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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言

如何書寫2005年台灣戲劇的現況，

我想有必要先界定台灣戲劇以及本文書寫

的方向。首先，戲劇是文學的一支，但它

又是表演藝術的「戲劇文本」，是導演藉

由演員、相關藝術家、在固定空間呈現表

演藝術的依據。由於戲劇的跨領域特質，

因此台灣戲劇即是指：就文學範疇，在台

灣境內由國人創作的戲劇文本；就表演藝

術範疇，是指戲劇文本的舞台呈現。這個

定義的要旨正是台灣戲劇包含了現代與傳

統戲劇。所以2004年6月我在聯副舉辦的

「台灣新文學重大事件座談會」上就提出

我的觀點：「歌仔戲、皮影戲、布袋戲的

劇本，有新的東西，反映當代社會，但往

往被忽略。」基於這樣的定義，台灣文學

中的戲劇書寫與研究，如果排除了根植於

庶民文化，與民間信仰關係密切，而且和

舞台劇一樣早已登上國家劇院的傳統戲

劇，那麼這樣的「台灣戲劇」的確不完整。

我們可以從其他角度來考察：公部門

主辦的戲劇活動，它可以更清楚地支持我

的看法。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每年公部門

與非公部門舉辦的戲劇活動琳瑯滿目。公

部門包含中央與地方政府各文教機關補助

的戲劇活動，特別是近十年來，國家文化

藝術基金會與文建會所屬的國立傳統藝術

中心的相繼成立，對現代與傳統戲劇的提

昇日漸明顯。支持、補助戲劇活動的中央

文教機關，由原本的文建會與教育部擴大

為國立傳統藝術中心以及國家文化藝術基

金會。台灣現代戲劇的發展日益蓬勃，最

具指標性的補助活動就是文建會的扶植團

隊選拔。每年來自北中南東的大中小現代

與傳統劇團都積極參與申請，期盼透過公

部門奧援，提昇劇團行政效率與演藝水

準。另外文建會近年也選拔優秀團隊進入

校園、深入鄉鎮巡演。例如2005年10至

12月間的「表演藝術巡演」，其中的戲劇

類安排14場傳統戲曲(歌仔戲與掌中戲)及

22場舞台劇與相聲。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的對象亦包

括現代與傳統的劇團的展演交流、個人的

國外進修，個人劇本創作與出版、研究、

研習與研討會等。當然最受藝文界囑目的

是象徵藝文桂冠的「國家文藝獎」（原名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藝獎），設置此獎

的目的是「藝術家窮畢生之力，燃燒生命

的能量，追求自我的突破，為社會積累人

文厚度。本基金會自民國85年起辦理「國

家文藝獎」，針對文學、美術、音樂、舞

蹈、戲劇五個類項，評選出具累積性成就

之傑出藝文工作者，以獎項之榮譽肯定得

獎者們在專業上的成就。」賴聲川、李國

修等知名劇作家兼導演，都是「國家文藝

獎」戲劇類得主。2005年選出第九屆得

主，分別是劇作家王安祈、編舞家林麗

珍、電影導演侯孝賢、小說家鄭清文及作

曲家錢南章五位傑出人士。特殊的專案包

括自2002年展開的「歌仔戲製作及發表專

案補助計畫」、2003年展開的「藝教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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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藝術與人文專案獎勵計畫」，以及

