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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京劇隨著政府遷台，在台已扎下深厚的基礎跟演出。曾幾何時被稱為「國

劇」的京劇，如今消失了其稱謂，只成為台灣現有的演出劇種其中之一。早期

因時代背景影響，看戲的人多，學戲的人多，演戲的人也多，但在時間推進中

不難發現，三軍劇團的合併，兩劇校的一體兩制化，到現在的台灣戲曲學院，

從高中體制到專科朝向學院體制發展，這一切都是為了保住從事戲曲工作人員，

吸引新進人才所進行一連串的改革。王安祈《台灣京劇五十年》記錄了近五

十年來的京劇藝術的傳承與轉型過程，其中以郭小莊「雅音小集」開創新

式京劇風潮到吳興國「當代傳奇」的獨樹一格，為自己找出一條新方向，

爾後當代國光劇團、台灣戲曲學院附設京劇團，兩大國營劇團致力於跨界、

跨文化、新編等演出劇目不斷上演。最後，隸屬於辜公亮基金會的李寶春

「新劇團」雖屬私人演出團體，但在整個台灣京劇藝術推動中，仍占有一

席之地。使得在此戲曲沒落的情況中，仍有一群人一直致力於此劇種的傳

承，期望恢復往日的「國劇」的樣貌。是故，筆者藉由戲曲舞台裝置的運

用，探討與演員表演空間之關係，如何自由表達出劇情中時空的需求；並

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呈現寫實性的樣貌，是否適當的還給演員一個表演空

間與傳統舞台裝置的表現技巧與立足標準。本文之研究動機可分為下列三

點： 

一、自空間舞台到舞台空間的西方美學發展過程，了解西方戲劇發展史中，

各種戲劇表現與舞台手法的實驗與樣貌。進而了解中國戲曲，如何學習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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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技術與手法，以適當的轉化，符合梅蘭芳極力發展「移形不換步」的

美學特徵，也是我們當代戲曲應該努力的目標。 

二、藉由京劇藝術在時空轉換方法上，提供哪些既有的程式化手段及舞台

裝置運用外，進而透過西方技術的引進提供哪些視覺效果，以延伸或襯托

整個戲曲舞台空間，並滿足現代劇場觀眾觀感上的需求。 

三、當代戲曲演出中，針對各京劇團原創劇目與年度製作大戲為例。做適當的

分類與探討，除給予演員表演空間應有的自由性外，在此寫實性技術空間下，

是否產生干擾、越界等情形呈現出何種舞台特性。供讀者往後在觀看當代戲曲

演出時，對於舞台空間上的表現有一定的認知與判別。 

    本文研究在眾多現代化演出劇目中，從大陸新編戲曲《大唐貴妃》的演出，

到近幾年，北京大型新編歷史京劇《袁崇煥》，及新編史詵京劇《赤壁》等，主

要呈現於舞臺裝置的華麗與史詵詞彙的繁雜，進而到「舞台美術」1的現代化，

是否已脫離傳統戲曲的美學特徵？而台灣《牛郎織女天狼星》、《出埃及》、《快

雪時晴》等演出，是否已誤導一部分觀眾，對於傳統美學與演出形式已出現某

種偏差認知？同時透過多媒體的技巧呈現，滿足視覺上的享受外，亦成為消費

主要原因之一，而此類演出，或亦對傳統戲曲以演員為中心的表演特質，已產

生眾多不協調及摩擦？如今大陸新編京劇演出，卻依舊朝此方向發展，台灣早

期承襲大陸戲班來台演出形式，在這五十年中也尾隨對岸的腳步發展，這是台

灣當代戲曲所應該進行的方向?當其它劇種不斷實驗，突破舊有演出模式，如：

黃梅戲《徽州女人》，融合了西洋管絃音樂及穿梭古典與現代的寫實版畫舞台

設置，並透過芭蕾舞和現代舞的融合，為此劇種打造出另一種形式表演。上海

崑曲團則是重排湯顯祖的經典老劇「臨川四夢」：《紫釵記》、《牡丹亭》、《邯鄲

記》、《南柯夢》。除《牡丹亭》之外，其餘三夢，極少演出。在沒有任何程式、

                                                        
    1 現今所謂「舞台美術」的範圍包含了舞台布景、燈光、服裝化妝、道具、甚至效果等等

視覺上的表現手法，是「戲曲中造型藝術因素的總稱」。詳見田文著，〈舞台美術宗譜小敘〉，《演

出造型藝術論》，（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9 年 。），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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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借鏡之下，如同創作新劇一樣困難。但就另一種層面看來，何嘗不是一種

創新？目前我國兩岸國家京劇團都朝著求「新」求「大」的目標看來，大陸已

成沒兩三百萬（人民幣）是弄不來的。而台灣當代戲曲演出，好像也成為沒兩

三百萬（台幣）也弄不來的。因此，從學習西方舞台技術層面看來，應該不是

把整個沿用、模仿即可。而是應了解我國既有的傳統時空表手段與技巧之後，

加以西方技術的運用，呈現當代戲曲另一種表現風貌，進而發展出自己的特色。

才是當下戲曲發展所應努力的方向不是嗎? 

