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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戲劇概述
◎ 楊美英

一、序場

每年台灣戲劇新製作的展演數百為

計，分布島上城鄉，因此，基於一名劇場

資深觀眾、身兼劇評的立場，以及近年數

屆台新藝術獎的經驗，筆者以為，如何飽

覽台灣戲劇活動全貌，誠屬艱鉅工程，僅

能勉力為之，從一方井蛙之天，分享個人

若干所見。

就本年度台灣戲劇演出的整體表現

來看，簡言之：現代劇場的舞台上五光十

色，大小新舊作品持續登場，活潑而多

元，多項鼓勵劇本創作的文學獎活動陸續

揭曉，並且出版專輯，肯定文本創作的重

要性；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傳統戲曲界一

年來推陳出新，創造力旺盛，精采佳作迭

起，交相輝映，堪稱成績亮眼。1

二、現代劇場

台灣現代劇場方面，與過去兩三年相

較，無論就劇團行政或是製作規模而言，

1　依據筆者參加的第五屆台新藝術獎表演藝術類年度觀察
團，對於2006年台灣戲劇作品評議的意見大致如下：「今
年的戲劇和戲曲類製作，嚴格來說並未出現指標性或真正
原創、令人期待的大規格製作。即使要從過去一年的中、
小型作品中挑出特別精緻且完整的入圍作品，也並不容
易。難得的是，這一年來各劇團展現了傑出的企圖心和實
驗精神，幾乎到了令人歡欣鼓舞的程度；尤以戲曲界的突
破最為亮眼。」引自〈跨界實驗不斷，期待未來經典新藝
見：台新藝術獎表演藝術戲劇年度觀察報告〉，《PAR表
演藝術》172期，2007.04。

大小懸殊的情形依舊，「M型」生態更加
明顯，令人感到遺憾的是，足以震懾人心

撼動藝術金字塔的成功表演、經典劇作，

似乎仍然是藝評人等待中的「果陀」。

回顧一整年下來，台灣現代劇場界出

現過幾個比較大型的製作：表演工作坊推

出經典再現的《暗戀桃花源》、綠光劇團

延續票房長紅的《人間條件2—她與她生

命中的男人們》、台南人劇團在台南市億

載金城演出的《利西翠妲》、優表演藝術

劇團動員近百位表演者謳歌生命的《與你

共舞》、國立中正文化中心邀香港林奕華

製作的跨年劇作《水滸傳》等等，各有動

人的創作企圖，在台灣表演藝術版圖上留

下不同的印記，延伸出更多不同的討論課

題。

首先，第一個現象—經典名作的新

版製作：表演工作坊再次搬演1986年首演
的《暗戀桃花源》，深獲各界重視，而且

邀請明華園歌仔戲劇團聯手，可說幾乎改

寫了劇中「桃花源」部分，共同擴充了該

劇的表演元素，增添了豐富的舞台風采，

然就忠實於原著文本的解讀而言，各方褒

貶不一；台南人劇團以人聲與器樂對話的

實驗風格，大膽挑戰田啟元1993年問世的
代表作《白水》，可惜多方條件不足，引

來失望之聲。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鉅資製作的《水

滸傳》，可說是將中國文學名著給予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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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的重新詮釋，香港導演林奕華抽取了

