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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辦理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後藝文振興方案 

補助作業須知 

【計畫類別：傳統表演藝術振興活動】 

【計畫類別：傳統工藝與保存技術推廣活動】 

 

 

計畫名稱：大高雄傳統藝術振興計畫 

【修正計畫】 

 
 

計畫期程：110年 5 月 1 日 至 110 年 11 月 30日 

 

 

 

申請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中 華 民 國  110年  04  月  29  日 

(本申請書得影印使用，請先備份) 

(所有申請表格及附件資料均以 A4規格繳交) 

(申請者可視需要自行增加附件說明) 

 



綜合資料表(直轄市、縣市政府適用) 

計畫名稱 大高雄傳統藝術振興計畫 

申請機關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機關代表人 

職稱姓名 
局長王文翠 

統一編號 76211413 

計畫聯絡人 

職稱姓名 
邱琦斌 電話 07-2225136#8628 

電子郵件 chiping@mail.khcc.gov.tw 

聯絡地址 802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 67 號 

申請類別 
(單選，請勾選) 

 

*請務必填寫 

■傳統表演藝術振興活動 

■傳統工藝與保存技術推廣活動 

藝術振興發展 

流行音樂振興發展 

計畫內容摘要 

(300字以內) 

高雄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從百年樂音「南管」、帶有神秘色彩

的「傀儡戲」及「八家將」、家家戶戶總動員的「羅漢門陣頭」

到全台僅存的「皮影戲」，豐富的傳統藝術，讓高度的現代化都

市，得以擁有獨特城市靈魂。 

本計畫將以「巡演」及「教育推廣」為兩大核心工作項目，透

過體驗、研習、展示等辦理傳統表演藝術振興及傳統工藝與保

存技術推廣活動。希冀透過本計畫可以達到實踐「藝文扎根」，

由機關、團隊及市民共同創造傳統藝術平台，擴大「文化參與」，

藉以延續傳統藝術頂真精神。 

計畫實施日期 110 年 5 月至 110 年 11 月 

計畫總經費(元) 1,883,000 元  自籌經費(元) 283,000 元(15%) 

請本部補助金額(元) 1,600,000 元 (85%) 
申請其他機關

補助金額(元) 
 

最近二年或現在執行相關計畫 

計畫名稱 補助單位 補助金額 

   

   

申請單位圖記（大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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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高雄傳統藝術振興計畫 

壹、 計畫目的(應包含動機、目標，並符合本補助須知之核心精神) 

一、 計畫動機 

    2020 年，全球深受嚴重特殊傳統性肺炎之影響，國內藝文活動及產業受

到大規模的衝擊，舉凡例行性的演出以及扎根類型的推廣教育活動，無不受

到影響。面對現代社會變遷，多媒體的蓬勃發展，致使傳統藝術處於相對弱

勢，在疫情的襲捲之下，讓橫向推廣和向下扎根的工作更顯嚴峻。 

    高雄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從傳唱百年樂音「南管藝師-陳嬿朱」、帶有神

秘色彩的「錦飛鳳傀儡戲」及「鼓山地嶽殿八家將」、家家戶戶總動員的「羅

漢門迎佛祖民俗陣頭」到全台僅存的「皮影戲」(永興樂、東華及高雄皮影戲

團)，還有以抹刀豐富的傳統藝術，讓高度的現代化都市，得以擁有獨特城市

靈魂。 

    為減輕疫情對傳統藝術的衝擊，本計畫將以「巡演」及「教育推廣」為兩

大核心工作項目，透過體驗、研習、展示等辦理傳統表演藝術振興及傳統工

藝與保存技術推廣活動。希冀透過本計畫可以達到實踐「藝文扎根」，由機關、

團隊及市民共同創造傳統藝術平台，擴大「文化參與」，藉以延續傳統藝術頂

真精神。 

 

