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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台灣戲劇中的世界圖像（ＩＩ）

計畫成果

摘要

量化成果

講座一：65 人

講座二：39 人

講座三：70 人

校外參訪：32 人

總計 4 場活動，參與人次 206 人。

質化成果
（1000字

以內）

  透過三次講座和一次參訪（包含校外現

地專講）所提供的多元學習途徑，帶領修課

學生進入台灣當代劇場文化的實踐場所，使

同學們得以感受現場，透過實際體驗加強學

習成效。

  過程中，學生除了增加學習熱忱與參與

感，亦可藉由想像力化被動為主動，將這些

經驗轉化成創作素材和學識經驗。計畫內的

兩門課程當中，【曲選及習作】關照「中國」、

「傳統」戲曲在「台灣」、「當代」的傳承與

演變，【台灣戲劇選讀】則納入移民創作者的

專業視角，提醒同學們形塑「台灣」背後的

多元文化。在經費支持下，本項計畫以「在

地」與「多元」打開學生文化視野，充分認

識自我在地文化價值，進而望向世界舞台。



成果照片

與說明
（請放置辦理活

動及購置設備之

照片，至少四張）

《感傷旅行》黎煥雄導演演後座談

《感傷旅行》觀眾入場

陳雨萱老師戲曲講座 陳雨萱老師戲曲講座

改為線上舉辦的高俊耀講座

成果自評

與建議
（200字以內）

  在新冠疫情影響下，今年不論傳統戲曲或現代戲劇

團體的行程都受到劇烈衝擊，使得本計畫部分排定的參

訪行程未能順利成行。後續調整的結果仍然符合計畫原

意，卻不免有有所遺憾。

計畫成果

補充電子檔

附件一：計畫申請書

附件二：課程大綱

附件三：課程資料光碟

附件四：上課實況錄影（由教發中心提供）

附件五：創新教學課程意見調查表（由教發中心提供）

備註

  



