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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与时尚!昆剧在台湾的薪传与行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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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干隆苏州梨园公所“翼宿神祠碑记”中“台

湾局”的捐款纪录，可以推知当时在台湾至少有两

个以上的昆团存在 #。虽然目前尚未发现更具体或

更进一步的文献史料，可以勾勒清代昆剧在台湾的

流传情况；然从流传在台湾的北管戏与十三腔音乐

中，却不难窥见昆剧寄居于其中的影迹，或许昆剧

在清代已然跨出“本土化”的步伐，融入台湾的民间

节庆与宗教祭仪等常民生活中。

不过大抵要到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播迁来台

后，昆剧才明确地以：“戏曲美典”的身姿在宝岛孕

育茁壮。当时不少学坛耆老进入高等学府传道授

业，在曲学教授中也点燃了昆曲的薪火，或作为学

术研究课题或成立学校社团；而民间也不乏众多大

陆曲家昆剧同好，组织同期与曲集等以曲会友，定

时聚会拍曲清唱以联系情感。九!年代后两岸交流

渐趋频繁，台湾学界与票友组团前往彼岸看戏参

访，大剧专业昆团纷纷应邀来台公演，政府挹注资

源支持昆剧的保存与薪传，学者专家领头于校园扎

根与社会推广，学界与剧坛携手打造套餐式的学术

研讨会等，都使得”台湾的昆剧效应／昆剧的台湾效

应”$蔚然成形。

整体观照二十世纪昆剧在台湾的生态现象与

演出样式，主要是以“保存传统文化 宣扬戏曲艺

术”为立基点，昆剧抒情典丽的文学诗意以及细腻

优雅的表演艺术，让昆剧俨然成为”古典极致”的美

学典范，而成为知识分子所钟情的对象，因此或在

学术理论上建构，或在推广薪传上着力，或在剧艺

表演上观摩等，正由于学界的大力鼓吹与积极投

入，使得昆剧艺术的”薪传保存”成为重要的文教政

策与民间动力。而也正因为有了这数十年对传统经

典的美学熏陶与文化深耕，是以从跨世纪千禧的昆

剧菁英汇演肇始，永嘉昆《张协状元》古戏新铨的成

功范例，浙昆《牡丹亭》由艺人与学者联手修编的生

旦并重新版，“林为林精选专场”引发的%世代偶像

追星热潮，以及”水磨曲集”受邀登上国家戏剧院与

大陆昆团共同展演等，都为二十一世纪的台湾昆剧

掀开了崭新扉页。学术界更强势地掌控了发言权与

主导权，成为府会部门与民间剧坛关系网络的联系

枢纽，以及统合企业界与艺文界意见与资源的关键

核心。是故建构具有”台湾主体性的当代昆剧文化”

成为理想标竿，或从复古风潮中凸显其文化底蕴，

或由跨界合作中激荡其创新思维，或在传统经典中

厚植其艺术能量等，“打造台湾品牌 加值文化产

业”成为昆剧在台湾的制作理念与经营策略，昆剧

俨然成为“当代精致艺术 新兴时尚文化”的代名

词，而培养年轻观众则成为昆剧在新世纪“行销开

发”的重要使命。

二!!四年台湾的天空很“昆剧”，因为从岁初

到岁末，昆剧在台湾的戏曲舞台上始终弦歌不辍，

有两岸携手合作的剧艺精品，有昆剧剧小剧场的新

尝试，有传统经典的折子戏展演，有台湾首部自制

昆剧的推出等，底下即尝试以这几出制作来掠影昆

剧的“台湾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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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首先登场的是由建辉社会文教基金会

石头书屋的负责人陈启德先生出资，以“传统复古”

为制作理念，邀请苏州昆剧行家顾笃璜先生担任编

导，奥斯卡美术得主叶锦添担任服装与舞台设计，

台湾的戏曲学者担任顾问群，由苏州昆剧团、昆剧

博物馆与苏州传习所三单位联合组成的表演艺术

团担纲演出三天全本的《长生殿》，上本由〈定情〉演

至〈絮阁〉，摹写了李、杨二人的钗盒情缘，中本从

〈侦报〉演至〈闻铃〉，演绎了从盟誓到死别的俗世之

爱，下本由〈剿寇〉演至〈重圆〉，铺叙了双星映照的

月宫重圆。全剧突出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精诚之爱”