2004年展開的「青創會」。青創會「期望

透過不同領域藝術家交流及創作的剖析與

探討，青年藝術家能重新審視創作的動機

與方法，並以創造傑出的藝術作品及挑戰

自我為目標。」

另一直接鼓勵現代劇本舞台呈現的

是，文建會委託綠光劇團舉辦的台灣國際

讀劇節，2005年已進入第三屆，除邀請國

際與國內劇作共襄盛舉之外，其中的劇本

甄選還提供獎金，並安排於讀劇節演出。

然而，在諸多官辦文學獎當中，鼓勵劇作

者相對稀少。過去有文建會、教育部與教

育廳，如今只剩教育部的文藝創作獎，及

國家台灣文學館的台灣文學獎，而後者的

2006年徵獎類別中已無劇本類。

地方政府文教機關是指地方文化局、

教育局。戲劇活動內容包含劇本創作甄選

與出版、補助團隊扶植、展演、研習、學

術研討會等。過去南部只有高雄市與台南

市設有戲劇獎，如今只剩台南市的府城文

學獎。另外，各大學戲劇系的公演亦是創

作劇本的搖籃。台藝大配合契訶夫國際學

術研討會，演出這位俄羅斯寫實大師的名

劇。台大戲劇系演出《我恨哈姆雷》等。

較被忽略的是高中與大學以外語教育為目

的英／外劇競演，以及這些學校戲劇社團

的年度公演等。其中的英／外劇競演，由

於是外語展演，所以自不屬於本文範圍。

是故，本文的論述將局限於評述2005年現

代與傳統戲劇的文本與展演。

二、現代戲劇

2005年現代戲劇的創作、改編或翻

譯呈現可喜現象。文建會的扶植團隊大多

是知名度較高的劇團，例如表坊、屏風、

果陀、綠光、九歌、創作社、大開、台南

人、南風等。扶植團隊計劃有著嚴謹的評

鑑制度，針對劇團的行政與藝術進行評

等，並提供評鑑報告，做為下年度甄選依

據。因此歷年來當然會出現因表現不佳而

中止扶植的情形，但比率並不高。茲針對

演出劇目，舉數例說明。

2005年第一場現代戲劇是當代傳奇

吳興國的《暴風雨》，這是2004年新作

品。當代傳奇以京劇風格挑戰莎翁作品，

始自20年前改編《馬克白》的《慾望城

國》，當年一砲而紅。歷經《李爾在

此》，而推出同名的《暴風雨》。然而「

此次的詮釋在文本上卻是失焦甚多，以『

政治正確』出發，溶入原住民人物，企圖

呈現族裔融合論述，其實距離莎翁的寬容

主題落差甚大。」（王友輝147：106）

10月推出的《等待果陀》，是改編自諾貝

爾獎得主貝克特的同名作品，表坊曾推出

過這齣荒謬劇。當代傳奇的詮釋從丑角出

發，採取京昆戲曲特色，融合古典與現

代、東方與西方，其中不少段落的身段作

表與人物塑造皆相當成功，但整齣戲過於

強調形式，而批判時事的段子顯得過長。

接 著 表 演 工 作 坊 推 出 《 這 一 夜 ，

Women說相聲》，由三位女人表演當代女

人議題。「這回三個女人與賴聲川運用其

擅長的高級幽默，帶領觀眾從古老的『纏

腳族』到新時代的『劈腿族』，用笑聲和

哲理剖析女性所面臨的種種挫折與抉

擇。」（田國平145：66）劇中「〈罵

街〉比男人說相聲，的確創造了一種特殊

的纖細和幽默風趣，只是對充滿諷論而能

達到『逗』的效果的潑婦形象卻有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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憾，使得相聲藝術中極為獨特的喜劇戲謔

