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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書櫃裡擺放著一尊布袋戲偶，

這尊戲偶身披及靴的金黃色緞面長袍，

綴有深褐色的滾邊，其腰帶上纏著綠色

的絲線，亮眼的金蔥頭帶上有一塊墨玉

狀的飾品。戲偶的面龐俊秀紅潤，一襲

黑亮的長髮垂至腰際，更顯得瀟灑倜

儻，活脫脫一介書卷氣的文生裝扮。

這尊戲偶是多年前一位布袋戲發燒

友相贈，他說這尊戲偶便是鼎鼎大名的

史艷文。史艷文，何許人也？略悉臺灣

布袋戲的人都知道，史艷文是臺灣電視

布袋戲鼻祖之作《雲州大儒俠》裡面的

靈魂人物，他曾經是家喻戶曉的角色。

其地位有如金庸武俠小說《天龍八部》

裡的段譽，不但武功絕頂，能為國鋤奸

懲惡，更是飄逸瀟灑的青年才俊，對鍾

愛布袋戲的粉絲來說，可謂是天下無雙

的風雲人物。

不知不覺，這尊戲偶已陪伴我十餘

個年頭。當每日的晨光湧進書櫃，彷彿

就賦予這尊戲偶生命力，光影下神采飛

揚，似乎下一刻就會鮮活起來。

布袋戲大師轟動武林

朋友說，只要你看過《雲州大儒

俠》，你一定會愛上史艷文。

同樣的話，在我踏進有「布袋戲之

鄉」美譽的雲林後，又再度聽到。而這

雲林布袋戲館已成為每年雲林國際偶戲節的主要舉辦場地。

一次，卻是出自雲林布袋戲館的館員林佩

茹小姐之口，更令我驚訝的是，眼前這位

年紀輕輕的林小姐跟我聊起布袋戲來，卻

是如數家珍。

「轟動武林、驚動萬教」這句布袋戲

裡最經典的出場口白，短短八個字就有雷

霆萬鈞之勢。當我佇足於虎尾的雲林布袋

戲館前，看到館前高高矗立的「臺灣布袋

戲泰斗」黃海岱大師的雕塑，這句震攝人

心的口白就毫不遲疑地從齒間蹦將出來。

出身雲林西螺的黃海岱大師，是著名

布袋戲劇團「五洲園」的創始人，在臺灣

布袋戲界被尊稱為「通天教主」。據說，

晚年的黃海岱大師，即使已年逾百歲，但

只要一拿起布袋戲偶，馬上就變得生龍活

虎。而大師一出手，布袋戲最基本的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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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生、旦、淨、末、丑」也輪番上陣，

