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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
曲
之
鄉

與
民
悲
歡

由
於
宜
蘭
地
區
的
地
理
、
人
文
等
特
殊
因
素
，
仍
有
許
多
戲
曲
形
式
諸
如
歌
仔
戲
、
北
管
子
弟
戲
、

傀
儡
戲
、
亂
彈
戲
、
四
平
戲
、
布
袋
戲
等
，
依
舊
保
持
原
味
，
「
戲
曲
之
鄉
」
的
名
號
遂
不
逕
而
走
。

員
山
鄉
頭
份
村
的
大
樹
公
，
是
傳
說
中
的
歌
仔
戲
發
源
地
，
現
已
因
雷
擊
而
傾
頹

。

相
傳
民
國
初
年
，
有
員
山
頭
分
人
，
「
歌
仔
助
」
者
，
其
姓
不
詳
，
以
歌
得
名
，
後
來
考
據
出
可
能

原
名
「
歐
來
助
了
農
暇
時
常
以
山
歌
，
佐
以
大
殼
絃
，
自
拉
白
唱
，
以
自
遣
興
。
歌
仔
助
將
山
歌
改
編
為

有
劇
情
之
歌
詞
，
傳
授
門
下
，
視
為
演
出
，
博
得
佳
評
，
遂
有
人
出
而
組
織
劇
團
，
名
之
為
歌
仔
戲

。

然

根
據
學
者
的
考
據
查
訪
，
所
謂
「
歌
仔
助
」
，
應
非
歌
仔
戲
的
創
始
人

。

不
過
，
貓
仔
源
及
陳
阿
如
等
人

，

與
歌
仔
助
確
實
同
為
早
期
歌
仔
戲
發
展
的
重
要
藝
師

。

據
了
解
，
最
早
的
歌
仔
戲
演
出
形
式
非
常
簡
單
，
以
盛
行
於
潭
州
民
間
的
「
四
句
聯
押
」
錦
歌
曲
調

為
基
礎
，
加
上
採
茶
曲
、
車
鼓
調
，
成
為
詞
曲
通
俗
的

「
本
地
歌
仔
」
。

有
能
歌
善
彈
的
人
，
研
究
創
新
說

唱
地
方
故
事
和
民
間
傳
說
，
將
原
有
的
歌
謠
改
編
成
有
劇
惰
的
歌
詞

。

演
唱
峙
，
加
上
弦
樂
、
笛
子
的
伴

奏
，
演
出
有
角
色
扮
演
的
對
白
，
就
是
歌
仔
戲
初
始
的
樣
貌
，
俗
稱

「
本
地
歌
仔
可
是
農
村
開
暇
時
的
娛

樂
，
沒
有
戲
服
，
不
用
上
妝
，
隨
地
就
可
以
唱
演
起
來

。

起
初
，
搭
個
簡
易
的
場
子
，
廣
場
、
樹
下
都
是
本
地
歌
仔
的
演
出
地
點
，
被
稱
為
「
落
地
掃
」
'
後
來

漸
漸
加
入
迎
神
賽
會
、
節
慶
的
演
出
，
表
演
場
地
跟
著
挪
到
了
戲
台
上
，
身
段
、
唱
腔
等
表
演
方
式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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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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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
團
在
演
藝
廳
粉
墨
登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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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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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裝
妝
扮
，
慢
慢
也
吸
收
了
當
時
如
平
劇
、
車
鼓
、
亂
彈
等
劇
種
的
表
演
長
處
，
因
而
日
趨
成
熟
，
更
精

