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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灣寺廟密度高，平均每鄉鎮擁有32座寺廟，這主要是歸因於早期移民以寺廟、宗廟為中心聚集，宗

教和家族、地方緊密集合。因此，由迎神賽會所衍生出的種種廟會文化，久而久之也成為地方間比拚的

重點。台灣話裡有一句「輸人不輸陣，輸陣就歹看面」，點出酬神活動的藝陣，在過去是等同於鄉里間

重大的藝文交流活動。如今藝陣逐漸改良，並自成一門精緻的民俗藝術。

充滿地區性特色的迎神賽會，通常是為慶賀神明誕辰而辦。所衍生的民間祈福活動，如：遶境、刈香；

和各路神明出巡時，扮演炒熱氣氛和隨身護駕的陣頭、藝閣等廟會活動；包括信徒本身的參與，和圍繞

廟埕附近的小吃攤、商店，這些全部都是台灣特有廟會文化中的一部分。有志者早已嗅到當中的商機，

透過媒體SNG連線的強力放送，沿路的流水席和創造出來的伴手禮、宅配經濟效益，以及推陳出新的宣

傳如超商的公仔等，宗教文化走出傳統的象徵意義轉型成創意商品。

 

電音三太子電音三太子  拼貼創新拼貼創新

若要說廟會文化中最值得眾人注目的，是近年來突然刮起一陣旋風的電音三太子，大膽地更改藝陣文化

既有的形式，將其現代化，不僅去蕪存菁地保留傳統信仰的價值，並加入混音、LED科技等新元素吸引

非信徒的目光，打破一般藝陣出巡時高不可攀的神聖性。早年出陣是為驅瘟、除魔和禳災，甚至在移民

初期，還是民間防衛武力的一部分。現在，少了這些嚴肅的鎮煞任務，卻更能夠拉近和一般民眾的距離

，共享陣頭儀式表演的感動。不再是兇狠的神將伴隨鑼鼓喧天的儀隊掃街，「作用」之一就是把小孩嚇

到哭出來，改良過的藝陣將充滿搞笑意味的台客御用舞曲，伍佰的〈妳是我的花朵〉，編入陣中，戴上

白手套，頭大大、臉圓圓還有可愛深酒窩的三太子跳起戰鬥舞。也正是因為這個囝仔神仙所代表的創新

精神，才可以輕易地打破傳統留下來的藝術就是比較好的迷思。

 

圖出自《我愛三太子──眾神喧嘩太子幫》一書，三太子祖廟的台南新營太子宮是
舉辦電音三太子相關活動的幕後推手。(翻拍/王雅涵)

 

首創電音三太子並揉合戰鬥舞的始祖是「朴子電音太子團」，位於嘉義的朴子藝術公園旁，率先於200

5年的台南鹽水蜂炮舞進YouTube，其後一連串知名舞蹈的翻版，如：大跳韓國男子天團Super Junior

的sorry sorry舞、愛爾蘭踢踏舞團的經典大河之舞等，一系列代表作搶攻媒體版面，不斷玩弄、挪用

他人的文化，拼貼出電音三太子的精神。但是，就如同許多台灣社會曾經掀起的風潮，隨之而來的跟進

效仿幾成氾濫，不斷重複地看到爆紅的各區三太子團，廣泛出現於綜藝娛樂節目，和只要跟台灣有關、

不論主題性質的國內外活動。這個高潮最後出現在2009年高雄世運會上，電音三太子騎現代風火輪的

機車開幕，並獲得國內媒體一致的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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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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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野餐趣　草地微旅行親子野餐趣　草地微旅行

二○一四年十二月六日，由一群七年級生組成
的團隊發起的親子野餐會，在臺北大安森林公
園登場。

重機街頭文化　磅礡展出重機街頭文化　磅礡展出

由雜誌社所主辦的重型機車展「Ride Free
5」，在五股工商展覽館盛大展開，呈現具有
速度和藝術感的騎士文化。

改變來自於改變改變來自於改變

儘管電音三太子儼然成為廟會文化的救世祖，更被推舉成台灣草根文化創新的代表，然而會改裝成一個

轟動一時的次文化，不僅是靠陣頭們單純的靈光一閃，觀看群眾的流失也是導致求新求變的原因之一。

都市化不斷地將年輕人口拉出鄉鎮，藝陣的練習、出陣與現實生活中的職業、課業衝突，因為傳統社會

結構的改變，陣頭活動失去家族、鄉里間龐大的力量去支撐舉辦。而寺廟不再是現代人的生活重心和中

心，宗教面臨來自迷信的質疑，力量明顯式微，直接反映出盛況不在的宗教文化活動。例如：原本叱吒

一時的迎神陣頭──宋江陣，一個正式嚴謹的宋江陣需要108個人各司其職地表演，典出水滸傳中梁山

泊108條好漢，共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如今卻連出陣的底線人數36人都湊不齊。

 

 雲門舞集融合傳統雲門舞集融合傳統  藝陣文化融合流行藝陣文化融合流行

再向上細數廟會文化可夠格被稱做「文化」的歷史，首推1974年時將《八家將》搬上舞台表演的雲門

。林懷民剛從美國回來時，立志不做另一個在台灣的「美國現代舞團」，他想向下尋找自己的文化根源

，回到傳統中國文化中尋找，將美國現代舞和京劇身段融合出屬於自己的舞蹈。即使《白蛇傳》的演出

已獲得肯定，仍然覺得對在地文化認識不夠的林懷民持續下鄉於田野、廟會見習，從民間藝術裡挖掘新

素材。還覺得隨著媽祖遶境是老一輩才有的迷信舉動嗎?曾經，隨著大甲媽祖遶境是雲門舞者學習的一

部分。

今日若問起台灣的藝文團體，十個人裡大概有九個會舉雲門舞集為例子，也只有雲門在80年代便即早發

現這個鄉野祭典所隱藏的爆發力量。往後他又吸取藝陣之一的《牛犁陣》，展現慶賀傳統農家豐收時的

情趣，當時林懷民認為民間藝術終將因工業文化而消失，所以親自帶領舞者下鄉學習。他是正確的，今

日的牛犁陣幾乎已成絕響，逐漸沒落以致無法再出陣。雲門在融合傳統與現代的創新過程中不曾猶豫，

而藝陣文化在面臨傳統信仰和流行文化之間的取捨時，也正在走出傳統廟會表演形式，將宗教藝術現代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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