在輕與薄中少了一點真實的殘酷。」（王

友輝147：108）表演工作坊的大製作要

屬《如夢之夢》，它的創作靈感來自著名

的《西藏生死書》。賴聲川認為此劇是他

「創作將近二十年以來，一種新的思考與

表現方式。」而全劇的宏觀格局直逼彼得

布魯克的《摩訶布羅達》。此劇的特色有

三：「一、像是各種故事類型的集大成。

二、逃亡和追尋是推動這長篇故事的兩大

動力，三、劇中有不 少關於變身的絕

招。」（鴻鴻148:23）

屏風表演班於4月推出第35回作品《

好色奇男子—我將青春託付給你》，是

屏風一貫創作路線的產品：李國修向觀眾

掏肝掏膽。（圖16）他認為：「我真正關

注的是現代人的生活，同樣是身處於不確

定的年代，人們是如何看待男女課題。」

（鄭淑瑩148:68）本劇的戲劇結構，「藉

由三條主情節線相互交織、拼貼出情節；

戲劇人物永山與小梅則穿梭串聯於三種不

同的時空、並進行對話，以統整戲劇結

構。本劇名為《好色奇男子》，雖題為『

好色之徒的傳奇』，然而從年輕至老年的

永生，卻既不好色也不傳奇，由此展現出

全劇所具有反諷的荒謬性，以及影射出永

山『想做其實卻不敢做』的性壓抑與性格

盲點。全劇催人熱淚的兩場感情主戲，皆

落於郁方飾演的雅鳳與李國修飾演的永山

這兩人訣別時。青春終究會消逝，愛情可

遇不可求，因而在年老時感傷一段失去的

青春戀情，便成為許多文藝作品普同的『

原始類型』。」（王淳美2005a）10月

7日起屏風表演班於國家劇院首演《昨夜

星辰》，此劇以上下兩代間，四段各有困

境的情愛關係為主軸，演繹兩代間面對婚

姻磨難、不倫情愛及死亡逼近的陰影下，

追尋屬於各自的歸宿。全劇擴散著一種淡

淡悠悠的飄移美感，上下兩代，多角情愛

失序的混戰，在情節鋪陳下一一揭露！究

竟該怎麼選擇才能通往幸福的道路？

果陀的《我的大老婆》是延續改編美

國電影編成歌舞劇的路線，把由歌蒂韓等

三名女星主演的《大老婆俱樂部》，改為

探討三個台灣男人劈腿的現代問題。「三

個女人聚在一起，探討女性的議題，很有

『慾望城市』的感覺，語言銳利，幽默風

趣，切中要害，不單只是馭夫術的傳授，

圖16 屏風表演班的《好色奇男

子》。（屏風表演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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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只是重唱『姊姊妹妹站起來』的老

調，在輕鬆的喜劇情節背後，不僅呼應著

當今社會的現狀，也重振女性的社會價

值，女性的力量不是只能用在『報復』，

而是在『重生』。」（田國平149：74）

綠光推出《女人要愛不要懂》是改編

《風流寡婦》的音樂，以及小野的同名小

說而得。該劇旨在「承襲經典，嶄新創

意」，由邱媛填詞重整劇本，呈現另一種

風貌的音樂劇。綠光的另一條路線是透過

「世界劇場」系列，介紹各國當代劇作。

推出的是東尼獎得主大衛奧本(Da v i d 

Auburn)的《求證》(Proof)。5月間創作社

推出《影癡謀殺》，這是紀蔚然批判美國

好萊塢電影工業的作品，靈感來自《五星

級謀殺案》這部電影。

九歌兒童劇團於5月與香港明日劇團

及中國大陸廣東省木偶劇團兩岸三地，共

同製作演出《淘氣神仙—夢之神》，這

項自2002年起長達三年的合作計劃的最終

呈現。此劇是取材自捷克劇作家Helena 

Slavikova-Rabarova描繪中國古代的民間故

事，再經由朱曙明改寫成更貼近真實傳統

的語言和節奏，配合京劇式象徵俐落的身

段、俏皮逗趣而不戲謔的對白。演出型式

包括杖頭偶、大型撐竿偶、影偶與真人共

同演出，傳統舞台與黑光劇場穿插呈現。

10月間九歌兒童劇團推出《雪后與魔

鏡》，是依據安徒生童話〈雪后〉改編而

來，（圖17）可說相當成功。此劇「掌握

故事的主線脈絡，在情節上淡化了雪后的

幽暗本質而強化了『愛』的主題，並塑造

出人物特質鮮明的幾個主要角色；在語言

上結合敘述與對白，利用諸如『麋鹿與迷

路』等同音異字，產生相當生活而幽默的

趣味。」而「創意成為將舞台上的一切變

為美好的魔鏡，在流暢而富有動感節奏的

舞台畫面中，找回了遊戲與想像的本質，

這當是九歌近年來創作瓶頸突破的重要契

機，也是兒童劇場舞台上多元表現的開

始。」（王友輝155：50-51）

金 枝 演 社 的 年 度 製 作 屬 《 祭 特 洛

伊》，它試圖呼應電影《特洛伊》的壯

闊，以及台灣歷史。整齣戲利用旗津砲台

的空間與初昇明月，配合搶眼的的服飾與

塗面、詩化台語，確實適合呈現這則希臘

神話。視／聽覺效果不斷在月空下激盪，

然而文本的詮釋卻失焦。所謂的「祭特洛

伊」這樣的題材，怎麼會不見引發木馬屠

城的Helen與Paris這對主角，以及屠城悲

劇？而這「祭」卻是由台灣菅芒花開閉

場，牽強之餘暴露只為了傳達政治正確的

心態。無怪乎有人評論說：「在浪漫之

外，恐怕需要在戲劇中埋伏更多的舖排和

連節才能夠奏效，戲劇的意義不是單純靠

語言直接的表白就可以圓滿。對於先祖、

故鄉家園的愛，也不是說出來就算完成

的。」（王友輝156：59）

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是由鄭嘉音一路

發展出來的現代偶戲團。近年來將創作方圖17 九歌兒童劇團充滿創意的《雪后》。（九歌兒童劇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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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轉向傳統戲曲取材，例如以演員結合皮

