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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詠戲中一段癡 

──論霹靂布袋戲角色的詩詞訂製與人物塑造 
 

一、前言 
霹靂布袋戲是台灣本土文化的巔峰之作，霹靂以傳統布袋戲為出發點，不斷

的創新並開發新的表演模式與劇情，除了布袋戲產業本身，亦跨足各個娛樂消費

領域，在藝術文化及娛樂商業都發展出極高價值，是台灣布袋戲產業中當之無愧

的領頭羊。在如此龐大的表演模式下，霹靂布袋戲的世界中也生成了一些常見的

規則與模式，出場詩的使用就是其中之一。 
「詩詞言志，歌賦緣情。方寸江湖，走進霹靂。」1根據霹靂會月刊曾經統

計過的數據，人物是霹靂系列中最吸引人的部分，2長久以來，霹靂布袋戲中的

詩詞元素在劇情與人物的塑造上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霹靂布袋戲劇集「人物先行」的編排模式下，3人物初現時的開場詩可說

是人物特質的定海神針，伴隨故事發展而生的吟詠是對人物形象的立體修飾，最

後蓋棺論定的退場詩詞則是戲中人一齣浮夢的總結，三者交織而成一席多彩浮世

畫卷，動人之餘亦讓觀者興細細品味之思，於是相關研究專題應運而出，其中亦

不乏縝密詳實之佳作，4但往往遺漏一些格律不是非常標準，但仍有詩詞特色的

韻文，以及部分文字或涵義上有值得欣賞之處的文句。因此本文之研究範圍畫定

在霹靂布袋戲中的角色詩詞部分，研究範圍不限於特定體制如唐詩、宋詞等有嚴

謹格律的特定文體，且同時將具有詩詞特徵的韻文段落亦納入討論範圍。首先從

詩詞與戲劇的合作傳統出發，先理出其脈絡，再側重於霹靂布袋戲中詩詞與角色

結合的情境，做進一步分析。第二部分藉由研究詩詞的基礎構成來歸納出其中的

共通點與特色所在，並佐以人物的詩詞賞析相互闡發，藉由創作構成的方法歸類，

尋找其上層脈絡，發掘出另一重由古詩詞與今人口吻相互衝擊下的獨特詩詞面貌。

最後將前文建築於理論基礎上的詩詞構成投入到實際應用中分析，點出詩詞在布

袋戲扮演的不同位置與其發揮的關鍵作用，並以角色做為中心描述對象、相關的

詩詞分析為輔助做出實例的闡明辯證，為角色詩詞與人物間的關係做一個全面性

                                                      
1
引自霹靂會月刊論人物詩詞專欄名。 

2黃強華：《霹靂人物出場詩選析》（台北：霹靂新潮社出版事業部，2013），頁 4-5，排名依序為

人物、配樂、劇情、聲光特效。 
3人物登場後再逐漸以剝洋蔥方式揭出人物的學經歷與恩怨情仇。 
4
如李名媛：〈1993 至 2008 年臺灣霹靂布袋戲儒教人物定場詩初探〉，《朝陽人文社會學刊》，13
卷 2 期，2015 年 12 月 1 日，頁 1-22。謝燕濤：〈俗文化的不俗之處——以霹靂布袋戲審美意境

的營造為例〉，《戲劇文學》第九期，2016 年，頁 68-72。黃仁健：《台灣布袋戲上場詩研究》，（桃

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9 年）。鄧承澤：《霹靂布袋戲「宗教人物

登場詩」之研究》，（新竹：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9 年）。林美慧：《霹

靂布袋戲人物上場詩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系碩士論文，2004 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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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位。 
 

二、布袋戲人物詩詞的起源流變 
（一）傳統劇曲中的詩詞元素 
  詩言志，詞抒情，中國詩詞的抒情傳統對於中國戲曲的影響可說是深刻長遠

的，在詩詞審美的滲透之下，中國戲曲不論是劇情、身段、唱詞，都有一種被詩

化的美感，5其中又以戲曲唱詞中獨特的剪裁韻味最為明顯。 
在這種傳統中，出場詩或者說是定場詩是最典型顯明的例子，6其雛型可追

溯到唐變文的押座文、7院本、8「諸宮調」中的家門等，9甚至傳奇也可窺出其

脈絡，10但要論其真正成熟之時，還需談到元雜劇時已成型的人物出場詩設計，

如馬致遠雜劇《破幽夢孤雁漢宮秋》，毛延壽出場時有云「大塊黃金任意撾，血

海王條全不怕；生前只要有錢財，死後那管人唾罵。」11又有云「為人雕心鷹爪，

做事欺大壓小。憑諂佞奸貪，一生受用不了」12，由此可見元雜劇的定場詩此時

已具韻散交織、一體兩面的敘事功能，13對於人物的性格、品行與心理也有了一

定程度的描寫，其中詩詞對於人物形塑的手法已臻成熟，這種特色在劇種演變的

過程中也慢慢由其衍生劇種承襲，發展出諸如歌仔戲、亂彈戲、南唱北打、高甲

戲等「人戲」，以及布袋戲、傀儡戲等「偶戲」使用的定場詩。14 
 

（二）傳統布袋戲中的詩詞元素 
傳統布袋戲承襲此項傳統後，早期的布袋戲多用出場詩來標定角色身分，人

物常配有套式的出場詩，但此種出場詩相較於之後的發展，往往較於淺白且缺少

為人物量身打造的獨創性，一如吳明德先生在《霹靂人物出場詩選析》舉出的例

子： 

                                                      
5壹讀：〈試論中國戲曲的詩化〉，網址：https://read01.com/4DDxgPo.html#.XOVB7sgzZdi 最後瀏

覽日期：2019 年 5 月 9 日。 
6義同出場詩，為角色出場時自報身分之用。 
7游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8），頁 629-633，變文原是

