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統客家音樂 

 

第一章 客家八音 

 

客家八音是客家人傳統、特殊音樂的一項。以功能來說，基本上它應該是典禮的音

樂。在傳統上我們的族群是禮儀之邦，所以在周公制禮作樂的時候，所有的典禮都

有音樂。而在我們漢民族的族群，大部分的典禮也都有音樂，以致於各個地方都有

民間音樂，我們客家族群，同樣也有自己客家族群的民間音樂，我們稱它為八音。 

 

而一般照書上來說，八音的來源，是製作樂器的材料，金、石、絲、竹、匏、土、

革、木。但是客家說八音，指的是一個音樂的名稱。不過客家的八音，在客家民間

有人說是鑼鼓班，也有人說是八音班，就是代表純器樂的樂曲，並沒有演唱的。 

 

但是一般八音，最重要的是典禮上使用，一般來說，就除掉配合典禮、迎神、迎賓

客、送賓客、上香等等，這個部分一般來說就叫做吹打部份。所謂吹打有什麼呢？

有「笛仔」（嗩吶）是代表的樂器，再來是鑼鼓。 

 

所以前面說八音班又叫做鑼鼓班，而「吹打」的方式和鑼鼓跟「笛仔」（嗩吶）就

是最基本的演奏樂器、演奏方式。演奏的曲牌很多，有所謂的「大開門」、「大團

圓」、「福祿壽」、「雷星臺」⋯⋯等等，最少都有兩三百首。這個「吹打」，就

是八音的基礎。 

 

後來，又有另外一種的「吹打」，就不只是「笛仔」（嗩吶）跟鑼鼓，那「笛仔」

改過，不是用「大笛」（大嗩吶），而是用「噠仔〈dat è〉」就是「細笛仔」（小
嗩吶），再加其他的弦索，就叫做一般的「小吹打」，一般的鑼鼓也還是有，這種

形式在福佬人的八音用的比較多。但在傳統客家人的八音，大部分還是用「大笛」。 

 

這個「大吹打」，有時候不叫做「吹打」，而叫做「歕過場」（吹過場），或叫「歕

吹場」（吹吹場）。一般目前八音班，還維持正常的演出開始的時候，都由「吹打」

開始，結束的時候，也是用「吹打」做完整的結束的習慣。 

 

典禮音樂除了「吹打」，另外還有一個部份，就叫做「幼樂」（幼曲）。「幼樂」

是什麼呢？就是「弦、簫」。這個部分一般來說就是「洋琴」（揚琴）、「弦仔」(胡

琴)、「簫仔」（笛）這叫做「幼樂」。 

 

這是在典禮進行當中，敬酒、獻饌的時候，會用到這「幼樂」「絲竹」。除了典禮

以外，之後八音發展很重要的一部份，是什麼呢！就是娛樂。這裡我們客家話有句

話說：「歕 díu dit」。什麼是「díu dit」？其實就是給八音團表演展示他們的技術、
技巧，也讓所有參與這個活動的人來欣賞這八音的音樂，這個部分就叫做「弦索八

音」。這個「弦索八音」大部分就以單支「笛仔」（嗩吶）來做主要的主體，模仿

唱腔、模仿人在唱歌，其他的絲竹音樂來做伴奏。接下來，就請大家來聽一段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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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音所吹的「吹場」：「福祿壽」。聽完了北部八音「吹場」：「福祿壽」之後，

感覺到這音樂跟一般民間聽到的北管所吹的「過場」「吹場」比較雷同。 

 

但是在台灣北部的客家八音班，對「笛仔」有一個習慣，在吹過場的時候不用一支

（單支）「笛仔」，就像福佬人說的「孤吹」，一般認為這單笛不是很好的事情。

在北部的八音，以前是「從喜不從喪」，只有在喜事廟會才會請八音，他們福佬人

也一樣，喜事請八音，喪事就請「什音團」。 

 

但是近年來因為社會改變，以至於現在混合在一起，喪事、喜事都有人請八音團。

其實，喪事的八音團就當作「陣頭」。不像從前的喜慶八音團是來表演喜慶的音樂，

所以聽到各種的「吹打」都比較有喜的感覺。但是在台灣來說有南有北，南部的八

音團跟北部的，基本上在他的功能跟用途上是一樣的方式。不過，因為南、北所接

觸的環境的問題，會有語言的不同、生活習慣的不同，在音樂方面也會受其他族群

的影響並相結合，以至於會產生不太相同的音樂氣氛出來。 

接下來，就來聽南部八音吹打的「大團圓」。 

 

聽完了南部、北部的「吹場」、「吹打」之後，相信大家對於音樂的風格方面，聽

到了有所不同，但他們相同的就是以大的「笛仔」跟鑼鼓作演奏，那形式是一模一

樣的。其實，若以音樂的內容來說，同樣是「大團圓」「福祿壽」，南部有，北部

也有，但是演奏出來的氣氛就是有所差異，這就是大環境、或地方的影響，以致於

有所差別。剛剛講過了八音中很重要的吹場、吹打的部分。另外還有「弦索八音」

部份，現在先來聽一段北部的「弦索八音」：「六板」，再做介紹。 

 