二、 計畫目標 

(一) 提供傳統藝術展演舞台，降低疫情衝擊 

    本計畫將透過高雄偏鄉巡演，希冀讓台灣較為少見的傳統表演藝

術「皮影戲」、「傀儡戲」一起總動員，藉以活絡傳統藝術在疫情衝擊

下的演出量能，讓藝文資源較缺乏的偏鄉社區，有機會一睹傳統藝術

之美。 

(二) 創造傳統藝術交流平台，擴大文化參與 

    以本市獨有之傳統皮影戲團為主角，進行中、南部巡演，以維繫

相關藝文館所之交流，建立文化資產共享機制，打造偶戲文化推廣之

策略聯盟，拓展觀眾群及文化參與的機會。 

(三) 建構傳統藝術推廣基地，實踐藝術扎根 

    為傳承傳統藝術之精神，催化高雄市傳統藝術的發展，辦理「南

管」、「土水修造」、「羅漢門陣頭」、「皮影戲」、「傀儡戲」等基礎人文

推廣教育活動，透過藝師的專業演繹，以身觀身，充實市民傳統藝術

內涵，並藉以吸納傳統藝術新活水，建立藝文永續傳承的厚實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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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內容 

    本計畫針對高雄市登錄之傳統表演藝術藝術及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保存者

規劃辦理傳統表演藝術展演及教育推廣活動兩大工項，分述如下： 

一、表演藝術巡迴展演 

    規劃全台碩果僅存的本市 3大皮影劇團(永興樂、東華及高雄皮影戲團)，

傀儡戲跨縣市及本市偏鄉巡迴演出（專業劇團）、扶植校園劇團（教學傳承）

與展演（行銷推廣），建立表演藝術之無形文化資產育成基地，拓展在地專業

劇團展演平台，紓困劇團疫情收入窘境及觀眾斷層困境。 

二、無形文化資產及保存技術推廣教育活動 

    為傳承本市無形文化資產及保存技術，邀請已登錄的民俗－羅漢門迎佛

祖、鼓山地嶽殿八家將；傳統表演藝術－錦飛鳳傀儡戲劇團、南管陳嬿朱老

師；土水修造蘇清良司傅等規劃一系列推廣教育活動，希望無形文化資產及

保存技術得以向外推廣、向下扎根，以達文化永續發展。 

一、 實施方法(含執行策略、步驟、計畫實施/演出地點或範圍) 

(一) 表演藝術巡廻展演 

1. 皮影戲巡演計畫—跨縣市館際合作巡演 

    因皮影戲團原位於本市，外縣市民眾接觸、欣賞皮影戲記憶機

會相對減少，為將本市傳統皮影藝術行銷至國內各地，拓展傳統皮

影戲演出舞台，安排傳統皮影劇團於中、南部相關藝文場地共演出

經典劇目 2 場次，使外縣市民眾免於舟車勞頓即可以親享精采皮影

戲演出，喚起民眾對傳統戲劇之好奇，引起共鳴，增加欣賞人口，

並達到藝文活動資源共享機制建立。 

(二) 無形文化資產教育推廣活動 

1. 延續高雄皮影戲推廣教育系統 

    皮影戲團與皮影戲館為生命共同體，為鼓舞在地戲團推展藝術 

的士氣，規劃戲團進駐皮戲館共同行銷，規劃 5-8 月每週 2 天，一

天 3 小時，以示範演出，展示，導覽及工作坊知性系列，民眾至館

不僅可以觀賞精湛皮影戲演出技巧示範，更可以與藝師面對面深度

了解皮影戲精隨與精神，塑造藝師專業形象，強化皮影戲館豐富而

多元的展演辦理方式。 

2. 傀儡戲校園推廣教育活動 

    預計深入巡迴高雄地區 5 所學校進行 5 場演出，內容將以「小

戲演出」、「示範教學」、「操偶體驗」為三大主題，除了校內的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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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也希望能邀請當地社區民眾共同參與活動。尤其針對偏遠鄉

