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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宗旨

閩南語歌仔冊是珍貴的台灣語言文化資產，代表台灣民間文學的瑰寶。就文

學形式而言，它是一種民間說唱藝術的文本(唱本)，文本形式是整齊的七字句，

每四句構成ㄧ聯(或稱葩)，聯是押韻的單位，最通行的韻式是句句入韻，且四句

一韻為最小的押韻單位，聯也是押韻轉換的樞紐。就內容而言，通篇講述一個故

事，或演繹一種社會事件，或以對唱形式進行戲謔，是音樂與語言交換的說唱藝

術，在台灣近代農業社會中扮演與其他民俗曲藝等價的功能，因此其流傳迄今不

衰，文本累積也近乎驚人，迄今蒐集、整理、校注、品味均為分工項目，然九牛

一毛，距離全面整理尚有時日。

為喚起台灣語文相關系所研究生搶救此台語之瑰寶，唯有從解讀文本入手，

並進行專題研討，以強化研究生的解讀能力，從而深耕、精研其文學與文化的美

感，建立對台灣民間文學的認同感，以使這層文化不致中斷。

本計劃鑑於近二、三十年歌仔冊的研究已逐步加溫，研究生的論文撰述是歌

冊文化傳承的助力，又由於閩南語口語書面文學文本漸趨多樣，新興世代對口語

念唱的能力漸生澀，勢必影響今後文本傳播及研究的質量，故擬就二年來整理文

本標音語料庫的心得，結合國內搜藏研究的知名學者及碩果僅存的念唱藝人（如

國寶級的楊秀卿女士

），進行兩週之研習，從密集的分析、鑑賞中，引導有志研究者獲得正確的

研究方法。

2. 計畫期程

99 年 5 月 1 日至 99 年 11 月 30 日

3. 研習營基本資料

(1) 指導暨補助單位：【教育部顧問室】

(2) 主辦單位：【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

(3) 舉辦日期：99 年 7 月 14 日至 7月 16 日、7月 19 日至 7月 22 日

(4) 舉辦地點：台灣師範大學文學院 正 104 教室

(5) 課程安排：如下表

第一週(三天)

上課地點:文學院 正 104
時間 7/14(三) 7/15(四) 7/16(五)

08：30
學員報到與
資料分發

台灣閩南語民間歌謠
與歌仔冊的關係－以

歌仔冊的敘事與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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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 文學院 正 104

吳天羅、陳再得為例
(陳益源) (洪淑苓)

9：30
∣

10：30

開幕式

李勤岸所長
貴賓致詞

台灣閩南語民間歌謠
與歌仔冊的關係－以
吳天羅、陳再得為例

(陳益源)

歌仔冊的敘事與性別

(洪淑苓)
10：30
∣

10：40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10：40
∣

11：40

歌仔冊解讀要領

(施炳華)

台灣歌仔仙－
呂柳仙的說唱藝術

(陳兆南)

歌仔冊的整理與
保存價值

(曾子良)

11：40
∣

12：30

歌仔冊解讀要領

(施炳華)

台灣歌仔仙－
呂柳仙的說唱藝術

(陳兆南)

歌仔冊的整理與
保存價值

(曾子良)
12：30
∣

14：00
午餐 午餐 午餐

14：00
∣

15：00

歌仔冊的押韻

(林慶勳)

台灣民謠唸歌

(演唱人：楊秀卿)
綜合大樓 301

歌仔創作的工具
與法則

(王順隆)

15：00
∣

16：00

歌仔冊的押韻

(林慶勳)

台灣民謠唸歌

(演唱人：楊秀卿)
綜合大樓 301

歌仔創作的工具
與法則

(王順隆)
16：00
∣

16：10
茶敘時間 茶敘時間 茶敘時間

16：10
∣

17：10

歌仔冊的詞彙問題

(林香薇)

歌仔冊中的
用字探討

(姚榮松)

另一種閩南語歌仔冊
－潮州歌冊

(王順隆)

17：10
∣

17：40

歌仔冊的詞彙問題

(林香薇)

歌仔冊中的
用字探討

(姚榮松)

另一種閩南語歌仔冊
－潮州歌冊

(王順隆)
18：00
∣

19：00
晚餐 晚宴

19：00
∣

21：00

歌仔念唱藝術

(施炳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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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四天)
時間 7/19(一) 7/20(二) 7/21(三) 7/22(四)
08：30

