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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108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獨立研究作品徵選 

作品說明書 

 

作品編號：  

 

組別：      □國小組                    □數學類 

                                      

                                        □自然與生活科技類  

                                       

            ■國中組                    ■人文社會類 

 

作品名稱：  
－車鼓陣的歷史與傳承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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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訓練階段 

一、近二年學校獨立研究課程之規畫 

獨立研究課程，最早為學校設計提供給資優班的課程，初時以帶

領學生進行科展研究為主，由教師指導學生從課本延伸，找尋研究題

材，進行主題探究。 

這些通常要花費相當長的時間投入，是以除正式課程外，學生通常

得利用假日時間返校進行研究。 

近幾年來，隨著彰化縣辦理獨立研究競賽，始了解獨立研究較科展

而言，更強調與學習的連貫性，強調延伸所學以擬定想探究的主題，並

擴大範圍至全面向，是以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外，更有人文科學均為

其範疇。這充分給了想進行研究的學生一個好機會，無論是具有數理學

術優異傾向、語文學術優異傾向又或者是兩者都有的學生一個適合他們

展現的舞台。 

學校曾延請彰師大特教系教授蒞校進行獨立研究的講座，鼓勵學

生人人均可嘗試參與研究，並於輔導室、設備組與各領域召集人處備

有近年彰化縣獨立研究得獎成果冊供師生借閱；更於學校首頁闢有獨

立研究文件專案專區，提供獨立研究方法及相關訊息下載；指導老師

亦會主動詢問，掌握其進度，使學生能把握暑假期間，投入研究。今

年也進行校內初選，以提振參賽的質與量。 

二、學校如何提供該生獨立研究訓練 

學生的研究及發表能力，將是十二年國教新政策下的一個重視的環

節。學校整合科展與近年之彰化縣獨立研究競賽紙本書面（成果冊、光

碟）提供師生借閱，並在網站上闢有科學教育及獨立研究專區提供研究

資訊（包含研究方法、如何擬定主題及研究計畫、歷年簡章辦法、得獎

作品等）。教師群中，亦會由有經驗的老師帶動小班群共同激勵，強化

學生參賽的動機及給予正確的指導。感謝學校設備組長規畫實施多場的

科展系列研習，讓學生也可將參加科展研習所習得的研究方法，套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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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獨立研究。硬體方面，學生無論是週六、日或暑假期間，均全面開放

電腦教室、Ｅ化教室等電腦設備，供學生使用，並有老師陪同現場指導。        

雖是漫漫時日，但也是另類學校特色。 

三、學校如何提供該生獨立研究訓練 

茲就「課堂學習增能活動」與「指導學生參賽」二方面，分述本校提供

學生的獨立研究訓練之內涵： 

(一) 課堂學習增能活動 

1.激發學生增進解決問題的能力及團隊合作之推動。 

2.鼓勵學生發展演繹之能力並協助建構組織運思。 

3.訓練學生之邏輯表達並安排其發表機會。 

(二) 指導學生參賽 

1.有經驗的老師帶動小班群共同激勵，強化學生參賽的動機。 

2.規畫實施多場的科展系列研習，讓學生也可將參加科展研習所習得

的研究方法，套用在此獨立研究。 

3.引導學生對研究主題分析，建構研究步驟與方向。 

週六、日全面開放電腦教室供學生使用，並有老師陪同指導。 

4.獨立研究競賽成果冊提供借閱觀摩，以見賢思齊。 

貳、獨立研究階段 

一、研究動機 

雅溝社區是我的家鄉，車鼓陣是重要的農村文化保存技藝之一。

因車鼓陣這項技藝文化即將被我們遺忘，這就引起本組極大的研究興

趣。所以我們興緻勃勃的開始找起那位國寶級車鼓陣大師。後來驚訝的

發現他是我們社區(雅溝里)的里民，更驚訝的是他就在我們家斜對面的

古厝內。於是就開始展開了我們的研究動機。 

二、擬定正式計劃、研究問題及工作進度表 

(1).擬定正式計劃 

和美鎮是歷史悠久的鄉鎮，但知道和美鎮雅溝里的人卻寥寥無幾。



3 
 

全臺灣擁有車鼓陣技藝的傳人屈指可數，其中有一位大師(施朝養)就在雅

溝里裡，我們下定決心研讀有關車鼓陣與雅溝里有關的部分，並尋訪那些

地點，尋找新舊照片，拜訪當地的耆老，為雅溝里庶民口說記錄，並對車

鼓陣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2).研究問題 

1.了解車鼓陣歷史 。 

2.了解車鼓陣音樂。 

3.如何使用車鼓陣樂器。 

4.了解車鼓陣目前遭遇到的困難。 

5.了解車鼓陣在台灣南部的使用節慶。 

  