緻
、
更
豐
富
，
形
成
草
根
性
強
烈
、
自
由
活
潑
、
好
看
的
本
上
戲
曲

。

有
研
究
資
料
指
出
，
清
末
民
初
的
宜
蘭
，
「
本
地
歌
仔
」
表
演
的

人

，
有
時
隨
迎
伸
遊
行
的
陣
頭
沿

街
表
演
，
稱
「
歌
仔
陣
」
。
有
時
遇
鄉
野
廣
場

人
群
眾
聚
之
處
，
就
地
以
四
支
竹
竿
為
表
演
區
演
出
，
這
種

表
演
型
態
稱
為
「
落
地
掃
」
。
有

一
次
酬
神
的
戲
剛
演
完
(
可
能
為
亂
彈
或
四
平
戲
)
，
舞
臺
上
空
著
沒

用
，
歌
仔
陣
演
員
跳
上
台
演
出
，

受
到
觀
眾
熱
烈
肯
定

。
本
地
歌
仟
從
此
走

上
野
台

(
又
稱
草
台
)
。
民
國

十
四
年
前
後
，
歌
仔
戲
班
進
入
戲
院
的
室
內
舞

臺
'
演
出
內
容
由
短
篇
改
成
長
篇
連
本
戲

，
蔚
為
台
灣
民

間
最
重
要
的
娛
樂

。
不
幸
其
如
日
中
天
的
盛
況
，
於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的
中
日
戰
爭
爆
發
以
後

，
日
本
政
府

在
台
灣
全
面
禁
止
演
出
傳
統
戲
曲
，
本
地
歌
仔
戲
同
樣
難
逃
禁
演
厄
運

。

可
是
，
縱
使
是
當
局
壓
制
禁
演

的
黑
暗
時
期
，
仍
生
機
不
斷

。

只
要
搭
設

一
個
簡
單
的
戲
棚
，
遮
以
破
帆
布
或
甘
煎
葉
，
開
演
時
，
點
上

跳
動
微
光
的
燈
火
，
雖
然
不
起
眼
，
卻
也
照
樣
有
人
捧
場
，
擠
得
滿
滿

。

熱
愛
歌
仔
戲
的
觀
眾
寧
願
利
用

深
夜
，
躲
到
偏
僻
的
山
腳
、
溪
埔
、
甘
煎
園
裡
頭
觀
賞
表
演

。
有
時
趁
著
戲
正
演
到
高
潮
，
大
夥
看
得
如

痴
如
醉
時
，
總
會
有
喜
歡
惡
作
劇
的
觀
眾
，
高
喊

一
聲
「
警
察
來
了
!
」
頓
時
滿
場
如
驚
弓
之
鳥
，
四
處

奔
逃
。走

過
起
起
落
落
的
歌
仔
戲
，
自
有

一
種
與
觀
眾
同
悲
同
歡
的
魔
力

。

演
出
峙
，
除
了

一
把
咱
盾
、
邁

著

「
七
星
步
」
出
場
的
小
生
，
或
者
頭
珠
花
、
臉
上
睏
脂
嬌
豔
、
逼
著
「
月
眉
彎
」
的
小
旦
，
是
正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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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男
女
主
角
;
還
有
另
外
一
種
角
色
，
因
為
討
喜
，
往
往
逗
得
觀
眾
開
懷
大
笑
，
把
舞
台
熱
力
發
散
到
最

高
點

•••••• 

瞧
!
那
是
誰
人
來
也
?

一
身
深
紅
綱
衫
，
臉
上
先
刷
過

一
層
白
粉
，
再
以
口
紅
於
兩
邊
臉
頰
各

畫
一
個
大
圓
餅
，
嘴
唇
塗
得
像
隻
雞
屁
股

。

頭
頂
誇
張
假
髮
'
腦
後
揪
著
大
圓
皂
白
，
插
上
三
支
香
當
成
是

髮
釵
'

一
上
場
就
是

一
聲
拉
長
得
顫
抖
的
「
來
囉
...... 

」
二

搖
、

一
扭
、
再

一
搖

一
扭
，
出
場

一
站.. 
. 

