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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線西鄉的曲館與武館

線西鄉在彰化縣北部，西臨臺灣海峽，地當「番仔溝」

下游入海處，屬於彰化隆起海岸平原。清領乾隆年間（1736∼
1796），泉州籍柯、黃、周三姓移民入墾。因位處半線之西，
故名，昔屬「線西堡」轄域。

目前所知，線西鄉共有四個曲館，寓埔錦麗華、塭仔村

振興閣以及下犁安樂成三個，屬南管系統（安樂成為南唱北

打），頂犁鳳梨園則屬北管系統。此外，塭仔還有一個大鼓吹

陣。

就成立時間而言，以鳳梨園最早，約於明治四十二年

（1909）成立，但已於二十幾年前「散館」，其次為塭仔大鼓
吹陣，於大正初年（1912）成立。南管曲館中，安樂成於日治
時期即已存在，錦麗華於一九四七年成立，振興閣最晚，成立

於一九五○年代，也已「散館」。

在師承方面，錦麗華屬「雨先」（林雨）系統，與伸港鄉

溪底錦麗珠、泉州厝新錦珠、泉州厝正新麗園及職業九甲劇團

泉州厝勝錦珠同一師承。振興閣及安樂成同是陳重節所教，其

中，振興閣館號是由陳重節命名，安樂成在陳重節之前，係聘

「老霸先」（陳重節之父）為「先生」。鳳梨園方面，因成員

多已逝世，相關資料均難取得。

至於出陣及演出的情形，錦麗華在「雨先」傳授期間，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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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棚演九甲仔三、四次，義務為庄內「神明生」、喜事、入伍

等活動演出，但較少為喪事出陣；若庄外邀請出陣，則有酬勞

收入。振興閣舉凡庄內神明「鬧熱」、「好歹事」的邀請，都

義務出陣，也曾到外庄助陣。若外庄邀請為喪事出陣，請主給

紅包才收取，若缺人手時，則會請同師承的安樂成幫忙。安樂

成方面，除神明「鬧熱」外，庄內外「好歹事」的邀請，也會

出陣，若為公事出陣，全屬義務，倘係私人邀請，則有酬勞收

入，據聞該館曾與別館拚過排場，一連好幾天，但詳細情形則

不清楚。

錦麗華因部分團員過世或移居外地，遂逐漸解散。為使曲

館繼續存在，改變型態為老人會組織，除保存民俗活動外，也

讓老人有正當休閒與去處。目前，除南管之外，還有其他多種

活動，會員二千多人，是一個相當有活力的組織。

目前所知，本鄉有三個武館，分別是頂庄鳳英社、溝內永

春社以及頂犁順武堂。就成立時間而言，最早成立的武館為順

武堂，於昭和四年（1909）開館，至今尚存，其餘二館約於戰
後的一九四六年成立，其中，永春社已「散館」。

本鄉武館師承，可分為二個系統，一是韋飛雄，一是嘉

義新港人盧榮。鳳英社皆師承出身少林寺的韋飛雄（本名韋清

林）。拳種方面，鳳英社為龍拳、鳳英拳（半軟硬拳）、太極

拳及鶴拳（軟拳）。永春社師承黃鳳山（黃燈員），功夫由少

林寺出身的父親所授，該館拳種以永春拳為主，屬軟拳，以前

曾聽師父說，永春社可能是由女性傳下來的。

順武堂師承盧榮（人稱「番仔榮」或「鱸鰻榮」），與大

城鄉菜寮順武堂同一師承，主要習太祖拳，開館至今，已經教

到第五代，從第四代開始，有女性入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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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庄鳳英社（獅陣）

