戲的演出」統

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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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傳統布袋戲的服飾 

我們調查的對象對於傳統布袋戲服飾的喜歡程度，最多人勾選普通，共有 60 個人；

我們將持正向喜歡、非常喜歡的加起來共有 60 人，不喜歡、非常不喜歡的人共有 9 人。

以年齡層來分析，非常喜歡、喜歡的人以 18 歲以上的成人最多，佔 63﹪，12-18 歲的

青少年最少，佔 22﹪；非常不喜歡的青少年最多，有 9﹪。可見成人對於傳統布袋戲

服的喜歡程度最高，青少年則最低。 

 

 

 

 

 

 

(2) 金光布袋戲的服飾 

對於金光布袋戲服飾的喜歡程度，勾選普通的有 49 人，喜歡、非常喜歡的共有 67

人；不喜歡、非常不喜歡的人共有 13 人；相較於傳統布袋戲服，喜歡的人增加了，不

喜歡的人也增加了一些。以年齡層來分析，非常喜歡、喜歡的人以 6-12 歲以上的兒童

最多，佔 56﹪，12-18 歲的青少年最少，佔 40﹪；非常不喜歡的青少年最多，有 6﹪。

可見金光戲服閃亮的特色吸引更多兒童的喜愛，但是並不特別吸引成人和青少年。 

 

 

 

 

 

 

(3) 霹靂布袋戲的服飾 

對於傳統布袋戲服飾的喜歡程度，最多人勾選非常喜歡，共有 46 個人；非常不喜

歡的人最少，有 9 人。以年齡層來分析，非常喜歡的人以 6-12 歲的兒童最多，佔 47﹪，

12-18 歲的青少年最少，佔 24﹪；非常不喜歡的青少年最多，有 9﹪，18 歲以上的成人

最少，有 2﹪。整體而言，對於霹靂布袋戲服持正向喜歡、非常喜歡的人有 85 人，比

傳統 60 人、金光 67 人多，可見一般人對於霹靂布袋戲服的喜歡程度是最高的。 

 
6-12 歲 12-18 歲 18 歲以上 全部 

非常喜歡 27% 16% 21% 22% 

喜歡 18% 6% 42% 25% 

普通 51% 63% 33% 46% 

不喜歡 4% 6% 4% 5% 

非常不喜歡 0% 9% 0% 2% 

 
6-12 歲 12-18 歲 18 歲以上 全部 

非常喜歡 23% 12% 11% 16% 

喜歡 33% 29% 44% 36% 

普通 35% 44% 37% 38% 

不喜歡 9% 9% 6% 8% 

非常不喜歡 0% 6%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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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傳統布袋戲服飾喜歡程度」人數統計圖 

表 2-2：各年齡層對「傳統布袋戲服飾喜歡程度」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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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金光布袋戲服飾喜歡程度」人數統計圖 

表 2-3：各年齡層對「金光布袋戲服飾喜歡程度」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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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四、布袋戲服飾的設計與改變 

現在一般人很少看布袋戲，我們認為布袋戲很難與讓很多人沈迷的電玩一決高下，

也很難在現代當大家的娛樂節目，但是如果變個裝，把衣服換成動漫人物的服裝？或

是換成夏威夷草裙？還是變影視人物？這樣，也許有一天，布袋戲又可以在台灣的舞

台上發光發熱。因此，我們想了一些設計與改變布袋戲服飾的方法，透過問卷請大家

勾選個人的喜好，可以複選，選項有：卡通造型的服飾(例如：新幹線機器人、偶像學

園……)、現代流行服飾、影視人物的服飾(例如：復仇者聯盟……)、臺灣原住民服飾、

各國傳統服飾(例如：日本和服、美國夏威夷草裙……)、自己動手彩繪、增加亮片珠寶

等裝飾、其他，調查結果分析如下： 

 
表 2-5：「布袋戲服做哪些設計或改變會吸引你更想看布袋戲」人數比例 

 

從統計圖表可以看出

有半數以上的人喜歡的設

計或改變是：E.各國傳統

服飾(57﹪)、F.自己動手

彩繪(56﹪)、C.影視人物

的服飾(50﹪)，而 G.增加

亮片、珠寶等裝飾最少

(16﹪)。其他的建議還有：

設計現代動漫的造型、藝

術家或設計師聯名創作款，

增加配備如武器、LED 劍、魔術道具等等，不過，仍然有人覺得回歸傳統比較吸引人。 

  6-12 歲 12-18 歲 18 歲以上 全部 

非常喜歡 47% 24% 31% 36% 

喜歡 21% 18% 44% 30% 

普通 19% 34% 17% 22% 

不喜歡 4% 12% 6% 7% 

非常不喜歡 9% 12% 2% 5% 

設計 A.卡通 B.流行 C.影視 D.原民 E.各國 F.DIY G.裝飾 H.其他 

人數 47 57 64 38 73 72 21 24 

比例 36﹪ 44﹪ 50﹪ 29﹪ 57﹪ 56﹪ 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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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霹靂布袋戲服飾喜歡程度」人數統計圖 

