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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至今已舉辦了六屆，每屆報名的學校愈來愈多。比賽組

別分為國小組、國中組、高中職組，其中以國小組報名的隊伍最為眾多。第六屆九十九

年度的比賽類別分為：  

 

一、現代偶戲類： 

 (一) 手套偶戲組 

 (二) 光影偶戲組 

 (三) 綜合偶戲組 

二、傳統偶戲類： 

     (一) 布袋戲組 

     (二) 傀儡戲組 

     (三) 皮(紙)影戲組1 

 

「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比賽名稱便標明了「創意」兩字 

其中皮(紙)影戲組之中，新北市汐止區東山國小從第一屆九十四年度至第六屆九十

九年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皆榜上有名，參賽的「東山影子劇團」成立已二十年，

皮影戲是代表該校的傳統之一，每年都有學生加入該社團訓練，代表學校參加大大小小

的比賽、表演。 

東山國小在現今，能成為一個以皮影戲為特色的學校，是以什麼為契機開始，然後

又逐漸發展為該校傳統，能年年上榜？本文以田野調查的方式，實地訪談新北市汐止區

                                                      
1 99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比賽實施要點， 

http://web.arte.gov.tw/2011puppetry/infomation_point.aspx(2011.11.20 摘錄) 



 

 

東山國小的校長張孟熙、「東山影子劇團」指導老師楊家衛，了解社團的成立背景與困

境、老師的教學方式、製作偶戲到整體舞台呈現以及歷屆得獎作品的創意所在。 

 

 

貳、新北市汐止區東山國小東山影子劇團 

 

一、社團的成立背景與困境 

 

東山國小的皮影戲社團是在因緣際會的狀況下成立的。民國七十九年，當時的汐止

區還是「汐止鎮」，鎮長廖學廣推動「文化立鎮」，於鎮內學校與民間單位成立傳統藝術

社團，希望每個學校都有不同特色的傳統藝術社團。當時東山國小選擇會皮影戲，有個

因素是由於當年校長趙福來對於皮影戲的熱衷與喜愛，認為這是傳統藝術中一個很獨特

的區塊，是值得學生去探索的。 

然而在地方首長的改變、施政方針不同的因素下，社團在發展上遇到一些困難，像

是經費不足的問題，學校的經費對於社團活動或是傳統藝術的方面，經費終究還是不足

的，可以得到的外界資源也不多。而且在大眾傳播媒體的衝擊下，皮影戲相對的對觀眾

而言吸引力不夠。另外，由於東山國小是偏遠學校，還有少子化的關係，學生人數愈來

愈少。即使如此，歷任的校長都還是把皮影戲當作很重要的特色，一方面是因為文化傳

承，另一方面覺得有責任要去做這樣的工作。校長張孟熙說：「因為老師編制少，學生

人數少，然後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其實在維持上有一定的難度，我們期待教育當局能看

見這樣的文化藝術的薪傳，給予孩子更多舞台空間。另一方面，也期待社會，像是新光

三越邀請我們學校去表演，當他們給予我們的孩子有一個被肯定、可以發表的空間，事

實上在無形當中，便深入的讓孩子自我肯定、擁有自信，也無形中開拓出還自對未來的

自我期待。2」 

 

二、老師的教學方式和製作過程 

 

東山影子劇團的固定練習時間在每週三的十點到十二點，在東山國小的小禮堂上課。

成立二十年間，在公所的協助下，相繼聘請揚名中外的皮影戲大師張福里、方朱憲、蕭

如訓到校授課，師生共同研習。現在每週三的十點，蕭如訓都會到校授課，指導學生操

偶的技巧，由學校高年級導師協助指導。由於東山國小是自由學區，而非固定學區的學

校，加上地方偏遠，一個年級人數最多十幾個，甚至有個位數的情況，比賽人數的限制

最少為： 

                                                      
2
 訪問張孟熙，2011 年 11 月 9 日，於東山國小。 



 

 

 