《水滸傳》中 9 個英雄人物的精神，以男
人的多樣性格發展出都會摩登版的「大

哥、大哥的女人、小弟」多段三角關係，

使之透過一個演員甄選的前提上，9 個自
命水滸英雄的男人們在爭逐角色，明著結

為拜把，暗裡各出奇謀，造成一場接一場

的人性較勁，觀眾迴響熱烈，預定 2008 年
春季巡迴亞洲演出。綠光劇團則是將之前

票房大賣的節目延伸出了續集，《人間條

件 2 —她與她生命中的男人們》，將舊有

「台灣阿嬤」故事系列納入二二八、白色

恐怖的題材，再次以情感濃厚的手法敘述

了一個阿嬤波濤起伏的一生。

同樣受人注目的還有行之有年的「誠

品戲劇節」，推出了「  3x3  協奏曲」，
推出莎士比亞的妹妹們劇團《文生‧梵

谷》、1/2Q劇團《小船幻想詩—為蒙

娜麗莎而做》、河床劇團《變成雲的男

人》，不僅是有趣的企劃主題，更展現了

跨領域的創作思考。

編導王嘉明將舞台場景設定為寫實

的機車行，與視覺藝術家王雅慧合作，以

梵谷數量相當龐大的黑白素描作基調，並

設計一個90公分高的迷你小公寓，裡面喇
叭、麥克風一應俱全，作為演員表演的背

景，企圖呈顯一種梵谷畫作特有抽搐、癲

癇但又十分強烈的精神張力、一種「皮膚

被剝光後盡量想要忘記疼痛和盡量讓自己

安靜下來的存在狀態」。接著登場的是，

導演戴君芳、崑曲演員楊汗如與視覺藝術

家施工忠昊合作，由常被傳說是達文西自

畫像的「蒙娜麗莎的微笑」開始，探究

達文西的心靈世界、與其性向的許多曖昧

之說，進而與喜歡改扮為男裝，留下崑曲

短劇「喬影」的清朝才女吳藻連結起來，

全劇安排現代即興舞者蘇安莉以抽象抒情

的肢體動作，與崑曲演員楊汗如的戲曲程

式，共舞對映。導演郭文泰與藝術家曾御

欽、藍元宏攜手把超現實派畫家馬格利特

的意像搬上舞台，設計了亦真亦幻的感

覺，將其畫作中平靜卻又紛亂不安的元

素，逐一搬上舞台活動的壁畫，如蒸汽火

車頭、黑色圓頂禮帽、會說話的魚等，打

破一般對於視覺的思維聯想，在舞台上彷

彿虛實共存，吸引觀眾走入白日夢境。

上述 3 個作品各自挑戰了不同的跨領
域難度，一如前述《暗戀桃花源》結合現

代劇場與歌仔戲野台、《白水》嘗試小劇

場演員進行現代音樂無調吟唱，在在引

發相異領域彼此適應性、互相融合的藝術

完成度的各種問題，同樣出現在國家國樂

團《NCO精緻系列—英雄‧美人‧花

月夜》，將國樂演奏加上了服裝、面具、

肢體動作、說書者等戲劇性表演情境的設

計，將傳統音樂勾勒出新貌，挹注新活力

的用心，不言可喻。

同時，有更多的資深劇場人前仆後

繼—老字號的「金枝演社」繼續以「胡
撇仔」喜劇風格展現狂野俚俗又懷舊情調

濃烈的《浮浪貢開花》，優表演藝術劇團

動員近百位表演者謳歌生命的《與你共

舞》，差事劇團繼續高舉民眾劇場理念諷

喻社會問題的《敗金歌劇》，外表坊時驗
團再次完成連演一個月的定目劇行動《暗

殺Q2⋯⋯GO》，創作社推出暗寓生死議題
與台灣環境反思的《不三不四到台灣》，

南風劇團特製取材高雄城市的寫實原創劇

作《微暈》，那個劇團首次將「身體說故

事」表演工作坊結合創作實務，發表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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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劇場風格的《2608》⋯⋯林林總總，
不勝枚舉。其他，還有太多劇場展演，如