表 2-4：各年齡層對「霹靂布袋戲服飾喜歡程度」比例 

▲圖 2-16  「布袋戲服做哪些設計或改變會吸引你更想看布袋戲」

人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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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訪問黃明隆老師「布袋戲戲服要怎麼做或改變，才能讓現在的孩子更喜歡布

袋戲呢？」老師的回答是，戲服還好，不過要讓小孩看懂，語言是最大的問題，現在

觀眾聽不太懂閩南語；有一位鋼琴老師則是表達，改變音樂才會更吸引她看布袋戲；

還有人建議，可以嘗試劇情參考現代劇如偶像劇、八點檔等，或是請明星配音增加話

題性，這些都是值得參考的建議。 

 

參●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布袋戲的服飾小巧美觀學問大 

布袋戲綜合了戲劇、文學、美術、音樂、舞蹈等藝術美，穿在戲偶身上的服裝不

只美觀，還用來區分角色的男女、文武、身份、地位及性格。傳統戲服適合手掌操演

大小，沒有腰身，雜揉唐宋元明清朝的樣式，精巧的刺繡，吉祥的圖案，文官穿蟒服，

武將穿戰甲，多種服飾以適合不同情況穿著，布袋戲服飾的學問可真不少。 

 

(二)從傳統到創新，布袋戲服飾風格多變 

布袋戲為了配合觀眾喜好、演出需求，加上社會的改變，產生重大的變革。金光

布袋戲的戲偶尺寸加大，服飾使用亮面布材，搭配亮色配件，使之亮眼；霹靂布袋戲

的戲偶尺寸更加擴大，比例接近真人，服飾著重布料配色與裁縫，更加精緻化，呈現

多元的樣貌。不同的服裝造型、材質與裝飾，呈現不同的藝術美感，都曾經吸引大量

的觀眾為之著迷。 

 

(三)霹靂布袋戲的服飾最受一般人喜愛 

我們調查的對象對於布袋戲服飾的非常喜歡程度，霹靂布袋戲服最高，其次是傳

統布袋戲服飾，金光布袋戲服飾最低。2006 年行政院新聞局舉辦網路票選臺灣意象的

活動，布袋戲名列第一，勝過玉山和台北 101 大樓，當時最流行的就是霹靂布袋戲，

可見時尚、華麗、精緻、多元的服飾風格最受一般人喜歡。 

 

(四)設計與改變布袋戲的服飾，提高看布袋戲的意願 

我們透過調查，發現有 50﹪以上的人喜歡的設計或改變是：各國傳統服飾、自己

動手彩繪、影視人物的服飾，所以日本和服、美國夏威夷草裙，或者復仇者聯盟、蜘

蛛人等，都是可以嘗試的改裝，還有讓人們自己動手設計彩繪布袋戲服飾，也會很吸

引人。有人懷念傳統布袋戲服，有人喜歡創新的作法，透過戲服的改造來提高人們看

戲的意願是很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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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 建議政府開設布袋戲館，提供導覽參觀 

我們在進行研究時，原本想參觀布袋戲展館，網路搜尋到雲林有布袋戲博物館、

台北有台北偶戲館、宜蘭有臺灣戲劇館，然而花蓮並沒有相關展示的地方。我們建議

政府能開設布袋戲館或提供一個空間展示各種布袋戲偶，讓民眾可以親眼認識布袋戲，

欣賞服飾之美，如果可以親手幫戲偶穿換服裝、動手畫戲服、操演戲偶就更有趣了。 

 

 (二) 建議學校或有關單位舉辦布袋戲推廣活動 

現代人有各式各樣的休閒娛樂，布袋戲已經愈來愈少人看了，我們希望透過服飾

的改裝吸引更多人的注意，但是又擔心這樣不能保留傳統，或者會讓傳統布袋戲更快

沒落。因為學校舉辦過布袋戲的活動，我們感到新奇又有趣；我們參加過創意布袋戲

比賽和表演，更加深我們對布袋戲的情感。所以如果政府機關、民間團體和學校多推

動布袋戲活動，讓大家更了解傳統布袋戲，在戲服、劇情、語言、音樂等也可以有創

新的改變，布袋戲才能繼續傳承，長長久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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