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轎前吹之朔源 

 

鼓吹本是西 北方 少數民 族地區流行的 音樂，漢朝 有黃門鼓吹 因

此鼓吹樂又 稱「 黃門鼓 吹」，黃門是指 宮廷中的禁 門，皇室之

用，即黃門 鼓吹 ，故有 此稱呼。有時 也包含「騎 吹」，是一種 以

打擊樂器和 吹管 樂器為 主的合奏音樂 。漢代用以 飲宴群臣、 祭

旗獻捷及某 些典 禮，藉 以渲染氣氛， 顯示氣魄排 場。而帝王 出

行儀仗，亦 即鹵 簿演奏 之曲，也是鼓 吹樂。   

 
清朝之鹵簿 樂使 用範圍 擴及皇帝祭天 地、祈雨、 祈穀、祭太

廟、祭社稷 等禮 儀中， 配合不同儀式 ，演奏不同 調性之樂曲 ，

規範十分嚴 謹， 曲風以 嚴肅、莊嚴為 主。流傳至 民間後，發 展

出各種配合 民間 婚喪喜 慶風格之曲韻 ，曲風變為 活潑生動， 廣

為大眾所喜 愛。  

 

北港地區擔 任吹 拜或是 轎前吹的樂師 自有其一套 相關樂譜與 演

奏方式，以 符合 其需要 跟實際情勢， 如北部南下 之進香團便 演

奏下山虎、 南部 北上進 香團演奏過江 龍，蓋因由 南部北上須 過

北港溪所以 演奏 過江龍 ，因此便知進 香團是由何 而來。傳統 轎

吹從請神登 轎、 馬頭起 馬、下馬入廟 、安座團拜 、燒化財帛 等

皆有其相關 樂譜 演奏。 迎神的就用閉 ㄨ、工、士 管，迎喪、 祭

祀則用合、 上管 等，北 港轎前吹目前 演奏風格跟 黃門鼓吹相 當

類似  

 

蘇仁義鼓吹 啟蒙 老師王 媽誇先生之祖 先王仁和， 自中國移居 北

港之後在北 港創 立「仁 和館」，北港地 區早期信徒 常迎請北港 朝

天宮媽祖， 或是 有進香 團聘請吹拜， 廟口便有以 鼓吹為職業 館

閣，做為迎 神之 專業服 務，因業務龐 大，樂手眾 多，區分為 南

北兩派，由 於皆 位在廟 口附近兩派之 間互相角力 ，甚至影響 因

個人所參加 音樂 性館閣 社團產生良性 競爭。  

 

職業館閣平 常亦 擔任道 士後場、迎匾 、迎報條或 是各種婚喪 喜

慶活動，而 仁和 館業務 之一即為負責 北港地區道 士的後場。 後

來王仁和之 子王 山知從 北港搬遷至嘉 義，至此仁 和館一分為

二，王山知 傳子 王朝元 ，再傳王勤堂 ，在嘉義蓬 勃發展，在 北

港一脈則由 王山 知傳侄 王清海，再傳 王媽誇  

 



                           轎前吹編制 
 
鼓吹樂 本 由吹管 樂以及打擊樂 兩種 ， 吹管樂為鼓 吹

以及 角， 打擊 樂則有 鼓、 、 、響 等 ， 樂手 人

數不同而調 ，至 少 人， 多 數十人皆 。  

清 時期因 為居 民生活 條 為不 ，前來朝天 宮進香或是 請

媽祖的團 有 頭，為 不 迎請 媽祖的儀式 過

於 便，因 此朝 天宮有 個不 的規 ，前來請 媽祖之團 至

少需要有一 鼓 吹樂以 ，為 ， 鼓吹樂的

人 一 ，即為 2 位 負責吹管 樂的鼓吹， 加上一個負 責

打擊樂的鼓 手， 由於鼓 本 的 奏性 ， 行進中 奏

不 ，於 是又 加上 一個 奏 的 樂器 — ，如 此

用至 ， 為 的鼓吹樂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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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港轎前馬陣吹與南北管 