    另舉一例，前陣子西方「前衛劇場」大師羅伯〃威爾森(Robert Wilson)，邀

請與魏海敏合作的《奧蘭朵》。其中利用了大量聲音、燈光及簡單的舞台裝置，

取代了戲曲「以歌舞演故事」2表演形式。但演出中仍出現大量唱詞與唸白，只

是對於已習慣戲曲演出模式的觀眾們，所附加說明的。因為在整個演出中，羅

伯〃威爾森已透過他的方式，告訴觀眾他訴說的故事。因此，此次演出是屬羅

伯〃威爾森學習我們中國戲曲表演特質，拿來作為手段與技巧的運用，進而發

展擁有自己特色的作品。這種態度是否才是我們應當學習的？因此，在台灣當

代戲曲的發展，一邊承襲對岸的演出模式(此時大陸也跟隨西方腳步)，一邊自

身也尾隨西方在後，在這兩個大方向中邁進，究其源頭，還是好像還跳脫不出

十九世紀時，寫實為主流的樣貌。在此追求下，此類演出模式已對戲曲演員產

生眾多越界、侵佔的表現，在許多當代演出依舊可看到。還是透過雙方文化交

流、學習態度及舞台美術任務等本質追求，進而發展台灣戲曲的地方特色，才

是當下戲曲現代化所應有的目標及學習態度呢？故筆者希望藉由此論文的研究，

期能提供當代戲曲發展中，幾個主要方向或目標為目的。一、多利用傳統戲曲

的演出特色與技巧手段， 爾後再透過現代化劇場所提供的優勢作為輔助表演。

二、在各種新式舞台技術與裝置的嘗詴或實驗中，如有不適應或強烈侵佔演員

表演空間的手法與技巧盡可能不再運用。同時歸納出一套適於當代發展，可多

                                                        
    2 王國維，〈戲曲考原〉，《王國維戲曲論文集》，（台北：里仁書局， 2000 年 。），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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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的舞台技巧與方向。三、著重於演員表演或突出表現做為設計，同時回歸

於傳統戲曲舞台美術之精神，一切有意義的事物才運用上場不再降低傳統藝術

的表現價值。四、藉由新的表現形式與技巧運用，從新挖掘或重塑傳統戲曲表

演，所不能達到的層面與種種角色人物的內在探討，創造出新的生命與文學價

值。 

 

第二節 文獻探討 

 

    本論文藉由舞台裝置的設置探討戲曲表演空間的現況與發展，由於台灣相

關於戲曲方面舞台美術人才甚少，相對此類舞台美術專書，更是無人出版。目

前只有廖燦輝《帄（京劇）檢場之研究》以檢場人的舞台表現功能切入，進而

了解傳統舞台設置上所應具備的專業知識與能力，同時說明整個戲曲舞台空間

之組成。另外聶光炎《舞台技術》則詳盡介紹出，相關當代舞台建築、歷史、

設計、布景、裝置、機關等基本形式與技術。但僅限於西方舞台常用的舞台裝

置與舞台機關等等介紹。以上皆不能算列入研究戲曲舞台的專書之一。其他相

關本論文所探討的方向僅限於各學生及專家學者所相關論文、專書及報章雜誌

專欄中略有提及如：民生劇評、自由時報專欄、聯合報與中國時報也不定期相

關藝文專欄登載。但礙於篇幅所致，僅能提及一部分的看法及舞台運用手段做

大致介紹，或以最為印象的舞台表現做大略的描述。並無完整敘述及深入探討

當代戲曲演出劇目舞台空間屬性，及相關舞台裝置運用手法與技巧，呈現出何

種類型的戲劇時空，與整個劇情之關係、演員表演等加以歸納整理。 

    學生相關論文方面，如：鄭傑文《慾望現代與混血表演：1986-2006 當代傳

奇劇場作品初探》、劉浩君《90 年代台灣京劇新作及其社會文化意涵研究》、紀

家琳《劇場現代化對台灣新編京劇表演藝術之影響－以國光劇團為例》、吳桂李

《李寶春京劇藝術研究》、柯曉姍《當代傳奇劇場舞台演出本之研究》、倪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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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編京劇中現代劇場方法運用之研究─以「國立台灣戲專國劇團」》為例。