(圖 1)和美地圖-和美雅溝里社區導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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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工作進度分配表 

  

目標修定 

收集相關資料 

訪談問題 

車鼓陣由來 

車鼓陣的特色 

施朝養先生的人生史 訪問主角 

錄音和筆記整理 實地勘查記錄 

地名分析 

結論 

當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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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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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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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週的工作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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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彙整相關文獻 

 (1).和美相關文獻探討 

《歷史沿革》 

     根據和美鎮誌記載，於開闢之前，為半線社、阿束社平埔族

之地。漢人移入形成漢人街庄後，因當地處漳泉接觸地帶，寓意

「漳泉和睦相處，創建美好地方」，故名「和美」。 相傳先民移

臺，來自漳泉二地移民，係以詔安圳為界，以東大多為漳州移民，

以西則多為泉州移民生聚之所。 

《地方特產》 

 和美紡織、和美雨傘、楊家香肉品、噴水貢丸、和美圓環素

食、百年手工麵線…等均馳譽海內外。其中，車鼓陣為數一數二

重要的文化資產，值得被後人繼續傳承下去。 

道東書院創建於清咸豐7年，次年完

成；原是一所不受官府監督的地方學堂，

也是彰化現存六所書院中。昭和11年於道

東書院創「開善社」，為和美地區重要的詩

社。 

      (圖3)和美道東書院正殿 

 

『愛在開傘時，讓我們一起為愛撐傘』

一萬多個日子，辛勤的雙手穿梭在布料與

金屬間，靈活的進行裁剪、縫製與組裝。

承載著百來人用心製作的彩虹屋晴雨傘就

此誕生。 

      (圖4)卡里善之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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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過這條小小的隧道，可抵達番仔溝

挑水古道，感覺這裡相當充滿神祕感耶，

隧道裡也不單調，充滿各種彩繪及立體的

裝置藝術。 

  

    (圖5)雅溝里彩繪巷  

 晴天曬麵線，2小時就得收進屋內，

曬太久麵線變硬很容易斷，過程絕不能省

略人揉麵，用力揉、使勁揉，揉出麵糰彈

性，麵線才有Q軟口感。雅溝里 

 

                                            

      (圖6)雅溝里百年手工麵線 

  在整理完此相關文獻後，本組想對車鼓陣做更深入的研究，以找出其

有趣之處與興衰，以幫助了解此文化資產對地方的重要性。 

四、資料分析 

(一)車鼓陣 

1、車鼓陣的由來 

  「車鼓陣」又稱「弄車鼓」，關於其興起背景眾說紛紜：起於明

鄭時代，由軍隊演變而來；或說為慶祝豐年而來；另有一種說法是

說車鼓陣流傳至閩南，結合當地音樂和表演形式而成；甚至還有人

說車鼓陣是由台灣本地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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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傳清朝時期，某年台灣南部整年乾旱，五穀不登，民不聊

生，眾人只能日夜向天祈雨，後來果然天降甘霖，大地重展

生機，大家有的敲竹擊弦,有的載歌載舞，最後演變為車鼓

戲。這是台灣車鼓戲由來的民間傳說。   

(2).同安新圩某村有一對老夫妻，開豆腐店，夜裡磨豆腐悶得慌，

老夫婦彼此編歌對唱，互相打趣，藉以驅除疲勞。後來，鄰

居聽老夫婦唱歌，覺得生動而饒有風趣，便紛紛邀請他們到

家裡去唱。但他們原來是磨豆腐時唱的，到別處唱總不能背

個笨重的石磨去。因此，老夫婦便想出一個主意，用斗籃代

替石磨。石磨像個大鼓，故稱「車鼓」。「車」是「車轉」

的意思。「車鼓弄」就是抬著鼓，轉動身子表演的意思。後

來演唱逐漸從室內到室外，表演道具也就用輕便的篾籃代替

笨重的石磨，並逐漸形成了一套具有獨特風格的表演形式。    

  

