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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常會問：「客家是什麼？」

在多數人認知裡的，是油桐花開出的客家、是在花布上綻放的客家、是塞了幾小時

車到客庄吃到的客家；但當你把問題丟給從小在客庄長大的客家人如我，所得到的答

案可能是一臉疑惑，因為我們從不曾去追尋、定義客家，客家就自然長在身上。

    

山歌又好聲又靚， 

畫眉難比妹歌聲，

上山過坳開聲唱，

百斤擔頭也會變輕！

記得小時候會和媽媽到圖書館，在歌謠班裡跟著一群媽媽們學唱著各式各樣的歌

曲，那時小小年紀的我就懂得享受引吭高歌後身心靈的爽朗。大家利用工作之餘的閒

暇時間，用歌聲滌去所有辛勞，更藉著一起歌唱黏著了彼此的情感，但其中最讓我感

到震撼的是成果展演的舞臺!

當聚光燈灑落，所有站在臺上成員，似乎都換了一個人？因為自信而綻放的笑容，

渲染著舞臺上下的人們，一首接著一首的客家歌謠就這麼傳唱著，直至今日，這個畫

面、聲響揉合成的感動，仍在我心中迴盪，更引領了我走向表演藝術之路。

每個人都有自己體驗生活的歷程，許多人的生活相互交融、一點一滴積累而成了文

化，因此當我們轉過身回問自己：「客家是什麼？」，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想像、自

己的詮釋和曾經為之驚豔的精彩，進而產生截然不同的文化傳播方式，「當代客家表

翻好土，
讓客家自己長出來

撰文／林政勛（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展演事務組組員、當代客家表演藝術徵件計畫承辦人） 

 愐  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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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術徵件計畫」就是其中之一。

人們終其一生，

都在尋求更好角色身分的置換，

每一個轉換過程，都是一種儀式，

就像走在一條迎向未知光源的通道，尋找不同的出口，

通過了，就可以成為更好的人，

甚至是另一個自己。—2016當代客家表演藝術徵件計畫

表演藝術，因為舞臺場域的神聖與獨特，而有著強化感召、認同以及魔幻包裝的傳

播魔力，加上藝術化後的展演呈現，更能擴及文化傳播的深廣度，但「當代客家表演

藝術徵件計畫」的推出，並不是為了推崇極致的藝術，而是打開一個過道、闢一方土

地，讓文化自由生長。我們尊重不同的精彩與創意，不做過多限制，提供表演藝術團

隊發展最需要的資金、排練場地及展演舞臺，只為了讓客家能透過表演藝術掙脫出既

定的框架，在當代的活力和創意灌溉下，無垠生長!

「發芽、扎根、開花、結果，又落地生根」，文化如同作物般繁衍，周而復始，在

最原始的時候，我們從不過問，到底該生長在什麼樣的泥土、期待開出什麼樣的花？

又能播下什麼樣的種子、扎下什麼樣的根？只求生命永續、文化永存，現在我們為大

家翻好了土，期盼各式各樣的種子，能依循自己的方式生長，為客家綻放更多樣的當

代風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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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下來客家劇場看戲吧！

連續兩年，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藉由表演藝術徵件的方式，
在客家的土壤上，努力栽種戲劇的花朵。
於都會豐沛的藝文環境中，各種語言與族群文化的交會處，
當代客家的家族情感、生活樣貌、性別議題，
以及深深淺淺的記憶，
透過客家當代戲劇的實驗與開拓，
正釋放著全新的活力。



在真實與幻影之間
尋找家的樣貌
「海，能夠廣納大小川流，而家呢？」

透過真實家庭生活、電玩遊戲情境、動物擬人化的交互映照，

《海》以多重情境，揭露當代社會高壓機械式運作下，

家庭情感關係的疏離與隔閡，

在虛實掩映中，海的存在，包含各種意義，

藉著角色各自的叩問與追尋，引領觀眾重新反思家庭的根源價值。

對人們來說，家該是什麼模樣？是具有安全感的庇護所、充滿衝突的修羅場、處處

拘束的囚籠，還是溫暖自在的樂園？或許，家在每個人心中的情感連結與解釋空間，

原本就是複雜而廣闊的。

由張哲龍與朱芷瑩帶領的褶子劇團成立於2013年，以大稻埕的思劇場為基地，劇

作常以社會議題為關懷核心，繼2015年引起討論的議題作品《死刑犯的最後一天》之

後，這回將獲得第十七屆臺北文學獎舞臺劇劇本首獎作品─《海》融入客家元素，

由畢業於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的編劇李憶銖與導演陳信伶這對女力組合聯手，融合多