的主轴线，以二十七出的篇幅集中铺叙了从情欲、

情悔、救赎到情偿的“情爱升华”过程。有别于历来

其它的《长生殿》的改编本，编导刻意保留了牛郎织

女双星导引、仲裁、见证的剧情线，更深刻地对照出

“虚臾人间 永恒仙界”情实缘虚的忘情逍遥，此改

编毋宁是有其深远意旨的。然可惜的是剧中舍弃

了”政治兴衰”的历史情境，导致原作深度与表演空

间被删减不少；而制作中格外引人瞩目的服装设计

与舞台设计，的确通过苏州刺绣与古戏台建构出古

朴雅韵的昆剧气脉，然在“剧场性／表演性”等面向

上则略嫌失衡 !。

这次的制作演出犹如为台湾的昆剧注入了“春

的气息”，企业界人士的跨界参与，让昆剧在制作经

费与观众族群上展现新气象。醉心于昆剧艺术的企

业家陈启德先生，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挹注钜资

打造昆剧经典，其见识与用心都是值得喝采的，而

目前正在持续制作的昆剧名家录音计画，亦是极为

重要的精品工程。由于在演出前制作单位特别针对

部分企业机构，进行专家讲座与示范演出等推广活

动，招揽了不少企业新贵首度踏入剧场接触昆剧，

这现象是非常可喜且应该永续经营的。近几年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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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在府会文化部门的经营推动下，企业界与艺术界

逐渐搭建起“艺企相投”的关系平台，政府以优惠税

率鼓励企业界襄赞艺文团体，企业界透过关怀艺文

活动建立公益形象，更甚而在文化部门的媒合下，

将艺术文化的创意进驻企业的生产行销中，以企求

缔造艺术界与企业界的“双赢”局面，由于昆剧拥有

丰沛坚实的艺术含量，因此是极具开发潜力的合作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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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紧接着五月登场的，是由文坛祭酒白先勇先