鎮地區學校，在推動傳統藝術教育的資源普遍不足的情況下，有機

會豐富偏遠鄉鎮學校表演藝術教育內容。 

    藉由融入詼諧逗趣，及故事性的傀儡戲劇，詳細解說傀儡文化

並示範演出，透過「認識」、「欣賞」、「體驗」的過程，豎立學生懸絲

傀儡印象，將錦飛鳳的懸絲傀儡戲劇幽默卻不失精緻的特色呈現在

學生面前，提高學生對「傀儡文化」的學習興趣，以建立莘莘學子

「共同傳承傳統藝術」使命感，進而投入傀儡戲劇的創作與傳承。 

3. 陳嬿朱南管傳習推廣活動 

    自 106 年開始推廣南管音樂傳習計畫，迄今己進入第 5 年，學

員人數成長至 25 人左右，學員具持續學習的高度意願，近 2 年更吸

引年輕學員加入，讓優雅千年古樂得以在高屏地區普及。南管傳習

推廣目標期能透過師徒制系統，建構友善的學習環境，讓初階及進

階學員得以持續交流，以延續傳承向下扎根。。本次推廣活動希望

成就初階成員簡易曲目之唱奏基礎，並同時提升進階學員唱曲及合

奏之技能。本次南管傳習將媒合「高雄市苓洲國民小學為推廣基地」，

內容除了「推廣課程」，還包含「館閣交流」及「成果展演」。 

初步課程內容規劃 19 堂課、1 場成果發表、1 場館閣交流： 

月份 日期 
課程內容 

新曲教唱 新、舊曲複習 

5 月 22、29 

南管音樂概述： 

源流、樂器、唱奏風格概述、
新曲唱唸 

唱曲複習 

〈念月英〉、〈山不在高〉、〈望明月〉、
〈趁春光〉、〈三更鼓〉 

6 月 
5、12、
19、26 

南管音樂概述： 

樂器、唱奏風格概述、認識工
尺譜、曲譜唱唸，樂器團練指、
曲譜，唱曲的發音及收音 

新曲唱唸 

〈秀才先行〉、〈暗想暗猜〉、〈感謝公
主〉、〈心頭悶憔憔〉 

唱曲複習 

〈荼薇架〉、〈共君斷約〉、〈夫為功名〉 

7 月 

3、10、
17、
24、31 

南管「譜」唱唸 

〈梅花操〉第一～六段 

複習指套 

〈出庭前〉、〈魚沈雁渺〉、〈風打梨〉、
〈風簫聲斷〉、〈霏霏濕濕〉 

8 月 
7、14、
21、28 

南管「譜」唱唸 

〈起手引〉全套、〈八展舞〉 

南管「譜」複習 

〈梅花操〉 

新曲唱唸 

〈到今〉、〈冬天寒〉 

唱曲複習 

〈秀才先行〉、〈暗想暗猜〉、〈感謝公
主〉、〈心頭悶憔憔〉 整絃交流 

9 月 
4、11、
18、25 

學習南管指套、譜 

〈出庭前〉、〈風簫聲斷〉、〈魚
沈燕渺〉、〈聴見機房〉、〈風打
梨〉、〈梅花操〉、〈起手引〉 

複習指、曲、譜 

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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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八家將文化體驗 

(1) 保存紀錄—文物整飭與修復 

    本廟保存大批古老家將文物，包括手工刺繡家將服、手做紙

帽與法器等等，不但是佐證本廟八家將為高雄首團的重要文物，

早期手製文物也體現在無形文化資產層面的豐碩多元的內涵；

然而諸多文物長年未於乾燥環境保存，而有破損與毀壞。本廟期

望透過此次計畫將家將文物整飭與修復，保留下無形文化資產

中珍貴的文物物件。 

(2) 教育推廣活動 

    家將文化因條件規定繁多，一般民眾不易接觸，充滿神秘的

色彩，本次將辦理 3 場次推廣體驗(含開臉及陣法體驗)，透過資

深家將故事分享、在模擬家將開臉場域中體驗面師畫臉及陣法

步伐套路，以輕鬆互動方式讓小朋友了解在地家將文化精神與

傳統家將館對品德教育的堅持，能正確且正面的視角欣賞傳統

文化藝術。 

    希望透過本活動，民眾能更認識過去常民生活的樣貌、其衍

生出的家將文化，培養在地認同感。透過本活動的體驗與創作，

讓小朋友了解家將文化意涵與藝術之美。共同激發創意、加強對

家將臉譜的認識，願意欣賞家將於廟會時的演繹。 

A. 臉譜體驗工作坊(共 2 場) 

⚫ 所需人員：講師 2 位、畫師 2 位 

⚫ 活動流程： 

➢ 說故事(20-30 分鐘) 

（1）家將文化介紹(護佑/感動故事) 

（2）家將臉譜元素/法器其功能舉例 

➢ 畫空白面具(50-60 分鐘) 

（1）講師從旁指導(技法/元素) 