媒體、偶戲等媒材，由6個演員飾演多達24個角色，在虛幻與真實的切換間，一層層剝

開人心對家的執著與幻滅。

首獎作品   直面家庭創傷經驗  

李憶銖，一頭短髮，身材纖瘦，乍看很難想像眼前女孩的體內，竟蘊藏這麼大的爆

發力，除獲作家袁瓊瓊高度讚賞，豐富不俗的想像力也接連令擔任評審的紀蔚然與魏瑛

娟折服。實際上，她劇作的敘事核心，是一個瀕臨崩毀的家庭，父親外遇、兒子沉迷電

玩、女兒到處撿流浪動物，母親夾在多種壓力之間，一氣之下離家出走。

撰
文
／
江
梅
綺 

 

攝
影
／
林
宜
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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褶
子
劇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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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第十七屆文學獎評審的袁瓊瓊，將《海》這部劇本視為心中首選：「我感覺作

者太厲害了。她寫家庭中的成員彼此各自為政，漠不關心，顛覆了我們對『甜蜜的家』

的概念。這個家有象徵性，映照了更大的範圍，而舞臺元素的運

用也讓人驚喜，流浪貓狗玩偶和電玩世界，看劇本就可以想像

舞臺上五光十色的熱鬧。」

在熱鬧的背後，李憶銖創作劇本的過程其實歷盡煎熬，因為

故事的原型，正取自她的原生家庭，「大學發現寫劇本的途中

總感覺有個東西卡在裡面，相同的人物一直出現卻寫不清楚，

就想是不是自己一直被自己家裡的問題卡住。」不開心的媽

媽、胡鬧的小孩、憂鬱的青少年、被拋棄的動物等角色重複

在筆下流連不去，終於讓她在籌備畢業製作時，決定豁出去

一次，用整整兩年時間，一筆筆將記憶深處的創傷刨挖而

出，「因為有些事停留在想像中只會越來越傷痛，但當你

把它定下來、寫下來，就會覺得不是我想的這樣，不再受

困在裡面，我也終於可以開始寫別的東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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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母親角色切入   融合客家元素 

添入客家元素，是劇本得獎之後的事，當時製作團隊為了尋找適合劇本的中型劇

場，注意到客家音樂戲劇中心這個新場地，而團隊認為融入客家元素恰好可以補足劇作

層次，因此決定參與徵件。其中客家元素改編的切入點，是將母親白喜鵲一角改為客

籍，「劇作中可以看到母語的流失，電話那端的阿婆相當於母語的源頭，喜鵲與自己母

親講電話的時候會參雜國語，到小孩身上，就變成聽得懂但不太會講。」李憶銖說道。

母親的性格，也充滿客家女性特質，身為桃園楊梅傳統客庄長大的客家人，導演陳

信伶說明：「客家民族比較內斂嚴謹，不喜歡私事公諸於世，所以很多鬧得沸沸揚揚的

東西不會表現在外；電話中的外婆也只是含蓄詢問，可以看到劇中喜鵲講電話時，就是

兩個壓抑的客家女性在對話。」基於客家傳統的家庭觀，喜鵲總希望家庭和諧圓滿，因

此當家庭的破碎景況對上來自家族的關心，夾縫中的處境，便補足了原劇本中喜鵲的掌

控慾與歇斯底里的心理背景。

「海」的追索   向各自生命尋找解答

「我這個人，覺得越重的事情要越輕地講。」自陳喜愛荒謬劇的李憶銖，在劇作裡

添入不少光怪陸離的想像成分，當年母親離家時，年幼的她陪著弟弟打電玩以安撫弟

弟，自己的恐懼與不安卻無處紓解，創作時，她便將自己分裂重組在不同背景與角色

中，因而劇中的兒子、受操控後被拋棄的遊戲角色，都成了自己的分身。

劇中兒子所沉溺的遊戲關卡「沒有記憶的海」，靈感來自電影《刺激一九九五》，

彷彿通過了、抵達了便能忘卻往日所有不愉快的回憶；而

成長於基隆港都的父親，也總喜歡帶著年幼的孩子去

看海。「海」在劇中，是遊戲角色設定前往

的地方；是劇末的另層想像情節中，和樂的

一家人意圖前往卻從未抵達的地方，海包容

萬有，卻也無限虛無。至此，海是甚麼？為

何前往？彷彿成了一個謎題，當編劇將自我生

命的罣礙放下，觀眾才剛把疑問拾起，向各

自的內心深處，尋找屬於自己的那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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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難得幽默  
中年男子與青春再相遇
「我們以前誤會係有影啊！」