影戲演出《盤絲洞》。10月間推出《戲海

女神龍》，刻劃布袋戲女頭手江賜美的演

藝傳奇，試圖溶合傳統與現代。「其中，

江賜美長孫柯世宏的加入演出，更使得本

劇從單純的人物傳記搬演，深化出歷史以

何種面貌傳承的意義，以此而言，《戲海

女神龍》的演出在思古幽情中透露著一種

現代的絃外之音，頗令人回味。」（王友

輝156：58）

台南人劇團的演出包括了《莎士比亞

不插電—哈姆雷》與《K24》。（圖18）

台南人劇團近年來一直試圖建立起西方經

典台語劇的風格，包括希臘悲劇、莎士比

亞與貝克特。去年的《終局》曾至巴黎交

流演出。《莎士比亞不插電—哈姆雷》

是繼《馬克白》與《羅密歐與朱麗葉》之

後的國語詮釋，重組情節、簡約的舞台、

多重扮演、運用現代語言、當代服飾、藍

調音樂，把觀眾鎖定在時下青、少年群，

整體效果果然亮麗。然而「快節奏如珠玉

落盤的語言表現方式，音樂性被強調了，

語意的傳達及情緒的奔放和內斂仍有改進

的空間。《哈姆雷》的演出在型式上有其

精緻化的成績，但是在情感的傳遞上則趨

於表象，悲劇所企圖引導出來的哀憐與恐

懼恐怕需要導演更多的關注。」（王友輝

152：48）

高雄的三個劇團皆推出新作。螢火蟲

的《2001年高雄通匪叛亂事件》、台灣戲

劇表演家的《霸王卸甲》，南風劇團啟用

青年劇作家作品《微暈》。來自眷村的韓

江為螢火蟲編寫不少劇本，《2001年高雄

通匪叛亂事件》是依據2000年高雄死了一

位榮民的小新聞發展而來，五個女子的金

光黨形象鮮活，榮民的晚景令人同情。韓

江熟悉同志議題，此劇延伸為弱勢發聲的

關懷。李宗熹的《霸王卸甲》透過一位老

師與四位事業有成的學生，各自描述過往

戀愛經驗與婚姻遭遇。部份場景處理流

暢，得歸功於象徵表演手法，但五戶人家

擠壓在舞台上卻影響場面調度。但就文本

來看，仍有改善之處：一、霸王的古典意

象是多餘了，二、五個男人相繼離開家

庭，卻又相繼擁抱家庭，成了爭相倒垃圾

的新好男人；如果五個男人有二個回家，

三個從此離開就比較符合現實。

《微暈》襲用契訶夫「黎明前的暈

眩」作為主題，卻點不出精髓。這齣戲敘

述兩戶台灣人家當今的生活狀態。一家的

男主人到大陸發展事業，一家在台灣努力

爭取外派大陸升遷。連結這兩個世代的是

老婦春桃，代表著林摶秋《高砂館》的女

主角無法實現的海港等待。作者試圖將這

一代的兩岸關係與日據時代的兩岸關係聯

結，其實不同時空實難對比。劇情利用老

中青三代不同典型的女人，住在一棟漏水

的公寓。「其中那位等丈夫直到發瘋的婆
圖18 台南人劇團青春版的《莎士比亞不插電—哈姆雷》。(台
南人劇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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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春桃，利用《瓶中信》的電影意象，最