（2）開放體驗畫師畫半臉體驗 

B. 陣法體驗工作坊 (共 1 場) 

⚫ 所需人員：家將教練 4 位 

⚫ 活動流程： 

➢ 說故事(20-30 分鐘) 

（1）家將文化介紹(護佑/感動故事) 

（2）1-2 家將法器其功能舉例 

➢ 陣法體驗(50-60 分鐘) 

（1）基本步伐指導 

（2）搭配家將鼓分組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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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羅漢門迎佛祖陣頭傳習推廣 

    因「羅漢門迎佛祖」的因素，有「藝陣之鄉」稱號的內門陣頭數

量曾達 60 陣，武陣包括有宋江陣、宋江獅陣、醒獅陣、龍陣等；文

陣包括有跳鼓陣、牛犁陣、過渡仔陣、七里響陣、太平歌陣、南管、

北管、大旗陣、清心社、青鑼鼓陣等，再加上全國數量密度最高的

宋江陣，也擁有「宋江窟」、「宋江岫」的稱號。自春節前後各文、武

陣頭開始建舘(開舘)並籍由每日或每週六、日加以練習地方傳統民

俗技藝，於農曆 2 月份期間為期四天遶境活動，跟隨佛祖遶境神轎

出巡護駕；雖然如此，卻因工商業社會變遷快速、就學就業集中都

市化、人口外流及少子化等因素影響，內門文武陣頭傳承出現嚴重

的危機，不僅是陣頭數量逐年減少，參與陣頭人數亦明顯下滑，是

現今各文武陣頭所面臨傳承的最大挑戰。雖然是先民智慧的結晶及

珍貴的文化資產，傳承與保存亟需有關單位重視。本計畫將補助羅

漢門文武陣頭，以扶植這些傳統陣頭的永續。傳習課程及陣頭如下

說明： 

(1) 傳習推廣陣頭：武陣－茅埔宋江陣、石坑仙景宋江陣 

文陣－望寮七里響陣、烏山坑牛犁陣。 

(2) 武陣 2 團每週 6 小時，練習 8 週，共 8 名教練； 

文陣 2 團每週 4 小時，練習 8 週；共 4 名教練。 

 

6. 土水修造技術傳習計畫 

    辦理蘇清良司阜土水修造技術實作傳習課程，蘇司阜生於 1935

年，執業已超過 70 載。精通，閩、日、西洋式土水修造技術，藉由

傳習課程傳承良司相關工具製作、工序、工法之保存技術，並透過

影像及文字詳實紀錄，有助於保存及傳承土水修造技術。 

(1) 傳習空間簡介 

   本次傳習將以高雄市定古蹟崇聖祠為基地，崇聖祠後方為本

市指定古物「崇聖祠碑林」(共 6 組 10 件)，因防護措施(遮雨棚)

年久失修導致屋瓦及避體因環境潮濕膨鼓，將進行整修工程改

善，進而搭配土水造傳習課程進行教學及施作。 

 

(2) 實作傳習課程 

    考量實作空間有限以及年邁的蘇司阜可負荷之工作量，傳

習對象預計招收計 6 位學員（具備傳統土水作經驗者）。同時，

為充分利用場域空間特色，將透過以該建物原有構造進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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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蘇司阜實作教學，再由學員們接續各項實作，期待學員們的學

習程課在實際場域氛圍的能加深印象。 

A. 課程擬定：本次主要傳習項目包含「舖瓦」、「抹壁」，以週六

或週日為傳習日，每日 7 小時為原則，預計傳習 10 堂課。 

B. 整備課程材料及工具：備妥前述相關材料及工具。 

C. 公告招生作業：主要透過文化資產相關網站、臉書粉絲專業

發佈傳習課程 EDM，公告報名方法及相關注意事項。 

D. 傳習紀錄：藉由每次傳習課程進行文字及影像紀錄，完整土

水修造技術之保存工具、工序、工法，以利後續相關推廣、

教育及宣傳活動使用。 

 

參、 執行期程及進度規劃 

    本計畫期程為 110 年 5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止，為各執行內容

期程與進度，如下表所示： 

執行內容 
109 年 110 年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計畫撰寫                      

演出場地接洽與課程規劃                      

計畫核定及修正計畫書                      

皮影戲巡演計畫                      

延續高雄皮影戲推廣教育系統                      

傀儡戲校園推廣教育活動                      

陳嬿朱南管傳習推廣活動                      

八家將文化體驗                      

羅漢門迎佛祖陣頭傳習推廣                      

土水修造技術傳習計畫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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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限制條件：計畫執行可能遭遇之問題及解決策略 

