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整調查研究報告】	
	

【印尼日惹「鼷鹿民間故事傳說」口傳現狀	 與	 台灣「AT 民間故事索引」世界

性連結與研究】這趟研究調查有幾個主要部分，包含第一部分到印尼日惹駐

村，並與當地人討論「鼷鹿民間傳說故事與當地人口傳故事的發展現狀」並做

記錄比對，第二部分則是到日惹研究觀察「甘美朗樂隊和印尼皮影戲」，第三

部分則是「印尼當地藝術文化參訪」，第四部分則是到「新加坡動物園實際觀

察鼠鹿動物的真實模樣」，第五部分則是回台灣後將這些「觀察與研究發展成

全新的創作。」	

	

一、印尼⽇惹⿏⿅故事的當地⼝傳故事現狀	

	

l 於⽇惹當地詢問平⺠對鼷⿅的⺠間傳說故事的想法與當地⼈⼝傳故事
的發展現狀做記錄⽐對。 

 
1. 「⽇惹藝術⼤學教授」交流當代⼝傳故事現狀	

藉由當地⼈介紹，讓我有機會到⽇惹藝術⼤學裡⾯與其中⼀位教授交
流，這位教授專研印尼⺠間故事的表演，包含捲軸故事表演(wayang	

beber)，捲軸故事表演是更早於⽪影的表演，只⽤⼀個捲軸從左⾄右拉
開，並跟著圖像在演說故事，詢問了這位教授關於⿏⿅與鱷⿂的故事，
這位教授說以他的理解，這些東南亞的故事回逤歷史其實都是⼀樣的，
無論是⾺來⻄亞、柬埔寨、印尼，⽽⿏⿅則是在這之間型變，最後變成
印尼版的⿏⿅故事，在傳統⽢美朗表演⽪影的故事也都是固定的情節不
太會變動。⽽他專⻑的捲軸故事表演(wayang	beber)跟⼀般⽪影戲不太⼀
樣，⽪影較可以即興發揮橋段，但捲軸劇情畫必須事先把劇情畫⼀張⼀
張畫好，照著劇情演，	

通常會有兩個左右助理轉捲軸，拉開捲軸，⽽⼀個⼈在中間巷上課⼀樣
只著劇情故事做表演，當故事講到哪，就會指向哪個捲軸上⾯的主⾓講
話，就像⽇惹的古蹟，婆羅浮屠牆壁⼀樣，起初是刻在葉⼦上，像⽵廉
⼀樣，但保存不易，後來換成⽤樹⽪做的紙，但現在⽐較常⽤的則是布
了。	

	



	
和⽇惹藝術⼤學的教授合影	

	

2. 「⽇惹當地的年輕⼈」交流當代⼝傳故事現狀 
採訪了幾位⽇惹當地的年輕⼈，包含附近的⽇惹年輕⼈，就會發現其實
傳統故事在他們的⽣活中也是慢慢的消失，只有在特地的節⽇或表演中
才會看的到， 
事實上這樣著名的⺠間故事，到了當地，才發現原來就連⽇惹當地的年
輕⼈也不⾒得能夠完全的說出細節，雖然細問後，仍還是記得有⼀個著
名的⿏⿅過河故事，⼝說的描述⼤致是「⿏⿅透過聰明機智，欺騙鱷⿂
然後腳踩著鱷⿂過河，但總體發現如同台灣的⺠間故事⼀樣，這些記憶
會在當地⼈中成為潛移默化的價值觀，但運⽤在實際⽣活的層⾯則上不
算太多。



	
	 與「⽇惹當地的年輕⼈」交流⿏⿅⼝傳故事現狀 

	
	 	 	 	 與「⽇惹當地的年輕藝術家」交流⿏⿅⼝傳故事現狀 
 
3. 「⽇惹當地的成年⼈」交流當代⼝傳故事現狀	

⽽訪問當地的⽇惹成年⼈（區域⾥⻑），很多⼈都表⽰說現代社會裡這
已經不算是主流的故事了，但這是⼩孩⼦在學校上學會學習到的教材，
學校教材裡常將⿏⿅當成聰明機智的代表，⽽透過故事教育⼩朋友，要
向⿏⿅⼀樣在⾯對社會困境時該運⽤智慧解決。	



	

與⽇惹成年⼈（區域⾥⻑）交流⿏⿅故事⼝傳現狀。	

	