大師表演起每個角色的動作、唱段和口白

皆絲絲入扣，如此的唱作俱佳、活靈活現，

連年輕的弟子們都自嘆弗如，旁人更無法

想像這位百歲人瑞演起布袋戲，竟是這般

酣暢淋漓，讓人如沐春風，大呼過癮。

立於雲林布袋戲館正門左側的這尊黃

海岱大師的鋼板雕刻，以右手執偶的剪影

方式呈現，足足有兩人之高，大師舉手投

足的真實寫照在陽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輝，

有著一股讓人仰慕的風範。

館前小廣場還有另外三尊黃海岱大師

的雕塑作品，卻是大師打太極的招式。林

小姐透露，大師晚年走下舞台後，對修練

太極情有獨鍾，他似乎從掌中戲中悟出了

練習太極的要領，一招一式都行雲流水。

於是館方特地商請名家將大師老而彌堅這

和洋混搭─虎尾郡役所

90年前的民國 20年，才升格虎尾郡

不久的小鎮，發生了一樁地方上極為盛大

的熱鬧事情，那就是臺南州廳轄下的虎尾

郡役所竣工落成啟用，象徵著虎尾的格局

與位階，已經從昔日沒沒無聞、微不足道

的小小村莊聚落，躍居成為雲嘉平原上的

要津，同時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官方公署

所在地。

從明鄭到清領，再到日治中期，始終

以「五間厝」為名的虎尾鎮，即使製糖工

業蓬勃興起，躍身全臺第一大糖廠，從四

面八方湧入的人口急遽增加，首屈一指的

「糖都」形貌漸趨成形，但一直依附於土

庫鎮轄下的處境，卻沒有改變。直到民國

一太極系列的雕塑陳列在館外，讓參觀者

能看到大師博古通今的另外一面。

就在大師的太極雕塑旁，還有一群人

的「剪影」現身女兒牆邊，從穿戴、配掛

不難看出，他們就是《雲州大儒俠》裡赫

赫有名的史艷文、苦海女神龍、劉三、怪

老子、哈嘜二齒和藏鏡人，其中尤以藏鏡

人因頭戴斗篷面紗，最好辨認。這六尊剪

影如真人般，彷彿從風雲變幻的布袋戲場

景中走出來，成為布袋戲館迎賓送客的守

門人。

我先向黃海岱大師的雕像致敬，再跟

「群雄」一一抱拳，才拾階步入拱圈造型

的門廊，眼前一道黑色條狀柵門，給人一

種門禁森嚴之感。接待我的林小姐便跟我

娓娓道來眼前這幢風格獨特、美輪美奐的

建築的由來。

9年，臺灣總督府進行第八次行政組織變

遷，開始實施「州廳都市街庄制度」，日

人才將「五間厝」易名為「虎尾郡」，讓

虎尾一舉跨過街、庄兩道門檻，與斗六、

北港兩地並駕齊驅，成為臺南州廳轄下的

十個要郡之一。虎尾郡役所的落成，便是

躋身重要都市的具體地位表徵，所以地方

人士歡欣慶祝的盛況可以想見，更不要說

當時虎尾郡役所統轄的範圍涵蓋了今天雲

林的九個鄉鎮，規模相當於現今雲林縣轄

域幅員的一半，虎尾的重要地位，在當時

已不言而喻。

今日的雲林布袋戲館，其前身便是虎

尾郡役所，這棟和洋混搭式的建築，正面

二樓為露出木頭表面的半木造式外牆，即

木摺壁結構，施工工法乃是在木柱梁結構

間補壁，為臺灣傳統建築中慣常使用的「編

竹夾泥牆」構成。一樓為清水紅磚承重牆，

帶有英國維多利亞紅磚建築的況味，而且

上木下磚，讓整棟建築在比例造型上顯得

非常優雅，這是當時實驗性的設計。頗具

巧思的是牆面上的平衡錘式推拉窗，窗框

直接露出，全棟共有 58扇窗，通風採光的

意圖明顯，也是為因應臺灣潮濕悶熱的氣

候。林小姐為我實際操作這種平衡錘式推

拉窗的功能，雙手輕輕上抬，窗框內部軌

道的小尖錘便會落下，每到一定的高度便

能停住，這種平衡錘式的拉力十分強韌，

即使強風吹襲，拉開的窗也不會被吹落。

❶ 和洋混搭式的虎尾郡役所，是雲林布袋戲館的前身。
❷ 經典布袋戲《雲州大儒俠》裡赫赫有名的六位重要角色以
剪影形式出現在布袋戲館前，成為布袋戲館迎賓送客的守

門人。

❷

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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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為五脊四坡水式「寄棟造よせむねづ