如字面上得知藉由各劇團研究，必會舉例說明歷年演出作品作為本論文一部份

的參考。其它相關成立背景、發展目標並針對舞台美術、設置等等運用效果亦

當成為本論文各劇團研究之基礎。筆者亦從中擷取，補足或加強整個演出中相

關舞台裝置的整體說明與分類。 

    相關中、西方劇場史及美學特徵專書包含有吳光耀著《西方演劇史論稿》

及胡耀恆所譯的《世界戲劇藝術欣賞》清楚描繪整個西方戲劇發展的歷史背景

與舞台形式特徵，為本論文在描述西方戲劇舞台空間演變時，提供深厚的文獻

基礎。魏子雲所著《國劇的舞台》則說明了整個戲曲舞台發展特性與美學條件

做為本論文戲曲舞台回顧文獻依據之一。並在《戲曲藝說》書中更藉由此依據

分析當時作者所觀看的新式劇目所作的演出分析等，亦成為本論文部分佐證之

參證。 

    研究對象專書包括柳添依著《郭小莊雅音繚繞》、王安祈著《光照雅音》兩

本專書皆詳細介紹出整個「雅音小集」創團背景、演出分析、尤其針對舞台美

術方面，關於設計背景、理念皆有詳細說明。提供本論文詳細解說依據。盧健

英著作的《絕境萌芽--吳興國的當代傳奇》一書，敍述吳興國創立「當代傳奇

劇場」的奮鬥經歷。除上述之外其他尚無專書，詳細介紹整個成團背景、心歷

路程及演出分析等等。除藉由網路收尋各劇團官方網頁所提供種種資料與報導

外，尚藉其它相關台灣京劇發展史或當代戲曲發展等論文專書作為依據。如王

安祈著《台灣京劇五十年》針對京劇在台灣發展歷史亦有詳細敘述、《當代戲曲》

以認識篇－詳細介紹當代戲曲的本質與緣由及兩岸之間當代戲曲發展情形，評

析篇－以專業角度評論當代戲曲各元素的組成因子並以大量劇作做為案例分析。

劇作篇－收錄了經典唱段選段與全本收錄，為演出記錄留下文本的珍貴資料保

存。《傳統戲曲的現代表現》針對傳統戲曲中獨到的觀點收錄了〈折子戲到全本

戲〉及〈京劇文士化的幾個階段外〉其中對於台灣京劇發展在經歷歷史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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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與大陸劇團來台的影響做了詳細的介紹與描述。以上三本著作亦成為本論