聽過了北部的「六板」，大家就會知道，剛剛所說的「díu dit」「díu dit」是什麼？

聽起來真的就是「díu díu dit dit」。就很像從前娶新娘、做生日、做滿月、嫁女兒等，

都會請八音來吹，吹下去就會有那個氣氛，包括過新年，人家也很歡迎八音團到家

裡來吹一吹，表示會更賺錢、更興旺。接下來，再來聽一下南部同樣的「弦索八音」：

「二八佳人」。 

 

南部八音吹的「二八佳人」，聽起來也是很「díu dit」，彷彿就像人在唱一般。聽過
了南部的八音弦索，跟北部的八音弦索之後，大家就會知道明明是同樣的形式，但

是演奏出來的音樂，卻是有所不同的，這就和「區域」有關。當然，我相信南部的

八音，跟北部的八音，應該就同出一源，但是因為長期大家發展有所不同，所以到

後面發展的東西還是有差別。這不是說哪裡比較好，而是因為地方有所不同。不過，

八音以目前的現況來說，和以前比較的話，有個較不好的現象，就是這在以前農業

社會是一種職業，不論娶親、做生日、廟會也好，一定少不了八音，有典禮就需要

有八音。但是現在社會漸漸改變，已無此種場合了，所以八音團不再被邀請，所以

現在有時在需行大禮的場合，不論是三獻禮、或九獻禮都不再見八音團，沒有八音

就好像與以前說的「禮樂不分家」的精神有點偏差。在這個節目當中，也希望下次

各寺廟或是任何有典禮的時候，應該要回復請那個八音團來，從事這個行業。但是

近來八音，在民間漸漸的從配合典禮有些轉移，轉移到所謂的文化場，變成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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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功能就變的比較不一樣，但是表演也不是壞事，只是變到表演的時候，可能他

所有音樂的方式有所改變，以致於以前的方式，有可能同一條調要吹的很長，來來

去去反覆回頭，從前的樂師很厲害，他反覆十遍可以做出十種很不同的調出來，但

是不管怎樣，他還是同個主調，這就是從前很特殊的部分。 

 

關於八音，我在前面已介紹了很多。八音團，有人說三個人以上就可以成一個班或

一個團，所以，八音團最少最少也要有三個人。當然四個人、五個人、六個人、七

個人、八個人，都有可能，甚至更大的場面會有九個人、十個人。並不是說八音團

一定就是四個人，或是幾個人。基本上要看出錢的人，他可以出多少錢，可以請多

大團。一般來講，最早的時候一般大概請八個人，請六個人，之後就減少到請五個

人，請四個人，最少最少的時候還要有三個人，這樣才有辦法運作。比方說「弦索」，

要有一人「吹」、有一人「鋸弦」（拉琴）、有一人打鼓。像先前說在北部的「吹

場」，要有兩支「笛仔」（嗩吶），一個人打鼓，這時就沒有「銅鑼」了。假如有

四個人就會有打「銅鑼」的了。 

 

至於樂器來說，「笛仔」（嗩吶）是最主要的，鑼鼓也是不可少的。其他就因為人

數的不同，而可以有一對「弦仔」。所謂「一對弦仔」，就是「二弦」和「胖胡」。

而人數若更多的時候，可以增加「三弦」、「洋琴」（華語稱揚琴）、「秦琴」、

「簫仔」（笛）、還有從前說的「烏嘟孔」（華語稱管，雙簧管樂器）等等，各種

不同的樂器。後來又進展到有西樂來參與等等。不論如何客家的八音到目前為止，

是我們客家最具代表性的純樂器表演，沒有唱的。純的客家八音，一定是用樂器演

奏。我相信，這就是我們大家要共同努力發揚的重要的音樂部分。 

 

第二章 客家民歌 

 

客家山歌，是客家人最代表的演唱音樂。一般漢民族都有他自己族群的歌謠、民謠，

在我們客家人則說是山歌，照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在山上唱的歌。那為什麼我們客家

人要在山上唱不在平地唱呢？最大的原因就是大家都了解，客家人是漢民族從中原

搬遷移民，離開家鄉到其他的地方謀生，所以被人家稱做人客，客人。本來我們自

己漢民族以耕農為生，來到不論什麼地方，平原已有人耕種，所以後來的人一定要

做開墾的動作，以致於我們的先民生活都比較靠近山坡，就以台灣來說，桃竹苗三

個縣市，客家人住的地方就比較靠近山坡，以至於在近山坡的地方來勞動來工作來

產生歌謠的時候，就已山歌來作為代表。 

 

說到山歌，其實客家人也有很多不同的語言腔調，就在台灣來說，有說四縣的、有

說海豐的、有說饒平的、有說其他的大埔等等。而每一個地方的腔調有所不同，語

言有所不同，所以他們產生出來的山歌基本上是不太一樣的，所以山歌是以地區來

命名的。以至於有說四縣山歌，有說松口山歌，有說興寧山歌，有說海陸豐山歌等

等。在台灣北部遺留下來的山歌，一般來說叫做四縣山歌。為什麼會叫做四縣山歌

呢？可能是當時說四縣話的人，帶了會唱歌的人來到台灣，比方在北台灣較流行的

老山歌：「摘茶愛摘兩三皮，．．．．．」像這樣的東西，在當時採茶人在山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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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四縣話來唱，不論是工作、心聲、和朋友來聊天、還是說愛情等等，他可能就用

很簡單的方式來唱，這就是四縣的山歌。 

 