 

    北港轎前馬陣吹演奏方格十分特殊，不同於使用北管戲過場樂的演奏方式，

而是加入了南管的曲式風格來演奏北管的曲譜，樂器的編制則使用北管。事實上

馬陣吹的價值性不是在它的排場跟人數，而是音樂性，一般我們常聽的在廟會時

候所演奏的曲子如【北元宵】與【七寸連】等，他把這些簡單而且耳熟能詳的鼓

吹譜做很多速度的變化，【慢從緊】，【緊從慢】，將拍子拖長至四倍的長度，這

一段極緩板的旋律，就是所謂的【三撩】。演奏一遍後便回到原來速度，加上【緊吹

場】後，變成一組 慢、稍快、更慢、快、更快 的節奏組合。 

 

三撩轉一二拍再轉疊拍，主要是在速度上做了改變，速度上加快，就如同 

4/4 拍轉到 2/4 拍，再緊接著緊板。緊板的速度是快的，一拍接著一拍，中間沒

有撩。其順序如下： 

               

                一撩（慢）→疊拍（稍快）→三撩（更慢）→一撩（快）→緊疊（更快）  

(一撩亦稱為一、二拍 疊拍亦稱為緊吹場) 

 

這種演奏之困難度在於拍子延長之後，為了讓旋律更加美化，必須加上很多裝飾

音，但加上裝飾音之後通常就會遺忘原來的主旋律，而且演奏時間由 3 分 鐘至 

1 5分鐘不等，需要相當好的記憶跟體力應付，能做到的人並不多，因此逐漸失傳。

而經研究發現，三撩的名詞屬於南管的用法，加上其旋律轉折有南管之風，馬陣

吹這種演奏方式應該是從南管引用過來的，他將極緩板的演奏方式稱為三撩轉一

二拍轉緊，在南管的說法也有三撩轉一二拍轉疊拍。 

 

若將南北管的樂器編制作一下比較，用鼓吹代替洞簫，鼓代替琵琶...等等，就會發現

其實馬陣吹演奏方式與南北管之間是有相關連的。所以馬陣吹是使用北管的編制

及樂曲，以南管的演奏風格融合呈現。馬陣吹與開路鼓樂，都是北港地區在泉州

鼓吹樂基礎上，發展出來有別於其他地區北管的特有樂種。 

 



        

 

          鼓吹樂 

 
鼓吹為民間主要傳統樂器，一般人對其音色應不會感到陌生，但多半的人對於鼓

吹的觀念，都屬負面的居多。一方面由於傳統觀念之影響，一方面由於它所運用 

 

的場合之故。在傳統社會中，鼓吹樂師之地位不高，演奏場合主要是用在婚喪喜

慶，樂師的地位與剃頭仔、戲子等都被視為地位不高的職業。但這樣的思維漸漸

在改變，鼓吹在傳統音樂中已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而在台灣許多的大學中，也

有針對傳統音樂開設的課程，並聘請技藝精湛的民間樂師駐校講課。因此傳統音

樂也漸漸在學術地位上逐漸受到重視，這使得鼓吹的形象由負面轉向較為正面。 

 
                  在傳統社會中，不論是婚喪喜慶的場合，都會運用到鼓吹。因此流傳在各地 
 

自然也結合當地之風俗習慣，而形成了鼓吹在各地不同之特性，不論是在曲子的 

 
演奏技巧或是樂器的規格大小，漸漸有了差異。北港馬陣吹使用的鼓吹有特定的

種類，鼓吹上頭的吹引，所使用的材質也會直接影響到鼓吹的音色，因此材質有

特殊的要求。 

 

         鼓吹之基本構造 
 
 
             鼓吹一般而言分為五個部分，分別是由引子、葱管、氣牌、鼓吹桿及吹口五個部分。 
 
 

