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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萬長先生人文與社會科學講座 

薪傳傳心論壇(一) 

 

時間: 5/17 13:00-17:00                  地點: 科技大樓國際會議廳 B425 

論壇主題：薪傳-傳心  

時間與地點 內容 主講人 主持人 備註 

12:50-13:00 

B425 

集合  林鳳儀主任  

13.00-13.30 

科技大樓一樓

中庭廣場 

若天氣好會直

接在戶外開幕 

响仁和王錫坤老師擊鼓

開幕 

 林鳳儀主任  

13:30-14:00 

B425 

影片播放 陳錫煌老師 

王錫坤老師 

陳美娥老師 

林鳳儀主任  

14:00-14:05 

B425 

貴賓介紹&主席致詞 陳錫煌老師 

王錫坤老師 

陳美娥老師 

李新霖院長  

14:05-15:00 

B425 

議題一：大師之路-學習

心路歷程與成就甘苦 

陳錫煌老師 

王錫坤老師 

陳美娥老師 

陳美妃老師  

15:00-15:50 

B425 

議題二：大師期許-台灣

文創產業的瓶頸與生機 

陳錫煌老師 

王錫坤老師 

陳美娥老師 

陳美妃老師  

15:50-16:20 

B425 

漢唐樂府時間 陳美娥老師 林鳳儀主任  

16:30-17:00 

科技大樓一樓

中庭廣場 

展演準備 

文化體驗、表演與對話 

陳錫煌老師 

王錫坤老師 

林鳳儀主任  

 

 

 

 

 



陳錫煌 ©廣藝部落格 

掌中戲的一生堅持 ─ 陳錫煌師傅 

 

 

我的布袋戲表演藝術有一個很傳統的特色，很重視口白，

就是講劇情和對話，會操作布袋戲只是會了一半的功夫而已，

另一半是說故事講對話的能力，這才是一個布袋戲師傅的功力

所在，說口白要有感情、有起落、有威儀，是一種「闊口」(台

語)，很難學，還需要有天分。就算能把布袋戲演得很生動，

但是開口講對白更是一大挑戰。              ─ 陳錫煌 

 

 

一、前言 

陳錫煌老師(1931-)，是目前唯一一位獲得國家

指定為重要傳統藝術保存者及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保

存者的雙授證國寶級藝師1。他不僅有數十年的演出

經驗，更從表演經驗及長年觀察中，揣摩出各種道

具的製作、改良方法，是國內少數既能操演又能自

行製作戲偶、盔帽、衣飾，鑑定與修整古董戲偶的

巧匠。 

 

他從個人生命經驗中自我學習，鑽研布袋戲的

掌中表演藝術，終於找到屬於自己的方向，並且成

為出色的藝師。傳承的腳步踏過文化大學、莒光國

小、平等國小等地2，他說：「戲如果沒有搬演下去，

布袋戲的傳承就斷了。」 

 

二、習藝進程 

他是布袋戲大師李天祿（1910-1998）的長子3，雖有家學淵源，父親卻是忙

得不可開交，沒有時間教陳錫煌老師請尪仔（操演布袋戲偶4），但他認真聽戲看

                                                      
1
陳錫煌口述示範; 薛湧編稿 ，《戲偶盔帽: 陳錫煌手作軟頭戴技術解密 》。台中市：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西元 2012 年，頁 2。 
2
郭端鎮，《掌藝遊俠─陳錫煌生命史》。臺北市：北市文化局，北市社教館。西元 2012年，頁 72-74。 
3
同註解 2，頁 12。 
4
 陳錫煌非常尊敬戲偶，故不用「操偶」，而以「請偶」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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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自己默記劇情，分析劇套5。後來當人問及父親是否傳授許多布袋戲技藝時，

陳錫煌老師說：「無啊！啊無教啥，攏嘛家己看兮！看甲會曉啊！6」（沒有啊！

沒教什麼，都我自己看！看到會啊！） 

 

而酬神戲7與勞軍戲是陳錫煌老師習藝初期累積實戰經驗的重要舞台，其無

須演得非常講究的特性，讓他有了上台磨練的機會8。兩年後，19歲的陳錫煌老

師開始擔任父親的二手（協助主要表演者之人）9，而李天祿的嚴格管教與動輒

打罵，使陳錫煌老師對自己的布袋戲表演天份深感懷疑10，他曾一度為了逃離這

些壓力而改行賣水果，後來他到西螺新興閣「祥叔」鍾任祥（1911-1980）那兒11，

以偶不離手的練習與觀摩，習得了「回頭一笑百媚生」小旦請法與「五洲園」黃

海岱（1907-2001）12虎虎生風的空拳打法13。 

 

後來陳錫煌老師帶著自信回到李天祿的戲團「亦宛然」，父親也履行諾言─

如果陳錫煌老師學得好就要為他「整籠 —— 籌措資金，購買戲龍(包含戲台、

戲偶)，邀集前後場藝人，組成戲班 ——」。於是他 23歲時有了屬於自己的戲團

「新宛然」，但相較於使出渾身解數的同輩們，當時的陳錫煌老師卻是固守地盤，

做他偏安一隅的「安樂王」，這導致「新宛然」的氣勢並沒有特別突出。 

 

布袋戲的榮景在 1970年代衰弱，多數演師轉演「金光布袋戲」，即使經營不

佳，「宛然派」仍堅守著傳統布袋戲14。1975年，陳錫煌老師接手弟弟李傳燦

（1946-2009）到「小西園」擔任二手，期間他頓悟了許多操偶技巧，琢磨出更

精湛的技藝15。 

 

隨著政府對傳統藝術的重視與父親的鼓勵，陳錫煌老師與李傳燦在 1984年

開始進入校園傳習布袋戲技藝，為了教學方便有效，創造出透明內胎的戲偶，讓

學生能看清楚師傅的分解動作16。2002年，台原藝術基金會聘請陳錫煌老師擔任

顧問，從此刻開始，他是一位與世界接軌的民間藝術工作者、台灣布袋戲演師17。 

                                                      
5
同註解 2，頁 40。 
6
葉芳君，《以陳錫煌藝師個案為例探討臺灣布袋戲藝術之傳承 = A discussion regarding 

Taiwanese hand puppet art education: from master Hsi-huang Chen’s case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林谷芳、袁汝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民國 99年，頁 65。 
7
同註解 6，頁 54。 
8
郭端鎮，〈隱形遊俠陳錫煌 〉。宜蘭縣：傳藝，2009，第 82 期，頁 64。 
9
同註解 6，頁 54。 
10
同註解 2，頁 47。 

11
同註解 6，頁 59。 

12
同註解 8，頁 64。 

13
同註解 2，頁 49。 

14
同註解 2，頁 66。 

15
同註解 2，頁 63。 

16
同註解 8，頁 65。 

17
同註解 6，頁 93。 

薪傳-傳心論壇

2

javascript:open_window(%22http://192.83.186.61:80/F/FRMTXTB5R7ABD4372ECJGN9UBLJRBNUDRTGX281GUXYCQK4Q7X-89491?func=service&doc_number=002400876&line_number=0015&service_type=TAG%22);
javascript:open_window(%22http://192.83.186.61:80/F/FRMTXTB5R7ABD4372ECJGN9UBLJRBNUDRTGX281GUXYCQK4Q7X-89491?func=service&doc_number=002400876&line_number=0015&service_type=TAG%22);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la=ch&dtdId=000075&search_index=JT&search_value=%E5%82%B3%E8%97%9D$


