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 ０ 世纪 ９ ０ 年代 以 来 两

岸 昆坛的 交流现象

（ 台 湾 ） 蔡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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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１—

刖Ｓ

纵横明清剧坛数百余载的昆 曲 ， 从古代延伸到近代 ， 由 大陆地区

流播到宝岛 ， 从有清以来 ， 在 台湾地区历经不 同 的历史发展阶段 ， 以

抒情典丽的文学诗意与细腻优雅的表演艺术 ， 确立
“

戏曲美典
”

的传

统身姿 。 近年来更在政府部门 、 学界 、 艺文界 、 剧 团与观众的协心合

作下 ， 型塑且稳固 了对传统经典的美学熏陶与文化深耕 ， 昆曲 的台湾

经验与在地意识逐渐被积 累 、 开创与转化 ， 形成与 大陆昆 曲分殊的



展 １
“

文化传统
”

。

①

＾ｔ回溯在清乾隆时期 ， 已 有宦台官员朱景英等文人在衙署中观赏

＾

￡ 《桃花缘 》 与 《清忠谱 》 等昆 曲演出 的诗文记载 。 而当时郊商往返两
＾岸 贸易频繁 ， 很可能吸引 昆班来 台演出 ， 在清乾隆苏州梨园公所的

《翼宿神祠碑记 》 中 ， 已 然有
“

台湾局
”

的 巨额捐款记录 。

② 至于在

台湾担任祭孔雅乐与宗教圣乐演奏的
“

十三腔
”

在民间岁时节庆与 民

众生命礼仪中及极受喜爱的传统音乐
“

北管乐
”

中 ， 也都可窥见昆腔

寄居的影迹 。

然昆 曲真正在台湾扎根成长 ， 则仰赖二战后播迁来 台的学坛教

授 ，
在曲学教授中点燃了薪火 ， 或作为学术研究课题或成立学校社团

以及民间 曲家同好组织同期与 曲集 ， 定时聚会拍 曲清唱以 自娱 自乐 ，

＼着力于校园生力军与京剧演员
“

昆乱不挡
”

的培育 ， 维系了昆 曲命脉

７ ２

＾
在台湾的承先启 后 。 且随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政府部门在文化政策与传

’习研究上的推动 ， 昆 曲从原先仅为曲友的 自 娱活动 ， 逐渐进入戏剧季

与艺术节 ，

“

惊艳
”

公演 。

１ ９ ８７ 年台湾
“

解严
”

后 ， 大陆各昆 剧团 陆续登 台公演 ， 而编 、

导 、 演等创作与教学艺师也纷纷受邀来 台
“

合作编创
”

与
“

讲学授

课
”

。 政府挹注资源 ， 支持昆 曲录像保存计划 、

“

昆曲传习计划
”

与

《昆 曲辞典 》 的编撰 ， 由学者带头在校园与社会推广等 ， 凡此都让昆

曲在台湾生机盎然 ， 也扩展了观众的族群结构 。 本文试图通过文献史

料 、 报刊报导 、 政策法令 、 图片影音与演出创作等信息与素材的统合

① 笔者应用历史研究法与 观察参 与法 ， 阐述了昆曲在台湾历经
“

奠基涵 化期
”
——

清末到 日据 时期 （ １７ ８３ 

—

１ ９ ４５ ） 、
“

扎根培育期
”
——战 后 到 ９ ０ 年代 （ １ ９４５ 

—

１ ９ ９ ０
）

、

“

茁壮兴盛期
”
——

９ ０ 年代 （
１９ ９ ０

—

２０ ００ ） 以及
“

自我发声期
”
——

新世

纪 （ ２０００ 至今 ） 等不 同时期 ， 并对各时期 的剧坛生态 、 演出现象与文化传统进行

全面观照与论析 ， 参见 《 昆 曲在 台湾发展之历史景观 》 ， 载 《 台湾戏曲景观 》 ， 台

北
“

国家
”

出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３ ４
？

１ １ ０ 页 。

② 有关清乾隆时期 昆曲在 台湾的演出现象与推论 ， 参见张启 丰 《清代台湾戏曲活动

与发展研究 》 ， 台湾成功大学中文博士学位论文 ， ２００ ４年 ， 第 ６ ７
？

７ ３ 页 、
第 ２ ０５

？

２ １ ０页 。



分析 ， 检视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两岸昆坛的交流现象 。目

世
纪

￣“

输入
”

大陆昆团来台展演 ，
两岸交流合作演出￥

代
以
来

１９ ８７ 年 台湾发布
“

解严令
”

， 部分 台湾戏 曲演员 或票友 ， 利用｜

“

大陆探亲
”

名义 ， 或返乡 联演 、 或拜师学艺 、 或观摩演出 、 或田野ｇ

访査等 ， 率先搭建起组织演出或学术研讨等交流活动 ；
１ ９８８ 年台 湾｜

开放具有专业造诣的大陆艺文人士可来台访问 ，

“

海外艺人
”

纷纷应象

邀来 台献艺或合作演出 ；

１９ ９ １ 年底 台湾地区政府全面开放学术 、 科

技 、 艺文 、 体育 、 新闻 、 出版与影视等交流渠道 ， 取消大陆人士不能

来台进行商业演出 的限制 。

１ ９ ９２ 年 １０ 月 初
，

“

中正文化 中心
”

邀请大陆旅美演员华文漪 、

＜
７３

史济华与大鹏国剧团高蕙兰及复兴国剧团等演员携手演出昆 曲 《牡丹 ＼
亭 》 ， 作为两厅院庆祝开幕 １０ 周年的年度大戏 ， 此是两岸专业演员 的

首度合作演出 ， 引领我们走进 当代昆 曲 的烂漫春色中 同年 １ ０ 月

底上海昆剧团 （以下简称
“

上昆
”

） 受邀来台 ， 在
“

国父纪念馆
”

演

出 《长生殿 》 与 《烂柯山 》 等两出本戏 ， 及 《 活捉 》 《盗 甲 》 与 《扈

家庄 》 等经典折子戏？
， 成为解严后首次赴 台演 出 的大陆职业剧团 ，

正式开启两岸昆曲交流演出 的扉页 。

① 两厅院制作演出的 《牡丹亭 》 ， 乃 采 １ ９８２ 年
“

上昆
”

的改编版再整理 。 全剧分为

《闺塾训女 》 《游园惊梦 》 《寻梦情殇 》 《倩魂遇判 》 《访园拾画 》 《叫 画幽通 》 《 回生

梦圆 》 ７ 场次 ，
由辛清华编 曲 ，

顾冠仁 、 顾炳泉配器 ， 华文漪饰杜丽娘 ， 高蕙兰饰

柳梦梅 ，
史洁华饰春香 ，

叶复润饰陈最良 ，
朱 民玲饰石道姑 ， 章复年饰杜宝 ， 齐

复强饰判官 。 并搭配
“

昆 曲之美讲座
” “

汤显祖与昆曲艺术研讨会
”

以及
“

昆 曲数

据展
”

的策划 。

②
“

上昆
”

此次来台 ， 除岳美缇因故未能来外 ，

一级表演艺术家与文武场乐师如蔡正

仁 、
王芝泉 、 计镇华 、 梁谷音 、 刘异龙 、 方洋 、 张铭荣 、 张静娴 、 顾兆琪 、 李小

平等精锐尽出 ，
行当齐全 。 由京昆大师俞振飞夫人李蔷华担任艺术指导 ， 演 出 了

〈（
长生殿》 《玉簪记》 《烂柯山 》 《雁翎记 ？ 盗 甲 》 《天下乐 ？ 嫁妹 》 《水浒记 ？ 活捉 》

《舨马记 ？ 写状 》 与 《请神降妖 》 等戏出 。



展 复大陆昆团名角 以坚实功力展现了精致典雅的
“

文／武
” 昆 曲艺术 ，

＾
％让台湾观众大开眼界 ， 所谓

“

最好的演员 在中 国 ， 最好的 观众在台

湾
”

， 自 此台湾成为大陆昆剧最重要的演出市场 。 其后如浙江昆剧团
扣（以下简称

“

浙昆
”

） （ １ ９ ９ ３ ） 、 江苏省昆剧 院 （以 下简称
“

省昆
”
）

（ １ ９９ ８ ） 、 永嘉昆剧团 （以下简称
“

永嘉 昆
”

） （ ２０００ ） 、 苏州 昆剧团

（以下简称
“

苏昆
”

） （
２００ １ ） 、 北方昆 曲剧 院 （ 以下 简称

“

北昆
”

）

（ ２００ ２ ） 等大陆昆 团纷纷来台献艺 ， 以
“

上昆
”

来台次数最多 ， 永嘉

昆次数最少 。

而作为
“

输人
”

大陆昆团 到台湾的重要推手 ， 首推成立于 １９７８

年的新象活动 中心 （后成立
“

财团法人新象文教基金会
”

， 文中简称

“

新象
”

） ， 在艺术家许卓允与樊曼侬杭偭的执著投人下 ，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Ｉ年代邀约乃至于制作昆曲演 出 ， 到 ９０ 年代后持续邀请大陆昆 曲名 家

Ｕ

／ 与剧团来台公演 ； 其次为 １ ９９ ７ 年 由资深曲友贾馨园与喜好摄影的夫

君陈鹏昌成立的雅韵艺术传播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雅韵
”

） ， 不但多

次组织
“

昆曲之旅
”

， 前往沪 、 苏 、 杭 、 京等观摩昆 团演 出 ， 也致力

引进大陆优秀昆团来台交流演出 。

在
“

新象
”

与
‘‘

雅韵
”

以及学界等的参与策划下 ， ２ ０ 世纪 ９ ０ 年

代以来大陆昆团或以名角专场 ， 或 以剧团特质 ， 或以经典名剧 ， 或以

行当组合等陆续来台献艺 ， 如
“

张三梦
”

张继青演出 的
“

秣陵兰蕴

——张继青经典昆剧专场
”

（ １９ ９ ９ ） ，

“

上 昆
”
一级演员主打唱工折子

戏的
“

隽雅辉煌
——昆剧 巨星集萃

”

（２００４ ） ， 由 京 、 沪 、 浙与南京等

昆曲名 家演出专场的
“

中 国 昆曲 名 家经典名剧汇演
”

（ ２０ ０４ ） ， 聚合

浙 、 沪与江苏等昆丑名家同台演出 的
“

纪念王传舱百年
——

昆剧名丑

汇演
”

（ ２００ ６ ） 等 ， 从演员 阵容 、 演出 剧 目 、 舞台样式到制作品位等 ，

都在文化知识精英的艺术把关下 ， 彰显了台湾对于
“

昆 曲美典
”

的艺

术欣赏品位 。

综观大陆昆团来台演出剧 目 ， 以传统经典剧 目 与折子戏为主 ， 如

《烂柯山 》 《玉簪记 》 《琵琶记 》 《西园记 》 《风筝误 》 《 白罗衫 》 《钗钏



记 》 《满床笏 》 与 《绣襦记 》 等 ， 都是首次在台展现
“

全本
”

的演出ｇ

｜

Ｍ－

风姿 ； 而如 《题曲 》 《玩笑错梦 》 《亭会 》 《请神降妖 》 《骂曹 》 等传统纪

折子戏 ， 也有不少是首次在台亮相的 。 大抵在传统剧 目 中 ， 以 《牡丹Ｉ
ｔｈ

亭 》 与 《长生殿 》 演出 次数最多 ， 各昆 团或搬演如 《游园惊梦 》 与｜

《小宴惊梦 》 等常演折子 ， 或贴演一天的
“

小全本
”

， 或 由折子串成两｜

天以上的
“

迭头戏
”

等 ， 各团的整理改编本 ， 除展示明清昆曲艺术的｜的

表演精华 ， 也显示对昆曲传统的规代诠释 。｜
现

另也有改编整理或新编创作的昆曲剧 目 ， 如
“

浙昆 ”

推出
“
一出篆

戏救活
一

个剧种
” 的 《 十五贯 》

， 演绎东周公孙子都人性欲念的 《 暗

箭记 》 ；

“

上昆
”

整理 自 元代白朴杂剧的 《墙头马上 ＞〉
， 取材于清石子

斐传奇的 《龙凤衫 》 ， 叙写文人仕途浮梦的 《 司 马相如 》 ， 以 《铁冠

图 》 传奇为蓝本的 《景 阳钟变 》
； 永嘉昆演出古戏新诠 的 《张协状

^
元 》

；

“

北昆
”

演出 以宝黛之情为主线侧写贾府盛极而衰家族境遇的上 义
下本 《红楼梦 》 ， 及曹寅取材于文姬归汉题材编撰 的 《续琵琶 》 等 ，

均展示了大陆地区当代昆 曲 的创作思维与审美情趣 。

基于对昆 曲艺术 的挚爱 ， ２０ 世纪 ９ ０ 年代 以来
“

新 象
”

与
“

雅

韵
”

不惜成本 ， 陆续邀约大陆昆 团来台 ， 或进行
“

商业营运
”

售票演

出 ， 或与政府部门合作
“

文化交流
”

