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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緣起  

    台灣廟會或喜事不可或缺的活動是陣頭，陣頭是台灣民俗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因為我
們小組裡有一個梁政凱同學，他的爸爸常常帶他去參加神明繞境的活動，耳濡目染下他學

會了跳八家將和官將首。有些大人很熱衷陣頭的活動，但是有些大人卻覺得參加陣頭好像

是壞小孩才會去做的事，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個行動研究讓我們真正瞭解什麼是八家將和

官將首代表的意義和陣頭文化的重要性，我們更想做的是讓這個陣頭文化能製作成桌上遊

戲，讓小朋友都能認識這個文化。 

 

二、	 研究流程圖  

 

三、	 研究目的 

1. 了解八家將和官將首陣頭的由來。 
2. 了解八家將和官將首各個成員。 
3. 了解陣頭文化對小朋友的影響。 

   Feel感受身邊困擾自己的問題，發現問題，提出討論。 

      確立研究的主題 

 

         進行主題的研究 

網路上 

蒐集資料 

去同學家看

陣頭的法器 

訪問 

梁奕仁先生 

學習畫臉譜

和跳八家將 

       資料整理 

 

       研究結論 



陣頭文化 八家將和官將首 

 3 

貳、正文  
 

一、	 八家將和官將首陣頭的由來 

「民俗藝陣包含「藝閣」  與「陣頭」兩大類，藝閣原稱「詩意閣」，是根據詩詞、
神話、民間故事情節，將故事中人物、場景裝置於平閣或車上，藉由人扛或車輛移

動作展示，至今大都演變成為電動燈車。陣頭則是以「落地掃」型式沿街作定點演

出，其情節單純、表演時間短暫，且妝扮、樂器、音樂曲調也較簡易。」（李易容等，

2015） 

簡單的說，「陣頭」就是帶頭作動態表演的團隊，是台灣民間廟會以及喜慶等各式活動中不

可或缺的表演。早期農業社會裡，「陣頭」是迎神賽會酬謝神明恩典的禮儀，更是當時淳樸

的農業社會人們生活中的主要娛樂。 

(一) 八家將是在清道光年間傳入台灣，由福建福州派至台灣鎮守台南府城的福州籍官兵，迎請原 
鄉五福大帝信仰至府城，才將八家將文化流傳開來。只在進香活動時有出陣，其餘的時間是

不出陣的。 
 
(二) 民國三十六年才有「官將首」正式出陣的紀錄，官將首起源於台北縣新莊市大眾爺廟，地藏 

王菩薩有感人間邪惡當道、妖魔橫行，單靠八家將能力無法阻擋邪惡勢力，因此特命駕前護

駕將軍俗稱鬼王或叉王，升格為官將首，又以左右護法文武將軍韓青龍、薛惡虎一同巡守陰

陽界，以保人間淨土。 
 

二、	 了解八家將和官將首各個成員 

 
(一)八家將的成員﹕ 
 
       八家將緣自中國民間信仰中五福王爺幕府專責捉邪驅鬼的八位將軍，這八位將軍亦是陰間 
    神明，所以八家將會作為陰間神明的隨扈，現在也會當王爺、媽祖等所有廟宇的開路先鋒，擔 
    任主神的隨扈。分別是﹕ 
 
      1. 甘將軍：通常將臉譜畫有紅、黑陰陽目者稱為「甘將軍」，手執戒棍。 
 
      2. 柳將軍：畫有陰陽臉譜且位於謝將軍之前者為「柳將軍」，也可暱稱為「柳仔伯」。手 
         持戒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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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謝將軍：俗名「謝必安」，扮演者頭戴白色長帽上書「一見大吉」字樣，臉譜多畫「白 
        底蝙蝠目」，額頭則以紅朱上書一「中」字，其手持刑具有火籤、頭枷、羽肩等追捕罪犯         
        的用具，通常都是由較瘦高的成員扮演。 
 