找上門來的昔日同窗發抖著問：「你……你拿刀出來要做嘛蓋？」

海線老大回答：「我喔！我要殺西瓜啦！」

舞臺劇《男人幫　青春小鳥一去不回來》裡一段國客語夾雜的對話，

讓臺下觀眾零距離領略黑色幽默，

隨劇情巧妙挑動的情緒張力，

引得臺下爆出滿堂笑聲。

真的是「老」同學了呵！看著一群步入中年的六年級男生聚

在一起，追憶逝去的青春、KTV、「小虎隊」，還有當年那些小

打小鬧的恩怨情仇，在場觀眾再也忍不住頻頻偷擦眼角閃現的淚

光。

大開劇團今年以「不青春喜劇《男人幫　

青春小鳥一去不回來》」參與徵件，導演

宋易勳是客家女婿，演員張承賢是客家

子弟，兩人為全劇注入生動有趣的客家元

素，讓客家向來主調性偏向悲苦的戲劇性

格，也出現了微笑曲線。

你……

你拿刀出來

要做嘛蓋？

《
男
人
幫 

青
春
小
鳥
一
去
不
回
來
》

大
開
劇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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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自身世代   刻劃六年級男性處境

《男人幫 青春小鳥一去不回來》是「男人幫」系列的第四部作品，系列作除了第

三部《異想世界》另邀李明澤導演執導外，第一部《夜夜笙歌》是宋易勳與其他兩名

六年級男生的集體創作，第二部《百無禁忌》和今年第四部新作則皆由宋易勳擔任編

導。自2006年第一部首演至今，十年時間，參與的男孩都已邁入中年，因而對宋易勳

來說，這系列作品就如鏡面，反射出自身的生命歷程，導起戲來特別有感情。

回憶首部曲的醞釀和創作過程，宋易勳導演說：「那時候，剛從東海大學資訊系

畢業，好哥們都上班去了，我卻只想著要把六年級男生的友情觀、愛情觀和生命火花

集結在一齣洋溢青春活力的喜劇裡。」劇作甫於2008年6月首演，就獲得熱烈迴響，

從此，「男人幫」系列作品便環繞著六年級男生的生命經驗，《夜夜笙歌》聊把妹、

《百無禁忌》以告別式為背景，而KTV作為聚會場域，隨著流行歌曲鏈結時空的慣

性，順理成章地成為貫穿系列的人生舞臺。青春年歲裡縱然有過尷尬的誤會、有看不

對眼的荒謬，如今都可能在同學重聚的KTV裡化解，佈景更以舊照片融入多媒體，一

幕幕投射出青澀卻放浪的歌舞青春。

「男人幫」系列作以嗆辣笑謔包裹成長憂歡，宋易勳「從生命議

題出發，用戲劇寫日記」，記錄與同年夥伴一起走過的路，一

同歷經的風雨，成了宋易勳面對未來人生的動力，「現在，

該是開同學會的時候了吧？」，《男人幫  青春小鳥一去不

回來》就從這個念頭開始，描述一群邁入中年、逐漸面對家

庭壓力的六年級生，再次聚首，同學會的溫馨氛圍，強力引得

臺上臺下一同回到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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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角色匯集客家男性特質   展現人生哲學

既然戲碼以探討男性為主，那麼劇中客家男性角色該是怎樣的性格呢？宋易勳

觀察身邊的客家人，自客籍岳丈、客籍演員張承賢等人身上擷取共同元素，發現

他們都善於儲蓄、勤儉但不小氣，朋友之間特講義氣、團結力驚人、抗壓性高，

劇中的六年級客家角色更經常展露疼老婆、會照顧人、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特

質，性格特別溫暖。

今年創作中的客家元素主要透過演員張承賢展露，父母在苗栗南庄百年郵局對

面開冰店的客籍演員張承賢，話說客庄記憶：「老阿嬤的花布是到哪裡都看得到

的，KTV裡也一定要能點唱到客家歌曲，當時我們都國客語夾雜著唱。」而在實

際生活中，「父親從反對到支持我演戲，都來自於客家人含蓄的父愛。」生活與

情感上的體驗，交織成張承賢劇中的立體形象。

在舞臺上，張承賢劇中角色巧妙匯集客家特質，時值中壯年，卻已經驗到昔日

同窗不在臺灣甚至離開人世的苦澀，伴隨一曲羅時豐所唱的「客家精神」，挑動

全場的神經；而在語言運用方面，「這次劇中客家話對白不多，我用客語腔國語

的表現方式，好讓臺下觀眾不必看字幕就能跟著節奏走，希望大家快樂看戲，自

由地在嬉戲笑鬧的劇情中，體會男人面臨初入中年的人生哲學。」

再度運用客家元素   撥動世代共鳴

大開去年首次嘗試客家題材的作品《甜水粄》由楊皓麟導演，劇中由歌手羅思

容的現場客語吟唱，藉歌曲輕柔感性氛圍渲染觀眾情緒，呈現客家母女間的親情

拉扯；今年，由宋易勳編導的《男人幫  青春小鳥一去不回來》則著重力道刻劃

幾位六年級男生的性格，並從個別角色特質出發，藉由加入新生代客家演員的演

出，展現這一代客家男性在臺灣多族群環境中的成長切面。

劇情不著痕跡地融入客家語言、音樂、幽默感元素，召喚老中青三代客家男性

的記憶，令人得以在毫無負擔開懷看戲的片刻，讓不再青春、苦樂交雜的中年，

以懷舊的姿態再次與青春相遇。

《
男
人
幫─

青
春
小
鳥
一
去
不
回
來
》

  

