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音創作都尚未普及的年代，皮影戲是極

受歡迎的傳統民俗娛樂活動。

爬梳皮影戲的歷史，據各方文獻資料

顯示，皮影戲最早出現的年代，大約是在

西元 1000年前後的中國及印度等亞洲國

家。陝西皮影戲曾流傳，「皮影戲始於漢，

興於唐，盛於宋」；部分歷史記載，元朝

時期，皮影戲班更隨軍隊遠征中亞各地，

並由此拓展至歐洲各國。清朝年間，許多

名家巨賈皆以聘請名師刻製戲偶、邀請戲

班長期駐點演出為榮，是皮影藝術發展最

為輝煌的年代。此後數十年，中國皮影戲

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文化大革命等事件

而沉寂，在歷史的洪流之中載浮載沉，浩

劫之後再重生，因而發展出各地區的不同

流派，山東、甘肅、寧夏、北京、陝西、

山西⋯，並各自形成不同的唱腔及風格，

呈現百花齊放的多元發展情形。

至於臺灣皮影戲及劇團的歷史，應源

自三百多年前，由中國廣東省的潮州傳入，

主要流行於高雄及南部，如今仍持續營運

者僅數團，其中以高雄大社區的「東華皮

影劇團」最負盛名，擁有超過兩百年的歷

史，是臺灣首屈一指，也是最具影響力及

代表性的皮影戲劇團。

代代相傳，生生不息

 東華皮影劇團自清朝創團以來，至今

傳承六代，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皮影劇團，

難得的是，歷代主演在守成之餘，亦因應

時代潮流與時俱進，不斷創新改良、推陳

出新，不僅是臺灣的首席皮影劇團，甚至

從其他傳統工藝的角度來看，也是最具歷

史觀點、傳承並保存最多相關文物的劇團，

關於皮影戲

皮影戲，是由主演者操作一種由牛皮製成、關節可動的平面戲偶，並置於半

透明的簾幕之後，透過燈光或其他光源的投射，以口白或吟唱方式講述故事內容的

傳統戲劇表演。戲偶以木桿和線繩連結，主演者精湛嫻熟的操偶技藝，在光影的映

照下，彷彿隔著一層神秘面紗，充滿了夢幻朦朧的奇特感受，在早期電視、電影等

光與影的皮偶之歌

臺灣皮影戲偶製作
技術保存者張榑國
文／林蔓禎   圖／ 東華皮影劇團、高雄市皮影戲館

濟公收芙蓉妖演出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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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臺灣戲劇與文化發展的貢獻，居功厥偉。