本庄公廟為護安宮，主祀媽祖、朱府王爺，例行的祭祀

日期分別是三月二十三日和九月初一，因此，往年至少為神明

出陣二次。該廟目前因為經費短缺，故未請陣頭。現在為神明

「迎鬧熱」出陣，所指的是順安廟主神「大將爺」，祭典日期

為四月十二日。傳說「大將爺」曾要到臺灣當官，不幸翻船罹

難，地點就在該廟附近，因骸骨未散，託夢要求奉祀，庄人遂

為之建廟。由於當地居民大部分以漁業為生，建廟之後，「大

將爺」變成當地守護神，庄人非常感佩，香火一度很興盛。曾

有乞丐把「大將爺」偷請到苗栗後龍，該廟從此不再靈驗，後

來，「大將爺」自己回來，於是香火又轉為興旺。鳳英社於十

幾年前開始為「大將爺」出陣，甚至每年四月份「大將爺」到

苗栗後龍「刈香」時，也都義務出陣。

〈訪問辛金圳先生部分〉

頂庄的公廟是護安宮，主祀媽祖、朱李池府王爺。當地

的武館鳳英社，由當時的村長何達招募設館。發起原因除了神

明「鬧熱」以外，也為了讓庄內的人團結，並可藉此防範盜賊

的侵犯。最初，因童允龍本人熱心，且他家外埕較大，所以館

址、練習場所便設在該地。四個月後，怕會影響他的家人與附

近村民的睡眠，遂遷移到庄內的「夜舍」（日治時代日本人所

蓋，或稱「學舍」，類似今日的育樂中心）練習，只須繳付電

費，場地完全免費。

鳳英社在戰後五年（1950），聘請韋飛雄（韋清林）來本
庄教館。韋飛雄最初原是來臺灣遊玩，後因無法維生，便開始

「走江湖」，當時的村長何達就聘他授武。韋飛雄係少林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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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他在少林寺學的是龍拳（屬半軟硬拳），目前八十多歲，

住在新竹，已經不再教館了。

韋飛雄曾在臺中、豐原、鹿港、埤頭以及彰化市大埔教

過。他本身會中醫，草藥、接骨、內科、醫傷科等傳統知識都

很內行。但受訪者辛金圳不知道韋氏當初是向誰學的，只知道

其師父可能是少林寺的人。

辛金圳是現任館主，目前自己開設國術館。他十四歲就向

韋飛雄學草藥、中醫、接骨等。至於看風水這方面，則源自祖

傳事業。韋飛雄在本庄教八個月後，就因其他成員缺乏耐心、

不想學，而沒有繼續傳授，後來，他向陳水生租屋經營藥店，

要辛金圳去幫忙煮飯、燒茶、製藥、煉製膏藥、配藥等工作。

八七水災（1959年）時，藥店不幸被沖倒，未繼續經營；後來
轉為國術館。辛金圳學到二十六歲時，韋氏認為已學成，便把

國術館交給他，自己遠赴新竹。

從前學習的人有一百六十多人，每回出陣也有五、六十人

參加，但現在都已散佚。他們以前學過龍拳，此拳的特色是會

「黏手」。武器方面大致有鐵尺、雙刀、掃刀、大刀、雙叉、

棍等，但都已經在八七水災時流失。

臺灣的獅頭種類有「閉口獅」、「開嘴獅」、「兩廣

獅」。鳳英社的獅頭是「閉口獅」，與別館的獅頭較不同，因

為獅子的額頭較凸，是韋氏友人製作贈送的。韋氏也會製作獅

頭，但未在本館自製。鳳英社有「獅鬼仔」，但另一受訪者何

枝說，「獅鬼仔」可有可無，並不重要，它的作用是提供娛樂

而已。至於銅人簿、藥簿，目前皆放在豐原何枝長子家中。該

館所拜的祖師爺是達摩祖師。

經費的由來，是把庄人的樂捐作為「先生禮」、買「傢

俬」的公金。當時因為大家的經濟能力並不好，故數額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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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庄內神明「鬧熱」，全是義務出陣；若有庄人入厝，也會