 

三、陳錫煌的表演藝術 

曾經看過陳錫煌老師表演的人大概都很難忘卻那一尊尊彷彿真人演出的戲

偶。原本沒有生氣的戲偶在他手中被演繹得栩栩如生，小旦挽起秀髮細膩梳理時

的婀娜多姿，梳罷長髮甩至肩後那嬌羞的回眸一笑，還有小生細膩的開扇、搧扇、

闔扇，陳錫煌老師說：「我把偶當人來演出，不是只用來演偶戲。」戲偶經由他

的雙手，不僅是述說故事，更成就獨特的生命、靈魂。 

 

這些精湛的表演技藝來自於他的

專注力，從一早睜開眼到闔眼休息，他

時時刻刻不斷自修，陳錫煌老師靠著摸

索和長年關注戲偶的認真與執著， 

使無生命的戲偶一到他手中，立刻展 

現鮮活的性格，個個活靈活現。戲棚木

屏後的老師，他的一顰一笑、一吐一納，

都與木屏前戲偶們細緻入微的動作有

著天衣無縫的呼應，而這些彷彿復生的

戲偶，同樣受到陳錫煌老師的敬重，他

從來不用「操偶」，而是「請偶」來稱

呼布袋戲表演藝術，無論什麼時候，任

何人都能深深體會到，陳錫煌老師與布

袋戲間深厚的情誼。 

 

他曾在偶戲館受訪時提到「宛然」的意義，他說：「宛然是台語發音，意思

就是『似真的』，就是把戲偶演的跟真人一樣生動逼真的意思！」為了戲偶的活

潑靈動，「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這句話在他身上被發揮的淋漓盡致。陳錫

煌老師真正徹底地體悟布袋戲表演藝術是在40歲那一年，當時他正式宣布退休，

離開布袋戲的表演世界。同年在李天祿的要求下，他與父親到小學從事薪傳工作。

陳錫煌老師說：「在教學過程中，我開始反復思考如何詮釋戲偶的靈魂，包括口

白等等。」在表演及教學經驗中，他吸收、反芻、創新，使自己的技藝更上一層

樓，雖是艱辛，卻也因此造就他深厚的表藝術內涵。 

 

老師傅雖是一輩子投身傳統，卻不能說他固守傳統，他有著廣闊的視野，能

用開放的心態擁抱新鮮元素，接收多元文化，甚至親身參與及推廣，再創表演藝

術新風華。從陳錫煌老師改良戲偶內胎或是和世界各地藝術家合作等作為，都不

難發現他在基礎中求新求變，他跨越語言藩籬，以一種新的演出形式步上國際接

軌的道路；他突破自我，極力為傳統布袋戲的表演藝術尋求一條新的康莊大道，

陳錫煌與戲偶 ©邱雅婷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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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積極的開拓精神，是陳錫煌老師令人佩服的原因。他認為：「只要觀眾喜歡

看就好。只要能傳承布袋戲，一切我都願意。」陳錫煌老師用他的生命經驗，為

台灣布袋戲的表演藝術，寫下嶄新而自信的一頁，這是他對掌中藝術所傾注的濃

厚感情，也是對布袋戲表演藝術的熱情演出。 

 

四、為傳統文化奉獻 

他傳統而不死板、創新而不悖離本源，勇於嘗試，一心傳承、熱忱不藏私，

陳錫煌老師說：「藝術可以一直進步，也可以改新的，也可以變化，就是要下一

些酵母，酵母就是傳統的東西，有傳統的東西做底，要創新就有機會，就比較快，

但是沒有舊的基礎，就不會有新的藝術了......」18不論從甚麼方面來看，陳錫

煌老師這「國寶級藝師」的榮銜都是實至名歸。 

 

長期在師傅身邊的人都會說陳錫煌老師性格豪爽，平易近人，忠厚老實、不

斤斤計較，重倫理不強出頭19，或許也因為這樣，他做二手做成了「二手王」20，

甚至從沒想過會得到「重要傳統藝術保存者」的榮耀。若說李天祿是「人生七十

才開始」，那麼陳錫煌老師直

到八十才在台灣與國際間闖

出名號，也許對於多數藝術

家而言，沒有亮麗排場與貫

耳掌聲的布袋戲藝術人生，

是一種遺憾，但他一路走來，

唯一不變的，是一直堅持傳

統布袋戲。他的表演、教學

從不間斷，似乎在陳錫煌老

師眼裡，環境好壞、孤獨與

掌聲的對立是毫無意義的，

他只在意布袋戲表演藝術的意境21。 

 

 

而「煌師」一心掛念的還有傳統布袋戲的傳承。很早之前李天祿曾和他說「布

袋戲快沒有了」，於是他開啟校園傳藝22。郭瑞鎮（1952-）對此表示：「他好像找

到一個很鮮明的目標，他非常努力在做，而且一直從事這樣的工作。」23 

                                                      
18
同註解 2，封底。 

19
吳榮昌訪談邱火榮，2009.12.25 

20
同註解 2，頁 67。 

21
同註解 6，頁 89。 

22
同註解 6，頁 109。 

23
同註解 6，頁 111。 

陳錫煌表演布袋戲 
行政院雲嘉南區聯合服務中心

http://www.yctc.ey.gov.tw 

薪傳-傳心論壇

4

http://www.yctc.ey.gov.tw/


 

他在 2010年「台北市傳統藝術藝師獎」頒獎典禮致詞上的大聲疾呼，或許

就是他以七十九歲高齡時再「整籠」一個劇團——「陳錫煌傳統掌中劇團」——

的理由：「布袋戲癌在加護病房，還眼睜睜地看它死嗎？真可惜！這癌症要治，

用嘴講的沒有用，用關心的也無效，全心來救才救的活，如果有興趣的人，不用

客氣，大家來切磋整合，看要學什麼我都會，謝謝！」24他生命的信念——對布

袋戲的執著與堅持，在字句間表露無遺。 

 

長期涵泳在偶戲世界的陳錫煌老師，不只會演布袋戲、巧手了得，還有帶領

藝生與校園傳承，也積極與國外交流。所發展出的布袋戲默劇純以精湛的掌中技

藝，讓尪仔透過身體語言說自己的故事25。其在口白及劇目也下了非常深的功夫，

他曾經表示，一位資深的演師，只要把角色和劇本給他，就能表演。綜合上述內

容，陳錫煌老師可說是全才又全通的布袋戲藝師。他不像李天祿成名極早，甚至

當同輩演師聲名在外時他仍沒沒無聞26，更不像其他藝師以頭手（主要表演者）

享譽，以二手揚名立萬的演師僅此一人。在其他布袋戲演師多轉戰金光戲時，他

仍然鍾情於傳統布袋戲，為台灣布袋戲的表演技藝、傳遞薪火及工藝製作等方面

有著不可或缺的貢獻27。 

 