推广示范 。 精致专业昆剧的来

台 ， 引发了当代的文化风潮 ， 扩展了观众的年龄层面与族群结构 ， 欣

赏眼界的提升与学术观摩 的互动 ， 也激化了 昆曲在台湾的艺术能量 ，

台湾曲友与各剧种由此观摩采借 ； 而台湾也在相当程度下 ， 将美学品

位与学术效应反馈大陆昆坛 。

随着 ２１ 世纪两岸艺文交流的蓬勃互动 ， 地方政府也积极搭建互

访交流平台 。 如 自 ２００６ 年起的
“

两岸城市艺术节
”

， 在
“

台北周 ／北

京周
” “

台北周 ／上海周
”

活动期间 ， 双城各 自挑选富于特色的表演团

队
“

移地登陆
”

演出 。 ２００９ 年
“

两岸城市艺术节——上海文化周
”

中 ，

“

上昆
”

受邀来台演出 《烂柯山 》 《班昭 》 《 占花魁 》 与 《玉簪记 》

４ 场全本大戏以及
“

昆曲经典折子戏专场
”

。 ２０１ ０ 年
“

两岸城市艺术



＾Ｉ节
一上海文化周

”

中 ，

“

上昆
”

聚合老中青三代及
“

北昆
”

魏春荣

＾
Ｘ演出 《钗盒定情 》 《霓裳羽衣 》 《马巍惊变 》 与 《月 宫重圆 》 ４３ 折的

＾

±四本 《长生殿 》 ， 成为 当年台湾剧坛的华丽盛事 。
２０ １ ４ 年转型 的

“

海
＾派文化艺术节

”

，

“

上昆
”

带来全本 《墙头马上 》 与 《琵琶记 》 及折子

戏专场 ， 蔡正仁以 ７ ０ 高龄演出唱念繁重的 《撞钟 ？ 分宫 》 ， 倾倒全台

昆迷 。 此外 ， 第七届
“

台湾 ？ 浙江文化节
”① 中 ， 也有台湾昆剧团 、

义乌市婺剧团与
“

浙昆
”

联袂登场 ，

＊ 两岸并合作演绎 《范蠡与西施 》 。

大抵这类以地域为单位的城市互访交流活动 ， 多含括各类型 的表

演艺术 ， 以扩大交流面双向对话 。 基本上这类配合文教政策的展演活

动 ， 均是由政府部门编列经费预算 ， 委由民间单位执行 ， 但却时常会

出现
“

售票商演
”

与
“

非售票文化交流
”

的拉锯现象 。
由 于近年来随

＼
着大陆各省市

“

经贸
”

采购团队或通过各种考察名义随行来台的表演

７

ｙ
团队 ， 多以艺文交流免费推广的方式来扩大其影响力 ， 因而也养成了

部分台湾民众的欣赏惯习 ，

“

无料
”

的门庭若市 ，

“

有料
”

的 门可罗

雀 ，
连带还影响 了台湾剧团的营运机制 。 尤其有时宣传力度不够 ， 民

众错失 了欣赏好戏的机会 ； 或仅流于
“

同乡 会
”

的联谊同乐性质 ， 未

能获得专业的回响反馈 ； 或 因碍于来台人员 的编制 ， 使用录音带
“

对

嘴
”

或以卡拉带伴奏演唱 ， 削弱 了戏曲艺术的感染力 。

二 大陆昆曲艺师来台传艺 ， 拓展教学与演 出剧 目

１ ９ ９０ 年 曾永义教授与洪惟助教授参与
“

昆曲之旅
”

后
，
有感于

昆剧艺术的精致优美 ， 遂筹划
“

昆 曲传习计划
”

（ 以下简称
“

传习计

划
”

） 推动昆曲艺术在台湾的薪传与推广 。 在
“

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

会
”

（ 以下简称
“

文建会
”
） 与

“

传统艺术中心
”

（以下简称
“

传艺 中

① 自 ２００７ 年起 ， 浙江省文化艺术交流促进会每年都来台举办
“

台湾
？ 浙江文化节

”

，

借此平台展示浙江各地的历史文化遗产 与艺术精品 ， 以共同传承中华文化 ， 促进

两岸情感交流 ， 探索 台湾地区的演出市场 。



心
”
） 的经费支持下 ， 从 １ ９ ９ １ 年 ３ 月 起开办到 ２ ０００ 年底 ， 前后共举ｇ

办了６ 届传习计划 ， 前 ３ 届 以社会大众为对象 ， 根据学员 程度分为ｔ
（￡

＞

“

唱曲班
”

与
“

昆笛班
”

的初 、 高级 ， 每期结束时举办成果公演 ； 第是

四届起另成立
“

昆曲业余剧团与师资培养小组
”

， 招收优秀 曲友与京｜

剧演员 ， 以培养杰出演员 与培育昆曲教学师资为 目标 。

？１

在第一 、 二届
“

传习计划
”

中 ， 师资主要由 台湾资深曲友担任 。Ｉ
的

１９ ９ ３ 年政府通过
“

大陆地区杰出 民族艺术与 民族技艺人来 台传 习许｜

可草案
”

， 可邀约大陆昆剧演员 、 剧校老师与文武场乐师等来台传艺 。｜

“

上昆
”

的梁谷音 、 计镇华 、 张静娴以及笛师顾兆琪成为首批来 台传

习 的大陆昆剧艺术家 ， 教授 《西厢记 ？ 佳期 》 《浣纱记 ？ 寄子 》 与

《长生殿 ？ 絮 阁 》 等戏出 ， 并安排前往
“

台大
” “

中央
” “

中 山
”“

高师

大
”

与
“

新港文教基金会
”

等地巡回演讲及示范演出 ， 启动走进校园ｙ
培养年轻观众的昆 曲推广活动 。＜

７ ７

堪称是
“

长时间 ／大规模
”

的
“

传习计划
”

， 不仅培养广大的观众
、

戏迷 ， 提升曲友与演员 的表演水平 ， 也带动昆 曲艺术 的学术研究风

气 。 尤其从第四届起成立
“

昆曲业余剧 团与师资培养小组
”

， 不少京

剧演员因研习演练昆曲 ， 深化了 自身的京剧表演艺术 ， 并催化了 台湾

昆 曲表演艺术迈向专业化 ， 带动了台湾昆团的组织活力与演出能量 。

如 ２００ ３ 年成立的 台北昆剧 团 （ 以下简称
“

台北昆
”

） ， 成员 中的孙丽

虹 、 朱锦荣、 邹慈爱 、 郭胜芳 、 唐瑞兰 、 刘稀荣 、 刘珈后 、 朱胜丽与

李光玉等人均属于京剧演员 出身 ， 结合
“

以戏带工
”

的方式研习昆剧

剧 目 。

１ ９ ９ ９ 年成立的台湾昆剧 团 （以下简称
“

台昆
”

） ， 更是以
“

传 习

①
“

昆曲传习计划
”

第一届为 １ ９ ９ １ 年 ３ 月 至 １９ ９２ 年 ２ 月 ； 第二届 为 １９ ９ ２ 年 ７ 月 至

１ ９９ ３ 年 ６ 月
； 第三届为 １ ９９ ４ 年 ４ 月 至 １ ９ ９ ５ 年 ３ 月

； 第四届为 １ ９ ９ ６ 年 ９ 月 １ ５ 日 至

１ ９９ ７ 年 １ ２ 月 １ ５ 日 ； 第五届第一阶段为 １９ ９７ 年 １ ２ 月 １ ５ 日 至 １ ９９ 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 ；

第五届第二阶段为 １ ９９ ８ 年 ７ 月 １ ５ 日 至 １ ９ ９９ 年 ６ 月 １５ 日 ； 第六届为 １ ９９ ９ 年 １ ０ 月

１ ５ 日 至 ２０００ 年 １ ２ 月 １ ５ 日 。 笔者曾担任第
一

、 二届专任助理 ， 负责执行课程与行

政等事务 。



展 Ｉ计划
”

艺生班的专业成员为班底 ， 主要是 国光剧团 （ 以下筒称
“

国

＾
＋光

”
） 与

“

台湾戏曲专科学校京剧团
”

（ 以下简称
“

戏校京团
”

） 的京

剧演员 。

“

台昆
”

每年度定期举办各种大 、 小型公演 ， 推动校园与社
扣会大众的昆曲推广研习 ， 成团以来 ， 洪惟助团长陆续邀约大陆名家前

来授课 ， 多数为京剧演员跨行学习的团员 ， 本身已具备基本功底与熟

练戏曲程序 ， 虽说京昆在唱念 、 做表 以及角 色关系 的对应上 ， 仍有
“

剧种性格
”

与
“

气质意态
”

的差异 ， 但受过戏 曲科班的专业训练 ，

团员 自然更能迅速习艺而
“

昆乱不挡
”

。

“

台昆
”

采用
“

两岸合作／师生联演
”

的经营策略 ，

一

来发挥师长

提携学生的功能 ，
二来借此检视传艺授课的研习成果 ，

三则从舞台演

出 中相互切磋实质刺激 ， 四则裨益吸引观众刺激票房卖座 。 是故
“

台

＼昆
”

成立五周年时 ， 邀请旅居海外的华文漪 、

“

上昆
”

蔡正仁与顾兆

７

ｙ
琳 、

“

浙昆
”

程伟兵与
“

台昆 ”

团员合作演出
“

风华绝代
——

昆剧名

家汇演
”

。 此后大陆演员陆续来台传授 《蝴蝶梦 》 《烂柯山 》 《玉簪记 》

《 占花魁》 《琵琶记 》 与 《西厢记 》 等全本或折子戏 ， 遂有
“

蝶梦蓬莱

—昆剧名家汇演
”

（ ２ ００７ ） 、

“

美意娴情
——昆剧名家汇演

”
（２ ００８ ） 、

“

兰谷名华——昆剧名家汇演
”

（ ２００ ９ ） 等展演 。 ２０ １ １ 年时以
“

西墙

寄情——昆剧名家汇演
”

为名两岸联演庆祝昆剧获选
“

人类 口头和非

物质遗产代表作
”

十周年 。

“

台昆
”

的传习与展演活动 ， 因洪惟助任教于
“

中央大学
”

， 故也

常搭配校庆活动 ， 吸引更多师生来亲近昆曲艺术 ； 也扩展与其他昆 团

合作 ，
如 ２０ １２ 年与

“

浙昆
”

合作
“

越中传奇
”

，
２０１ ３ 年与

“

浙昆
”

及

义乌市婺剧团 （以下简称
“

婺昆
”

） 携手献艺演出 《范蠡与西施 》
；

？

２０ １４ 年
“

台昆
”

与
“

湘昆
”

联袂演出
“

台湘争风
”

，

“

台 昆
”

演出 洪

惟助教授修编 ， 两度邀请
“

浙昆
”

龚世葵 、 王世瑶 、 张世铮来台教授

① ２０ １ ２年
“

越 中传奇
”

推出 《烂柯山 》 《凤寧误》 与 《西园记》 及武生折子戏 《雅观

楼》 及红生剧 目 《送京娘 》 ，
２０ １ ３年

“

婺昆
”

带来 《杀四门 》 《小宴 》 《华容道 》

《雪里梅 》 《辕门斩子 》 与 《断桥 》 等精彩折子戏 。



的 《风筝误 》 。

① “

台昆
”

从原先随大陆名 家习艺及同 台合演传统剧ｇ

世
目 ， 到后来新编 或创 作新剧 目 ， 编 、 导 、 演需更 多时间 的磨合与ｆ

排练 。年
代

向来昆 曲在台湾 ， 多凭借着民间 曲会与学校社团 ， 自发 自娱性地Ｉ

以曲会友 、 薪传教学 ， 如徐炎之伉偭 、 焦承允、 夏焕新 、 何文基 、 许Ｉ

闻佩 、 田士林等都是台湾昆曲艺术的传薪者 。 台湾历史最悠久的 昆剧Ｉ
的

团即是 １９ ８７ 年 ６ 月 由徐炎之伉偭传艺弟子所组成的水磨曲集昆剧团ｆ
孤

（以下简称
“

水磨
”

） ， 延续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师长 口传心授与以戏｜

带工的教学演练方式 ， 在世代交替的师徒承传中 ， 以培育大专院校的

青年学子为起点 ， 逐渐累积成长扩展到毕业社友与社会大众 ， 老干新

枝开枝散叶 ， 持续传习昆曲艺术 。

历来
“

水磨
”

即 以传承张善芗
“

张十 出
”

昆 曲剧 目 为主 ，

② 时至^
今 日虽持续以此传承教学 ， 但随着开放大陆艺人来台教学传习 ， １ ９９１

＜
７９

年时便率先邀请
“

上昆
”

首席笛师顾兆琪来台指导研习 ； 其后则陆续
、

邀约周志刚 、 朱晓瑜 、 胡保棣 、 周雪雯 、 黄小午 、 王维艰等来 台传

艺 ， 或在原本学习剧 目上加工修整 ， 或教导各家的代表绝活戏出 ， 或

传习艺师挖掘捏合的新老戏 ， 既拓展了团员 的传习剧 目 ， 也锤炼了表

演技艺与 曲唱 。

在众多大陆传艺师资中 ， 与
“

水磨
”

长期合作 ， 同时也被
“

传习

计划
”

、 艺术学院戏剧 系 （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改制为
“

台北 艺术大学
”

） 、

“

台昆
”

与
“

台北昆
”

（及属同一组织的
“

中华戏曲与文学推广协会
”