 (3).古代有『昭君和番』的故事，中原有出一位昭君，是個美人。

番邦在這裡爭取禮聘，中原派昭君前往和番，昭君利用番邦

人士組成藝陣，名為車鼓弄，或是稱為番婆弄。 

 

 民國 70-80 年，慢慢的大家覺得這項娛樂活動非常的歡樂，每個

人都掛滿笑容，所以在一些高年的長輩過世時，為了讓死者歡歡喜喜

的和家人告別，不要讓家人沉浸在悲傷中，所以車鼓陣也會出現在喪

禮。 

「車鼓陣」是臺灣最早的民間藝陣。早在清康熙三十二年臺灣府

貢生陳逸有 篇「艋舺竹枝詞」中提到當時的「車鼓」說：「誰家閨秀

墮金釵，藝閣妖嬌覆塞 街；車鼓逢逢南復北，通宵難得幾場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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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台灣，車鼓陣的人才多集中在南部，表演也以南部較常

見。而原本車鼓陣表演的即興成分很重，但現今看到的車鼓陣表演。

大多是播放事先錄好的錄音帶，配合固定的舞步，也少即興演出，造

成這個狀況的原因有許多：演奏絲竹樂器人員的不足、降低演出的人

事費用、機器不會鬧情緒等等。 

(4).雅溝里車鼓陣在當時的起源是有

五位老師所教起。 

 

    

 

 

 

         

 

（圖 7）採訪照片-與施朝養阿公合照 

   之後民國 35年光復，這五位老師，努力恢復民俗技藝-車鼓陣)。 

 

    左圖是於台灣日治時期出生於彰化郡鹿港

街，為知名的國寶級雕刻家。並於 1987 年榮獲國

家教育部第三屆「民族藝術薪傳獎」。曾獲辜振甫

題贈「獨步藝壇」匾額。 

 

 

 

    (圖 8)吳清波老師 

 

張贊 

吳銀 

施鴉角 
施朝養之父 

吳清

謝水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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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陣頭之數量，文獻上所見至少有兩百種以上，長期以來不論民

間或學界， 最為人所熟知的分類方式，是依演出性質分為「文陣」與「武

陣」兩種，直至 1990 年代以後，才有其他的分類方式出現，且分類多

元。而最早的傳統文、武陣分類方式，至今仍被普遍使用。 

 

有關文陣與武陣之區別，有不同的解讀方式。有認為文陣具有完整

的後場伴奏、有故事情節、有對白、娛樂性強、活動力較小的特徵；武

陣特徵為宗教性質強烈，多帶有武術、特技的表演，後場伴奏大多只使

用鑼、鼓、鈸等打擊樂器，節奏性強，目的在製造高潮，增添熱鬧喧闐

的氣氛。相較於文陣，武陣活動力較大，表演形式多為只舞不歌。亦有

認為陣頭中有使用「兵器者」才稱為武陣，如宋江陣、宋江獅陣、宋江

龍陣、宋江鹿陣、金獅陣、五虎平西陣、白鶴陣等；其餘則屬文陣，如

跳鼓陣、八家將等。 

 

車鼓陣的特色分為兩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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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曲 

                       (圖 9)樂器與音樂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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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組織與人物介紹 

      阿公:煙斗 

       阿婆: 葉扇 (檳榔樹做成的) 

       丑角:四寶(四塊竹板) 

