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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懷戲院的舊，憶往日的情。

羅世維從事文化行政工作多年，秉持著對家鄉文史的熱愛，常在相關

期刊投稿，創作面向廣泛，對傳統戲曲、民俗宗教、古道巷弄、在地產業、

家族歷史、傳奇人物等均有著墨。退休後，長年持續在新竹縣各鄉鎮市進

行老戲院調查。

《新竹縣老戲院面面觀》一書，係作者歷經十年田野調查及文獻蒐集

的成果，以鄉鎮市地方老戲院為探討對象，用心保存了縣民的集體記憶，

資料本身具有一定文史價值，十分珍貴。這本書由兩個部分組成，以第一

部分〈老戲院面面觀〉為主要內容，第二部分〈老戲院系列〉為各戲院興

衰史；惟第一部分係由第二部分所發展出來，因此將第二部分以附錄形式

供讀者對照檢索，這樣的編排正是本書不同於類似主題而具開創性之處。

本書第一部分〈老戲院面面觀〉，是國內第一本以不同面向觀察戲院

人事物的篇章，兼顧嚴謹性與可讀性，有別於坊間常見到書寫戲院歷史的

書籍或研究，而是將戲院與接觸對象間所擁有的互動經驗，以許多主題性

的篇章架構，包括政策篇（戲院與政府的政策法令）、各別篇（戲院自身

的事）、共通篇（各戲院共同相關的事）、夥伴篇（戲院與事業夥伴的事）、

人物篇（與老戲院不同關係的人）、活化篇（老戲院的沒落與活化再利

用），強調的重點在於對戲院相關人事物作多方面的觀察及分析，以喚起

在地民眾對老戲院的情感認同。

本書第二部分〈老戲院系列〉集結了新竹縣 51 處的映演空間，詳實

記錄了每一場所從設置、發展、變遷、歇業、閒置或再利用的歷史沿革。

新竹縣的老戲院，不同於都市的新式電影院，具有特殊歷史與在地的人文

價值，它隨著戲曲與電影文化的更迭，鏈結著居民的情感與生活，見證了

地方的發展與變遷。閱讀本篇，可以跟著先民開墾竹塹的腳步，走讀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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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各地區老戲院。首站就從竹北出發，然後順著鳳山溪到新埔、關西，繞

經新豐、湖口，再由頭前溪上溯到竹東、橫山及大隘，您會驚喜發現不同

戲院間的多樣面貌！

「懷戲院的舊，憶往日的情。」就戲院作為一個映演空間，需要接觸

的對象很多，有公部門、片商、劇團、演員及觀眾等。因此，《新竹縣老

戲院面面觀》可以說就是一篇篇描述戲院營運與共生對象及觀眾互動往來

的真實記錄，這些曾經發生的映演文化，同時也是戲院與鄉親情感連結不

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本書不但為「新竹縣老戲院」留下紀錄，也為曾經從事戲曲、電影、

戲院相關行業的佼佼者或具特殊事蹟者，包括負責人、經營者、辯士、排

片人、放映師、演員等關鍵人物，對於他們曾經為新竹縣映演文化的用心

投入，留下一份珍貴的資料。

《新竹縣老戲院面面觀》是一本紮實的調查成果，全書文圖並茂，蒐

集珍貴的老照片，行文流暢淺顯易讀，是一本值得推薦的好書。

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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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竹 地 區

客 家 還 老 愿 儀 式

代理父母還愿的這一習俗，隱涵著深層的文化心靈。在作者碩士論文原稿

中，有較大篇幅關於「通過儀式」的討論；惟以新竹文獻研究叢書之屬性，

作者割捨了這部份的討論，有意深究者可另行自國家圖書館取閱。儘管如

此，作者仍對於儀式細節方面的意義著墨不少。例如關於「燈座」的討論

即十分詳盡，除臚列各儀式專家對燈座的製作與意義解釋外，又徵引《安

平縣雜記》：「十五日，上元佳節，天官大帝誕，人家及各廟宇均如慶祝

玉皇儀式，演大小戲，延道士以誦經，紙糊三官帝闕三座…。」，從而確

認燈座所象徵的三官大帝宮闕之意。

賜龍兄《新竹地區還老愿儀式之研究》完成碩士論文至今（2019）倏

忽已十年，本著作是學院派的訓練與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典型交會，而這也

正是新竹文獻研究叢書出版之始終如一之軌跡。期盼縣內各世代的知識份

子，持續本傳統而更光大之，是為序。

主編    謹致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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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院的存在不僅是社會進步的表徵，也是民眾認識世界的窗口。戲院