後還來個下落不明。特別是春桃角色不清

語焉不詳倒不似兩對鄰居那麼清晰。三位

女人一位台灣水電工串成關連，企圖製造

一點曖昧卻不成功。最年輕的女人，試圖

擺脫拋棄她的男人，迎向誠懇的水電工，

使用的戲劇動作，模仿易卜生的《玩偶之

家》收場—娜拉用力關門的那個動作，

雖然昨日的劇場只是沒有甩門而已。拼貼

的文化，全劇無逆轉，更無高潮，只有淡

淡的漣漪—只要不能使觀眾「感動」或

至少具有「娛樂」效果，就不是成功的劇

作。」（王淳美2005b）陳姿仰企圖將此

劇型塑成契訶夫《櫻桃園》般的磅礡氣

勢，只是呈現的是小格局的個人觀感，看

不出時代的壓抑與「微暈」究竟是何意？

東台灣的台東劇團由劉梅英長期耕

耘，但因過度偏重肢體忽略文本的建立而

一路摸索不定。今年由劉亮延編導的《曹

七巧》，基本上開始建立系統化的肢體呈

現、變化的語言，以及完整的文本。這些

進步實為可喜現象。

三、傳統戲劇

近年來公部門對傳統戲曲—特別是

歌仔戲—的盛情支持，反映在各式的歌

仔戲劇本甄選展演之中。以2005年為例，

至少舉辦過三次大型匯演活動。首先，

6月間由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評選出的三

個歌仔戲團—台南市的秀琴、高雄市的

春美與屏東縣的明華園天字團—分別於

台南、高雄與屏東參加「廟口歌仔戲製作

專案」的演出。其次是7、8月間國立傳統

藝術中心委託明華園本團執行的花東匯

演，計有北中南12個團隊參與其中，蔚為

今夏花東藝文盛事。1第三是10月初高雄

縣政府文化局舉辦的「戲台大車拼」，吸

引縣內五個歌仔戲團參與。其中以國家文

化藝術基金會提供的補助款最為優厚。

這些展演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主

辦單位多鼓勵新編劇本，如果看一下國藝

會的辦法，我們就更清楚：

一、緣起

為促進國內傳統戲曲發展，提升表演團

體的創作呈現及演出品質，本基金會主動規

畫「歌仔戲製作及發表」補助專案，鼓勵劇

團製作並發表優質廟口戲，改善廟會劇場演

出品質，培養並活化多元戲劇生態環境，期

為傳統戲曲挹注新活力。

二、目的

(一) 協助歌仔戲劇團製作適合廟會演出之優

質劇作。

(二) 鼓勵劇團整合原有或長期合作之國內編

劇、編曲編腔、導演人才，創作發表歌

仔戲作品。

(三) 推廣優質外台歌仔戲作品廟會巡演。

基於這兩個理由，可以明白國藝會很清

楚，創新適合大眾觀看的劇本，乃是提昇

歌仔戲展演水準的第一要務。於是我們看

到明華園天字團的《鬼菩薩》、秀琴的《

范蠡與西施》，春美歌劇團的《青春美

夢》都是新編作品。地方政府對於歌仔戲

的提昇，高雄縣可說是全國典範。高雄縣

新世華的《千里兄弟情》、勝秋的《孝子

1 這12團及其劇目分別是，新櫻鳳的《靈前會母》、民

權的《目蓮救母》、陳美雲的《父子情》、春美的《恨

鎖天倫夢》、鴻明的《天下第一家》、明華園天字團的

《鬼菩薩》、明珠的《萬丹山傳奇之十八盒籃》、河洛

的《菜刀柴刀剃頭刀》、國光的《包青天之案破雙

釘》、明華園黃字團的《太后出嫁》、秀琴的《血染

情》、一心的《烽火英雄劉銘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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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慈母淚》、高成的《恩‧怨‧情》等