）

等相继邀请来台教学或排戏的周志刚与朱晓瑜伉俪 ， 如带领 《哭魁 》

《井遇 》 《玩笺 》 《思乡 》 《辞朝 》 与 《访素 》 等戏出 曲牌的拍曲训练 ，

① 洪惟助参考李渔原著和
“

浙昆
”

周传瑛 、 朱国梁改编本修编 《凤筝误 》 ， 通俗中见

典雅 ， 演出约两个半小时 ， 此外
“

台昆
”

述演出 《佳期 》 与 《断桥 》 折子戏 ，

“

湘

昆
”

则演出 《 白兔记》 《荆钗记 》 及 《 山门 》 《 出塞》 折子戏 。

② 张善芗经常教授的戏码有 《牡丹亭 》 的 《 学堂 》 《游园 》 《惊梦 》 ， 《西厢记 》 的

《佳期 》 与 《拷红 》 ， 《长生殿 ？ 小宴 》 《玉簪记 ？ 琴挑 》 《义妖记 ？ 断桥 》 《铁冠

图 ？ 刺虎》 与 《孽海记 ？ 思凡 》 ， 人多称为
“

张十 出
”

。



展 ｉ整理一套基本身训教材为学生奠定身形根基 ， 作为学戏的基础人门训

ｓｌｉｔ
＋练 ； 而排戏时周志刚会特制

“

武功秘籍
”

， 事先记录戏出 的身段提要 、

＾
１． 场型 、 路线图与身段简谱 。

＾主要师承 自 俞振飞和沈传芷两位名师的周志刚 ，
承继了沈传芷的

“

捏戏
”

本领？
， 也即是周传瑛所指

“

自 己设计表演
”？

。 以折子戏为

主 ， 剧本大都取材 自 传统戏出 ， 或完全依循原作 ， 或调整增删原作 ，

亦有根据演出 台本的 。 艺人们根据 自 身的剧艺实践 、 舞台经验与观演

心得 ， 对于从未在舞台上搬演的戏出 ， 进行身段与唱腔的
“

新捏
”

设

计 ； 或对于久未在舞台上搬演的戏出 ， 进行
“

重捏
”

复制 。 如周志刚

的 《 闻铃 》 与 《三醉 》
？

、 蔡瑶铣 的 《女弹 》
？

、 黄小午 的 《酒楼 》
？

等 ， 或聚合众人之力组合捏塑 ， 或继承传统表演根基再细致锤炼 ， 都

＼
融人当代艺人的演艺心得与表演个性 ， 逐渐形成演员各 自 的拿手代表

８０

ｙ
＞ 作 ，

也随着大陆昆曲艺师的来台传习 ， 在台湾被教导逐渐成为各团的

保留剧 目 以及这一代人的昆曲经典表演剧 目 。

① 有关周志 刚的学戏过程 ， 在剧校期间学 习的昆 曲剧 目 ， 向俞振飞及沈传芷 的学戏

心得 ， 参见陈彬 《万里巡行——周 志刚 、 朱晓瑜伉俪的戏 曲艺术 》
， 陈彬 ２００６ 年

自费 出版 ， 第 ４５
？

６ ３ 页 、 第 １ ４７？ １ ６ １ 页 。

② 周传瑛口述 ， 洛地整理 《昆剧生涯六 十年 》 ， 上海文艺出版社 １９ ８８ 年版 ， 第 １ ０３

页 。

③ 周志刚随俞振飞习唱 《闻铃 》 与 《 三醉 》 ， 但俞振飞 自 己没有演过 《 闻铃 》 ， 因此

要周志 刚去找沈传龙排身段 。 此戏首度 由 周志刚演出后 ， 甚受俞老认同与观众好

评 。
俞振飞推荐其参加 １ ９ ８７ 年文化部主办的

“

全国 昆剧抢救继承剧 目汇报演出
”

，

并特别写 了一段评论发表在 《人民 日 报 》 上 。

④ 蔡瑶镜随傅雪漪拍曲 《女弹 》 ６ 个月 ， 自 己再与许凤山 、 张国泰 、 王宝忠等人排出

来身段走位 ， 李紫贵与郝鸣超也帮忙加工 ， 有关 《女弹 》 的表演 剧艺参见蔡瑶铣

口述 、 陈彬记录整理 《瑶台仙音
——我的昆剧艺术生 涯 》 ， 陈彬 ２ ００５ 年 自 费出版 ，

第 ６７
？

７ ２ 页 。

⑤ 黄小午出身于京剧花脸 ， 善用传统戏出与现代戏中可采借的身段 ， 琢磨了４ 年研

发捏合出 《酒楼 》 ， 时至今 日 还在修整中 。 目前黄小午 已完成此剧 的表演重点 记

录。



三 两岸编导演混搭组合 ，
携手打造台湾当代昆曲胃

￥

战后昆曲在台湾的展演 ， 不外乎各级学校昆 曲社团研习成果的公｜

演 ， 早期除师大昆曲研究社 （以下简称
“

师大昆社
”

） 由 焦承允等教｜

授外 ， 其余均 由徐炎之伉俪负 责指导？ ， 演 出剧 目 除
“

张十 出
”

外 ，｜
的

也会邀请如苏盛試 、 周正荣 、 周陆麟与陈菲等京剧艺人协助排戏 ， 以｜

贴演昆曲传统经典为主 ； 或是民间票友 曲社的粉墨登场 ， 如 １ ９ ５ １ 年｜

夏焕新 、 沈元双与沈元云等在中 山堂演出 《牡丹亭 ？ 学堂 》 ， 是战后

大陆曲友来台后的首次昆 曲演 出活动 ； 或由京剧团 以及京剧艺人等贴

演昆曲剧 目 ② ， 如 《 白蛇传 》 《三打祝家庄 》 《杨排风 》 与全本 《汉明

妃 》 等演出剧 目 ， 甚至以
“

京昆两下锅
”

的方式演出 。

ｙ

而随着
“

解严
” 开放 ， 大陆昆团纷纷来台献艺 ， 昆曲影音数据流

＜
８ １

通便利 ， 大陆昆 曲艺师来台传习等 ，
凡此都拓展了 台湾曲友与演员 习＼

艺与演出 的剧 目 ； 而昆 曲更变身为
“

当代新兴精致艺术
”

， 扩展 了观

众族群与市场通路 。
随着 １９ ９ ３ 年开放大陆编 、 导 、 演创作人才来 台

合作 ， 如 １ ９ ９ ７ 年
“

国光
”

率先移植加工大陆新编剧 目 《钗头凤 》 ， 由

“

上昆
”

沈斌担任导演 ， 将
“

上昆 ” 版本 中原 由老生计镇华跨行小生

的陆游角色改为小生高蕙兰挑战老生 ， 并特邀华文漪担纲演出 。

２００ ４ 年由企业家出资与文化人领军 ， 结合两岸编导等制作团 队 ，

以大陆苏昆剧团为演出班底 ， 所复原打造的全本 《 长生殿 》 与青春版

① 有关校园社团的成立与活 动时 间 ， 可参考赖桥本 《 四十年来 台湾 的 昆 曲活动 》 ，

《 国文天地 》 ９ 卷 ８ 期 （ １９ ９４ 年 １ 月
）

； 及洪惟助主编 《 昆曲辞典 》 （台湾宜兰传统

艺术中心 ２００５ 年版 ） 中相关辞条 ？

② 如 《贩马记 》 （吹腔 ） 《思凡 》 《春香闹学 》 《探庄 》 《夜奔 》 《 扈家庄 》 《安天会 》

《小商河 》 《挑滑车 》 《劈山救母 》 与 《水淹七军》 等戏出 。 有关台湾京剧 中常演的

昆剧剧 目 ， 可参考魏子云整理的 １９４ ９年以后 民间剧 团与军中剧 队的昆剧剧 目 ， 及

洪惟助主编 《昆曲辞典》 收录的
“

京剧中常演 昆剧剧 目
”

（第 ２ ２
？

２ ３ 页 ） ； 以及温

秋菊 《 台湾平剧发展之研究 》 （台北学艺 出版社 １ ９ ９ ４ 年版 ） 、 王安祈 《 台湾京剧五

十年 》 （台湾宜兰传统艺术中心 ２００２ 年版 ） 中的剧 目资料 。



＾＼
《牡丹亭 》 ， 前者呈现

“

传统复古
”

的典雅神韵 ， 后者显现
“

人文诗

＾ｉ意
”

的唯美时 尚 ， 均都彰显了 台湾知识精英的创作美学与文化品位 ，

还带动了苏州昆曲 的复兴 ， 以及大陆 昆坛
“

复原全本
” 的演出风潮 ，

如
“

上昆
”

整编三本 《牡丹亭 》 与 四本 《长生殿 》 等 。 而这两出优质

昆曲更从台湾出 发 ，

“

输出
”

到大陆地区乃至在海外巡演 ， 获得各地

观众的一致好评 。

而同样以
“

原作文本
”

为蓝图 ， 以
“

迭头戏
”

方式删缩串连折子

所打造的全本 《范蠡与西施 》 ， 为 ２０１ ３ 年洪惟助取材明梁辰鱼 《浣纱

记 》 传奇 ， 挖掘人物 内心情感 ， 刻画西施 、 范蠡与夫差夹处于家 国与

情爱间的挣扎与矛盾 。 该剧 由
“

上昆
”

沈斌担任导演 ， 周雪雯负责编

曲编腔 ， 由
“

台昆
”

与
“

浙昆
”
三组演员轮流上阵演出 。 戏 出巧妙融

＼人浙江著称的丝绸工艺 ， 以轻柔飘逸的彩纱摆饰舞台 ， 从 《浣纱 》 的
８ ２＞

／ 赠纱 、 《劝施 》 的分纱 、 到 《泛湖 》 的合纱等 ，

“

彩纱
”

贯串 了范蠡与

西施的爱情 。

王安祈曾提出
“

当代新全本
”

， 可细分为一是
“

恢复串连
”

传奇

可演折子的全本戏 ；
二是以老折子为基础 ， 加人

“

部分新编
”

的当代

改编本 ； 三则是完全
“

新编故事
”

的全新整本戏 。

？ 大抵这些戏出 的

演出篇幅 ， 或为
一

个晚上 ３ 小时左右的
“

小全本
”

， 或为二到 四个晚

上的
“

全本大戏
”

。 故如兰庭昆剧团 （以下简称
“

兰庭
”
） 即 以

“

结合

世界华人昆剧精英 ， 整编反映时代潮流的
‘

小全本
’ ” 为剧团创作方

向之一？
，

—方面保留传统折子戏的精华 ，

一方面借由小全本刻 画戏

剧人物的深度 ， 以及铺陈戏剧的结构张力 。

“

兰庭
”

长期与
“

浙昆
”

张世铮与周雪雯夫妇合作 ， 负 责剧作执

① 参见王安祈 《古老昆剧在台湾的现代意义一兼评 〈十五贯 〉 〈
张协状元 〉 等当代

新昆剧 》 ， 载王安祈 《当代戏曲 》 ，
台北三 民书局 ２００２ 年版 ， 第 ２４８ 页 。

② 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的兰庭昆剧 团 ，
前身为 １９８０ 年台湾大鹏国剧团杰出小生高蕙兰所创

立的
“

兰亭艺苑＇高蕙兰辞世后 ， 基于对昆曲的发扬 ， 在朱惠 良 、 萧本耀与王志

萍的邀集下 ， 以
“

兰庭昆剧团
”

为名登记再出发 。



导主排与身段设计 。 如 ２００６ 年复 团首演 的 《狮 吼记 》
， 以 《梳妆 》ｇ

，世
《游春 》 《 跪池 》 与 《梦悟 》 ４ 出 串本演 出 ， 其中 《梦悟 》 将传字辈演纪

出 的 《梦怕 》 加以改动 ， 增添了陈季常见柳氏受刑上前舍身护卫 ， 以基

代

及柳氏与季常同作
一梦 的情节 ；

２０１ ０ 年 以
“

明皇幸蜀 图
”

为发想 ，｜

由看尽朝代盛衰兴亡的御用乐师李龟年担任说书人 ， 倒叙串场整编的｜

小全本 《长生殿 》 ， 含括 《传概》 《赐盒 》 《夜怨 》 《密誓 》 《窥浴 》 《惊Ｉ
的

变 》 与 《埋玉 》 ７ 个段子 ， 不以折分幕 ， 用过场音乐和唱词 串连与浓｜

缩剧情 ；
２０ １ ３ 年凸显琴 、 棋 、 书 、 画 、 茶 、 花等文人情致 ， 重新捏｜

塑 《谭经 ？ 手谈 》 传统折子 ， 描述潘必正与陈妙常以玉簪定情的小全

本 《玉簪记 》 ， 含括 《序曲 ： 遇难 》 《谭经
？

手谈 》 《茶叙 ？ 琴挑 》 《 问

病 ？ 偷诗 》 与 《秋江 ？

合盟 》 等情节 ， 由张世铮饰演造访道观 ， 与妙

常下棋交锋的金陵才子张于湖 。

ｚ
新世纪随着两岸昆曲 的频繁交流 ， 两岸混搭组合 的编 、 导 、 演制

＜
８３

作团队 ， 成为台湾打造优质昆剧与原创昆剧的核心主力 。 因此或由 台

湾制作群与编剧主导 ， 以大陆昆团为演出班底 ； 或以 台湾京 ／昆 团为

演出班底 ， 结合大陆导演与编曲编腔等 。 大抵台湾在定谱 、 编曲 、 编

腔与身段设计等方面仍需仰赖大陆昆剧专业人才 ， 因早期台湾昆曲社

团的拍曲或彩演 ， 多 以传统剧 目 为主 ， 而在台湾戏曲教育体制中 ，
也

未有相关课程的开设与昆曲专业人才的培训 。

四 白先勇引领
“

昆 曲新美学
”