出陣。一般入厝出陣，獅頭都會去踏五方、七星、八卦陣、

二十八宿、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一條龍（一百零八

步），看請主要求哪一種，再去排陣。除此之外，不為庄內外

的「好歹事」出陣；出陣所收的酬勞金額不一，全交由師父管

理，若請主以香菸犒勞，則會分給出陣的成員。

昔日練習時間都在晚上八點，至十點結束，因怕學太晚，

導致成員睡眠不足，影響隔天工作，學了一個多月之後，又怕

師父肚子餓，成員開始每天輪流為韋氏準備點心。

至於演出的場合，除了神明「鬧熱」需要外，並未前往別

庄助陣過，主要原因是該館成立時間很短。辛金圳十四、五歲

時，共出陣過兩次，都是為迎接到北港「刈香」歸來的神明，

分別自和美、水尾二地迎接神明「回駕」。

〈訪問何枝先生部分〉

當地的武館鳳英社，大約是戰後次年（1946）成立，後來
因遇到八七水災，「傢俬」全部流失，加上成員越來越少，所

以，有將近十幾年的時間未出陣。直到一九七四年，才由張錦

德聚集庄人練習，但性質已由公有變成私人設置。當時，成立

武館的發起人與館主是村長何達，因以前「媽祖生」，都得聘

請他人出陣，覺得很不方便，遂興起自組陣頭的想法。而且，

練拳頭可以鍛鍊身體，因此，經過村民大會決議通過而設館。

先由村長招募，館址設在童允龍家中，因童氏認為自己的房子

較寬廣，主動免費提供。一九七四年移館至張錦德家中。何達

擔任村長二十多年，館主也當了很久，直到八七水災「傢俬」

流失，才收起來。但那時還沒有「散館」。

歷年來，該館只請過一位原籍中國廣東的韋飛雄來教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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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住在臺中市「竹管市仔」（鄰近中華路、原子街）旁，他來

本庄時，大約一、二十歲，目前人住在新竹。韋氏在本庄教了

三、四年，是由何村長聘請。當初，庄內有一位據說師承中國

武師的先輩，名叫林朝興，村民都稱呼他「阿叔仔」，林氏對

接骨和拳頭都很內行，但他發誓不教徒弟（原因不明），才改

聘韋飛雄來傳授。雖然如此，林朝興也經常跟韋飛雄交流。林

氏於四、五年前去世，大約享壽七、八十歲。韋飛雄在本庄

時，都住在陳水生（非館員）家中，陳氏擅長空拳、鎚仔拳，

本身也具備接骨、草藥的傳統知識，但不知韋氏的武術師承，

也不清楚是否教過其他地方。

頂庄鳳英社的「頭叫師仔」不詳，但林萬枝、張錦德、

何枝、許漢章都曾擔任過韋氏的助理，其中，張錦德是現任館

主，以捕魚為業，張氏本身並未開設國術館，目前仍義務指導

▲ 線西鄉犁順武鳳英社館員何枝及獅頭（劉乃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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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內新加入的成員。張氏沒學接骨，但會開一些撞傷的青草藥

方。當年韋氏並沒特別教他們藥理和接骨方面的功夫，都是成

員自動去問，韋氏才傳授。

設館之初，有一百零八人學武，後來有興趣的人越來越

少，最後出陣時，大約只有三十人左右。他們以前學過鳳英拳

（屬半軟硬拳）、太極拳（軟拳）、鶴拳（軟拳）；兵器方

面，都不是真正的武器，全用「白鐵」製作，像所學的大刀、

單刀、雙刀、鎚仔、鎗仔，對打時，都已經是套好的，拳頭也

一樣都是學套拳。「傢俬」以前放在何村長家中，但八七水災

時，這些「傢俬」和獅頭全都流失。

獅頭屬紙製的「合嘴獅」，是村長請人製作的。以前獅頭

重約三十斤以上，現在一般都用鋁製，比較輕便。該館並沒有

「獅鬼仔」，也沒拜祖師。

經費是經村民大會同意，每人各自捐款一部分，所得款項

全當「公金」，做為「先生禮」、買「傢俬」等費用的支出。

當時的「公金」只有幾百元，因適逢戰後，大家經濟狀況較

差。義務為神明「鬧熱」或庄人入厝、入伍等出陣，並與外庄

相互助陣，若請主以香菸、手帕犒勞，則會分給出陣的成員。

至於喪事、結婚，一般都沒有出陣。

以前練習時間都在晚上六點至十一點。十一點至十二點

時，韋氏會要一些心地善良且學習能力較強的人留下，另外傳

授其他技能。當時是在童允龍家中練習，並沒有準備點心的習

慣。韋氏不在本庄教之後，他們比較少練習，但韋氏也經常往

返指導，前後達十年左右。另外，同獅陣的人也會向成員講解

一些步法，互相研究，尤其是伸港鄉東溪底的獅陣。昔日演出

的情況，主要是因為韋飛雄跟他的師兄弟都是廣東人，當時一

起住在臺中「竹管市」，才聘請他們去湊人手，那時，大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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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幾人曾去助陣。