佛教僧侶向聽眾唱講宣傳的通俗文體，後受民間敘事賦、故事賦的影響，在吟唱時多採用五七言

形式，民間藝人也開始使用這種形式來說唱故事，押座文在變文中義似楔子。 
8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中文辭源》（台中：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3），
頁 3269，金元時行院演劇的腳本。 
9游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8），頁 856-859，源於北宋、

金元之際流行的一種說唱文學。用不同宮調連套演唱，雜以說白，以說唱長篇故事。 
10黃仁健：《台灣布袋戲上場詩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9），
頁 43。 
11轉引自黃強華：《霹靂人物出場詩選析》，頁 4-5。 
12轉引自黃仁健：《台灣布袋戲上場詩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2009），頁 45。 
13黃強華：《霹靂人物出場詩選析》，頁 4-5。同時具出場詩和自報家門之效果。 
14李名媛：〈1993 至 2008 年臺灣霹靂布袋戲儒教人物定場詩初探〉，《朝陽人文社會學刊》，13 卷

2 期，2015 年 12 月 1 日，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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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出場云：「日照龍麟萬點金，滿朝文武來朝朕；海外漁翁來進寶，山

中獵戶獻麒麟。」或云：「普天之下皆皇土，率土之濱皆王臣；國家自有

磐石固，施恩報德化萬民。」如果是武將或好漢上場則云：「功高北闕，

威鎮南天；英雄唯一，武藝當先。」奸相登場則毫不掩飾地云道：「官居

極品入朝堂，逆吾之令全家亡；不入吾黨先除盡，要奪九五為帝王」等，

這是屬於比較類型性、臉譜式的出場詩，可以因應同類型角色的無限套

用。15 
 

直到 1950 到 1970 年代左右，金光戲大行其道，16伴隨商業需求提升，其劇情與

表現手法應越趨蓬勃的發展而不斷翻新，在劇情多變且形成連貫主題的情形下，

為了強化角色的形象與增強觀眾對人物的記憶，量角色身分遭遇而打造的出場詩

也隨之出現，如鄭武雄「光興閣」的「天堂鬼谷子」，又如黃清富「富興閣」的

「紳士流氓眼鏡仙」等，而到了黃俊雄的《雲州大儒俠史豔文》時期，出場詩幾

乎人人皆有，其中雲州大儒俠史艷文的出場詩「回憶迷惘殺戮多，往事情仇待如

何，絹寫黑詩無限恨，夙興夜寐枉徒勞。」17就是赫赫有名的例子。 
 
（三）霹靂布袋戲中的詩詞元素 

時至 1980 年代，黃強華與黃文擇領軍的霹靂布袋戲時代，在有「十車書」

美譽的編劇總監黃強華帶領之下，霹靂布袋戲成為傳統當代流行文化的結合體，

為了符合觀眾觀賞需求，其形式也從戲曲轉向為類戲劇、敘事性更強的風格，因

此在人物先行和取消人物全知視角的情況下，出場詩不再是自報家門的主要工具，

雖然仍保有部分提示人物性格的功能，但更多的是形塑人物特色，與呈現其文藝

方面的涵養。 
在黃強華與其編劇團隊的刻意撰寫下，詩號系統被成功建立，18劇中只要是

稍有身分的人物即會配備詩號，詩詞撰寫甚至融入劇情之中，在此筆者依據其出

場的時機與目的，大略將其分為三類，分別為出場詩、劇情詩與退場詩。 
出場詩承襲雜劇以來的傳統，是霹靂中最為常見詩詞元素，往往於人物出場

時吟誦，與人物整體塑造有最為緊密的關係，也因此「詩號」的創作與內容除了

點明人物性格外還需要考慮了人物的心境與伏筆，在半遮半露間給予觀眾隱晦的

訊息，有時候由於人物遭逢大變，同一個人物可能會有不止一首上場詩，關於詩

詞與人物的連結部分的會於第四章再行詳述。 
劇情詩為穿插在劇情中的詩詞，也是霹靂布袋戲抒情的重要手法之一，在以

往的劇曲形式中比較少刻意營造，通常是角色在一些特殊場合吟詩做對，如懷人、

送別或者是有感而發，也可能是劇中的旁白，劇情詩往往能讓氣氛營造更上一層

                                                      
15黃強華：《霹靂人物出場詩選析》，頁 4-5。 
16金光戲時期以創新劇情及主角與華麗的戲劇表現手法如布景、戲服、燈光或其他等聞名。 
17黃強華：《霹靂人物出場詩選析》，頁 4-5。 
18指人物出場時吟誦詩號之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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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有時甚至能起到推進劇情的效果。 
退場詩為角色身亡或退隱前所吟，也包含旁白對角色蓋棺論定的評論，起到

