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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動武林、驚動萬教—

布袋戲「霹靂」乍現
文／洪于雯　圖／霹靂布袋戲 提供

提起對布袋戲的普遍印象，現今已

不再是搬張小板凳到廟口搭設的木製

戲棚下，仰頭看著演師拿著手掌般大

小的布袋戲偶，刀光劍影你來我往的

戲碼。取而代之的是充滿影音聲光效

果的電視布袋戲。從祖父黃海岱時期

的經典傳統布袋戲，到父親黃俊雄的

奇幻金光布袋戲，霹靂布袋戲在臺灣

發展已有百餘年歷史，董事長黃強華

和我們分享這段傳統戲曲轉型過程。

最初，接棒霹靂布袋戲的確是以承

接家族衣缽為己任，黃強華更進一步

思考傳統創新的可能性，尤其是如何

吸引年輕世代觀賞，成了延續布袋戲

文化重要的關鍵。黃強華突破以往的

表演方式及格局，創造出革命性的「電

影派布袋戲」。1995 年前後，適逢有
線電視盛行，經營團隊於是開創「霹

靂衛星電視台」，是臺灣第一個以布

袋戲為號召的電視頻道。1997 年，進
軍電影業，2000 年推出第一部布袋戲
數位武俠電影《聖石傳說》，別於舊

式製作方法與野台演出型態，為觀眾

帶來新的感官視野與傳統戲劇認知，

票房逆勢衝高，更讓霹靂布袋戲走向

國際。

近來，隨著傳統錄影帶店沒落，霹

靂團隊將出租通路轉向便利超商，與

國內兩大超商合作，首推雙通路發行，

全心服務支持霹靂布袋戲的買家。目

前，霹靂更積極於全球首部布袋戲 3D
立體偶動漫電影的拍攝。談及最新目

標，黃強華放眼 2014 年股票正式上
櫃，同時著重於授權市場的發展。

※霹靂布袋戲官方網站：http://www.pil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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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臺人生—

宜蘭傳統藝術中心
文／王金喵　圖／汪太陽

臺灣傳統藝術可略分為戲曲、音樂、

舞蹈、建築工藝、手工藝與民俗技藝

等，其中最為人知的歌仔戲發源地便

在宜蘭。因此 2002 年成立，以保存推
廣臺灣傳統民俗、技藝與各項藝術為

宗旨的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園區選址於

宜蘭冬山河畔有其歷史意義。

傳藝中心園區約二十四公頃，主要

參觀區為「一廟、二館、三街」，由

四位建築師以富傳統風格的建築形式

呈現出舊式閩南街坊生活圈景象，再

加上在保持原有木構件的情況下遷移

至此的舉人黃纘緒故居與廣孝堂（原

鄭氏家廟）兩座古蹟。

一廟為文昌廟，主祀文昌五聖君、

配祀戲曲及工藝等祖師爺，廟外設有

臺灣庶民文化中十分重要的「野台」

作為露天劇場。二館則為戲劇館與曲

藝館，館內除常設展、特展外，也有

室內表演廳，供戲劇、音樂演出。三

街則為進駐三十多家民俗工藝店鋪的

民俗街坊，供遊客親身體驗雕刻、手

工藝、童玩、民俗小吃製作等活動，

街道上也有不定時的民俗踩街或特定

主題的表演。

除一日參觀行程外，原先只提供駐

點藝術家住宿的「冬山厝」已開放遊

客入住，亦可在工藝傳習所內與藝術

家、工藝家交流，更有圖書館供深度

查閱、研究之用。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營運至今，已成

為傳統藝術發展、育成的重要平臺，

也是臺灣文化之旅不可錯過之地，不

論淺遊賞景或深度探訪，都值得來這

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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