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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我們會研究這個是因為想要了解哨角陣的由來，跟他們背後的練習的辛苦，

想知道他們會那麼受年輕人與老年人的欣賞，當然會喜歡他們的表演也是因為他

們的熱情跟背後所練習的艱辛的歷程，才會有那麼好的表演，讓大家看了也都喜

歡的表演，雖然它們背後的練習過程我們都不知道，所以才想說要去做這個研究。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哨角陣的由來 

（二）想知道他們的背後艱辛路程 

（三）了解哨角整個團隊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探討法： 

廣泛收集網路上的資料以及報章雜誌上的資料，也會收集相關的書籍上介紹

哨角陣的資料，也可以從電視上知道他們是在哪裡表演，我們可以去看他們是怎

麼表演的。 

四、研究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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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哨角隊與轎前鼓介紹 

 

(一) 哨角隊的起源 

 

相傳哨角的由來是黃帝所設，當時十三省按君出巡，鑼聲十三響， 哨角吹，

代表「遊縣吃縣，遊府吃府」，最早只有兩支，後來逐年增加。  

 

  

圖 1 三面旗幟 圖 2 兩面鑼 

 

整個隊伍前方有三面旗幟、兩面鑼、其餘為 L 型的哨角（號頭）和直式的哨

角所組成，哨角必須是雙數。 

 

哨角必須依鑼聲的指示而吹奏，平常鑼聲單擊十一下，連續兩下，則吹奏，

遇墓地或喪家時則必須敲快鑼，哨角吹，則代表呼喚兵將近身保護、驅趕邪魔之

意。原本哨角隊吹奏必須和馬頭鑼配合，後來哨角隊增加了鑼鼓陣，才改聽其指

揮，而哨角鑼鼓陣的成員最早是僱用的，後來才自行組隊，男女皆可。  

 

哨角的音階十分獨特低沉，其任務在開路驅邪，宣示主神即將到來，並帶有

威嚴之意，吹奏時須將哨角平舉，而後上抬再降下，必須運用丹田之力，胡亂猛

吹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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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轎前鼓的起源 

 

  

圖 3 轎前鼓 圖 4 小粒鼓、大粒鼓 

 

近年來台灣地區發展出來獨特陣頭，一開始轎前鼓是從嘉義八掌溪跟台南麻

豆還有屏東鄉村這些地方發展出來，最早只有一鼓一鑼組合而已，發展到現在兩

人以上更多人以上不等的轎前鼓，轎前鼓有分很多種，常見的有一麻豆鼓，就是

一般的大粒鼓跟小粒鼓。  

 

表一 實地體驗 

   

鑼 鈸 

陣頭在主神轎前面，其樂器有鑼、鈸、小鼓、大鼓等傳統樂器，其來源不同

敲打節奏也發展出各自獨特性的節奏，響亮節奏讓抬轎者有節奏感，廟會慶典中

熱鬧氣氛增加不少，為主神開路恭迎主神配合將爺走陣等功能，現在轎前鼓日

益求新，把裝備弄的很講求也很精緻，有時會在轎前鼓前搭配一些彩牌車燈籠

等裝備增添美感，一些團體更講究的其制服讓制服有自己的特色莊嚴而不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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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哨角隊出團照片 

 

 
圖 5  旗津 2011/08/24 

 
圖 6 前鎮 2011/09/25  

 

圖 7 旗津 2011/10/22 

 

他們在此次出團時，其中團員嘴裂、破皮，沒力氣的也很多，再出團期間很

少有時間能停下來休息，當走到一間又一間廟前，或是走到一定地方，必須繼續

吹奏，當真正能休息的時候，大家的嘴裂的真得很嚇人，當訪問他們休息不是有

喝點水了嗎?訪問中才知道水的補充趕不上吹出的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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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結論 

 

一、實地訪查 

 

時間：2012/10/21 

地點：旗津 濟元堂 

訪問者：吳孟璇 

被訪問者：莊浚銘 

攝影者：洪翊甄 

 

（一） 跟團出巡去 

 

表二 休息時光 

  

他們開得玩笑 叫他台奴 吃燒酒螺 喝飲料中 

  

這是我們這次協助的聯絡人: 小雅 這位是副團長，忙玩手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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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娛樂時光 

 
 

這位是團長:莊先生 團員搶小孩的腳踏車 

 
 

這位也是最有趣的副團長 這位也是副團長 

  

空閒時間練習 團長朋友一起協助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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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休憩時光 

 

2012/10/21 旗津 濟元堂 

 

2012/10/21 旗津 濟元堂 

 

2012/10/21 旗津 與轎前鼓和團長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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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地訪問 

 

時間：2012/10/21 

地點：旗津 濟元堂 

訪問者：吳孟璇 

被訪問者：莊浚銘 

攝影者：洪翊甄 

 

(一) 問：當初為什麼會組這個團? 