生与新象樊曼侬女士所策划的青春版《牡丹亭》，则

成功地催化了台湾昆剧的“烂漫春情”。在台湾第三

度制作《牡丹亭》的白先勇 !，汇集了两岸三地的文

化界菁英，由其与华玮、张淑香、辛意云等戏曲学者

联袂以“删减缝缀”的笔法，整编出二十七出三天的

“爱情神话”，由昆剧名家汪世瑜先生担任总导演，

苏州昆剧团的年轻新秀担纲演出。上本由〈训女〉演

至〈离魂〉以“梦中情”启蒙出从生到死对爱情的向

往；中本由〈冥判〉演至〈回生〉转折到“人鬼情”由死

到生对爱情的追寻，下本由〈婚走〉演至〈圆驾〉归结

到“人间情”在现实人世对爱情的实践。抒情浪漫的

“至情礼赞”迤逗出无边的姹紫嫣红，不但体现了昆

剧古典雅致的诗意人性，尤其藉由回归现实人生的

磨难试炼，更深沉地建构出爱情与自我、爱情与社

群、爱情与人世的圆满生机。以往《牡丹亭》的演出

多半以杜丽娘为主体，但此次编导着意地恢复了原

作中柳梦梅的份量，在“生旦并重”的剧情结构与艺

术构思中，更能体现出“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生死

真幻的浪漫美学，然如何编排关涉着二人情爱的周

边人情事物，则成为对编导的另一考验；而负责服

装造型的王童夫妇以娇嫩淡柔的色泽，涂抹青春盎

然的缤纷气息，在“简约写意”的整体美学理念下，

沁染出一脉空灵雅致的剧场氛围；林克欢以苏州园

林为构思的舞台设计，正吻合了原作”花园”空间的

桃园仙境意象，也成为人伦现实与幽会梦幻的秘密

通路，然粉墙、窗牖与坑陷的样式似可再稍作调整 "。

这次的制作由于文化人的把关与品味，确保了

昆剧的美学主体价值，成功地捏塑了“当代古典”的

蕴藉情致与现代意趣，而非只是在歌舞排场或布景

砌末上追求所谓的”戏曲现代化”皮相，反倒是更着

力于发挥昆剧抒情诗化的文学意境，以及精致典雅

的表演体系，共同钩掘出人类内在深切的细致幽微

情感，传达出亘古不移的永恒文化命题。特别是汪

世瑜与张继青两位昆剧权威的剧艺薪传，不仅使得

青年演员得以脱胎换骨淬炼成长，也护持了昆剧艺

术的传统与新创，这是牡丹得以还魂，古典得以青

春的泉源活水所在。而昆剧传世经典虽足以作为民

族的文化范型，然而其生命力并非凝固不变的；尤

其随着时代人文思潮的演化，戏剧艺术的创作主体

与欣赏客体都会有所变异，是故如何掌握原著的文

化意蕴及剧艺精华，让历史流变与时代脉动能够契

合共振，则是“回归／ 重塑经典”时必须缜密思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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迥异于上两出“两岸合作”的重量级全本昆剧，

五月第三届“女节”所策划制作的系列展演剧目之

一的《柳#梦#梅》，则是台湾自制的昆剧实验小品。

全剧以《牡丹亭》〈幽媾〉、〈欢挠〉与〈冥誓〉三折为蓝

本进行剪裁改编，由师承上昆岳美缇的昆剧名票小

生杨汗如，研习昆剧数载的京剧旦脚陈美兰，以及

活跃于小剧场与现代剧场的阮文萍共同担纲演

出。小剧场导演戴君芳以“梦”作为全剧的轴心所

在，加入了骑着脚踏车在圆形转盘上，身穿现代服

饰不发一语的车夫，以及凝眸顾盼或是轻摇折扇的

一群现代女子，另外运用上下摇晃的跷跷板取代一

桌二椅等前卫手法，试图摹写观照人类内心深处难

以言喻的情感欲望。然而全剧令人惊艳酣醉的，还

是昆剧传统的婉转唱念与优雅作表，尤其是近在咫

尺的“观演距离”，让柳梦梅憨痴与惊慑的神色，杜

丽娘魅惑与娇羞的情思，在眼波流转一颦一笑中渲

染致极，不仅勾惹得场边的戏迷怦然心动，连第一

次接触传统戏曲的小剧场“新新人类”也为之风靡

折服。

这出由不同背景出身的“女人组剧团”，加上前

卫舞台装置成员组合的制作团队，虽然意欲借由古

今混血的拼贴手法，更深沉观照身份操弄与情欲窜

流等女性议题，但在故事文本并未翻新只有删减的

根基上，这些形式的实验似乎很难有更深厚扎实的

立足点，甚至还唯恐“伤筋动骨”拆了东墙也毁了西

墙！不过由于小剧场原本就容许有“探索实验”的面

向，或颠覆传统思维或谋求崭新立意，或破解演出

形式或重构表演技法等，以昆剧严谨体制所建立的

典范价值，如能成功地与小剧场跨界或磨合，不但

具有着先锋部队的“导引”意义，可作为其它剧种借

鉴汲取的经验法则，甚或可能激励创新出“新昆剧”

的火花来！近年来“进军小剧场”俨然成为台湾传统

戏曲的另类新策略，其目的不外乎是着眼于“开发

市场吸引年轻观众”以及“实验探索寻求剧艺革

新”，从“小”做起大有可为，或许藉此可以带领着我

们找寻到“传统时尚／ 雅俗共赏／ 还戏于民”的新

路。

%D’EFGHIJK?L/MNOP
金秋时节则有“清韵曲社”的创团首演，以及

“水磨曲集”与“台湾昆剧团”的年度公演，这是半世

纪以来台湾在推广昆剧的薪传光谱。以清响绝伦与

曲韵巧啭命名的“清韵曲社”，主要由一九六九年成

立的“政大昆曲社”毕业社友陈彬、林逢源、宋泮萍

与其它年轻社友所组成的；而“水磨曲集”是一九八

七年由台湾昆剧元老徐炎之夫妇，在各大专院校教

习昆剧的毕业生为主干组成的，社团致力于校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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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社会推广与社团薪传已行之有年且成绩斐然；

