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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霹靂布袋戲是近年來廣受討論的話題，劇中角色深受戲迷崇 拜與模仿（吳明德，2004），研究顯示（張酒雄，1993）個人

的認 同對象會影響其自我概念的形成，因此偶像認同與自我概念間存 在著某種關連性。本研究採用量化調查，探討參與

布袋戲社團的 大學生，其自我概念與偶像認同之差異與相關情形。研究對象為 24 所大學社團的學生，有效問卷為270 份

。問卷內容共包含基本 資料、自我概念與偶像認同三部分。此外，在偶像認同部份更增 添角色類型與喜愛原因兩問項，

以更進一步瞭解應答者對布袋戲 角色的認同。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基本資料的應答者在自我概念 與偶像認同上有顯著差

異，重要發現分述如下： 角色類型：共分成六種類型，分別為極端型、陰謀型、謀略 型、高手型、內涵型及其他型。研

究發現喜愛具有鮮明外在特質 角色的應答者，認為自己擁有較好的體能，但卻缺乏自信。而喜 愛具備內在特質角色的應

答者，有良好的自我評價，但認為自己 的體能較差。 喜愛原因：以主觀因素分析法分為外型、武功、個性、行為、 頭腦

、友情、愛情及其他等八種原因。研究發現屬於安靜且自我 評價較低的應答者，會將布袋戲角色的外觀造型與內涵表現視

為 欣賞因素。而屬於好動且自我評價較高的應答者，會較喜愛布袋 戲角色的行事作風表現。最後，屬於安靜但自我評價

較高的應答 者，往往會受布袋戲劇中與愛情相關的戲份所吸引。 研究結果顯示從觀賞霹靂布袋戲中，可以發現學生的自

我概 念與偶像認同的差異情形。在偶像認同部分，建議後續相關研究 從更多方面進行探討，以瞭解喜愛霹靂布袋戲的學

生所認同的主 要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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