       旦角:綉絹、紙扇          葉扇送清風  打死蚊子王     

                                 雖然不值錢  暫渡用半年  

2.角色的服裝與道具 

★丑 

 一種是穿著較整齊以配合遊行遶境的裝扮，丑角頭上帶著西

裝帽，臉上掛著八字鬍，手拿一支拐杖。 

 另一種是田僑仔造型，頭上帶著由簑草製成的帽子，臉上帶

著八字鬍，手拿一隻煙斗，脖子還綁著一條毛巾，衣服不扣鈕釦，

褲頭翻出來，褲腳捲起一長一短，呈現如同在田裡做庄稼的裝扮。 

★生 

「生」則身穿男裝、束帶，手拿四寶、打板，調整音樂節奏，

一邊唱一邊搖擺身體，並且和小旦互相對話，撒嬌、唱歌相褒、

或是相虧（打趣），唱詞咬字需十分準確，一氣呵成。 

★旦 

 身穿鳳仙裝，左手拿紗巾，右手拿扇子，輕輕搖動身軀，體

態婀娜多姿，千嬌百媚，不時向小生拋媚眼，或和丑角一同唱答。 

 演出時，首先由丑角「踏大小門」、「踏四門」，接著把旦角

引出場，兩人邊歌邊舞，一唱一答。丑角的動作誇張活潑、滑稽

逗趣；旦角的動作較為優雅、細膩柔和，演員的活動範圍不大，

大概是受限當年在牛車上面表演限制的影響；舞步變化多用「對

插」、「雙入水」、「雙出水」的旋轉方式，丑與旦走「8」型或「內

8 字」型，丑角的轉動幅度比旦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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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表演程序言，車鼓表演雖無扮仙，但仍有踏大小門、踏四門、

謝神等一定的基本程序，尤以在廟前表演更不能廢。踏大小門、踏四

門有對神明、對觀眾先「行禮致敬」之意，所用音樂為【四門譜】及

【囉嗹譜】。丑角在踏完四門引旦出場後，通常表演【共君走到】、【拜

謝神明】等曲，以示對神明之尊敬，然後才演出其他曲子。最後通常

以【團圓】收場，特別是受有喜慶之家的邀請演出，必以【團圓】之

曲作為祝賀邀請者大賺錢、大團圓；然今常有以【再會歌】等流行歌

曲取代。如在廟前演出，最後須演出【謝神】收場。 

丑一旦式、一丑二旦式、二丑一旦式、二 丑二旦式、二丑三旦式、

一丑一旦多組式等，今以一丑一旦多組式最為常見。 

              

   (圖 11)丑的造型                 (圖 12)生的造型      

 

  (圖 13)旦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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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紙扇          (圖 15) 拐杖、煙斗 

      

(圖 16)四寶          (圖 17) 綉絹            (圖 18) 葉扇 

                    

   ★樂器(文樂) 

1.二弦 

2.三弦 

3.大廣弦 

4.橫笛 

5.月琴 

6.小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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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9)二胡         (圖 20)三弦              (圖 21)大廣弦    

  二胡屬於中高音,     音色乾澀，音量           音色較高亢激昂，  

  材質使用蛇皮等      大。三弦音域多          整體使用竹製 

。                    於 3 個 8 度。                  

                   

 (圖 22) 橫笛          (圖 23) 月琴           (圖 24) 小吹  

   膜孔越大，笛膜就      圓形音箱為木製        音色音量的變化大     

   越鬆，笛子的絕對      量較小，音色清        ，且能作出很圓滿 

   越低。                脆柔和。              高就的音滑音。 

 

★武樂: 

1.鼓 

2.鑼 

3.響板(銅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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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鼓                (圖 26) 鑼           (圖 27)響板       

      鼓是一種打擊樂器，       聲音宏亮、強烈、    聲音清脆響亮     

      也是一種通訊工具         力度變化幅充大    

 

 車鼓演出有完整的後場伴奏，文獻上所見的樂器有：噯子、笛、殼子

絃(大、小椰胡)、大管絃、月琴、三絃、四塊、大鼓、小鼓、通鼓、大鑼、

小鑼、叫鑼、大鈸、小鈸、小鐃、小銅鐘、梆子等，但多數民間藝人認為

除四塊外，車鼓不用打擊樂器，迎神賽會時為增添熱鬧喧闐氣氛，有些團

體才會增添噯子、大鼓、大鑼、小鑼、大鈸、小鈸等音響較粗獷、豪邁的

樂器。 

 