每場僅限觀眾卅人的《黑暗之光》（飛人

集社劇團）、高雄在地票房反應熱烈的
《直走右轉到天堂》（螢火蟲劇團）、

新興年輕的《自在的靈魂！？》（曉劇

場）、《鮮血．玩具．本 2 —喬克的新

娘》（鐵支路邊創作體）⋯⋯遍布各地的

表演地點，發表新作。

由此不難窺見前幾年一連串自製音樂

劇、替代空間展演的熱潮，似已稍退，不

再大張旗鼓，反而是如前述選擇經典文本

的再詮釋，或是拼貼不同時代趣味、異國

風情的表演元素，繼續生發之中。其一，

金枝演社《浮浪貢開花》，故事描述一位
「浮浪貢」2離家 15 年後返鄉，決定在故
鄉安定下來，其中所發生的種種趣事。雖

說故事背景設在 50、60 年代的台灣社會，
運用了胡撇仔風格、歌廳秀、江湖賣藝、

台語老歌等本土表演形式，以奔放狂野的

姿態展現俚俗又濃烈的正港台灣味，國台

語夾雜著日本氣息，彷彿複製著某種懷舊

的古老年代，卻又十分貼近當代的台灣環

境，充滿一種奇特而離異的趣味。

其二，繼《聽海之心》、《金剛

心》、《禪武不二》，優表演藝術劇團從

擊鼓、琴音到梵唱，劉若瑀與黃誌群聯手

共創謳歌生命歷程的樂舞篇章，以擊鼓、

武術為基礎，加入鋼琴、大提琴、笛等中

西樂器，融合多年禪修的純靜、和中亞古

老的神聖舞蹈素材（「蘇菲轉」），清楚

2　「浮浪貢」，台語念法是ㄆㄨ、ㄌㄨㄥˇ、 ㄍㄨㄥˇ，
意指「自由的性格、無法救藥的浪漫，有時在世俗的標準
下，顯得很沒用，但其實有自己賴以信仰的生活方式，很
酷的！」參見 http://www.ntch.edu.tw/Program/progrom_disp.
asp?SortID=6&ID=143073 。

表現一趟壯闊的心靈之旅。

其三，台南人劇團在台南市一級古

蹟億載金城演出《利西翠妲》，屬於替代

空間的表演活動，導演呂柏伸強調自己沒

有意圖要做一齣復古的古希臘喜劇，而是

「盡可能在台灣此時此地找到可替代的盡

可能在台灣此時此地找到可替代的食材香

料來加以烹煮」，劇中穿插了誇張的健身

操、五彩霓虹燈、鋼管舞等，融入借用台

灣民間流行的卡拉ok、電子琴花車、哭調
等音樂元素，企圖營造台灣俚俗風味的喜

歌劇，期許透過通俗輕鬆的兩性對話來詮

釋本劇所探究的戰爭與和平議題，把西元

前 5 世紀的希臘戲劇和當代台灣社會環境
議題拉近。3另外一處近年更多替代性空

間展演活動的「華山文化園區」，10 月初
有一群國中教師為主力的「第四人稱表演

域」劇團推出新作《聽見夏天的風》，號

稱是一齣青春歌舞劇，描述一個熱愛音樂

的少年，因為遭受阻礙而迷失方向、一個

曾經遭逢不幸的少女、樂觀的在病痛中迎

向光明、一群遠離塵囂、在山區散發愛與

熱情的人們，縱然現實紛亂，他們仍然交

織出一個感人至深的生命勵志故事。

同樣好比新枝發芽的劇場新氣象，有

崛起於台北市的「鬼娃株式會社」，3 月間
於台北國際藝術村幽竹廳演出《惡了》，

被認為是一齣荒謬情境的喜劇，風評不

差，可惜後來於成功大學鳳凰樹劇場巡迴

公演時，並未展現一致的戲劇張力與純熟

度4。相較之下，受到較少關注的年輕新

面孔還有：立案於台南的「鐵支路邊創作

3　參見 〈當兩性戰爭在古蹟上演  利西翠妲〉一文。
4　參見〈鬼娃株式會社《惡了》‧「惡」之必要聯想〉、

〈鬆垮之惡〉二文陳述不同展演地點的表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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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新作《鮮血．玩具．本 2—喬克的