      4.范將軍：俗名稱為「范無救」，由黑猴化身，因此身材矮胖是特徵，頭戴四角方帽上書「善 
        惡分明」，大部分都身穿黑衣或藍袍，刑具也多為銬鎖罪犯之鐵鍊、銅鎖或虎頭牌等足以 
        讓罪犯聞聲喪膽的刑具。 
 
      5.春神：『何將軍』著白袍，畫龍面(蓮)，俗稱蓮花面，外手持扇，內手執花籃，意在潑醒 
        犯人之用。  
 
      6.夏神：『張將軍』著紅袍，畫龜面(梅)，外手持扇，內手執火盆，意在烙燒犯人之用。  
 
      7.秋神：『徐將軍』著青袍，畫鳥面(竹)，外手持扇，內手執金光鎚，意在敲打犯人之用。  
 
      8.冬神：『曹將軍』著黑袍，畫虎面(菊)，俗稱葫蘆面，外手持扇，內手執毒蛇，意在嚇拷 

犯人之用。  
 

 
圖1：八家將的成員 （圖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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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官將首的成員﹕ 
 

         青面損將軍與紅面增二將軍本來是危害人間的，後來被地藏王菩薩收服，成為地藏王菩     
     薩左右護法。二將軍平日專司監察人間善惡，默默記錄。 
      
         增將軍以紅臉武將造型，手拿火籤及虎牌，看到好人就增加他的福壽。損將軍以綠臉武 
     將造型，手拿三叉及令，看到壞人就減少他的性命，所以叫做「增、損」二大將軍。 
 

 
圖2：官將首的成員 （來源：網路） 

 
 
 

三、八家將與官將首的差異點 

 
    「在台灣本土文化逐漸成為顯學之際，關於家將類(指全台十九種有家將性質之藝
陣)的研究仍然十分欠缺，尤其是發源於台北縣新莊地藏庵俊賢立之「官將首」團的研
究。」（呂江銘，2002）。 
 
    我們讀完蒐集的資料後把八家降與官將首的區別整理如下：「八家將」的服飾會露出肩
膀且動作較陰柔，「官將首」不但不露肩，還有華麗的坎肩且動作較陽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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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扮演八家將與官將首的禁忌 

 
         每次在迎神廟會時，八家將具有捉拿掃蕩鬼邪，鎮守護駕的意涵，宗教性質十分濃厚， 
     所以禁忌相當多。 
 
     (一)出將的前一個禮拜不得吃肉以免遭到天遣  
     (二).不得去觸碰女生  
     (三)出軍時不可喝酒及吃檳榔和抽煙  
     (四)臉打好的時候出去不得說話，  
     (五).出軍時看到喪家要遮臉 
 

五、陣頭文化中的精神與藝術 

 
    「集合了臉譜、服裝、刑具、兵器、陣法、腳步、拳勢等藝術、武術、道術內涵
的正港家將文化，其精彩炫目的物質性存在與震攝人心的精神力。」（妙蓮生、吳寧馨，

2011）由上述可見陣頭文化融合了包括藝術、武術、道術等多元的文化。在每一次精彩的出
陣背後，是中華文化的傳承，但是這些是常常被我們所忽略的。因此我們希望能將陣頭的文

化與藝術結合文創，讓更多人把這個屬於臺灣的文化傳承下去。 

 
參、結論: 
 
一、	 八家將與官將首出巡前，長輩都會很認真地準備神轎、法器，表演的人要練習等等，所以 
     我們覺得要籌備一個活動，需要很多的準備。 

 
二、	 這次研究讓我們真正了解每一個八家將和官將首的成員，他們是什麼神明，穿什麼樣的衣 

 服，畫什麼樣的臉譜，還有他們是管理什麼事情的，每一位成員都有重要的責任。 
 

   三、.我們希望能將陣頭文化讓更多小學生了解，讓他們知道八家將與官將首除了是神明的隨扈 
       之外，每一個成員都有一個故事，希望我們能繼續研究，將八家將與官將首設計成桌上遊     
       戲，讓大家邊玩邊認識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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