くり（日文的稱呼）」，即廡殿頂，源自

中國古代的傳統屋頂形式，其特色是兩側

沒有山牆，正脊前後左右四面都是斜坡。

比較特別之處是正面入口最上方屋瓦切角

頂往上縮，係「背心式屋頂」，乃是西洋

屋頂的建築特色，常用於塔樓或屋頂高處，

虎尾郡役所的切角頂拖架造型呈弧線變

化，拖架末端有方尖形收頭，細緻而優雅。

入口的門廊日文稱「車寄 (くるまよせ )」，

是日本建築空間用語，指建物入口處有出

挑陽臺、露臺或雨遮的部分，方便人們進

出建物時免於日晒雨淋。這棟建築的門廊

採洗石仿石材工法，形式厚實穩重，線條

拱圈造型簡約，拱柱線條精心收尾，傳達

莊嚴入門意象。

整棟建築從上到下，有為數眾多的通

風孔設計，林小姐說這些外露的通風孔在

內部皆串聯相通。在那個無空調的年代，

這樣的設計可以使室內達到自然降溫的目

的。

館外左側植有一棵茄苳樹，右側則植

有兩棵小葉欖仁，高大茂盛，年代可能跟

郡役所一樣久遠。

進入館內，建築格局為三合院的空間

布局，後側連接迴廊一磚一磚堆砌之拱圈，

追求歐洲文藝復興時期鄉間別墅拱圈設計

之完美比例，拱圈上有拱心石的造型，使

拱圈型制更為完美，還有雙層以及拱圈走

庭右側有一排水泥建築是昔日的拘留所，

日文稱「留置場（りゅうちじょう）」。

以Y型柱列撐起屋頂，屋頂上有一個採光、

換氣、煙出的氣窗，日文稱「越屋根 (こ

しやね )」，現代建築語彙則稱作「太子

樓」，斜屋頂上設計環狀開窗，便於通風

換氣，因這裡是關押人犯的拘留所，所以

改善室內通風顯得尤為重要。

日治時期郡役所為地方行政辦公處所

及治安機關的中心，日人將警察體系引入

到臺灣，郡役所便多了警政的功能。初期

的虎尾郡役所臨街部分為一般庶務課和警

察課辦公室，作姦犯科者遭到逮捕，先行

在拘留所留置，偵訊事務由刑事警察來處

理。在戰爭時期因應治安維持的急迫性，

逐漸代替監獄之用，所以屋內設有監視台、

警察廁所、警閉室與三間牢房。林小姐帶

廊的設計。林小姐讓我以手觸摸紅磚牆面，

竟然光滑如鏡，林小姐說這便是清水紅磚

的特點，紅磚窯燒後再經水磨，使其表面

變得細緻光滑。林小姐還講出一段軼事，

早年地方傳聞這些紅磚是由澳門進口，但

以當時的時空背景，應不太可能。而迴廊

頂部也有一個個通風孔，可見通風系統貫

穿整棟建築所言不虛。

建築內部通往二樓的樓梯設置在左手

邊，與傳統設置右邊大相逕庭，更奇特之

處是樓梯旁還有一個半人高水泥圓柱。林

小姐解釋，這是因為建築正對路口，有所

謂「路衝」之說，日人也相信風水，便將

正對路衝的樓梯由右邊移至左邊，再多加

一水泥圓柱嵌上亮閃閃的鏡面以擋煞。

後院室外中庭位置有一株雀榕，參天

蔽日，對整個中庭有高度遮蔭的效果。中

❶ 一樓為清水紅磚承重牆，帶有英國維多利亞紅磚建築的況味，二樓為露出木頭表面的半木造式外牆，即木摺壁結構，上
木下磚，讓整棟建築在比例造型上顯得非常優雅。

❷ 後側連接迴廊一磚一磚堆砌之拱圈，追求歐洲文藝復興時期鄉間別墅拱圈設計之完美比例。
❸ 以 Y型柱列撐起屋頂，屋頂上有一個採光、換氣、煙出的氣窗，日文稱「越屋根」，現代建築語彙則稱作「太子樓」。
❹ 郡役所內有昔日的拘留所，所內設有監視台、警察廁所、警閉室與三間牢房，是臺灣鮮見的日式牢房仍留存至今且保存
完好者。

❸

❷

❶

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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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入內參觀，說這裡是臺灣鮮見的日式牢