五、結語 

歷經滄桑歲月、戲夢人生，台灣布袋戲的尪仔工藝與表演藝術已成為陳錫煌

老師心繫的重要使命。珍貴的傳統，只怕沒人學，不怕功夫被學走。他傳承布袋

戲時那種不藏私、認真、一絲不苟的態度，現在多了些急切：「趕緊去做，才有

效，不要一年拖過一年，對吧！我的生命有可能這麼長嗎？28」他演了一輩子的

戲，到現在還在堅持為布袋戲打拚，竭盡所能將這門藝術傳承下去。 

 

這位八十多歲的藝師以靈巧十指一遍又一遍地詮釋古往今來的文武戲碼，從

沒沒無聞一路走到獨挑大樑。那充滿智慧的臉寫著滿滿的著急，為的仍是他牽掛

一生的布袋戲。陳錫煌老師說：「傳統的東西一定要想辦法留下來，所以我八十

歲才再成立傳統掌中劇團，就是要將我的布袋戲功夫傳下去！」 

 

         文發系一年級楊于慧、楊笠琳撰稿 

                                                      
24
同註解 6，頁 124。 

25
同註解 2，頁 91。 

26
同註解 2，頁 4。 

27
同註解 2，頁 138。 

28
同註解 6，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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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錫煌大事記 

 

 

1931 陳錫煌出生，同年父親李天祿自組戲班「亦宛然」。 

  

1953 陳錫煌組「新宛然」巡演大台北區，享有名聲。 

  

1975 解散「新宛然」。 

  

1988 以電影「一隻鳥仔哮啾啾」獲第四屆中國長春電影節金鹿盃最佳男配角獎。 

  

2008 獲全球中華文化薪傳獎。組「陳錫煌傳統掌中劇團」。 

  

2009 行政院文建會指定為「重要傳統藝術布袋戲類保存者」。 

  

2010 獲台北市傳統藝術藝師獎。 

  

2011 行政院文建會指定為「古典布袋戲偶衣飾帽盔道具製作技術保存者」。 

  

2012 獲第二屆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29 

 

 

 

 

 

 

 

 

 

 

 

 

 

                                                      
29
陳錫煌口述示範; 薛湧編稿 ，《戲偶盔帽: 陳錫煌手作軟頭戴技術解密 》。台中市：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西元 2012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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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錫煌傳藝譜系簡表 

 

 

 

 

陳婆 

1848-1936 

│ 

│ 

許金水 

(楚陽台) 

│ 

┌──────────────┐ 

                 許天扶                        許金木 

                1893-1955                     1883-1938 

                (小西園)                       (華陽台) 

             ┌──┴──┐                       │ 

            許欽        許王                    李天祿 

          (新西園)     1936-                    1910-1998 

             │        (小西園)                  (亦宛然) 

             │                              ┌──┴──┐ 

            許正宗                         陳錫煌       李傳燦 

            (正西園)                       1931-        1946-2009               

                                              │ 

┌─────┬────┬────┬────┬─┴─┬───┬───┐ 

路婉伶    賴世安    梁勇勝    黃僑偉   黃武山   吳榮昌  劉金松  張勳 

1980-      1971-   1974-1993   1974-     1974-    1965-    (歿)    

(歿) 

Lucie Kelche          (歿)      (山宛然)  (弘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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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古典藝術新樂章：陳美娥與漢唐樂府 

 

 

陳美娥創立漢唐樂府的三個願望： 

我要把南音送到全世界最高的音樂學府。 

我要把南音送到全世界最頂尖的表演藝術殿堂。 

我要把它送回北京故宮，回到祖廷！1 

 ─ 陳美娥 

 

 

一、前言 

「漢唐樂府」，開創傳統文化新契機的

表演藝術，把古典的南管（南音）音樂加入前

衛的元素卻又不失傳統性，呈現出新美學價值，

蜚聲國際。其幕後最大的推手為陳美娥老師，

至矢不移的信念，造就出藝術展演的新境界，

她說：「如果南管是娛樂大眾的表演藝術，獲

得掌聲，便是最高的成績無疑。如果南管是一

門未定型的新興文化，獲得喝采便是最大的鼓

勵無疑。假如南管是負荷著一個民族的文化精

神與傳統感情的歷史聲音，那麼它的價值絕非

掌聲與喝采所能衡量。它需要的不只是通俗階

級的讚美，它需要的是知識階層的尊重2。」 

                                                        

二、陳美娥與漢唐樂府 

陳美娥老師，首位將南管藝術推向國際舞台的台灣女子，秉持重建南管古樂

在東方音樂史學術的定位，她一肩挑起台灣傳統南管維續的命脈，憑著堅定的信

念，使南管藝術產生世界影響力。一次次令人讚嘆的演出都是全新的境界，每一

個人皆醉心於曼妙的舞姿與大器典雅的南管裡，她喚回民族曾經忘卻的傳統美學，

讓觀眾悠遊在歷史的洪流間。 

 

                                                      
1
姜玉芳，〈陳美娥與漢唐樂府〉，《中華文化畫報》，2008.01，第 117期。 
2
王文章，〈惛惛之事 赫赫之功〉，《絕代風華 漢唐樂府二十年回顧專輯（1983-2002）》，

2002.07.01。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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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漢唐樂府」藝術總監的她，十九歲邂逅南管，從此致力於發揚南管文

化。陳美娥老師在 22 歲那年辭去了廣播工作，全心全意投入南管的探究，長達

八年以上的田野調查，並在 1975 年進入台南南聲社學習南管古樂，期間她也遍

訪各地南管名師，探討與南管相關樂曲、琵琶彈奏及曲調歌唱，專研相關書籍，

請益全球專家前輩，使她成為南管領域的佼佼學者。 

 

1983 年陳美娥老師

與兄長陳守俊共同創立

「漢唐樂府」。雖然面臨

人才缺乏、資金不足的問

題，但憑著自我的熱忱，

加上余承堯的一席話讓

兄妹倆更堅定了創立「漢

唐樂府」的初衷，余氏說：

「發展南管古樂、重視漢

唐禮樂精神，是當代中國

人找回文化尊嚴的偉大事業3。」 

這番話激起她無限的動力為南管藝術奮鬥，陳美娥老師為此表示：「有幸成為這

音樂的傳人，我以使命感來詮釋保存，以佈道、傳教的心情來表演。」「要愛它

是有責任的，你要保護它、提倡它、尊重它，要不然只是一種私愛而已。4」為

南管的正名成了她的首要目標，這也成為陳美娥老師的信仰，在多年的努力下，

南管從民俗音樂演奏提升成現代藝術展演5。 

 