，
点燃昆曲艺术薪火

２００４ 年由作家白先勇与
“

新象
”

樊曼侬策划 ， 浙 昆名 家汪世瑜

担任总导演 ， 戏曲学者华玮 、 张淑香与辛意云等负责整编剧本 ， 苏昆

年轻新秀担纲演出的青春版 《牡丹亭 》 ， 含括了启蒙的
“

梦中情
”

、 转

折的
“

人鬼情
”

并归结到
“

人间情
”

的上中下三本 。 全剧以生旦并重

的剧情结构与艺术构思 ， 体现
“

因情成梦 ， 因梦成戏
”

生死真幻的浪

漫美学 ； 并借由 回归现实人生的磨难试炼 ， 深沉建构爱情与 自我 、 爱



＾Ｊ情与社群 、 爱情与人世的圆满生机 。

？

＾
＋全剧以唯美清幽 、 简约写意为美学基调 ， 负责服装造型的王童夫

妇 以娇嫩淡柔的色泽 ， 涂抹青春盘然的缤纷气息 ； 舞台设计的林克华
＾以苏州园林为构思 ， 吻合原作花园空 间的桃源仙境意象 ， 也作为人伦

现实与幽会梦幻的秘密通路 。 而大陆周友 良从唱腔 、 配器到配乐都以

传统昆腔为底 ， 结合现代音乐设计理念 ， 撷取 《 游园 》 【步步娇】 与

【山桃红】 的唱段旋律 ， 设计杜丽娘与柳梦梅的主题音乐 ， 悠扬婉转

地贯串 了全剧 。 特别是汪世瑜与张继青两位昆曲权威的剧艺薪传 ， 不

仅使得青年演员得以脱胎换骨 、 淬炼成长 ， 也护持了昆曲艺术的传统

与新创 ， 这正是牡丹得以还魂 ， 古典得以青春的泉源活水所在 。

秉持对美学传统的坚持 ， 对文化品格的继承 ， 对昆 曲神韵的 护

＼守 ， 对现代创意的融汇 ，
２００９ 年白 先勇 聚合 《牡丹亭 》 原创作班底

８０ 制作青春版 《玉簪记 》 ， 编剧张淑香以 《琴挑 》 《 问病 》 《偷诗 》 和

’
《秋江 》 ４ 个传统折子为核心 ， 以 《 投庵 》 取代 《下第 》 作为 引 子 ，

突显爱情与宗教的 冲突 ； 借由 舞蹈及舞台效果强化 《催试 》 作为过

场 。 这 出标榜着破除禁忌 、 颠覆传统 、 大胆用色的 《玉簪记 》 ， 由 原

“

浙昆
”

演员翁国 生担任导演 ， 邀请岳美缇和华文漪担任艺术指导 ，

李祥霆演奏唐代九霄环佩古琴 ， 再结合董阳孜的水墨书法与奚淞的 白

描佛像 ， 以融合琴曲书画的
“

昆 曲新美学
”

， 呈现中国文人雅士的文

化传统 。 全剧维持极简写意 、 抒情诗化的演出风格 ， 在舞台上演绎潘

必正与陈妙常的儿女恋情 ， 相较于杜丽娘
“

因情成梦 、 因梦成戏
”

的

缱绪情爱 ， 陈妙常更
“

色胆包天
”

驱舟渡江直述心 曲 ， 潘 、 陈两人并

互赠玉簪与扇坠 ，
作为相爱不渝的表记 ， 期待 日后相会爱情圆满 。

① 有关青春版 《牡丹亭 》 的艺术评价 ， 如白先勇编著 《牡丹还魂 》 （台北时报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 、 白先勇担任总策划的 《 曲高 和众——青春版 〈牡丹亭 〉 的文化现象 》

（台北天下远见出版社 ２ ００５ 年版 ） 、 《姹紫嫣红开遍
——

青春版 〈牡丹亭 〉 巡演纪

实 》 （台北天下远见 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
与 《圆 梦 ： 白先勇与 青春版 〈 牡丹亭 〉 》

（花城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 等书 中
，
均收录 了多 位学者专家的论评 以及学生的观剧

心得 。



综观在昆剧演出史上的演 出剧 目 ， 有些世代相传 ， 有些惊鸿
一

ｇ

瞥 ， 还有些剧作能上升到
“

时代文本
”

的高度 ， 在特有的时代语境Ｉ

中 ， 深化昆剧的表演艺术与发挥文化效应 。 如 ２０ 世纪 ５ ０ 年代取材于｜

清朱素臣 《双熊梦 》 传奇 ， 但服膺于 当时特定的政治语境 ， 而拟定以｜
“

歌颂况钟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 ， 批判过于执的主观主义和周忱票

的官僚主义
”

为主题立意？
， 由

“

浙昆
”

重新改编制作的 《十五贯 》 ，Ｉ
的

在晋京演出后掀起
“

满城争说十五贯
”

的盛况
。

《十五贯 》 体现 了｜

“

戏曲改革
”

运动的剧艺理念 ， 不仅成为
“

百花齐放 ， 推陈 出新
”

改Ｉ

编传统剧 目 的 良好典范 ， 且造就了
“
一

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

的薪传

意义 ， 产生了
“

千千万万贯
”

的传播效应 ， 对于当代昆 曲的振兴有着

里程碑的意义 。

？

而新世纪 由 白先勇结合台湾知识精英 ， 两岸携手制作演 出 的青春
^

版 《 牡丹亭》 与 《玉簪记 》 ， 同样重新
“

召唤
”

起社会各界对于昆剧

的记忆与关注 ， 引领起当代昆曲 的
“

文艺复兴
”

风潮 。 白先勇从名著

经典中厚植艺术能量 ， 以抒情典丽的文学诗意与细腻优雅的表演艺

术 ， 搭配精致现代化的剧场艺术 ， 充分凸显
“

昆曲美典
”

古雅极致的

剧艺风姿 ， 成功地
“

召唤了传统文化的青春
”

。 尤其青春版 《牡丹亭 》

不仅传承昆曲艺术 ， 培育新生代的接班人 ， 也从社会商演及校园推广

演出 中开发更多师生族群观众 ， 发挥
“
一

出戏普及
一个剧种

”

的薪传

意义 ， 形成
“

青春版 《牡丹亭 》 现象
”

。

？

从 ２００４ 年青春版 《牡丹亭 》 在台 湾首演后 ， 正 宗的
“

苏州 风

范
”

、 纯粹的
“

江南春色
”

与浪漫的
“

至情礼赞
”

， 迤逗出满 园春色的

① 参见王世德在 《十五贯研究 》 （上海文艺 出版社 １ ９８１ 年版 ） 第四章第
一

节 《关于

提炼主题 》 中的论述 ， 第 ５０
？

７２ 页 。

② 参见笔者 《 时代文本
——

谛览 〈十五贯 〉 在昆剧发展史轴上的坐标意义 》 ， 载周 华

斌主编 《大戏剧论坛 》 第 ３ 辑 。

③ 朱栋霖 《论青春版 〈牡丹亭 〉 现象 》 （ 《文学评论》 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 ）
一文认为青春

版 《牡丹亭 》 的演出意义 ， 已超越了一出戏 ，
是继昆曲 《十五贯 》 后 ，

在中 国昆

曲弘扬传承史上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事件 。



歲 复
姹紫嫣红 。 十余年来从两岸到海外 ， 演出超过 ３００ 多场 ， 获得无数观

＾ｔ众的热烈回 响 。 尤其融
“

诗歌乐舞
”

于
一

炉的昆 曲艺术 ， 正是展示 中

华文化的最佳平台 ， 因此结合展览 、 示范讲座与座谈会等各种活动的

策划 ， 让演员现身说法 ， 遂成为青年学子与传统对话的通路 。 此外 ，

众多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与专书特刊的 出版等 ， 更全面对青春版 《牡丹

亭 》 所引发的
“

昆 曲文化效应
”

进行讨论 。

“

走进校园
”

是青春版 《牡丹亭 》 传承推广 的重要策略 ，
由 白先

勇领军的名 人效益 ， 加上近距离现场感受昆曲艺术的魅力 ， 点燃了两

岸高中与大学生群族亲近昆曲及引发追星风潮 。 回溯 昆曲在台湾的扎

根成长 ， 战后来台的学者在学院中教授曲学 ， 民间曲家在校园 中成立

昆曲社团 ， 都是维系台湾昆曲薪火的重要推手 。 而随着青春版 《牡丹

＼亭 》 的两岸火热 ， 有些高校更着手开设昆曲欣赏课程 ， 其中 由企业界
８６

＞

／ 与学校合作的昆曲传承计划或课程 ， 以经费额度高 、 执行时程长与 内

容多元化 ， 最受各界瞩 目 。

２００９ 年在白先勇 的主导下 ， 北京大学获得可 口可乐饮料有限公

司赞助 ， 启 动 ５ 年的
“

北大昆曲传承计划
”

， 开设昆曲公选课 ， 举办

包括演出 、 展览 、 讲座等活动在内 的昆曲文化周 ， 推动数字昆 曲工程

等 ， 以保护昆曲文化 、 培育昆曲传承新血 ， 用全社会力量推动昆曲文

化的复兴 。

？ 计划执行成效 良好 ， 也引 发其他高校的关注与筹划 。

２０ １ １ 年时台湾趋势教育基金会 （以下简称
“

趋势
”

） 也赞助台湾大学

开设
“

白先勇文学讲座一一昆 曲新美学
”？

， 由 白 先勇 担任讲座主讲

人 ， 邀请两岸学者专家与剧场成员共同参与 ， 结合 口头讲授与实地展

演 ， 从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承与再现为起始 ， 对昆曲多面向的艺术表

① 由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所策划执行的
“

北京大学昆 曲传承计划
”

， 各年度 系列

活动 与 课程 内容 ， 参见该网站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ｉｐ ｋｕ
．ｏｒｇ／ｍａｙｗａ ｌｋ／ＫｕｎＯｐｅ ｒａ／ ｒｅ

－

ｐｏｒｔ／ ２０ １ ０／ １０／ １ ３／４３ ．ｈｔｍｌ
。

② 台湾大学
“

白先勇文学讲座一一昆曲新美学
”

课程 内容与授课教师 ， 参见台大开

放式课程网ｈｔｔｐ ： ／ ／ｏ ｃｗ． ａｃａ ＊ｎｔｕ ． ｅｄｍ ｔｗ ／ｎ ｔｕ
—

６ｃｗ／ ｉｎｄ ｅｘ？

ｐ
ｈ ｐ／ｏｃｗ／ｃｏｕ／ ０９ ９Ｓ １２ ８

。



现进行讲授 。ｇ

世

此讲座在台湾大学蔚为轰动 ， 选课人数众多 。 为扩大受众与影响纪

力 ， 基金会也架设网站作 网上直播 ， 并由 台大出版中心与台大新百家Ｉ
代

学堂合作后制出版 。 有鉴于 ２０ １ １ 年讲座成效 良好 ，
２０ １ ５ 年赵廷箴文｜

教基金会以
一年 ３００万的经费 ， 连续赞助 ３ 年开设

“

白先勇昆 曲之美票

讲座
”

， 邀请海内外戏曲学者及含括生旦净末丑等
“

行当 （角色 ）

”

的｜

昆 曲表演艺术家 ， 就昆曲 的历史源流 、 剧本文学与表演艺术等面向进｜

行演讲或示范 。 白先勇 曾指出
“

昆曲最大的危机
”

就是演员 老化与观象

众老化 ， 因此通过传统经典剧 目 的继承与精制 ， 以培训青年演员与开

发年轻观众 ， 成为当代
“

昆曲新美学
”

重要的核心价值 。

五
“

艺文社会企业
”

投入
， 赞助昆曲演出与 制作^

〈
８７

向来
“

艺文
”

和
“

企业
”

宛如居于光谱的两端 ， 彼此排斥又相互

吸引 。 文艺界认为利益挂帅 的企业界居于资本主义的主流位置 ， 拥有

众多足以改变世界的丰沛资源 ； 而企业界认为标榜理想的文艺界过度

浪漫不善营生 ， 虽有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 ， 却常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 。 但其实二者在社会中比重相当 ， 因为一则提供就业机会 ， 满足现

实生活所需 ； 而另
一则是精神生活食粮 ，

兴衰发展正足以反映社会创

造力 。
？

近年来社会企业 （Ｓｏｃ ｉａ 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 ） 在全球形成薇为风潮的新的

公民 自觉与 自 发的运动 ， 转化了非营利组织的思维 ， 甚至改变了政府

的公共政策 。 虽说各国 、 各组织机构与个人等对社会企业的定义与解

读不完全相同 ， 但
“

不以追求私利为最终 目标
”