新編劇本，就是文化局舉辦的「戲台大車

拼」所催生的。然而新編劇本基本上包含

兩類：傳統故事與近／現代情節。高雄縣

展演的劇本就是屬於傳統故事，如《林則

徐》等；而傳藝的匯演，明華園天字團的

《鬼菩薩》與秀琴的《范蠡與西施》也是

傳統故事。近／現代情節比較特別的是，

強調台灣人物的書寫。例如，春美歌劇團

在南高屏演出的《青春美夢》，一心劇團

在台東演出的《烽火英雄劉銘傳》。前者

呈現日治時期台灣現代戲劇推手張維賢的

戲劇生涯；後者刻劃劉銘傳如何擊敗法

軍，築成台灣第一條鐵路。

以傳統與現代這兩類型的劇本觀之，

值得進一步分析的是代表傳統的《鬼菩

薩》，以及書寫台灣現代人物的《青春美

夢》2。 

（一）《鬼菩薩》

台灣歌仔戲的劇情發展大多沿襲中國

傳統戲曲的特色，在曲折的多場結構的情

節中，多側重於善與惡之間的衝突，讓觀

眾看到善者如何被惡人欺壓，然後惡勢力

如何被剷除。因此，這樣的劇情模式即脫

離不了諸如關漢卿《蝴蝶夢》以降的「通

俗劇」特質。在通俗劇裏，善者經過無數

折磨而得以獲得彌補，其結局可以是多樣

的。例如：平反、復仇、補恨、得官、受

封、團圓、有情人終成眷屬等等。明華園

天字團的另一齣戲《柳家店》就是溶合平

反、復仇與補恨，該團的《鬼菩薩》是典

型的父仇子報。此劇結局就出現段克邪（

即鬼菩薩）的妻子香君以死激勵夫君揮刀

2 對於《鬼菩薩》與《青春美夢》的論述，摘自拙作〈歌

仔戲新方向的思辯：從《青春美夢》文本考察〉。

除掉王爺，以報父仇：

香君：段郎！夫妻生同生死同死，你為了二十

年前父母之仇、更為了我甘願犧牲自己

的性命，香君怎能棄你不顧？

欽差：段克邪你別亂來，雖然你殺死小千

歲，但只要我在皇上面前替你說情，大

不了是辭官去職；但是你如果殺死王

爺，恐怕株連九族；那是你的妻子，難

道你忍心讓你的妻子死嗎？想清楚、

想清楚啊！

王爺：哈哈哈……原來你就是二十年前那無

能知府的兒子，我知道你不怕死，你殺

我啊！但你若殺我…你的妻子也會受

連累，你捨得嗎？我若死，你的妻子就

為我陪葬，殺啊……你殺啊！

（鬼菩薩望著香君，壓抑怒火顫抖著進退兩難）

香君：段郎……你動手！〈強烈音樂〉

鬼菩薩：香君……

香君：段郎！王爺父子是我們兩人的殺父仇

人，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此仇若是不

圖19 明華園天字團陳勝在與陳進興合作的《鬼菩薩》，整體效果
令人刮目相看。(石光生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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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我怕你會遺憾終生、痛苦一輩子，

我不願見你痛苦；話又說回，就算現

在饒恕王爺，他也不會放我們夫妻甘

休，唯一的辦法就是跟他同歸於盡；

相公！段郎！為妻先走一步！讓你了無

牽掛！

(香君語畢自殺)（陳勝在2005）

接著，段克邪果真殺了王爺，為父報仇，

但也隨著愛妻身亡。觀眾滿意於王爺的惡

有惡報，但也同情段克邪夫婦的犧牲。

(圖19)

明華園黃字團陳勝國編寫的《太后出

嫁》與秀琴王友輝創作的《范蠡與西施》

與莊金梅編劇的《血染情》，都是有情人

終成眷屬的結局。（圖20）通俗劇通常充

滿道德教訓，民間觀眾很容易從善惡之爭

學習道德教訓，因此一面倒地同情受難的

善人。因此儘管觀眾為善人的不幸遭遇而

哀憐，但可預測的結局—平反、復仇、

補恨、得官、受封、團圓、有情人終成眷

屬等等—足以讓觀眾在落幕時滿意地離

開廟口野台，並且深信人間仍有公義，生

活還是有希望的，儘管現實世界並非全然

如此。

台灣歌仔戲的通俗特質，亦透過劇中

的歌舞來呈現。除了主要人物的唱曲，通

常需要丑角三花來展現具娛樂功能的歌

舞，這也是重要賣點之一。最佳例子是明

華園天字團的《鬼菩薩》裏，團長陳進興

的逗趣歌舞〈賣水果〉，其中還夾雜了簡

單的英文“one, two, three, four”，以吸引

觀眾。個人觀察，明華園天字團與黃字團

深諳通俗劇的魅力，其編演的劇本，通常

深深吸引戲迷。

（二）《青春美夢》

《青春美夢》是吳秀鶯與牧非聯合執

筆的新編劇本。吳秀鶯曾在1999年寫過《

周阿春》，是改編自日據時期台北大稻埕

藝旦的軼聞；2001年撰寫《人間孤艷—

雪紅》，敘述謝雪紅的前半生。去年創作

的《青春美夢》，刻劃台灣新劇的重要推

手張維賢。吊詭的是張維賢醉心新劇、批

判傳統戲曲，如今卻由歌仔戲團來呈現。

吳秀鶯以現代人物張維賢，來挑戰歌仔戲

的新可能：以現代版歌仔戲，讓這位現代

圖21 春美歌劇團由吳秀鶯與牧非編寫的《青春美夢》刻劃

反對歌仔戲的新劇先驅張維賢。(石光生攝影)