引子：北港民間藝人又稱之為吹引。引子的好壞關係著樂器所吹奏出來的音

色，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份。引子是鼓吹發聲的源頭，其材質是由蘆葦製成，一般

而言，鼓吹越大音色就越低沉，而所使用的哨子也會越大。因蘆葦會有厚薄軟硬

的差異，所以對於鼓吹演奏者而言，修引子的功夫跟吹奏一樣重要。引子修得

好，音色會比較悅耳，相對的也能有較好的音樂性呈現。因為蘆葦的質地較軟，所

以它的穩定性也較難控制，因此引子也關係著音準。北港地區馬陣吹所使用的引

子異於其它地方，吹引在台灣就分成很多種，一般鼓吹所使用的吹引較細長，而

且每一號吹的吹引也各有不同。一號的吹引質地要軟，因為要求其音質的關係。

二號吹就稍微比一號硬一點，因為質地越硬，音質也會越硬。又長又硬的吹引會

吹不動，所以都要稍做整理、削薄，削薄之後聲音會比較細膩。所以修哨子的功

夫也是一門學問。 



 

北港馬陣吹所使用的吹引特徵為短、厚、軟，這樣的哨子所呈現出來的音色

為厚實響亮又震撼的聲音。北港馬陣吹及陣頭幾乎是用這樣的哨子來吹，特別是 

馬陣吹如果不用這種吹引吹起來聲響就不夠厚實，這是北港地區特有的音樂，這

樣的吹引不好吹也非常費力，而且音準也不好控制。所以要學習馬陣吹需要有很

好的鼓吹基礎。 

 

    葱管：圓錐狀，銅製品，一邊較細，一邊較粗。細的一端是用來銜接吹引，

粗的一端是連接鼓吹桿的。由於鼓吹有多種不一樣的尺寸，有的鼓吹桿較長，有

些較短，為了配合這樣的變化，葱管的長度就需隨著鼓吹桿而改變。在連接鼓吹

桿的一端，可由插進鼓吹桿的深淺來影響音準。一般而言，葱管是否適合該鼓吹

桿，或是葱管本身的大小，甚至是其內徑的大小，都會直接影響到鼓吹的音色、

音準、甚至是音量，所以葱管的選用非常重要。 

 

氣牌：其材質的選用有很多種，塑膠、壓克力、木頭、金屬等皆可做為材料，

一般以壓克力的材質 為普遍。因為壓克力的硬度夠，而且觸感及外觀的視覺效果

也都很不錯，故為較多人選用。氣牌中間有一個小圓孔，中間的圓孔套上葱管之

後，使葱管露出以便插上吹引。而氣牌 主要的功用是在幫助嘴唇，使嘴唇有支

撐的力量，而氣牌中間的圓孔大小要非常精準，因為會直接影響氣牌的位置，進而

影響到鼓吹的音色及吹奏的技巧。 

 

                    鼓吹桿：鼓吹桿的材質通常是用較堅硬的木頭製成。北港會用烏木、紫檀木、 
 

等材質製作，鼓吹桿成圓錐管狀，桿上共開了八個孔，前七後一，引子發出聲音

會透過鼓吹桿將聲音擴大，其外型通常會做成竹節狀，一方面美觀，一方面也讓

吹奏者好拿。而為了防止木頭龜裂，會在桿子兩端套上金屬將它圈住，以形成保

護。而木頭本身的材質也影響鼓吹音色的好壞。 

 
吹口：為北港之稱法，中部稱為斗。是銅製，形狀像喇叭口，套在鼓吹桿的

下方，具有集中音量、擴大音量等效果。材質不同、形狀不同的碗，都會影響

音色。而吹口在鼓吹桿的位置，也可以用來調整音準。通常吹口在鼓吹桿應盡量

避免太緊，讓鼓吹桿有適度的震動，以維護良好的音色。 

 



 

 