收束整體人物形象的作用，但整體來說出現的頻率較低，同場只有少數重要人物

死亡之時才會出現，為人物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完結，例如人氣智者角色楓岫主

人在臨死前所吟的「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19就將他洞察一生，卻

在關鍵時刻為友所叛的悲劇心聲表露無疑。 
值得一提的是這三種分類有時也可能有交互使用的情況，其中比較常見的是

出場詩與退場詩的互相轉換，例如御不凡的出場詩「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

漲秋池，何當共翦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20在御不凡於雨中絕命之時，旁

白也將其作為退場詩使用；再如道隱鳳凰鳴出場時所吟「心懷一襟朗月，劍藏七

尺乾坤，慣看滿城煙雨，回首不入烽雲。」對照最後壯烈犧牲之詩「心懷一襟朗

月，劍藏七尺乾坤，慣看滿城煙雨，昂首不悔烽雲。」21兩首之間雖稍有改動，

但仍不難看出出場詩與退場詩的轉換可能，至於其中轉換細節且留待下節再細細

論述。 
 

三、人物詩詞的寫作模式 
布袋戲中的詩詞除了可以使用時機劃分，其組成的格式也可大略分為幾種固

定模式。在商業化的生產環境與發片壓力之下，22為了應對龐大多變的人物詩詞

需求，布袋戲中詩詞的撰寫也也逐漸成為有固定模式並有跡可循的商業化寫作，

其組成模式大概可分為直接襲用古人詩詞、重組古人詩詞、編劇自創三類。23 
 

（一）直接襲用古人詩詞 
直接襲用古人詩詞是霹靂布袋戲中常見的手法，利用古人的詩詞精華來搭配

人物描寫，營造良好的文學效果，一方面成功的形塑了角色形象，另方面也為霹

劇本注入文學氣息，更甚者觀者若是對於被習用的詩詞本身有一定的了解，就可

以透過詩詞涵義尋得角色特異之處與未來故事的線索。 
在直接襲用的方針下，依照詩詞含意與劇情人物的搭配，又可分為單純使用

詩詞原意與搭配角色遭遇衍生出的言外之意兩類。原詩發揮的例子如赦天琴箕在

彈琴時所吟： 
 

                                                      
19轉引自龍船王、峻十二：〈吟詠心上一闕詞，了悟晨間半生癡〉，《霹靂會月刊》第 248 期，2016
年 4 月 1 日，頁 38-43。 
20霹靂國際多媒體官網人物資料庫：〈御不凡〉，網址：https://drama.pili.com.tw/role/yubufan/最後

瀏覽日期：2019 年 5 月 29 日。 
21霹靂國際多媒體官網人物資料庫：〈道隱鳳凰鳴〉，網址：https://drama.pili.com.tw/role/daoyin/
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5 月 29 日。 
22現行霹靂每週五發行兩集新劇集的光碟，每集約為一小時，相當於每週需產出兩小時左右的劇

本。 
23黃強華：《霹靂人物出場詩選析》，頁 4-5。 



07 

5 
 

花信來時，恨無人似花依舊。又成春瘦，折斷門前柳。 
天與多情，不與長相守。分飛後，淚痕和酒，占了雙羅袖。24 
 

這闕詞是北宋晏幾道之〈點絳唇〉，是一首思懷故人的名作，詩詞原意旨在描寫

因花開有信而人歸無期而興之憂恨，進而怨天予人一顆多情心，卻造化弄人，不

讓有情人得長相守。赦天琴箕本為怪販妖市滴酉樓的紅牌琴師，被妖市高層有意

培養為暗殺者，後機緣巧合下因賣油郎秦重樸之忠厚芳心暗許，卻在最後一次執

行屠滅滴酉樓任務時，誤殺賣油郎，心灰意冷下坦承罪行而被投入亡海溺斃，後

雖為被深海主宰所復生，成為紅冕七元之一，25卻從此鄙棄愛情，正與「天與多

情，不與長相守」一句呼應。總體來說也與人物的心路歷程相符，而此詩與赦天

琴箕的出場詩「有情的也罷，無情的也好。情天已老，霜冷殘裘，願天下眷侶，

不成其好。」26那種怨天之意也有呼應之處。 
而對詩詞的分析角度理解不同與人物的特色多變性，則有可能造成角色詩詞

含意與原詩意旨產生出入的情況，例如這首清代王國維的〈浣溪紗〉： 
 
山寺微茫背夕曛，鳥飛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雲。試上高峰窺皓月，

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楓岫主人交代遺願）27 
 

本詩原是王國維藉登山觀覽抒發身在塵世不得解脫之嘆，感嘆就算因處身高遠偶

得窺破紅塵玄機，終究還是身處其中無能為力。28使用在楓岫主人對凱旋侯交代

遺願之時雖甚為動人，但細究詩意不免有些怪異。 
楓岫主人來自慈光之塔，因著作《荒木載記》透露過多四魌界秘辛而被迫流

亡苦境 29，期間結識一干中原正道與好友拂櫻齋主，多次患難與共，可悲的是在

最後卻是被真實身分為佛獄凱旋侯的拂櫻齋主一掌重傷，長久以來自詡智者的楓

岫心中滋味想是難以言述吧！身死前夕，凱旋侯入死囚內看望楓岫，楓岫「偶開

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30既是自憐，也是感歎，憐的是自己聰明一世，

                                                      
24轉引自龍船王、峻十二：〈吟詠心上一闕詞，了悟晨間半生癡〉，《霹靂會月刊》第 232 期，2014
年 12 月 1 日，頁 54-58。 
25七名出自怪販妖市的死囚，在命運機緣下，得亡海中深海主宰協助，得以奪舍重生。 
26轉引自龍船王、峻十二：〈吟詠心上一闕詞，了悟晨間半生癡〉，《霹靂會月刊》第 232 期，2014
年 12 月 1 日，頁 54-58。 
27轉引自龍船王、峻十二：〈吟詠心上一闕詞，了悟晨間半生癡〉，《霹靂會月刊》第 248 期，2016
年 4 月 1 日，頁 38-43。 
28三聯書店三聯書情：〈葉嘉瑩賞評靜安詞：「可憐身是眼中人」〉，《每日頭條》，網址：

https://kknews.cc/culture/68goy5m.html 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6 月 29 日。 
29霹靂國際多媒體組織介紹資料庫：〈四魌界〉，網址：

https://drama.pili.com.tw/group/show.php?gid=1381809819 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5 月 29 日。霹

靂世界觀設定之一，分為四個區塊，分別代表四個國家，由上而下分別是位於樹頂的詩意天城、

位於樹幹的慈光之塔、位於樹底的殺戮碎島、位於樹根的火宅佛獄，四個國家彼此可以直接往來，

但與四魌界以外的境界聯繫是完全阻斷的，因而造就四魌界各境奇特的風土民情。 
30轉引自龍船王、峻十二：〈吟詠心上一闕詞，了悟晨間半生癡〉，《霹靂會月刊》第 248 期，2016
年 4 月 1 日，頁 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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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為看透人情，自以為無所不知，到頭來卻落得如此下場，嘆的是他凱旋侯機