演
出
時
間
—2016/11/05(

六) 19:30
    11/6(

六) 14:30
  

演
出
地
點
—
臺
北
市
客
家
音
樂
戲
劇
中
心
劇
場

  

編
導
—
宋
易
勳    

演 出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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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交替間  
歷史從不曾被遺忘
一向關懷社會底層的專業劇場人鍾喬，

2016 年接連推出以藍博洲小說《幌馬車之歌》為藍本改編的劇作，

以屏東客家人鍾浩東的生命以及白色恐怖期間

受迫害的歷程為核心，

上下半年分別發展出不同角度的戲劇作品，

而下半年透過本次參與徵件計畫的作品《人間男女》，

適可窺見其中一個敘事面向。

《人間男女》一劇由差事劇團團長鍾喬擔

任編導，身為客家子弟，長年關心民眾與左翼

思想的鍾喬，對於同為客家人且在白色恐怖中

受壓迫的鍾浩東有種特別情感，「客家人與土

地特別接近，部分原因是因客家人沒機會受教

育，即使有，也是受日本教育，所以當時很多

地下黨員就趁晚上和客家農民在讀書會時進行思想改造；而在現實生活裡，順

便為他們寫狀紙，將地主不願釋放土地給佃農的實情告到法院去。」鍾喬談到

自己在家鄉三義，也經歷過非常窮苦、被人看不起的時期，「對鍾浩東而言，

他常想：日本殖民統治何時才能結束？」那種被當成二等國民的羞辱感，讓他

亟欲改變現況，「在某種狀態上，鍾浩東跟我的成長經驗有些許共鳴之處。」 

而提起今年的創作因由，鍾喬以他一貫的口吻緩緩說道：「今年是鍾浩東誕

辰100周年，他的妻子蔣碧玉也已過世20年，同時又是差事劇團成立20週年，

當我從日本大地藝術祭表演返臺回到美濃後，在鍾理和紀念館裡，我想起以前

曾對蔣碧玉（蔣媽媽）說，以後若真的成立劇團，一定為她製作一齣戲。」於

是，鍾喬選擇在這別具意義的時間點，兌現多年前的承諾。

撰
文
／
李
瑞
娟 

 

攝
影
／
李
復
盛 

 
 

圖
片
提
供
／
差
事
劇
團

《
人
間
男
女
：
空
間
身
體
行
動
演
出
計
畫

─

幌
馬
車
變
奏
曲
》

差
事
劇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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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文學改編戲劇   連結身體與敘事呈現

差事劇團預計將《幌馬車之歌》的改編發展為系列作品，其首部曲《幌馬車練習

曲》已於今年4月圓滿落幕，《人間男女》以《幌馬車變奏曲》為副題，是系列發展出

的第二部作品。首部曲創作過程中，湊巧正逢藍博洲策劃鍾浩東的相關特展，展覽結

合照片與文件等文史資料、侯孝賢導演的《好男好女》電影放映，以及差事劇團的報

告劇；但因為經費不多，所以鍾喬便邀請有意願、有想法的年輕人以近似讀劇的形式

一同演出。由林靖傑擔任導演，並邀請資深劇場人吳文翠教導演員做身體導引、舞臺

裝置藝術家張哲龍做空間布置，奠下二部曲的基礎。

系列劇作據以改編的文本《幌馬車之歌》，是作家藍博洲透

過報導的方式將歷史全面表述的作品，以鍾理和同父異母的

弟弟鍾浩東為主角，講述其與政府抗爭的經歷，及與蔣

渭水養女蔣碧玉相戀成婚的生命故事。書中包含許多報

告劇、報導文學的形式，不管是大歷史，或是個別的述

說，都出自鉅細靡遺的訪談。但以改編成戲劇的角度

來看，由林靖傑執導的《幌馬車練習曲》較著重以語

言與聲音呈現鍾浩東政治上的行動，而由鍾喬執導的

《人間男女》則著重於彰顯身體和敘事劇場的連結，

並加入較多鍾浩東與蔣碧玉這對伴侶身處亂世間的

情感片段，因此改編後的新創作以《人間男女》

為名，也隱約呈顯其表現方向與切入點的差異。  

讓年輕人參與白色恐怖的歷史記憶：

不要對歷史遺忘了

「《幌馬車練習曲》演的是鍾浩東回

到臺灣，包括他已經地下黨化，並任

職基隆高中校長，到被槍決這一年半

時間的生命故事。」鍾喬老師希望

帶給觀眾甚麼樣的思考？「最核

心的想法在於想讓當代世界的

年輕人不要遺忘了歷史，藉著

鍾浩東的故事讓他們了解

白色恐怖這一段壓殺的

歷史。」鍾喬強調《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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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車之歌》改編成戲劇，跟年輕人有很大的關係，「若臺灣的歷史只有我們這些

