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喀報第兩百零三期 社會議題 人物 樂評 書評 影評 即時新聞 文化現象 照片故事 心情故事

請輸入關鍵字  搜尋大事記 交大頻道 記者群 其他刊物 ▼

本期熱門排行

媒體歷屆廣告

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洪詩宸 ╱ 人物

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陳思寧 ╱ 照片故事

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
許翔 ╱ 人物

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
劉雨婕 ╱ 人物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張婷芳 ╱ 人物

映照下的社會　布袋戲配樂　映照下的社會　布袋戲配樂　

2014-03-25  記者 林燕婷 文

音樂自古以來就是人們娛樂自己與他人、傳達思想的方式。而布袋戲的音樂也於各個時代反映台

灣人民的社會思想、政治形態，至今，布袋戲音樂仍不斷在轉變以適應現代社會。

 

當代普遍思想　匿於傳統當代普遍思想　匿於傳統

「在這個殘破不堪的囹圄

　萬念齊飛　引浩力能突破

　在天下一定無絕人之路

　定信念  身耀皆天地金光」

運用道地的閩南文言，身兼製作人、口白、導演與片頭後製的黃立綱，在布袋戲【天地風雲錄九

龍變】的片頭曲《天地金光》中，演唱出背景世界的設定與景象。同時，也訴說受到西化的現代

人們心中，每個人都有自身價值的信念。

2012年12月5日出版的這曲《天地金光》，為DVD形式出版的布袋戲劇，揉合精心設計的各個

華麗衣著、可移動手腳關節的布袋戲偶、3D場景設計、燈光效果、畫面後製、並藉由連鎖便利商

店為管道行銷，並與愚人夢想開發有限公司合作，聯手打造此齣布袋戲專屬的音樂。專注於各類

分工的布袋戲，從製作過程到包裝，無一不是專業化下傳統文化的重新再製。

《天地金光》使用相當多的現代手法，塑造出壯麗場面、動人音樂與歌曲的核心價值。

（影片來源／Youtube）

 

外來文化衝擊　布袋戲轉變外來文化衝擊　布袋戲轉變

台灣傳統的布袋戲最初並沒有片頭、片尾曲的概念，只有演出時的配樂。當初，由唐山移民傳入

台灣的布袋戲，以音樂形式來概略劃分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潮調布袋戲，以廣東潮州的流行音

樂當作配樂，近似於法事時使用的音樂。第二類是南管布袋戲，以泉州的南管音樂為配樂，主旋

律以琵琶為主，再來是拍板等節拍樂器。最後的北管布袋戲則較常用鑼鼓、嗩吶等音調高亢激昂

的音樂，來搭配整齣戲，是現在最常見的電視布袋戲的前身。

在初期，中國傳統的國樂樂器為布袋戲配樂是理所當然的事，架構也日漸成熟，沒有人想過布袋

戲可以加入其他國家的劇情，甚至是音樂元素。

然而在1930年代，台灣在日本統治下實行皇民化運動，嚴格限制台灣傳統信仰及語言，使得演出

於廟宇、並以閩南方言作為口白的布袋戲，不能以過去的形式演出，間接造成布袋戲走向現代化

的變革。

有鑑於劇本不能是中國傳統民間故事，在皇民化的影響下，劇本添加許多日本的故事及文化，內

容不再侷限一隅。再者，布袋戲音樂一改使用潮調、南管和北管，開始引進日本或是西洋音樂等

音樂與電影主題曲作為配樂，意外地受到觀眾喜愛，漸漸地捨棄原有的鼓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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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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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戒嚴時期的國民政府嚴格限制民眾自行創作音樂，再加上，當時台灣尚未有智慧財產權的

限制，因此布袋戲配樂曾出現國外音樂套用在本國歌詞上的奇妙景象，此現象造成國外音樂與布

袋戲的融合成為一股風潮。

《苦海女神龍》是一首經典的日文歌，後來被改編成布袋戲歌曲。

但當時並不是改編，而是完全套用歌詞在音樂上。（影片來源／Youtube）

 

中外音樂詮釋現代布袋戲中外音樂詮釋現代布袋戲

儘管不可避免的西化，布袋戲戲偶本身及場景仍是仿古代東方的衣著制作，台灣觀眾在觀看時能

敏銳地察覺東方與西方文化間的差異，產生音樂與整個戲劇的氣氛不合的不協調感。因此，布袋

戲的配樂該如何適當地加入西方元素，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由愚人夢想打造的《天地金光》就是試圖將現代音樂元素融合進布袋戲片頭曲的作品。除卻各種

壯闊的3D場景與光線效果的畫面特效外，聲音亦是這首曲子將觀眾帶入劇情氛圍的重要關鍵，而

聲音方面則涵蓋武器間碰撞的音效帶來的真實感，與不同樂器及音樂元素的呈現。

整首片頭曲並不限定使用的樂器，樂器所能使用的範圍相當多元。不難聽出前段的演奏由管弦樂

中的弦樂器帶入慢節拍，從最初帶有孤寂色彩的前奏，有層次的加進傳統二胡與鋼琴彈奏，搭配

上節奏性十足的電子音樂，巧妙地結合東、西方樂器，逐步將音樂帶入高潮。

不僅僅只有音樂造成心境上的轉變，歌詞本身貼近音樂，訴說著原本淒涼、無助、以為不再有希

望的江湖末世，卻仍有俠義人士堅持自己的信念，為人類開拓一條道路，最後拯救自己也救助他

人。

直到最後完結前，《天地金光》運用嘻哈音樂饒舌rap的要素，快速地念出歌詞，讓音樂的快節

奏不會因為副歌的停止不再延續。愚人夢想的作曲者Kenneth Yang不只清楚地了解片頭曲是最

佳的吸引手段，也深刻理解rap所能以何種運用方式達成效果，才將饒舌元素毫無排斥地與音樂

合為一體。

 

Rap與搖滾　嘗試新元素與搖滾　嘗試新元素

另一方面，荒山亮為霹靂俠影之轟動武林製作的《轟動武林》，也不吝於中外樂器的使用及電腦

音樂與特效，但荒川亮不像《天地金光》以使用rap的形式取用西方風格，轉而走重金屬搖滾音

樂路線。曲子中憑藉敲擊爵士鼓，帶出搖滾樂擅用的律動感，讓強烈的快節奏橫亙整曲片頭，大

大的符合轟動武林的歌曲意象，希望能走出不同於別家的現代音樂風格。此外，歌曲的演唱方面

，得以讓專業的歌手演唱，並非《天地金光》由口白執掌，既唱出歌詞也能充滿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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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

獲得世界象棋聯合會認證的特級國際大師馬仲
威，他下棋的心路歷程，與對臺灣棋界整體環
境的看法。

恐怖情人　當深愛變成殺害恐怖情人　當深愛變成殺害

近年來，情殺案件頻傳的現象，來自於社交媒
介轉換、媒體的連鎖效應及教育體制的根源，
情感問題是大眾關注且必須學習的議題。

《轟動武林》牽入搖滾樂的模式，為布袋戲音樂找出嶄新的一條路。（影片來源／Youtube）

台灣現在的布袋戲音樂創作者仍在嘗試把外國的音樂元素納為己用，盡可能的達到如流行音樂般

的風格，卻又有所區別。為的是讓觀眾不再認為布袋戲是傳統、老舊的，而是融合各國音樂元素

，創新並且打動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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