却是众所共识的 。 因

此企业除运用商业手段 自 给 自 足 、 永续经营外 ， 更努力创造社会公

① 参见周行 《社会艺文企业 ： 新品种 艺文团队之诞生 》
，
载 《国艺会在线志 》 ２ ０ １ ３ 年

９ 月 ， ｈ
ｔ ｔｐ ： ／／ｗｗｗ， ｎｃ ａｆｒｏｃ． ｏｒ

ｇ
． ｔｗ／ｍａｇ／ｎｅｗｓｌ

＿

ｓｈｏｗ． ａ ｓｐ？ｉ
ｄ
＝

９ ７ ＆ ｔｐ
＝

ｎｅｘｔｐ。



＾｜益 ， 扩大对社会与环境的影响力 。 ２０ １３ 年
“

财团法人国家文艺基金

Ｊ会
” 更积极推动

“

艺文社会企业
”

（ Ｃｕｌ 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ｒｔ ｓＳｏｃｉａｌＥｎｔ ｅｒｐｒｉ

－

ｆｓｅｓ） ， 以投资
“

资金
”

的概 念 ， 由 企业界赞助
“

资本
”

， 让艺文 界

“

创作
”

并相应 回收 ， 督促提升与开发
“

市场
”

价值 。

①

这种
“

艺文社会企业
”

的观念 ， 在台湾已有好些企业下属的基金

会陆续从事此类投资与督促 。 如 １ ９ ９ ８ 年成立的 台积电文教基金会

（以下简称
“

台积电
”

） ， 自
２００３ 年起每年投人千万元预算 ， 以

“

散播

美育种子 ， 彩绘美好社会
”

为宗 旨 ， 策划含括古典音乐 、 传统戏曲 、

亲子活动与艺文讲座等系列活动展演的大型
“

台积心筑艺术季
”

， 其

中不乏昆曲 的演出身影 。

？ 如支持 白先勇制作的
“

青春版
”

《牡丹亭 》

（ ２ ００７ ） 与
“

水墨诗意
”

《玉簪记 》 （ ２ ００９ ） ； 邀约
“

兰庭
”

演 出 的
“

环

＼境剧场
”

版 《寻找游园惊梦 》 （ ２００９ ） 与
“

昆剧小全本
”

《长生殿 》

８８
＞

／（ ２０ １ ０ ） ；
“

台昆
”

推出 《寻亲记 》 （ ２０１ ０ ） 与 《范蠡与西施 》 （ ２０１ ３ ） ；

赞助 １ ／２Ｑ 剧场演出
“

新创意昆剧
”

《乱红 》 （ ２０ １ ４ ） 与 《半世英雄 ？

李陵 》 （ ２０ １５ ）
。

是以无论台湾或大陆昆团 ， 不管传统经典或创新实验 ， 基金会都

以
“

艺文社会企业
”

的身份 ， 挹注经费
“

投资
”

昆曲演出 活动 ， 经由

“

台积心筑艺术季
”

的昆 曲展演 ， 活络社会艺文环境 ， 推动美育进驻

生活 。 而为了扩大社会效益与拓展观众欣赏族群 ， 有时还依据演出性

① 有关
“

社会企业
”

的定义与 内容 等讨论 ， 参见官有垣 《社会企业组织在 台湾 的发

展 》
，

《 中国非营利评论 》 创 刊号 ，
２００ ７ 年 ； 及郑胜分 《社会企业 的概念分析政策

研究 》
，

《南华大学公共行政与政策研究所学报 》 ２００７ 年第 ８ 期
； 而

“

国家文化艺

术基金会
”

也主办
“

２０ １３ 艺文社会企业发展论坛
”

， 从艺文与企业领域的左右端 ，

以永续经营 、 创新营运模式 、 文化与社会影响力 的实践三个面向为命题 ， 凝聚产 、

官 、 学 、 研各界的愿景及共识 ， 讨论艺文结合企业创新所引动 的文化与社会影响

力 。

② 台湾集成电路制造公司以成为
“

企业 公民
” 的模范为期许 ，

长期致力于参与各项

教育文化及社会公益活动 ，
以回馈社会 。 为了有更 明确 的计划及方向来经营 回馈

社会的理念 ， 于 １ ９ ９８ 年初成立 台积电文教基金会 ， 基金会主要的活 动业务参见

ｈ ｔｔｐ ： ／／ｗｗｗ． ｔｓｍｃ．
 ｃｏｍ／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ｔｓｍｃｉ ｎｆｏ／ｃ０５ ０４ ． ｈ ｔｍ。



质加以设计 。 如搭配
“

中央大学
”

校庆的
“

台 昆
”

演 出 ， 以学校剧场ｇ

为演出地点 ， 以全校师生为欣赏对象 ； 而诉求跨界实验的 １／ ２Ｑ 剧｜

场 ， 则安排在交通大学的艺文中心 ， 吸引年轻学子亲近昆曲 。 经过数｜
代

年的投资耕耘 ， 逐渐在新竹地 区 培养 出不 少昆迷 ， 购票欣赏 昆 曲｜

演出 。票

以工程 、 采矿与营建业为主的
“

建国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
”

， 因企｜
的

业主陈启 德先生对昆 曲 的喜好 ， 更多元投资 与开展 昆 曲事业 。 如ｆ
流

１ ９ ９０年在旗下的石头出 版有限公司 中设立昆剧组？
， 负责邀约大陆昆｜

团来台公演 、 制作经典剧 目 与录制影音出版等昆 曲事务 。 邀请
“

上

昆
”

青年演员来台演出实验昆剧 《伤逝 》 （ ２００３ ） ， 这是昆剧以小剧场

形式与现代题材首次在台湾展演 ， 并随即举行演出后座谈会 ， 由演员

与在场观众相互交流对话 。 ２００６ 年这批
“

昆三班
”

的生力军来 台演

出 由 岳美缇传授 、 张军主演的新编戏 《 司马相如 》 ， 吴双 自编 自 导 自
＜

＾
９

演的 《龙凤衫 》 及
“

无处写幽怀
”

折子戏专场 ， 展示
“

上昆
”

青年薪＼

火相传剧艺传承的生命力 。

２００４ 年台湾主动出击制作优质昆 曲 ， 陈启德 以
“

传统复古
”

为

制作理念 ， 邀请苏州昆曲行家顾笃璜先生担任编导 ， 叶锦添担任服装

与舞台设计 ， 台湾戏曲学者担任顾问群 ， 联合苏昆 、 昆剧博物馆与苏

州传习所组成表演艺术团 ， ２ 月 １ ７ 日于新舞台 推 出上 、 中 、 下三本

２ ７ 出 的全本 《长生殿 》 ， 以唐 明皇与杨贵妃
“

精诚之爱
”

为剧作主

轴 ， 铺叙从情欲、 情悔 、 救赎到情偿的
“

情爱升华
”

过程 。 编导刻意

保留牛郎织女双星导引 、 仲裁 、 见证的辅助剧情线 ， 以深刻对照
“

须

① 成立于 １ ９９０ 年 ２ 月 的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由文学性的大众读物逐渐转型 以精

致艺术史书籍为主要出版项 目 。 石头书屋昆曲 网站 ，
ｈｔ ｔ

ｐＶ／ｗｗｗ． ｒｏｃｋ
—

ｐｕｂ ｌｉｓｈ －

ｉｎｇ． ｃｏｍ ｔｗ／ｒｏｃｋ／ｈｉｓ ｔｏｒｙ ． ａｓｐ ，
则是传播昆剧知识与演出讯息 的重要 网站 。



＾Ｉ臾人间 ／永恒仙界
”

情实缘虚的忘情逍遥 。

①

＾±２０ １ １ 年
“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

（以下简称
“

建国
”

） 成立 ，

将公益与人文生活美学 ， 作为双轨并行 的
“

企业社会责任
”

（ Ｃｏｒｐｏ
－

扣ｒａ ｔｅＳｏｃｉａｌ Ｒ 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 ｉ ｔｙ） ， 在
“

协助新生代有才华潜力的导演 、 艺术

家 、 表演者 、 策展人投入艺术的创作与实践 ， 期待能为传统的艺术元

素 ， 创造出属于当代的美学语汇
”？ 的宗旨下 ， 着力于对昆曲新生代

的接班培育 。 从早期的
“

上昆
”

到其后扶植的
“

省昆
”

，

“

建国
”

都特

意开辟展演平台 ， 来提携年轻世代的昆剧演员 。 ２０１ ５ 年资助 台湾戏

曲学院执行
“

台湾昆曲人才育成计划
”

， 聘请大陆优秀昆 曲专业艺师 、

出身
“

昆大班
”

的名净陈治平与名旦周雪雯传授 《醉打山 门 》 与 《思

凡 》 ， 希望借由 昆曲艺术涵养提升与强化年轻学子与青年演员 的表演

＼素质 ， 以培育台湾昆曲表演人才 。

９

ｙ钟情书画 、 茶艺与昆 曲 ， 身体力 行
“

人文生活美学
”

的陈启 德 ，

更以
“

当代性即在传统里
”

， 聚合活跃于台湾现代剧场的青年创作者 ，

如导演王嘉明 、 服装设计赖宣吾 、 舞台设计师黄怡儒等以及
“

省昆 ”

音乐总监孙建安与第 四代青年演员 ， 于 ２ ０ １ ２ 年 １ ０ 月 在台湾
“

国家
”

戏剧院推出首度在舞台
“

全本
”

演出 的汤显祖名作 《 南柯梦 》 ， 由蔡

正仁与张继青担任艺术指导 。 此上 、 下两本 １ ６ 折的 《南柯梦 》
， 刻画

了拥有权势与情欲等凡人性格的淳于棼 ， 经由梦境在人 、 蚁世界中穿

梭 ， 在渴望与失落 、 理想与堕落 、 真实与虚妄中 ， 突破二元的僵化和

① 有关此 《长生殿 》 的艺术评价 ， 在王安祈 《如何检测昆剧全本复原的意义 》 （发表

于国际昆剧 《牡丹亭 》 学术研讨会 ，
２ ００４ 年 ４ 月 ） 以及王瑷玲 《 艺术品味与文 化

风尚 ： 从 〈牡丹亭 ＞
＜长生殿 〉 在 台之演出谈昆剧之现代品赏与其文化意涵 》 （载

洪惟助主编 《名家论昆曲
——昆 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 台北

“

国家
”

出版社

２０ １ ０ 年版
， 第 １９ ７

？

２ ５ ５ 页 ） 有深人论析 。

②
“

财团法人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 含括 １９ ８ ６ 年创办由

“

建国关系企业
”

前董事

长陈荣辉先生所创办的财团法人建辉社会文教基金会以及石头 出版社 。 相关介绍参

见
ｈ

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ｋａｍ ｏｒｇ／？ｐ
ｏｓｔ

＿

ｔｙｐｅ
＝

ａｂｏｕｔ８
ｔ
＊

ｐ
＝

１ ７ 及简逸君 《不只开疆辟土 ， 也

为传统构筑当代美学
——

专访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长黄 晓薇 》
， 《 国艺会在

线志 》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ｎｃａｆｒｏｃｏｒ
ｇ

＊ ｔｗ／ｍａｇ／ｎｅｗｓ２
＿

ｓｈｏｗ． ａｓ
ｐ？ 中

＝

５＆４（１
＝

７４
。



线性时间的幻觉 ， 从
“

情著
”

到
“

情尽
”

的佛法禅理中了悟 。 舞台上ｇ

卅

错落浮动的木桩 ， 在升降悬宕与灯光烘托间 ， 展示人生风景的千姿万ｇ

态 ， 也呼应人生无常的浮光掠影 。 传奇 昆剧 《南柯梦 》 后也进军南Ｉ
代

京 、 北京 、 天津与苏州 等地进行商演 ， 卖座率甚佳 ， 受到学界给予呈来
“

回归传统固本求新
”“

传承昆曲 的宏大史诗
”

等高度肯定① 。Ｉ

２０ １ ２ 年 １ 月
“

建国
”

更与 台北爱乐 电台合作 ， 制作昆 曲广播节量

目
“

不只是昆曲
”

， 每周播出邀请专业知名来宾介绍昆曲 的基本知识 、Ｉ
流

最新的昆曲动态或解说折子戏 ， 企图以生动有趣的节 目 内容 ， 吸引 民｜

众认识与亲近昆 曲 。 肩 负起公益 目 的 ， 架构永续经营 的 资源循环模

式 ， 试图让
“

艺文社会企业
”

成为社会基础建设工程一环的
“

台积

电
” “

建国
”

与
“

趋势
”

等基金会 ， 从对昆 曲艺术的赞助
“

投资
”

中

提振观众对传统的 自觉意识 ， 让文化艺术成为社会创新的动力 。

六 台湾新创昆曲文本 ，
两岸合作台湾原创昆 曲＼

秉持
“

学术通俗化反哺社会
”

的理念 ， 曾永义陆续将蓄积深厚的

戏曲与俗文学研究学养转化挹注到剧本创作中 ， 先后取材于深富民族

文化意涵的
“

民族故事
”

