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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廖瓊枝《凍水牡丹》詞曲分析探討台灣表演藝術之現代化 

中國文化大學 施德玉 

前 言 

台灣歌仔戲經過歷史的變遷，而有不同場域形式與內涵的展現，在形式上，

不論本地歌仔、老歌仔、外台歌仔、內台歌仔、廣播歌仔、電影歌仔、電視歌仔、

劇場歌仔等，都因應時代的需求而有不同的發展；在內容情節上，則有小戲形式

的民間故事為主，含藏著民族性、大眾性、口語性、汲取性、滑稽性等特性。也

有大戲形式，有關於古代宮廷、政治和軍事的題材、有以民間傳說、民間故事來

敷演的題材、還有神仙道化、文人之否極泰來、家庭之悲歡離合、情人之愛情坎

坷…等等，幾乎包含了古今中外，無所不能演的故事內容。因此歌仔戲的表演藝

術是具有極大的創意空間。 

近年來隨著科技的發達，時空相形縮小，世界各地的距離無形中拉近了許

多，表演藝術也隨著世界的潮流而有多樣性的展現。台灣的表演藝術受到世界各

國的影響，紛紛嘗試跨領域的結合，而有多元的表現方式，如傳統音樂會設計故

事性，以劇場形式表現、傳統戲曲結合西方話劇形式展演等，都是結合不同領域

的展演元素，新創作的表演藝術，因此受到許多觀眾的青睞。 

就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由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主辦，台灣國家國樂團企畫

製作，設計規畫了結合廖瓊枝歌仔戲展演的「凍水牡丹－廖瓊枝與台灣國家國樂

團」，於 2008 年 11 月 2 日在台灣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國家音樂廳演出。這是一場

以廖瓊枝的生世背景為故事貫穿的表演藝術，由於內容設計相當具有創意，包含

戲曲和歌舞音樂會，情節內容生動感人，於 2009 年入選「台新藝術獎」表演藝

術類十大表演節目。 

本文首先列述「凍水牡丹－廖瓊枝與台灣國家國樂團」之創作構想、和展演

內容，進而分析此次演出的代表曲〈凍水牡丹〉之唱詞與唱腔音樂內容，從這些

創意的設計分析，探討台灣當代表演藝術之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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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創作構想 