文重要觀念成立與解析參考對象之一。並針對本論文所探討的台灣五大劇團成

立背景與發展目標以及演出分析各有豐富的描述。陳芳主編《台灣傳統戲曲》

收錄了台灣各專家學者對於不同劇種的流傳與介紹。其中包括北管、歌仔戲、

客家戲、京劇、布袋戲、四帄戲等等。其中針對王安祈著「京劇」一篇詳細了

介紹台灣各京劇團的時代背景與發展特色並且針對歷年來各演出劇目做了詳細

的表格介紹。對於本論文第五章台灣各京劇團演出分析提供依據亦當獲益不少。

劉慧芬著《古今戲台藝術與戲曲表演美學》藉由戲臺藝術之研究了解傳統戲曲

舞台三度空間之構成與戲曲舞台造景藝術的種類與實務，提供本論文當代戲曲

舞台裝置設計應有的基礎論證。而後藉由武生泰斗蓋較天為例，頗析京劇中相

關動作美學、演劇原理與創造觀點。最後並以當代戲曲中各劇種的演出分析從

中切入不同觀點與建立理論之基礎。以上各專書整理資料與說明，大致完善當

代戲曲中發展過程及情形並對各劇團特色、演出案例歸納出當代戲曲多元化的

發展種種技巧與缺失。 

    本論文除主要架構在相關文獻探討及觀念確立上外，主要亦由大陸所出版

眾多戲曲舞台美術專書作為研究理論基礎。如：朱聯群〃周華斌主編《中國劇

場史史論》針對整個中國劇場發展史有詳細的記載，欒冠樺著《戲曲舞台美術

概論》、的提供，詳細介紹整個演變過程，如何在傳統戲曲舞台規範下做最大的

輸出與帄衡。並針對書中所提出舞台裝置運用與雙方美學的特點，做為本論文

整個演出分析依據與相關理論佐證。王邦雄〃韓生〃胡佐主編《舞台美術理論

與實踐》，本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著重於從戲劇空間、結構而延伸展出舞台設

計、燈光、服裝、化妝等應有的理論與思考素質。到下篇當代物質環境所提供

各種演出效果、實務案例、各國舞台設計教學與實踐方法。中國戲曲學院科研

處編印的《中國戲曲學院科研論文教材選編》中趙英勉所發表的〈傳統戲曲舞

台時空規律的探索〉透過動態時空與靜態時空的對立統一，進而對戲曲演出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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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中，如何運用各種表現手法作種種的分類與敘述。以上皆提供了本論文應有

的專業分析素養與觀念確立。 

    相關研討會論文期刊及各校自行發行期刊。配合兩岸三地近幾年戲曲學術

的交流，相關議題發表書刊也都大量探討及挖掘此當代舞台美術發展現況。其

中針對本論文所探討的範疇，亦成為筆者收集參閱對象之一。如：曾永義總編

輯《2002 兩岸戲曲大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柯基良發行，《兩岸戲曲回顧與展

望研討會論文集卷一、卷二》。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2004、2005 兩岸戲

劇教育教學研討會》等。對於戲曲舞台在現代化過程中在文本、舞台美術各部

門及表演體系都有其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切入探討整個戲曲發展過程應呈現

何種樣貌與走向。另有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出版的《復興劇藝學刊》、《台灣戲專

學刊》、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藝術學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 《戲劇學

刊》、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等皆不定時刊登相關當代戲曲方面議題討論及演出

分析之比較，亦可作為本論文資料參證。 

    相關專業知識工具書的使用，對於本論文中相關京劇表演手法、舞台規範

及相關知識做為陳述時，以齊如山《國劇藝術匯考》、余漢東編著《中國戲曲表

演藝術辭典》、吳同賓〃周嚴勛主編《京劇知識辭典》、徐沛〃蘇移等著，《京劇

常識手冊》四本相關京劇知識專書詳細收納了京劇表演體系中，各類人物、表

演、舞台美術等專業知識做為本書參考與對照輔佐資料用之。掌握以上各方向

成果理念與研究基礎，作為本論文再探討與批判的理論架構，更進一步的彙整

兩岸歷史與經驗的累積提供更完整的一套學術研究。 

 

第三節 研究方法及架構 

 

    本篇論文性質亦屬質性研究範圍，故敘述法為本論文主要研究方法之一。

所論述的主題之屬性從舞台劇場的發展、戲曲時空表現手法的運用及當代戲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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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的呈現，進而探討舞台裝置寫實化的過程中與表演空間之間的影響與關係。

特性為舞台時空特性及傳統美學特徵發展與演變，呈現當代戲曲表演種種面貌

與現況。以此屬性和特性範圍成為本篇論文的敘述重點。 

    第二章開始，以西方「舞台空間」到「空間舞台」與中國戲曲舞台特性之

間的結構差異，進而影響當代台灣舞台演出模式。以分類法、歸納法及比較法

劃分舞台時空的運用種類、特色及演變過程。並從一九八 O 年後台灣京劇團原

創劇目中，以劇場現代化的視覺(鏡框)舞台，歸納至本論文所要論述的舞台設

置與表演空間，對戲曲演出影響之研究範疇。 

    第三章藉由文獻分析，了解傳統戲曲在時空表現手法上，與各舞台美術之

間的關係。歸納出戲曲本身對時空的呈現已提供種種的程式與規範，如何加以

靈活利用呈現整個劇情時空。 

    第四章在當代劇場所提供新式技術及設備的演變，也採文獻分析，與歸納

法呈現相關舞台裝置種類及舞台機械的運用手法，對於時空呈現上的種種效果

及影響。 

    第五章則以當代戲曲原創劇目中，相關舞台特性與表演空間為範疇，論台

灣各京劇團八 O 年代後演出中，極具代表性演出案例，並針對舞台裝置與表演

空間，呈現出何種樣貌。以點綴性、裝飾性、寫實性及功能性等四大特性做為

評論。在此融合與衝突的過程，何種演出空間形式才是當代戲曲表演最佳帄衡，

同時透過舉例說明與分析，兩者間該如何取捨才為當代戲曲應該發展應有的樣

貌。最後相關論述舉證，以田野調查、舞台帄面圖等相關實證，配合從事相關

戲曲演出的導演、演員、舞台設計師的訪談記錄以佐證筆者的疑慮及洽當的改

進方法。 

    第六章總結前五章所論述及歸納應有的方向，並提出建議。 

 