現任東華皮影劇團團長，同時也是第

六代傳人張榑國表示，劇團的年代考證是

依照祖先流傳下來的戲偶與劇本，再往前

回溯、推斷而來。第一代創始人張狀 (西

元 1820-1873年 )，在演出皮偶戲之外亦

兼營餅鋪生意，戲班名稱「德興班」也是

餅鋪店名。第二代張旺承襲戲班與餅鋪，

並全心鑽研戲偶雕刻的技巧，作品精緻典

雅，工藝爐火純青。第三代張川則專職於

皮影戲，劇團更名為「新德興皮戲班」，

並將操作桿由三桿改為二桿，使演出更為

靈活、多變。第四代張叫時期，團名為「臺

灣影繪藝術團」，他改良照明設備，以電

燈取代煤油燈，並結合牛皮、塑膠片和布

料來製作戲偶，在整體的演出技巧方面更

勝以往。他不僅是臺灣第一位以彩色戲偶

演出皮影戲的原創者，更是傑出的木雕師

與陶藝家。當時正值日本皇民化運動推行

之際，臺灣傳統戲劇全面遭禁演，日方為

加強政令宣導，允許優秀劇團特許演出，

臺灣傳統戲劇在政治夾縫中求生存，張叫

帶領的臺灣影繪藝術團在此情況下得以存

活，並為日後的大放異彩奠下根基。

與藝傳史，經典傳承

臺灣光復後，張德成繼承父業，成為

第五代傳人，劇團更名為「東華皮戲團」。

他大刀闊斧進行多項改革，首先為了因應

觀看人數大幅增加，將影窗寬度由四尺增

幅至八尺，投影照明燈光由二盞增為四盞，

演出者由坐演改為站演；戲偶身長由一尺

放大至二尺，原本的側邊單眼五分相，改

良為半側面八分相、雙眼可見，使戲偶的

造型與肢體樣態更加靈活生動、富於變化。

服裝及道具布景也屢有創新，譬如用色部

分，從傳統的紅、綠、黑三色，陸續增加

藍、橙、紫等多種色彩，大大提升了整體

舞台效果。他還擅長自編劇本，融合時事、

傳說故事與在地文化，改編為創新話本，

備受歡迎與肯定。民國 40-50年代，東華

皮影劇團是當時皮影戲業界之中唯一走遍

全臺灣，叫好又叫座的戲團。除了全臺演

出，亦應邀前往日本、美國、香港、菲律

賓等地巡迴表演，引起廣大的回響。

民國 52年，張德成有感於家族皮影

戲已傳承五代，深覺身負重任，遂提筆寫

下『與藝傳史』四字，「與藝」期許家傳

技藝能永續留存、源遠流長；「傳史」則

代表著他心中的期盼，希望皮影藝術未來

能付梓成冊、出版專書，成為後人遵循的

脈絡及方向。民國 74年，張德成榮獲由文

建會舉辦之「第一屆民族藝術薪傳獎」，

78年更獲頒「國家重要民族藝術皮影戲藝

師」殊榮，並由教育部出版《重要民族藝

術藝師生命史—皮影戲張德成藝師》著作，

紀錄他為皮影戲付出奉獻的傳奇一生。

能做擅演，唱作俱佳

從德興班到東華皮影劇團，傳承百年

的家族劇團，在一代又一代的世代交替中，

累積了深厚的創作能量與文化底蘊，第六

代傳人張榑國團長，不只承接家族志業、

延續皮影戲歷史，更致力於皮影戲文化的

張榑國是東華皮影劇團第六代傳人。

東華皮影父傳子 (張榑國與父親張德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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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與教學。民國 82年，張榑國榮獲「第