在陳老師的帶領下，漢唐樂府秉持著立足傳統與再造傳統的藝術主張，雖然

創立三十年來歷經許多波折與困境，但憑著對南管的熱愛與至高的目標，她將南

管樂融合梨園藝術，古典與前衛藝術化為華麗與簡約，在時空的見證與考驗下，

為漢唐樂府締造優雅且大器的藝術風格。陳美娥老師在藝術上不斷地求新與突破，

造就了漢唐樂府的三個重要表演藝術時期： 

1. 1983-1995 自「南管古樂團」創立至「梨園舞坊」形成之間，這段時期漢唐

樂府積極奔走海內外重要學術殿堂，以推廣華夏正聲南管古樂為核心，且慢

慢從傳統演奏型態轉型至藝術表演的層次。 

2. 自 1996年起，漢唐樂府結合南管音樂與舞蹈，推出首齣轉型作品「艷歌行」，

自此奠定「梨園樂舞」風格，之後又陸續以這樣的型式創作了多部作品，受

到海內外藝文人士的肯定與喜好，如「儷人行」、「荔鏡奇緣」，及與法國小艇

歌劇院合作共製的「梨園幽夢」，陳美娥老師企圖結合不同的藝術風格與東西

                                                      
3
陳守俊，〈漢唐演藝二十年〉，《絕代風華 漢唐樂府二十年回顧專輯（1983-2002）》，2002.07.01。 
4
同註解 2。 
5
李亦園，〈漢唐樂府 廿年有成〉，《絕代風華 漢唐樂府二十年回顧專輯（1983-2002）》，

2002.06.15。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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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讓觀賞者有著驚艷般的藝術欣賞經驗。 

3. 從 2002年開始，因應歐洲荷蘭國家劇院的隆重邀演，擴展編制製作樂舞劇「韓

熙載夜宴圖」後，「漢唐樂府」開啟了大舞台的形式，受到許多國際上的愛好

者與評論家的注意6，直至今日亦有眾多劇作仍受到好評，例如：「洛神賦」、

「教坊記」……等等。 

     

漢唐樂府一路走來三十多年，創團前十年以確立南管在中國音樂史的地位為

主，接著培訓專業的南管樂團及梨園舞團，陳美娥老師發揚並再造傳統，積極再

創漢唐樂府新樂章，為傳統藝術寫下歷史的一頁7。 

 

三、漢唐樂府的藝術形式 

陳美娥老師把不同的藝術形式與不同的文化結合，發展出具有音樂、舞蹈、

戲劇、文學、美學、舞台及服裝設計全方位的「漢唐樂府」，使漢唐樂府呈現的

不僅僅是創新，更是具有文化內涵的表演藝術，成就其獨特的歷史生命力。她提

到：「我創團的動機是要讓南管走出廟宇，成為一種舞台上表演的藝術，舞蹈部

分我個人認為是純粹的創作，為了尋找一種能夠配合南管音樂的舞步，我翻遍漢

唐文獻。8」  

 

漢唐樂府始終保留著漢代和唐代的音樂演奏風格，

使聲音的旋律回歸到最純的狀態，以典雅的南管古樂加

上清亮的聲音與沉穩的節奏，帶出壯麗的歷史性。在表

演形式上，陳美娥老師創造了東西方音樂交流，且嘗試

把兩種不同風格的音樂作結合，創造出嶄新的藝術火花，

在聽覺上震撼人心。9 依著南管展現的技巧使陳美娥老

師有了不同的發想，把不須描述故事內容及歌唱的梨園

舞蹈與南管相結合，襯托南管的優美氛圍，傳達出漢唐

盛世優雅莊重的神韻，配合南管的音樂節奏，刻劃出人

物的心理狀態10，達到視覺與聽覺的雙重饗宴。 

 

 

                                                      
6
同註解 5。 
7
張瓊慧，《陳美娥與漢唐樂府》。台北：中國時報系時廣企業有限公司生活美學館，2003，頁

66。 
8
〈序韓熙載夜宴圖〉，《漢唐樂府 韓熙載夜宴圖 1983至 2009經典回顧》，2010。 
9
〈2002梨園幽夢〉，《漢唐樂府經典作品介紹》。 
10
〈韓熙載夜宴圖節目特色〉，《漢唐樂府 韓熙載夜宴圖 1983至 2009 經典回顧》，2010。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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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上，陳美娥老師

成功地為南管樂增添了新色彩，

創新音樂演奏形式與南管傳統

制式激盪出不一樣的火花，為

展現古代人文生活再創新藝術。

依循傳統梨園科步，細緻精巧

的肢體隨著漢語古典婉約的聲

韻及唐代著名詩作的吟唱而起

舞。陳氏把梨園傳統六么舞及

提線傀儡編入表演中，手的呈

現採用敦煌的手姿和生物的形態，如：薑母手、螃蟹手， 

並十分堅持表演的精準和美感，嚴謹的要求提線傀儡在走路時必須同手同腳， 

僅靠頭部及肩部維持平衡，如此精確的要求，造就出舞台上最動人的畫面。除了

保留傳統演出之外，陳美娥老師也嘗試跨越既有的演出形式，在「韓熙載夜宴圖」

的作品中，把傳統音樂形態--四塊，融入舞蹈成為四塊舞，或利用腳對鼓產生壓

力導致音階變化的足鼓。 

 

亦或有別於以往柔美的展

現，使舞者學習傳統武功及兵器

功夫，呈現大器、豪邁的氣勢，

發展出更具力道的表演，正如

「殷商王．后 ﹣武丁與婦好」

這部作品的表演藝術。陳美娥老

師秉著對傳統文化的堅定信念，

融合各式藝術文化，一次又一次

的創新，帶領漢唐樂府的表演藝

術穿越時空，重現舊有文化的精

緻、優雅，其塑造獨特的風格，帶給觀眾心靈上的衝擊和觸動， 

為傳統文化開創嶄新的視野，展現歷久彌新的風采。 

 

服裝的考究為漢唐樂府對傳統作品的堅持，擔任服裝設計的葉錦添，以「新

東方主義」的美學理念，表達出古代藝術對現代的啟發11，他大量研讀漢唐藝術

作品，在傳統服飾上傳達古樸韻味，透過舞者優雅姿態的演出，讓世界瞭解東方

文化藝術之美。新穎的舞台設計，除了弘揚傳統文化外，陳美娥老師與葉錦添更

汲汲追求創造表演藝術的新紀元--在深蘊優雅的風格中締造文化大器，刻畫並傳

達屬於漢唐樂府壯闊深邃的氣勢，採用立體設計，製作出延伸曲道，打破傳統舞

                                                      
11
〈主創〉，《漢唐樂府 韓熙載夜宴圖 1983至 2009經典回顧》，2010。 

圖 4 

圖 6 

圖 5 

薪傳-傳心論壇

13



 
 

台與觀眾的距離12，在「洛神賦」中，舞台以太極八卦為主的設計，如同綻放在

空中的蓮花13，而「教坊記」的舞台美術以佛教文物及宮廷建築為背景14，與劇中

的概念相合，把以空間性為主體的設計理念發揮出來。 

 