參賽團隊應設編導老師1人，可設助理指導老師及相關行政人員6人以下，

但演出時僅限 1 位編導老師上台指導，不可參與演出。參賽學生（包括伴

奏、燈光音響及道具操作人員）以 15 人為限，但得增報 5 人以下之候補

人員。3 

 

因此社團是由五、六年級兩班學生組成，參賽

學生加上候補人員最低限制為十六人。楊家衛

說：「這樣其實可以薪火相傳了，五年級升上

六年級就可以接手，又可以直接訓練下一屆的

學生，所以是可以配合起來的。而且我們蕭老

師也很厲害，指導學生是一流的。4」 

要準備一個演出的劇碼，先由導師決定主

題，再以分組的方式，由學生發揮天馬行空的

想像力，延伸劇情的發展，把各組有趣的點子

集結在一起，再加入導師的想法，最後互相統

合成一個完整的劇本。楊家衛說：「我覺得小孩子的想像空間是無窮盡的，所以讓他們

去想。因為我們會被制約，大人會被制式的東西制約住，被框架框在裡面，可是小孩子

不會。所以我們遇到一些問題就會問他們：『你覺得應該怎麼樣？你們有什麼想法，都

可以提出來。』那我們再來決定說：『可不可行？好不好用？有不有趣？』都可以符合

我們就使用它，因為我們學校的小孩子比較會提意見，我們跟一般大型學校不一樣。其

實大型學校的小孩子反而意見沒有我們這麼多，他們會被制約住，我們學校的小孩子不

會。5」 

製作戲偶的部分，由蕭如訓來教導學生製作。皮影戲偶的製作，已由牛皮製作的繁

複的雕刻過程，簡化為用透明膠片來製作，把透明膠片放在要繪製的人物範本上，再以

彩色馬克筆描繪、著色再剪下即可。(圖 1)戲偶的關節連結及操縱桿也有簡化、改良的

辦法： 

 

傳統戲偶採用細綿線連結，此法稱為「綴線」，其缺點是穿綁費工，且不夠靈活；

而操縱戲偶的木桿，裝製不易，失敗率高。蕭如訓自行研發出塑膠「關節釘釦」

來替代「綴線」，用塑膠釘釦連結的關節，在活動上較傳統戲偶更為靈活。而靈

活的關節，也要搭配敏捷的操縱，他另外研發具「雙向操縱」的塑膠製提偶操縱

                                                      
3
 同註 1。 

4
 訪問楊家衛，2011 年 11 月 9 日，於東山國小。 

5
 同註 4。 

圖 1.東山國小學生繪製自己的戲偶。 

(東山國小提供) 



 

 

圖 3.東山國小學生在戲台上練習。 

(東山國小提供) 

桿；一改過去戲偶只能倒退走路的退場方式，增加出來的「轉身動作」，讓皮影

戲饒富趣味性。6 

 

蕭如訓化繁為簡的製作偶戲方式，讓學生能輕鬆的繪製屬於自己的戲偶，戲偶完成後，

便可以開始練習操偶的動作。讓學生面對鏡子看見自己的動作，並予以指導。(圖 2) 接

著在戲台上演練，學生之間互相配合，不時會有手忙腳亂的情況。(圖 3) 

 

 

 

 

 

 

 

 