其他的山歌，像海陸豐或其他的山歌有嗎？有，不過在當時台灣不流行，不流行也

有其原因，因為海豐山歌唱起來就很像人「過身」（死亡）時，會請道士做功德做

齋所唱的那種音樂。因為有可能當時移民來的時候，做道士的人大多是講海豐話，

以致於後來在台灣有句俗話說：「四縣山歌海陸齋」。在台灣北部的客家人，請道

士來做功德做齋的時候，他大部分是海陸齋，說海陸的。而唱山歌可以說百分之九

十以上都是用四縣話。 

 

再來，最重要的是它還跟什麼有關聯呢？就是跟所謂的採茶戲，為什麼會叫做採茶

戲呢？因為客家人這個移民族群在山邊耕的田就叫做「旱水田」，國語說的梯田，

這種田收成較不好，用來種茶卻很好，所以茶跟客家人有關聯。採茶歌是客家人很

特殊的部份。後來有所謂的山歌採茶去延伸出來的戲曲，就叫做採茶戲。所以，客

家人一般在唱的歌謠裡面有三個部份，即山歌、採茶還有一個小調。 

 

小調，其實就是當時民間的流行歌，但是我們客家人去到各地方便會吸收當地的民

謠歌，將其改變成客家話，就像將原本唱的官話，或說國語歌就拿來改變，變成客

家話。這好像以前有日本歌被改成國語歌來唱，是同樣的意思。所以將國語歌變成

客語來唱，這也是可以的。所以，之前專業的人也有做處理，以致於山歌、採茶還

有小調這些客家民謠，在台灣北部來說，堪稱客家民謠有的三大部份。 

 

在南部，就有屬於南部比較特殊的東西。目前一般來說，用一句話就可以將之說明，

即說它是南部的山歌。但南部山歌有分，像大埔調、搖籃歌還有大聲門等等，那是

比較屬於耕作的。比較特殊的是，因為南部平原比較沒有山，所以並不稱之為山歌，

而是以客家族群的歌謠、民謠來做分辨。接下來呢，就來讓大家做一個分辨，剛才

說的山歌的系列、採茶的系列跟小調的系列。我剛剛有唱了一段老山歌，但是不是

唱得很好，現在讓大家聽一節現在一般認為的老山歌的段落讓大家聽一下。 

聽完了老山歌，我們可以了解我們客家人的四縣山歌，是用所謂的ｌａ ｄｏ ｍ

ｉ作為主要的基礎來發展。這個部份發展的很多，發展到比較後期，就是下一章要

說的「三腳採茶戲」裡的「九腔十八調」，也唱了與這雷同的東西。所謂的「上山

採茶」也好、「十送金釵」也好、「苦李娘」也好、「初一朝」也好等等，這一系

列都是屬於山歌腔發展出來的。接下來就請大家欣賞老式的山歌。 

 

聽完了老式的山歌，也就是老腔的山歌之後，再聽更進展的「山歌子」。現在一般

山歌班很流行唱「山歌子」，大家來聽一段「山歌子」。 

 

大家聽完了我們四縣的「老山歌」跟「山歌子」，我們就會了解山歌腔的系列是這

樣產生出來的，比較慢、比較原板最後變成慢板。接下來呢，同樣的這個系列、這

個語言的東勢或是大埔腔，要介紹一個東勢腔的山歌。一般人不了解它是東勢腔的

山歌，大家都說是「挑擔歌」，其實不是，它是東勢腔山歌。它原來的歌詞也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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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說「溜鳥歌」，歌詞開始就說：「手提鳥籠、、、、」，後來才有「挑擔愛 kái 、、、」，
現在來聽一下，這叫做東勢腔的山歌。接下來，還有所謂的「打海棠」，這是很特

殊的系列，來聽一段「海棠花」。 

 

大家聽了五首山歌的系列之後，我相信接下來大家都會唱的很流行的「送金釵」、

「初一朝」、「苦李娘」、「茶郎回家」、或「陳仕雲」也好，這些全部都屬於山

歌腔，希望大家不要誤解說，這些腔調是小調，其實都是山歌調，包括還有「上山

採茶」，而現在要聽的「茶郎回家」腔跟「上山採茶」是同一個腔調，只是「上山

採茶」唱一句要有過門，而「茶郎回家」腔要接著唱完整的一句才會有過門，現在

大家來聽一段「茶郎回家」。 

 

四縣山歌發展出這麼多的腔調，接下來要看看很流行的採茶部分。採茶部分我要顛

倒過來先說採茶一般很流行的「平板」。「平板」是採茶裡面最後才發展的東西，

我們先來聽一下究竟「平板」到底是什麼東西。 

 

聽完了「平板」，「平板」發展到目前一般來說，是傳統歌以後大家比較流行比較

熟悉的。其實，慢慢的推回去，「平板」的前身到底是什麼東西？現在來聽一段是

老腔的「平板」。 

 

這個「平板」，其實又叫做「採茶」，有人也叫做「改良調」。接下來要給大家聽

一段什麼東西呢？「老採茶」。 

 

我們聽了「老採茶」就了解，原來這個「採茶」、「平板」，是從老時的「採茶」、

後面老腔的「平板」，其實應該說它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演進而來。每一個階段

的演進都有不同的名稱，現在說的老腔「平板」，其實那時候叫做「新時採茶」。

因為有「老時的採茶」，所以有「新時的採茶」。接下來要讓大家聽一下原來的「採

茶」是什麼東西？有人說它就是「小調」，有人說是「採茶情歌」，不對，應該說

「十二月採茶」，這就是「採茶」腔裡面比較原始的東西。來聽一下「十二月採茶」。 

 