∣

9：30

歌仔冊腔口差的
辨認

(張屏生)

1930年代台北艋舺
腔—以戰前老曲
盤、歌仔冊兩種記

錄形式重現
(杜建坊)

歌仔、歌仔冊佮
歌仔戲

(劉南芳)

褒歌之美

(洪惟仁/林金城)
9：30

∣

10：30

歌仔冊腔口差的
辨認

(張屏生)

1930年代台北艋舺
腔—以戰前老曲
盤、歌仔冊兩種記

錄形式重現
(杜建坊)

歌仔、歌仔冊佮
歌仔戲

(劉南芳)

褒歌之美

(洪惟仁/林金城)
10：30
∣

10：40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10：40
∣

11：40

由閩、台歌仔冊異
文比對談台灣歌仔

冊的本土化

(臧汀生)

歌仔冊中的
台灣歷史詮釋

(丁鳳珍)

由台灣歌謠佮俗諺
語看台灣的移民史

(陳憲國)

從中部地震勸世歌
看歌仔冊相關問題

(呂興昌)
11：40
∣

12：30

由閩、台歌仔冊異
文比對談台灣歌仔

冊的本土化
(臧汀生)

歌仔冊中的台灣歷
史詮釋

(丁鳳珍)

由台灣歌謠佮俗諺
語看台灣的移民史

(陳憲國)

從中部地震勸世歌
看歌仔冊相關問題

(呂興昌)
12：30
∣

14：00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14：00
∣

15：00

分房承祧—論台語
歌與歌仔冊之傳衍

(杜建坊)

台灣歌仔冊的史詩
特質

(李勤岸)

台灣歌仔冊的切詞
與詞頻研究

(董忠司)

分組念歌比賽

(主持人：施炳華)
15：00
∣

16：00

分房承祧—論台語
歌與歌仔冊之傳衍

(杜建坊)

台灣歌仔冊的史詩
特質

(李勤岸)

台灣歌仔冊的切詞
與詞頻研究

(董忠司)

分組標音競賽

(主持人：董忠司)
16：00
∣

16：10
茶敘時間 茶敘時間 茶敘時間 茶敘時間

16：10
∣

17：10

台灣禮俗中四句聯
的運用

(洪惟仁)

試說八七水災歌中
的有無句

(姚榮松)

台灣歌仔冊研究的
階段性任務

(董忠司)

綜合座談：
與談人：董忠司、王

順隆、施炳華
(主持人：姚榮松)

17：10
∣

台灣禮俗中四句聯
的運用

試說八七水災歌中
的有無句

台灣歌仔冊研究的
階段性任務 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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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0
(洪惟仁) (姚榮松) (董忠司) (主持人：李勤岸所

長)
18：00
∣

19：00
晚餐 晚餐 赴歸

19：00
∣

20：30

論文經驗傳承─
打通歌謠的筋脈

（一）
(杜仲奇、陳富貴

等)

論文經驗傳承─
打通歌謠的筋脈

（二）
(李蘭馨、江美文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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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習營活動執行情形

4.1 報名人數暨報到人數

報名人數有 52 人，其中男性學員有 18 位，女性學員有 34 位，詳細名單

請參見附錄。下表為每日報到人數的性別分佈情況，女性參與者較男性為

多。下表乃根據簽到情況製作，簽到記錄考請參見 7.3：

日期 男 女 總數

7/14(三) 17 32 49

7/15(四) 14 32 46

7/16(五) 15 31 46

7/19(一) 16 30 46

7/20(二) 14 26 40

7/21(三) 17 28 45

7/22(四) 16 27 43

4.2 報到率統計及分析

因本計畫上課內容為專業性歌仔冊研究、探討課程，原預計招收學員研

究生 40 人、大學部 10 人。但因研究生報名踴躍，且大學部招收名額不足，

故將大學部名額流用至研究生，研究生錄取 49 人、大學部 1人，共 50 人。

每日實際報到率如下圖:

研習營期間每日報到率

98%
92% 92% 92%

80%

90%
86%

0%

20%

40%

60%

80%

100%

120%

7/14(三) 7/15(四) 7/16(五) 7/19(一) 7/20(二) 7/21(三) 7/22(四)

報到率

本活動參與學員多為在職，但學員每日參與度仍超過 80%，足見學員對本次

研習營之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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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學員學習成果