房仍留存至今且保存完好者。

在開啟拘留所的木門時，林小姐告訴

我這把看似普通的銅製喇叭門鎖其實是日

治時期遺留下來的，其厲害之處就是一把

鑰匙可以開啟每道門鎖。一把鑰匙開啟所

有的門，那不怕嫌犯脫逃嗎？心中才生疑

問，但看到拘留所內牢房的結構，才知根

本不可能。牢房是磚木結構，本體與四周

獨立，避免犯人鑿壁逃離，而牢房牆壁厚

達 2、30公分，牢門也是碗口粗的檜木製

成，入口設於低處，嫌犯要蹲爬進出，根

本不可能越獄。至於特殊留滯間，為專門

拘禁犯行重大的嫌疑犯，房內四周皆有海

綿軟墊避免自殘，牆上留有一對外孔洞傳

遞餐點之用。林小姐特別請我看牢房內的

蹲式便器，竟與今日蹲式馬桶沒有兩樣，

想不到將近百年前的牢房已有這樣的設

施，真是令人嘖嘖稱奇。

更令人驚奇的是，「布袋戲國寶大師」

黃海岱也曾被關押於此。民國 18年，29

歲的黃海岱因演戲紛爭與他人鬥毆犯案，

被吊銷劇團執照，並拘禁在拘留所內，關

押期間因埋首苦讀《三國演義》，受當時

的高橋 (たかはし )所長賞識，提早釋獄。

黃海岱出獄後，重新申請劇團取名為「五

洲園掌中劇團」。

民國 39年臺灣實施地方自治後，虎尾

郡役所曾改為虎尾警察分局的辦公廳舍。

民國 58年警察局搬家，這棟建築一度荒

廢，後經地方文史工作者爭取保存，於民

國 95年 12月修復，登錄為雲林縣歷史建

物，並由雲林布袋戲館進駐，成為雲林民

間傳統戲劇特色的陳列展演館舍。展廳劃

分為布袋戲歷史區、戲園介紹區、黃海岱

專區、拘留所留置場歷史區、特展區及 3

樓金光大戲院等幾個場域，從館舍格局到

內部陳設，都處處呈現布袋戲文化的特色。

掌中技藝 舞動戲偶

「一口說出千古事，十指能操百萬

兵。」道出布袋戲的精隨，正所謂「世界，

在我掌中」。踏入掌中戲的世界，所有叱

咤武林的傳奇都在十指間舞動。布袋戲自

19世紀傳入臺灣，所使用的木偶，除頭、

手、足外，身體四肢部分都以布做成，形

❶ 布袋戲館 1樓的常設展，參觀者可以近距離一窺布袋戲的源起、布袋戲的演變與發展、布袋戲角色與藝術、布袋戲在雲
林四大主題展。

❷ 臺灣早期最傳統的布袋戲「扮仙」中的「福祿壽三仙」戲偶。
❸ 從最初廟埕演出的野台戲，到轉向內台戲院的金光布袋戲。

❷

❶

成四角長方形似布袋，表演完畢後，早年

藝師會將木偶投入舞台下的布袋內，才有

「布袋戲」的說法。而陪伴無數臺灣人度

過成長歲月的布袋戲，經過兩百多年的發

展，已成為臺灣意象的代表和最具臺灣本

土文化色彩的民俗曲藝。

走入 1樓的常設展，參觀者可以近距

離一窺布袋戲的源起、布袋戲的演變與發

展、布袋戲角色與藝術、布袋戲在雲林四

大主題展。布袋戲偶隨時代變遷的樣貌，

從傳統布袋戲偶「福祿壽三仙」演出「籠

底戲」的形式，到廣播、唱片布袋戲；從

日本皇民時期劇團必須加入日本人形偶，

到國民政府出現國軍、共軍形象戲偶；從

最初廟埕演出的野台戲，到轉向內台戲院

的金光布袋戲⋯⋯這些演進的歷程皆在展

覽中一一呈現。

展場裡數十件做工精巧的戲偶與偶

人，搭配服飾、盔帽與道具，以大型聯櫃

展出「生」、「旦」、「淨」、「末」、「丑」、

「雜」、「獸」等不同行當，呈現出有如

人生百態的豐富樣貌。

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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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實境布置戲台的前後場場景，帶

