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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 一 節   中 西 舞 台 的 發 展 與 現 代 化 戲 曲 的 面 貌  

 

    本 文 透 過 西 方 現 代 化 劇 場 與 雙 方 文 化 交 流 下 ， 與 中 國 固 有 傳 統

的 演 出 形 式 ， 賦 予 了 新 的 面 貌 與 發 展 。 早 期 京 劇 改 革 中 ， 無 論 台 灣

或 大 陸 首 先 注 意 到 的 是 現 代 化 劇 場 所 帶 來 的 效 果 與 技 術 ， 同 時 著 眼

於 寫 實 佈 景 的 華 麗 與 呈 現 豐 富 的 視 覺 觀 感 為 主 。 在 此 發 展 中 ， 逐 漸

喪 失 了 中 國 戲 曲 表 演 的 應 有 的 特 徵 與 美 學 。 同 時 其 藝 術 價 值 也 逐 漸

遭 到 侵 蝕 ， 造 成 舞 台 空 間 與 演 員 空 間 之 間 的 不 平 衡 與 干 擾 性 。  

    從 第 二 章 所 論 及 的 西 方 舞 台 空 間 到 空 間 舞 台 的 流 變 可 清 楚 得

知 ， 早 在 十 九 世 紀 末 期 西 方 劇 場 改 革 者 已 經 發 現 寫 實 化 的 舞 台 空 間

所 帶 來 的 禁 錮 與 演 員 僵 化 的 表 現 手 法 ， 進 而 重 新 走 到 劇 場 藝 術 的 本

質 發 展 中 ， 找 出 新 的 價 值 與 出 路 。 相 較 之 下 我 國 傳 統 戲 曲 舞 台 的 發

展 ， 反 而 走 向 西 方 寫 實 為 主 的 空 間 樣 貌 。 從 原 本 傳 統 的 時 空 表 現 ，

透 過 寫 實 化 的 入 境 ， 所 帶 來 不 只 是 舞 台 空 間 的 問 題 而 已 ， 進 而 整 個

演 員 表 演 空 間 也 產 生 種 種 的 阻 礙 與 摩 擦 。 同 時 透 過 中 西 雙 方 舞 台 空

間 發 展 之 比 較 ， 凸 顯 出 我 國 於 此 方 面 的 藝 術 手 法 ， 早 已 解 決 西 方 長

久 以 來 所 遭 遇 的 禁 錮 與 困 境 ， 提 供 一 套 完 美 的 解 決 方 法 。 就 如 馬 森

所 說 ： 既 然 西 方 人 能 發 現 我 國 傳 統 戲 劇 的 優 點 ， 我 們 自 己 為 什 麼 不

能 發 現 呢 ?除 了 不 以 劇 本 為 重 而 以 演 員 的 表 演 亦 為 中 心 的 特 點 以

外，我 們 傳 統 的 戲 劇 有 些 甚 麼 別 的 長 處 ?這 才 是 值 得 我 們 今 日 來 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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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問 題 。 1  傳 統 戲 曲 的 演 出 對 於 種 種 劇 情 時 空 的 表 現 ， 早 已 完 善 出