4. 「Shopping	Book	Center	Jogja,書店市集」	

在 Shopping	Book	Center	Jogja 中，我則是找到了幾本關於鼠鹿的書，雖

然並非市精緻的民間故事書，但其內容當算是相當完整，內部排版看起

來像是給小朋友的童話書，其中也可以發現著名的鼠鹿過河故事，還有

其他關於鼠鹿的相關故事。	

 
Shopping	Book	Center	Jogja 日惹書店市集 



二、印尼⽇惹⽢美朗與⽪影戲的觀察與研究 
 

l 印尼⽇惹⽢美朗戲劇與⾳樂的了解與拜訪 
訪談當地⼈⽤⺠間故事表演戲劇時，常⽤的打擊樂器與節奏，和台灣
⺠俗祭典常⽤的擊⿎樂器之間的節奏與⾳⾊差異。 

 
1.「官⽅的⽢美朗與⽪影戲劇」 
位於⽇惹市中⼼，每天都有官⽅的⽢美朗與⽪影戲的表演上演，初次觀看
的時候覺得⾮常神奇，因為表演的戲棚是兩⾯都是開放式的，在表演⽪影
戲的過程中，觀眾可以看⾒兩⾯的效果，⼀⾯是⽤強光打出來的剪影，另
⼀⾯則是演奏起來氣勢磅礡的樂⼿，同時也能從背⾯看⾒表演者⼿上彩⾊
的⽪影戲偶正在演出，表演⻑度相當之⻑，因為戲偶師說故事時是⽤印尼
語，所以也無法直接聽懂，因此現場除了我還有其他的外國⼈也會在前前
後後來回⾛動。 

 
官⽅的⽢美朗與⽪影戲劇表演現場 



 
官⽅的⽢美朗與⽪影戲劇表演現場 
 
2.「⺠間的⽢美朗團體」 
相較於官⽅每天都有演出的⽢美朗，⺠間的⽢美朗團體活⼒旺盛許多，尤
其是操偶師還是更年輕貌美的師⽗，⽽且相當會表演與炒熱現場氣氛，其
巧段也融合了現代時事的環保議題，讓⿏⿅的故事有新的發展，整體⽢美
朗的⾐著與佈景也更精緻，樂⼿們也以年輕⼈居多所以演奏起來也更具活
⼒，在樂團裡⾯，還有⼥性的合唱，搭配著樂⼿們的樂器運⽤，相當熱
鬧。 

 



 
⺠間的⽢美朗團體 

 
⺠間的⽢美朗團體 



4. 「⺠間的⽪影組織博物館」 
拜訪⼀間⺠間的⽪影組織，由⽇惹當地的⽪影⼤師的⼥兒所經營的，這是
他們留下來的⽪影博物館，據說他的媳婦還在表演，整個博物館擺放了各
式各樣的戲偶與⾯具⾮常具有⽣命⼒，經營者還帶上⾯具表演⼀下⾮常傳
神，可惜有點語⾔不同沒辦法了解更多細節的來去，但也看了近距離的觀
看到傳統印尼⿏⿅的⽪影戲偶，筆觸與繪畫勾勒帶有⼀點宗教畫⼈物的⽅
式，讓⽪影偶不只限於卡通，保有宗教神話戲劇的感受。 
 

 
「⺠間的⽪影組織博物館」⿏⿅⽪影、鱷⿂⽪影 

  



 
「⺠間的⽪影組織博物館」裡⾯有各式各樣的⾯具與⽪影戲偶。 
 

 
「⺠間的⽪影組織博物館」與負責⼈合照 



3.「⽇惹藝術⼤學教授」 
⽢美朗樂隊有無樂譜演奏⼀般⼈是無法獲得更多的資訊，⽽我在⽇惹藝術
⼤學參訪時，教授則是透露⽢美朗就像⼀群⼈，有⼀種固定默契的節奏，
在與⽪影戲搭配表演時，⼤家都已經知道故事橋段，就會跟著熟悉的故事
橋段去做⼤⼩聲的分配，雖然並無樂譜但有⼀個總指揮，沒有樂譜但有樂
曲，亦並⾮亂敲擊打的⽅式完成，⽽是以各⾃之間默契的⽅式完成演奏。 



三、新加坡國家動物園的⿏⿅觀察 
 
l 新加坡研究	

1.⾄新加坡國家動物園，親⾝觀察仍真實存有的動物⿏⿅。 
抵達新加坡的第一個點就是前往國家動物園，據說鼠鹿在東南亞是一個傳說中

動物，平常人不一定能看見，而新加坡則有幾隻在新加坡動物園，此次來到現

場親身看到鼠鹿，才發現他的身體尺寸相當小隻，甚至可能只有兔子大小，讓

我相當驚奇，這對比中國動物故事裡頭的兔子與狐狸確實是在體型分類上有些

相似，怪不得都被分類在聰明動物故事集裡頭，這樣的發現也有助於我後來回

台灣之後在製作發展時做一些尺寸上的調整，除了鼠鹿之外，還有看見動物故

事裡頭的尖嘴鱷魚，以及看見一隻在東北亞非常少見的動物名叫「科摩多龍」，

看起來像鱷魚的體型，但實質上是一隻巨大的肉食蜥蜴，保有史前時代的外

觀，據說是指存活在印尼群島之中，現在場時剛好進行餵食秀，於是在動物園

現場看到牠正對食物分屍與進食，這段短暫的停留在我的心中卻留下相當的震

撼。	

	