本研習活動多蒙學員熱情參與，過程熱鬧精彩，相信各個學員均收穫滿

載，啟發深遠。目前已知，此次參與學員中，有二位決定以歌仔冊為範圍，

撰寫學位論文，這兩位學員為許湘羚與陳榮新。另外尚有學員鍾文鳳以歌仔

冊相關領域-童謠為題，撰寫學位論文。難能可貴的是學員中有兩位教授(張

妙霞、林珀姬)，因座位有空，破格接受為旁聽學員，其一為國立台北藝術

大學傳統音樂系林珀姬教授，主持人並邀請其擔任 7/22「唸歌比賽」的評審

委員，成效良好。

4.4 研習營精采活動暨顯著事件紀實

本研習營為提升學員學習興趣與品質，舉辦了三個比賽活動：七字仔創

作比賽、唸歌比賽與標音比賽，獲得學員踴躍參加與討論。其中七字仔創作

比賽收得作品共 20 件，參與度為 38%。另外兩個活動則全體學員皆參加。

唸歌比賽簡鴻綿為第一名。標音比賽為課程最後一天舉辦，當場選出第一名

為王忠義。唸歌比賽有八位入選學員，自彈自唱所撰之歌仔，營造全場最大

的歡樂氣氛。

其他精彩活動記錄，詳見活動錄影DVD 與活動照片集。

4.5 研習營學員提問紀錄

國寶級大師楊秀卿先生在課堂實地現身說唱，博獲滿堂彩，學員陳富貴

提問工尺譜的問題，引發熱烈討論。施炳華教授也請求王玉川先生唱「十二

生肖」並提問相關字句。

除了課堂提問外，學員常利用繳交作業等書面報告提問題，與老師交流。

例如學員張文豐提出歌仔冊創作時，押韻部分較難掌握。學員王忠義則提出

腔口辨認的相關問題。

5. 執行成果分析與檢討

5.1 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度

閩南歌仔冊的研究近年來有愈來愈多的趨勢，顯現近年來本土歌謠意識

抬頭，大家逐漸注意到歌仔冊實蘊藏大量民間口說材料。但一般大專院校乃

至台語文相關科系所開設的課程，截至九十八學年度為止，仍查無歌仔冊相

關課程之開設。 近二年來，我們將研究視角觸及閩南歌仔冊資料庫建置與

語言風格分析研究，透過語料收集與建構過程，我們瞭解到國內普羅大眾對

歌仔冊文本的瞭解仍流於枝節片段，新資訊新媒體的急遽興起與傳統口說文

化之逐漸式微凋零，使我們深刻認知此課程開設之必要性以及刻不容緩性。

對本計劃贊助，使我們能全心規劃課程，從文學、文

化、歷史、語言、實際練唱等各個層面，全面介紹歌仔冊相關知識，我們

聚集了近年來研究歌仔冊的所有相關學者，做為我們的授課師資，大家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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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交流、激盪出新的智慧火花；我們更請到了國寶級歌仔冊演唱大師—