新娘》，在服裝上依然延續了向來的「類

Cosplay」風格，以重金屬搖滾的音樂打造
華麗的視聽幻境，該劇同時也是該團系列

預告作品的完結篇；《新劇展》，台南人

劇團 2003 年起以創新戲劇文本作為演出製
作的起點與藍圖所舉辦的劇展，冀望能藉

此鼓勵更多年青學子投入戲劇演出、製作

及劇本寫作，也讓好劇本能在舞台上有被

實踐的機會，去年演出的 3 齣劇目《拾荒
者》、《今天的心情有點藍》、《GO！正
益晚會戰士們迎向發達之路》，兼具青澀

清新滋味；在嘉義尚有中正大學話劇社學
生組成的「抱抱劇團」，於去年底首演實

驗意味濃厚的《界》，2007年春受邀於誠
品書店台南店演出。

三、傳統戲曲

對傳統戲曲界來說，本年度歌仔戲、

京劇和崑劇三大劇種都交出了漂亮成果，

梨園戲與布袋戲的創新實踐也未缺席。

「2006 華人歌仔戲創作藝術節」，計
有陳美雲歌仔戲劇團《重逢鯉魚潭》等 4
齣歌仔戲實驗小品，規模雖小，卻各有實

驗方向，精緻度也令人刮目相看，預期對

未來實驗歌仔戲的創作路線將有所啟發。

其中廖瓊枝領銜主演納豆劇場的《兩個時

代》，藉「十年後的我」為劇情起點，以

交響樂開場，放入「益春留傘」片段，把

自動小火車放上舞台；明華園天字戲劇團

《張古董租妻》、春風歌仔戲劇團《飛蛾

洞》，亦各有其創新意圖，值得肯定，令

人期待來年新作。

再者，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連續3屆 

「歌仔戲製作及發表專案」，7 月起安排
優選團隊分別於高雄、草屯、台北等地廟

口舉行成果匯演，堪稱年度盛事。登台拼

場的 3 個新製作分別為：南部「明華園天
字戲劇團」《弦月霜天》，由第一丑王陳

勝在導演，藉「段弓弦」一角隱喻社會人
生的醜陋黑暗面，他在親眼目睹雙親慘死

後，復仇之心油然而生，致使身陷親情與

愛情、正義與道德之間的巨大波瀾中載浮

載沈；中部「明珠女子歌劇團」《泣血蓮

花∼陳靖姑》，以陳靖姑奇女子的傳奇一

生為本，導演劉光桐指導重新搬演，是一

齣小旦挑樑的古冊戲，企圖展現傳統歌仔

戲的身段唱腔之美；北部「一心戲劇團」

《戰國風雲∼馬陵道》，為孫龐故事的古

戲新詮，特邀京劇名角朱陸豪執導，重新

演繹傳統劇目，以劇場的呈現方式打造精

緻廟口戲，以生凈角色以及排陣佈局場

面，營造戲劇張力，可說是歌仔戲吸收京

劇優良傳統的成功之作。整體說來，此項

專案計畫歷經 3 年，執行有成，有劇評指
出：「天團的演出具有龐大的企圖和高度

的劇場魅力，明珠則是繼承傳統而發揮古

意，一心的表現則充滿傳奇色彩並妝點出

前輩演員的典範。廟口的演出展現了與群

眾親近的無限可能性，歷經 3 年的耕耘，
歌仔戲製作與發表專案的精神讓廟口的好

戲得以催生，站在這個角度來看，不論是

酷暑或是豪雨，對觀眾來說都是值得給予

催生者與演出者大量掌聲的。」5

國光劇團京劇《金鎖記》，改編自張

愛玲同名小說的《金鎖記》，來自編劇王

安祈、導演李小平、主演魏海敏的鐵三角

5　引自王友輝，〈好戲開鑼　廟口確有好戲　秋高氣爽賞戲
行～鑼鼓喧天裡的心情故事〉，《民生報》，2006.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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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默契，透過生活場景的細緻呈現，以

