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枝阿大 2 隻山狗大，愛看星星愛發呆，臺北的星星大不大，趕快

回去問阿公大⋯⋯。」歡樂飽滿的主題曲，綻放著四射的活力！由財團法

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主辦、山宛然劇團製作的「110 年度客家藝展平

台展演計畫」，10 月 16、17 日將《山狗大的星星》搬上網路平臺，題材

改編自新竹橫山九讚頭文化協會的同名繪本，大量運用動物偶來說演故事，

亮麗的服裝，搭配朗朗上口的新創童謠、融合客、華及閩南語等豐富語彙，

加上前場、後場介紹，讓孩子彩繪布袋戲偶、錄製互動影片，讓客家更具

影像親和力，讓觀眾沉浸在線上線下的想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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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 2002 年的山宛然劇團，黃武山團長

霸氣地用了名字裡的「一座山」，代表父系母系

故鄉綿延不斷的大景，加上師承國寶級布袋戲大

師李天祿之子陳錫煌與李傳燦，接續「宛然若真」

的血脈，讓原本只在閩南語系流動的布袋戲，開

展「客製化」的文化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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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與交融
讓野臺與劇場重新對接

1970 年代電視興起，布袋戲開始走下坡，

即使有一段霹靂布袋戲的風光史，對於堅持傳

統路線的亦宛然，只要有人願意學就願意教。

「第一次玩布袋戲是小學四年級，有位老師在

美勞課教偶戲，不管李天祿老師去哪裡演都緊

緊跟隨，熱情感動一代大師帶著 2 個兒子，騎

著摩托車來教學。」這段經歷在黃武山心裡埋

下一個約定。

輔大心理系畢業後，考上北藝大劇場藝術

研究所，雖然大部分同學專攻現代戲劇，也有

人研究崑曲、南管，2003 年的畢業製作，他將

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的《亨利四世》改編成布

袋戲文本，用現代劇場的架構，碰撞著東西方

文化記憶的載體，交融成新的可能性。「外臺

戲就像八點檔，會重複某個段落，因為人一直

在流動，必須隨機應變；可是觀眾進入劇場，

「偶」有話要說

長期經營的結果，讓黃武山對新編與改編

文本的掌握越來越熟練，加上到小學巡演扎下

的根基，讓他更能利用淺顯易懂的童言童語，

抓住孩子的心。「推廣必須從劇本和戲偶的視

覺造型出發，用動物偶說故事，角色的識別度

高，能讓觀眾一下子融入情境。」故事性強烈

的《山狗大的星星》繪本，色彩亮麗，轉換成

布袋戲之後，有別於生旦淨末丑的服裝，主角

阿大和阿枝是卡通化、擬人化的蜥蜴，嘴巴尖

尖的，有手有腳，走路快、動作大的國小生，

穿著現代服裝，有時貼地爬行；另一個重要角

色是狗王，在流浪與孤芳自賞之間擺盪，可穿

可脫的褐色毛大衣，幫助 2 位主角找到需要守

護的價值觀。

劇情巧妙融合許多客家俚語，像是人物亮

相時的棚頭、師傅話，「山狗大」是攀木蜥蜴，

引申為頑皮、處處閒晃的小孩；「星仔」就是

星星，全劇重點放在去臺北「追星」，經過一

連串冒險犯難，最後平安回家的滿足感。

當「現場」界線消失之後

因為疫情影響，打破「處處是劇場」的規則，採用線上演出的方式，臨場感不再，

是否有可能成為未來的方向？就互動來說，「人偶同臺」讓舞臺產生延展的變化，螢幕鏡

框打破大與小的相對性，戲偶的表情動作顯得清楚無比。「藉由客家七言詩自問自答，用

問題互動以外，也請小朋友拍20秒影片，講述看星星的感覺。」每張票券均附有一尊戲偶，

可以跟著前場演師的教學，練習跑步、劈腿、旋轉、後空翻；也介紹後場的文武場，包括

絲竹、管弦和打擊樂器，因應劇情而加入大提琴和手風琴，呈現更幽婉的情緒轉折。

「由於採用三機拍攝，錄影節目最大的挑戰就是涵蓋不同角度，畫面才有魅力，花

費在剪接和後製的成本還不少，因為要先幫觀眾設定運鏡的細膩度，以及後場樂器都要配

合得天衣無縫。」優點就是一張入場券可以一星期無限回放，不用出門就能舒舒服服欣賞

有趣的布袋戲，即使客語口白居多，搭配華語字幕，讓更多觀眾會心一笑。

傳遞更多的幽默感

線上演出得到不少正面回饋。「透過影

片可以看得很清楚偶的細節，還能重複播放，

很棒！」、「非常新奇，表現的方式很吸引

人，雖然聽不懂客家話，但還是能大概了解

劇情（小朋友也是），小朋友也說布袋戲偶

的動作好像真的人呀！」、「可以看到比現

場演出更細節的服裝道具，後面樂器介紹也

豐富了樂器的知識，很好。」

這麼多加油打氣，讓一向堅持「棚頂一

分鐘，棚下十年功」的山宛然劇團，實實在

在感受到即使無法面對面，精彩的創作依舊

能拉近距離，埋下一個很快重逢的約定！

從頭到尾在同樣的空間，如何讓布袋戲的一桌

二椅繼續創造寫意的悲歡離合，保持唱作念打

等程式性動作，必須將小小的戲臺與現代劇場

重新設定跟對接。」
由左至右分別為山狗大阿公、阿大、狗

王和阿枝，動作逗趣生動，利用簡單的

客家諺語和冒險故事引起親子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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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 2002年，為全臺少數可用全客語演出的布

袋戲團，團長黃武山師承國寶級布袋戲大師李天

祿之子陳錫煌與李傳燦。積極走入學校、社區推

廣，並開發傳統布袋戲新的表演形式，年年推出

客家兒童布袋戲創作或劇本改編，培養觀眾群與

表演藝術工作者，更常應邀到國外參訪演出，吸

引非客家族群及國外人士認識客家文化藝術之美。

偶師介紹小朋友如何彩繪戲偶和簡單的操偶技

巧，結合線下與線上的演出體驗，拍下小朋友操

偶畫面，就能跟著角色互動，參加線上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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