——1995年8月22日訪問辛金圳先生（60歲，館員），8月29日
訪問何枝先生（63歲，館員），劉乃瑟採訪記錄。

寓埔錦麗華（九甲、牛犁歌陣）

寓埔在日治時代名為牛埔，庄內公廟有二座，分別是順

安宮和永安宮，主神皆為「順正府大王公」，祭祀的日期是九

月初五。本庄曲館名為錦麗華，創立於一九四七年，由於當年

「林雨先」所教的陣頭名稱皆有「華」字，因此以錦麗華命

名。發起人即是受訪者之一的黃竹火，時任村長，並連任長達

三十幾年，黃氏認為庄內的迎神賽會，應有自己的陣頭，才比

較熱鬧、方便，同時也可教孩子多識字，因而設館。該館最初

設在黃條家中，往後未曾再遷移。

錦麗華最初是聘請七十多歲的大甲人「雨先」（林雨）

來教，他若健在，已上百歲。林雨出身戲班，但館名不詳，經

常在九甲仔中扮演丑角，凡是他教過的館，都會讓成員上棚演

戲。錦麗華在學習的三年中，曾上棚三、四次，第一次開棚，

是為了慶祝戰後彰化縣第一任縣長陳錫卿上任而演出。林氏在

本庄教了兩、三年，所教的第一齣戲是《取木棍》。林氏曾教

過許多地方，包括臺中縣的梧棲、東勢，伸港鄉的泉州厝及彰

化市南門口。錦麗華館員曾學過七、八齣戲碼，例如《取木

棍》、《丹桂圖》、《秦世美》、《下南厝》、《麒麟山》、

《西岐山》、《鄭元和》，曲牌有【將水】、【雙閨】、【相

思引】、【福馬】、【玉交】、【水車】、【襖】、【紅衲

襖】、【中滾】、【五開花】、【倍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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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上棚演戲的戲服，是用「公金」向彰化市「老天興

樂器行」租的，平常樂器放置在黃條家中，也曾在丁毓同家放

一陣子。該館所奉祀的祖師是田都元帥，當初是用紅紙寫上，

放置在黃金土家中祭拜。

因當時庄人生活環境較差，經費來源皆由大家以樂捐方

式出資，庄內出陣屬於義務幫忙。若是外庄邀請，有收入時，

則全部交給「先生」。至於「傢俬」的修補，係由「公金」挪

用，當時「公金」管理人是黃村長。

該館凡是「神明生」、辦喜事、入伍之類的邀請，都會出

陣（辦喪事較少）。庄內的神明「鬧熱」則為義務幫忙，每次

出陣至少要有十人。林雨還在本庄傳授時，外庄也曾來邀請助

陣，如和美元宵節迎燈及伸港鄉「媽祖生」，都曾來邀請。演

出的內容則是學到哪裡，就表演到哪裡。

後期的錦麗華，因成員或移居外地、或逝世，就慢慢散

佚。現在庄內還會的成員有十幾人，但較常參加出陣的只有

七、八人。當時在鄉公所任祕書的黃共斗有鑑於此，便將錦麗

華的型態轉為老人會，一九八二年正式成立線西鄉老人會，除

了能保存民俗外，也讓老人有正當的休閒活動。黃共斗係該會

的首任總幹事，在好幾年前去世，現任則是黃清賢。老人會目

前出陣的時間不一定，凡是別庄來邀請，或去「刈香燒金」都

會出陣。平時也偶而練習。錦麗華的王藤（已逝，學內場鑼

鼓）與葉三益（頭手，打班鼓），以及下犁的王文慶等三人，

曾先後擔任該會的指導老師。該會除組織南管、牛犁歌外，還

成立太極拳班、漢文班（黃竹火村長和林重輕曾指導過）。線

西老人會目前有會員兩千多人，曾被電視媒體報導過，可說是

一個相當有活力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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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8月14日訪問葉三益先生（62歲，館員）、黃木村
先生（68歲，老人會會員），劉乃瑟採訪記錄。1996年4
月17日電話訪問黃竹火先生（87歲，發起人），林美容訪
問並重整記錄。