我們從「十二月採茶」、「老時採茶」、老腔的「平板」這一系列可以了解，這些

採茶腔已經不是ｌａ ｄｏ ｍｉ了，而是已發展有五聲七聲的音出來，但是它節

奏的演變，和山歌腔有相同的部分，山歌腔不是從老時的山歌，慢慢的演進到很後

面「山歌子」嗎？「採茶」也一樣。由老時的採茶、老腔的平板發展到平板，其實

不論山歌也好、採茶也好，要記得北部唱的一定用四縣腔。現在一般來說在山歌班

裡面有三大調，是什麼東西呢？老山歌、山歌子、平板，這三個歌、三個音樂加起

來說三大調。其實不是這樣，說三大調其實只有兩個腔，一個是山歌腔系列，一個

是採茶腔系列。目前很特殊的是什麼？是平板，這個平板基本上發展到很多不同的

腔調出來，甚至像是先人蘇萬松先生，有許多後人都向他學習他的唱法，故之後又

有所謂「蘇萬松腔」。現在來聽一下「蘇萬松腔」。 

 

接下來呢，繼續採茶平板系列，還有發展什麼東西呢？就是「什唸仔」。「什唸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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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點像說唱文學中的說唱部分。一般來說，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娘親渡子」歌。但

現在要介紹的一段不是「娘親渡子」，是採茶腔的「什唸仔」。接下來要介紹的是，

採茶腔有「什唸仔」，山歌腔也有「什唸仔」呢。山歌腔的「什唸仔」一般來說民

間比較沒有在唱，但是一定要介紹，來聽一段山歌腔的「什唸仔」。採茶腔、山歌

腔介紹完，我相信這就是四縣山歌，這也是目前在台灣北部客家民謠的代表。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份，就是小調。小調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可以簡單的跟大家介

紹一下。原來的傳統小調，在音樂上很重要且不同的代表性，是前面要有「八板頭」。

何謂「八板頭」？就像民間的「宮燈舞」般這樣的音樂，不只台灣目前民間在流行，

大陸很多地方的音樂，依然也用這「八板頭」。在音樂界、在國樂界的「八八六十

四板」「六板」「八板」是最具代表性的。小調在最開始、最傳統的，就是要由這

「八板頭」起頭。小調，到底有哪些呢？「洗手巾」、「桃花開」、「思戀歌」、

「鬧五更」「桃花過渡」、「問卜」、「瓜子仁」「梳妝台」「八月十五」等等，

這些都屬於小調。接下來就請大家聽一段小調，介紹一首「洗手巾」好了。 

 

之後我們有時因為不同的用途，以致於偶爾唱小調的時候，不一定從「八板頭」開

始。不用「八板頭」，那用什麼呢？用中央的「過門」當作開頭，用這樣的「過門」，

這樣也是可以，也沒說一定不行，而其實它就是「過門」，並不是開頭。若照規矩

來的話，是應該以「八板頭」做開頭的。但是因為用途的不同，所以用了「過門」

當開頭。接下來聽一段「桃花過渡」。接下來可以來欣賞一下「思戀歌」。 

 

小調有時候會有屬於對唱性的。就像「開金扇」、「鬧五更」、「姑嫂看燈」等等。

現在來介紹一段「鬧五更」。但是這不一定是對唱，因為今天介紹的這是從戲曲中

衍生出來的，也不一定會照「鬧五更」的詞。現在跟大家介紹「鬧五更」的音樂。 

 

聽了這麼多所謂北部四縣山歌、小調，但是我先前也有說南部也有其代表。而近年

來因為南北的交通很方便，互相有交流，覺得南部區域的學了幾首後，也會想學學

北部的，所以甚至就請北部的人下去教。但是，南部的山歌還是有些很特殊的很好

的腔調，現在就介紹南部的「大埔調」。 

 

相信我們的節目只是做個簡略的介紹。所以，要比較仔細、比較專業的介紹，我相

信大家可以找到其他專業的人，希望這個節目，以後可以繼續發展做更詳細的介紹。 

我們在客家台灣歌謠的部分，大部分都做了簡單的說明。不過，目前的北部台灣的

山歌發展的很好，有很多的山歌班差不多已向專業化邁進。而南部所謂的山歌團也

好、演藝團也好，也都做得很好。我相信，以後不論北部、南部在山歌部分一定會

發展得很好。 

 

第三章 戲曲音樂 

 

客家的戲曲，一般叫做「採茶戲」。有人說是「客家戲」，有人說是「客家採茶大

戲」，有人說是「客家採茶戲」，還有人說是「三腳採茶戲」。但是事實上，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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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客家戲，基本上可以分做兩大系列，一個部分叫做「三腳採茶戲」，另外一個

部分叫做「改良戲」，這「改良戲」也有人叫做「客家大戲」，也有人說「客家採

茶大戲」，這都沒關係。 

 