第四節 現代化劇場的釋義與研究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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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 ,隨著人們科技水準與生活品質的提高，主要也影響在國人觀看戲

劇的消費習慣。同時反映著經濟、文化的發展，在劇場建築方面也不斷吸收新

知、應用各種新技術、與時俱進。當今世上先進國家，於國際間的大都市。皆

有應用高科技的當代劇場，如美國林肯中心大都會歌劇院、日本新國立劇場、

雪梨歌劇院、台北兩廳院等等。這些皆成為國家與城市中，具代表性的現代化

劇場建築。 

    中國的劇場建築不僅在劇場發展史占有一席之地，也成為當代建築史重要

的一部分。其歷史可追溯到漢唐時期。漢代時，百戲演出已設有「看棚」

即現代的觀眾席位置 ，而後隋唐的「戲場」、「樂棚」，宋代的「瓦舍」、

「勾欄」，逐漸完善整體劇場空間的要素，成為中國劇場建築基本格局。 

    近代中西交流頻繁，彼此間經驗學習也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利用現代化

的技術所挾帶入境的西方文化，使「西化」3成為國家現代化中的一部份。戲曲

現代化，大體圍繞橫向移植與直向傳承的發展，藉著不同的思想衝擊，形成了

多采多姿的劇場風貌。簡單來說，「現代化劇場」意指劇場中相關軟硬體設備，

已走向科技化範疇。其中，從馬森《西潮下的中國現代戲劇》二度西潮觀點，

介紹我國戲劇發展概況，呈現出當代劇場的走向。並透過傳統演出模式以歌舞

演故事，及「空台」、「明台」為主體的戲劇時空特性，奠定戲曲表演的美學

基礎。但在此西化過程中，逐漸喪失傳統文化的特性，朝向另一種新式演出的

蛻變。馬森認為在此發展中，主要受到兩次西方影響。第一次於十九世紀末，

西方寫實劇的莫大影響。4「寫實主義」(realism)觀念從此走入中國，呈現出寫

實戲劇的樣貌，連同現代化設備也引進我國傳統劇場建築中。而後，現代戲劇

                                                        
3  或用「現代化」一詞代替「西化」，然兩者的涵義雷同。詳見馬森，《當代戲劇》，(台北：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民國 84 年。)，頁，36。 
4 《當代戲劇》，頁，11。 

http://www.hopebook.net/keyword/34422.htm
http://www.hopebook.net/keyword/xiandaijianzhu.htm
http://www.hopebook.net/keyword/xiandaijianzh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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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次西潮，在六 O年代對台灣出現了明顯的「西化」特徵，「台灣小劇場」5

首先接引將當代西方劇場的理念與方法，6並持續至今。此次西潮影響，跳脫出

第一度為主的「寫實主義」和「擬寫實主義」7(pseudorealism)的戲劇風格。在第

二次中，影響台灣最大是「現代主義」(modernism)及「後現代主義」(post modernism)

的戲劇美學思想。在此之下，不單改變了台灣戲劇演出形式，並且對劇場建築

與設備現代化的發生巨大的影響。 

    由於「西化」和「現代化」當時對我國幾乎是同義詞，就筆者認為目前也

依舊如此誤解的方向發展。 在第二次西潮中，台灣透過「小劇場運動」，呈現

跨文化和交流的學習過程。從十九世紀末西方劇場傳入我國開始，效仿西方是

我國當代戲劇發展的主要對象，亦成當代劇場的追求目標。 因此本篇論文著重

於，台灣各京劇團的原創劇目演出，針對現代化劇場所呈現的當代戲曲樣貌，

作為主要論述之一。上述大陸京劇團的新編案例，僅此提供參考並不在本文討

論範圍，故不多加詳談。 

                                                        
5  詳見網路收尋資料小劇場運動，台灣篇。

http://coolmoonintaiwan.blogspot.com/2009/09/blog-post.html/  
6 《當代戲劇》，頁，33。 
7  在外貌上形似於寫實主義作品，但在創作方法上全不遵守「寫實主義」所要求於作者的

方法與態度，事實上多半出之於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加上理想主義的思想內容。詳見馬森著《馬

森戲劇論集》，(台北：爾雅出版社，1985 年。)，,頁，352。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keyword:pseudorealism';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http://coolmoonintaiwan.blogspot.com/2009/09/blog-post.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