出戲班的組成、戲曲的守護神、場演師、

後場樂師、製偶師等，讓參觀者了解布袋

戲台後，職人們獨特且精彩的技藝。

傳統戲曲有「三分前場，七分後場」

之說，說明了後場音樂對於布袋戲的重要

性。後場配樂早期布袋戲分南管、北管與

潮調三種，到了上世紀中期後，後場音樂

引進了京劇、歌仔戲等音樂，或使用西方

樂器和音樂，並以歌手現場演唱歌曲，或

預先錄好再播放。

布袋戲的戲台也是見證臺灣布袋戲發

展的重要里程，從最早期「肩擔戲台」的

簡易戲台，到複雜的四角棚及六角棚，又

稱作彩樓，逐漸演變出今日以木雕精緻化

的彩繪式戲棚的戲台風格。

林小姐告訴我，還在疫情升級之前，

館內 3樓的金光大戲院每個周末都會有大

❶

型掌中戲的表演，邀請縣內知名的掌中劇

團輪番演出精彩劇目。像是 5月原定的表

演有《神童哪吒之母親節》、《西遊記之

決戰新冠狀魔王》、《偶戲風華、百年掌

藝》等，既搭配節慶又能與時俱進的創新

改編掌中戲，讓新老戲迷都趨之若鶩，可

惜後因疫情停擺，期盼能早日恢復。

雲林布袋戲館目前的運營，是由虎尾

一位在地的布袋戲迷方志銘先生所開設的

木藝堂藝品生活館來管理，他集合了全臺

各地數十位木偶雕刻師、造型師和偶衣師

的陣容，自創了「八家將」和「三國爭霸」

等重要角色戲偶系列，讓雲林布袋戲館成

為南北各地布袋戲迷的交流平台，並帶動

布袋戲文創風潮。

雲林布袋戲館也是做為每年雲林國際

偶戲節的主要舉辦場地，更是虎尾對外介

紹布袋戲文化的一個重要門戶。

沒看到「臺灣布袋戲之鄉」的正宗傳

統金光布袋戲表演，多少有點遺珠之憾。

走出布袋戲館，對街高聳著一座有數層樓

高的塔式閣樓，林小姐說那是日治時期的

虎尾合同廳舍，雖較郡役所晚落成，卻曾

經是虎尾最高的地標，名為「火見塔」。

顧名思義，此高塔功能是消防單位登高觀

測轄區失火位置與救災通報。合同廳舍用

今日的話講，就是合署辦公之意。因此合

同廳舍內部規畫了三大空間，整合消防隊、

派出所和村里集會的公會堂，為郡役所直

轄。而虎尾郡役所、合同廳舍及郡役所左

側的郡守官邸，構成了昔日虎尾的中心街

區，林小姐說眼前的這條中山路是虎尾的

老街區，有很多老屋店鋪值得一逛。我隨

走隨拍，經過一個路口時被左邊管樂齊鳴

的電音吸引，遠遠看到有戲臺橫陳在馬路

上，直覺應是掌中劇團在表演。

農曆七月正是中元普渡的民俗月，

來時同車的虎尾在地人就心直口快的跟我

說，虎尾每年中元節都會有封街大拜拜。

眼前所見果不其然，百餘公尺的街道被一

桌桌貢品占據著，馬路首尾更有布袋戲團

熱火朝天的表演著，北部酬神多半請歌仔

戲團唱個一兩天，雲林則是請布袋戲炒熱

氣氛。

許是見我拿相機拍照，藏身幕後的藝

師頓時賣力的讓戲偶使出看家本領，還噴

起煙霧助陣，好個「人來瘋」。我看看四

周，4台戲就只有我一個觀眾，卻足以讓 4

位藝師振臂高昂，搬出各路大俠，在鏗鏘

的鼓樂伴唱中跑馬燈似的齊上陣來。而我

來回穿梭，飽足了戲癮。

民國 89年 1月 17日，虎尾霹靂衛星

電視台在臺灣推出第一部國人自製的布袋

戲電影《聖石傳說》，以聲光科技在大螢

幕呈現布袋戲，有如武俠片一般精采，完

全顛覆社會大眾對傳統布袋戲的觀感。

「袖裡乾坤大，掌中天地寬。」、「一

聲呼出喜怒哀樂，十指搖動古今事由。」

傳統布袋戲再離奇的劇情、再雄偉的場面，

都脫離不了一座戲棚子、主講人的一張嘴

巴和十隻手指頭。如今布袋戲走上大螢幕，

演出的技巧更是顛覆傳統手法，堪稱「轟

動武林、驚動萬教」，不但走出臺灣布袋

戲新的里程碑，也成為本土文化藝術的奇

葩。

❷

❶ 適逢農曆七月，遇到虎尾封街大拜拜，並請來布袋戲
團熱火朝天的酬神表演。

❷ 在布袋戲的世界裡，當《雲州大儒俠》的哈嘜二齒遇上
《三國演義》的關雲長，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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