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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仔J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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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A 順隆

「歌仔戲J ，立台灣τ、生 ì 批先唯一的漢族{云統劇T、以前今已多〈

的字者l己主弓 τ研究喜訊τ "ð t::.。然 L、最色基本的話名和1問題缸-::>

~、τ言及 L光色的 l主主克拉U止步守志忌。本稿l立戰前仍資料i己基寸、

主、完生告時的台灣演劇之俗曲主的闋係 l己弓 Uτ論七志。

歌仔戲的名和"\ ，立 1927年 i己才τ、 l己確立在批元。毛的後、 1932年 l乙創

作歌諸如初的τ誕生 l f;ζ 郎、「歌仔」之~，今言葉是固有名詞之 L τ 

披合主古拉拉今允白 l立 1941年頃t:.' 弓元。

創作歌謠止。色早〈誕生 L允歌仔戲 l立選抉的余地站〈、問有的俗

曲恥色調子{:>節是借用才志 L恥tJ，力主弓元。 L 力主色、毛的時lζ 「歌仔」

之 t ，今言葉 l立 ì 花一般名詞守志今 τ、閩南語的七言長明是指寸色ω

τ、 l立社今弓元。「歌仔戲J 的語源 l立一般名詞的「歌仔J ，ζ 「戲」是

付 t:t加丈允色份才、「純歌劇」的演出又夕千 jν恥已由未 L 允色的主

考之色才1 志。

丰-?- t: :台灣、歌仔戲、歌仔、演劇、歌謠

歌仔戲是唯一在台灣土生土長的傳統戲劇，從戰前就有許多的文獻記錄

了它的源起、成形、繁盛乃至備受批評而轉型-戰後更有不少的學者研究它

的傳承、交流和音樂及演出形態等內在性質。但是對於最基本的「歌仔戲」

的名稱緣由，卻尚未有人言及。本稿依據日治時代的文獻資料，除了探討台

灣歌仔戲與台灣民間俗曲的關係，以及發生當時的演出形態之外，並藉以分

析「歌仔戲J 和「歌仔J 名稱的語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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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歌仔戲的演出形態

在今天我們不難在台灣觀賞到歌仔戲的演出，或許在廟會酬神活動中，

或許從電視螢幕上，或許在堂皇的劇場裡。但是不論哪一個劇團，在哪一個

場合，我們看到的都是交雜唱唸科白的漢族傳統戲劇演出形式。然而，日治

時代的文獻卻證明初創期的歌仔戲，其表演形態並不向於今日。

1921年片岡巖的《台灣風俗誌》就會說道:

台灣劇位「白字」土語的存在用斗志色白、「九家、四坪J 土語官話

混用拉毛色白、「難葷」官話的存在用斗志色的、「歌戲」唱歌仍存在用

斗志色的主 ω四品。、然 Lτ白字、九家、四坪、難章主雖色唱歌之言

葉主任混用才毛色的恕。 O

這裡所稱的「歌戲」就是後來的歌仔戲，而且是完全只有唱歌的歌劇。

1925年上山儀作的<台灣劇位對寸毛考察>也以「歌劇」一詞稱呼歌

仔戲的前身:

大正七年迄怯台灣劇主 Lτ何等ω褒化屯〈采才L毛色的拉志力量、大正

七年末頃止。前途歌劇 l J:t)笈化 L允志一名改良劇在新竹方面的店東

人間iζ於τ案出在仇元。 O

東方孝義在1936年發表的〈台灣習俗一台灣ω演劇〉中，也有同樣的

說明:

歌仔戲主云志的 l立、台灣的俗話是以τ上演才毛純粹ω歌劇守法5 勻

τ
 

從以上這些記錄看來，當時台灣歌仔戲的演出形態還是完全以歌曲連接

的純歌劇，並未慘雜口白，與我們今日所見的歌仔戲有所不同。

2. 歌仔戲的名稱

就筆者僅知， I歌仔戲」這一名稱首次出現於1927年 1 月的(台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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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2 。在這之前雖然有的文獻已經暗示了新型態的演劇已經浮現，但是都

還在臨酸的階段中，而尚未正式起用「歌仔戲」這個名稱

這個新劇因屬萌芽階段，所以不論演出形態、唱作，甚至連名

稱都還在摸索、變化當中，才會產生如此混亂的局面。如果上山氏

的記載確實，那麼不管是稱為「改良戲」或是「歌戲j，新劇種在

1918年出現之後，直到1925年都還未有固定的稱呼，但至遲在

1926年底就進化成了較有定型格式的「歌仔戲j，連名稱也普遍為

社會大眾所認知。

文廳長中記載自 1926年底起，歌仔戲風潮已席捲全台，所以往後的文獻

就一直治用這個名稱至今。然而，數十年來我們卻始終未見有相關資料說明

「歌仔戲」這一稱呼的由來。

從語彙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推論歌仔戲之所以所稱為「歌仔/戲j ，

有兩個可能:

1.從演出型態著眼，表示純歌劇之意，而取名「歌仔戲J。在此「歌仔」

只是一個普通名詞。

2. 著眼於其所使用的音樂曲調，表示自當時的台灣民間俗話「歌仔」衍

生而成戲劇，故名為「歌仔戲jo r歌仔」一詞即升格為專有名詞。

「戲」當然指的就是「戲劇j，因此「歌仔戲」的語源，端視「歌仔」

一詞在當時的語義而定。

3. r歌仔J 的語義

在探討台灣傳統俗曲之前，我們必須先從詞彙學的角度分析「歌仔」這

個語詞。

閩南語的「歌仔」是由「歌」和「仔」兩個詞素構成的名詞。「歌」就

是「歌謠」之意，一個普通名詞。「仔J 則是一個接尾詞，當它接於形容詞、

動詞之後，即將前面的語詞名詞化。此時「仔」只具有語法的功能，本身不

帶語義;當它接於名詞之後，除表示輕蔑或細小之義外，另有調整語調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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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亦即，單音節詞在口語中容易和其他同音詞混淆，因此加上一個沒有意

義的音節，成為攻音節詞，以便於聽者分辨。如: I椅恥、「的字」、嗎?于J、
等等，在閩南話中都是極其常見的普通名詞，所以「歌仔」可視為一個普通

名詞。

另外，從某一個時期開始， I歌仔」被賦予了特定的意義，而成為專有

名詞，專指台灣傳統歌謠中的某一類型。

1941年，時任台北替國大學助手的稻田尹 4 在它發表的〈台灣的歌謠

位就τ> 5 中曾經說道:

台灣ω歌謠è'立......七字一句的四句主。成志所的心低低、漠詩ω七

絕的如意歌謠之七字一句(又站五字一句)在聯相τ長< L 允歌謠主、

長短錯雜ω新流行歌之、以上的形式是悉〈含ù童話主的四位分吟色仇

志。第一ω歌謠 l立、或怯俗謠主主 l主仇、或 l立民話已二呼i主抗、或 l立閑仔

歌、或怯山歌、樵歌、牧歌之呼l主才1τb志。第二的民謠怯、或怯歌仔

之呼'j'仇、或l立毛才1是更lζ、唱本、雜諮l之分 tf 毛人色Js毛。第三的童

話怯才叫τ童話主呼試仇τb 毛力主、東方民怯更 l己乙扒在子守歌、宜支持

ω歌、少女謠、教f\歌、產物謠、逆事語、雜歌等i之分 tfG 仇τb 忌。

這裡就明確的說明了「歌仔J 的意義，也就是專指我們令天所熟悉的

「七字歌仔」、「四句聯」。

更重要的是，在這篇文章發表之前，雖然已經有很多台灣歌謠的報導和

專著，但是都未出現「歌仔」這個稱呼。

1. 1917年平澤了東所著的《台灣的歌謠之名著物語》收集了數百首台

灣歌謠並依其內容加以分類，但只統稱台灣七字歌謠為「為i子版」。
2. 1921年片岡巖的〈台灣風俗誌》第二章「台灣C雜念」中，雖列舉

了十數種類流傳於民間的歌話，但其中未見「歌仔」的稱呼。

3. 1935年，長年研究台灣風俗的東方孝義在他的連載〈台灣習俗一台

灣人的文學> 6 裡，詳盡的記錄了台灣的各種歌謠，如山歌、俗歌、

採茶歌、流行歌、隨唱歌等等。其中也不見「歌仔J 這個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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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36年出版的〈台灣民間文學集〉也輯了數百首俗謠，惟編者李獻