人很在意，就會變成只陷在一個小圈子裡，希望把這些事情給不一樣世代的人了

解，這就是我的創作動機。」

而作為首部曲製作人的身分，鍾喬老師對《幌馬車練習曲》演出成果怎麼看？

「雖然有方方面面的評論，但我對於曾經以戲劇方式讓年輕人參與這一段白色恐

怖的歷史記憶抱持肯定的態度。很重要的是，年輕人很難在這社會找到能出手對

抗的對象，不管是貧富差距、就業困難、房地產飆漲，對他們來說都有一種說不

出來的憤怒，也因此今年觀眾開始出現許多我不認識的臉孔，或主動聯繫想到差

事劇團實習。」藉由戲劇的影響力，若可讓青年從歷史的回顧中，思索明瞭自身

位置與行動的路徑，對這回的創作來說，也便是一種成功了。

現代劇場與客家元素交融   鼓勵培植客家戲劇能量　

即將於11月演出的《人間男女》設定為空間身體行動演出計畫，正在緊鑼密鼓

製作中，演員透過身體的即興創作和基本訓練，將不只是在臺上報告《幌馬車之

歌》故事內容，同時也透過其他材料來重新詮釋蔣碧玉，「有些觀眾覺得這是一

部好看的戲，也有些觀眾對於以空間、故事、人物的美感經驗，形成被遺忘的歷

史故事，印象很深刻。」

面對客家文化基金會以徵件方式培植客家戲劇能量的方式，作為首次通過徵

件的劇團，鍾喬除了感激，也認為現代劇場放進客家元素是很不容易的事，「在

文化和社會意義上要打破客家刻板印象，必須與閩南、外省、原住民等不同族群

對話，這是難以避免的趨勢。」他進一步分析，「客家文化若要往前更進一步發

展，第一必須跨越族群的框架，第二要跨越傳統與現代的框架。」而透過徵件進

行跨越，便是很好的開始。

《
人
間
男
女
：
空
間
身
體
行
動
演
出
計
畫─

幌
馬
車
變
奏
曲
》

  

演
出
時
間
—2016/11/17(

四) 19:30
     11/18(

五) 19:30
  

演
出
地
點
—
臺
北
市
客
家
音
樂
戲
劇
中
心
劇
場

  

編
導
—
鍾
喬

演 出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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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
文
／
楊
景 

 

攝
影
／
張
方
宇 

 

圖
片
提
供
／
莎
士
比
亞
的
妹
妹
們
劇
團
、
陳
藝
堂

末世異境的人性啟示錄 
是否曾想過我們生存的地球，

在 10 年、20 年後或在人們有生之年，會發生什麼重大變化？

科技飛速發展，未來我們生存的環境究竟會更好或更壞？

全球暖化、北極冰層融化、森林大火、暴雨侵襲、大量珊瑚白化……，

層出不窮的自然災變距離我們並不遙遠，

劇作試圖以極端異象引起的人性衝突，引觀眾一同深刻反思。

全球暖化造成的極端天氣與其所帶來的

災難，已經大大影響人們的生活，如何避免

這一場地球的浩劫，是所有人類最大的課

題。在國內舞臺劇團中素有鬼才、頑童之稱

的導演王嘉明，此番接受台北市客家文化基

金會邀請委託創作，以地理系學士的背景、以及長期對環境的關注和敏

感度，特別創作一齣全客語發音的劇作《雲係麼个色》，時空設定在17

《
雲
係
麼
个
色
》

莎
士
比
亞
的
妹
妹
們
劇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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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後的近未來，從環境議題切入，融合人類存續的思考探討未來的氣候