「凍水牡丹－廖瓊枝與台灣國家國樂團」演出是以傳統歌仔戲唱腔，運用國

樂團以創新的配器音樂演奏，結合現代歌舞形式，詮釋台灣歌仔戲紅伶廖瓊枝一

段讓人刻骨銘心真實故事的表演藝術。該演出的製作群除了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與

台灣國家國樂團的相關行政人員之外，藝術顧問林鶴宜，戴君芳擔任導演、施如

芳編劇、溫以仁指揮、柯銘峰作曲編腔、盧亮輝作曲配器；主要演出者：廖瓊枝

飾焦桂英和瓊枝本人、曹雅嵐飾益春和小瓊枝、李佩穎飾陳三和王魁、李前泉飾

婆子、楊舒晴飾珠桂、李靜芳飾歌者；另有歌仔戲文武場以及台灣國家國樂團共

同演出。  

 廖瓊枝女士是台灣極具知名度的歌仔戲演員，曾獲民族藝術薪傳獎及國家文

藝獎等獎項，多年從事歌仔戲教學，任教於台灣的多所大學和中小學，對於保存、

推廣、傳承和發展歌仔戲不遺餘力，其表演藝術精湛、唱腔優美動人、為人謙卑

和善，是學生心目中的好老師，是社會大眾認知的歌仔戲藝術大師。廖瓊枝女士

早年生活艱苦生命坎坷，其從藝五十年的經歷已被撰寫成傳記《凍水牡丹》，此

次演出也以《凍水牡丹》為標題，展現廖瓊枝女士的傳奇故事。 

貳、展演內容 

 廖瓊枝女士有「台灣第一苦旦」的雅號，其哭調的唱腔最是感動人。此場演

出編劇施如芳在《凍水牡丹》節目單中寫道： 

被譽為「台灣第一苦旦」的廖瓊枝，哭腔如泣如訴，再怎麼固守心房的人，

聽了都不由得鼻酸演熱。在這個令人無限動容的聲音裡，繾綣著廖氏畢生

對苦旦藝術的精益求精，以及「世間『苦』為何物」的哉問。 

所以《凍水牡丹》之演出，開場呈現廖瓊枝唱腔藝術的悲劇源頭，是母親未婚生

女的悲情，加上母親赴龜山島遊覽船難往生，留下兩歲半孤苦無依的廖瓊枝，開

始自己苦命生活的情節；演出中除了廖瓊枝自身的故事外，還融入了二場廖瓊枝

拿手的折子戲，一為〈益春留傘〉、一為〈桂瑛陽告〉，內容是摘用廖瓊枝整編的

劇本，使當晚演出除了器樂曲表演之外，更具有戲劇性；在戲曲與器樂的展演中，

導演還安排了歌手演唱〈白牡丹〉和〈日日春〉二首早期具代表性的台灣流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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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使展演多元而精采。 

 對於展演內容的舖陳與中心主題，施如芳在「創作構想」中指出： 

在《凍水牡丹》樂劇中，國家國樂團將伴著廖瓊枝穿越時空去解讀母親的

心。廖氏的經典代表作〈益春留傘〉、〈桂瑛陽告〉，化成了戲中戲。前者

的益春，疊映著廖母熱戀中的身影，那是 1930 年代《陳三五娘》還勾動

著台下青春欲望的同時，台語創作歌謠正透過曲盤，時髦地傳唱起來了。

後者的焦桂英，告廟打神，代言者廖母被戀人驟然拋棄的悲憤，就在戲外

的廖母起身步上死亡之旅時，樂團將演奏出驚濤裂岸的〈打海神〉。 

一轉眼風平浪靜，然而對廖瓊枝來說，這場船難是一場醒不過來的夢，無

親可依的廖瓊枝，為了生活踏進戲班，台上台下，演繹屬於她的「人生如

戲，戲如人生」。多少年來，廖瓊枝以歌當哭，勾起多少人的記憶，撫慰

過多少人的心，在告別舞台的前夕，演過無數別人故事的廖瓊枝，第一次

演出自己的身世，七十四歲的她，要唱給永遠二十歲的母親聽「您的苦，

我已經明白了！」 

從中我們可以了解，雖然此場演出是七十四歲的廖瓊枝女士展演自身的故事，這

也是她告別舞台的重要演出。曲目內容依序有〈凍水牡丹〉、〈四盆牡丹〉、〈甜蜜

舞〉、〈白牡丹〉、〈陳三聲與歌者〉、〈打海神〉、〈日日春〉、〈花謝落土〉、〈七字連

空奏〉。 

 「凍水牡丹－廖瓊枝與台灣國家國樂團」的演出，並非一般的音樂會，也不

是純戲曲的展演，是一場以國樂合奏形式的音樂貫穿全場，結合歌、舞和戲曲演

出的綜合性表演藝術。 

參、〈凍水牡丹〉唱詞分析 

 當具有悲情感懷的現代創作國樂聲響充滿國家音樂廳時，運用瓊枝夢囈般的

OS，敘述當年母親赴龜山島時的翻船事件，而這夢靨帶給她的感受，透過國樂

器的特殊音色與飽滿的和弦效果，呈現緬懷的悲情在舞台上。此時廖瓊枝女士以

現代禮服的裝扮出場，唱出第一曲〈凍水牡丹〉，唱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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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台頂的劇本有人寫，熟悉腳步就會曉行， 