？
、 清代经典传奇 、 历史名人才女等 ， 以排

场联套多样化 ， 剧情折数具伸缩性 （但最多不超过 １ １ 折 ） ， 以及角色

演唱有 自 由性等 ，

“

与传奇 同为宋元南曲戏文和金元北曲杂剧交化后

① 仲呈祥 、 周传家 、 谢柏梁 、 吴乾浩 、 柯军等学者与江苏省演艺集 团领导就 《南柯

记 》 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的演出提出评论 ， 参见 《 中国昆 曲的宏大史诗 》 ，
《 文艺报 》

２０１ ５ 年 １ １ 月 ２３ 日 。

②
“

民族故事
”

是曾永义提出 的新观念 ， 凡能够传达中华民族所具有 的共同思想 、 情

感 、 意识 、 文化
，
而其流播空 间遍及全中国 ， 时 间逾千年的 民间故事即是 ， 如牛

郎织女 、 孟姜女 、 梁祝 、 白蛇 、 西施 、 王昭君 、 关公与包公等皆属 于 民族故事 ，

参见 《俗文学概论》 （台北三民书局 ２００３ 年版 ） 及 《孟姜女 》 节 目单 《 千古长城

边塞恨——我编撰昆剧 〈孟姜女 〉 》
一文 。



Ｈ所产生的
‘

混血儿
”’

，

“

改 良后最进步的戏剧形式
”

的
“

南杂剧
”？

＾
＋为体制规律 ， 编撰 《梁山伯与祝英台 》 （２００３ ）

、
《孟姜女 》 （ ２００ ６ ） 、

＾《李香君 》 （ ２ ００７ ） 、 《杨妃梦 》 （ ２０ １０ ） 、 《魏 良辅 》 （ ２ ０ １０ ） 与 《蔡文

＾姬 》 （ ２０ １２ ） 等 ６ 部昆剧文本 ， 从关 目 布置 、 选宫数调 、 联套排场与

曲律韵谐等均为
“

新编 自创
”

。

《梁山伯与祝英台 》 由 《草桥结拜 》 《学堂风光 》 《十八相送 》 《访

祝欣奔 》 《花园相会 》 《 逼嫁殉情 》 与 《哭墓化蝶 》 ７ 个场次 ， 另加

《家门大意 》 与 《尾声 》 组合而成 ， 文字优美 、 度 曲动听 。 曾永义以
“

相知相契
” 的绵绵情意 ， 来开展梁祝情史的诗情丽境 ， 在 《学堂风

光 》 中通过 《楚辞 》 《诗经 》 与辛弃疾的诗文 ， 揭示出知音难觅 、 知

己难逢 ， 表述了真爱要勇于追寻、 执著不悔 ， 是故剧中的英台与山伯

可以为爱携手出奔 。
２００４ 年由

“

国光
”“

戏校
’’

（台湾戏曲专科学校 ）

９２＼ 与
“

台昆
”

等成员 ， 三演祝英台 四演梁山 伯热闹联演 ；
２０ １ ２ 年

“

国

Ｚ光
”

重制此剧 ， 王安祈修编剧本 ，
增加守墓人与 《洞房 》 情节 ， 将原

作的后两场改写为 《痴梦乍醒 》 与 《墓裂同埋 》
， 让祝英台在梦境中

与梁山伯结为夫妻 ， 有情人终成眷属 ，

？ 由 出身
“

北昆
”

的温宇航及

魏春荣携手合演 。

《孟姜女 》 全剧分为 《查拿逃犯 》 《花园定盟》 《婚礼生变 》 《边苦

闺寂 》 《滴血惊艳 》 与 《 吊祭哭城 》 ６ 个场次 ， 生旦净丑齐全 ， 悲欢

离合兼具 ， 情节简练 ， 却含括逾越死生的深情至爱 ， 患难之交 的金兰

情谊 ， 对暴君无道的严词怒责 ， 以及嘲讽时政的微言指控等人生百态

的描摹 ， 展现编剧的人文襟怀与普世关怀 。 曾永义特意将剧中主角孟

① 有关南杂剧的研究论析 ， 可参见曾永义 《 明杂 剧概论 》 ， 台北学海出版社 １ ９ ７ １ 年

版 ， 第 １ ０５
？

１ ２ ２ 页 ； 以及曾永义 《我编撰昆剧 〈杨妃梦 〉 》 ， 发表于香港城市大学
“

昆曲传习与文化传承
”

研讨会 ，
２ ０ １ １ 年 ５ 月 。

② 参见曾永义 《论说拙著昆剧 〈梁祝 〉 之文本创作与剧场演出 》 （ 《戏 曲学报 》 第 １ １

期 ，
２０ １ ４ 年 ）

一文 中 ， 对原创文本手法的阐述 ， 及三个台本对原创删改情况的讨

论 。



姜女 （孟子曾孙女） 与万杞 良 （万章嫡 曾孙 ） 设置为名 门之后 ？
， 并ｇ

｜ｙ
．

安排拜月 求婿 、 花园定情与双亲允婚等情节的铺垫 ， 以彰显孟姜女聪纪

慧果敢的性格 ， 也联系其后长途跋涉亲送寒衣 ， 怒责秦皇投身崩城的｜

爱情坚贞 。 除了书写爱情的不离不弃外 ， 更通过新创的耕读于农的归｜
面

有义 ， 表露珍贵友谊的扶持照应 ， 凡此都展示 了人世间的情义无价 。！

在游昌发的邀约下 ， 曾永义率先编创
“

中 国现代歌剧
”

《桃花｜

扇 》 ， 后再改为昆 曲 《李香君 》
， 由 《访翠眠香 》 《却奁辞院 》 《哭主设｜

现

朝 》 《江南江北 》 《选优骂殿 》 《探院沉江》 与 《重会诀别 》 ７ 折 ， 加象

上 《序曲 》 与 《尾声 》 组成 。 以
“

误 国忠臣常不觉 ， 青楼节义存红

粉” 为 旨趣 ， 阐发坚贞爱情也需安身处事 、 理念相契合才能天长地

久 。 因此守护爱情 ， 以此为精神动力 ， 敢于庙堂上训斥怒骂君 昏臣

聩 ， 度过重重劫难终与朝宗重逢的香君 ， 却由 于双方对于抗清／出仕^
／
９３

看法左右 ， 毅然斩断情丝投身道 门 。 全剧从赠扇 、 题扇 、 溅扇 、 画＼
扇 、 寄扇到撕扇均以

“

桃花扇
”

贯穿情节 ， 因其不仅是见证爱情的信

物 ， 也呼应忠奸权佞的政治对立 ， 铺展了朝代更迭 、 历史兴衰的禾黍

之悲 。

以
“

学者设问
”

的编剧技法 ， 运用
“

出梦人梦
”

结构剧情 ， 从序

曲 《杨妃入梦 》 起始 ， 以杨妃故事发展 中 ４个关键事件 《 霓裳羽衣 》

《锦禄儿 》 《上阳怨女 》 与 《马嵬遗恨 》 为故事主体 ， 在剧末尾声 《蓬

莱悟梦 》 中传达
“

古今一大梦一大戏
”

人生哲理的 《杨妃梦 》 ， 全剧

“

戏以梦始 ， 亦以梦终
”

， 在
“

天宝旧梦
”

中演述杨妃常被污蔑非议的

人生际遇 ， 在
“

程杨新梦
”

中以对话释疑解惑杨妃的愤恨怨懑 ， 借由

古今交递与时空错置的映衬对比 ， 阐述
“

是非参半 、 真假相陵
”

的幻

象 ， 启悟
“

身后是非谁管得
” 的豁达 ， 并揭示传达洪昇 《长生殿 》 中

超越时空 、 超越生死 ， 集前人情爱观大成的
“

至情观
”

真谛。

① 参见曾永义 《我编撰昆剧 〈梁祝
〉
与 〈孟姜女 〉 》 ，

香港城市大学主编 《九州学林 》

第 ６ 卷第 １ 期 。



＾Ｉ
这 ４ 出具有

“

昆 曲文本创作
”

与
“

台湾 自 制昆曲
”

坐标意义的 台

＾
％湾原创昆剧 ， 由于学者编剧的参与 ， 带动了

“

国光
”

与
“

戏校
”

等京

剧团队投人昆剧制作 ， 并邀请
“

上昆
”

沈斌 、

“

北昆
”

丛兆桓与
“

上

昆
”

饶洪潮等昆曲专业人士担任导演 ， 由苏州大学戏曲学者周秦负责

订谱拍 曲 ，

“

上昆
”

周雪华担任音乐配器 ， 多年合作形成稳固 的创作

班底 。 这 ４ 部原创昆曲 ， 除在台湾首演外 ， 也都受邀前往大陆各城市

巡演 ， 且通过研讨会的组织或座谈会的召开 ， 就两岸新编昆剧创作交

换观赏心得与提出看法 。

整体而言 ， 登陆大陆地区 的这 ４ 部昆剧 ， 以 《 梁祝 》 最受瞩 目 。

一则此为首部
“

输入
”

大陆的台 湾原创昆剧 ， 二则演 出文本被
“

省

昆
”

移植修整重排 ， 三则此剧后又 由
“

国光
”

编修加工重制 。 《梁祝 》

＼为家喻户 晓的民族故事 ， 却从未以昆剧来撰写演出 。 曾永义恪遵昆曲
９４

＞

／ 体制规范
“

拟古新编
”

此精诚不灭的永恒恋 曲 ， 并搭配报纸剧本刊

登、 校园示范讲座 、 电子网络新媒体等营销宣传策略 ， 打出
“

与 昆曲

蝶恋共享温馨浪漫的平安夜晚
” “

带你去看人生第
一场昆 曲

”

等广告

诉求 ， 果然吸引众多观众走进剧场欣赏 。 而曾永义的原创 《梁祝 》 文

本 ， 更被选人朱恒夫主编的 《后六十种曲 》 中 。

①

七 大陆实验昆曲来台 ， 带动台湾昆曲小剧场创作

“

开发市场吸引年轻观众
”

与
“

实验探索寻求剧艺革新
”

， 这是传

统戏曲当下寻求新路的思维策略 。 因此与小剧场进行
“

策略联盟
”

（Ｓｔｒａｔ ｅｇ
ｉｃＡ ｌ ｌｉ ａｎｃ ｅ） ， 或以戏曲为体 、 小剧场为用 ， 或 以小剧场为体 、

戏曲为用 ， 结合新型 的语汇 、 媒介与视听等手段 ， 从不同角度对戏剧

样式 、 舞台形态 、 叙述方法 、 艺术表现进行广泛地试验 ，
以探索舞台

① 朱恒夫仿照崇祯年编刊的 《六十种曲 》 ， 通过学术 、 历史 、 舞台 、 观众等视角选出

６ ０ 部及附录 ２０ 部剧作 ， 集结为 《后六十种曲 》 （复且大学出版社 ２０ １３ 年版 ） 。



表现生活与艺术的无限可能性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 戏曲小剧场已ｇ

＂

ｔｆｅ

然崛兴为台湾剧坛的新风潮 。纪

２００３ 年
“

上 昆
”

带来根据鲁迅 同名 小说改编 的实验昆剧 《伤｜

逝 》 ， 由青年演员 黎安与沈映丽演绎民初小儿女涓生与子君的爱恋悲｜

剧 ， 为昆曲小剧场在台湾开启 了先声 。 而后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的 １ ／２Ｑ 剧１

场 （ 以下简称
“

１
／
２Ｑ

”

） ， 谐喻剧团并非全然是戏曲 ／现代剧场的背景｜的

组合 ， 英文字母 Ｑ则取昆 曲 Ｋｕｎｑａ 英文翻译之谐音 ，
因此主要成员｜

有小剧场导演戴君芳 、 昆 曲小生杨汗如 、 装置艺术家施忠昊及戏曲编Ｉ

剧沈惠如等人 。

“
１／２Ｑ

”

以
“

实验昆剧
”

为创作主轴 ， 结合后现代的

装置艺术 、 视觉艺术 、 声音艺术以及出人古典与现代的剧场技巧 ， 试

图建构
“

后设昆剧
”

， 凸显昆剧艺术之美 。

虽然
“

１ ／２Ｑ
”

于 ２００６ 年才成团 ， 但 ２００４ 年已受邀参加
“

十全十^
美女节

”

， 在台北皇冠小剧场演出以汤显祖 《牡丹亭 》 传奇的 《幽媾 》
＜

ｊ

５

《欢挠 》 与 《冥誓 》 折子剪裁改编的 《柳 ？ 梦 ？ 梅 》 ， 以
一桌二椅变形

的
“

跷晓板椅
”

及由脚踏车踩踏带动的圆形旋转舞台等装置艺术 ， 在

传统戏曲 的时间 向度节奏中 ， 加入空间 向度的现代诠释 。 以时快时缓

的流转节奏 ， 呼应演员 的身段与情绪律动 ， 以呈现柳梦梅与杜丽娘穿

梭在梦境 ／现实 、 人／鬼两界的爱恋情事 。

作为台湾
“

第一部昆剧小剧场
”

， 《柳 ？ 梦 ？ 梅 》 的演出票房与艺

术评价都获得相当肯定 ， 给制作团队打了剂强心针 ， 继续对台湾昆剧

进行前卫实验 。 在 ２００５ 年
“

新点子剧展
”

中以
“

女人组剧团
”

名义 ，

撷取明末
“

鸳鸯蝴蝶绮丽派
”