變遷，以受人矚目的當代議題傳達理念。

因緣際會   首度挑戰全客語音樂劇場

王嘉明導演為莎士比亞的妹妹們劇團團長、導演，畢業於臺大地理

系、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研究所導演組，近年作品具有強烈實驗風

格。王嘉明表示，《雲係麼个色》為今年劇團年度大作，首度挑戰全客

語音樂劇場，結合全球環境變遷、難民議題，呈現家庭及人性內在的糾

結與衝突。

故事時間設定於2033年，季節僅有酷暑與寒冬，天空彷彿望不見

頂，不是烈日直射，就是從深處飄下雪花，新生兒沒看過雲，不知雲的

顏色為何。舞臺配合氣候設定，混合寫實與超現實風格，前半為酷熱乾

裂的地面，後半為不斷飄雪的場景，一座猶如車諾比核災後留存的荒廢

凌亂小屋，是劇中一家人唯一的棲身處，除了面對無法逆轉的惡劣氣

候，還有不知名的族群覬覦這片土地，家人得時時警

覺與不斷溝通才得以延命。

劇團嘗試以客語發音創作，導演王嘉明本身雖非客

家人，但對客語一直非常感興趣，在2014年TIFA台灣

國際藝術節舉辦時，山宛然與弘宛然布袋戲團曾邀請

他執導以客語、閩南語、國語發聲的《聊齋─聊什

麼哉?》舞臺劇，當時客語獨特的音韻便引發他的強

烈好奇心。同年起他又接下第25~27屆傳藝金曲獎頒

獎典禮的導演策畫工作，更加深他對客語聲調質感的

興趣。當時他便想，如果使用客語作為以音樂為主軸

的劇場應該很有趣吧！因為種種機緣，當台北市客家

文化基金會委託創作時，他毫不猶豫決定要以客語製

作一齣新戲。

近未來時空定位   音樂及演出充滿實驗風格

最初發想劇情時，王嘉明曾上客家網站找資料，在

客語示範教學區，出現一句「雲係麼个色」的例句，

客語發音很好聽，引發他許多靈感，於是劇本就從這

句話開始啟動。王嘉明認為語言和聲音真的很奇妙，

會讓人與事物產生許多連結，因此這齣戲在音樂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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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特別費心構思。王嘉明描述，這齣戲雖然不是定位在純粹的音樂劇上，但音樂的比

重卻較一般舞臺劇要多，臺詞之外，大部分的演員都必須使用客語開口唱歌或以Rap方

式表達。

為此，導演王嘉明找來合作已很有默契的音樂人柯智豪擔任音樂設計，柯智豪曾獲

金鐘獎最佳音效配樂，金曲獎最佳客語專輯，多次入圍金曲獎最佳樂團、最佳非流行

演奏專輯，音樂作品涵蓋古典到實驗，成為導演心目中的最佳人選。至於這齣戲的音

樂風格，王嘉明以他鍾愛的樂團Pink Floyd最具代表性的概念式專輯《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和《The wall》為例，希望在以故事架構、議題與對話構成的主軸中，加入

搖滾和迷幻曲風，另一層則為大量音效、環境音和間

奏，同時又夾雜山歌，以形成另一種空間對照，藉此把

作品獨特的時空背景和詭譎氛圍傳達出來。演員雖不全

然具有專業演唱能力，但有曾經以個人專輯入圍金曲獎

最佳客語歌手獎的黃珮舒參與演出，可知這齣戲在歌唱

方面必然具有一定的水準。



18

從暴力問題探詢人類生存之道

以氣候變異、環境失衡這個全球發燒的熱門話題做為時空背景，僅是這齣戲的表面

包裝，當撕開表層、深入內在，會發現導演最想表達的其實是人際間的關係和暴力，

王嘉明認為人無時無刻不受到各種關係的牽引，自然而然便形成一種無形的暴力。暴

力的由來可能是社會、家人、同儕、公司，甚至是環境、大自然，暴力往往代表一種

價值觀，希望自己的觀點和信仰能被他人認同。即使到了2033年，人類活動空間因惡

劣環境越來越侷限，被困於小小的家屋中，親密的家庭成員之間，關係也可能處於表

面平和實則緊繃的狀態，無形的暴力與壓迫依然存在。劇中原本生活和樂的五口之

家，因為一個外來者的介入，讓家人開始分崩離析，互相猜忌，暴力相向，最終走上

滅亡之途。表面上外來者像是邪惡侵略者，但其實家人之間早已潛伏許多不睦和隱

憂，外來者的出現好比開罐器，當封閉的罐頭被開罐器打開時傳出陣陣惡臭，才赫見

內在已腐敗多時。  

雖然人類已知道生存環境惡化有許多是人為因素造成，科學家也提出各種呼籲搶救

地球瀕於危險之境，但人類在改善與自然的關係之前，是否應先改善人與人之間的關

係、消弭暴力問題，否則最終也不免步上毀滅，也許導演正希望透過這齣戲，引發觀

眾這樣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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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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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出
時
間
—2016/9/23(

五) 19:30
    9/24(

六) 14:30, 19:30  9/25(

日)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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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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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客
家
音
樂
戲
劇
中
心
劇
場

  

編
導
—
王
嘉
明

演 出 資 訊



20

徵件計畫第二年
深化客家表演藝術
創作能量
身處臺北的客家人，

總有一種對於族群傳統流失的隱隱焦慮，

如何藉由文化將凝聚力重新聚合，

是都市客家亟思突破的關鍵。

在持續摸索與扣擊中，

以當代表演藝術作為橋梁，

是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發起的一種突圍方式。

撰
文
／
江
梅
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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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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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持續鼓勵藝文團體將客家融入劇作，繼2015年首辦