二屆全國十大傑出青年薪傳獎」、「全球

化藝術薪傳金牌獎」，民國 109年獲列無

形文化資產「皮影戲偶製作技術保存者」

殊榮。東華皮影劇團亦獲文化部認定為「文

化資產保存團體」。

在臺灣的傳統戲劇裡，相較於布袋戲

和歌仔戲，皮影戲的演出型態非常獨特，

或許規模有限，因此適合家族傳承，主演

者必須邊說邊唱邊演，還要懂得製作戲偶，

更不可置信的是，劇本口白、唱詞還得自

己編寫；以現代戲劇的角度來看，等於一

人身兼多職，包含編劇、導演、主角、配

角及主唱，統統一手包辦。若再加上戲偶

製作過程中的雕刻、繪畫技能，皮影戲的

主演幾乎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而張榑國

團長一直以來扮演的就是這樣的角色，如

此全能的奇才，在臺灣已無人能出其右。

因此，常有人好奇他這一身絕學如何養成，

幾歲開始學皮影戲？「從媽媽的胎教就開

始了」，這是他始終如一的答案，就像血

液裡的 DNA，這些技能就像與生俱來，完

全渾然天成。祖傳五代的環境與背景，加

上自幼耳濡目染，因此練就唱作俱佳的真

功夫。他從小就開始學做戲偶，「因為戲

偶著重在頭部造型及臉部表情，而線條可

說是戲偶的靈魂，因此所有技法最先學的

就是雕刻」，從簡單的線條開始練習，熟

練了再逐步進入到身體部位，最後才是頭、

臉的部分。

談到劇團演出，團長表示，從他有記

憶開始，每次演出都是全家總動員，以一

個劇團六人編制為例，位居中央的是主演，

兩旁各有一名助演 (幫主演遞送戲偶或道

具 )，另外三人則負責現場的音樂演奏，一

人拉胡琴，一人敲鑼，一人打鼓。雖然各

有角色，但基本上每個人都會操偶，因此

可視情況機動輪替，這也是家族劇團的優

勢之處。張榑國國小畢業後就開始擔任父

親的助演，大哥負責鑼樂，二哥則擔任鼓

手。現在的東華皮影劇團，張榑國是主演，

太太與兒子張智絢是助演，女兒張淑涵負

責鑼樂，姪子張能傑則是鼓手。

百年文物，珍貴手抄本

訪談進行到一個階段，張榑國團長搬

出幾本古董級的百年手抄本，發黃的書頁、

斑駁的墨漬，以及因氧化而幾近破碎的紙

片，每一頁都布滿歷史的痕跡，然而，遒

勁有力的書法所描述的劇情，彷彿一幕幕

真實的場景躍然紙上。團長邊翻書頁邊介

紹，早期稱為「手抄本」，其實也都是從

別處抄寫來的，在印刷技術尚未成熟的年

代，任何文字資料都必須一筆一畫紀錄，

如今都成了珍貴的文史資料。目前，東華

皮影劇團家族收藏的古老手抄本至少上百

本，多數都有一百多年甚至兩百年的歷史，

年代最近的也有八十年。

想像一下，皮偶戲主演一人飾演多

角的畫面：一邊操偶表演，一邊主講生旦

淨末丑各個角色的口白、唱曲，遇到打鬥

的場面，還得左右開弓、雙手各執一個戲

民國 73年 9月 9日張德成 (中 )、張建國 (左 )、張榑國 (右 )
於後台演出實況。

張德成藝師閱讀劇本照。

第三代張川手抄本。 老劇本內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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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榑國團長製偶時專注的神情。

〈轎夫〉是第一代張狀作品，最初僅使用墨色，

線條流暢風格儉樸，同樣是劇團珍藏一百多年的

傳家之寶、經典戲偶。

〈女旦〉〈高腳椅〉是第二代張旺

作品，線條更為繁複，戲偶周邊也

有被煤油燈燻黑的痕跡，為劇團珍

藏超過一百年的經典老戲偶。

偶⋯；這些真功夫，正是皮影戲引人入勝

的關鍵與受歡迎的主要原因。而古文唱詞

對現代人而言難免拗口，尤其常因文字過

於簡潔，讓演出者有所誤解。為了幫助後

代子孫以及有心學皮影戲的後進能真正了

解劇本的意涵，張榑國團長花了很多時間、

心力，將多本古代手抄本改寫為白話文劇

本。他的皮影戲劇本跟電視劇劇本一樣，

劇中角色的表情、動作、情緒、口音、腔

調⋯，皆特別註明、標記。曲牌是固定的，

劇本也是沿用、承襲古本，只不過東華劇

團的做法更為細膩，當情節有所變化時，

主演會適時的調整唱詞，增加戲劇的可看

性及豐富程度，這就是東華皮影劇團始終

屹立不搖的重要因素。

光看劇本實在不過癮，在記者的央求

下，團長終於開了金口，吟唱了一小段，

他的聲音渾厚宏亮，即便聽者對歌詞一知

半解，也會被悠揚的曲調與充滿聲韻之美

的唱詞所感動，讓人聽得如癡如醉，腦海

中宛如出現劇中的畫面。皮偶戲主演的多

才多藝，令人印象深刻。

堅持傳統，持續創新

時代巨輪不停的往前推演，科技突

飛猛進，數位影音技術發達，傳統戲劇面

臨莫大的挑戰，觀眾的視聽習慣已產生鉅

變，東華皮影劇團及團長張榑國順應潮流，

以「堅持傳統，持續創新」八字，做為東

華皮影劇團永續傳承的精神。目前，劇團

第七代皆已成年，張能傑、張淑涵、張智

絢⋯，除了各自的專業領域，也為家族劇

團的傳承共同努力。張能傑是第七代裡面

的學術界代表，國立臺北師範大學博士畢

業，現為義守大學通識課程講師。張淑涵

則擔任劇團營運總監，負責劇團的整體規

劃、活動行銷及部分課程的主講及授課。

劇團在團長的帶領下，除了廟宇酬神及藝

文單位演出，近年來嘗試異業結盟，劇團

百年傳承的永續精神與企業經營的本質不

謀而合，每每碰撞出創意的火花。

此外，劇團更致力於皮影戲文化的推

廣，包含展覽、演講、研習班、體驗營、
後台演出實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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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偶製作技法概述與說明

