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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春園已故前館先生陳助麟在 1996 年受聘執教文化局北管研習丙班後，

就陸續招募研習班的學員們前來梨春園參與。目前梨春園的館員當中至少有劉

家滿、王漢章、王林麥、林貴榮、林貴芳、林貴東、陳麗卿、陳阿梨、謝秀

枝、許雪嬌、施金源、施蔡香等人，都是先參與北管研習班，才跟著陳助麟加

入梨春園的。甚至目前梨春園的行政黃聰龍、謝聖吉亦為陳助麟當時招募而

來。陳助麟會這麼積極地替梨春園儲備未來的人才資源，可能的原因之一是，

梨春園自 2009 年 2 月受到文化部登錄為重要傳統藝術北管音樂保存團體，在

國家的肯定榮銜與接著而來的傳承責任之下，使得陳助麟積極地招兵買馬，替

梨春園增加實力。 

本文梳理梨春園受登錄的始末，並整理受登錄後相關的傳習計畫與延伸推

廣計畫。 

 

 
梨春園近年來每年底皆在文資局參與傳習計畫期末展演 

 

梨春園登錄保存團體 

傳統藝術的特質是摸不著的、沒有實體的、流動的時間藝術，它必須透過

人（個人或社群）為媒介才能夠體現；如果沒有透過人，既無法體現也無法傳

承傳統藝術。文化部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文資法）將梨春園登錄

為重要傳統藝術北管音樂保存團體，是以國家登錄文化資產—北管音樂為主體

對象，而體現出該項文化資產的社群—梨春園為保存團體。因此除非梨春園解

散或無法繼續演奏北管曲藝，否則梨春園並不會因為個別藝師的逝世而被廢止

登錄。同時國家也可視情況再登錄其它的北管音樂保存者或保存團體，如重要



傳統表演藝術北管音樂保存者邱火榮。 

此概念的演變是受到日韓無形文化財的觀念，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

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公約」（以下簡稱非遺公約）所影響。「非遺公約指出，對待

無形文化資產，應該將以往對代有形文化資產強調積極作為的「保護」，轉換成

守護式的護衛、維護，尊重相關社群的主體性，公部門與其他社會資源，則以

提供可持續發展的協助為主要目標。而對於社會全體、甚至國際社會來說，無

形文化資產保存維護的重要意義，就在於藉此強化有關文化多樣性的意識與教

育。」1。 

依據上述的保存、維護原則，國家自 2009 年以來持續委託梨春園執行北

管音樂的傳習計畫與推廣巡迴演出、拜館交流、古禮復振等保存維護計畫。藉

由這些機會，梨春園得以持續發展摸索傳統北管曲藝與子弟曲館文化在當代脈

絡中的位置，以及推廣提昇大眾對於北管的認識。 

 

傳習計畫 

誠如本計畫訪談時王漢章提及傳習計畫時所言：「梨春園就是彰化北管界最

老的館閣，文化資產局當然也是要找比較資深的館閣下去輔導。輔導就是每年

要你送一些資料去給他鑒定，每一年就是要這樣子，梨春園會自己做一些資

料，今年預定的課程是什麼，報告上去之後，年底要做一個檢測。」傳習計畫

除了支持梨春園持續傳習北管曲藝、維持子弟曲館的活動，同時也要求產出傳

習過程中的教學日誌、學習日誌、樂譜教材、相關影音記錄等資料，供後起來

者學習、研究之參考。另外也在每年辦理期中與期末審核，由專家學者組成的

審查委員小組進行考核與輔導。這些書面日誌與影音記錄，除了是一般公部門

行政結案所需成果外，更重要的是能留做保存團體往後的參考筆記，不論是新

進成員的傳習，抑或館員未來擔任教學推廣工作時，都有可能需要查找過去學

習的資料與經驗予以整理歸納。可以說是讓傳統來曲館興趣遊玩的被動學習以

外，還必須有一些主動消化整理的積極度。 

關於教學日誌，是在跟隨館先生、藝師每次教學過程中，從旁協助觀察，

並紀錄藝師的教學大綱、叮嚀及指導重點。這些內容有可能包括：劇情內容介

紹、人物角色詮釋說明、劇情與動作關係、曲譜唱詞修正、字詞發音、音樂處

理等部份。 

藝生日誌是由參與傳習的館員共同分擔撰寫，透過自身學習經驗，將學習

過程中的觀察、遇見的困難、克服、心得反思等等詳實記錄。此部份要求撰寫

習藝過程中擷取對自己有用、對未來的複習會有實質幫助。包括：曲劇目名

稱、劇目整理、行當角色詮釋（科步身段或台詞咬字發音）、劇情說明、曲譜校

正、樂器演奏詮釋等。記錄時並需注意藝師於課堂中所提及的行話（術語）。同

時，思考學習過程中所遇見的困難、不理解之議題、紀錄上課過程中與藝師的

                                                        
1 引自黃貞燕《重要傳統藝術及民俗保存維護計畫暨執行參考手冊研編案成果報告書》，

2011，文建會文資總處委託，北藝大博物館研究所執行，未出版。 



對答內容、自身對於戲劇角色或音樂內容有深刻體會分享、於課堂或演出時表

現的缺優點自省……等。 

樂譜教材的整理是根據傳習授課的過程中不斷修訂，備註，最後的成果。

影音記錄則是每次傳習、演出時皆必須予以錄影紀錄。且需依照日期、內容大

意編碼整理，方便日後複習或再利用時查找資料。上述資料若累積一定程度具

備完整性時，即有可能轉化正式出版，成為更方便後續利用的影音與書面教

材。  

 