表演藝術徵件之後，今年接續辦理「轉身─2016當代客家表演藝術徵件計畫」，以

「當代戲劇類」、「跨界展演類」、「攜手薪傳類」三種類型，向全國優秀藝文團體

徵求展演企劃。

經過專業評選之後，共有六組團隊脫穎而出，「當代戲劇類」包含褶子劇團

《海》、差事劇團《人間男女》空間身體行動演出計畫、大開劇團《男人幫─青春

小鳥一去不回來》；「跨界展演類」則包含南熠樂集《夜合》、水影舞集《繁花》、

足夢舞人《節外生枝Roots To Fruition》。

翻轉傳統   以徵件自製發展當代路徑

「如果臺灣要往前走，客家是否還要用傳統的方式去處理自己族群所面對的議題?」

連兩年與組員一同推動執行徵件計畫的基金會展演事務組長唐聖美表示，過去客家的

文化傳承工作經常著重在語言方面，但是對於人口組成來自四面八方的都市客家來

說，客家公部門的著力點，便必須跳脫以往的思維，尋找客家的當代符號與表現手

法。

徵 件 幕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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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件計畫第二年
深化客家表演藝術
創作能量

從文化發展來看，臺北可說是臺灣藝文產業競爭最激烈的地區，場館密度、藝文團

體與演出都高居臺灣第一，而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內既然自有戲劇中心，「思考如何符

合臺北的文化生態時，我們嘗試做的就是客家的當代劇，以徵件作為客家當代戲的源

頭，一切都從徵件開始。」唐聖美說，在客家當代戲劇文本與創作者都處於極度缺乏

的狀態下，自製節目，也是唯一能走的路。

面向社會累積創作基礎   將新世代帶進客家劇場

誰知這一走，便走出一條繁花似錦的道路，徵

件的重要影響，除在於累積自有的客家當代劇作

資料庫之外，透過客家計畫資源、演出資訊與場

館訊息曝光，客家戲劇中心已引入新的觀眾群，

也使更多劇場界人士開始認識客家。藉由上一屆

徵件的經驗，團隊更因緣際會發覺臺灣劇場界有

許多客家人，而在合作互動間，亦發現有許多創

作者其實對於客家元素與語言感興趣，例如今年



22

委託莎士比亞的妹妹們劇團創作的三檔演出，便在這樣的機緣下應運而生；而去年演

出頗受好評的大開劇團與南熠樂集，也接續入選今年的計畫，從一齣接一齣面向客家

當代情境的作品接連產出，看得出客家表演藝術能量在徵件推波助瀾下，已深化了正

面的鏈結。

唐聖美希望先從釋出善意、完善使用者經驗開始，通過徵件評選的團體，基金會提

供最高50萬元製作費補助，相對優渥具吸引力；執行計畫期間，還可無償使用戲劇中

心場地排練，並保證在演出前一週，排練、裝臺、測試都能在一地完成，盡可能為團

隊減少支出與舟車勞頓。未來，還將持續辦理培育劇本創作與演員的工作坊等，並試

著以座談會形式促進團隊間的交流，讓新的文化活水流入，期待在不遠的將來，徵件

這顆新世代的客家文化種子，能夠逐漸生根茁壯。

《雲係麼个色》
莎士比亞的妹妹們劇團

《人間男女：空間身體行動演出計畫
─幌馬車變奏曲》差事劇團

《海》褶子劇團

《男人幫  青春小鳥
一去不回來》大開劇團



多姿多彩的客家戲，跟你想像的不一樣！

除了由客家公部門推動的徵件計畫之外，
客家戲還有一百種不同的面貌，等著眾人去挖掘，
偶戲與真人演出結合、
在當代社會諧謔中，來一場時空穿越、
向在地歷史尋找素材，
在更寬廣的理解與包容向度中，
客家戲正展現自身的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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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時空
客家近代狂想史
獨特的劇名脫胎自黃遵憲著名詩作《己亥雜詩》：