	
位於新加坡動物園的鼠鹿。	



	
位於新加坡動物園的鼠鹿看板介紹。	

	

位於新加坡動物園的「科摩多龍」、「尖嘴鱷魚」。	

	

	 	



	

研究計畫行程進度表：	

2019 年	

5月3日 
5月03日- 

5月19日 
5月20日~7月 7月12日 

出發	

前往	

新加坡	

出發	

前往印尼 

回台灣將所收集到的研究資料做整理	

並將研究資料運用於創作上發展創作計

畫並進行製作。	

研究計畫完成 

 



四、回台後將研究調查延伸成《動物故事 AT58》作品規劃	

	

回程於台灣後，開始將在印尼所收集到的口傳「鼷鹿民間故事與傳說」，與

「台灣民間故事索引」、「中國民間故事索引研究」、「湯姆森 AT 民間故事」

做連結。	 並決定運用音樂來做兩個文化的普世連結，我嘗試運用甘美朗的樂

器，混和台灣鼓的樂器，把兩種世界音樂做一種混和，節奏上接近，變共譜成

一種新的歌曲，並以這個音樂的變換，連結伴裝偶的交替，放置在我這次的動

畫裡延伸發展成作品《動物故事 AT58》。	

	

在這件作品的動畫中，以「鼠鹿」為民間故事主角，並以著名的「鼠鹿過河」

故事為基底，連結華人民間故事索引「聰明的狐狸或其他動物」，靈感運用台灣

藝陣文化裡頭的表演扮裝，在裝置裡糊製一隻半狐狸半鼠鹿的角色，以兩隻動

物皮的混和形象，一同出演共有的相似情節「AT58」，連結過往作品《Si	So	

Mi》裡對世界文化在不同地域間流動的意義轉變與台灣文化普世性的探索。	

 
 
l 研究調查	 延伸作品《動物故事 AT58》發展過程手稿	

 



研究計畫相關《動物故事 AT58》分鏡⼿稿 



研究計畫相關《動物故事 AT58》分鏡⼿稿 

 
 



研究計畫相關《動物故事 AT58》分鏡⼿稿 



研究計畫相關《動物故事 AT58》分鏡⼿稿 



研究計畫相關《動物故事 AT58》分鏡⼿稿 

 

 



 
當地書店研究的故事書，內⽂為「⿏⿅過河」情節橋段。 



根據敘事類型總和整理⽽出的「⿏⿅與鱷⿂」情節故事⽂本 

 



作品製作過程 

 
《動物故事 AT58》，2019，製作過程，新莊⼯作室。 

 
《動物故事 AT58》，2019，製作過程，新莊⼯作室。 



 
《動物故事 AT58》，2019，拍攝過程，新莊⼯作室。 
 

 
《動物故事 AT58》，2019，製作過程，新莊⼯作室。 
 



 
《動物故事 AT58》，2019，拍攝過程，新莊⼯作室。 
 

 
《動物故事 AT58》，2019，拍攝過程，新莊⼯作室。 



 
《動物故事 AT58》，2019，拍攝過程，新莊⼯作室。 
 

 
《動物故事 AT58》，2019，拍攝過程，新莊⼯作室。 



 
《動物故事 AT58》，2019，拍攝過程，新莊⼯作室。 
 

 
《動物故事 AT58》，2019，拍攝過程，新莊⼯作室。 



 
《動物故事 AT58》，2019，燈光設計製作過程，新莊⼯作室。 
 

 
《動物故事 AT58》，2019，製作過程，關渡美術館。 



 
 



作品截圖 
 

 
《動物故事 AT58》，2019，有聲，單頻道動畫錄像裝置，3 分 30 秒(循環播放)。 
 

 
《動物故事 AT58》，2019，有聲，單頻道動畫錄像裝置，3 分 30 秒(循環播放)。 



 
《動物故事 AT58》，2019，有聲，單頻道動畫錄像裝置，3 分 30 秒(循環播放)。 
 

 
《動物故事 AT58》，2019，有聲，單頻道動畫錄像裝置，3 分 30 秒(循環播放)。 



 

 
《動物故事 AT58》，2019，有聲，單頻道動畫錄像裝置，3 分 30 秒(循環播放)。 
 

 
《動物故事 AT58》，2019，有聲，單頻道動畫錄像裝置，3 分 30 秒(循環播放)。 
 
 
 



 

	

《情書、⼿繭、後戰爭》關渡美術館展覽現場，2019。 
 

 
《情書、⼿繭、後戰爭》關渡美術館展覽現場，2019。 
 
	



 

《情書、⼿繭、後戰爭》關渡美術館展覽現場，2019。 
	

	
《情書、⼿繭、後戰爭》關渡美術館展覽現場，2019。 
	

	

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