車鼓舞作內容描述台灣農閒時，男女娛情的歌舞，為台灣小戲的一種，

男以誇張調弄的動作，女以交揉搖擺的身段，形成活潑有趣的雙人舞。車

鼓陣的演出活潑生動且滑稽逗趣，即興成分濃厚，題材多為男女私情、家

庭問題或表現是非善惡等社會事件；歌唱素材多來自地方民謠，或是民間

藝人 的創作；「答嘴鼓」、「四句聯」和「相褒」是車鼓弄的一大特色。 車

鼓陣的唱詞以七個字為一句，四句為一段的情形最多，也有五個字為一句

或是長至八個字為一句的唱詞，但是這種情況比較少見。唱詞的節拍以一

句三拍為主，而節拍的快慢，通常視劇情需要而定；而且說白必須咬字準

確一氣呵成，尤其是以四句作為一段內容的「四句聯仔」，更須特別講究。 

 

    從前鄉村迎神賽會，農閒節目的慶祝活動以及新婚鬧洞房等喜慶日



17 
 

子，都很盛行。現今的車鼓陣較少出現在廟會場合，但為了生活所需，現

在的車鼓陣也會在喪葬場合或是藝文活動中出現，其中以喪葬場合演出最

為頻繁，主要是車鼓熱鬧、詼諧逗趣的劇情內容可使亡者家屬減少哀傷之

痛。 

    目前臺灣車鼓陣的表演有現場演唱或播放音樂兩種方式，由於經費因

素，大部分的演出都是以播放錄音來代替現場伴奏。 

南管系統文陣演出形式包含載歌載 舞、只歌不舞兩大類，前者如車鼓陣、

竹馬陣、牛犁陣、桃花過渡陣、七響陣、番婆弄、才子弄、拍手唱、挽茶

車鼓陣等； 後者如太平歌陣、文武郎君陣、南管陣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為車鼓陣、竹馬陣、牛犁陣、桃花過渡陣、七響陣、太平歌陣、文武郎君

陣等。 

 

 

 

 

 

 

(圖 28)唱腔結構示意圖 

車鼓陣的音樂：車鼓陣所用的音樂，變化多端，有些使用流行音樂改造而

來，如:桃花過渡、牛犁歌 

 

桃花過渡 

正月人迎尪囉 單身娘子守空房 嘴吃檳榔面抹粉 手提珊瑚等待君仔伊都             

咳仔囉咧咳噯仔囉咧噯噯仔囉咧噯仔伊都咳仔囉咧咳 

 

民歌系統 南管系統 

前奏+曲+尾奏 起譜+曲+落譜 

唱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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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犁歌 

手牽著犁妹喂，透早天未光，奈噯唷犁妹喂。 

水冰透心腸，大家合力啊，來打拼噯唷喂。 

 

   

    (圖 29-1)          (圖 29-2)  (圖 29-3) 

(圖 29)不同人所演繹出的車鼓陣 

 

劇情解析：桃花過渡 

 劇情是在描述桃花姐渡河時碰上老不修的撐渡伯，倆人約定要

唱歌互褒。若桃花姐贏了就可以免費渡河，而如果撐渡伯贏了，就

可以娶桃花姐為妻。而聰明的桃花姐與撐渡伯約定以月份為開頭，

並且由撐渡伯先唱。我們都知道，月份有十二個月，當然是誰先唱

先輸，笨撐渡伯偷雞不著蝕把米，最後落得免費送桃花姐渡河 

 

五、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延續及困境 

科技日益發達的現代，人們所從事的休閒活動大多是看電視、看

電影、玩手機等高科技產品。古時人們所用來消遣時光的民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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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隨著時光的洪流逐漸消逝，鮮為人知。 

 

    在眾多逐漸消失的民族藝術中，有一項就是我們正在追尋訪問的

車鼓陣。根據查詢到的資料，我們得知，車鼓陣是一項十分古老的民

俗藝術，早在清朝時就已聞名中國，並傳到台灣，成為台灣當地一項

農閒時所從事的休閒活動。 

 

    但在民國三、四十年的時候，台灣正面臨經濟起飛，農業社會轉

型為工商業社會的時候，人們大都從鄉村轉往都市打拼，鄉下只剩老

人與小孩。老人家傳的傳統技藝，只好傳給年幼的孫子，但長大後由

於經濟壓力的緣故，卻只有少數人會以它為執業，並繼續傳承。那時

雖還有傳統陣頭存在，但只在鄉下上演，且數量愈來愈少。 

 