王爺祭三獻禮演唱《洛陽歌》 

王爺祭排場演出作為傳習期中審查 

 

王爺祭古禮復振 

另一方面，梨春園也在文化部的支持下開始復振曲館老輩口中的傳統宜

典，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每年度的王爺祭與子弟戲粉末登台。西秦王爺是許多北

管館閣的祖師爺，每年農曆六月廿四日是西秦王爺誕辰，梨春園曲館上下皆會

全體動員，舉辦西秦王爺聖誕祭典，並酬神演出子弟戲。不過過去有一段時間

因為人力物力的考量，王爺誕辰日僅排場扮仙並未擴大舉辦。自民國 102 年以

來，梨春園恢復擴大舉辦整日的王爺祭慶典。活動分為上午祭典、下午酬神演

出，與晚上登台演戲三個部份。 

上午祭典以「洛陽歌禮樂三獻大典」為核心，典禮前先排場扮仙《醉八

仙》，典禮後則接續「拜師入館儀式」、「祭拜地基主」與「祭拜曲館先賢」等儀

式。所謂洛陽歌禮樂三獻，是使用北管特有的《洛陽歌》作為典禮儀式進行之

樂曲。在《洛陽歌》的歌聲中，唱詞與儀式程序互相配合。例如，唱至「演宮

商而達清徵，展霓裳調紫雲一曲，頌獻」之後接著行「獻香禮」；唱至「捧瓊



漿，願開北海一樽」之後，則接著行「三獻酒禮」。由此顯現出傳統禮樂合一的

人文文化。 

下午為音樂排場酬神演出，包含梨春園館員、新進學員輪番上陣。表演內

容以北管音樂四大類別「牌子、絃譜、戲曲、幼曲」為主。這段時間其實是梨

春園有參與傳習計畫的館員們進行期中考核展演，呈現上半年的傳習成果。另

外也讓來參加梨春園推廣教學的學員們能夠舞台成果發表。 

晚上則是子弟戲演出。能登台演出子弟戲對曲館館員來說非常榮耀，因為

戲曲演出頗為困難，它是集口白、唱曲、身段科步為一身的綜合性表演，也因

此登台演戲往往是整天活動的壓軸。 

 

王爺祭晚上的壓軸子弟戲 

 

 

 

拜館交流 

過去，北管子弟館閣之間的拜館活動頗為頻繁。其目的除交流情誼外，也

隱含著宣揚自身館閣動員能力（包括人力與物力）、藝術展演能力（包括行進出

陣與定點排場演奏/唱），甚至活動執行能力（包括活動企劃與執行熟稔度）等

各種面向，以表現我方館閣之興盛繁茂。因此，拜館雙方在準備時必須整合社



群內部所有資源，慎重執行。換句話說，拜館活動表面上為館際交流，實際上

對於雙方館閣的在地整合、深化、擴充與壯大產生極大的動能與正面影響。 

然而隨著北管子弟曲館生態圈的縮減，曲館各自經營在地活動與傳習，較

少有曲館間正式拜館交流的機會。因此梨春園在文化部的支持下執行「拜館交

流暨巡迴演出推廣計畫」，透過與外地其他北管子弟曲館之拜館交流，復振傳統

拜館古禮，提昇曲館演奏水準與向心力，並交流學習其他館閣在地推廣經驗、

曲藝演奏/唱風格。 

目前梨春園曾經前往拜館交流的曲館有：東港東隆宮大漢樂團、稻江靈安

社、竹塹北管藝術團、板橋潮和社、淡水南北軒、宜蘭福蘭社、羅東嘉興團

等。 

 

  

赴羅東福蘭社拜館演出 

 

  

赴羅東嘉興團拜館演出 

 

小結 

從曲館館員過去的經驗來看，跟著老師到不同社團學習的現象，幾乎是每

位館員的通例。例如跟著陳助麟「學」到梨春園的館員們，又或像林木筆跟著

鄭夏苗從慶樂軒學到榮樂軒、成樂軒等社團。似乎可以推論，對傳統曲藝有興

趣的人會跟著有真材實學老師跑；只要上課能持續給學員收穫，就較能留得住

人。這種跟隨老師上課以獲得藝術進步成就感的狀態在陳助麟過世後的梨春園

想必曾經歷困難，因為後繼已沒有像陳助麟般的全才館先生。所幸有文化部的



登錄、傳習計畫與其它延伸計畫，讓館員們產生某種責任感，繼續留在梨春園

傳承。 

在傳承已近十年的今天，可以見到梨春園逐漸開始推動越來越多的保存維

護活動，包括傳習、王爺祭古禮復振、拜館交流等等。這些活動從被動方面來

說，可以造成示範效用。目前已可見越來越多臺灣各地子弟曲館開始仿效，辦

理「館慶」、「軒慶」活動，或舉行「拜館」、「探館」等館閣間的交流活動。另

外一方面，梨春園也主動舉辦寒暑期北管工作坊、樂器推廣班、校園巡迴演出

等活動。未來，梨春園或許應藉由這些資源與活動辦理，培養出下一個世代具

實力的北管館員人才，讓曲館得以持續經營不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