   台腳的人生天註定，悲歡離合自己擔輸贏。 

   瓊枝自小無爹無阿娘，孤女在世步步受驚惶， 

   若不是這款的艱苦子，哪會開嘴唱歌就藏悲聲？ 

   總是大家來相疼，牽成台灣第一苦旦的好名。 

 

（第二段）少年學風流，代代時行作新腔， 

   白髮人欲將古調來保守，歌仔調是我走找你的目賙。 

   人生講來話頭長，不如聽我寬寬仔唱， 

   快中慢、慢中緊，一板一撩真成樣， 

   聽我慢慢仔來唱，傷心隨運轉阿，人間一遊。 

此曲是施如芳小姐撰寫的唱詞，雖然是一首曲子，但是分為二個段落。詞情方面，

第一段唱詞是呈現悲情的孤女，艱苦的生活寫照；第二段唱詞，猶如轉換一個時

空，回到過去年少時代的氛圍，由廖瓊枝女士娓娓道來人生的故事。 

第一段唱詞詞格句式之分析如下：唱詞中較小的字體為襯字，字數上除了襯

字之外，可以分析出是七字齊言體；句數是 10 句；音節形式是 43 的單式音節；

押韻是採句句押韻，韻腳字有「寫」、「行」、「定」、「贏」、「娘」、「惶」、「子」、「聲」、

「疼」、「名」，韻部押「發花」韻。撰寫句法上，第 1、2 句敘述台上，第 3、4

句對台下；第 5、6 句是因，第 7、8 句是果；第 9、10 句是唱詞意義的完成點。 

    第一段唱詞格律的分析以表示之如下： 

句式：齊言體 

句數：10句 

字數：7字句 

音節形式：43 的單式音節 

押韻：句句押韻 

韻部：「發花」韻 

句法：第 1、2句對第 3、4句 

      第 5、6句和第 7、8句是因果 

      第 9、10句是唱詞意義的完成點 

 

第二段唱詞詞格句式之分析如下：唱詞中除了較小的字體為襯字外，句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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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句；每句字數為：5、7、10、11、7、7、6、7、5、9，因此是屬於長短句的句

式；各句的音節形式是：23、43、343、3242、43、43、33、43、23、234；

押韻部分，第 5 和第 7 句尾不押韻，其他句尾都押韻，韻腳字有「流」、「腔」、「守」、

「賙」、「唱」、「樣」、「唱」、「遊」，韻部押「由球」韻。撰寫句法方面，是以敘

事法句接句的貫穿寫法，作為開場的舖墊，以引出故事的內容。  

第二段唱詞格律的分析以表示之如下： 

句式：長短句 

句數：10句 

字數：各句不同，分別為：5、7、10、11、7、7、6、7、5、9 

音節形式：各句不同，分別為：23、43、 343、3242、43、43、33、 

       43、 23、 234，有單式音節有雙式音節  

押韻：第 1、 2、 3、 4、 6、 8、 9、 10 句末押韻 

韻部：「由球」韻 

句法：敘事貫穿法 

 

此曲的第一段和第二段唱詞，基本上沒有相互的關係，不論詞情內容、撰寫

方式，或唱詞格律、韻部的選擇等都不相同，幾乎可以說是將二段不同的唱詞，

結合而形成一首歌曲。主要是因為第一段要以哭調的氛圍起頭，道盡廖瓊枝女士

的苦旦身分；第二段唱詞有強化故事即將開始，需要娓娓道來這一生的故事，和

這場表演藝術之行文內容。 

這二段不同情感、不同寫法的唱詞，在此場表演的第一首樂曲中就呈現的變

化性的特色，這在一般歌仔戲曲演出，或音樂會演出是不易見到的特殊設計。 

 