現在，先從「三腳採茶戲」來說，為什麼會叫做「三腳」？有的人說是因有三個角

色，所以有人把它寫成角色的「角」，其實沒錯，是有三個角色。三個角色，有一

個是丑，二個是旦。但這一「丑」二「旦」並不是固定的人喔，他是不固定的人，

所以他說「三腳」有他的道理，所以客家話不會說「三角採茶」會說「三腳採茶」，

所以應該寫手腳的「腳」，這是在台灣的情況，而大陸有些是寫「角」字。 

 

說到歷史，就會說到先民移民來的時候，可能有一種採茶歌舞的表演。在大陸江西

那邊也有所謂的採茶戲，三腳採茶戲。不過，那樣的三腳採茶戲和目前在台灣所產

生發生的三腳採茶戲有所不同。在台灣的三腳採茶戲，已經是非常完整的戲碼，怎

麼說呢？它有唱腔、有身段、也有故事，這故事也非常的有客家代表。是「張三郎

賣茶」的故事。這個「張三郎賣茶」的故事，和之前我們說客家族群的山歌就能相

吻合了。 

 

因為客家人和茶有相當的關聯。以茶為題目，來發展劇本並演戲。最特殊的就是說，

小小一個茶的故事，可以編成七八齣，甚至發展到最後有十齣，有人說是十大齣。

不過，我常開玩笑的說是十小齣。而這十大齣，每一齣可以演一個晚上，共演十個

晚上，但是到目前還沒有人這樣處理。 

 

這十齣裡面，從他跟他老婆、妹妹上山採茶為第一齣，描寫他們上山採茶的時候，

所發生的事。茶採好了，第二齣就叫做「勸郎賣茶」，就是茶做好之後要有人拿去

賣，因為整個村莊都出產茶，要賣給誰呢？所以要挑茶擔去他鄉外地賣，這樣才可

以啊。不然，大家就你賣我，我賣你，如何是好？所以只能自己挑擔去外地賣。家

裡只有一個男的兩個女的，當然不會叫女的挑出去賣啊，所以就要勸郎去賣茶。要

叫哥哥、老公出去賣茶。張三郎茶想到要離鄉背井，這是非常辛苦的事，所以想偷

懶，心裡有點不想去，經過老婆、妹妹的相勸，後來終於同意要出去賣。 

 

由此賣茶又衍生出「送郎」，從前的人很有趣，想要他去賣茶，又不想要他走遠路，

但是賣茶不走遠點，到沒產茶的地方去，生意哪會比較好呢？所以要送他。傳統要

出遠門不是陸路，就是水路。水路就是「坐船」，「坐船」就沒辦法送。而陸路是

用走的，這樣就可送啦。最後面有個交代，即是要乘船、要離別，這時候有了不捨，

捨不得他走，怎麼辦呢？就是「身段」要來了，有表演。從前人要出門，要用支雨

傘挑著一個包袱，而這時為了表現不捨之情，送者與被送者將雨傘、包袱推來拉去，

這就叫做「挷遮尾」。這個「挷遮尾」手法，是「三腳採茶」比較特殊的身段。 

 

接下來，茶郎已經到了外地他莊了，不可能今天拿去賣，今天就趕回來了。趕不回

來喔，怎麼辦？就要住店囉。到了住店的時候，遇到了酒大姐。本來就只三個角色，

茶郎和他老婆、妹妹，現在多了酒大姐啊要怎麼變呢？就是當老婆的，或演妹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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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變了，變成演酒大姐了。之後，又會有一段「糶酒」，現在一般民間唱山歌的人，

把它改為「賣酒歌」。其實不是，應是「糶酒」，這是一種腔，也是一齣。後來，

茶郎被酒大姐帶到酒店，茶郎也就暫時棲身於此，之後與酒大姐產生了感情。接下

來，怎麼了呢？茶賣完了，錢也花完了。家裡的人想說賣茶怎麼賣這麼久沒回來呢？

於是寫信催他快快回家。 

 

接下來的戲就是茶郎要回家了。茶賣完了，但是錢不見了，錢用到哪了呢？用到酒

店去了。接下來就有一齣「勸郎怪姐」，這一齣戲有點醒世的味道。就是奉勸大家

要努力工作，錢不能亂花，不能遇到酒色，將錢花光光。這就是國語說的「寓教於

樂」，本來戲曲也有這種功能。 

 

「勸郎怪姐」之後，表示酒娘還是要送茶郎回去，但是有些人將原本的「挷遮尾」

又再演一次，這次叫做「酒娘送茶郎」，不論是真的還是假的，酒娘的感情是要表

現的，期望明年茶郎有再出產茶的時候，要再回來，要再來捧場喔。 

 

接下去，就是茶郎回家，「接哥」是另外一齣了。等到接回去之後，又有一齣叫做

「盤茶錢」，就是拿茶葉給你岀去賣，賣了有錢，但茶錢哪去了呢？要拿回來生活

的啊，結果茶錢已用到酒大姐身上，但他要怎麼解釋呢？他就想到一個方法，就是

「盤賭」，也有人稱為「盤駁」。張三郎賣茶的故事就到這裡結束了。 

 