關算盡，但終有一日逃不出命運算計。果然在佛獄兵敗之時，凱旋侯功體被廢，

竟是被關入了楓岫當年那間囚室，撫摸著牆上楓岫留書「拂櫻好友，我原諒你，

我不恨你」，面對此時此刻最不需要的憐憫，凱旋侯或者說是拂櫻齋主，剩下的

怕也不過是一句「可憐身是眼中人」與迴盪的喑啞笑聲。 
值得一提的是同一首詩出現在同一角色的不同時期也有可能有涵義上的差

別，這也會影響到其內容的判別，如御不凡的出場詩〈夜雨寄北〉31，除了在御

不凡出場時使用，透露出角色的特色與相關劇情，另外一個重要的使用時機就是

御不凡重傷將死之刻，用以襯托氣氛並加深人物印象。 
御不凡一出場就是一名風度翩翩，幽默風趣的文人雅士形象，隨著劇情的揭

示，可以發現御不凡實際上是一個非常重感情的人，面對是非紛雜的武林事，溫

柔體貼的御不凡總習慣將溫暖的笑顏留給身邊的人，這也讓他與沉默寡言的漠刀

絕塵間互補式的友誼更形生動。 
呼應了出場詩中的懷友意象，御不凡的故事圍繞著他與漠刀的友誼展開，但

兩人的友情也如〈夜雨寄北〉中的「君問歸期未有期」，似乎總是經歷不斷的等

待與期盼重逢。兩人年幼即相識的深刻友情體現在劇情回憶中，年幼的御不凡意

外被毒蛇咬中，在荒漠中等待漠刀回歸，那是漠刀第一次許下「一定會回來」的

承諾，但昏迷的御不凡沒有給予回應，這是兩人第一次的分別與等待。後來御不

凡因滅門之禍而獨自潛逃到中原，他與摯友漠刀絕塵久別重逢後再次相見，友情

並未改變，這與詩中的懷友意象不謀而合。然而在御不凡為救他人招致暗算將死

之時，漠刀絕塵明知這是陷阱，卻還是前往營救，御不凡的一句「絕塵，你真的

回來了」是對應了久遠前那句在昏迷中還未來得及說出口的話，也是如今害怕摯

友出現而遇險，又害怕他真的丟下自己一個人的掙扎。最後一次的分別即是永訣，

漠刀絕塵揹著生命一點一滴流逝的好友在大雨中倉惶求醫，此時藉由旁白之口吟

出的「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翦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32

與他出場的情形再次重合，御不凡慢慢冰涼的血混合著落下的大雨，流淌過漠刀

的臉頰，不僅「君問歸期未有期」成為生離死別之際一種最深沉的哀痛與諷刺，

「卻話巴山夜雨時」也成了一句遙遠又不真實的想望了。 
 

（一） 重組古人詩詞 
組合古人詩詞即是化用詞句並改寫古人詩詞，畢竟詩詞有限，也不是每一首

都能直接套入使用，因此會有其他衍生辦法，例如藉由剪裁與重組古人的詩句，

達到較為靈活的表現方式，彈性較大，也可以針對角色有更為細緻的描寫。其中

可以再細分為改寫與組合，後者的例子如道真雙秀之一「名劍無名」倦收天的出

                                                      
31
霹靂國際多媒體官網人物資料庫：〈御不凡〉，網址：https://drama.pili.com.tw/role/yubufan/最後

瀏覽日期：2019 年 5 月 29 日。 
32
霹靂國際多媒體官網人物資料庫：〈御不凡〉，網址：https://drama.pili.com.tw/role/yubufan/最後

瀏覽日期：2019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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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詩「江天一色無纖塵，魚龍潛躍觀道身。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33