帶動周邊商機，為臺灣早年經濟注入活水；當年戲院更是熱戀中情侶約會

的最好去處，亦是讓許多人勾起回憶的地方。

小時候住在新湖口的民族街，老屋的面寬是五連間，深落（深長）的

屋子後院正好與位在民權街的湖口第一戲院背對背相接壤。在戲院左後方

有一片小窗，位置是供戲班準備三餐伙食的灶下，外背就係我屋下介寬廣

菜園。因此，常會聽到戲院傳來戲曲演出的樂聲，鮮明的節奏，總牽動著

我的好奇心！記得，有一次，臨暗仔家母要我到菜園拔蔥，我蹬腳探頭就

往窗內窺伺，雖天色微暗，在點了燈的窗前，見到尚未卸妝的女旦在炒菜，

正好兩眼對視，我驚恐的帶著蔥三步併兩步逃離現場。現在回想起來，當

時唐突的行為，似乎逾矩了。

小學三年級時，我常「跈阿公去看戲」，有時演員唱的不是四縣腔客

家話，而是很像國語的正音，後來才知道，採茶大戲有時會徵調武打底子

扎實的京劇演員來搭班演出，以吸引更多的觀眾駐足。

這些與湖口第一戲院的際遇，多年後經長輩轉述，始知祖父退休後曾

參與第一戲院的經營，我才有機會當跟班，免費看表演。當年，由陳寶珠、

蕭芳芳演出的《火燒紅蓮寺》，陳寶珠、薛家燕演出的《六指琴魔》，曹

達華、于素秋主演的《如來神掌》等粵語武俠片，讓我印象深刻！

筆者任職新竹市文化局期間，因工作關係，又再次與劇場相遇，讓我

有機會涉獵表演藝術，並受到葉龍彥教授電影及戲院相關著作的啟發，開

始了「新竹縣老戲院系列」資料的蒐集及整理。

本書主要以新竹縣自日治時期（1895~1945）至民國一○二年前後，

十三鄉鎮市曾經存在的 46 家戲院為調查對象，也將其他可考證 5 處映演

空間納入，總計新竹縣歷來曾存在有 51 處映演場所。

《新竹縣老戲院面面觀》集結了受訪者的寶貴經驗及重要線索，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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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做的只是文獻及訪查資料的整理，若沒有諸多熱心的地方耆老及戲院

負責人（家屬）、股東、員工、觀眾等無私提供資訊及授權使用影像，本

書不可能完成。

本書附錄〈新竹縣老戲院系列〉，曾在《新竹文獻》期刊持續登載，

前後歷經十年，對個人而言，是人生的一大挑戰，但是收獲也特別多。書

寫過程幸有

張德南老師的不斷從旁鼓勵，始有積累的篇章陸續出現。

 戲院，是一種表演藝術的場域，有著各種不同的樣貌。過去學者的相

關研究多以都會區顯眼的老戲院為研究對象，本書則是以鄉鎮市地方老戲

院為探討標的，兩者雖有其共通性，但因內外環境不同，在營運管理及民

眾對老戲院的情感亦有其差異性。

本書主軸〈老戲院面面觀〉係來自各別戲院訪查中，將戲院與接觸對

象間發生的事及所擁有的互動經驗具體呈現，著重在對戲院相關人事物作

多方面的觀察及分析，希望藉由這些曾經發生的映演文化，勾起大家的回

憶，讓戲院所在居民穿越時空回到過去，重新認識自己生活空間的歷史。

這本書能夠順利完成，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了！首先要感謝羅烈師教

授的審查及建議，陳玉蟾主任在內容上的諸多斧正，使本書更臻完善；文

化局史料文獻科的行政支援，王臺新小姐的校稿，還有家人的陪同訪查與

記錄。

最後，還要感謝楊文科縣長、李安妤局長、葉龍彥教授、羅烈師教授

的撰文題序，使本書倍增光彩。

作者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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