呵
!
原
來
是
隔
壁
道
人
長
短
的
王
婆
、
或
滿
口
天
花
亂
墜
的
媒
婆
，
戲
曲
之
中
的
經
典
角
色
呀

。

近
年
，
宜
蘭
縣
不
僅
在
文
建
會
政
策
下
設
立
了
台
灣
戲
劇
館
，
有
系
統
的
展
示
保
存
歌
仔
戲
的
劇

本
、
聲
音

、
影
像
、
文
物
，
是
全
國
唯

一
保
存
本
土
戲
劇
文
化
的
機
構

。

更
開
台
首
例
，
成

立
台
灣
唯

一

公
立
劇
團
|
|
蘭
陽
戲
劇
團
，
對
外
招
募
有
興
趣
的
年
輕
人
，
於

一
九
九
二
年
九
月

二
十
八
日
正
式
創

團
，
擔
負
起
傳
承
歌
仔
戲
的
重
責
大
任
，
包
含
培
訓
演
員
、
蒐
集
或
創
作
劇
本
、
薪
傳
研
習
計
畫
等
等
，

冀
以
延
續
歌
仔
戲
的
生
命
，
使
之
發
光
發
熱

。

曾
經
，
宜
蘭
或
羅
東
的
公
園
裡
'
每
天
飄
揚
傳
統
戲
曲
的
音
符
，
可
情
老
成
凋
零
，
公
園
生
態
已

變
，
這
個
為
人
稱
道
的
地
方
特
殊
人
文
景
觀
慢
慢
不
易
得
見

。

倒
是
民
間
企
業
開
始
注
意
觀
光
與
文
化
結

合
的
趨
勢
，
蘭
陽
戲
劇
團

資
深
團
員
陳
振
旺
指
出
，
富
翔
大
飯
店
利
用
地
下
室
，
闢
為
「
歌
仔
戲
展
覽

室
」
'
長
期
展
示
該
團
各
種
角
色
的
相
關
服
飾
、
道
具
等
，
方
便
外
地
遊
客
親
近
宜
蘭
的
在
地
民
間
藝
術
。

更
重
要
的
是
，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開
幕
、
其

三
面
式
舞
台
獨
步

全
省
二
十

一
縣
市
文
化
中
心
的
演
藝
廳
，
每

週
三
晚
上
七
時
三
十
分
，
宜
圈
定
時
粉
墨
登
場
，
全
年
無
休
，
定
期
變
化
戲
碼
如
「
打
城
隍
」
、

已



「
白
蛇
傳
之
求
草
救
夫
」
、
「
陳

三
五
娘
」
等
，
使
得
宜
蘭
市
民
或
聞
名
而
來
的
觀
光
客
非
常

容
易
欣
賞
到

這
項
鄉
土
戲
曲
藝
術
的
傳
統
精
緻
樣
貌
|
此
項
公
部
門
長
期
執
行
的
文
化
政
策
，
看
來
平
凡
，
卻
是
極

難
得
的
眼
光
遠
大
，
值
得
稱
讚
真
不
愧
宜
蘭
被
譽
為
「
歌
仔
戲
的
原
鄉
」
!