圖20 秀琴歌劇團由王友輝編寫的《范蠡與西施》。(石光生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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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站在歌仔戲的舞台上，述說當年的

歷史往事。

《青春美夢》的劇本特色是明顯運用

現代戲劇的編劇技巧。包括一、反傳統的

劇情處理，以及二、歷史與浪漫交疊的編

劇手法。（圖21）2005年3項匯演的新編

劇本為數不少，但大膽開創戲曲新方向的

唯有《青春美夢》而已。但是《青春美

夢》這具指標性的劇本，嚴格說來仍留下

兩個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首先，我們先談論《青春美夢》的舞

台呈現。7月8日在開漳聖王廟公演時，《

青春美夢》的舞台呈現為了配合這樣的劇

本，自然引進現代戲劇的相關概念與技

巧。例如，年輕人如張維賢與王井泉身穿

襯衫、西褲，符合了1920至1930年代的

風格；張維賢的父母穿著台灣富人的傳統

服裝；日人鈴木與美智子當然穿和服與洋

裝洋傘。舞台佈景則排除傳統戲台彩繪的

廳堂、山水，而是單純的黑色布幕與景

片，如此一來，人物的表演也就格外清

晰。長久以來，歌仔戲和其他傳統戲曲如

高甲戲、客家戲、掌中戲、皮影戲的戲

台，大都使用傳統彩繪佈景，身穿古裝的

人物或者傳統戲偶進出其間時，整個舞台

視覺效果很容易被破壞，或者造成服裝與

佈景間的不協調。《青春美夢》的舞台佈景

顯然跳脫傳統限制，才能詮釋這個劇本。

導演張旭南希望能夠透過此劇，讓觀

眾清楚瞭解日治時期新劇的意義及形式。

在此劇中導演將「新劇概念的排練、表演

以及技術過程，呈現在劇中並以『戲中

戲』方式處理。」透過劇中劇易卜生《玩

偶之家》的排練，讓觀眾了解新劇主要的

呈現方式。雖然此劇企圖以寫實的風格來

呈現，但還是保留部份歌仔戲抽象的身段

表演及技巧，開發更多元化的舞台面貌。

然而，描寫張維賢的《青春美夢》，

其劇本與導演呈現的確挑戰了廟口歌仔戲

觀眾的觀劇習慣。為了讓觀眾瞭解誰是張

維賢，編劇不斷藉由投影呈現張維賢的黑

白照片，以及相關場景，如大稻埕、淡水

戲院等，試圖消弭觀眾的陌生感。這樣的

作法亦出現於一心劇團的《烽火英雄劉銘

傳》，8月3日該劇演出時亦投射相關歷史

照片，甚至將騰雲號火車頭開上舞台。比

較起來，在廣大觀眾眼裏，劉銘傳的知名

度是遠超過張維賢的，因此兩劇觀眾的反

應實存在著明顯落差。其實《青春美夢》

的導演早應看到民間觀眾不熟識張維賢的

事實與缺陷，而採取有效補救措施。

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近年來文

化人士相繼投入歌仔戲編劇工作，以求「

精緻化」的文化場演出。其基本目標是讓

原本屬於野台的歌仔戲，提昇其內涵，吸

引知識份子而非一般民間觀眾，買票進入

劇場觀賞深具「文學味」且運用劇場優勢

設備的演出。也就是說，試圖讓更多歌仔

戲團恢復過去商業劇場演出型式。當今深

具「文學味」這樣的作品為數不少，其題

材包括取自中國大陸作品、改編外國作

品、以及改編舊作或新編作品。例如曾永

義的《鄭成功》、施如芳的《無情遊》

等。然而，我認為當精緻歌仔戲過度向現

代劇場靠攏，可能會陷入現代劇場小眾的

困境。因為如此一來，必然將斬斷歌仔戲

賴以存活的根基—廟口，同時也將隔絕

大量歌仔戲迷。所以我們如果逆向思考，

這些「精緻化」與「文學味」的文本真否

經得起外台觀眾的考驗？如果答案是否定

的，那麼如何撰寫、製作適合文化場與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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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場的劇本與演出，也就是說，找出兩者