東華皮影劇團的戲偶，每一個都是精

雕細琢的藝術創作。戲偶製作工序繁瑣，

以下是張榑國團長提供的濃縮重點與分享：

(1)選皮

牛皮因具有韌性強、易於保存的特性，

而成為皮影戲偶的主要製作原料。選擇的

標準包含薄牛皮、厚牛皮及透明度高的牛

皮三種。一般而言，臉部製作使用的是比

較薄的跟透明的牛皮，腿部則使用較具厚

度的牛皮，因為下肢重量足夠，操作戲偶

時重心才會穩固。

(2)製皮

選好的牛皮必須先經過浸藥水、刮獸

毛、去除脂肪等工序後，再進行搥打、壓

平等步驟，接著釘在木板上晾乾，之後備

用。

(3)設計

從神話故事、歷史人物到經典傳說，

取材多元且千變萬化，繪畫和雕刻更是造

型設計的關鍵技術。做法是在畫好的圖稿

上雕刻，留線條是陽刻，刻線條是陰刻。

現在則拜科技所賜，有些環節可透過電腦

完成，使設計的概念、想像力更加無遠弗

屆。刻好之後在牛皮噴上一層亮光漆，其

桐油成分具有保護的作用。

(4)彩繪

傳統顏料使用的是食用色素，顏色只

有紅、綠、黑三種，後改用染料，可用的

顏色多達上百種。顏料的調製，必須在染

料中加入冰醋酸混合拌勻，冰醋酸具有除

蠟的功用，可使顏料更容易上色。傳統戲

偶只分濃與淡兩種色階，東華皮影劇團經

反覆研究，開發出「漸層」的色系，譬如

臉部皮膚以漸層色來表現戲偶的膚色，讓

演出更加栩栩如生、活靈活現。做法是先

上淺色，再酌量加深，以達到深淺、暈染

的漸層變化。

(5)穿線

也就是將戲偶的頭、身、四肢等部位

接合起來的步驟。古時多以苧麻繩、瓊麻

繩等細麻繩連接，現在有些則以尼龍繩替

代。

(6)裝桿

支撐偶身的是固定桿，連接手臂和其

他部位的則是操縱桿，當操縱桿轉動時，

雙手也會同時轉動。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

就是這個道理。

手作課及校園扎根計畫等，其中的校園課

程已行之有年。譬如由張淑涵教授的高雄

鳳雄國小皮影戲課程已長達五年。鳳雄國

小學生數不多，在高雄歷史博物館的挹注

之下，全校的三、四、五年級學生都有機

會上皮影課。課程為期一學年上下學期，

針對不同年級設計不同的內容，譬如三年

級生從認識劇團及皮影戲開始，接著以西

卡紙或塑膠片做簡單的紙影戲偶。熟悉流

程之後，再規劃一齣半小時左右的戲劇，

讓學生自己設計戲偶，進行紙影繪製、雕

刻⋯，最後演出。鳳雄國小對面有一座「清

水祖師爺廟」，因此張淑涵曾指導學生演

了一齣《清水祖師爺傳奇》。從皮影戲製

作到操偶演出，學生吸收到包含美術設計、

台語文化、音樂素養、劇本創作、口語表

達等收穫。此外，利用投影設備，讓五年

級生做光影戲，講述后羿射日與嫦娥奔月

的故事，同時提供圖稿，讓他們嘗試皮雕

的製作，並搭配靜態展覽的方式分享。因

為課程生動有趣，學生因為喜歡而產生共

鳴，這才是推廣傳統文化的真正意義。

皮影戲，結合了劇本、音樂、燈光及

戲偶，透過主演高超精湛的說、唱、演等

技巧，使戲劇完美呈現；而皮偶的製作更

涵蓋設計、繪畫、雕刻、修復等技藝，每

一項專業都是一門精深的學問。張榑國團

長透過家傳皮偶戲技藝，展現的不只是東

華皮影劇團的家族傳承理念，更是一名藝

術家、一位戲劇表演工作者，堅忍奮鬥、

持之以恆的精神與使命。

岡山樂智學堂皮影教學推廣。 親子皮影戲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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