傀
儡
戲
曲

僅
存

其
次
，
傳
入
宜
蘭
大
約
有

一
五
0
年
的
「
北
管
」
，
也
是
地
方
文
化
重
要
主
題
。

在
早
期
的
宜
蘭
，
北
管
受
到
民
間
百
姓
的
普
遍

喜
愛
。

清
道
光
年
間
，
樂
師
檢
文

登
載
宜
蘭
設
館
傳

授
北
管
戲
曲
。

許
多
良
家
子
弟
先
後
學
習
北
管
，
並
組
織
業
餘
劇
團
，
所
以

又
稱

「
子
弟
戲
」
。

所
謂
「
F

弟
」
就
是
業
餘
的
意
思

。

這
種
兼
具
宗
教
、
娛
樂
性
質
的
子
弟
社
團
，
目
的
在
聯
絡
感
情
;
不
但
作
為
閒

暇
時
的
娛
樂
，
還
參
與
地
方
各
式

祭
典
活

動
。

初
始
簡
文
登
可
能
是
為
了
方
便
學
習
北
管
，
將
門
下
分
成

兩
組
，
一
組
學
西
皮
;
一
組
學
褔
路
，
被
認
為
是
導
致
宜
蘭
地
區
北
管
樂
分
裂
的
起
因

。

此
二
派
使
用
的
樂
器
不
同
，
主
把
的
神
明
也
有
所
分
別

。

西
皮
的
主
要
演
出
樂
器
是
京
胡
，
樂
聲
高

揚
，
俗
稱
吊
規
仔
，
主
把
神
明
是
田
都
元
帥
，
農
曆

八
月

二
十
三
日
誕
辰
。

福
路
派
的
主
要
樂
器
是
椰

胡
，
聲
音
低
沈
渾
厚
，
戲
神
是
西
秦
王
爺
，
農
曆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誕
辰
。
其
餘
演
奏
的
樂
器
大
致
相
同
。

兩
派
子
弟
館
相
互
結
盟
，
與
不
同
派
系
樂
團
在
演
出
氣
勢
上
競
相
較
量
，
加
上
支
持
派
系
的
地
方

人
士
的

鼓
勵
，
雙
方
對
立
情
勢
逐
漸
升
高
，
情
勢
逐
漸
激
化

。
每
逢
地
方
上
的
重
要
節
慶
演
出
，
雙
方
都
希
望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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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出
規
模
、
氣
勢
上
勝
過
對
方
，

一
旦
無
法
在
演
出
陣
勢
上
分
出
高
下
，
不
惜
變
成
雙
方
擁
護
者
的
武
力

鬥
陣
，
於
是
仇
恨
日
深
，
進
而
發
生
過
多
次
大
規
模
的
武
裝
械
門
，
在
民
間
留
下
的
是
「
輸
人
不
輸
陣
」

的
說
法
。

清
政
府
雖
然
嚴
令
禁
止
、
鎮
壓
，
但
仍
衝
突
時
起

。

後
來
經
過
調
停
，
和
平
相
處
了

一
段
時

間
。

這
段
期
間
，
兩
派
充
實
人
員
、
樂
器
、
服
裝
行
頭
，
甚
至
成
立
西
樂
部
，
演
出
中
西
合
璧

。

日
治
時

期
，

一
直
到
中
日
戰
爭
爆
發
前

(西
元

一
九
三
七
年
)
，
因
受
殖
民
政
府
鼓
勵
，
北
管
在
宜
蘭
的
發
展
，
到

達
前
所
未
有
的
盛
況

。

日
治
末
期
，
因
皇
民
化
政
策
對
地
方
戲
曲
鼓
樂
全
面
壓
制
禁
絕
，
不
只
西
皮
、
褔

路
之
爭
告
止
，
盛
極

一
時
的
北
管
戲
曲
也
失
去
活
動
空
間

。

民
間
所
說
:
「
吃
肉
吃

三
層
，
看
戲
看
亂
彈
」
中
的
「
亂
彈
弓
指
的
就
是
北
管
的
戲
劇
表
演
部
份
，

因
為
演
奏
起
來
樂
聲
高
亢
'
唱
腔
複
雜
而
節
奏
明
快
，
於
是
被
稱
為
亂
彈

。

演
出
時
，
除
丑
角
使
用
方

昔日
，
其
餘
角
色

一
律
以
變
調
的
官
話
唱
唸
。
北
管
戲
向
來
都
是
最
正
統
的
酬
神
戲

。

位
於
羅
東
鎮
中
山
西
路

二

五
號
的
福
蘭
社
，
與
宜
蘭
總
蘭
社
同
為
褔
路
派
，
宜
蘭
敬
樂
軒
、
暨
集

堂
為
西
皮
派

。

褔
蘭
社
的
詳
細
的
成
立
年
代
已
不
可
考
，
現
在
可
信
的
年
代
是
，
民
國
十
七
年
農
曆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
該
社
演
出
首
場
子
弟
戲
;
民
國
五
十
八
年
，
陳
進
東
先
生
接
任
社
長
後
，
嚴
格
規
定
，
每
年