一、 核定經費縮減 

本年度計畫需執行本市登錄之文化資產，計有六項保存者，其中皮影戲、

傀儡戲之巡迴演出，所需之交通費、演出費、器材搬運費等，以及本年

度執行蘇清良司阜土水修造技術傳習課程之材料費，其所需費用高，使

核定計畫經費不足。為使計畫各工項內容順利進行，與保存團體討論本

年度先行執行較急迫性之內容，並將原計畫欲執行之工項，視隔年計畫

經費辦理之，或申請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C 類補助案。 

二、 計畫執行期程緊迫 

因振興計畫須於 110 年 6 月底前結案，惟執行時間緊迫且需與保存團體

協商執行工項、場地租借等因素影響，為使計畫執行更順暢及豐碩成果，

將申請計畫展延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後續將針對各分項工作進度嚴加

控管，並加強民間團體對振興計畫之補助內容，及協助場地租借事宜，

以縮短雙方溝通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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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經費分配及人力配置 

一、 經費分配(如同一案件，分別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者，應列明全部
經費內容、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 

計畫內容 經費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總價 計算方式及說明 

表演藝

術巡廻

展演 

皮影戲

巡演計

畫 

跨縣市演出

費 
35,000 場 2 70,000 

含演出酬勞費、戲臺、器材

搬運費、交通費、保險費、誤

餐費及場地租借或清潔費等 

藝師講古導

覽講師費 
1,200 天 36 43,200 

搭配展館皮影戲文物展示由

藝師示範演出、製偶及導覽 

(110 年 6 月開始至 9 月每週

2 天，每天 3 小時，採預約

導覽制) 

材料費 41,800 式 1 41,800 

皮影戲導覽示範皮偶製作材

料及紙影戲教學材料包及文

宣設計印刷、郵資等項目等 

小計 155,000  

合計 155,000  

無形文

化資產

教育推

廣活動 

傀儡戲

校園推

廣教育

活動 

演出費 40,000 場 5 200,000 40,000×5 場 

小計 200,000  

陳嬿朱

南管傳

習推廣

活動 

講師費 1,000  時 133 133,000 

本期課程 19 堂課，每堂 7 小

時，共計 133 小時。(上午 9

時至 12 時；下午 1 時至 5 時) 

助理講師費 500  時 399 199,500 

助理講師 3 人。本期課程 19

堂課，每堂 7 小時，共計 399

小時。 

課程樂器租

借費 
2,000  月 5 10,000 

本期課程共 5 個月，租用樂

器含琵琶、二絃、三絃、洞

簫、品仔、小樂器等。 

服裝租借費 400  套 20 8,000 成果發表會1場，學員 20人。 

場地布置費 8,000  式 1 8,000 成果發表會場地布置費。 

館閣交流費 10,000  式 1 10,000 
館閣交流 1 場次，含交通費、

保險費、誤餐及樂器租借等。 

小計 36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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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 經費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總價 計算方式及說明 

八家將

文化體

驗 

文物整飭費 20,000 式 1 20,000 
家將服飾、帽冠、法器等修

整清潔。 

演繹人員 2,000 人 14 28,000 
2,000 元*14 人(家將人員，含

鑼鼓手)示範。 

講師鐘點費 1,000 人 16 16,000 

教育推廣活動(臉譜)講師費

1,000 元*2 場*4 人 (含畫

師)=8,000 

教育推廣活動(陣法)講師費

1,000 元*1 場*4 人=8,000 

材料費 250 人 40 10,000 

推廣體驗每場 20 人，空白面

具、顏料、特殊卸妝油、畫妝

棉、畫筆等。 

場地設備費 15,000 場 2 30,000 場地、音響設備費。 

小計 104,000  

羅漢門

迎佛祖

陣頭傳

習推廣 

師資傳承費 1,000 時 512 512,000 

武陣 2 團每週 6 小時，練習

8 週；共 8 名教練。 

文陣 2 團每週 4 小時，練習

8 週；共 4 名教練。 

小計 512,000  

土水修

造技術

傳習計

畫 

傳習藝師 1,000 堂 70 70,000 蘇清良(1000 元*7 時*10 堂) 