    之後台灣又進行了許多的經濟改革，人們的生活愈來愈富庶，高

科技產品也在台灣廣為流傳，使台灣愈趨科技化。都市人們生活步調

忙碌，生活觀念先進，兒時記憶裡的陣頭表演，也逐漸被淡忘。 

 

在時代背景、觀念改變以及經濟改革等因素下，車鼓陣也逐漸沒

落。直到近幾年，政府提倡「一鄉一特色」，才使許多被人遺忘的民俗

藝術浮上現今的社會。但是現在所看到的民俗陣頭表演，大都是老師

傅一手包辦，很少有年輕人願意學習。  

 

    根據我們訪問的車鼓陣藝師施朝養先生表示，現在這個工商業繁

榮的社會，願意學習傳統藝術的人已經非常稀少，有的人只來學習幾

天就放棄，沒有持續的學習。不過也有父母將小孩送去學習，真心希

望這些逐漸消失的技藝可以繼續傳承下去。對於車鼓陣即將走入歷史

這件事，施朝養先生感到非常的憂心，所以他現在積極到各國中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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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教授車鼓陣，希望藉由培育社會未來的棟樑，能將這份寶貴的民俗

藝術繼續傳承下去。 

 

(二)、車拼 

正月十五迎花燈，每個庄里派出陣頭代表出來車拼，施朝養為了

應付以雅溝里之名出場比車鼓陣。車拼一演就是半個月以上，湊熱鬧

不以營利為目的(純屬人情贊助演唱)施朝養原本是東寶的代表，但是

有時候會到西寶表演。沒有錢拿，只是為了一碗米粉湯可以溫飽肚子。 

                     

                  東                          西 

                  寶                          寶 

                            （圖 30）和美陣頭 

 (三)、雅溝里車鼓陣 

『和美雅溝民俗才藝』早期名為『和美鎮雅溝里才藝車鼓陣』，是

當時 57 歲的施朝養老先生於民國 77 年成立的，演出的內容鄉土又生

動活潑、詼諧逗趣，廣泛好評，令人拍手叫好。其藝團成立至今已有

26 年的歷史，當年 57 歲的施朝養老先生也已高齡 83 歲，但他老當益

壯，表演起車鼓陣也不讓人覺得他已過耄耋之年。 

 

    雅溝里早期就有車鼓陣，主要為因應各庄頭相互間之熱鬧而演

出。施朝養先生出生於和美鎮雅溝里，12 歲時師承其父施鴨角，15 歲

時就已轟動當地，尤以丑角更受喜愛。其以急智之口才、富鄉土味清

新悅耳之音質、逗趣之長相，加上其才華與傑出之表現，成為車鼓界

之奇葩，雖曾與薪傳獎失之交臂，他不但是和美鎮車鼓陣藝師，更是

臺灣國寶級車鼓陣藝師。 

 車拼大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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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朝養先生曾獲同為和美鎮的許常惠音樂教授讚賞和採訪，並向

文建會等單位大力推薦。1983 年受聘於彰化縣線西鄉老人會，前往指

導車鼓陣等陣頭後，附近的村里、學校等也紛紛聘請其前往傳授技藝，

施朝養先生完全義務教學，一心只想為民俗藝陣的播種盡一分力，他

也到鄰近的大榮、和東、和美等學校授課，傳遞民俗技藝的種子。 

 

1988 年起，各地推行鄉土文化已達風起雲湧之盛況，施朝養先生

見機不可失，乃成立『和美鎮雅溝里才藝車鼓陣』，開始職業演出，迄

2012 年。陸續在彰化、高雄、電視臺、文化機構等地受聘演出，以演

答技巧、生動活潑、詼諧逗趣，獲得廣泛好評。該團亦曾參與華視《好

戲連台》專訪、演出、錄影；以及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與彰化縣文化

局合辦之《國際海峽兩岸小戲大展》活動演出。 

 

(四)、施朝養先生 

台灣光復後，施朝養先生的父親施鴨角與郷里幾位民俗藝師倡議恢

復和美鎮每年正月十五迎燈的活動並重組陣頭，才又讓中斷已久的車鼓

藝術再現生機，當時施朝養先生十三歲，就在這個因緣下接觸車鼓藝術

的訓練,開展他的藝術生涯。 

 