張三郎賣茶的故事結束以後，才七段而已。當時大家說有十大齣、十大齣，但是哪

裡有十大齣？節目做的很好，我相信，這是我「胚」（猜）的，經過我自己的調查，

這「三腳採茶戲」也受到其他劇種的影響，學習了其他的手法，怎麼加呢？中央有

一個「問卜」，這齣戲絕對是從「亂彈戲」的小戲「問卜」借過來的。這「問卜」，

是演茶郎出去賣茶，賣了很久，不知什麼時候才會回來？他老婆想說奇怪，跑去哪

了呢？於是便到十字街頭，找那個算命先生，想問卜看看，看他老公什麼時候會回

來？因此就加了這一齣「問卜」。 

接下來，她要去找她老公啊。記得我之前送他的時候，送到哪？送到河邊，所以這

次要坐船去找他，於是「桃花過渡」這一齣，又編進了「三腳採茶戲」裡。這樣就

加了兩齣，七齣加兩齣變九齣。最後一齣，又借「送金釵」。張三郎回來後，茶還

沒有收成，要工作維生啊，就去「賣雜細」（賣雜貨），所以又加一齣「送金釵」。 

這三齣戲，角色都有變喔。好比說「問卜」，張三郎的老婆還是扮演張三郎的老婆，

但算命仙就是張三郎去扮。 

 

「桃花過渡」老婆去找老公也好，找情哥也好，但是那「撐船」（划船）的人，就

只好張三郎自己去唱。「送金釵」的時候，那個的「賣雜細」（賣雜貨）的人還是

張三郎沒有問題，但是那個阿乃姑，就有可能妹妹演，或老婆演。 

 

所以說「三腳採茶」，雖只是三個演員，但是可以演十齣，這十齣戲非常特殊，怎

麼說？因為每一齣戲都有主題曲。好比說第一齣上山採茶，它的主題曲就叫做「上

山採茶」，但是除了主題曲之外，還有其他的唱腔，還有「十二月採茶」、各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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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對」。好比第二齣，它是勸郎賣茶，也有「勸郎賣茶」的主要唱腔。第三齣

送郎挷遮尾，有「送郎」腔，也有「挷遮尾」腔。第四齣，糶酒也有「糶酒」腔，

除了「糶酒」腔之外，還有「十二月古人」等其他的歌。到桃花過渡不用說有「桃

花過渡」，問卜有「問卜」，十送金釵有「送金釵」，像茶郎回家就要唱「陳仕雲」，

像勸郎怪姐就要唱「勸郎怪姐」。這相當的特殊喔，三個人而已，有其一定的唱腔，

也有他的故事，有他的身段。所以「三腳採茶」戲，是中國所有三四百種劇種裡面，

人數最少，最完整的，相當完整啊，他有劇本、有唱腔，這是很特殊的。而這戲從

清朝開始就流行，一直到民國，現在就來看一節「桃花過渡」。 

 

我想大家看了「桃花過渡」，約略應該可以了解「三腳採茶」也有幾個蠻重要的部

分，有「棚頭」（正戲前的逗趣表演，其內容可與正戲有關或無關，由表演者即興

演出，再導入正戲）的部分，再來有他主要的唱腔，他的身段，尤其是他的「棚頭」，

一般人搞不清楚，以為是不是「阿丑伯」（小丑）出來唸的「敲仔板」就叫做「棚

頭」。其實，「棚頭」應該是每一齣戲前面，所有要交代劇情的前奏，這就叫「棚

頭」。所以「棚頭」一詞應該不能隨便用，假使後面沒有戲劇的時候，就不能有「棚

頭」，而是叫做「一棚戲」。這是「三腳採茶」的大概情形。 

 

但是，「三腳採茶」在我們過去比較早期的時候，在客家族群很流行。從前有一句

話說：「採茶入庄，田地放荒」。怎麼會這樣說呢？從前務農，大家很早就要出去

耕田，直到晚上七八點才回來，沐浴既畢，想要休息一下，這時若有「打採茶」可

以看，本來八九點鐘就該要睡覺的，明天一早五六點才可以起來工作，但有「三腳

採茶」這麼好看，就一直看，看到三更半夜，忘了睡覺。等到第二天，睡到七八點

鐘或八九點鐘太陽曬屁股了，因而工作的時間會縮短。所以有這麼一句閒談言語說

「採茶入庄，田地會放荒」。也就表示「採茶戲」是受到大家的歡迎。原因是因為

那個階段，在台灣流行的戲是「亂彈」、「四平」、還有「外江戲」。不論是「亂

彈」「四平」也好，他們都不是說客家話，全部是說官話喔，包括「外江戲」說的

是北京話。另外還有一種閩南來的，不論是「福州戲」、「九甲戲」說的全部都是

河洛話，包括「梨園戲」說的是泉州話，「都馬戲」說的是福佬語，所以真正說客

家話的戲，就是「三腳採茶戲」，而其他的大戲，或別種的戲就沒說客家話的了，

這就是為什麼客家族群對「三腳採茶戲」這麼認同的原因。但是後來，所有的客家

族群都一樣，在廟會、在「神生」（神明生日）要請大戲，他不會只請由三個人表

演的三腳戲，那時候請大戲的時候，大部分請的就是「亂彈戲」。「亂彈戲」基本

上就是講官話唱大曲，但是客家人接受，客家人雖接受但沒辦法看，因為看不懂，

客家人要學，「子弟班」於焉產生。所以各地方就有「子弟班」的產生。 

 