一 套 應 對 之 策 。 同 時 藉 由 演 員 表 現 為 主 體 ， 加 上 各 種 裝 置 (砌 末 )的

運 用 與 舞 台 調 度 手 段 ， 共 同 打 造 特 有 的 演 出 形 式 ， 奠 定 中 國 戲 曲 特

有 的 藝 術 地 位 。 第 三 章 詳 細 介 紹 出 傳 統 京 劇 於 舞 台 時 空 表 現 上 ， 運

用 了 那 些 手 段 與 技 巧 。 同 時 列 出 舞 台 裝 置 的 特 點 與 種 類 ， 加 上 本 身

代 有 裝 飾 性 、 替 代 性 、 實 物 性 等 虛 實 相 結 合 運 用 的 特 點 。 綜 合 以 上

各 種 表 演 形 式 與 舞 台 美 術 運 用 方 法 ， 打 造 出 各 種 劇 情 時 空 的 景 緻 與

流 轉 ， 同 時 也 擺 脫 了 時 間 和 空 間 的 限 制 。 不 論 裝 飾 、 替 代 、 實 物 或

虛 實 交 錯 ， 皆 可 引 用 上 場 。 借 其 各 種 不 同 的 表 現 手 法 ， 發 揮 各 種 舞

台 美 術 的 作 用 。 這 才 是 舞 台 裝 置 在 現 代 化 發 展 中 應 有 的 方 向 。  

    爾 後 時 代 的 進 步 ， 西 方 技 術 的 發 達 。 戲 曲 舞 台 空 間 的 發 展 ， 亦

可 藉 由 現 代 化 劇 場 所 提 供 的 種 種 技 巧 與 手 法 ， 突 破 傳 統 戲 曲 演 員 在

體 會 劇 中 人 物 內 心 感 受 及 重 新 詮 釋 角 色 個 性 思 維 ， 做 更 進 一 步 的 創

造 與 再 現 。 以 往 看 不 見 、 聽 不 到 的 季 節 變 遷 、 時 空 流 轉 畫 面 ， 在 此

作 為 襯 托 性 的 表 演 ， 更 有 助 於 觀 眾 融 入 劇 情 發 展 的 氛 圍 。 第 四 章 現

代 戲 曲 舞 台 裝 置 的 運 用 中 ， 則 對 於 戲 曲 舞 台 上 常 看 見 的 裝 置 與 佈 景

技 術 ， 做 大 致 的 介 紹 及 其 功 能 所 在 。 同 時 透 過 此 類 裝 置 與 佈 景 的 運

用 輔 助 下 ， 達 到 上 述 觀 眾 與 演 員 演 出 時 的 種 種 表 現 。  

    在 當 代 戲 曲 發 達 的 今 日 ， 常 常 看 不 到 以 表 演 為 中 心 的 「 戲 」 本

身 。 在 此 不 斷 的 實 驗 與 跨 界 合 作 下 ， 戲 曲 舞 台 特 性 越 來 越 模 糊 ， 同

時 舞 台 上 真 正 能 表 現 戲 曲 本 質 的 空 間 也 越 來 越 小 。 演 員 一 旦 成 為 佈

景 的 襯 托 ， 戲 曲 將 會 永 久 的 失 去 它 的 特 色 與 價 值 。 雖 然 引 進 高 科 技

和 新 技 術 是 當 代 戲 曲 發 展 的 必 經 過 程 ， 但 目 的 不 在 於 削 弱 中 國 戲 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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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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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身 的 表 現 功 能 ， 而 是 發 揮 更 深 一 層 的 舞 台 藝 術 與 表 演 藝 術 。 而 第

五 章 的 演 出 分 析 與 舞 台 空 間 架 構 中 ， 透 過 台 灣 近 二 十 年 來 ， 從 最 早

致 力 戲 曲 現 代 化 的 「 雅 音 小 集 」 而 後 到 「 當 代 傳 奇 劇 場 」、「 國 光 劇

團 」、「 台 灣 戲 曲 學 院 附 設 京 劇 團 」、「 新 劇 團 」 各 劇 團 所 發 展 出 的 不

同 嘗 詴 與 創 新 ， 不 難 發 現 每 個 原 創 劇 目 在 西 方 舞 台 技 術 的 學 習 、 借

鑑 之 下 ， 呈 現 出 各 種 不 同 的 面 貌 發 展 。 在 舞 台 表 現 上 ， 亦 有 不 同 的

可 取 之 處 與 改 進 之 處 。 透 過 各 項 舞 台 特 性 分 類 中 ， 大 致 界 定 出 傳 統

戲 曲 於 現 代 表 現 該 有 的 形 式 發 展 。 藉 由 這 些 實 驗 與 創 新 的 過 程 ， 逐

漸 奠 定 一 套 屬 於 當 代 戲 曲 的 表 現 特 色 與 發 展 ， 這 是 否 才 是 傳 統 表 現

於 現 代 的 繼 承 與 發 展 共 同 目 標 。 同 時 配 合 筆 者 於 第 一 章 所 提 及 的 當

代 戲 曲 發 展 大 致 的 四 個 方 向 ， 各 劇 團 也 在 此 類 目 標 中 持 續 努 力 發

展 。 期 能 再 往 後 的 發 展 途 徑 中 ， 透 過 本 論 文 的 演 出 分 析 避 免 重 複 走

進 相 同 錯 誤 之 中 ， 真 正 發 展 出 台 灣 現 代 化 京 劇 的 特 色 與 價 值 。  

 