鼓 

 
鼓在馬陣吹音樂中所扮演的角色舉足輕重，其重要性與鼓吹不相上下。鼓與鼓

吹兩者在馬陣吹音樂中各自扮演重要角色，卻又互相牽制，兩者之關係非常微妙，

需互相配合卻又互不相讓。馬陣吹所使用的鼓類分為罈仔鼓與堂鼓，基本上大部分

使用罈仔鼓。主要負責速度的控制，以及主要的節奏部份。罈仔鼓俗稱吹鼓，屬於 

北港馬陣吹專用之特殊樂器，北港型制 為特殊，類似北管的通鼓，圓柱體、雙面

蒙皮。鼓面與一般鼓皮相似，底部則為帶毛之黃牛皮製作而成。罈仔鼓通常只有訂

做，沒有大量生產。其鼓棒為細長型，長約 20 公分。罈仔鼓本身之音色響亮，特

製於搭配馬陣吹音樂之用。 

 
 

             鼓介 

談到鼓就必須說及鼓介，而所謂鼓介為北管之術語，「介」指擊打鼓時的動作。按

照字義上解釋，鼓介泛指各式鑼鼓動作，引伸意義指所有的北管鑼鼓。主要用來控

制樂曲的節奏變化。北管音樂鼓介分為清奏鑼鼓介，主要用於樂曲開始之前、結束

後或樂曲中間破開時所銜接的一段打擊。另一為插介鑼鼓介，主要於旋律進行中替

樂曲增添變化用。而鼓介也有專屬的演奏曲，但一般並不會獨立演出，通常用於牌

子中的引子、過門、尾奏，或是幫戲劇作場面，開場、收場、或隨演員身段同步演

奏。馬陣吹音樂運用也是如此，但其 常用且固定的鼓介為一撩轉緊接三撩一直不

斷重複，並隨著場合不同或視當時之情形做臨場的變化。如陣頭在行進間，如陣頭

在遶境當中遇到大小廟宇，隊伍就必須停下來表示敬意，此時歕鼓吹的人就會吹奏

銜接到緊撩的旋律來接速度較快的樂曲，有熱鬧歡迎之意。 

 

            鈔與抉仔 

               屬於銅類製造樂器，兩片為一組，馬陣吹音樂所使用的按照尺分為小鈔和抉仔 

。屬於互擊式的銅製樂器，在馬陣吹裡主要負責 1、3、4 拍的打擊。是相當重要

的角色。原本由一個樂手專責，後期為了節省人力，所以將鈔綁在罈仔鼓旁邊稱為

抉仔，變成由鼓手一人擔任兩個任務，雖然增加了鼓手演奏上的困難度，也因此形

成了特色。 

 



 

            銅鐘 

馬陣吹使用的銅鐘，同樣為銅製樂器，在音樂中主要負責打擊第一拍。依照不

同的場合會使用大小不同形狀的銅鐘。其型制類似北管的鑼，但兩者是不同的樂

器。馬陣吹使用的銅鐘為中間突出的面。在北管鼓吹樂隊當中，有兩種不同的鑼，

有一種是形狀較大，掛在鑼架上演奏的，還有一種是可以拿在手上敲打的小鑼 。 

 

            響盞 

馬陣吹之響盞屬於銅類製品，在馬陣吹音樂中十分重要，是由打擊手進階鼓手

的一個重要角色，其體積與小鑼差不多，但是發出的聲音響亮清脆，隨著鼓點打

擊。在南管也有響盞，屬於鑼類的樂器，有多種尺寸，隨著琵琶指法打擊。北管系

的響盞是按照鼓的鼓蕊打擊，鼓蕊即鑼鼓點，就是節奏之意。 

 

            哨角 

民間相傳哨角是清代皇帝詔賜於媽祖，聽來有威嚴感的哨角聲做為出巡時用，

乃欽差大人外出巡察各省隨屬官具之一，民間相傳不潔之地，當哨角一吹「大鬼閃

一邊，小鬼走避不及則肋骨裂斷」具有彰顯驅逐的效力象徵。 

屬於銅製的長型喇叭，是一種指示通過的信號。音色獨特低沈，主要功能在於開

路、驅邪，預示主神之駕臨，音色頗有威嚴感，吹奏時必須使用丹田的力量。吹奏

哨角有呼喚兵將貼身保護之意，一般哨角陣原來與馬頭鑼配合演奏，哨角聽其鑼聲

指揮。須依鑼聲的指示而吹奏，在與馬陣吹搭配時，同樣為一種信號樂器，哨角先

吹奏出簡單的聲響後，再由其他樂器演奏音樂 

 