但是，之後漸漸「亂彈戲」會改變，觀眾大家要求說你們講的官話我聽不懂，官話

不說，改說客家話可以嗎？可以。那再拜託唱點採茶、山歌、小調等，我們愛聽的

給我們聽，好嗎？那怎麼辦呢？因為他們本來是唱曲的，不得不只好拜託演「三腳

採茶戲」的人進來。本來「三腳採茶戲」可能在我的「阿婆介先生公手仔」（祖母

的師父手中），即何阿文先生開始發展，到我「阿婆」（祖母）的先生梁阿才先生，

再到我祖母的採茶美。漸漸的在我祖母這一輩之後就變的專業，有很多人把小孩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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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學採茶戲，開始學三腳採茶，之後人多以後就慢慢的改變，所以有改良戲的產生，

包括上一章所說的改良調產生。所以「三腳採茶戲」會和「亂彈戲」、「四平戲」，

做一個結合，開始改良。接下來要講的就是「改良大戲」。 

 

這「改良大戲」原則上來說有分好幾個階段，開始的時候有可能跟「亂彈」「四平」

甚至「外江戲」，當然還有受到另外一種劇種叫做「歌仔戲」的影響。「歌仔戲」

比我們「採茶戲」還慢，「三腳採茶」在清朝的文獻資料裡就有清楚的紀錄，但是

「歌仔戲」大家都很清楚是在民國初年才有。相同的，「歌仔戲」也是從其「老歌

仔」的小型的叫「落地掃」開始，演變成大戲。當時的「客家採茶戲」也差不多是

這樣，幾乎同一時期變成「採茶大戲」，在當時對內行人來說叫「改良班」、「改

良戲」。但是「改良戲」大家知道主題本身就是從「亂彈班」「四平班」而來，改

的時候因「亂彈」「四平」唱的是大曲，而不是唱採茶，不是唱那個九腔十八調的

三腳採茶，於是之後這戲要改變成大戲的時候，除了得說客家話外，唱的東西也有

了很大的改變。上一章節說的：從老時的採茶就改編成採茶平板，老腔的山歌改成

山歌子，最後它的主要唱腔就已經不是大曲了，就變成採茶。所以採茶兩個字就保

留，它本來是戲的名稱，現在又變成唱腔的名稱，所以變做「採茶戲」，以致於本

來叫做「三腳採茶戲」，變成「採茶大戲」，現在說「客家大戲」就可以了。 

 

它的演變過程有很多，不同的時期有不同的變化，民國初年，可以在「外台戲」演，

後來進入戲院，進入戲院做賣戲，這可是很精彩的呢！因受到大陸的「海派京戲」、

「福州戲」等燈光佈景的影響，福佬班這麼做，我們客家班也跟著這樣做。所以，

早期在改良戲的時候就有佈景、燈光這樣的變化，也有吊空中。現在來看一節佈景

的變化，一齣叫做「孟姜女哭倒萬里長城」。 

 

看到這「孟姜女哭倒萬里長城」就知道，那個時候的內台戲也是這樣的感覺。接下

來，要看的不是「明華園」或福佬戲才有的吊空中，我們自己客家戲也有的。現在

來看一段「梁仙伯（山伯）與祝英台」，最後面變成蝴蝶的時候的吊空中。 

 

了解到「三腳採茶戲」和「大戲」有非常不相同的變化，從原本的「一丑兩旦」，

到現在所謂的「上六柱下六柱」，生、旦、淨、末、丑各種的行當，全部都已經產

生了。一個戲班，在當時的內台班，最大班有些班會有上五六十個七八十個人的戲

班。在這個改編過程當中，還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日治時期的「皇民化運動」，

將傳統採茶戲改成現代劇，所以，現在目前留下的大戲裡面，會聽到看到演員穿的

服裝比較現代化，還有聽到唱流行歌曲的。事實上是受當時「皇民化運動」影響。

但是，所有的演戲最重要的是給觀眾看，觀眾能接受，就會去看。所以我們客家戲

裡面也吸收了很多當時的流行歌，但久了以後就不再是流行歌了。現在可以播放一

節事實上是由流行歌改編的。 

 

不過，我們「客家採茶大戲」最重要的東西，還是要說到「採茶戲」，即是其唱腔。

而其唱腔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平板」，之後甚至還有「什唸仔」。這「平板」，

生氣可以唱「平板」，高興可以唱「平板」，要說什麼事情也可以唱「平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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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板」在採茶戲裡是主要唱腔，因此「平板」就是「採茶」，所以會叫做「採

茶戲」。接下來，就來看一段採茶如何在戲裡使用。 

 

除了「平板」外，「山歌子」是第二重要的角色，比較輕鬆的時候就會用「山歌子」

唱，我們可以來看一段使用「山歌子」的部分。 

 

在「客家大戲」裡一樣，也會借用到傳統戲曲「三腳採茶戲」裡的「棚頭」部份。

在「客家大戲」裡有很多部份，也都會用到「棚頭」，來看一段大戲的「棚頭」，

是怎樣的一個情況？  

 

大戲的內容豐富，而「三腳採茶戲」只有三個人，且大部份是文戲，就是一丑兩旦，

就不可能會有什麼爭執來打架。但是，大戲就不一樣了，他甚至演變到國家跟國家

戰爭啊，妖魔鬼怪神仙要來收妖啊，所以武打、武戲方面在大戲是相當的重要。一

般在演戲之前，要先有一段武戲做熱場戲來吸引觀眾，而以前的文戲，則是用「棚

頭」方式來吸引觀眾。做大戲的時候就不是這樣，而是用武戲，比較鑼鼓喧天，比

較熱鬧的方式。現在來看一段武打的戲碼。 

 