溝內永春社（獅陣）

溝內村的公廟是興安宮，一九八五年興建，每年九月初六

為五府千歲聖誕。本庄獅陣名為永春社，師父是黃鳳山（黃燈

員），十六歲自中國來臺，專門「走江湖」，曾在全臺教過獅

陣，會太祖拳、鶴拳，尤其擅長永春拳。另外，黃鳳山也懂一

些藥理，他一切功夫皆由父親傳授。其父為少林寺出身，曾在

嘉義朴子授徒。

永春社的「頭叫師仔」是黃忠義，十七歲開始學武，自己

也曾「徛館」，在彰化快官、舊社的大埔、鹿港的草港教過。

黃氏擅長獅陣、拳頭，另外，黃鳳山也曾特別傳授他經絡方面

的醫理。該館的發起人許寶來，為日治時代的保正，家境富

裕。許氏看到每個庄頭都有自己的陣頭「迎鬧熱」，且學武亦

可防身，遂在戰後第二年（1946）開始設館。許氏本身未曾學
武，但其子則有入館拜師學習。

從前每回出陣都有三、四十人參加，現在則已「散館」。

他們學的拳種最主要的是永春拳，屬於軟拳。當時，該館並無

女性參加，不過，根據目前自己「徛館」的蘇萬翁館主所述，

以前曾聽其師口述，永春社可能是由女性傳授的。該館的獅頭

種類是「合嘴獅」，係黃忠義製作。他們祭拜的祖師是永春祖

師，祖師的聖誕日期，因年代久遠，已不記得了。

經費是由庄人樂捐，而「先生禮」則由成員負擔，若要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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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傢俬」，皆由樂捐款項支付。至於該館出陣的收入，

全數交給師父處理。

昔日練習的時間，大約是晚上七、八點，地點在許寶來家

中，當時並沒有準備點心、吃宵夜的習慣。但師父去別庄傳授

時，通常都有供應點心。該館平常較有往來的庄頭是舊社的大

埔、彰化快官、鹿港草港，因為都是同一師承，所以較有「交

陪」，也較沒有「拚館」的情形發生。

受訪者蘇萬翁以前是永春社的成員，現年七十五歲，十九

歲開始學武，一直學到三十二歲，三十三歲到四十歲轉為種

菜，四十歲後，有人勸他既然有一身接骨功夫，應出來服務，

他拗不過盛情，因此，才開設國術館，迄今已三十多年。蘇氏

所擅長的是接骨、經絡推拿及藥草等傳統中醫知識。

——1995年8月20日訪問蘇萬翁先生（75歲，館員），劉乃瑟
採訪記錄。

塭仔大鼓吹陣

塭仔庄全庄都是黃

姓，大鼓吹陣很有名。在

黃阿總之父洪判（入贅

黃家）及黃糶兩人時就已

存在。洪判已逝十六年，

享壽八、九十歲，黃糶亦

已逝。大鼓吹陣現有成員

有黃阿總、黃木村、黃秀

村、黃清煙等人，黃清煙

▼ 線西鄉塭仔大鼓吹陣之鑼（劉乃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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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黃糶之子。電話訪問當天，成員正好出陣，都不在家，未能