第 二 節   當 代 戲 曲 舞 台 空 間 設 置 發 展 建 議  

 

     當 代 戲 曲 的 創 新 與 改 革 奠 基 於 傳 統 戲 曲 的 美 學 之 上，以 演 員 為

中 心 的 劇 場 藝 術 ， 同 時 在 特 有 的 舞 台 特 性 下 為 其 基 準 做 為 整 個 舞 台

極 大 的 伸 展 也 凸 顯 出 「 空 台 」 與 「 明 台 」 的 重 要 性 。  

    關 於 此 類 戲 曲 舞 台 空 間 設 置， 未 來 將 繼 續 呈 現 多 元 化 風 格 的 發

展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 在 此 之 下 如 何 以 寫 意 、 寫 實 、 程 式 、 裝 飾 亦 或 點

綴 等 諸 多 舞 台 美 術 特 性 中 ， 也 將 不 斷 的 進 行 嘗 詴 與 實 驗 。 但 以 虛 為

主 及 虛 實 相 間 的 舞 台 美 術 創 作 中 ， 仍 為 戲 曲 舞 美 工 作 者 應 遵 守 的 運

用 原 則 之 一 。 同 時 透 過 話 劇 、 多 媒 體 、 影 視 等 眾 多 媒 介 不 斷 地 汲 取

養 份 ， 甚 至 表 演 空 間 也 可 延 伸 到 看 台 、 觀 眾 席 等 地 。 透 過 觀 眾 的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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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 完 成 另 一 套 新 的 演 出 形 式 。 同 時 在 科 技 的 發 展 與 普 及 之 下 ， 投