四、漢唐樂府的藝術精神 

陳美娥老師創立的「漢唐樂府」為現今文化創意產業的最佳代表，以可觀、

可興、可群，「古樂即今樂，今樂即古樂」、歷久彌新的民族文化精神為本質15，

把南管古樂與梨園科步結合在一起，回歸到宮廷樂舞的本質，在形式與內涵上不

斷創新，造就出富有文化意境的藝術價值。她把「漢唐樂府」的藝術精神發揮得

淋漓盡致，清楚的知道所要追求的目標為根據傳統再造傳統；融合古今的創新，

為南管重新被重視與重現的關鍵，亦如田青16所說：「接續歷史是一種創造，回歸，

也是發展。17」為傳統文化開創出一條嶄新之路。 

 

為每一齣作品量身打造美學藝術，是漢唐樂府每每令人驚豔的原因。「韓熙

載夜宴圖」中，以「道」為主要精神和意境，融合茶道、花道，表現文人的文化

風格18，且巧妙的觀眾席設計，讓觀賞者圍榻而坐，如同韓熙載的賓客一樣19。在

「教坊記」當中，設計師參考「宮樂

圖」及「搗練圖」，作為整體美學概

念的基礎，表現出宗教的莊嚴20。陳

美娥老師從唐代繪畫中擷取到新的

創作靈感，開始以畫作或詩經等文學

作品為基礎，把傳統生活型態融入表

演藝術中，採用敘事性的表現手法，

加上嚴謹的學術考證，完整呈現漢唐

的藝術風格與風俗民情21。 

 

從最初以推廣南管為使命，到創新的樂舞表演，在陳美娥老師的帶領下，漢

                                                      
12
同註解 10。 

13
 胡仰曦，〈非常人生〉，《傳記文學》，2008年 12月，頁 35。 

14
〈2009 教坊記〉，《漢唐樂府經典作品介紹》。 

15
陳美娥，〈樂兮歸來（4）〉，《絕代風華 漢唐樂府二十年回顧專輯（1983-2002）》，2002.07.01。 

16
田青：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所長。長期從事中國民族音樂研究及創作，致力於佛教音樂

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宗教音樂》、《淨土天音》、《歷史的性别》等。(中

國藝術研究院，http://www.zgysyjy.org.cn/newart/neiyongye.jsp?title=田 青

&class_id=1237，2012.05.09)。 
17
同註解 1。  

18
同註解 10。 

19
〈漢唐樂府 古典之處最動人〉，《文匯報》，2008年 11 月 30日，B6版。 

20
同註解 14。 

21
〈2002韓熙載夜宴圖〉，《漢唐樂府經典作品介紹》。 

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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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樂府的藝術性昇華至另一個境界，她把傳統生活藝術結合美學的本質表露無遺

的展現。葉錦添也說：「南管音樂之美，是在於它藝術性的高超與完整，在新的

時代裡等待著進一步的傳承與開發。我相信不久的將來，這種藝術將會再放光芒，

令我們可以安然地在歷史與時間中遊蕩，尋回一切失去的，珍惜一切既得的，兼

容並蓄，使未來不只是一個空泛的物化世界。22」直至今日，漢唐樂府在創新之

餘仍保留最純粹的傳統文化。 

 

五、結語 

陳美娥老師一生鍾情於南管樂，連結古今歷史，使傳統音樂與表演藝術相輔

相成，一步一腳印把「漢唐樂府」推向國際舞台，讓世界看到中國古典南管文化

之美，法國布赫居文化中心主任Dominique Bourde對「漢唐樂府」的高度讚賞，

證明了陳美娥老師的成功與遠見，他說：「所謂的現代藝術、文化的發展，東方

與西方經過百年的交流，已經出現太高的同質性，因此如同標榜自我認同的符號，

表現從傳統而生的主體，是人類渴望見到的創作元素，恭喜漢唐樂府完全掌握了

箇中精神，它必定不會從歷史中脫離。23」陳氏賦予南管新的生命靈魂，也找回

藝術文化流傳五千年歷史的歸屬感。 

 

 

 

       文發系一年級洪琪毓、曾珮樺、張佳靜撰稿 

                                                      
22
葉錦添，〈漢唐樂府〉，《韓熙載夜宴圖 一九八三至二零零九經典回顧》，2010。 

23
法國布赫居文化中心主任 Dominique Bourde，〈國、內外重要報評語名人評論〉，《絕代風華 

漢唐樂府二十年回顧專輯（1983-2002）》，2002.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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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唐樂府大事記 

 

在陳美娥老師長年的推行下，「漢唐樂府」獲得了各界的肯定，重要大事記如下： 

 

2012 「殷商王．后﹣武丁與婦好」國家劇院首演。 

 

2011  「盤之古-南管鐘磬樂舞」在台北中山堂首演。 

 

2010 「殷商王．后﹣武丁與婦好」在北京故宮太廟首演。 

 

2009 「教坊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戶外廣場首演。 

 

2008 受北京奧運邀約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皇極殿演出「洛神賦 」。 

 

2007 「韓熙載夜宴圖 」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皇極殿演出。 

 

2006 與法國布赫居文化中心、德國文化中心共同製作「洛神賦 」，於國家

戲劇院演出，歐洲巡演。 

 

2003  《艷歌行》 美國林肯中心户外藝術節的演出，被「紐約時報」評選為 

「全美舞蹈年度風雲榜最佳舞作」之一。 

「韓熙載夜宴圖 」入圍第一屆「台薪藝術獎」年度十大表演藝術。 

 

2002 「韓熙載夜宴圖 」國家戲劇院首演。 

 

2000 「豔歌行﹣梨園樂曲」於法國「里昂國際舞蹈雙年節」演出，榮獲「最

佳舞評獎」。 

 

1997 「儷人行﹣梨園樂舞」首演。 

 赴菲律賓參加「亞洲作曲家聯盟年會」，演出「儷人行﹣梨園樂舞」。 

參加「第四十二屆亞太影展」活動，演出「儷人行﹣梨園樂舞」。 

出版黃翔鵬著作《中國古代音樂史﹣分期研究及有關新材料、新問

題》。 

 

1996 「艷歌行﹣梨園樂曲」創團演出。 

由行政院文建會主辦，赴歐洲法國、拉托維亞、丹麥、英國巡迴「艷

歌行﹣梨園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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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製南管導覽有聲書「南管欣賞入門」。 

「南管賞析入門」榮獲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最佳唱片、最佳演唱獎。 

 

1995 「漢唐樂府‧梨園舞坊」成立，並獲頒行政院文建會選為「傑出演藝團

隊扶植團隊」。 

 

1994 成立「漢唐樂府藝術文化中心」。 

參加行政院文建會所主辦「南管音樂會」到美國演出。 

 

1993 應香港市政局之邀請參加「第一屆中國音樂節」的演出。 

 

1992 獲台灣教育部頒發民族音樂「薪傳獎」。 

 

1991 首次到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澳洲舉辦南管音樂會。 

 

1990 「中國千年古樂﹣南管」榮獲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最佳演唱、最佳

演奏、最佳製作獎。 

 

1989 出版「中國千年古樂﹣南管」(金、銀)。 

 