施朝養先生，彰化縣和美鎮雅溝里人，十三歲接觸車鼓藝術至今已

七十五個年頭，身上保留著車鼓藝術傳統的美學，以及自身原創的表演

風格，堪稱當今台灣車鼓藝術最重要傳承者之一。 

 

施朝養先生除精湛的演技外，也擅長編寫「四句聯」、「七句詩」，

作為演出之用，如【男女勸世歌】、【燒酒歌】、【親家親姆相褒歌】、【賭

博相罵歌】等。如: 「老耆自小學作戲，吸引觀眾靠演技， 男人反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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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女，大家看完笑嘻嘻。」「車鼓演出落地掃，上介時行光復後，附

近縣市作透透，哦咾阿伯演技好。」 

 

雅溝里車鼓陣，傳統文化國寶級達人，獲獎無數，真正雅溝里之光，

且曾擔任第一屆理事會主要委員大力奔走興建雅溝社區活動中心重要

成員。施朝養指出，他 57 歲才正式走入民俗藝界。民國 73年施朝養老

師受趙守博等人，邀請到台北的青年公園(中秋夜演出)，從開始到結束

被記者團團包圍，這是他一生中最難忘得演出。 

 

85 歲時，罹患肺癌要動刀時，拜託醫師說「一定還要讓我丹田有

力，還可以再表演「車鼓陣」，可以再唱他最愛唱的「桃花過渡」！ 

 

一開始，施朝養老師因為尿不出來，發現有泌尿道結石，泌尿科醫

師照常規幫阿公照了 X 光片，看到右上肺部有陰影，轉介到胸腔科，經

電過腦斷層檢查，發現 2.5 公分腫瘤，還好腫瘤沒有轉移到身體其他部

位，雖然阿公年紀大，但心、肺功能都還不錯，建議開刀治療。 

施朝養阿公特地回到醫院，表演他最拿手的「桃花過渡」，還露了

一手邊唱邊吹鬍子的逗趣表演，讓醫師都拍手叫好！ 

台灣國寶施朝養獲獎事蹟，以下為施老先生所榮獲的獎狀: 

 82 年 5 月 1 日受到和美鎮長陳添發表揚--宣揚國粹 

 98 年 7 月 30 日和卓伯源縣長王水川鎮長合影卓縣長進行表揚 

 98 年 11 月參加彰化縣農地重劃 50 周年節目表演 

 99 年受到和美鎮長王水川表揚--惠我農民 

 99 年榮獲金齡超級偶像中區複賽第一名 

 100 年和美鎮模範父親暨好人好事代表 

 100 年彰化縣模範父親表揚 

 102 年接受台灣省政府林政則主席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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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榮獲行政院芳草人物足式楷模 

 102 年當選和美鎮農會第十屆會員代表 

    

(圖 31)施朝養先生所獲得的獎狀 

(五)、在訪談中問的問題： 

Q1:從什麼時候開始學習車鼓陣?為什麼? 

A:我爸爸是車鼓陣老師，除了爸爸我們村裡還有四個老師，他們在

日據時代前就開始學車鼓陣，但是日據時代日本人禁止我們做車

鼓陣，光復後我十三歲，看車鼓陣遊街時覺得很有興趣，而且我

爸爸為了延續車鼓陣，也開始指導我學習車鼓陣。 

 

Q2:在過程中或多或少會遇到挫折,能否分享經驗? 當時的心情如 

何? 

A:現在大部分的學生學習時無法堅持到底，半途而廢，這點讓我很

遺憾也很懊惱，如果沒有人來學習並且傳承，這麼好的藝陣車鼓

陣就會因此失傳，所以心情非常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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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到處演出的過程中有什麼感覺? 

A:很愉快，無論到什麼地方，大家都誇讚阿伯很厲害，自己的演出

受到肯定，被他們誇讚心情就覺得很快樂、很開心，我也很高興

能帶給大家歡樂，能讓大家看到精采的表演。 

 

Q4:為什麼決定扮演丑角? 