肆、〈凍水牡丹〉唱腔音樂分析  

    〈凍水牡丹〉的唱腔曲調，是柯銘峰先生的新創作音樂，全曲分為二段體，

第一段音樂是以悲情的曲情呈現；第二段是敘事性的鋪成，運用轉調性和轉調式

的手法，讓句句有新意，另外在速度的設計上，也採用變化性的創作方式，快慢

交織，更有緊打慢唱的表現，使樂曲呈現不同張力的效果，與傳統歌仔戲的唱腔

音樂有極大的差異。 

就歌仔戲音樂而言，在發展的過程中曲式結構部分有許多變化，早期運用閩

南地區大家耳熟能詳的歌謠曲調，編唱故事，是屬於曲牌體的形式。在逐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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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從常用的各曲牌中選句銜接的體式，好似中國南北曲的「集曲」體式，而

在演出中能形成特殊效果，如﹝四空反﹞和﹝倍思五空反﹞等。近年來又往板式

變化體發展，如﹝七字調﹞發展形成﹝七字慢板﹞、﹝七字快板﹞、﹝七字流水

等﹞。這些曲式結構在歌仔戲音樂中都被大量的運用。 

就﹝四空反﹞的曲式而言，是 G 調﹝四空仔﹞的曲頭，接 F 調﹝七字調﹞

的第二句，接 G 調﹝唱調﹞的第三句，再回到 G 調的﹝四空仔﹞結束。所以﹝四

空反﹞是運用﹝四空仔﹞、﹝七字調﹞和﹝唱調﹞三首樂曲的片段組合而成的一

首新的曲調。由於所使用的調號有 G 調和 F 調，所以這一曲中就有轉調的情形。 

就﹝倍思五空反﹞的曲式而言，是 G 調﹝倍思頭﹞，接 F 調﹝七字調﹞的

第一句，接 F 調﹝乞食調﹞的第二句，接 G 調﹝唱調﹞的第三句，接 F 調﹝送

哥﹞的第四句，再回到 G 調的﹝倍思尾﹞結束。所以﹝倍思五空反﹞是運用﹝倍

思﹞、﹝七字調﹞、﹝乞食調﹞、﹝唱調﹞和﹝送哥調﹞等，五首樂曲的片段組

合而成的一首新的曲調。 

而〈凍水牡丹〉的音樂，在第二段的唱腔部分，就運用了類似﹝倍思五空反﹞的

「集曲」體式編腔，使音樂在不斷的轉調中，呈現多元化的音樂效果。譜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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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凍水牡丹〉的第一段音樂是柯銘峰先生新創，不是運用一般歌仔戲的曲調，

只有開頭器樂的前奏引子，以一段羽調式的〔哭調〕曲調進行變化而成，共 8

小節，在起頭處呈現悲情的氛圍。 

當此曲開始演唱時，也就是開始有唱詞時，便是新編曲調，音樂使用交替調

式的創作方式，單數句是羽調式；雙數句是宮調式，如第一、三、五、七、九句

句末字「寫」、「定」、「娘」、「子」、「疼」，結音在「La」和「Mi」，主要在「La」，

而「Mi」是「La」的屬音，因此有時結音在「Mi」以增加變化，所以單數句是

羽調式；而雙數句第二、四、六、八、十句句末字「行」、「贏」、「惶」、「聲」、「名」，

結音在「Do」和「Sol」，主要在「Do」，而「Sol」是「Do」的屬音，因此有時結

音在「Sol」以增加變化，所以雙數句是宮調式，由於單數句是羽調式，雙數句

是宮調式，因此可以分析出此曲唱詞音樂是交替調式的曲式結構。 

而第一段音樂結束時，有 6 小節過門，這是第一段音樂的尾聲，這段過門音

樂是唱曲前引子的變奏，也就是以〔哭調〕過門音樂收尾，和引子呼應，使其有

完整性。 

    第二段音樂從 49 小節起，基本上是以歌仔戲常用的曲調〔都馬調〕，也就是

中國大陸所稱的〔雜碎調〕開始，後以近似所謂的〔倍思五空反〕音樂內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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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編腔。音樂一開始就從第一段音樂的 F 調轉調到 G 調，有 6 小節〔西樂都馬