前兩句改自張若虛〈春江花月夜〉「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與「鴻

雁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34由景而生情，江水與天空都有澄靜無纖塵

的特徵，魚龍則可以聯繫到莊子的「子非魚焉知魚之樂」的打破物我限制的概念，

此聯說明宇宙自然道理，也可連結到道門先天天人合一的境界，更襯托出倦收天

道門不世高人的開闊氣象；後兩句則取自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觀易吟〉末聯，

將道之一字再加細說，強調道的主體，並將道與修道人連結，將自我對於道的價

值做進一步闡述，這也側面印證了倦收天刻苦持重，堅持己身之道，不畏前路之

險的特性，創造出一個更為立體的果敢形象。 
改寫的例子則可見於同為道真雙秀的「銀驃當家」原無鄉：「嘯傲八表域中，

獨騁威雄，慣玄影無蹤，任太虛，蕭瑟鳴風。」35這段出場詩改寫自〈丘處機漢

宮春苦志此下景金本脫〉四首： 
 
二十年間，大魔交正陣，約度千重。狂弓迸箭暗窗，零落無窮。因心睡覺，

透歷年、無礙真宗。興慧劍，群魔自然消散，獨騁威雄。出入銳光八表，

算神機莫測，天網難籠。驅雲掃霧蕩搖，法界無蹤。飛騰變化，任太虛、

蕭瑟鳴風。36 
 

此處可以發現編劇對詩詞的化用顯得更不著痕跡，在描寫人物的同時化用了「八

表」、「獨騁威雄」、「無蹤」、「任太虛，蕭瑟鳴風」等詞句，自然的將雄渾志意融

入其中。文中「大魔」印證了原無相初登場時黑海森獄作亂，翼天大魔為禍人間

的背景設定。「慣玄影無蹤」突出原無鄉溫和瀟灑的個性，也展示了他不執念、

不強求的人格特質。 
兩首作品對照來看，也可從其格式與內容窺見兩人的性格特色與對比。倦收

天身為道門劍界先天，常年隱居不出，遠離紅塵無心成名，但卻因中原諸魔作亂

而入世，隨著劇情推演，倦收天背負的血債與心結一一浮上檯面。當年道門南北

修真征戰，倦收天殺上南宗，身為南宗之人的好友原無鄉卻因護持倦收天而被砍

斷雙臂，如今道門派系爭鬥未平，魔禍又起，雙目已盲的倦收天面對這些放不下

的責任包袱，只能不斷的堅持、壓抑，雖然走在自己的道上，卻是一個悲劇型的

英雄人物。 
不同於倦收天出場詩規整的七言格式，原無相更偏向老莊師法自然，領悟本

心的幽默智慧形象，其瀟灑通達的個性在出場詩中就可窺見，也跟克己自律的倦

                                                      
33
補天織夢一笑嫣然：〈倦心鎖眉金夕蹤，彈指名劍誰與同。飄袖笑看銀衣影，道不虛行鳴瑟風〉，

《霹靂會月刊》第 238 期，2015 年 6 月 1 日，頁 45-48。 
34
葉慶炳：《中國文學史》（台北，大安出版社，1986），冊上，頁 335-336。 

35
補天織夢一笑嫣然：〈倦心鎖眉金夕蹤，彈指名劍誰與同。飄袖笑看銀衣影，道不虛行鳴瑟風〉，

《霹靂會月刊》第 238 期，2015 年 6 月 1 日，頁 45-48。 
36補天織夢一笑嫣然：〈倦心鎖眉金夕蹤，彈指名劍誰與同。飄袖笑看銀衣影，道不虛行鳴瑟風〉，

《霹靂會月刊》第 238 期，2015 年 6 月 1 日，頁 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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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天做出對比，同樣是濟世為懷，原無相不是那把斬妖除魔的鋒利寶劍，卻有一