劇本台詞的演練也是重要的一環，東山影子劇團的學生坐在一個個擺放整齊的椅子

上，拿著劇本朗讀自己的台詞，蕭如訓坐在前方聆聽，兩位高年級的導師在一旁協助學

生字正腔圓、不含糊的把台詞唸出來，之後再加入角色的情緒。 

在比賽將至的期間，會利用中午的時間，讓高年級的學生有更多的時間練習，楊家

衛始終保持一個理念：「練習的期間，我會讓小孩子不要有一種心態就是說：『我們現在

去比賽。』我覺得讓小孩覺得我們是要去比賽，會有很大的壓力跟負擔，他會覺得去比

賽好像就是要得獎和得名，不得獎和不得名他們的失落感會很大。所以我會告訴小孩說，

我們就是單純的去玩、去校外教學，比得好、不好就是其次，讓他們知道：『我們去表

演給人家看，不是去比賽。』這樣子小孩子的期待和落差、得失心就不會太大。7」 

就如校長張孟熙所說的，皮影戲是一個跨領域的社團活動。一個戲劇的演出，學生

要練習劇本台詞，還要製作戲偶，不僅訓練學生語言表達能力，也結合「藝術與人文」

的部份。校長張孟熙說：「這個社團有跨領域的味道在，就我們現在教育的角度來看，

孩子在實證、實際的作為之下所得到的，會比我們一般枯燥無味的學習來更活潑、接受

度高一點。我想可能這一門課在學校學科地位上所扮演不同的角色，因為它帶來的是活

力，是動態，是一種統整性的學習方式。8」 

 

 

                                                      
6
 柯乃文，〈蕭如訓賦予老皮影新生命〉，《時報周刊》，2008.1.16 

7
 同註 4。 

8
 同註 2。 

圖 2.東山國小學生面對鏡子練習。 

(東山國小提供) 



 

 

圖 4.《溯溪之旅》場景。 

(東山國小提供) 

參、歷屆得獎作品 

 

一、溯溪之旅 

 

這個劇本的主題《溯溪之旅》是結合東山國小特色的作品，達到讓觀眾了解東山國

小的效果。東山國小的前方有個姜子寮溪，每年都會舉辦全校溯溪活動。溯溪活動對東

山國小的學生而言，是一個再貼近不過的主題，自然有許多想像的空間。由老師提出問

題，讓學生回想到溯溪時的場景，然後分組討論，構成《溯溪之旅》劇本裡的情節。 

劇本裡，在老師的角色口中，不乏是一些宣導溯溪

的注意事項，戲偶也很講究的有一套完整的溯溪設備：

長褲、安全帽、救生衣、防滑鞋。在劇中人物的帶領下，

觀眾也開始了一段「溯溪之旅」。(圖 4)首先經過「梳子

壩」，還看見了白鷺鷥、艾氏樹蛙，還有一些魚類：溪哥、

苦花和石班，在老師角色的介紹下一一讓觀眾了解牠們。

在溯溪的過程裡，有幾個頑皮的學生角色嬉戲差點被水

沖走，最後被老師救起來，宣導教育的意味濃厚。 

 

二、東遊記 

 

《東遊記》是由《西遊記》改編而來的劇本，故事內容除了第一幕孫悟空和鐵扇公

主的對打，之後孫悟空被鐵扇公主吹出故事書外到《哆啦 A 夢》大雄的家，之後又在東

京狄斯耐樂園遇到大雄、哆啦 A 夢、靜香、胖虎(圖 5)，並對抗邪惡通緝犯「兩津勘吉」，

一起將他繩之以法，最後哆啦 A 夢拿出他的法寶，孫悟空和大雄一行人便一個個進入故

事書內，並告訴觀眾：「欲知故事發展，請待下回分解。」以這種巧妙的結尾方式收場，

意猶未盡。 

《西遊記》為許多學生偶戲比賽表演的熱門題材，每一年都有學校改編過，東山國

小也不例外。第一幕孫悟空與鐵扇公主對打，背景出現五光十射的燈光，加入武器對打

的聲音，有金光布袋戲的華麗感，只可惜整齣戲只出現

僅僅一次。為跳脫傳統框架的束縛，把孫悟空從芭蕉洞

位移到日本的大雄家。被大雄媽媽搞出去後，孫悟空搭

乘觔斗雲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發現的東京地鐵和東京

迪士尼樂園都是以實物影片投影呈現的。這是東山國小

的作品裡，首次發現有「會動」的背景，可惜孫悟空戲

偶和影片疊在一起，顯得孫悟空戲偶被影片覆蓋過去，

看不清楚。當孫悟空正在迪斯耐樂園上方時，一台直升

圖 5.《東遊記》場景。 

(東山國小提供) 