1988 應日本「國際傳統文化交流協會」的邀請參加「亞細亞傳統音樂會」，

於東京、大阪及廣島三地區，與日本、韓國、菲律賓、中國等知名古典

樂團舉行三場聯合音樂會。 

首次赴歐洲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瑞士、德國、奧地利進行四十

天、二十場的學術座談與訪問演出。 

首次於國內巡迴演出，參加行政院文建會主辦的「七十七年文藝季」，

於台北市、台中縣、台南市、與高雄市文化中心舉行四場音樂會。 

 

1986 首次參加芝加哥舉行的「中國演唱文藝研究學會」年度會議中演講南管

學術，且於會議中表演，並且針對南管做出學術演講。 

 

1983 「漢唐樂府南管古樂團」創立於台北。 

 於中國禮樂學會主辦的「中日禮樂交流音樂會」中演出。 

 

1982 促成台南「南聲社」代表台灣南管古樂，首次赴歐洲巡迴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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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世界聽見台灣的聲音：王錫坤的响仁和 

 

 
鼓的生命是它的聲音，它的聲音不好的話，外表再怎

麼炫麗、再怎麼亮麗，只是虛有其表。  ─王錫坤   

 

                                     

一、 前言 
王錫坤(1950-)，以父之名接下

「响仁和」(1924-)1這塊招牌，早期

因為缺少經驗、技術尚未純熟，讓他

吃了不少苦頭，儘管挫折接踵而來，

但每次的失敗對王師傅來說都是寶貴

的經驗。傳習父親製鼓的態度，加上

重視品質的堅持，讓「响仁和」的鼓

受到全世界的肯定──王師傅繼承的

不只是一間製鼓廠，而是一種認真的

態度。 

 

鼓是有生命的，但它能震撼這個

世界多久時間，就取決於藝師的技

藝，2王師傅用它長滿粗繭的雙手做出

有生命的鼓，他認為一顆真正好的鼓

不必用力打，聲音就會很響、很好聽，

像在說話一樣。朱宗慶打擊樂團的何

鴻棋先生說：「比較過很多的鼓，最後

決定使用响仁和的鼓，因為做法講究，

使用起來有質感，音色紮實，震撼而

響亮，最重要的是耐操。」3王師傅的

一心一藝讓他的鼓響徹雲霄，備受國

內外專業表演團體的肯定。 

二、 習藝進程 

藝譜 

多數人都認為王錫坤師傅從小便向父親阿塗師學習鼓藝，才能成為現在眾所

                                                      
1
响仁和鐘鼓廠原名响仁和吹鼓廠於民國 13年(西元 1924 年)由王桂枝(阿塗)創立，光復後始改

為鐘鼓廠。  
2
王以瑾，〈王錫坤 鼓動生命力．打響老招牌〉，《CubeMedia 酷新聞》，2011.7.13。 
3
胡遠智，〈鼓動奇蹟的響仁和〉，《第三屆台北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2007。 

王桂枝（阿塗） 

(1917-1973) 
王錫坤(1950-) 王凱正(1985-) 

王錫坤與傳家鼓 ©張佳靜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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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知的工藝國寶，但事實並非如此，阿塗師並沒有傳藝於子，他希望王師傅能當

個讀書人，別步上自己的後塵，必須靠勞力才能吃飯4。初接家業之際，王師傅

只是略懂製鼓過程，對鼓並無深刻的認識，他說：「小時候看到爸爸煮牛皮覺得

很簡單，只要煮個開水再把牛皮放下去，一下子就好了。我也如法炮製，水煮開

之後把牛皮丟進去，結果就煮到熟掉，問題在於看的時候大概知道要煮多久，卻

不知道溫度應該多少。」嘗試過無數次，他才掌握到燙牛皮的最佳溫度是 85℃，

這樣才能順利將表皮和毛一併去除。51973年他下定決心守護父親的製鼓事業，

每當王師傅講起他的父親，總是深情地說：「每到寒暑假的晚上，爸爸會燒紅烙

鐵，沾黏錫條，我會在旁幫他顧火爐，主要是為了不能讓火熄滅，更重要的是我

想陪伴獨自一人工作的爸爸。徹夜未眠地工作，一直到凌晨五點，他會帶我去喝

麵茶，享受父子獨處時光。從這個過程中，爸爸專心認真的態度在我心裡留下很

深的印象，也影響了日後我製鼓的態度。」6看到父親的作品，他回想父親嚴謹

的工作態度，完成一個鼓後，王阿塗先生會在小香爐內點上沉香，讓煙霧環繞著

鼓身來除穢、祈福。雖然這道「淨香」的程序客戶看不到也聞不到，但王師傅仍

以最虔誠的態度，恭敬的對待自己的作品。7 

 

三、 王錫坤的工序與工法 

王錫坤師傅認為，態度不對就做不出好鼓，最基本的釘釘子、拉繩子、削牛

皮都要按部就班的磨練，忽略一個步驟，整個過程都會亂掉。有人覺得王師傅很

強調細節，但他認為如果不這樣堅持品質，鼓工藝就會沒有未來。8秉持堅定的

信念，從鼓身製作、削牛皮、製鼓膜、繃鼓、踩鼓、擂鼓、試鼓聲和調鼓音，他

都堅持要在工廠內完成，親自監製每個鼓的品質與聲音，用心對待每張訂單、每

位客戶，他希望在 20年後，別人看到他製做的鼓，聽到响仁和的鼓聲，能夠產

生感動的情感，這就是他的驕傲。9 

 

鼓皮部分 

割皮：在牛皮上用毛筆畫出適當的區塊並割下10（圖 1：割皮）。在此之前，最困

難的是磨刀，磨刀著重於技巧與力道的拿捏，雙手要穩，角度要一致，力道要均

勻11。 

 

                                                      
4
詹怡宜，〈鼓藝「響」透天 名揚海內外〉，《TVBS 一步一腳印 發現新台灣》。 

http://www.tvbs.com.tw/tvshow/new_taiwan_old/default-2-1.asp?no=jean20051115185430 
5
同註解 3。 
6
廖偲妤，〈用心傾聽──「响仁和」王錫坤的悠揚鼓聲〉，《熟年誌 Life Plus》，2012.12.13。 
7
郭麗娟，〈响仁和 ──讓全世界聽到台灣〉，《台灣光華雜誌》，2005.11，頁 108。 
8
同註解 4。 
9
廖文彬、潘金源，《鼓藝千秋──响仁和的沿革與傳續》。台北縣：新莊市公所，2005 年，頁 46。 
10
〈第 179 集 響仁和製鼓名師王錫坤 用心創新鼓文化〉，《台灣宏寬電視》。 

11
同註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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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皮：先用短刀削去短毛（圖 2：削短毛），再用長刀削去皮下脂肪層12（圖 3：

削脂肪層）。此處的工法強調削皮時拿刀的穩定性13。最重要的是皮的厚薄處理，

廟鼓需要 0.25公分的厚度，獅鼓則是 0.5公分 ; 此外，廟鼓、獅鼓、陣鼓等不

同的鼓製作時，不可隨意取用一張皮的任何一個部位製鼓，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

彈性，需要了解並考量不同部位的皮及其特質，才能製作出一個成功的鼓。 

 