蘇建銘(500 元*7 時*10 堂) 

傳習課程所需材料費 

【鐘點費及材料費以勞務採

購辦理】 

傳習助教 500 堂 70 35,000 

材料費 310,000 式 1 310,000 

攝錄影音費 90,000 式 1 90,000 紀錄片拍攝及剪輯。 

小計 505,000  

活動行

銷推廣 

行銷推廣業

務費 
38,500  式 1 38,500 

本計畫行銷推廣支出，如場

地費(含保證金)、桌椅租借、

印刷費、文具等 

小計 38,500  

 合計 1,728,000  

  總計 1,883,000 以上經費互為勻支 

申請文化部補助經費：1,600,000 元（85%） 

縣市政府配合款：283,000 元(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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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人力編制與運用 

    本計畫採「自辦」方式辦理，由本市相關業務單位依活動性質進行規劃

與執行，針對各執行工項進行活動宣傳及報名招生、活動紀錄等，並視實際

狀況訪查各項執行情形，以確實掌握執行情況，減少不必要之因素而影響進

度之情形。本計畫「蘇清良土水修造技術傳習計畫」課程所需之傳習鐘點費

與材料費，規劃以勞務採購辦理。 

柒、 預期效益 

    本「巡演」及「教育推廣」活動，以實務操作方式運作為本計畫效益最

具體呈現的特點，其預期效益如下： 

一、 具體而完整呈現本市傳統藝術的歷史人文與形式內容特色。 

二、 宣揚固有傳統藝術技藝之有形、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維護的意義。 

三、 全民參與傳統藝術傳承活動以活絡本市傳統藝術的時代生命力。 

四、 普及學生參與藝文活動，增加學生藝術鑑賞能力，激發其想像力、創造

力，提升國中小學生藝術涵養，豐富其精神生活。 

五、 藉由媒合平台之交流與執行，建立本市藝術教育推行之特色。 

六、 建立社區資源共享平台，營造社區的藝文欣賞與創作氛圍。 

捌、 審查意見回覆 

建議事項 修改執行狀況 

皮影及傀儡巡演學校對象宜與戲曲復

萌計畫錯開，注意資源分配平均狀況。 

權衡全案經費額度，皮影戲以中、南部

地區之跨縣市館際合作巡演為主；另依

委員意見轉知保存團體注意資源分配

狀況。 

傀儡戲之祭儀選擇廟宇對象建議考量

北、中、南地點。 

權衡全案經費額度，刪除原定廟宇展演

計畫，傀儡戲以校園推廣教育活動巡迴

演出為主，深入高雄之偏遠鄉鎮地區學

校，其內容有「小戲演出」、「示範教學」、

「操偶體驗」。 

可納入平埔宋江陣、茄定、內門文資團

體，即便時間緊縮亦可列案接觸。 

權衡全案經費額度，陣頭傳習以內門 4

個陣頭為傳習對象，詳計畫書第 5 頁。 

講師費每小時上限為新臺幣 1,000 元、

助教鐘點費每小時 500 元為原則編列。 

已於本計畫經費表修正。 

住宿費每房為新臺幣 2,000元以下/晚。 已於本計畫經費表修正。 



1 
 

玖、 其他事項 

壹拾、 附件 

一、 與本計畫有關之補充資料，如立案證明影本、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計畫
書綜合資料表所列之負責人、聯絡人)等。 

二、 申請「傳統表演藝術振興活動」及「傳統工藝與保存技術推廣活動」者，
應檢附經《文化資產保存法》登錄認定之證書、或結業藝生證書、傳統匠
師資格審查通過相關文件(皆為影本)及委託書(倘委託辦理者)。 

（一） 皮影戲-東華皮影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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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皮影戲-永興樂皮影戲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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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皮影戲-高雄皮影戲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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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傀儡戲-錦飛鳳傀儡戲劇團（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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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傀儡戲-錦飛鳳傀儡戲劇團（傳統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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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南管-陳嬿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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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八家將-鼓山地嶽殿吉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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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羅漢門迎佛祖-內門紫竹寺、內門南海紫竹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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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土水修造技術-蘇清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