種溫厚的感召力，包容和緩倦收天的情緒，也安撫跟他相處的人。這樣的對比強

化了道真雙秀間的互補性，也讓這個組合為人所津津樂道。 
 

（二） 完全原創 
完全原創的詩詞較前述兩種方式有更大的靈活度，雖然不能從歷史方面引人

共鳴，卻能針對角色本身有更加細緻專一的描寫，例如儒門龍首疏樓龍宿的出場

詩： 
 
華陽初上鴻門紅，疏樓更迭，龍麟不減風采； 
紫金簫，白玉琴，宮燈夜明曇華正盛，共飲逍遙一世悠然。37 
 

整首詞中暗嵌疏樓龍宿名姓，又點出其居所「疏樓西風」。這首詩藉由外在形象

的描繪，襯托出疏樓龍宿注重高雅尊貴的生活品質的與「華麗無雙」形象的自我

標榜。詞中首先藉由描寫疏樓西風中的場景，以華燈燭影象徵住處的華麗，接下

來寫在時間的輪轉下，經歷了時光的不斷變換，疏樓西風仍屹立不搖，華燦依舊，

也側面連接到疏樓西風之主疏樓龍宿的華彩常在。紫金簫、白玉琴皆是其關聯物，

加入音樂的描寫印證了龍宿在審美享受上的品位，並以共飲逍遙作收，寫出其人

的恣意逍遙，閒適自在。 
疏樓龍宿為儒門天下第一龍首，下轄無數儒門子弟，一身華麗的紫錦珍珠衫

滿綴英華，風采攝人。紫色在古代因為其染料的製作難度，本是高貴的象徵，在

現代的色彩心理學中則象徵著優雅敏感，且對審美有較高要求的特質，38甚至帶

有自戀的意涵。疏樓龍宿一路走來，經歷近千集的劇情，無數風波險阻，人事糾

結，仍不改其華麗無雙的「初衷」。這首詞讀來，一個富貴疏懶的高人形象躍然

紙上，對於疏樓龍宿這個角色無疑起到了一個很好的定位作用。 
 

除了鑲嵌人物特色之外，詩號中有時也會運用到一些謎語來營造文字趣味，

例如楓岫主人「笑看嫣紅染半山，逐風萬里白雲間，逍遙此身不為客，天地三才

任平凡。」39表面上看來平平無奇，但每一句都是一個字謎，笑看嫣紅染半山指

「楓」；逐風萬里白雲間是藏於雲間的山巒為「岫」；逍遙此身不為客，是「主」；

天地三才任平凡，暗指「人」。又如運用數列排序來營造文字趣味，像是倦收天

的武學九陽天訣從初陽到九陽的排序，40對照其武戲旁白： 
 
一杯酒，兩個人，三清化轉，四象齊動，撼如五嶽震六天，扣似七星挪八

                                                      
37黃強華：《霹靂人物出場詩選析》，頁 102-105。 
38
賴欣慧：《生活應用色彩心理學》（新北市：大拓文化，2014），頁 204-206。 

39黃強華：《霹靂人物出場詩選析》，頁 182-185。 
40
九陽天訣分別為初陽燎空、雙陽焚風、三陽燎雲、四陽焚野、五陽燎原、六陽焚夜、七陽燎海、

八陽焚岳、九陽燎宇。 



07 

9 
 

陣，九陽未出，仍役十方。十分武，九重墜，八風盡納，七巧連環，眼觀

六合通五界，掌行四海動三才，兩造爭端，一瞬勝負。41 
 

由一序列到十再返歸為一，與其武學井然有秩的招數排列遙相呼應。這些文字上

的遊戲雖然未必有什麼深遠的韻味與含意，但也不失為增添趣味的小手段。 
 

四、人物形象的塑造應用 
正如之前提到的，人物是構成霹靂布袋戲劇情架構的主要支柱，也是霹靂系

列中最吸引人的部分。如何成功的塑造讓人在一週兩章的劇情中就能記住的角色

特點，在下集上映時觀眾又不致混淆人物或忘記故事，就是霹靂布袋戲成功建立

口碑與行銷品牌的關鍵所在了。傳統戲曲用臉譜化的思維模式將個性行當區分清

楚，主配角角色明確，然而今日的霹靂布袋戲在各種新穎元素的加持下，已不能

以簡單的行當區分之。 
在科技與技術進步的今日，霹靂布袋戲改造了傳統的掌中木偶，使其成為藝

術品般的存在，不只加強更多的細節，也有了其他巧思機關，像是可張合的眼睛

與嘴唇等，但精緻度提高的同時卻也犧牲了木偶本身的靈活度。半人高的木偶需

要用兩隻手操縱，主要動作又都是用左手控制木偶的右手做動作，這也讓木偶的

行為變得單調，為了讓角色更具個性，加入詩詞可以讓角色的格調與個性快速彰

顯。 
簡而言之，角色詩詞就是區隔並塑造角色的方式之一，透過詩詞內容描述人

物特色更能引起觀眾注目，精煉優美的語言敘事也讓一個角色有更多可供挖掘的

空間。為了塑造角色並讓觀眾快速地留下印象，這些詩號的構成元素常常會選擇

一些較為鮮明、具象的元素來著墨，例如角色的身分特徵等等。此外為了與劇情

更為貼合，角色詩詞中往往也蘊含著角色部分的性格境遇，有時候甚至會藉由詩

詞的轉變來襯托人物命運的重要轉捩點，以下將分別就這幾個點分析。 
 
（一）身分特點  

為了能讓角色在出場之時就讓觀眾有清晰的記憶點，一個角色的出場詩往往

會將詩詞與具體的物象結合，讓觀眾能更輕易的描摹角色特質，其中常用的元素

如其獨有的武器、名諱，或是特殊喜好都常常成為出場詩的一部分。 
武器通常是以武學為主打招牌的角色詩詞中常見的象徵，除了普通一點的刀

劍入詩，也有將武器名直接鑲嵌於詩中的用法。例如絕代劍宿意琦行出場的詩號

「古豈無人，孤標凌雲誰與朋；高塚笑臥，天下澡雪任琦行。」42藻雪就是意琦

行的配劍名號；而在更換武器春秋劍之後，他的詩號也隨之轉變為「古豈無人，

                                                      
41霹靂國際多媒體官網人物資料庫：〈道隱鳳凰鳴〉，網址：https://drama.pili.com.tw/role/daoyin/
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5 月 29 日。 
42補天織夢一笑嫣然：〈未知意綺向誰是，令人卻憶綺羅君〉，《霹靂會月刊》第 227 期，2014 年

7 月 1 日，頁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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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標凌雲誰與朋；高塚笑臥，春秋一闋任琦行。」43此中關聯可見一斑，這首詩

詞也同時將意琦行的名號囊括其中，予觀眾更深一層的印象。身為武道七修之長，

意琦行的名字就帶出了他不平凡的際遇，「琦」有珍奇美好的意思，也可指高明

與不平凡的作為，詩詞中亦把他的名字融入其中，隱隱指出絕代劍宿的人格特質，

意琦行高風冷冽的性格，對武道精神的堅持專執也可從詩中看到。意琦行初登場

時手持藻雪，堅持鑽研劍意的透徹，認為純粹的劍心才是劍的最高境界，孤直而

不可一世，中後期在奸人算計下經過數道坎坷磨難，意識被控，藻雪劍斷，親友

散盡，但仍不改對於自身操守的堅持，在冷峻的外表下也磨練出一顆堅韌淡然的

俠心，手持經歷千辛萬苦而得的神器春秋劍，意琦行劍指天涯，俠心無悔。 
除了武器，名諱、喜好等等元素在上章曾提到的疏樓龍宿的例子中也有跡可

循。例如「華陽初上鴻門紅，疏樓更迭，龍麟不減風采」就點出了其居所疏樓西

風殿宇重樓的優美景緻。而「紫金簫，白玉琴，宮燈夜明曇華正盛，共飲逍遙一

世悠然」則寫出紫金簫是龍宿好友劍子仙跡的所有物，白玉琴是龍宿所有，好友

合奏共飲乃是人間逍遙樂事，也是龍宿衷心所求，然而在武林風波席捲之下，心

懷天下的劍子與龍宿難以偷閒，不停為武林和平而奔波，「共飲逍遙一世悠然」

也只能是一個遙遠的美夢了 
  
（二）性格境遇 

一個角色搭配的詩詞往往也會流露出其性格及境遇，這也是角色初出場時編

劇所留下的伏筆，描述的多是其才幹、特質、境遇等等。以道隱鳳凰鳴出場時所

吟之「心懷一襟朗月，劍藏七尺乾坤，慣看滿城煙雨，回首不入烽雲。」44為例，

一二句中可見其疏朗胸懷與高超氣度，第三句點出他昔日經歷之賀蘭王朝其興衰

成敗已成過眼雲煙，由此推出末句不入風雲不涉俗世之心境變化；話雖如此，鳳

凰鳴一身傲骨終不能隨俗湮沒，為護蒼生他終究選擇再度入世，對照他最後壯烈

犧牲時所吟之詩：「心懷一襟朗月，劍藏七尺乾坤，慣看滿城煙雨，昂首不悔烽

雲。」45僅是「昂首不悔」四字之差，一代高人出世後又入世，終究不負紅塵一

遭。 
又如無衣師尹的出場詩「著書三年倦寫字，如今翻書不識志，若知倦書悔前

程，無如漁樵未識時。」46從詩中就可隱約窺見其糾纏於自我與初心的掙扎。無

衣師尹出自慈光之塔，他是一國主事，也是一個善惡難辨，功過難分的教育者。

他掌理國家教育機構，秀士、貧士二林，親著秀士十訓規範學子言行，身為師者，

本該是傳道、授業、解惑的存在，但為了家國利益，私底下卻是壞事做盡，手段

                                                      
43補天織夢一笑嫣然：〈未知意綺向誰是，令人卻憶綺羅君〉，《霹靂會月刊》第 227 期，2014 年

7 月 1 日，頁 11-14。 
44
霹靂國際多媒體官網人物資料庫：〈道隱鳳凰鳴〉，網址：https://drama.pili.com.tw/role/daoyin/