楊秀卿先生跟她的團隊，為我們學員示範表演，使得這個課程不僅只是純理

論教學，更是兼顧歌謠鑑賞的層面。

從我們的學員回饋與教師反應中，可知這是一個成功的語言文化營隊，

我們為閩南語歌仔冊研究此一領域埋下了一顆種子，開啟了新的開端，相信

此後幾年間將帶動歌仔冊研究之新一波熱潮。

5.2 分析及檢討

一、課程成功的分析

○1 歌仔冊的研究團隊早已成形，卻首次舉辦相關之研習營，而且以研究

生為主體，因此能吸引相當多中壯年的學員。其中台灣師大在職進修部

研究生佔多數，他們趕上「念歌」尚未退流行的年代成長，因此感受特

別深，珍惜庶民文化，頗有傳承之志。

○2 歌仔冊文本之受重視，與政府重視息息相關，一方面由於薪傳藝人如

楊秀卿傳奇一生，受政府資助，七十幾歲仍能演出，另一方面國科會台

灣文學館均能支助本團隊之講師研究計畫及數位典藏計畫，使得文本傳

播不斷，研究者日多。十九位講師及民間學者（如杜建坊）都是本次研

習營之幕後功臣。尤其顧問室能審查通過本計畫，並給予優渥補助，並

在研習期間，台灣文史藝術課程中綱計畫主持人范銘如教授視臨研習營

視察，給予本團隊極大之鼓舞。都是研習營成功的因素之一。

二、活動瑕疵之檢討

○1 嚴格管理學員的報到

本研習營每日的報到採取簽到，只有在早上報到時簽名一次，但工

作人員注意一些比較不好的情況，如：偶有少數學員只有簽完名就離開，

並未全程參與當日課程，使得課堂實際人數與報到人數有些落差。因此，

未來舉辦研習活動，在學員簽到的把關上應該要更為嚴謹，否則核發研

習證書就名不符實了。以後再舉辦類似的研習活動，擬採取課堂簽到方

式，這樣可以確實掌握每堂到課人數，以及學員的參與情況，以便爾後

辦理相關研習活動時的參酌。

○2 應設計學員意見回饋問卷

由於研習營籌備期間甚短，很多細節方面未曾注意，因而未設計學

員意見回饋問卷。但從本研習營最後一天的念歌比賽的作品中，能夠粗

略掌握學員學習況狀及對研習營各項課程的反應。

○3 應提醒講師注意報帳所需資料

此次有海外來的講師未留存機票存根，而衍生了一些報帳問題；也

有講師未留下戶籍地址，導致後續的往來詢問以致影響結案的時間。因

此，工作人員應事先提醒講師提供完整的報帳所需資料，如此可避免各

項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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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論與未來建議

6.1 結論

本次研習營活動於 99 年 7 月 22 日成功結束，由於本次參與授課講師與

學員積極參與與交流，本活動得以熱鬧進行，圓滿落幕。本次活動除了規劃

歌仔冊相關多元領域，包括語言、文學、歷史等全方位課程外，亦適時穿插

各種競賽與聘請國寶級大師現身說唱，使師生達到良好的互動，在課程結束

後，亦能對歌仔冊有一完整的概念，此實為國內難得與令人興奮的盛會，相

信對歌仔冊此一領域的研究發展，將激盪出更多智慧的火花。此外，我們應

特別提出三位全程參與的學員，分別為台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系林珀姬教

授、清華大學中文所博士班劉南芳學員與台灣師範大學音樂所碩士班陳昱蓁

學員。林教授長期關注傳統文學與護持台語文學，劉南芳學員研究專長為歌

仔戲相關領域，本次活動亦擔任講師一職，對於歌仔的推動與相關科系的互

動多有貢獻。可知本活動在文本與實作的結合上，在跨領域的融合上，產生

令人激奮成果。

6.2 未來建議

今後對台灣語言、文化、文學相關之研習營，應由專業研究者主持，就

現有研究基礎上，進行課程規劃、多元主題設計，逐次深化，形成個別學者

論之現階段總結版，使課程增加專業性和趣味性。

本研習營厚蒙教育部顧問室優予補助，唯金費使用限制繁多、變更經

費 手續繁複，使報帳過程困難重重，須不斷書信往返，以求放鬆適用項目，

而無法如期完成報帳手續。

本次研習營，主要由台灣師大台文所統籌，然因天數眾多，部分接待、

場地及餐飲等項目需由承辦單位略作補貼，由於預先無法支借，主辦單位須

先墊付若干款項，以利會議如期進行，對於計畫主持人是一項負擔，希望會

計單位有更彈性之配套。

7. 附錄

7.1 報名網站及成果網頁樣式

本研習營網站主要分兩部分：一為師大台文所網頁及台文所電子報；二為本

研習營活動部落格- 2010 夏令台灣歌仔冊語言與文化研習營，本研習營活動

主要以此兩網站做為宣傳和研習營相關訊息公布之主要來源。研習營部落格

累 積 人 次 為 1 7 7 0 人 次 / 相 簿 累 積 人 次 為 2 0 1 0 人 次 。

I. 台文所網頁、電子報（http://www.ntnu.edu.tw/TCLL/zho/ma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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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2010 夏 令 台 灣 歌 仔 冊 語 言 與 文 化 研 習 營 部 落 格

（http://www.wretch.cc/blog/southernmin）

(i)報名網頁

(ii)活動相片



15

(iii)學員問與答

7.2 報名與住宿學員清單

○1 報名學員清單(依姓氏筆劃排序)

編號 姓名 學校 系所/單位 年級/職級 性別

1 尤素月 台灣師範大學 台文所 在職進修班 女

2 王忠義 臺灣師範大學 台文所 在職進修班 男

3 王明美 臺灣師範大學 台文所 碩士班 女

4 朱婉齡 臺灣師範大學 台文所 在職進修班 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