間的平衡點，將是值得共同思考的問題。

其他的傳統戲曲作品應該提及的還有

明華園的《韓湘子》與《王子復仇記》，

唐美雲歌仔戲團的《人間盜》、真快樂的

《陳三五娘》、河洛的《竹塹林占梅》、

民權的《情花蝴蝶夢》、國光豫劇團的《少

年齊恒公傳奇》等。這些都屬新編或改編傳

統情節的劇本。然而，這些舞台效果都不

錯的演出，其劇本多少都存有修正的空

間。（圖22）以《王子復仇記》來說，「

自2004年端午節明華園盛大公演《白蛇

傳》以來，已展現劇場藝術特效的堅強動

員力與創造力，旗下所屬演員亦具有整齊

精湛的表演實力。就今年推出的新劇《王

子復仇記》看來，在人物性格的塑造，已

開拓出有別於傳統戲劇的典型扁平人物特

質，初步創造出秋宮還這個『正邪兼具』

的個性人物雛型。其次，秋宮還與問清風

的一場含蓄唯美的床戲，突破傳統戲劇的

演出尺度，具有大膽的創新效果。另就戲

劇結構方面而言，全劇有數度由『單一情

節線』，藉由演員的各自走位，進行抽象

分割舞台的動作，營造出『雙情節線』交

叉推展的舞美技巧。雖然本劇由陳勝國總

編導，不過最後全劇的定稿，曾加入若干

團員群策群力的結果；因而在若干細微

處，能見出人物性格、對話與情節的不合

理與不統一，然而仍不掩全劇所營造出的

好看的戲劇張力。」（王淳美2006：

86）這也是此劇吸引我的原因。我主張傳

統戲曲可以保留傳統精萃，更應開創新方

向。例如值得一提的是，台灣皮影戲近十

年以皮紙影的形式，加上現代內容，已經

在國中小校園內收到很好的成效，累積的

劇本更不容忽視。（圖23）

四、結語

2005年的台灣戲劇是繽紛多彩的，

其數量遠超過本文所探究的內容，但這些

戲劇文本大多以表演文本呈現，無法像小

說、詩歌、散文般獲得立即出版，僅有少

數以光碟型式或文字檔保存。從2005年台

灣戲劇活動，我們可以歸納出下列結論。

當今的台灣戲劇文本，無論現代或傳

統，已呈現多樣的書寫，其方式包括創

作、改編兩大類型。而更多的編劇投入傳

統戲曲—豫劇、京戲、歌仔戲、皮影圖22 明華園的《王子復仇記》，由孫翠鳳當綱演出。(明華

園提供）

圖23 皮紙影戲的校園紮根工程，創作的現代劇本，賦予

古老皮影戲新生命。(石光生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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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傀儡戲、掌中戲等—劇本的編寫，

實已改變傳統戲劇文本依據「古冊」但不

重視劇本的刻板印象。而題材上已出現不

少挖掘台灣人物、探究台灣的傳奇與歷史

之作。展演型式除演員扮演人物，戲偶敷

演劇情外，人偶同台與傳統溶和現代技巧

這兩大特色，已是與日俱增，蔚為風潮。

2004年兩廳院開始執行的「新點子劇

展」，標榜以傳統戲曲元素結合現代實驗

劇場，已反映這樣的新潮流。金枝演社的

《All-in-One：三合一》、戲點子工作坊的

《誰都有秘密》與《情書》都有亮麗呈

現。今年台灣戲劇的兩大龍頭表坊與明華

園將聯合製作新戲，許亞芬歌子戲劇團將

推出批判台灣亂像的劇作，即是值得期待

的新作。4月剛舉辦過的第一屆全國創意

偶戲比賽，也出現不少優秀新編劇本，偶

戲已不再是遙遠的歷史傳說，而是反映生

活的現代作品。（圖24）顯然2005年台

灣戲劇是百花爭鳴，且多已回歸到戲劇文

本的創作改編，無論傳統或現代，實已共

構了台灣戲劇文學的重要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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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全國創意偶戲比賽。(石光生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