璋氏也未曾使用「歌仔」一詞。

從以上文獻中我們都看不到有關「歌仔」一詞的記載，一直到 1941年

才由稻田尹道出這個名稱。當然這個名稱並非稻田氏所創的，那麼為何之前

的人不稱「歌仔」呢?以下我們從台灣歌謠史來分析這個問題。

4. 台灣傳統俗曲和創作歌謠

1932年台灣歌謠史上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時任無聲電影「辨士」

的詹天馬，為了替新上映的電影宣傳，便聯合王雲峰譜出了被認為是台灣第

一首創作歌謠的「桃花泣血記J7 0 新歌詞加上新曲調，給當時的台灣歌謠

界灌注了新血，再配合唱片業的發達，從此無數的台語創作歌謠就相繼問世

了。
1932年之前，台灣真的沒有所謂的創作歌謠嗎?在這之前台灣人都唱

些什麼歌呢?讓我們看看平澤丁東在1934年所留下的這段記錄

台灣語的流行歌、本園的其白如〈歌詞l乙、調子lζ、節 l乙、新又新、

奇又奇自主守志 L ~)程 i己移。至~:b勻 τ行〈彼般白色的 l立無U樣才志志。

然、 L、從未θ{云說的物語是歌詞 l己作。君主J\允色的主力、或 l立社金的愛

遷、世相ω推移lζ連仇τ這間白面白U 色的中愛才3 弓允色的是題材主 L

τ作 i; 才Lτ 毛色 θl立志之5 。然、 L歌中調子中節屯占 i己 l立、別 i之交才3 弓允

色 ωl立無〈、{云統的站在末的型"""f歌弓τ居于3τ、道古鑑製怯這位色適

用本才Lτb 毛樣τ、<Ì>志。

從此可知，台灣舊有的民間歌謠一直都是以傳統的曲調、旋律配上新歌

詞。亦即， 1932年之前在台灣總的來說只有一種民間俗曲存在，就是平澤

氏所稱的「閑仔歌J; 片岡巖所稱的「雜念」等。

在創作歌謠誕生之前，所有的台灣俗曲因彼此之間的形態特徵不明顯，

故無須加以分類，也難以分類，而台灣民間就以一般名詞的「歌仔」泛指所

有的台灣俗曲。例如，曾費;[二、整理台灣歌謠的東方孝義直至 1935年也還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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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了這個棘手的問題

色主已t tJ此等白中 lζl立民話之見之S<< 音色 ω叉車站~流行歌之見做才

叫主色白色志志--c志石步加、專門家lζ 志 ~ð、毛筆者ω分類志。色設者

諸彥 l己 ζ 紅在委組允方力法日弓 τJ已心亡，腎、斗的才、茲 iζl立其ω分類l立遠

慮寸忍己主主才志。

爾後，台灣歌謠的研究有了較長足的進步，而且因創作歌謠蔚為風氣，

而有必要確實和傳統俗曲區別之後，才由稻田尹發表前途文章，將台灣歌謠

分門別類。

總之，在1932年創作歌謠發生之前， f歌仔」一詞都還只是一般名詞，

直到創作歌謠風潮席捲台灣之後， r歌仔j 一詞才逐漸升格為專有名詞。

5. 結論

由於初期的「歌仔戲」的演出形態是以歌曲連綴而成的純歌劇，因此

「歌仔戲」名稱的語源就有兩個可能:一是一般名詞的「歌仔J+f戲J ;一是

專有名詞的「歌仔J+f戲J。

再從文獻上我們知道，至遲在1927年初「歌仔戲」的名稱就已固定，

但是在30年代的文獻中，還未見「歌仔」這一詞彙被賦予特殊意義，專指

台灣俗曲中的長篇七字(或五字)唱唸歌話，所以，當時「歌仔戲」的「歌

仔」應該還只是一個普通名詞。亦即， f歌仔戲」的語源是源自其演出形態，

表示「純歌劇」之意。

無可諱言的，從一開始歌仔戲實質上就是借用了閩南、台灣民間的俗曲

曲謂、音樂和唱詞內容等，再加上角色分配、演員動作、改敘述體為代言體

等戲劇要素而形成的。但是1932年之前創作歌謠尚未出現，台灣民間只有

傳統俗曲存在，所以歌仔戲在臨釀發展之初，別無選擇餘地只能借用這類傳

統俗曲，故其所用的音樂才皆是所謂「歌仔J 的曲調。但在「歌仔戲」名稱

固定前，雖早有「歌仔j 的存在，卻未有人賦予這類俗曲「歌仔J 的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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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歌仔戲」之稱並非有意識的源自「七字歌仔的戲劇J，只是湊巧一般

名詞的「歌仔」和專有名詞的「歌仔」同形異義，令人混淆罷了。

【註釋】

1.該文“劇白種類"中的分額之一。著者的說明是:以少人數演出，主要多是艷情

之額(譯文)。

2. <歌仔戲怎樣要禁?)，載《台灣民報》第139號。

3. 王順隆1997 <台灣歌仔戲的形成年代及創始者的問題) 0 

4. 日據時期任職台北帝國大學助手，專門從事台灣歌謠的研究。戰後歸國，於鹿兒

島大學任教職，聽說約在20年前因病退職。從日本文部省發行《研究者﹒研究

課題給覽》的記錄來看，稻田氏返日後，似乎未再繼續研究台灣歌謠。

5. (台灣時報) 1941年 1 月號， P.8~。

6. (台灣時報) 1935年 4 月號起連載。

7. 參照陳君玉1955 <日據時期台語流行歌概略〉、莊永明 <r桃花泣血記J 札記〉。

8. <台灣語之流行歌)，原載〈台灣時報〉昭和10年 4 月號。

9. 同註釋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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