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5 月 29 日。 
45
霹靂國際多媒體官網人物資料庫：〈道隱鳳凰鳴〉，網址：https://drama.pili.com.tw/role/daoyin/

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5 月 29 日。 
46黃強華：《霹靂人物出場詩選析》，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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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辣，說白了就是帝王身邊的一雙黑手套。這個遍覽詩書，本該誨人不倦的師者

卻親手將苦心教導的學子往權力糾結的道路上帶，四個得意弟子，其中兩人因為

執行他的命令而身死，當中最為清正的且為師尹所鍾愛的弟子一羽賜命，卻因為

不願違背良心，背離了師尹的命令而被師尹遣人殺之；最為忠心且一路不離不棄

的弟子撒手慈悲，不分是非黑白一路追隨，最後也因師尹而身陷權力漩渦中難以

解脫。著書誨人一世，表面清雅端正，卻在家國大義的變形壓迫下越走越偏，越

走越遠；為了保全自己的名譽，未婚先孕的親妹被他親手灌下催命毒藥；為了維

護慈光之塔的名譽，好友楓岫主人成為犧牲品；亦徒亦友的殢無傷在謊言蒙蔽下

成了打手。初衷不復，壯志不存，翻書何用！這也呼應了他在退場時的自省： 
 
掌權的第一年，他總在四下無人時宣念著變革的決心，他在永晝的家國為

自己點起一盞小燭，一盞只陪伴自己的孤燈。第二年，耳邊常迴響著不諒

解的聲音。一道道迴過身去的背影，這是必然的過程，為什麼還是會對這

過程耿耿於懷？他不由自問。第三年，在驚濤駭浪中，他如願掌了舵。但

掌舵的手卻從此有了一股滌洗不去的腥味，他時常為這股血腥而淺眠而驚

醒。當一切如願以償時，嗅覺卻出了問題，從此，他只反復的記著這三年。

眼裡心裡卻再也看不清永晝中點起小燭的意義。此後，歲月不堪記，無衣

師尹不堪提。47 
 

「若知倦書悔前程，無如漁樵未識時。」48明知一切不可能回頭，卻還是將此詩

掛在嘴邊。從一出場這首詩就是一個諭示，既寫出了他對往事那種無計可施、若

有似無的追悔，也是他算計一生最殘酷的諷刺。 
後期他背負無數血債，被帝王當成替罪羊驅離故鄉，獨自漂泊於神州大地，

在各方勢力的夾擊斡旋中夾縫求生，終於在顛沛流離中尋得助力，也重尋己身初

心。回首過往： 
 
四句燒香偈子，隨風遍滿東南； 
不是聞思所及，且令鼻觀先參。 
萬卷明窗小字，眼花只有斕斑； 
一炷煙消火冷，半生身老心閑。49 
 

無衣師尹自愧於為師之道，卻對家國無悔無愧，回首這輩子，從一個滿懷壯志的

少年到失落初心、不擇手段的國家棟梁，最後埋骨異鄉。就如同退場時的自省，

訴說著似遺言也似感悟的一生，悲哀複雜卻又無計可施。 

                                                      
47霹靂國際多媒體官網人物資料庫：〈無衣師尹〉，網址：https://drama.pili.com.tw/role/wuyishiyin/
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5 月 30 日。 
48黃強華：《霹靂人物出場詩選析》，頁 22。 
49霹靂國際多媒體官網人物資料庫：〈無衣師尹〉，網址：https://drama.pili.com.tw/role/wuyishiyin/
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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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切結束時，面對千方百計追殺自己的仇敵，無衣師尹只是面帶微笑的說：