中正大學 109-2創新教學計畫成果報告

台灣戲劇中的世界圖像（I I）

一，計畫構想

  近年我們在中文系與文學院合作開設的戲劇特色課程中觀察到的一個明顯

變化：不分文學院或外院選修的學生明顯對台灣本地文學、歷史、文化課程帶有

較高的學習意願；相對於此，乍看之下與台灣較無關的——舉凡中國、東亞乃至

歐西——戲劇學識課程，除非設為必修，總是較難引起學生的投入。這個現象自

然可歸因於政局變遷和基礎教育方針的調整，然而，從戲劇教育的立場來說，提

醒學生注意藝術創作當中的跨境元素及創作者，藉此深入對戲劇藝術的認識與感

受，仍是無法偏廢的教學面向。以此為前提，本計畫構思透過戲劇理論與實務排

練，帶領學生認識「台灣戲劇創作」的方法與成果，連帶思考「台灣」、「本土」

之於這些作品的意義。

二，計畫目標

  當代戲劇創作的養分和靈感來源早已穿疆越界，然而相關知識的建構長久以

來受國族主義影響，不論課程設計或是教科書的編寫，多半仍以一國一地為界，

如「法國戲劇」、「中國話劇」、「日本小劇場」等等。進一步探究不難發現，這些

以民族國家為界的文學或戲劇框架內，往往包涵了大量跨國、跨語言的元素，重

要作品的創作者也不乏跨境移動的經驗——不論在一般視為「現代」或「傳統」

的劇種裡，都可找到不少範例。本計畫名稱中的「世界圖像」，指的主要便是（但

不限於）：台灣戲劇作品本身涉及台灣以外的元素、台灣戲劇在台灣以外地方的

傳播和演出、台灣戲劇工作者本身的「新移民」身分，以及翻譯劇作的改編及製

作。

三，實施方式

  本計畫期望藉由作品實例、作者的現身說法和現場作品的觀賞，讓學生認識

戲劇創作不同可能性的同時，促使學生重新思考「何謂台灣」此一文化認同問題，

進而了解「台灣戲劇」在知識建構層面的框架。計畫分為兩期，分別與 109 學年

度上、下學期各 2 門課程配合，分別邀請前述領域內的戲劇工作者和藝術家蒞校，

就自身創作經驗談論各自在藝術道路上受到的影響，以及在創作過程中嘗試回應

的文化認同問題。

  本學期配合的課程分別為偏重現代戲劇的【台灣戲劇選讀】和偏重傳統技藝



實踐的【曲選及習作】。蒞臨【台灣戲劇選讀】課中的劉天涯小姐生於徐州，自

南京大學畢業後移居台灣從事戲劇創作工作；窮劇場的藝術總監高俊耀先生則是

從馬來西亞來台留學後以台灣為主要創作基地，亦往來港澳、星馬等地。兩人均

為難以特定國家/地區歸納的在台藝術工作者，也都是計畫申請時並擬定邀請的

對象；其中，原定上學期蒞校的高俊耀先生因疫情影響行程，本學期最終仍舊只

能以線上講座的形式與學生碰面。

  今年 5 月中突起的疫情，與隨後實施的三級警戒，使【曲選及習作】課不得

不取消原本排定至台中國家歌劇院觀賞國光劇團演出的行程，以及邀請劇團工作

者與同學討論觀後心得的活動。

四，執行成果

  以活動性質來說，這學期總計辦理 3 場專題講座、1 次校外參訪。分述如下：

專題講座一

  講題：「京韻悠揚人生如戲，崑調婉轉雅音成曲」

講者：陳雨萱（崑曲旦角，臺北新劇團團員）

  日期：110 年 5 月 10 日

概要：知名演員陳雨萱老師以自身經驗，為同學講解以文學、音樂、表演、

美學為核心主題的崑曲，其歷史文化及相關知識，並輔以表演影片和現場親身示

範，讓同學現場體驗崑曲的樣貌。

專題講座二

  講題：「如何在劇場說好一個故事——以懸疑類型為例」

講者：劉天涯（盜火劇團團長）

  日期：110 年 4 月 7 日

  概要：身兼編劇的盜火劇團團長劉天涯，以自身最新懸疑作品為例，列舉舞

台劇劇本與小說的差別，也以自身創作經驗，為同學講解自己寫劇本的習慣：先

設定好結局與基本人物設定，再慢慢回推劇情發展。

專題講座三

  講題：「故事的漫遊者」

講者：高俊耀（窮劇團藝術總監）

  日期：110 年 6 月 2 日

概要：講者以分享親身經歷的方式談創作：高老師成長時，沒有太多的生活

娛樂如電視、電動、手機，因此生活環境會是發呆，玩遊戲等等。然而在現代外

在娛樂更多，要有多大的動力才願意拿起筆創作？以下為講座摘要----

用故事的方式去建立老師的世界觀，令觀眾也能沉浸在創作的心路歷程。



許多的故事勾人胃口，扣人心弦，總是令人想繼續讀下去，不論東西方，包含

現代的戲劇作品，下集待續等等。

當讀的書越多，越會有動力想去創作。

故事包含民間傳說等等，直接去嘗試，從生活汲取養分，也可以從生活智

慧上獲取。

藝術相較於單向的騙術，藝術是雙向的。

自發地去創作，不斷地寫，嘗試去模仿。越寫越有興趣，也越寫越好，爾

後與同儕開始比賽，在這一次次的創作中，寫作裡成長。

漫無目的的寫作，是重要的，但卻是現在越來越難做到的事情。

校外參訪

地點：台北市牯嶺街小劇場

日期：110 年 3 月 27 日

  概要：當日觀賞人力飛行劇團演出的《感傷旅行》，現場感受小劇場。

  11:30 抵達現場後，先由館長帶領大家導覽場館，並在頂樓利用投影片進行

解說，詳述了牯嶺街的歷史發展，並且對於劇場表演者的意義。

  《感傷旅行》是致敬陳映真的一部作品，場序分為：第一步〈感傷〉（Ｍ的

私人旅行）；第二步〈感傷的消亡〉；第三步〈西伯利亞〉（登入西伯利亞／Ｍ

的私人文件書寫）；第四步〈或者〉（消亡的感傷）；跋〈錯過南村〉。

  導演與崔台鎬演員的合作，加上幕後團隊的努力，呈現出完整豐富的小劇場

演出。

五，自我總評

  這項計畫透過三次講座（包含一次校外移地授課）、一次參訪、一場完整劇

本的排練和期末公演，提供了多元的學習途徑，跳脫在教室授課的傳統教學方式，

帶領修課學生深入在地社區與文化群體，使同學們得以感受現場，透過實際體驗

加強學習成效。

  過程中，學生除了增加學習熱忱與參與感，亦可藉由想像力化被動為主動，

將這些經驗轉化成創作素材和學識經驗。計畫內的兩門課程當中，【讀劇表演】

課程透過團隊合作方式進行期末公演，【台灣戲劇田野】則採用多元評量，因應

學生各自興趣與專長，可選擇不同評量方式——如撰寫田野調查報告、劇本創作

等——在經費支持下，本項計畫以「在地」與「多元」打開學生文化視野，充分

認識自我在地文化價值，進而望向世界舞台。



六，執行影像集錦

「京韻悠揚人生如戲，崑調婉轉雅音成曲」



參訪牯嶺街小劇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