調〕以器樂曲演奏為前奏引子，是由 49 小節到 54 小節。節拍由的一段音樂的每

小節 4 拍轉為每小節 2 拍，因此與第一段音樂比較，則重音增多。曲譜也標明速

度為中板稍快，因此從節拍與速度而言，都和前一段音樂有不同的氛圍。 

唱詞部分的音樂，開始時以〔都馬調〕唱到第 6 句止，是由 55 小節 85 小節，

接著是一段，由〔慢長錘〕接〔奪頭〕的鑼鼓點過門，是 86 小節到 97 小節的音

樂。而後以稍有變化的〔倍思五空反〕的音樂呈現，此處的音樂以〔倍思頭〕（98-111

小節）開始，插一段﹝倍思﹞間奏（112-119 小節），再接第二句〔七字調〕（120-130

小節）、接第三句〔唱調〕（131-135 小節）、接第四句〔文明調〕（136-142 小節）

等四句曲調銜接呈現，一般而言〔倍思五空反〕結尾會再轉到 G 調的〔四空子〕

收尾，但是此曲只安排了四句，並沒有第五句，所以接著是以 F 調的﹝乞食調﹞

片段中 2 小節音樂收尾（143-144 小節）。此尾聲是與音樂近似的第一段﹝哭調﹞

前奏音樂相呼應，使此曲前後有完整性。雖然這部分音樂不是一般完整的〔倍思

五空反〕，但是柯銘峰先生是以這個曲式的理念，進行編腔的。 

    在歌仔戲音樂中〔倍思五空反〕因為頻繁轉調，音樂張力強，大多運用在趕

路、逃難的場景，也因為有大段過門，適合展現身段的表現。如廖瓊枝女士演出

歌仔戲《陳三五娘》的〈磨鏡〉中，陳三磨鏡之後，五娘照鏡時演唱〔倍思五空

反〕，能同時呈現五娘心中之特殊感受，與展現演出之藝術性。〈凍水牡丹〉的第

二段音樂選擇〔倍思五空反〕一方面是要與第一段創作曲前後呼應；另一方面要

呈現此段唱腔的歌仔戲音樂特色。 

第二段音樂就調式而言〔都馬調〕是徵調式，〔倍思頭〕是商調式，〔七字調〕

是羽調式，〔唱調〕、〔文明調〕是徵調式。由於此段音樂調高和調式都頻繁轉調，

不僅變化大，並且演唱難度高，加以有許多的過門間奏，讓演員可以施展身段，

所以這音樂上的設計，可以使廖瓊枝女士的表演有發揮空間。 

就音樂上的調高、拍號、速度而言，此曲的第一段音樂調高是 F 調；拍號為

4/4 拍；速度為中板；共有 48 小節。第二段音樂調高是 G 調轉 F 調轉 G 調再轉 F

調，共轉了三次調；拍號為 2/4 拍；速度以中板稍慢開始，轉小快板，接突慢轉

中板，最後轉稍自由的慢板，再漸慢結束；第二段共有 96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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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分析內容以表示之如下： 