「許多事情在決定做的當下，吾便有擔罪的覺悟。物歸原主，只是讓一切回歸原

點，而吾該面對絕不逃避。若仇恨不到盡頭，人便會一再回顧。如果殺了吾能夠

讓你展翼，那吾賠你。」然後硬生生扯斷了朝夕守候在身畔徒兒的一條臂膀，斬

斷了一隻曾被他牽行作惡的手，只求徒兒能逃出生天，再斬斷了自己的一條臂膀，

為自己的愧疚，也為徒兒還那一雙沾滿罪惡的的雙臂，最後在血汙點點中溫柔的

撫摸著徒兒的臉頰，細細叮嚀道：「記住吾以往所講過的每一句話，然後再一句

一句將它忘卻，讓自己的心，在遺忘的過程中，飛往更寬廣的天空。」甘願徹底

地抹去自己在世界上最後的痕跡及傳承。 
逼命而來的利芒劃過，無衣師尹的雙膝緩緩跪落，伴隨著從他臉上、斷臂及

身上無數的傷口裡流出的血染紅了他衣襟下的那片雪地，而落在他頭上、面上、

衣上的飛雪也漸漸地將他覆上一層透白的薄雪。就在這紅與白交相輝映的無盡蒼

茫中，那一襲孔雀金翎紫衣，卻艷麗得令人怵目驚心；曾經威震四方的無上妙算，

終成史冊中的寥寥數筆，浮生百萬，來去如風，這功過難分的一生也就此終結。 
 
（三）身分變異 

前述二者皆是揭露、定調人物調性，但在複雜的角色與多變的劇情下，背叛、

入魔、改換身分皆是家常便飯，詩詞也在其中扮演了描述推進的作用，角色詩詞

自然也非一詩定終身。 
如霹靂布袋戲台柱之一的百世經綸一頁書，出場詩本為「世事如棋，乾坤莫

測，笑盡英雄！」50恰如其分地呼應了其頂先天的身分與極高的武力值，也展現

了他恢弘的器識胸襟，一首出場詩將天地、世事、古今都囊括在內；入魔後則轉

變為「六道同墜，魔劫萬千，引渡如來！」從百世經綸轉變成邪心魔佛，雖然同

樣具有恢弘氣慨，但前者達觀，後者狂妄。在魔氣影響之下，一頁書殺上百韜略

城，擊殺城主鬼谷藏龍，魔劍「如是我斬」在手，遇魔斬魔，遇佛殺佛﹗天地神

佛都不放在眼內，肆意妄為，放縱自我，這兩首詩的細節準確地展現了其細部性

格的變化。 
除了入魔，身分特徵的轉變有時也會成為出場詩變換的契機，如天閻魔城少

君斷滅闡提化名道門弟子任雲蹤時，吟的是「槐根一夢山河邈，煙雨九原良賤同。

孤躡雲蹤霄漢外，倚聽天籟落天風。」51其中槐根一夢呼應南柯一夢的典故，已

隱隱透露其身分懸疑，事實上任雲蹤本是與道門敵對的天閻魔城中人，因為與道

門先天淨無幻墜入情網，而在淨無幻身死後自願為其守護道門。但和平好夢終究

難以久長，聖魔開戰，南柯夢醒，任雲蹤被迫現出魔身之時回歸斷滅闡提身分，

口誦「闡提邪燄斷輪迴，滅道誅聖喚魔身。」52兩詩很顯著的區別了其身分特徵，

                                                      
50
黃強華：《霹靂人物出場詩選析》，頁 26-29。 

51霹靂國際多媒體官網人物資料庫：〈任雲蹤〉，網址：https://drama.pili.com.tw/role/renyuanzhong/
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5 月 9 日。 
52霹靂國際多媒體官網人物資料庫：〈斷滅闡提〉，網址：https://drama.pili.com.tw/role/duanmiecanti/
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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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隱隱蘊含著仙魔角色變換的脈絡。 
 
總結來說，霹靂布袋戲中的詩號與角色的連結緊密非常，霹靂布袋戲官方也

對這種現象有了自我反省並作出說明，除了在月刊上的專欄、出版品甚至是在劇

集中也曾有打破第四面牆的說明行為出現，例如這段蝴蝶君教劍隨風如何包裝自

己的經驗談： 
 
劍隨風：「正確的出場方式是什麼？」 
蝴蝶君：「要念詩。」 
劍隨風：「念詩？為什麼無緣無故要卻要念詩？」 
蝴蝶君：「念詩號表示你出手從容隨意，表示你角色內涵飽滿，不是一般

的妖道角。53」 
劍隨風：「但我是要救人誒，要是詩還沒念完，人就被殺了，那怎麼辦？」 
蝴蝶君：「那這個你放心，念詩號的時候對手不能做任何動作。」 
劍隨風：「有這回事？這是誰規定的？」 
蝴蝶君：「沒人規定但是必須遵守，你就當做這是我們業界的潛規則！」54 
 

藉由這段霹靂布袋戲官方戲謔式的自我解說與之前的分析結合，可以發現雖然角

色詩詞雖然會隨著劇情的推進而有細部的的變化，但是其中心內涵與作用卻是顯

明而固定的。角色詩詞在包裝並增添角色質感的同時，也運用人物個人特質的書

寫來為人物增色，這種詩詞的應用方式已經是霹靂布袋戲不可或缺的要件之一，

這也能夠解釋為什麼霹靂公司在拍攝與日本合作的偶動漫東籬劍遊記時，要在日

文配音中加入台語詩號的獨特堅持。 
 

五、結論 
戲諺有云：「無詩使戲瘦、無樂難成戲」，詩詞元素之於中國戲曲一直扮演著

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在劇曲中嵌入詩詞的模式經歷了自唐宋以降一連串的文體演

變，到了霹靂布袋戲時代，由於眾多的角色與新穎的表演方式，詩詞在戲劇中的

使用更展現了新風貌。從原本自報家門之用，到發展出諸如出場詩、退場詩、劇

情詩等結合其它戲劇的表現方式，其創作過程也在商業與文學的角力之下搖擺，

我們也得以觀察到一些創作的模式線索。 
藉由詩詞的協助，可使劇情在角色形塑與特色上顯得更加立體，一些細微的

伏筆與特徵也能匍匐其中，等待有心人覺察。另一方面，由於詩詞獨特的表現形

式，在重用劇情時加以點綴也能更好的引起觀眾注意，為角色的深度再添一筆；

同時也以優美的詩詞為愛恨糾結、紛擾不斷的武林與源源不絕的人物營造獨特的

                                                      
53
劇集中戲稱為主角陪襯的小兵群眾。 

54
霹靂國際多媒體：〈仙魔鏖鋒〉第二十三章（34：00-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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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氛圍。 
在各種娛樂產業蓬勃發展的今日，愈來愈少人願意駐足品味古典詩詞、布袋

戲這些在大眾印象中屬於陳舊過時的文化。身為布袋戲創新產業中的領頭羊，霹

靂布袋戲在面臨廣大觀眾群對於人物故事與特色愈來愈大的要求時，如何成功地

塑造一個個讓人經久不忘的人物的確是他們急於面對的問題。這種將古典詩詞融

鑄於布袋戲中的表現方式，其實是一種雙贏的模式；加入流行表演方式讓詩詞成

為更加大眾化的通俗文學，將有利於傳統文化的傳播，化用詩詞則讓霹靂得以在

角色漸漸脫離臉譜化的前提下，不再只是用華麗的服裝打扮來塑造角色風格。兩

者合作，為布袋戲的發展與詩詞創新同時注入一股活水，未來如何延續這種合作

關係或加深其發展可能，將是霹靂公司接續發展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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