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介紹北管戲曲 
 

所謂北管戲即通稱之亂彈戲。亂彈戲的由來可以追溯到八百

年前南宋成型的「元曲」，原是以樂器演奏說唱詩詞的民間詞曲，

後來演變成以「口述詩」唱說歷史故事的型態。 

 

約在明代中期開始，有人在市集雜耍的場合由數人分別扮演

不同腳色，雖然沒有穿戲服，但在樂器伴奏下，各人依其角色唱

出戲曲內容。這種型態的表演在台灣俗稱「落地掃」。 

 

在明朝晚期山西、陜西一帶發展出搭台表演，並穿起戲服演

出戲曲，這種結合戲劇與音樂的型態均稱為「亂彈戲」。這應該

是除失傳一段很長時間的古希臘時期 Opera 歌劇外，世界上最早

的戲曲型式及身段。 

 

亂彈戲的發展 

亂彈戲經過一兩百年的發展終於確立了其戲曲格式。而且逐

漸傳到大江南北各地。在各地方與其民謠曲風結合，採用了地方

口音，形成了當地的地方戲曲。尤其以江南的越劇、梨園戲、粵

劇等變化最大。加入了南方絲竹樂的柔美音調及身段。但無論如

何改變，所有戲種都有一共通特色，就是演員都穿宋朝服裝，即

使清朝規定要穿旗服，但演戲時仍然允許穿宋服（稱為「戲服」）。 

 

即使如此，原始的亂彈戲仍然經由湖廣地區傳入了閩南地

區，尤其以福建漳州為重鎮。明鄭時期，亂彈戲隨著鄭成功傳到

了台灣。明鄭亡後台灣南部最大平原-嘉南平原，出現了許多大

地主。由於台灣雨水甚多土壤肥沃稻米一年三熟。每逢豐收，地

主為了鼓勵佃農努力耕作，在農曆春節前後三個月農閒時，召集

佃戶子弟並到漳州延請亂彈戲師傅來教戲。過年期間常演戲一個

月以娛大眾。所以在台灣亂彈戲逐漸被稱為子弟戲。 

 

子弟戲團常常在一個固定地點聚集，訓練演奏技巧及唱腔。

慢慢變成由老生代教導新生代，因此更符合子弟戲的性質；類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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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京劇票房。更因屬於北方戲種於是被稱為「北館」；而從

福建泉州傳來的蘇州調絲竹音樂就被稱為「南館」。 

 

北館均以管吹為主，不知何時，北館就被改稱為「北管」，於

是南館也變成了「南管」。由於後來有職業亂彈戲班出現，所以

北管戲汎指所有亂彈戲。但「子弟戲」一定是指業餘戲團，其經

費大多經由募捐或社會有力人士資助。本戲團稱為新竹都城隍廟

子弟戲，自然也點出了這個戲團的性質。 

 

北管戲在日據時代的發展情形 

1895 年開始台灣被日本人佔領後，日本人有計劃的消滅台灣

人的漢人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台灣人的道教信仰。所有道教寺

廟的宗教活動都被禁止。每次神明有喜慶活動向派出所申請都被

打回票。後來發現由子弟戲團以民俗活動申請都通過。於是興起

了以子弟戲團支持台灣人宗教信仰的風潮。拜日本人之賜，亂彈

戲在日據時代蓬勃發展。 

 

北管戲在新竹的發展情形： 

新竹地區清朝時代留下來的老廟都有子弟戲團在支持。外媽

祖廟（長和宮）是新樂軒，觀音亭（竹蓮寺）是三樂軒，玄天上

帝廟是振樂軒。新竹都城隍廟因為在日本人每次要打壓時都發生

靈異事件，所以舉辦宗教慶典日本人都不敢打壓，而城隍廟是清

朝新竹縣衙門管理的官廟，與衙門比鄰而建。所以沒有子弟戲團

參與，至今仍然完整保存清朝時代的宗教儀式。這種情況在戰後

保持了很長時間。 

 

台灣北管戲的特色 

台灣北管戲幾乎保存了大部份亂彈戲的基本架構： 

1. 北管戲採用湖廣腔的官話，屬於北方一字一音的系統，如此

才能將曲調中的辭意表達。 

2. 北管戲仍然保存亂彈戲前後場全部由男性表演的特色，也就

是連旦角也是由男性反串。現在時代不同了，本團之文武後

場已有女性參與了。但前場表演者仍然全部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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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灣北管戲保存了亂彈戲非常傳統的格式： 