需
演
戲
祝
賀
西
秦
王
業
聖
誕
，
以
維
持
傳
統
不
墜

。

這
使
得
福
蘭
社
成
為
目
前
全
台
仍
能
演
出
子
弟
戲
的

少
數
社
團
之

一
，
十
分
難
得
可
貴
。

更
甚
者
，
在
台
灣
北
部
，

可
以
說
是
傀
儡
戲
碩
果
僅
存
的

一
個
地
方
。
演
出
時
，
前
場
由
演



Y 
車
，台
灣
戲
劇
館
固
定
稿
陽
平
原
上
重
要

的
人
文
觀
光
景
點

。

(
楊
美
英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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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操
弄
懸
絲
傀
儡
演
出
及
說
白
唱
曲
，
後
場
則
搭
配
文
武
場
作
奏
，
表
現
豐
富
的
戲
曲
音
樂

。

戲
碼
有
鍾

尷
、
水
德
星
君
及
完
整
的
北
管
戲
曲
。
兩
相
比
較
之
下
，
台
灣
南
部
傀
儡
戲
屬
於
泉
州
系
統
，
戲
偶
較

小
，
可
做
滾
翻
等
劇
烈
的
動
作
，
多
在
婚
禮
酬
神
或
節
慶
廟
會
演
出
，
今
以
高
雄
為
集
中
地
;
宜
蘭
地
區

的
傀
儡
戲
，
則
是
戲
偶
身
體
比
較
大
而
瘦
長
，
裝
扮
比
較
講
究
，
操
縱
起
來
較
為
細
緻
'
演
出
劇
情
比
較

完
整
的
亂
彈
劇
目
，
以
北
管
音
樂
伴
奏
，
多
在
開
廟
、
入
厝
或
送
火
、
呼
魂
等
祭
煞
場
合
表
演
，
平
日
並

不
多
見

，
是
目
前
宜
蘭
傀
儡
戲
存

在
的
最
主
要
原
因
歧
功
能
，
娛
樂
性
遠
低
於
宗
教
意
義
，
儀
式
性
濃

厚
，
給
人

一
種
很
神
沌
的
感
覺
。
由
於
觀
看
傀
儡
戲
時
的
禁
忌
頗
多
，
加
上
傳
承
人
才
的
凋
零
，
近
年
來

的
正
宗
傀
儡
戲
演
出
越
來
越
難
得
一
見
了
。
據
說
目
前
，
每
年
農
曆
七
月
，
員
山
鄉
大
眾
廟
前
，
仍
會
演

出
具
神
祕
宗
教
性
質
的
傀
儡
戲
。

如
果
對
藝
文
有
興
趣
，
一
九
九

0
年
開
館
的
台
灣
戲
劇
館
，
也
保
存
、
陳
列
了
許
多
歌
仔
戲
、
傀
儡

戲
等
傳
統
地
方
戲
曲
的
文
物
資
料
，
免
費
開
放
民
眾
參
觀
研
究

。

筆
者
以
為
，
蘭
陽
之
美
，
不
僅
具
現
在
自
然
地
理
的
先
天
條
件
，
更
在
於
心
靈
風
景
的
自
我
營
造
與

展
現
。
多
次
造
訪
宜
蘭
，
總
像
是
親
近

一
方
心
回
綠
洲
，
汲
取
溫
潤
的
湧
泉
，
樽
益
安
身
立
命
，
深
刻
感

受
到
歷
史
情
感
充
沛
，
創
意
與
衝
勁
皆
屬
豐
富
，
亦
將
傳
統
與
現
代
融
合
連
結
，
不
由
得
人
心
頭

為
之
震
顫

是
的
，
「
我
們
正
在
共
同
創
造
明
天
的
歷
史
」

無
疑
，
蘭
陽
人
，
才
是
台
灣
的
文
化
新
貴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