            吹教 

此樂器並非馬陣吹編制內之樂器，是學習鼓吹之前，為了便於背誦工尺譜，先

生會先讓學徒使用「吹教」來練習。所謂吹，就是鼓吹。教，有練習之意，綜合之

意為鼓吹的練習。吹教比鼓吹更容易吹出聲音，因此初學者都以此來替代鼓吹練習

樂曲。另一方面，由於鼓吹音色響亮，練習時怕影響左鄰右舍，所以這也是使用吹

教來練習的其中原因。吹教是一種類似笛子的樂器，一般為木製居多，有的則會使

用塑膠管代替。「吹教」正面有七個指孔，背面有一個出音孔，一個指孔 。



                 沒有鑼鼓喧天 繁音促節的北港轎前吹 

 台灣習俗中，每一尊神明出巡繞境、進香或喪葬典禮，藝陣是少不了的行頭。透

過民俗藝陣的參與，不僅增加典禮 的熱鬧氣或排場，而許多的民俗技藝也因此

得以傳承。如此的演出型態就如同西方之行動劇場一般，沿著街道作機動性的表

演。然而台灣的藝陣演出，多半是出現在神明繞境或是喪葬、酬神等場合。在這

些場合當中所要呈現的並不只有其藝術性，有時整個排場所呈現出的聲勢，遠比

藝術性之呈現來的重要。但北港轎前吹所展示的音樂性則跟完全不同於此種形式，

不僅沒有華麗的排場，人數也十分精簡，著重於儀式性的音樂感受，婚喪喜慶不

同場合亦有不同的曲目，以及調性使用規範相當嚴格，台灣長期被視為中原邊界，

沒有皇權文化，但是卻時常透過民間宗教的形式，演繹了一套皇權帝制文化。

轎前吹即是一種表達此文化的音樂形式，也算是一種藏於民間的「殿樂」。 

 

 

                 北管守護神   田都元帥與西秦王爺 

田都元帥，俗稱相公爺，亦稱田府元帥，其實姓雷。與西秦王爺一樣，被

視為是音樂界、戲劇界的保護神。在北管音樂中，分為西皮和福祿兩大派，西

皮就是所謂的「新路」，福祿則是指「舊路」或是「古路」。西皮奉祀田都元帥，

福祿奉西秦王爺為戲神。在北管曲藝盛行之時，西皮與福祿兩派經常械鬥，當

時清廷也曾派兵鎮壓，這是台灣戲劇史上嚴重的對立事件。馬陣吹所供奉的田

都元帥在台灣的奉祀亦分為兩種：一種為在寺廟的主神，另一則為戲曲守護

神，舉凡北管西皮派、歌仔戲、皮影戲、傀儡戲、高甲戲、布袋戲、四平戲、

以及職業樂師皆有奉祀戲神，北港藝陣中馬陣吹與金聲順開路鼓所供奉的守護

神為田都元帥，屬於北管古路的集雅軒與聖震聲開路鼓則為西秦王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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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所指五聲為宮、商、角、徵、羽，分別相當於現代西方音樂中

的音名 C、D、E、G、A，分別用簡譜表示為 1、2、3、5、6。如再

加上變徵和變宮，相當於現代簡譜表示的#4 和 7，也是七個音。將

其分為十二等份，即類似於西方的「十二平均律」 

十二律分為陰陽兩類，奇數六律為陽律，叫做六律；偶數六律為陰

呂，稱為六呂，合稱律呂。 

古人把樂律和曆法聯繫在一起，一年十二個月應照十二律。甚至月

份更替與十二律管也密切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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