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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地區民間京劇活動之研究

曾子玲

本文旨在探討中國京劇進入台灣之前

本地戲劇演出的情況，以及台南地區特殊的

戲劇演出背景，並透過各類演出團體—

包括職業劇團、寺廟館社、軍方京劇票房、

民間京劇票房等的演出劇目，透過分析劇本

類別，了解究竟什麼類型的劇情與演出，才

可以吸引觀眾欣賞京劇演出。不過，京劇是

如何打破語言的隔閡進入台灣人民生活之中

的？京劇一直被認為是一個外來的劇種，但

在台南，日治初期京劇已經成為民間文娛活

動，而融入生活之中，最大的特點是在寺廟

有許多唱「正音」的館社，京劇（正音）與

北管、南管、歌仔戲一樣，除了在野台以大

戲的形式演出，也作為廟會活動的陣頭，可

見寺廟附設館社對於帶動京劇的流行起了很

大的作用。同時，也隨著大批京班來台演出

而風行，深受知識分子、名流士紳所喜愛。

除此之外，台南也與台北一樣，有多處演出

京劇的戲院，不乏駐演的京班，這些職業劇

團，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十幾年間，吸引了大

批的看戲人潮。京劇在台南市，以自由熱鬧

的方式，可供變化的活動方式，融入民間生

活，不只在舞台上欣賞職業京班的演出、或

票友自己上台彩演，還包括寺廟活動中的清

唱活動，與在酒樓茶館與藝妲的對唱表演，

台南人在欣賞與演唱京劇時，似乎沒有語言

上的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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