項目 第一段音樂 第二段音樂 

曲調 新編曲調 〔西樂都馬調〕、〔都馬調〕、〔倍思五空反〕

的〔倍思頭〕、〔七字調〕、〔唱調〕、〔文明調〕 

調高 F 調 G 調、F 調、G 調、F 調 

調式 單數句是羽調式 

雙數句是宮調式 

徵調式、商調式、羽調式、徵調式 

拍號 4/4 2/4 

速度 中板 中板、小快板、突慢中板、稍自由的慢板 

小節數 48 小節 96 小節 

    此曲第一段唱腔音樂比較穩定，變化性少，性格穩定；第二段唱腔音樂從速

度、力度的變化和不斷轉調的設計，舖墊了即將展開多變複雜的人生故事，運用

二段完全不同風格的音樂，合併為一曲的設計，以配合當晚演出的開場氛圍，這

是柯銘峰先生在創作此曲時之巧思，也能呈現歌仔戲創新之特色。 

前文已論及《凍水牡丹》音樂劇，曲目內容依序有〈凍水牡丹〉、〈四盆牡丹〉、

〈甜蜜舞〉、〈白牡丹〉、〈陳三聲與歌者〉、〈打海神〉、〈日日春〉、〈花謝落土〉、〈七

字連空奏〉。訪談柯銘峰先生時他提及：除了開場的〈凍水牡丹〉之外，〈四盆牡

丹〉是運用歌仔戲的七字調音樂編腔、〈甜蜜舞〉和〈打海神〉是盧亮輝先生新

創作樂曲、〈白牡丹〉和〈日日春〉是流行曲、〈陳三聲與歌者〉是柯銘峰先生運

用〔藏調〕為主題重新編腔、〈花謝落土〉也是柯銘峰先生新作曲、〈七字連空奏〉

是以七字調為基礎新寫之創作曲。 

從以上對於〈凍水牡丹〉的音樂與唱詞分析，可以知道從唱詞到音樂都有新

意，並已脫離歌仔戲的原貌，而以歌舞劇音樂的表現手法呈現；而整體《凍水牡

丹》音樂劇已經脫離傳統歌仔戲的表現方式，雖然劇中有二齣劇中劇是以傳統戲

曲呈現，但是從串場的婆子（手持布偶），到歌舞者，都已突破傳統表演形式，

而往現代化的表演藝術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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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台灣的戲曲音樂為了適應多元化的社會、新的潮流，許多劇種已經從傳統中

走入現代；許多現代戲劇和音樂會也加入傳統戲曲的元素，可以說目前是傳統與

現代、中國與西方交織的年代。由廖瓊枝與國家國樂團合作《凍水牡丹》音樂會，

是大型國樂團的節目，結合了歌仔戲的演出，在這樣的中西交流、傳統與現代之

間，呈現了台灣戲曲音樂發展的新景觀。 

 以傳統戲曲而言，唱腔與伴奏音樂在演出中扮演了重要的腳色，因此製作一

齣新戲，編腔者與音樂作曲者對於該劇種之音樂體製要有深入的研究，何劇種使

用「曲牌體」、何劇種使用「板腔體」、何劇種使用「曲牌板腔混合體」是非常

重要的；還有要重視唱腔「聲情」與「詞情」的配搭、「聲情詮釋」與「伴奏音

樂」的配搭，進而才能在這基礎之上，新創發現代化的唱腔與樂團伴奏音樂。如

《凍水牡丹》音樂會，是以歌仔戲的唱腔為主軸，而樂隊配器的部份採用了當代

專業音樂寫作的寫作技法，和中國傳統音樂對位形式相結合，不時加入一些不協

和的和聲音程，似要為唱腔伴奏；又似要呈現室內樂多聲部的主體音樂表現，在

與傳統的歌仔戲唱腔配合中，表現傳統中有現代、現代中不失傳統的特色。 

 廖瓊枝與台灣國家國樂團與共同演出的《凍水牡丹》，以國樂團新創作曲

目，結合歌謠清唱、歌仔調清唱、歌仔戲和舞蹈等表演，搭配多媒體聲光的演

出，展現廖瓊枝的表演技藝及其傳奇的一生。舞台上大型國樂團在後，舞台前

氍毹上演員的展演，時與國樂團結合；時與歌仔戲傳統文武場搭配。基本上這

是多種形式交織的演出；這是以廖瓊枝的故事為主軸的多元綜合節目，這也是

戲曲音樂之新創意。 

  從《凍水牡丹》的展演，我們可以了解台灣的表演藝術在蛻變、在轉型，

試圖在傳統與現代中、中國與西方中，找到未來發展的新方向；找到適合我們

民族思想情感的新方法，進而能創造出更多成功的新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