(1) 舞台分前後場，前場是出台演戲的地方。後場除後台

支援人員外，就是分坐舞台兩旁的「文武場」。從觀眾

席看，右邊是文場，負責絲竹管吹演奏，左邊武場全

部為打擊樂器，其中皮鼓為頭手鼓，通鼓為二手鼓。

頭手鼓是整個戲曲的指揮，透過各種手勢指揮演員及

樂隊作「轉介」。後來為了宗教活動，將響鑼改成很大

的鑼，敲起來雄壯威武。這是台灣北管戲對亂彈戲最

大的改變。 

(2) 第一次出台要作「觀目」，類似京劇的身段。摸摸頭、

領子、鬍鬚，再甩一下鬍。過去這些動作非常繁複，

常耗費很多時間，現在都予以簡化。 

(3) 觀目後無論生旦，文官要「滿台」，唸幾句詩句再自我

介紹然後入台。武官就比較複雜了，必須「跳台」，也

就是在台上繞圈子舞出威武，然後跳幾下作為信號，

作幾下收尾動作後結束。文武双全者服裝上，左手是

長甩袖右手是扎口袖，一望便知。文、武官的動作全

部要作齊。 

(4) 如果是被徵召來的神明（扮仙戲）或武將還須「點將」，

也就是各人將右手高舉，管吹吹出一段音樂，類似今

日的「崇榮樂」。最後作「滿台」動作後入台。 

(5) 以上格式全部作完，才進入下一個環節的劇情。整個

格式各階段都有不同的音樂，像跳台因為動作繁複，

所以音樂採迴旋式，頭手鼓依據演員的動作收尾進入

另一個階段叫「轉介」。像這種戲曲音樂隨著演員動作

而變化增減的特性是北管戲最大的特色。 

(6) 戲曲劇情進行中，演員或口白或唱腔的同時，肢體動

作則類似「觀目」，又似京戲的身段，這就是「科骸」。

「科」就是格式，「骸」就是身體動作。所以亂彈戲非

常注重格式，這與歐洲文藝復興初期古典派藝術創作

的特性非常相似。 

(7) 被歸類為亂彈戲的北方戲種如京戲或秦腔等，依稀可

以看到上述格式，但精緻化的結果，越來越注重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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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段與唱腔，格式就越來越模糊了。 

 

「竹塹北管藝術團」的沿革 

戰後北管戲在台灣仍然熱絡了一二十年，但自從使用閩南話

的歌仔戲及電視出現後，北管戲也不敵時代環境的衝擊。而老一

輩台灣人不懂普通話，對北管戲自然比較隔閡。職業北管戲團一

個個收起來，子弟戲團也在苦撐。但因秉持信念，新竹的子弟團

仍然支持一段時間。其中以振樂軒支持最久。但到 1994 年，各

軒社都無法獨立演出北管戲。 

 

於是在有識之士奔走下成立「新竹市北管戲曲促進會」，打破

軒社互不跳巢的慣例，將還能演出的人結合起來又支持了幾年。 

 

本人在 1998 年接新竹都城隍廟總幹事，1999 年促進會找上

我。說明亂彈戲種即將從世界上消失，是否能加以扶持？ 

 

經過研究以後發現看這種戲就像到博物館看周朝的文物，是

老祖宗的智慧結晶，如果就此消失實在可惜。而且經我這段時間

觀察，北管戲曲調優美，動作簡單，故事引人入勝（歷年戲目已

累積兩千多種）。於是請他們的人都過來，同時到上海購買戲服，

所有器具全部購買齊全。又把本廟明正樓二樓供其活動之用。然

後帶著他們到各廟宇無償演出。只有想辦法爭取演出機會，這戲

種才能永續留存。以目前情況來看，原來的演員已老成凋零，趁

著他們一息尚存不趕快傳承下去就來不及了。 

 

接著到國民中學趁著音樂課時間教導學生學習，向下紮根。

所以本團有許多團員是國中生升上來的。 

 

2006 年新竹市北管戲曲促進會改組成為本廟子弟戲團，取名

「竹塹北管藝術團」（竹塹為清朝時期新竹舊名）。 

 

最後又與臺北藝術大學北管組合作，每年暑假集訓教導一齣

北管戲，至 2008 年已是第四年。所有食宿交通全部由本廟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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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都城隍廟子弟戲的現況 

自 19999 年以來新竹子弟戲在新竹都城隍廟扶持下的發展是

有目共睹的。 

 

首先，人員從十數人發展至七十幾人。戲服經數年購置，其

光鮮亮麗連專業人士都贊歎不已。 

 

舞台演出從剛來時的生疏，讓人有零亂的感覺。到今日幾個

主要演員的細膩表演令人感動(旗牌兵由於流動性很大，始終無

法提升水準，實在遺憾)。 

 

北藝大學生團也從開始時怯場、僵硬，到 2009 年 5 月 3日該

校表演季演出「走三關」。校長朱宗慶教授風聞該校有一個這種

戲團，特地從頭到尾觀賞完畢。看到學生細膩優美的表演，突然

告訴我：『原來北管的音樂這麼好聽』。感動之情溢於言表。 

 

北管戲的復原工程已見初步成果，但一些戲團古老的壞習

慣，譬如不相關的人隨意在前台走動等，還有旗牌兵人員如何安

定下來等問題，只有靠時間來慢慢改進。 

 

接下來是如何保存這早已過時的戲種，也是值得令人省思的

問題。但在可見的將來，新竹都城隍廟將負起這重責大任則責無

旁貸。 

 

 

 

 

 

 

 

 

新竹都城隍廟 總幹事 鄭耕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