及表演者的精采演出，既成功地展現出戲

曲的表演特質，也保留了文學的典雅性，

開拓了戲曲的敘事能力，為傳統劇場搬演

近現代生活提供了一次迷人的欣賞經驗。

又如同團作品《胡雪巖》、《青塚前的對

話》、以及豫劇隊的《劉姥姥》，則以現

代劇場的導演手法和舞台設計概念，賦予

了獨特精緻的視覺美感；《青塚前的對

話》一劇在結構上表現了後設的手法，文

字優美細致，展現屬於傳統戲曲「純正的

抒情傳統美學」；《胡雪巖》編劇劉慧芬

在高陽的小說基礎上立了「眼看著他樓起

樓塌」的主調，深諳戲曲藝術的總導演汪

其楣細膩鋪陳腳色情感、講究安排舞台畫

面，顯示出各部門整體合作與表現水平的

重要性。

近年多次發表崑曲實驗新作的 1/2 Q 劇
團，先後推出《小船幻想詩—為蒙娜麗

莎而作》、《戀戀南柯》，在資深小劇場

導演、視覺藝術創作者、崑曲演員與多媒

體設計者等多方合作之下，剪輯經典戲曲

劇本，激盪出不同的崑曲風貌，雙雙入圍

第五屆台新藝術獎之「2006 年度十大表演
藝術節目」。

江之翠劇場的梨園戲《朱文走鬼》，

故事描述北宋年間落第秀才投親不遇，借

住於東京王行首客棧，王行首已故養女一

粒金見朱文忠厚老實，心生愛慕，夜半

以借火點燈為由，進入朱文房內對他百般

挑逗、戲弄，終於成功搏得朱文青睞，進

而與她私訂終身，一粒金即以隨身繡篋贈

與朱文作為訂情信物，因而衍生兩人之間

一段人鬼戀情；表演形式結合了南管音樂

的雅緻、梨園科步的細膩生動、日本能劇

精神的舞台環境、以及日本舞踏表演者，

在趣味與美感之外，將幾個明代殘存的折

子戲中的陰陽愛戀，予以深化、提昇，添

加了更多的悲憫，詼諧生動、沉靜雋永兼

得。布袋戲方面則有山宛然布袋戲劇團黃

武山找來現代劇場導演符宏征執導《女兒

嫁》，除了二度改編老戲文，更以後設手

法、人偶合演，詮釋現代女性的自我追求

旅程。 

四、相關獎項與其他

藝術的創作，需要觀眾／讀者的存

在，延伸出各種獎項的設置，顯然有其必

要性和重要性。

例如，「台新藝術獎」由台新銀行文

化藝術基金會主辦，是藝文界非官方主辦

的重要獎項之一，經過全年觀賞了上千場

次的展覽及演出，透過每季提名、初選、

複選等多階段審慎的評估與討論，最後推

舉出「2006 年度五大視覺藝術」及「2006
年度十大表演藝術」 6，然後進入「決

選」，角逐「年度最佳視覺藝術」「年度

最佳表演藝術」的百萬大獎。

2006 年 4 月，江之翠劇場以作品《朱
文走鬼》獲得台新獎表演藝術百萬大獎；

團長張逸昌表示，默默努力了 14 年，終於
獲得國內及國際評審的肯定，讓團員意外

之餘都很興奮。他強調，南管和梨園戲是

傳統精緻美好的藝術呈現，如果失傳是這

一代的過失，希望這項藝術能獲得重視，

讓南管、梨園戲能在台灣紮根，民眾能認

識了解。

6　「2006年度十大表演藝術」展演名單請見文後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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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為成功大學中文系美好傳統的「鳳

凰樹文學獎」已是第  34 屆了，據統計，
投稿件數為 542 篇，其中舞台劇本類共計
選出 6 篇得獎作品7，正獎《Black Jack》
透過一個牌局的遊戲、虛實同處一台的角