深入探訪。

——1996年4月17日電話訪問黃阿總先生（65歲）之妻，林美
容訪問記錄。

塭仔村振興閣（九甲）

塭仔村的公廟是寶安宮，主祀媽祖。當地的曲館以前稱振

興閣，由於大部分成員都外出工作，或遷居他處，該館目前已

「散館」了。

振興閣大約成立於一九五○年代，由「先生」陳重節命

名。當時陳氏曾參考姓名學的書籍，再加上「閣」屬於南管系

統，陳氏認為振興閣不錯，因此作為館名。陳氏來本庄教導

時，已四十多歲，是埔鹽西勢湖人，他除了不會「腳步」以

外，其他的樂器都會，尤其是噯仔吹得很美，班鼓、通鼓也打

得很好。陳重節的祖父傳到他共三代，以後未再傳承，因此，

他的功夫都是祖傳的。

該館並無特別的發起人，當初，是因為庄人認為村庄若設

曲館，「迎鬧熱」時會較方便，另外，也因為大家很有興趣，

遂由村人共同建議設館。庄內的長輩黃萬車時常對他們說：

「要學成功，否則會被人恥笑。」激勵成員努力學習，可說是

當時的精神支柱。

振興閣館址最初設在館員陳達家中，未曾遷移。成員學了

二個月之後，發現皆已會吹奏，於是開始出陣。當時樂器大部

分都是向寓埔村借用，後因陸續出陣，認為應自己買樂器，較

為方便。



．
彰
化
縣
曲
館
與
武
館
Ⅱ
︻
北
彰
化
濱
海
篇
︼
．0

56

． 

至於演出情況，凡庄內神明「鬧熱」、「好歹事」的邀

請，都會義務出陣。若外庄有喪事邀請出陣，對方有給紅包才

拿。庄內若有缺人手，則會請下犁村的人助陣，因為該村也是

由陳重節傳授。而演出內容，通常喜事出陣，會表演對曲、對

齣頭、打鑼鼓吹；若為喪事出陣，則只打鑼鼓吹。

昔日該館到外庄助陣的情形很多，陳重節還在本庄傳授

時，就曾到埔里「迎鬧熱」，一連三天，表演對曲、對齣頭。

後來陳重節不再教曲，庄內也曾連續三年到伸港鄉汴頭村助

陣，迎了三天的媽祖出巡。當時係以打鑼鼓吹為主，也曾向下

犁村調二、三人助陣。該館在一九八九年之前還有出陣，現今

則已「散館」。

塭仔村振興閣的「頭手」是黃春桂，擅打班鼓（目前開工

廠），他與黃進三、萬居二人，為該館的「公金」管理人。至

▲ 線西鄉塭仔振興閣之大鑼（劉乃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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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經費的來源，學費是由成員自己負擔，買樂器則是庄人捐款

及成員各分攤一半。出陣後若有收入，全數交給「先生」，但

陳氏沒教後，每次收入皆平均分給出陣的成員。

從前館員有二十多人，沒有女性參加，老館員黃振、黃進

三已逝世。他們以前學過的曲目有〈看君守剎〉（應為〈牽君

手上〉）、〈烏鴉曲〉、〈福馬〉及【將水】、【四空】（疑

是四空仔北）、【相思引】、【泣顏回】、【倍思】等曲牌，

樂器當時放在黃春桂家中，現在則收藏於媽祖廟內。

昔日練習的地點在陳達家中，約從晚上六、七點開始，直

到十一點結束，成員學習的態度都很認真。該館的祖師神位，

供奉在陳達家中，成員剛拜師學習時，以及每次練習前，都要

上香祭拜。

——1995年8月28日訪問雲金賜先生（63歲，館員），劉乃瑟
採訪記錄。

頂犁鳳梨園（北管）

頂犁在日治時代就有北管曲館，約與武館順武堂同時成

立，二戰時期停歇，戰後再興，但二十幾年前就已解散，成員

大多已逝世，難以採訪。

——1996年4月17日電話訪問董鎮杰先生，林美容訪問記錄。

頂犁順武堂（獅陣）

頂犁村的公廟為「慶安宮」，主神是玉代溫三千歲，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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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百年以上的歷史，例行的祭祀日期為八月初一。

頂犁村順武堂成立於昭和四年（1929），因為年代久遠，
已不清楚發起人的姓名。當初組織順武堂，是為了本庄神明

「鬧熱」、庄人的身體健康以及孩子學武不易變壞而設，因

此，上一代的人呼朋引伴來學，並聘請嘉義新港人盧榮（人稱

「番仔榮」或「鱸鰻榮」）來教。當時，伸港鄉海尾村的人也

一起學習，這是第一代。到了第二代謝治龍這一輩，海尾村人

已退出練習行列。

謝治龍是盧榮在本庄的「頭叫師仔」，也協助訓練第三

代，目前的館主董鎮杰便屬第三代。以前本庄沒有女性學習，

直到由董氏接手，傳授第四代時，才有女性學員，並且有幾位

學得還不錯。董氏目前係義務指導，教的拳種主要為太祖拳，

已經教到第五代，全是國小學生。他們平常都在下午四、五點

▲ 線西鄉頂梨順武堂之獅頭（劉乃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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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練習。往昔順武堂出陣，都是以庄內神明「鬧熱」為