固定型態：將未乾的鼓皮釘在木桶上，穿洞並固定（圖 4：固定形態）。 

 

曬乾：將已經成形的鼓皮放到太陽下曝曬，讓正反面的水分完全蒸發14（圖 5：

曬乾）。 

 

鼓身部分 

 當皮都處理好了，鼓身的木頭厚薄也有關係，還有木頭的乾燥程度，以前是

人工乾燥，要在外面曬太陽，差不多要三、四年，最後木頭才會穩定。現在比較

進步放到乾燥室裡面，差不多一、兩個月，拿出來不能馬上做，還要放在陰涼的

地方，差不多七個月，才可以製木桶15（圖 6：鼓身）。紮好的鼓桶，還需經過燻

烤；殺死肉眼不易看見的蟲卵，預防鼓桶蟲蛀腐蝕16。 

 

                                                      
12
〈第 83集 鼓聲响起〉，《公視--感恩故事集》。 

13
趙如璽，〈響仁和鐘鼓廠—王錫坤製鼓工藝與傳承〉，《 Talent雜誌》，2012.6.22。 

14
响人和鐘鼓廠官方網站：http://www.chccc.gov.tw/drum%20hall/09chccc.htm 

15
同註解 12。 

16
同註解 7。 

圖 3 

圖 4 圖 5 

圖 2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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繃鼓：繃鼓是最重要的程序，若做得不好則前功盡棄。繃鼓繃得緊，鼓聲才會響

亮。每張皮，背、腹等部位的延展性不同，因此繃鼓時各個點與面所施的力道也

需做適當調整。為了讓鼓面均勻受力，要先將穿在鼓皮周圍的麻繩，調整成不同

的長度，再透過另一段麻繩，固定在繃鼓台四周的鐵架上，繃鼓時利用千斤頂頂

高台子，牽動鼓皮上的麻繩將鼓皮拉緊（圖 7：繃鼓），鼓面繃得均勻，每個點

敲打出來的聲音才會一致，王師傅眼睛看著鼓面，耳朵聽著鼓聲，隨時指揮千斤

頂做細微的調整17。王師傅態度堅持地強調：繃鼓時不可隨便觸摸鼓面，以免指

甲刮傷鼓皮，鐵鎚等工具也不能放置鼓面18。 

 

踩踏鼓皮：在鼓皮上面踩，那不是跳舞，踩鼓主要是讓鼓皮柔軟，讓它柔軟然後

再繃（圖 8：踩踏鼓皮）。鼓皮經過踩鬆再繃緊後，以特製的圓規，更精準的抓

住圓的弧度19，對於鼓面不圓的區段，再以千斤頂配合橡皮鎚敲打，一點一點地

將整張鼓面調整到均勻的圓度20。 

 

試音：試音、調整，再試音、再調整，這樣的程序要一直做到音質滿意為止21（圖

9：試音）。 

 

補土：以自製的油批土，補平鼓統木片上的凹凸不平22（圖 10：補土）。 

 

                                                      
17
同註解 12。 

18
同註解 7。 

19
同註解 4。 

20
同註解 12。 

21
同註解 12。 

22
同註解 14。 

圖 6                                         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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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四、 傳統工藝不再只是傳統工藝 

從事製鼓三十年，王錫坤師傅挑戰自我，結合傳統與創新，藉由大量閱讀書

籍、欣賞表演與參展，累積經驗、增廣視野，在技巧日趨成熟後，他想要在製鼓

工藝的技藝與藝術境界上有更進一步的突破與發展，他的思緒未曾離開過與「鼓」

有關的議題，不斷地探討與思考：「鼓面的形狀一定是圓形的嗎？圖案一定要傳

統嗎？可不可以加點原住民的線條或是現代的圖案？」23他想要結合傳統手工藝

與當代創意，希望有朝一日能製作出代表台灣文化的鼓。24 透過各種形式的改良

和創新，不僅保留傳統文化的精神，並與其它藝術形式合作（漆器、雕塑、棉紙

畫等），讓鼓的形式多元化。為了學習鼓的上漆技術，王師傅堅持到南投埔里的

漆藝技術研究所學習。25即使路途遙遠，花時間又耗體力，他仍虛心求學。 

 

他透過欣賞古物來開創靈感，如藝術小鼓在木頭上面有青花瓷和冰裂紋的表

現，雖然是木頭做的，可是它 看起來像有瓷器的表面26。王師傅認為鼓的形狀不

只是圓的，因此他嘗試做一個八角鼓，但製作八角鼓有兩個難度，第一它有八個

銳角，在繃皮的時候，很有可能會把鼓皮撐破；第二八角鼓的鼓身是直的，不像

一般圓鼓用鐵箍就能固定，27經過一、二年時間，王師傅終於研發出鼓面高三尺、

鼓桶高四尺的八角鼓。 

 

此外，2009年聽障奧運的開幕與閉幕大典上都用「响仁和」的鼓，王師傅

                                                      
23
同註解 9。 

24
林心明，《响仁和：一個行業傳統的傳承與再建》，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論文。指導

教授：喬健博士。頁 110。   
25
連萌，〈台灣"響仁和"弘揚中華鼓文化 傳統技藝在此傳承〉，《中國文化報》，2011.9.7。 

26
同註解 12。 

27
同註解 12。 

圖 8 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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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解釋，因為鼓的的震波大，擊鼓時聽障者可以透過震波依稀感受到鼓聲，所

以才用鼓作為主要表演，從此王師傅開始投入「音療」研究，目前他與專家合作

研發把鼓聲用在樂生療養院的復健，玉里榮民醫院精障治療及獄友的行為導正

上。28 

 

王師傅提到，目前嘗試在鼓身、鼓皮部分做不同突破，包括鼓身結合LED燈，

就成了會發光的鼓，他說：「創新很好玩，只是需要花費很多的時間與精力，但

研發成功了，就會發現以前的師傅沒有想到的，現在由我們來完成。」29王師傅

希望每個用「响仁和」的鼓到國際上表演的團體，能夠一眼就讓外國人知道這是

台灣之光，讓這面會說話的鼓，告訴觀眾：「這是來自台灣的鼓文化─新莊『响

仁和』！」 

 

五、 工藝藝術與價值觀 

 能夠打出一片天，王師傅對品質與製作態度相當把關，他專注的神情，絲毫

看不出驕傲的態度，他認為即使一個人學會了所有的步驟與技巧，但若沒有好的

製鼓心態，仍是白費工夫。 

 

曾經有大陸廠商請王師傅讓機器代替人工，大量生產以提高銷售量，但王師

傅覺得機器太快了，反而會讓人沒有時間思考，而拒絕邀請。30這就是他的工作

精神，聽他的鼓聲彷彿聽見他對「响仁和」及父親的承諾。剛接下响仁和製鼓廠

時，王師傅的心情是百般無奈，經過數十年和鼓朝夕的相處，他不但找到製鼓的

樂趣，同時覺得自己離父親更近，父親製鼓的身影宛若伴隨他，他充滿柔情地說

道：「我覺得爸爸留下來給我的，其實是無限的思念，這份思父之情促使我想讓

更多不認識的人欣賞他的好手藝，所以有機會我要成立一個文化館，展示爸爸的

作品，讓參觀的人更了解爸爸這個人。」31响仁和鼓文化館終於在 2001年成立，

完成了王師傅的心願。 

 