袁于令 《西楼记 》 的 《楼会 》 《拆书 》

《空泊 》 与 《错梦 》 ４ 出 串连成 《情书 》 ， 叙述御史公子于叔夜与青楼

名妓穆素徽匆匆相会的短暂爱情 。 基于
“

误寄无字情书
”

是两人恋情

的重要转折点 ， 因此导演以此故事主轴 ， 扩展
“

情书
”

（ Ｐｏｒ ｔｒａ ｉｔｏｆ

Ｌｏｖｅ） 的象征意涵 ，
让

“

男主角收到空 白情书
”

既是剧情的发展关

键 ， 也作为
“

男女主角相思爱情恋歌
”

的书写见证 。 全剧以卡车以及

蒙古包造型为灵感的
“

爱情载卡多
”

舞台装置 ， 转换楼阁 ／书斋／船舱



展 １等场景空间 ； 而于叔夜与老鸨戏偶同 台对戏的荒诞梦境 ， 也逗趣地诠

＾
％释了主角对于爱情的焦虑无力感 。

正式成军的
“

１ ／２Ｑ
”

， 取材清代女词曲家吴藻以
“

拟男妆扮
”

的

独脚戏 《乔影 》 ， 结合达 ？ 芬奇名 画 《蒙娜丽莎 》 的性别转换议题 ，

改编为 《小船幻想曲 》 参加
“

２００６ 年诚品艺术节
”

的演出 。 《小船幻

想 曲 》 将原本在封闭安全空间
“

室内
”

实现扮装变性欲望的才女 ， 迁

移到具有情欲象征意涵的
“

水
”

中 ， 呈现更开阔视野的时代意义 ， 且

拓展了表演的身段与 空间 。 剧中利用现代舞者扮演
“

影子先行
”

， 亦

步亦趋跟随在小生身后 。 在集合了船 、 马 、 车三位
一

体的小船中 ， 穿

梭古今 、 跨越中西驶向
“

异境空间
”

中？ ， 展开男 ／女 、 古 ／今 、 本体

／影子 、 昆曲 ／舞蹈等对立元素与性别议题的多重对话 。

＼同年
“

１ ／２Ｑ
”
又参与 ２００６ 年

“

新点子剧展
”

演出 ， 选取拆解汤

９

ｙ
显祖 《南柯记 》 文本 ， 与公主邂逅的淳于棼因误听

“

蚁子转身
”

为

“

女子转身
”

而梦人蚁国 。 全剧以 《寻磨 》 为框架 ， 回溯 《合欢 》 《瑶

台 》 《蝶戏》 《遣生 》 的过程 ， 最后连结 《应兆 》 《情灭 》 ， 试图赋予现

实与虚幻 、 梦里与梦外等多层时空 ， 有意识地以一种轻盈的姿态 ， 转

化古典情爱观中的父权注视 。 剧中蚁国公主以舞者担纲 ， 自始至终不

发一语 ， 宛如偶人般 ； 舞台 中重达 ３ ００ 斤的旋转晓晓板 ， 搭配投影幕

营造如同走马灯的氛围 ， 演员或站立或行走于其上 ， 在上升下降 、 忽

高忽低 、 忽快忽慢间 ， 转换时空场景与变换喜怒哀乐情绪 ， 传达
“
一

点情千场影戏
”

的戏出 主题 。

２００ ８ 年
“

１ ／２Ｑ
”

再度参与
“

新点子剧展
”

， 自 南戏传奇 《牧羊

记 》 取材 ， 然 自不同符号象征的人物视角切人 ， 翻转历史 、 阐述各 自

眼 中或英雄或降将身份的 《半世英雄 ？ 李陵 》 。 全剧 由 《谷遇 》 《花

① 相关评论可参见沈 惠如 《复调 ／拼贴？ 解构 ／建构 ？
——论台湾实验戏曲的策略与

前瞻 》
一文 ， 发表于香港

“

华文戏剧百年
”

学术研讨会 ，
２ ００７ 年 １ 月 ， 也可参考

《摆荡与折射
——

〈小船幻想诗 〉 中的多重对话 》 《观戏 心得
——小船幻想诗 》 与

《 〈小船幻想诗——为蒙娜丽沙而做 〉 观后 》 等 网络剧评 。



烛》 《大漠 》 《望乡 》 与 《归乡 》 等折子组串成 ， 代表
“

家族
”

为李陵Ｓ

世

佩剑幻化的
“

剑魂
”

， 强调李氏
一

门凭剑立下的赫赫战功 ； 代表
“

婚纪

姻／家庭
”

身为李陵妻的匈奴拓拔公主 ， 肯定其武艺高超 、 奋力 向前Ｉ

的战役英勇表现 ； 代表
“

国家
”

正统 ，

“

全节者
”

苏武以忠臣之姿 ，Ｉ

斥责弃汉降匈 ； 尾声 《归 乡 》 则是苏武返汉 、 李陵送别及苏武悼念李畺

的情节 。 在陀螺舞台不同角度 的斜坡下 ， 投射 出大漠 、 山谷 、 高台 、｜的

日晷等时空意象 ，
也透视 了在国 ／家间拉距撕扯 ， 却又无力 回避遁形｜

现

的人生悲剧 。篆

２００９ 年
“

１ ／２Ｑ
”

在
“

新点子剧展 ”

中 ，

一语双关重写柳梦梅掘

坟与杜丽娘回生的 《掘梦人 》
， 既寓意汤显祖书写

“

四梦
”

正如 同梦

之捆者 ， 也指摄为爱掘坟的柳梦梅 ， 其有如掘梦般 。 因此特意安排汤

显祖在舞台
“

扫花
”

， 也重塑柳梦梅和杜丽娘的性格 ， 并颠覆了原作^
剧情 ， 柳梦梅掘坟唤醒梦中佳人 ， 但佳人却随女判而去 ， 徒留下被贴＾

９ ７

上盗墓贼标签的柳梦梅 ， 惨遭杀身之祸 。 这出定位为
“

爱情与生存寓

言
”

的 《掘梦人 》 ， 提醒了我们检视 自我是否都陷溺在各 自 的
“

情梦
”

中 。 舞台中设置了
一

面白色投影墙 ， 时而是女判的通讯墙 ， 时而用以

转换舞台时空 ， 时而成为斩首的行刑 台 等 ， 随着剧情推演与导演调

度 ， 发挥不同的功能性 。

２０ １２ 年
“
１ ／ ２Ｑ

”

改编清代孔尚任的 《桃花扇 》 传奇 ， 剧 中安排

了身着明代服饰的
“

明朝
”

侯方域以及装扮清朝服饰的
“

清朝
”

侯方

域 ， 后者既是镜中人也是说书人 ， 两人是不同时空 的对照组 ， 通过昆

曲 、 歌仔戏两个剧种 ， 叙说另一个时空中的 自我在面对爱情及政治时

的内在心境 。 剧名 《乱红 》 既是李香君
“

脸上桃花做红雨儿飞落
”

的

溅扇情节 ， 也以
“

桃花乱落如红雨
”

的漫天意象 ， 点 出侯方域心 中 的

迷乱与纠缠 ， 还寓意着 以昆 曲为底色 ， 由歌仔戏插花点染的另 一重

景观 。

２０ １４ 年
“

１
／
２Ｑ

”

取材 《红楼梦》 与 《红楼梦戏曲集 》 ， 以类近章

回小说的叙事结构 ， 依照青埂峰下
“

顽石
”

历劫归来的观点 ， 搬演



＾Ｉ
《太虚幻境 》 《抽花签 》 《冷香丸 》 《葬花 》 《西厢记 》 与 《警世仙姑 》

＾
＋等情节 ， 以主副线的虚实对照 ， 呈现宝玉 、 黛玉及宝钗的情爱纠 葛 ，

＾

１． 再现大观园 内的青春觉醒 。 戏 出 中前世今生的顽石／宝玉 ， 特意采用
＾古朴清幽 的泉州南管 ， 来指陈远古神话的补天弃石 ， 自 由穿梭于戏中

戏外 ， 或旁观 ， 或叙述 ， 或扮演 ； 又 以清幽婉转 、 文辞典雅的昆 曲 ，

来代言风月情浓的宝玉 。 舞台后方纯 白镜框舞台的设置 ， 清冷明透如

镜 ， 在镜里 ／镜外的情事照应中 ， 呼应出
“

风月 宝鉴
”

的真假虚实 。

综观历年
“

１ ／２Ｑ
”

的创作 ， 多取材 自 传统名著经典 ， 以折子戏

作为故事文本与演出核心 ， 或者遵循原著 、 或者拆解重组 、 或者新创

构思等 ， 结合京 、 昆演员 ， 搭配现代剧场或现代舞蹈的演员联袂演

出 ， 在装置艺术与小剧场空间的结合中 ， 以宛若昔 日 堂会红氍毹的观

＼演场合凝聚表演感染力 ， 通过昆曲经典的文学意蕴与艺术能量来震慑

人心 ， 也以创意实验的视觉表现 、 叙事空 间提供观看经典的 当代视

域 。

“

１ ／２Ｑ
”

游走于昆与非昆 、 兼具古典与前卫的创作 ， 为昆 曲激荡

出青春鲜活 的现代活力 ， 因此屡屡受邀前往法国 巴黎想象艺术节 、 荷

兰阿姆斯特丹
“

Ｔａ ｉｐｅ
ｉｌ ＯＯ

”

艺术节 以及香港
“

台 湾月
”

艺术节展演 ，

作为台湾当代戏曲精品的代表。

此外 ， 也有其他剧团尝试昆 曲小剧场 的实验 ， 如 ２０ １ １ 年
“

京探

号
”

以男旦演出独脚戏 《思凡色空 》 ， 全剧 以传统折子戏 《孽海记 ？

思凡 》 为根基 ， 在 【山坡羊】 【采茶歌】 【香雪灯】 【风吹荷叶煞】 与

【哭皇天】 等曲牌演唱 中 ， 演绎小尼姑色空睡醒后 ， 历经早斋 、 洒扫 、

坐禅等例行生活 ， 并掺杂与心绪幻想的师兄对话 ， 及与现场观众的直

接质问 。 施舜翔认为本剧借由 肉体的磨蹭与幻想的逾越 ， 释放女性的

自我情欲及获得窥淫的快感 。 尤其演员 以男性身体展演女性性别 ， 演

员与角色在戏里戏外相互呼应 ， 巧妙融合性别表演 （ ｇｅｎｄｅｒｐｅｒ
ｆｏｒｍ

－



ａｎｃｅ ） 和性别展演 （ｇ ｅｎｄ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 ｔ ｉｖｉｔｙ） 概念 。

①ｇ

综观两岸剧坛 ， 大陆虽未出 现如
“

１ ／２Ｑ
”

这样主攻昆剧小剧场纪

的剧团 ， 但在北京 、 上海与南京等地 ， 都出现过不少昆曲小剧场的制｜
代

作与演出 。 如
“

省昆
”

的柯军等即 曾 自 编 自导 自演过 《奔 》 《藏 ？ 奔 》｜

《浮士德 》 《余韵 》 《 １４２ ８ 》 与 《录鬼簿 》 等
“

新概念昆剧
”？

， 也和香｜

港
“

进念 ？ 二十面体
”

先锋戏剧家荣念曾合作实验昆 曲 《夜奔 》 ， 而｜的

自 ２０ １２ 年起启 动的
“

朱鹮计划
”

，
则通过工作坊与 国际艺术节 ， 连结｜

亚洲艺术家与青年昆曲精英互动与实践 ， 集结当代与传统 ， 进行
“
一Ｉ

桌二椅
”

的各种实验创作 ， 以开阔年轻昆剧演员 的视野与活力 。 而近

年来如在北京繁星戏剧村举办的
“

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
”

， 以及在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戏剧沙龙举亦的
“

小剧场戏 曲节
”

， 也都有 《 ３ １ ９ 》

《
一旦三梦 》 《 四声猿

？ 翠乡 梦 》 与 《夫的人 》 等昆 曲小剧场的创作演
^

出 ， 从题材 、 立意 、 表演 、 音乐与演出样式等各面 向进行创艺 ， 吸引
＜

ｊ

９

众多年轻观众走进剧场 。

八 台湾编导制作群
“

输出
”

大陆
，
拓展交流面向

１ ９ ９ ２ 年底
“

上昆
”

来台演出 ， 开启 了两岸昆 曲演出交流的扉页 ，

此后大陆昆团 、 名伶与编 、 导 、 编曲编腔等昆曲专业人士 ， 纷纷受邀

“

输人
”

台湾演出 、 教学或参与制作 。 而台湾昆剧首度进军大陆演出 ，

① 《 思凡色空 》 由侯云舒导演 ， 张志廷编剧 ， 兆欣主演于三六三小剧 场 ，
２０ １ １ 年 ５ 月

６ 日 至 ２ ３ 日 周末 。 相关评论参见施舜翔 《 性别表演中女性情欲 ： 论京探号剧场

〈 思凡色空 〉 演出 》 ， ｈｔ ｔｐ ： ／ ／ａ０９ ２０ １ ９ ８８． ｐｉ ｘｎｅ ｔ． ｎ ｅｔ／ｂｌｏ
ｇ
／ｐｏｓ ｔ／２９ １７ ４７ ０３