射 布 景 也 將 會 更 多 的 引 入 戲 曲 舞 台 表 現 中 ； 透 過 影 視 的 活 動 為 背

景 ， 揭 發 戲 曲 人 物 角 內 心 角 色 層 面 或 故 事 潛 在 的 涵 義 。 這 種 以 演 員

現 場 表 演 為 中 心 的 舞 台 演 出 方 式 ， 也 可 成 為 另 一 種 演 出 形 態 的 發 展

方 向 。  

    不 可 否 認 筆 者 身 為 現 代 人 的 一 份 子 ， 尤 其 喜 好 舞 台 畫 面 設 計 方

面 ， 也 愛 觀 看 當 代 戲 曲 如 何 在 現 代 化 劇 場 做 種 種 創 新 與 實 驗 。 但 有

時 多 餘 的 佈 景 與 裝 置 容 易 擾 亂 目 光 的 專 注 力 外 ， 進 而 無 法 專 注 在 演

員 上 精 湛 的 演 出 。 如 能 保 有 空 靈 的 傳 統 舞 台 特 質 ， 進 而 搭 配 簡 單 佈

景 與 道 具 搭 配 亦 可 襯 托 其 演 出 氛 圍 。 反 而 會 覺 得 眼 前 一 亮 ， 更 容 易

專 注 演 員 身 上 的 表 演 與 表 現 。  

    對 於 取 材 於 近 代 文 學 或 寫 實 性 較 強 的 題 材 方 面 ， 就 目 前 整 體 看

來 整 個 設 置 還 是 以 寫 實 性 的 舞 台 結 構 為 主 。 往 往 這 類 題 材 的 演 出 ，

易 造 成 演 員 空 間 大 規 模 的 縮 小 與 限 制 。 同 時 此 類 演 出 還 有 一 特 點 ，

除 動 作 已 偏 向 寫 實 性 戲 劇 的 表 現 方 式 外 ， 有 時 只 能 透 過 唱 、 唸 的 方

式 勉 強 歸 類 於 戲 曲 演 出 範 疇 中 。   

    在 此 傳 統 舞 台 時 空 規 範 下 ， 當 代 戲 曲 演 出 形 式 亦 可 透 過 寫 實 裝

置 來 表 現 之 。 但 其 擺 設 位 置 、 樣 貌 、 功 能 等 盡 可 能 的 遵 造 傳 統 演 出

模 式 來 作 設 計 。 一 來 可 符 合 戲 曲 演 出 之 特 色 ， 二 來 可 藉 由 此 教 育 觀

眾 往 後 有 機 會 欣 賞 傳 統 演 出 時 ， 能 深 知 這 些 舞 台 手 法 調 度 運 用 原

則 ， 進 而 理 解 在 此 虛 擬 時 空 表 現 下 ， 各 種 舞 台 技 巧 的 表 達 意 義 。  

    對 於 上 述 這 些 題 材 挖 掘 與 發 展 ， 對 當 代 戲 曲 的 發 展 亦 當 有 寬 廣

的 發 展 空 間 及 助 力 ， 但 在 此 同 時 如 何 藉 由 傳 統 的 戲 曲 元 素 規 範 下 ，

表 現 出 傳 統 戲 曲 的 價 值 藝 術 如 自 由 的 穿 梭 時 空 與 突 出 演 員 表 演 為 主

要 目 標 ， 才 是 此 類 發 展 應 有 的 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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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下 大 致 歸 納 出 ， 傳 統 戲 曲 在 當 代 發 展 中 ， 如 何 進 一 步 的 保 留

與 改 造 同 時 保 留 住 傳 統 的 藝 術 價 值 所 在 ， 並 發 揮 現 代 劇 場 技 術 的 優

勢 ， 使 其 烘 托 整 個 演 員 表 演 亦 當 呈 現 出 更 高 一 層 樓 的 藝 術 表 現 。 提

供 當 代 戲 曲 發 展 基 本 準 則 與 運 用 特 點 幾 個 方 向 所 在 。   

一 、 根 據 故 事 內 容 ， 盡 量 利 用 現 有 的 傳 統 藝 術 技 巧 ， 表 現 出 演 員 表

演 價 值 與 種 種 時 空 自 由 表 現 的 特 性 。  

二 、 透 過 部 分 傳 統 技 藝 的 改 造 ， 使 之 適 應 新 的 內 容 。 同 時 避 免 運 用

大 量 的 裝 置 ， 在 戲 曲 表 演 特 有 的 舞 台 結 構 中 做 寫 實 為 主 的 演 出 。  

三 、 廣 收 其 它 的 藝 術 形 式 ， 並 且 透 過 轉 化 ， 成 為 當 代 戲 曲 發 展 新 的

表 現 手 法 與 技 巧 之 一 。  

四 、 在 此 新 興 、 原 創 的 程 式 與 表 演 中 ， 這 些 創 造 必 須 符 合 傳 統 既 有

的 美 學 規 範 ， 才 能 不 至 脫 離 戲 曲 演 出 的 樣 貌 。  

 

     最 後 關 於 當 代 戲 曲 未 來 的 發 展，主 要 還 是 在 保 留 傳 統 戲 曲 演 出

形 式 價 值 ； 同 時 透 過 程 式 化 的 藝 術 手 段 凸 顯 出 演 員 在 此 類 表 演 的 重

要 性 。 以 及 透 過 當 代 戲 曲 的 再 造 ， 保 留 此 類 舞 台 設 置 規 範 外 ， 同 時

配 合 寫 實 佈 景 的 明 示 功 能 ， 亦 可 培 養 年 輕 一 輩 的 戲 曲 觀 眾 相 關 的 專

業 素 養 ， 也 可 滿 足 現 代 人 消 費 習 慣 與 視 覺 享 受 的 要 求 。 如 能 透 過 此

上 述 藝 術 實 踐 來 努 力 ， 無 論 時 代 如 何 演 變 ， 中 國 戲 曲 方 可 繼 續 保 留

其 民 族 特 性 。 同 時 透 過 不 斷 的 革 新 與 創 造 ， 使 其 獨 特 的 中 國 藝 術 特

色 鶴 立 於 世 界 之 林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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