從小看著父親製鼓，王錫坤師傅傳承了父親的態度，即使訂單變多了，他仍

堅持每一個鼓的品質與誠意，因為他要响仁和出產的鼓是永久保固的。曾經有日

本客人想在短時間內大量訂購，由於這麼大量的訂單需要時間完成，不願等待的

日本客人一句「可以響就好了！」讓師母一口回絕，因為她認為這句話會拆了「响

仁和」八十年的招牌。 

 

王師傅說：「工藝是在它的細微處，我們看一件工藝品，不是看它大大的東

                                                      
28
楊舒媚，〈以植物纖維研發環保大鼓〉，《中國時報台灣》368，2012.9.9。 

29
林洛瀅，〈全球首例！「响仁和」植物纖維鼓面，打響佛館第一大鼓〉，《人間社》。 

30
薛世如，〈從鼓至今的堅持──王錫坤〉，《喀報》，2012.10.14 。  

31
同註解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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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而要從它的細處看，就知道這工藝師是不是很認真。」從製鼓的門外漢到製

鼓達人，炫麗的外表從來不是王師傅強調的重點，要如何才能讓鼓雋永、動人，

才是王師傅心目中最重要、最不能忽略的重點。他希望放在廟裡面的鼓能維持五、

六十年，甚至是百年的時間，音質仍不會改變，因為那對製鼓的人來說是種責任

與肯定。32一聲「王師傅」代表的是對他專業領域的肯定，33王師傅的工藝藝術價

值，在於他的每一個工序與工法都很認真，因為他知道製鼓過程的好壞，會影響

最終結果。有位三峽北管樂師表示：「想知道一個團體的實力如何，看他們用哪

一家的鼓就知道。」34當代雕塑家談獻華先生認為王錫坤師傅已經突破一位工藝

師原有的格局了，因為他願意做新的嘗試，挑戰自己的能力。王師傅身為一個製

鼓的藝術家，他不想把自己侷限在舊有窠臼，刻板的想法中，挑戰自己的極限是

他對生命的承諾。他除了不斷地嘗試在鼓的表面做很多變化，也改變鼓的形狀，

他堅持製作鼓不是只有做完一個型就結束了，他會很在意地把每個鼓的音質做到

它應有的水準，甚至更棒。35 

 

他的雙手蘊藏了機器永遠無法取代的智慧，他的雙腳在鼓皮上來回的踩踏，

專注的神情勝過機器冰冷的運作。王師傅說：「一個人一生要對自己有所交代，

透過這些鼓，我可以證明我存在過。」36要用心才可以使鼓聲擁有渾厚、要細心

才能做出撼動人心的好聲音，不會隨時間流逝，反而給人一種越陳越香的感動。37 

六、 結語 

王錫坤師傅提升製鼓工藝的藝術價值與歷史定位，新莊的「响仁和」擦亮台

灣製鼓業的聲譽，優人神鼓的總監黃誌群老師表示：「响仁和的鼓，音色很有彈

性，共鳴度大，很有穿透力。即使在我們這樣使用頻率與耗損非常大的情形下，

還可以打好幾年才換一次皮，不像其他地方的鼓，不到一年的時間鼓皮就不行

了。」38 

對傳統工藝的熱愛與不捨，這信念支持著王錫坤師傅力求再創傳統工藝的價

值。第三代薪傳人王凱正堅定地說道：「製鼓這一行不是黑手，也不是沒前途的

行業。」王師傅用最誠懇的態度製作每個鼓，每次的繃鼓、踩鼓與試音，不斷的

重複程序，直到音質滿意為止，鼓的聲音對王師傅而言就是鼓的靈魂，而它取決

於認真的製鼓態度，王錫坤師傅堅定的信念從未動搖過。 

             文發系一年級張惠偵、藍俐琳撰稿 

 

                                                      
32
同註解 12。 

33
楊晉龍，〈留空間讓鼓說人生—王錫坤〉，《百世教育雜誌》，2009.9.25。 

34
同註解 33。 

35
同註解 12。 

36
同註解 30。 

37
同註解 30。 

38
同註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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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仁和王錫坤大事記 

 

1929 响仁和吹鼓廠成立。 

1960 更名為响仁和鐘鼓廠。 

2001 响仁和鼓文化館成立。 

2002 為了挑戰自身鼓藝，因而製作大八角鼓。 

2007- 2013 臺北縣政府自民國 96年開始，以响仁和為活動主軸，成立鼓藝節。 

2007  陶鼓：鼓身為陶製，與鶯歌陶瓷博物館合作之作品。 

2008  五音音階鼓 ( 一 )：突破以往鼓只有單音的概念，因此衍生出。 

2008  藝術小鼓：存在著極高的藝術價值，對國外而言，這就代表著台灣。 

2009  由响仁和、交大、樂生療養院三方合作，實現由鼓聲醫療的效用。 

2009   臺北縣政府公告，將「製鼓工藝」登錄為北縣傳統藝術，保存者：王錫

坤。 

2009  榮獲「臺北縣傳統藝術藝師獎」。 

2010  獲文建會登錄為「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與此同時並列入人間

國寶。 

2010 與花蓮玉里榮民醫院合作，用鼓聲助精障病患達到職能復健的效果。 

2010 與藝術家談獻華合作作品「刺客」，更進一步突破鼓本身所存在的意義。 

2011  總統府邀約錄製治國週記。 

2012 當選中華民國第五屆工藝之家。 

2012 植物纖維大鼓：首創台灣最大兼具環保概念的鼓，現位於高雄佛光山 ─

─佛陀紀念館。 

2012  鳳旋：與輔大織品服裝學系的老師合作，鼓面圖案為浴火鳳凰，有重生

之意，鼓面、鼓釘、鼓身皆以印染方式上色，有別於以往。 

2012 五音音階鼓 ( 二 )：與輔大織品服裝學系的老師再次合作，以三國五

位武將為發想，每個鼓不同的音調及顏色紋路，代表著五位能者的不同

個性。 

2012  LED鼓：打破一般大眾對於鼓所存在的意義、加強了藝術價值之外，這

次更衝擊著人們對鼓本身的想像空間，創造鼓工藝的無限創意。 

2013 更名為响仁和鼓藝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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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 1 : 王凱正攝影 

圖 2 : 王凱正攝影 

圖 3 : 王凱正攝影 

圖 4 : 王凱正攝影 

圖 5 : 王凱正攝影 

圖 6 : 响仁和網站：http://www.chccc.gov.tw/drum%20hall/08chccc.htm 

圖 7 : 王凱正攝影 

圖 8 : 王凱正攝影 

圖 9 : 王凱正攝影 

圖 10 : 王凱正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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