A:其實不限於扮演哪個角色，花旦或者是丑角我都扮演過，扮男扮

女也都可以，並不侷限於性別的分別，但我扮演最多最成功的還

是丑角，因為車鼓陣的重頭戲都落在丑角身上，而且小時候大多

學習丑角的戲份，那是我最擅長的角色。 

 

(六)、車鼓陣代表人物 

※代表人物一:施朝養（中部） 

 台灣本土傳統藝陣「車鼓陣」，近年來登上國際表演舞台，能有

這樣的成果，默默在南北各地傳授的彰化縣和美鎮老師傅施朝養功

不可沒。他雖已高齡 80歲，但聲音依然宏亮，運用流暢、押韻的台

語生動活潑說唱，表情更是維妙維肖，讓他被推崇為文化瑰寶。 

 

※代表人物二:陳學禮（南部） 

  陳學禮自幼學禮習樂，12 歲就拜師學藝，曾投入日據時代麻

豆「十八媱」迎暗藝頂、下街拚陣行列。婚後，致力於傳藝授徒，

創立幾個民俗藝陣團，保存、薪傳民俗曲藝；不論是桃花過渡、天

子文生、牛犁歌、車鼓弄、太平歌、南管等道具與樂器，樣樣難不

倒他。民國 78 年他榮獲教育部民俗藝術傳統雜技薪傳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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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三:林探 

台灣早期廟口逢年過節常見的傳統技藝「車鼓陣」，隨著時代

的演變卻是逐漸沒落也越來越難看見。高齡七十五歲的林探老先

生，在民國 50 年左右因緣際會機接觸車鼓陣，進而引發興趣之後

投身開始學藝。從最初的自娛娛人到近年因不捨傳統文化消逝而發

願傳承，不懂專業樂理的林探老先生，為了留下文本以便於流傳傳

統車鼓陣技藝，更以口述方式請樂理專家改填為樂譜集。 

 

六、評鑑與檢討 

（一）、研究動機 

1.面臨問題與省思:在一開始尋找題目時，因為找不道適合的題目

方向，所以耗了很長的一段時間，也換了好幾

次題目。可能是因為第一次做獨立研究，所以

不是很了解他的規則。 

2.解決方法與收穫:後來我們與指導老師一起討論，並分享組員彼

此的意見，老師整理我們的意見後，就向我們

建議參考以前的作品，說不定就有靈感湧現。     

    3.學到的收穫:如果有問題就該當下提問，大家一起集思廣益，就

能快速得到彼此客觀的想法，比起自己埋頭苦幹更

有效率，這樣一開始也就不會花費多餘的時間換數

個題目。採訪時，施朝養阿公全是台語介紹，只好

採用錄音，並且用國字.注音各種可能的臨時反應記

錄阿公的談話內容。我們真的也要好好學習自己的

母語，將來才不會也面臨語言失傳。 

 

（二）、擬定正式計畫、研究問題及工作進度表 

1.面臨問題及省思:在擬定正式計畫與工作進度表的時候，遇到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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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問題，因為我們不是電腦好手，所以遇到

了一些瓶頸:像是不知道如何打表格、行高、插

入圖片、加入文字說明、改變它的樣式和怎樣

排版較美觀。 

2.解決方法與收穫:我們先上網查詢編排的方法，但因為實在看不

懂，所以就請教電腦老師，老師一一向我們說

明，經過了好一段時間的學習才解決那些疑惑。 

3.學到的收穫:趁這次的機會多向老師學習電腦的技術，以後也能

在多處派上用場，平時打報告也就能駕輕就熟。現

學的技巧也協助媽媽在工作上使用電腦排版時，提

高工作效率。 

 

(三)、 彙整相關文獻 

此研究的相關文獻資料大都具有歷史性,詞語用字都頗深澀與現

時用詞有相當的出入,彙整相關文獻有其困難度。 

 

(四) 、資料分析 

此研究的題材與內容都具有相當的歷史性、專業性和嚴肅性，故

所取料與考據較難有取捨和變異。 

 (五)、訮究結果與討論 

1.面臨問題與省思:最繁複的階段，需要不斷的紀錄、拍照，因此

在記錄過程中，常會遇到一些團隊間的衝突，

沒分配好工作任務就會引起不必要的內鬨，導

致作品停滯不前。 

2.解決方法與收穫：我們經過一段時間的調適，慢慢與彼此訴說自

己的想法，就能盡快排解紛爭，減緩彼此的摩

擦，繼續我們的實驗，避免作品沒有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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