 

 

圖 6.《南瓜湯》場景。 

(東山國小提供) 

機撞上讓他掉下樂園裡，可惜直升機的出現也不明顯。之後孫悟空和大雄一行人相會遇

到歹徒逃亡，可以看出學生對孫悟空多個攻擊招式的豐富想像，像是：變大、擋子彈、

時空魔繩，只是場景、畫面的變化單調，導致沒有達到預期的成果。 

 

三、南瓜湯 

 

《南瓜湯》改編自海倫．庫柏的同名繪本，敘述鴨

子、貓還有松鼠住在同個房子裡，最喜歡一起煮南瓜湯，

鴨子想嘗試攪拌的工作，但是貓和松鼠不肯給他做，鴨

子就離家出走了。鴨子平常負責做調味的工作，少了鴨

子，貓和松鼠做不出和平常一樣美味的南瓜湯，他們開

始想念鴨子，決定出去尋找鴨子，之後終於找到鴨子，

團聚之後又可以一起煮出好喝的南瓜湯了。 

東山國小在九十九年突破先前的作品，選用學校故

事媽媽演過的《南瓜湯》劇本，並加入學生集思廣益的

想像力，讓貓和松鼠尋找鴨子的過程更加有趣也更加的艱辛，突現這個故事所強調的教

育意義，也運用更多的創意在這次的作品中。他們用了許多空間的轉換，場景有前景、

遠景，前景是一般的戲偶，遠景則是小偶。此外，小偶也運用在貓和松鼠的想像圖中。

當貓和松鼠在想像鴨子會遇到的壞人：狼、巫婆、熊，在松鼠說出以上三個關鍵字的時

候，左上方出現鴨子遇害的小劇場，造成貓和松鼠的恐懼，逗趣可愛(圖 6)。戶內和戶

外的場景是可以同時進行的，像是在山洞的場景，山洞內、外可以同時出現，用綠燈、

紫燈來區別。燈光除了區別戶外、戶內的明暗不同之外，也在轉場上運用驟亮、驟暗，

去除了換場的尷尬。除此之外，他們使用雷射筆，做出特殊的效果。雷射筆在貓和松鼠

在山洞的追逐中出現，配合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大黃蜂的飛行》，製造慌亂的感覺，

可惜此段僅短短幾秒鐘且變化少，沒有預期的效果。 

儘管還有一些缺失，但是整體而言，東山國小在這次的演出中，以突破以往的風格，

大膽跳脫傳統皮影的框架，發揮更多的創意在裡面。這正印證指導老師楊家衛所說的，

讓學生出去比賽，就是讓他們覺得就是去玩。藉由這次的突破，他們是否能跳出思想的

窠臼，「玩」出創意來，創作更多更「好玩」的作品，令人期待。 

 

 

 

 

 

 



 

 

肆、結語 

 

東山國小的東山影子劇團能夠成立，不是一年、兩年的事。這次的田野調查，了解

這個社團的成立，已有二十一年之久，因緣際會之下，鎮長的政策、校長的決定，當年

這個偏遠地區的小學校便有了屬於它的傳統文化，傳承至今。 

看見這幾屆的演出，與其他學校的皮影戲作品相較之下，東山國小演出上的問題是

表現出的精緻度。然而東山國小的演出，從編寫劇本到製作戲偶，以及呈現出來的，是

完全以學生為核心的演出製作，老師只是擔任輔助的角色。以每一年的全國學生創意偶

戲比賽為契機，老師領導同學參加比賽，為的是要讓評審老師、其他學校師生，甚至更

多人能看見他們在大禮堂中勤奮練習的成果。 

一提到「東山國小的皮影戲」，學校裡的每個成員都願意分享他們引以為傲的學校

傳統。從「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我們看見東山國小的努力；從東山國小，我們看

見他們對皮影戲的堅持。無論比賽結果如何，他們只希望他們的傳統能被大眾所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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