— ％ Ｅ６ ％

８０％Ａ ７％Ｅ５％ ８８％Ａ５％ Ｅ８％ Ａ１％Ａ８％ Ｅ６ ％ＢＣ％ ９ ４％ Ｅ４％ Ｂ８％ＡＤ％ Ｅ５ ＾Ａ５％

Ｂ３％Ｅ ６％ ８０％Ａ７％Ｅ６ ％ ８３％ ８５％ Ｅ６％ ８ ５％ ＢＥ％ ＥＦ％ ＢＣ％ ９Ａ％ Ｅ８％ＡＢ％ ９ ６ ％

Ｅ４％ ＢＡ％ＡＣ％Ｅ６％ ８Ｅ％ Ａ２％ Ｅ８％ ９９％ ９Ｆ％ Ｅ５ ％８Ａ％ ８７％ Ｅ５ ％ Ａ０％ Ｂ４％ Ｅ３ ％

８０％ ８Ａ％ Ｅ６ ％８０％９Ｄ％Ｅ ５％ ８７％ Ａ１％Ｅ ８％ ８９％ Ｂ２ 。

② 有关柯军
“

新概念昆曲
”

实验创作 ， 参见顾龄森 《夜奔向黎明
——

柯军评传 》 （上

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 １ 年版 ） 及 吕林 、 罗拉拉 《怕——柯军多元艺术探索 》 （中国戏

剧 出版社 ２０１ ３ 年版 ） 。



＾｜则是 ２０００ 年由
“

国光
”“

戏校
” “

水磨
”

与
“

台昆
’’

等成员联合组成

ｔ的
“

台湾联合昆剧团
”

， 受邀参与苏州首届
“

中国昆剧艺术节
”

， 日场

演 出 《琴挑 》 《亭会 》 与 《跪池 》 ， 晚场演 出 《下 山 》 《小宴 》 （ 《连环
扣记 》） 《游园惊梦 》 等昆剧经典折子戏 ， 展示台湾对昆剧传统的艺术薪

传 ， 也 由此开启了两岸昆曲演出 的
“

双向交通
”

。

由 大陆官方所策划举办的
“

中 国昆剧艺术节
”

， 是海 内外各昆团

“

以戏会友
”

相互观摩 、 彼此竞技的重要盛会 ， 每 ３ 年举办
一届 ， 台

湾昆团也经常受邀展演 。
２ ００６ 年第三届 由

“

台昆
”

演 出 《风筝误 》 ，

“

兰庭
”

演出 台湾 《狮吼记 》 ， 后者为部分新编 的
“

小全本
”

， 内蕴台

湾对古典名作的现代诠释 ；
２０ １２ 年第四届 由

“

台昆
”

带去
一

桌二椅 ，

讲究传统唱念做表的 《西厢记 》 与 《奇双会 》 ； ２０ １ ５ 年第六届
“

兰

ｋ庭
”

挖掘继承
“

北 昆
”

白 云生穷生戏的表演精 华 ， 演出 由 《投河 》

１０

Ｖ 《守岁 》 《侍酒 》 《 团圆 》 等折子组成的袖珍小全本 《金不换 》
；
而

“

戏

校
”

则 以编剧曾永义与两岸制作群携手合作的 《杨妃梦》 ， 展现台湾

原创昆 曲的剧艺风姿 。

钻研戏曲 ４０ 余载 ， 对昆剧格范 、 曲牌性格 、 组织联套 ， 移宫换

调与变化排场等均娴熟掌握的学术大家曾永义 ， 以
“

声情词义
”

相得

益彰的新昆曲文本 ， 深受大陆昆坛所看重 。 故如 《梁祝 》 被
“

省昆
”

移植改编 ， 《李香君 》 由
“

北昆
”

移植演出 ， 另又受邀新编创作 《蔡

文姬 》 与 《 曲圣魏 良辅 》
， 后者由

“

省昆
” 制作 ， 由 蔡正仁率领

“

梅

花奖
”

演员 联袂演出 ， 作为第六届
“

中 国昆剧艺术节
”

的闭幕大戏 。

虽说是同一 昆曲文本 ， 但在两岸 的制作演出 ， 因演员 及制作群等不

同 ， 舞台演出景观也有所调整 ， 恰显示了两岸昆 曲美学思维的差异 。

２ ００ ９ 年底台湾 《李香君 》 到厦门与河南巡演 ， 为 因应商丘香君原乡

的民情 ， 特意将侯方域降清留辫的原剧结尾 ， 改为两人大团 圆收场 ，

果然获得乡亲的热烈回响 。

近年来台湾新编京剧的成绩 ， 也备受大陆关注 。 因此编导与服装

设计等制作群 ， 也受到大陆昆坛邀请合作 。 如 ２ ００５ 年
“

国光
”

抒情



京剧 《三个人儿两盏灯 》
， 被

“

上昆
”

改编为 《烟锁宫楼 》
， 由编剧王ｇ

世

安祈重新填词 ， 李小平排练执导 。 考虑两岸不同的文化观点 ， 将原先纪

１ ２ 场次凝缩为 ８ 折 ， 删去原先宫女间的 同性情谊 ， 而代 以惺惺相惜｜

的姊妹情 ， 提纯摹写唐后宫女子的幽微心曲 。 此剧在 ２０ １ ２ 年
“

上昆
”

巢

赴台 ２０ 周年时来台公演 ， 正标举出两岸交流合作的剧艺成果 。｜

２０１ ２ 年上海京剧演员 史依弘与昆 曲演员 张军演 出 《 ２０ １ ２ 牡丹｜的

亭 》 ， 由 台湾的制作人 、 编剧 、 导演 、 舞美 、 灯光及音乐设计等联合｜

制作 。 然
“

史张版
”

演 出后却引发了
“

戏曲创新 的大论战
”

， 昆剧名置

家 、 学者与观众等提出如演员提高两个调 门
“

昆味不正
”

， 部分文本

过于
“

碎片化
”

， 加人竖琴 、 梆笛等伴奏喧宾夺 主 ， 舞台灯光 昏暗 ，

戏服颜色
“

浓墨重彩
”

， 代表传统礼教禁锢的舞美
“

圆环
”

写实突兀

等意见 ， 甚或评论此剧类似台湾
“

新京剧
”

的表现风格等？ 。 这
一现
^

象提醒我们对于
“

重塑经典
”

的剧艺思维 、 观看视角与现代意义都应 ｆ
１

有更髙层次的审慎思考 。

相较于已然在昆剧演出史上铸就过历史风华 ， 历经前辈艺术家们

的文本整理与舞台锤炼 ， 逐渐积淀为昆 曲艺术
“

典范
”

， 被世代承传

研习 的 《牡丹亭 》 《长生殿 》 等经典剧 目 ， 新编昆剧可挥洒创艺的空

间相对开阔 。 然如何制作出符合昆曲体制与艺术规律的当代昆剧 ， 诚

然也是两岸需面对的艰 巨挑战 ， 尺寸拿捏很重要 。
２０ １５ 年上海张军

昆曲艺术 中心与台湾制作团队合作 ， 以被誉为
“

孤篇压全唐
”

的 《春

江花月夜 》 传世名篇发想 ， 创作演绎青年张若虚横跨盛唐半世纪时

空 ， 穿越仙 、 人 、 鬼三界 ， 由爱萌发 、 感怀生死 的 《春江花月夜 》 ，

以至情笃志的人文情怀与诗意表演 ， 在古典传统与时尚浪漫 中 ， 成为

两岸合作的当代昆 曲精品 。

①
“

史张版
”

《牡丹亭 》 演出后引发众多昆坛演员 、 学者与 观众的热烈讨论 。 本文参

引李峥 《史依弘 ，
张军版 〈牡丹亭 〉

“

无处 不新
” 引热议 》 及 《史张版 〈牡丹亭 〉

引发戏曲创新大论战 》 二文 ， 分别发表于 《解放 日报 》 ２０１ ２ 年 ６ 月 ４ 日 、 ６ 月 １１

曰 。



展 复综观新世纪以来 ， 两岸 昆坛的交流面 向越发开阔频繁 ，

“

水磨
”

＾ｉ
“

兰庭
” “

台昆
” “

台北昆
” “

国光
” “

戏校
”

等剧团 ， 屡屡受邀在
“

非

遗
”

活动或艺术节中展演 。 而 由杨振良组织的中华昆 曲艺术协进会也
扣和蔡孟珍所指导的师大昆社多所连结 ， 前往天津 、 北京 、 上海 、 南京

等地进行昆 曲交流 。 如 ２０ １ ２ 年
“

月 圆两岸 明——两岸昆 曲交流汇

演
”

， 由北京与台湾师范大学的昆 曲社团成员 以清唱 曲会及折子彩演

同台献艺 ；
２０ １ ４ 年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合作学者讲座与研究生论坛 ，

并举行
“

月 圆两岸明——两岸昆曲传承人汇演
”

， 由蔡正仁与蔡孟珍

等联袂演出 。

在政府部门 、 民间与校园 曲社的努力耕転下 ， 昆 曲在台湾越发显

得生机盘然 。 如 曾参与
“

传习计划
”

的成员 ， 基于对昆曲 的喜爱陆续

＼组织社团 。 如 ２００ ６ 年 以研究昆 曲 演奏为主 的幽兰 曲社成立 ， 邀请

！ 〇２
）

“

省昆
”

张继青与姚继焜为表演艺术顾问 ， 戴培德担任音乐总监 ， 定

期举行
“

幽兰雅韵
”

昆 曲清唱演唱会 ， 以 网络与小区为推广平台 ； 而

２００９ 年创立的台北昆曲研习社 ， 则 以提升 自 身昆曲清唱水平为 目 的 ，

曾邀请张毓文 、 沈世华 、 徐达君与孙建安等大陆昆曲名家或乐师来台

教学或举行讲座 ， 举办各种昆曲传习与推广活动 。
２０１ １ 年举办两场

昆曲大师班讲座 ， 除申请政府经费补助外 ， 还采用公开售票方式 ， 让

观众与曲友现场聆听被誉为
“

小俞振飞
”

的蔡正仁对曲友进行俞派唱

腔的教学 、 指导与示范 ， 此讲座后还制为 ＤＶＤ 贩卖 ， 以推广昆曲 曲

唱艺术 。

小 结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

解严
”

开放 ， １ ９ ９ ２ 年
“

上昆
”

来台演出 ， 揭开

了两岸 昆坛交流的扉页 ；
１９ ９３ 年起大陆昆 曲编 、 导 、 演等创作与教

学艺师陆续受邀来台合作编创与讲学授课 ，

“

台湾的昆剧效应 ／昆剧的



台湾效应
”？ 逐渐蔚然成形 。 ２ ０ ００年台湾昆剧首度登陆大陆

“

中 国昆ｇ

剧节
”

， 两岸 昆曲
“

双向交流
”

的通路越发扩展 。 而随着 ２００４ 年白先纪

勇领军文化知识精英制作的青春版 《 牡丹亭 》 、 陈启德
“

艺文社会企｜

业
”

打造的全本 《长生殿 》 、 曾 永义新创 昆曲文本 的台湾原创 昆 曲｜

《梁祝 》 等 ， 由两岸编导演合作的昆 曲精品陆续问世 ， 越发催化 了两票

岸昆曲文化的交流效应 。§
的

兼具文学性与表演性的昆剧艺术 ， 向来即是戏曲学者所关注的研｜

究课题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来以来两岸都有不少昆 曲论著 的刊行 、 学位置

论文的撰写 、 研究计划的执行 、
学术研讨会的召开等 ， 为昆 曲蓄积了

不少学术能量 。 尤其近年来两岸
“

昆剧辞典
”

的编撰 、

“

昆 曲艺术大

典
”

等工具书与
“

昆曲丛书
”

的编辑 、 《昆曲百种 ？ 大师说戏 》 的录

制 、 昆剧艺人传记的书写 、 舞台艺术心得的整理 、 昆 曲音像的出版发ｙ
行、 数字昆曲数据的建置等 ， 都深具意义且影响深远 ，

且有不少是两

岸共同合作的成果 。 本文因限于篇幅 ， 故不开展论述 。

是以在科技网络发达 、 信息传播迅速 、 国际交流频繁 、 文化互动

密切等全球化 （Ｇｌ
ｏｂ 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的浪潮中 ， 期许两岸昆坛的交流合作

越发蓬勃活络 ， 持续在护持传统精髓 ， 激励多元创新 ， 培育年青薪

苗 ， 开发观众族群 ， 推动学术科研 ， 深耕 昆曲文化等面 向 多方着力 ，

让兼具古典与时 尚 ， 既曲高又能和众 ，

“

当代性即在传统里
”

的昆 曲

艺术 ， 能充分发挥其
“

戏曲美典
”

的普世价值与展现多重昆韵风姿 。

（蔡欣欣 台 湾政治 大学 台 湾文 学研究所教授 ）

① 王安祈归纳
“

台湾的昆剧效应
”

表现在新观众的形成与观众结构的改变 、
新演员

的培育与昆剧职业剧 团的成立 、
学术研究的新气象以及 剧坛审美观 由现代化回归

传统 ， 而
“

昆剧 的台湾效应
” 则是 台湾地区对昆剧的高度重视以及主导权的掌握 Ｄ

参见王安祈 《 昆剧在台湾的现代 意义 》
，

《 台大中文学报 》 第 １ ４ 期 ，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