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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炮聲炸開序幕，神明出巡了！

在喧鬧鑼鼓聲中大神偶搖晃著身子緩緩走來，緊接著一連串的遊行隊伍也從尚未散去的鞭炮煙霧

中緩緩現身──舞龍舞獅、划彩船、老背少、八家將、神童……北港的居民們齊聚在一起，大肆慶

祝神明的生日宴會，對當時年幼的游忠斌而言，廟會來了，熱鬧也來了。

 

 
 
 
 
 
 
 
 
 
 
 
 
 
 
 
 
 
 
 

 

 游忠斌和他製作的三太子神偶。（攝影／許庭瑜）  

 

「以前的北港是很繁榮、很熱鬧的。每年從農曆十月開始，就會有不同的進香團來到北港，我每

天都看熱鬧，看久了都會想說要自己弄個什麼東西出來才對。」游忠斌說道。現年四十多歲的游

忠斌是名道道地地的北港人，親切的笑容底下帶著南台灣特有的『阿沙力』。誕生於民俗重鎮的

游忠斌，在環境的耳濡目染之下，對於民俗活動抱持著一份喜愛，長大後也投身進入其中，目前

他最為人所知的身分是電音三太子的創始者。

 

另一身分　神像雕刻師另一身分　神像雕刻師 

穿著神偶裝卻跳著時下流行的舞步，二○○九年在高雄舉辦的世界運動會，讓電音三太子的名號

躍上了世界級的舞台，也成為台灣本土文化的代表。然而，除了電音三太子的創始者之外，游忠

斌也是一名神像雕刻師，用刻刀在木材上一筆一畫的雕刻，直到上色完成，一尊神像共要花費一

個月的時間。

　

游忠斌在國中肄業後便進入了神像雕刻業，成為學徒，雖然不需要繳學費，每個月也只領到微薄

的薪水，等於在店內擔任免費的勞工。身為學徒的他，每天必須比師傅早起，在師傅上工之前得

先把工具準備好，而在師傅下班之後也必須將店內整理乾淨才能休息。除了晚睡早起的生活之外

，當學徒的生活上有很多資源不足的地方，但這一切他都忍下來了，「也是這樣慢慢學習經驗啦

，要學人家的功夫就是要忍耐。」游忠斌說著。當了三年的學徒後，游忠斌便出外自立門戶，開

了一家神像雕刻的專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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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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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底，「大家樂」的旋風橫掃中南部，沒過多久，全台灣不論士農工商都陷入了大家樂

的金錢遊戲之中，只要簽對牌，一夕致富在當時並非遙不可及的夢想。也正因為大家樂的風行，

求取「明牌」的賭徒湧入各地的大小廟宇，人們在言談之間常戲稱的「蓋廟賺大錢」，反映了廟

宇也能夠成為生財的道具之一。隨著寺廟一間間蓋了起來，神像雕刻也成為了炙手可熱的職業，

游忠斌笑著說：「那時候的人只要雕了一尊神像就開始問明牌，如果沒中的話就直接丟掉，再雕

一尊新的，對神像的需求量很大喔。」

　

游忠斌不僅將神像雕刻視為主業，也成立了北港太子會，踏入了傳統陣頭文化中的游忠斌說道：

「一開始只做我們北港媽祖廟的廟會，想說幫媽祖好好地熱鬧一下，後來就慢慢有人要求我們到

外面表演。」於是，游忠斌便以副業的形態經營起陣頭事業。當時的北港太子會以年輕人的民俗

陣頭做為號召，除了太子爺之外，官將首、八家將、鍾馗等等陣頭也都涵蓋其中。

開創新局　化危機為轉機開創新局　化危機為轉機　 

然而，好景不常，隨著廟宇的普及，各地蓋廟的速度也逐漸減緩，對神像的需求量自然下降，來

自對岸的中國神像又在此時向台灣低價傾銷，神像雕刻業以急快的速度走下坡。而在此時，參與

北港太子會陣頭的年輕人也一個個離開，「有人覺得這種民俗陣頭的東西跟不上時代了，不想要

再待在這個團體裡面，到外面去比較好玩。」游忠斌接著說道，「那時候神像一直沒落，陣頭也

一直沒落，兩方面都一直走下坡，走到最極點的時候真的覺得好像沒什麼生機。」

 

陷入人生低潮中的游忠斌認為，神像雕刻已經不足以當作謀生的工具了，而與北港太子會性質相

似的民俗陣頭也有很多，若是一直走傳統的道路下去很難從其中脫穎而出。「既然都沒落了，改

個方式或許還能再撐一下。」也正是因為這份「再撐一下」的堅持，游忠斌著手將三太子陣頭做

了改良，將背景音樂由傳統國樂變時下的流行歌曲，舞步也由傳統的七星步變成自創的舞蹈。透

過神像雕刻所鍛練出來的巧手，不管是神偶或者是其身上綴滿亮片的衣服，都是由看似粗獷的游

忠斌一手包辦。

 

 
 
 
 
 
 
 
 
 
 
 
 
 
 
 
 
 
 
 

 

 廟會中的電音三太子。（圖片來源／游忠斌）  

 

 

以年輕、自創舞步的特色漸漸打響知名度的北港太子會，在二○○七年獲邀參加台客搖滾嘉年華

，考慮到以『北港太子會』的名稱參加台客搖滾略顯違和感，太子會成員拼湊出了新名字，『電

音三太子』的名號正式出現。「因為參加演唱會總是要取一個比較炫一點的名字啊！」游忠斌露

出了靦腆的笑容。

隨著電音三太子在台客搖滾嘉年華的成功，許多活動的邀約也不斷出現，看準了這股三太子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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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濟利益，許多民俗團體也紛紛爭相效尤，於是許許多多以電音三太子為主打的陣頭紛紛出現，廟

會中也不時可以看到電音三太子的表演。游忠斌為台灣傳統的陣頭文化，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

讓原本較少被關注的民俗活動再次登上媒體版面。

無怨無悔　志在傳承無怨無悔　志在傳承 
「工作做到最後都會是傳承的問題啦，同樣的事情做很多了都是會膩的，只是說我們想要把這個

東西承傳下去，希望能夠推廣更多人來接受更多人來參與。」游忠斌曾試著將三太子陣頭帶入學

校的民俗教育中，但家長們紛紛表示，害怕孩子接受陣頭文化而被帶壞。而學校方面也表示希望

以舞龍舞獅為主，「他們認定那個才是民俗啦，剩下的都不是正當的。」游忠斌略帶無奈地表示

。除了電音三太子的工作之外，游忠斌目前也在幾個民俗團體中擔任指導的講師，教授的內容包

括尪仔、八家將、三太子等等，十分多元，「所以現在傳承上還算ｏｋ啦！」游忠斌點頭說道。

 

不論是神像雕刻師、傳統陣頭或是現今的電音三太子，游忠斌的生命中有一大半的時間都在為神

明服務。隨著民俗技藝的興起、衰落和變革，游忠斌的生命也遭遇了一次次的轉折，當時那個總

是仰著頭看熱鬧的孩子，現在也長成了有能力將熱鬧、快樂的氣氛送給這個世界的大人。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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