主，三、四年前，因技藝獲得肯定，也曾應邀到臺北縣永和市

表演。

盧榮若還健在，應該已有一百多歲。董鎮杰說，只記得盧

氏在他們第三代時，教了大約三年左右。當時，盧氏傳授以太

祖拳（硬拳）為主，白鶴拳（軟拳）為輔。日治時代，因為不

願臺灣人學武，於是庄人各拿一樣兵器回去藏著，所以舊兵器

全已散佚。「傢俬」方面，只保留龍虎旗、頭旗、鼓架，其他

則是後來重新購買。

本館獅頭屬「合嘴獅」，由謝治龍製作，後來被伸港鄉

海尾村的人借走，時間一久，也就壞掉了。從前也有「獅鬼

仔」，由第三代成員陳福審扮演，自從陳氏過世後，也遺失

了。以前所拜的祖師有達摩祖師、九天玄女、白鶴先師、太祖

祖師。至於該館以前是否有藥簿，則不得而知。但謝治龍曾跟

盧氏學習「藥洗」、藥粉方面的知識，董館主本身也略懂一

些。

董氏已不記得昔日買「傢俬」費用的來源，但請「先生」

的錢，都由成員自付。現有的兵器及「傢俬」則是他人捐贈。

以前兵器方面，大致有雙叉、單刀、踢刀、鎗仔、鉤鐮、大

刀、籐牌、棍等，另有龍虎旗、中旗（頭旗）、鼓架等「傢

俬」。

以前練習的時間，主要是在晚上七點左右，沒有吃宵夜的

習慣，只供應開水，通常是由成員陳福審負責，「番仔榮」即

住在他家。只要是庄內的「神明生」，不管是公廟或私廟，一

律義務幫忙，對方以飲料或香菸酬謝，也會接受。至於庄內村

民私人的「好歹事」，以及外庄來請助陣的，依照順武堂的傳

統，沒有出陣的慣例。因為該館出陣的目的，都是為神明「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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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但若順武堂的成員有喪事，為了表現團結心，則會破例

出陣，義務幫忙。

本庄以前的武館較少，因此很少跟其他武館「交陪」，

也從未和其他武館「拚館」，平時只是同門師兄弟互相往來而

已。

——1995年8月22日訪問董鎮杰先生（69歲，館主），劉乃瑟
採訪記錄。1996年4月17日電話訪問董鎮杰先生，林美容
訪問並重整記錄。

下犁安樂成（九甲）

本地庄名下犁，根據受訪者王文慶表示，曾經在清山寺

▲ 線西鄉頂犁順武堂館主董鎮杰及傢俬
（劉乃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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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神「夫人媽」的供桌上，發現刻有「底六庄」的庄名，且年

代在清領道光年間（1821∼1851），因而推測下犁的公廟有二
座，即慶興宮和清山寺，主神分別為王爺及「夫人媽」。當地

的曲館安樂成，屬南唱北打。當時的發起人是黃添財，也是館

主，黃氏在日治時代曾任保正，家庭富裕，已去世，若健在，

應有一百三、四十歲。黃氏當時聘請「老霸先」來本庄傳授。

其後的館主為黃維如，會拉二弦。次任為王雍，負責請「先

生」，「先生」的食宿都由他負責，自從王雍過世之後，庄內

便沒再請「先生」來教曲。

▲ 線西鄉下犁安樂成大鑼（劉乃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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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安樂成聘請埔鹽西勢湖的「老霸先」來傳授，「老

霸先」姓陳，名字不詳，來到庄中專教南管，聽說後來在下犁

娶妻，生下陳重節。陳重節後來也延續父親在下犁的工作。陳

重節已去世多年，大約五、六十歲時，來本庄教對曲、北管、

南管。他本身除會教曲外，也會「腳步」，各種角色都會演，

曾教過上棚演戲，這些都是他的父親「老霸先」傳授給他的。

陳重節文、武場兼擅，演奏時亦不用看譜，記憶力很好。另

外，陳氏也會打鼓，是跟別人學的，「老霸先」本身則不會打

鼓，所以未曾傳授給他。

以前「老霸先」教過的地方很多，陳重節也曾到別館教

過，像秀水鄉的大崙等，至於他們所教的詳細地點，則不清

楚。

▼ 線西鄉下犁安樂成子弟燈（劉乃瑟攝）。

http://www.morningstar.com.tw/bookcomment-2.aspx?bokno=01280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