答：因為大學前就有興趣，一開始是幾個朋友所組成的。 

 

(二) 問：再成立哨角隊前，是什麼隊或是什麼團體? 

答：因為還在就讀大學期間，所以是用閒暇的時間，練習是從小的揹鼓慢慢拓展

為大鼓陣。 

 

(三) 問：第一次出團的時候是什麼樣的心情? 

答：就很開心在之前練習了快三個月，也非常的警張。當初第一次去的廟是南天

宮。 

 

(四) 問：練團最辛苦的地方在哪裡? 

答：要懂得安撫團員心情，因為有些練習過於太累。 

 

(五) 問：哨角隊是很辛苦工作那麼支撐你們的力量是什麼?  

答：其實之前有想放棄，因為平時就有在上班，六日可能還要幫神明服務，團員

也有些意見不合，有些人走掉，也有些人進來，簡單說一代傳一代下去，有些從

國中就進來了，可能當兵完就不常練時，所以就放棄。支撐最大力量應該是夥伴

們的支持。 

 

(六) 問：在表演前需要準備什麼? 

答：要先練習好要出去的用具，也要準備好一些心情。 

 

(七) 問：跟團員們相處的模式? 

答：就用團長的身分教育小孩，有些家人對這種不熟可能會有所誤會，曾有小孩

靠脾氣團長就像一位父親一樣教導小孩、教育小孩。 

 

(八) 問：哨角隊平時花費的主要經濟來源? 

答：收入來自於廟宇或宮廟聘請他們或是如果資金不夠由團長自掏腰包，其實大

家也有些是有在做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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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問：表演最常在哪個時間或地點表演? 

答：時間大概都是周六、周日，地點絕大部分在高雄，為了團員們的家人或時間

所去決定都在六日。 

 

(十) 問：哨角隊的禁忌有什麼? 

答：哨角基本沒有禁忌，但是如果在出團途中，有人家在辦喪事，就盡量把頭往旁邊觀

看，因為大家都相信有神有鬼的關係。 

 

(十一)問：以 L 型的哨角（號頭）和 直式的哨角所組成 是指什麼? 

答：L 型在高雄中很少會出現，除非是非常大型的廟會才會出現，或是在交換隊

形時，才會出現的。 

 

三、研究發現 

 

(一) 經歷積年累月的練習 
 

大部分的人還是喜歡看民俗技藝類的表演，有這些團體也是為了把民俗技藝
的表演流傳下去，會看這些表演的人大部分都是對民俗技藝有一定的興趣才會看
表演，但加入這個團隊需要非常大的決心以及刻苦耐勞的心情，因為這個練起來
是非常辛苦的，並不是一下子就能學會的，也是要經歷積年累月的練習，才有辦
法像他們表演的那麼熟練，可是他們卻不覺得累反而很開心的在表演給大家看，
由此可見，他們有多熱愛這個表演，就算很辛苦也要把他們所喜愛的表演給大家

看。 
 
(二) 辛苦練習的掌聲與鼓勵 
 

在做這個專題的時候，才發現民俗技藝團員背後的練習過程是那麼累人的，
也是我們所想像不到的，除了要搬那些很重的樂器外，還要舉的高高的，這對沒
練習過的人是非常累人的，可是他們就願意繼續表演下去，這是因為他們想要把
民俗技藝類的表演完整的呈現在觀眾面前，有些表演者可能早上還要上班，但他
們還是不怕累晚上就過去練習到很晚才會回家，他們會那麼的拼原因，也是為了
他們的興趣，把那麼精采的表演帶給觀眾朋友時，他們的心理一定是非常開心
的，因為他們的表演受到了觀眾們的喜愛，所以他們有感到非常的開心。 
 

(三) 民俗技藝的呈現與多樣化 

 

政府或許可以把民俗技藝的活動發揚到別的地方去，多肯定民俗技藝從事

者，讓更多人可以知道有關於民俗技藝的活動，讓更多人知道傳統的一些活動以

及歷史跟傳統，使民俗技藝可以呈現多樣化的面貌，這樣可以讓民俗技藝有更多

變化改變未來的表演方式，而且推動民俗技藝的活動，讓更多人去參加這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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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建議 

 

(一)政府應為民俗活動技藝響應，加強媒體宣導，改正一般人觀念，肯定民俗活

動技藝從事者。並籌資金來發展民俗技藝的活動，讓更多人認識民俗技藝的表演

是多麼的精采。 

 

(二)保存沒落民俗活動技藝項目，使民俗活動技藝文化呈現豐富之多樣性風貌，

以滋潤整體文化內容，讓民宿技藝有更多的變化可以改變以往的表演方式。 

 

(三)也可以舉辦多一點的民俗技藝活動，讓每個來看的人都更加的認識民俗技

藝，並且推動民俗技藝對台灣的歷史是很重要的，還可舉辦大一點的民俗技藝活

動，讓這個可以傳到更多的地方，讓他們都知道有這個活動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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