至于一九九九年成立的“台湾昆剧团”，成员来自于

从一九九一年起始为期六届的“昆曲传习计画”，含

括了京剧艺人、昆曲票友以及其它剧种背景的学

员，他们或从业余朝向专业精进，或以昆剧来丰厚

自身剧种的表演艺术能量，更在今年度经过考核评

选而成为杰出扶植团队，由政府文化部门给予资源

挹注以协助薪传推广。

向来学校社团是维系台湾昆剧薪火的重要命

脉，无论拍曲爨演或是教学研究，都因为有这些成

员的投入而蓬勃茁壮。可喜的是他们不因毕业而终

止了与昆剧的情缘，反而聚合为另一股跨校际跨剧

界的民间资源，在社会中持续地为昆剧艺术的播种

而孜孜努力。大抵昆曲在台湾的“艺术深耕”，就奠

基于这些社团或剧团所承传的经典折子戏上，折子

戏从文本的“折锦”到舞台的“挖掘”，有赖于艺人长

期的舞台实践与剧艺琢磨，其所蕴积的丰富戏剧性

与精致表演性，最适合作为家门流派的“教学剧

目”，在师承体系的传习下稳固昆曲剧艺风华的细

腻与纯粹，继而能在深积厚续中转化创发“新折

子”，甚至于作为保留原汁原味的全本戏根基。综观

台湾的票友舞台从早期传承张善芗独门的“十出

戏”，到随两岸交流后陆续由大陆名家来台教学或

新排演剧目，传统经典折子严谨细致的表演美学典

范，不仅为台湾昆剧的薪传立基扎根，同时也深刻

地影响了昆剧在台湾的“文化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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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岁末压轴由演出的昆剧《梁祝》，则揭橥

了“首部台湾自制昆剧，首次梁祝昆剧演出”的双重

意义，由戏曲学术泰斗兼剧作家的曾永义教授编

剧，上海沈彬导演，苏州周秦谱曲，由国立国光剧

团、台湾戏曲专科学校与台湾昆剧团等演员联袂演

出，在相当程度下展示了台湾昆剧的演员阵容与艺

术水平。“殉情化蝶”原本就是千古以来传唱不歇的

永恒恋曲，多少普天下难以长相厮守的痴情儿女，

都在这精魂不灭的坚贞至情中，寻觅到抚慰心灵的

支柱与升华情感的能量，而其正是“庄周梦蝶”诗意

延伸的精神涅盘。适志超脱的虚无蝶梦固然穷尽了

自然造化与自由人生的真谛，但比翼双飞的浪漫蝶

恋却更能悸动起普罗大众惺惺相惜的情思，是以全

剧即以“相知相契”的绵绵情意，来开展梁祝情史的

诗情丽境，文字优美度曲动听然戏剧性略显平淡；

至于三演祝英台四演梁山伯的热闹联演，由于演员

外观气质与诠释风格的落差，不免出现有节奏停顿

戏剧张力锐减的情况，而使得全剧更倾向于“折子

戏串本”的演出样式。

这次的制作显然为昆剧兰圃“更添一枝春”，尤

其在整体行销包装上，特别安排在欢乐的圣诞夜首

演，结合报纸的剧本刊登、校园的示范讲座、电子网

络的信息传播等文宣造势，邀请所有观众进驻国家

戏剧院，在蝶影翩翩的古典昆味中，共享温馨浪漫

的平安夜晚。这样新颖别致的文宣创意，使得场场

爆满票房满座，赫然成为新兴时髦的节庆休闲娱

乐。在此科技发达的媒体网络时代，要想让“亲近昆

剧”再度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全民运动以及普世价

值，则在“锤炼传统经典／打造现代精品”不可或缺

的剧艺前提下，还可以善用现代影音科技与媒体传

播优势，录制保存传统表演文本以及当代昆剧创

作，以发挥流播欣赏的功能或教学推广的目的；甚

而透过精心的规划设计，管结起城市的历史氛围、

观光的旅游产业以及市民的生活经验，以便开通昆

剧的新文化产值与新行销通路，则昆剧在台湾的繁

荣愿景将越发璀璨多姿。

回眸谛观二!!四年台湾的昆剧制作生态与

演出现象，可以感受到从官方到民间、从文化界到

企业界、从专业演员到业余社团、从传统经典到现

代小品、从两岸合作到台湾自制等各种千姿百态，

见证了半世纪以来昆剧在台湾的艺术深耕与创意

加值已然开花结果。而我们也衷心期盼由台湾昆剧

经验所缔造的”新文化风潮”，将会持续以”古典／薪

传”、”时尚／行销”的发展策略稳健成长，从宝岛出

航然后登陆大陆继而周游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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