色，企圖呈現人物內在的恐懼，散發出荒

謬感；貳獎《做愛》則是一語雙關，同時

有「製作愛」和「做愛做的事情」雙重涵

義，劇情的設計反諷、顛覆了一般人對於

「義工」與「盲人」之間幫助別人與受人

幫助的固定看法。

1997年，高雄縣政府開辦「鳳邑文學
獎」，經歷數年經營，逐漸增設現代戲劇

劇本項目，2006年進行第五屆的第二階段
甄選：現代詩、散文、現代戲劇劇本，其

中投稿劇本有  12 件，評審結果為首獎從
缺8，然增加一名佳作9，優選劇本《瑪吉瑪

納怒》以布農族的文化為戲劇基礎，透過

追尋「瑪吉瑪納怒」的冒險歷程，劇情懸

疑緊湊，同時傳達了高度的文化關懷與人

情味。評審獎劇本《誰是冒牌貨？》以三

家不同經營模式的粄條店的興衰作為族群

融合的象徵，用心良苦，可惜與前者同樣

帶有過多的說教意味。

同樣是地方文學獎的「第  12 屆府城
文學獎」，2006年底頒獎，劇本組的正獎
同樣是「從缺」，得獎名單有貳獎的陳志

明《五妃》、佳作的李瓊婷《生機》。由

此反而推之，假使並非評審的嚴厲高標篩

7　第34屆鳳凰樹文學獎舞台劇本類得獎名單請見文後附錄
二。

8　參見王友輝，〈現代戲劇劇本評審感言〉一文：「評審們
認為本屆參賽作品在創意和主題關注上雖各有所長，但在
劇本書寫和完整度上也各有缺失，因此決定從嚴把關而將
首獎從缺，以建立鳳邑文學獎現代戲劇劇本類應有的高標
準」。

9　第五屆鳳邑文學獎現代戲劇劇本類得獎名單請見文後附錄
三。

選，或許可以理解為地方文學獎徵求稿件

時候容易碰上稿量稀少、品質難以預期的

困境，如何長線經營地方文學獎的舉辦，

絕非僅限頒獎當日的短暫泡沫式風光場面

而已。

任何獎項比賽幾乎必有遺珠之憾，

然而通過各種獎項的揭曉，卻猶如高舉某

種藝文生態的指標。以台新藝術獎為例，

通過全程觀察的筆者深感如是得獎名單，

值得注意的不僅是單件作品的優秀表現成

績，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其背後存在表演團

隊長期堅持專注的精神、認真虔誠的態

度、內斂凝神的劇場美學，堪稱當代台灣

諸多表演藝術界繁花倏乎怒放、熱鬧倉促

表象之下，可供反思與欣喜的一個指標。

五、謝幕之後

回顧年來各項戲劇展演活動，我們

欣見屬於台灣文化特有的多元活力，依然

蓬勃活躍，但也省視林林總總五花八門的

表演節目究竟是各類創作主體意識的有機

轉化？還是見風轉舵便宜行事地挪用拼

貼？各種不同的跨界、跨媒體或是挑戰經

典的嘗試，或許備受創作者的青睞，一試

再試，但對廣大觀眾而言如何在鼓勵冒險

勇氣與期待成熟創作之間找到購票觀賞表

演的平衡點呢？隨著資訊傳播、科技發達

與行銷手段的拓展與轉型，我們期盼看見

作品中人文關懷的價值與誠意仍然受到珍

惜。鑑往知來，我們必須為過去一年將自

己奉獻給台灣戲劇生態的表演藝術人，致

上熱烈掌聲和極高敬意，並且引頸翹首，

凝視未來的戲劇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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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第五屆台新藝術獎　表演藝術類十大名單

節目名稱 參選代表人

1 NCO精緻系列—英雄‧美人‧
花月夜

國家國樂團

2 三氯乙烷　釋放體 8213肢體舞蹈
劇場

3 小船幻想詩—為蒙娜麗莎而作 1/2Q 劇團

4 水滸傳 國立中正文化

中心

5 尼貝龍指環全系列 國家交響樂團

6 朱文走鬼 江之翠劇場

7 奇異的對話 台法之音 十方樂集

8 金鎖記 國立國光劇團

9 青塚前的對話 國立國光劇團

10 戀戀南柯 1/2Q 劇團

（依節目名稱筆劃順序排列）

附錄二

成功大學中文系「第34屆鳳凰樹文學獎」舞台劇本

得獎名單

正獎　日中四　張培哲《Black Jack》

貳獎　日中四　黃健富《做愛》

參獎　日中四　林善美《結婚進行曲》

佳作　日中四　呂政冠《東西不見了》

佳作　台文四　郭紘格《除夕夜，家家團員》

佳作　日中四　吳妍瑩《Doll》

附錄三

高雄縣政府「第五屆鳳邑文學獎」現代戲劇劇本類

得獎名單

首獎　從缺

優選　王俍凱《瑪吉瑪納怒》

評審獎　藺奕《誰是冒牌貨？》

佳作　徐嘉澤《小說家之死》

佳作　龔萬祥《生命》

佳作　林昱廷《醫事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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