接下來，剛剛所說的「採茶大戲」，除了用我們自己發展出來的「平板」、「山歌

子」、及原來那些小調以外，還有其他的部份，是什麼呢？即是原來唱曲的，不論

是「亂彈」、「四平」、甚至「外江」也好，甚至「亂彈」裡面的嗩吶、或「吹腔」

也好，在大戲裡面因為角色情節的問題，也全部都吸收過來。現在就來看一段唱「福

祿大曲」以及「吹腔」。也就是看看「梆仔腔」，是如何運用在客家戲當中。 

 

大戲到後來，或以目前來說，無法在戲園中演，就出來外面做酬神戲。做酬神戲有

個很重要的部分是什麼呢？－－「扮仙」。在「亂彈戲」「四平戲」裡面都有的重

要的「扮仙」部份，現在來看一段怎麼「扮仙」這個部份。 

 

我相信，大家看了所有大戲的各種情形，大概了解了其實我們自己「客家大戲」的

內容，包括了有這麼多的種類，而一齣戲不外乎有演歷史故事，普通叫做「福路戲」。

所以，下午演的神明戲所演的歷史故事叫做「福路戲」。而晚上以後，可能會演「半

福佬」的「胡撇仔」，其實不是「胡撇仔」，是從日本話「ｏｐｅｒａ」（戲曲）

而來的。其實就是一般的「傳仔」（歷史傳奇故事）。這是編出來的故事，是比較

民間的故事，所以大部分的演出方式，有一種是「大官大將」，一種是家庭戲。 

 

因此做大戲的時候，就脫離了「三腳採茶戲」張三郎賣茶的故事主題，變成一種所

謂的歷史故事，這在各種大型的戲曲方式都可以來處理。當然，在我們傳統的戲中，

多年來因為社會的改變，有一些困難，一些沒辦法突破的困境。不過經過這許多年

來，比較好的是從民國９０年以後，在國立台灣戲劇專科學校設立了客家戲劇科，

所以開始有比較正規正統的訓練，將來客家戲的演員就不會斷層。要不然，事實上

在民國５０年以後，等於說內台戲院沒有演以後，很多演員就已經改行進到工廠去

工作，沒辦法把它當作一種職業，就沒有人可做這一傳承的工作。因此目前可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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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層的現況。但是呢，在民國９０年以後，學校裡面開始有栽培，而政府這麼多年

來也有所提倡，相信漸漸的以後客家戲就會越來越好，演戲的品質各方面也應該會

越來越好。 

 

客家還有一個部份很重要的，一般來說就是祭典的音樂。祭典的音樂，跟之前說的

八音有一些關係。其實，在我們客家來說，祭典音樂分做三大類別，一類是儒教，

一類是道教，一類是釋教。儒教是什麼？就是家裡面、神宮裡面行的三獻、九獻大

禮。家裡面若有婚喪喜慶，要祭祖，這個部分應該算是儒教部分。廟裡也是一樣。

這個部份剛剛在八音裡約略有提到，一般來說大家比較沒去注意到，也較不注重，

所以目前資料比較少，希望以後大家會去注意關懷。不過，在今年我有出版一本書

叫做「台灣客家音樂」，在第四章裡面有特別註明、特別寫並提到多少有點相關的

東西。 

 

另外一個是道教。福佬人比較流行，但我們客家人也有。客家人的道教，在桃竹苗

有個叫做「黃阿乾」先生的，他住在楊梅，他是目前在台灣道教界十分有名的前輩，

台北有很多福佬人去拜他做老師。道教大多做喜事，不做喪事，廟裡做醮有做「三

獻」，幫人消災祈福，這是道教。接下來就是釋教。釋教，在客家人中是非常重要

的。怎麼說呢？我剛剛說過，人在去世的時候，會請道士來超渡做齋，這個部分就

屬釋教。除了這些以外，還有做醮、做中元，或是義民節義民祭典的時候，或中元

普渡的時候，也會請釋教的道士－－人稱「和尚」的。其實不是，他並沒有吃齋。 

 

釋教的音樂裡面有分兩大類別，一類叫做「海陸字」，這就是剛才說的「海豐齋」，

而所唱的都是海豐腔。另外一種叫做「庵教字」，這「庵教字」就跟河洛人的釋教、

佛教比較像，其實這「庵教字」嚴格說起來，叫做「鼓山韻」。在我們客屬中也有

一位前輩叫做「莊胡樺」先生，不過他已經過世登仙了，「莊胡樺」老師可說是台

灣釋教的領頭人，去年客委會做民族藝師的時候也有做他的紀錄，不妨大家可以了

解一下釋教的內容。 

 

我想大致上釋教，除了做齋的齋法之外，另外還有近年來蠻流行的誦經團。這誦經，

就不是「鼓山韻」了，而是屬於「外江」派了，這是以前大部份吃齋的人比較常唱

的派系了。以至於在我們的宗教音樂裡面，除了誦經、唱讚？以外，在做儀式時還

要跟八音、戲劇相結合，它也是個綜合的藝術喔。 

 

我相信，今天的課程就只做個簡單的說明而已。假如大家要詳細，還是希望很多的

客家子弟、鄉親、學者共同來努力，我只能做個簡單的介紹，如果有講不對的地方

請大家多多原諒，多多批評指教，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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