「我是東西南北人，平生字號風波民，

百年過半洲遊四，留得家園五十春」，

蘊含著客家人漂泊四處卻能堅毅生存下來的精神，

鴻鴻摘選詩句，又特意加上香蕉二字，

讓莊嚴的古詩產生微妙的化學變化，透露喜劇風格，

而臺灣特產香蕉則象徵劇情背景必然與臺灣有關；

加上黃連煜多年前曾出版客家專輯《Banana》，

於是劇名《我是東西南北香蕉人》拍板定案！

在國內舞臺劇團中猶如一匹強勁黑馬的黑眼睛跨劇團，由詩

人、導演、策展人、藝評等多重身分的鴻鴻（閻鴻亞）創立，

以多元跨界的劇場創意，接軌藝術實驗與大眾趣味，挑戰當代

議題及社會禁忌，提供觀眾省思而受到注目，今年度特別邀請

客家金曲歌王黃連煜合作跨界劇作《我是東西南北香蕉人》，

結合古典詩、搖滾樂、偶戲、動畫的元素熱鬧登臺。

今年是臺北藝術節第18回舉辦，9月起一連串精彩藝術活動

紛紛展開，本屆以「藝術改變你的生活」為策展主題，主辦單

位邀集各國藝術創作者，從政治、歷史、族群、性別等多項議

題出發，採取戲劇、音樂、舞蹈、新馬戲等形式，展現表演藝

術的多樣性與影響力。其中曾參與國內各大藝術活動演出、口

碑極佳的黑眼睛跨劇團，也接受主辦方邀約推出全新戲碼，卯

足火力、隆重登場！

劇中黃連煜扮演清末客家詩人、白話詩開拓者黃遵憲，從清

末戊戌變法時期穿越到當代臺北，與臺灣革命青年參與當代民

主進程，透過跨領域的媒材、融合六種語言，以詼諧手法展現

百年前後客家子弟面對所處時代的省思，也為客家元素的戲劇

展現新的可能性。黃連煜一人分飾黃遵憲和歌手兩個角色，必

撰
文
／
楊
景
　
攝
影
／
林
宜
賢 

 

圖
片
提
供
／
黑
眼
睛
跨
劇
團

《
我
是
東
西
南
北
香
蕉
人
》

黑
眼
睛
跨
劇
團×

黃
連
煜

24



25

須又演又唱，充滿挑戰性，加上超級狂想的內容和新奇有趣的各種創

意，著實令人期待。

傳奇詩人革命家VS.當代客家金曲歌王

身兼詩人與導演身分的鴻鴻說，他與黃連煜本不相識，這次是因

臺北藝術節藝術總監耿一偉牽線，才把兩人「送做堆」而誕生這齣客

家搖滾音樂劇。鴻鴻曾經讀過清代客家詩人黃遵憲的古詩，並發現黃

遵憲曾蒐集客家山歌傳世，而黃連煜不僅創作客家歌也是客家金曲歌

王，多年前還曾經為了客家山歌的采風前往中國客家聚落，也造訪過

黃遵憲的故居，這種種巧合讓導演鴻鴻起了個念頭，決定把百年前的

客家詩人黃遵憲與現代客家歌王黃連煜以戲劇巧妙連結，讓深具才華

的兩人跨越時空一同躍上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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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歷史記載，黃遵憲（1848-1905）廣東梅縣人，不

但是著名詩人，還是革命家、外交官、政治家、教育家。他

生於清末光緒年間，是一個國勢衰弱到谷底、朝政腐敗到極點的時

期，然而他的眼光卻遠遠大幅領先時代，並積極從事改革，企圖改變國

家命運，迎接新時代來臨。曾先後出使日、美、英、新加坡等國達二十年之久，也曾

辦學校、辦報紙、主張打開海禁，變法維新，更以「我手寫我口」的主張，開創白話

詩先河。

以狂想改寫近代史   用音樂道盡人間滄桑

當百年前眼光超前的清代革命詩人，穿越時空來到現代民國的臺灣首善之都臺北，

他眼中看到的是究竟是什麼？劇情從名為「香蕉國」臺灣島上的客家文化館開幕現場

展開，被命運時光機從戊戌變法中抓來現代的黃遵憲，親眼目睹學運、媒體百態、選

舉官僚文化，與臺灣革命青年展開互動，參與了當代民主進程，並與同是客家人的創

作歌手黃連煜喜相逢，譜出了全新詩章。這趟時光之旅不但呼應黃遵憲奇峰迭起的生

涯，而且似乎更勝於他生前經歷，連iphone、免治馬桶都紛紛出籠，劇情起伏變化不

時呼應時勢，極盡諷刺之能事。

劇作雖以黃遵憲為題材啟動整個劇情，但導演鴻鴻表示這齣戲劇絕非以往傳統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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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或是任何音樂劇場風格，而是以客家金曲歌王黃連煜量身塑造的以古喻今奇幻

穿越劇，劇中臺詞以國語為主，歌曲卻包含客語、閩南語、法語、英文及日文，

融匯多種語言的方式除是黃連煜歌曲的特色外，更符應臺灣多元化社會的狀態。

古詩以山歌佐調   向客家傳統致敬

對黃連煜來說，這次演出極具挑戰性，首次挑大樑擔綱主角，飾演客家歷史

上的超凡人物，不但要用心揣摩人物特質，還需負責整齣劇的音樂製作和演唱，

除了多首舊歌新編及新歌創作之外，最大的挑戰是須以黃遵憲的詩搭配客家山歌

曲調，難度頗高，必須配合山歌曲調的平仄聲韻去做改寫，兼以古詩中的某些字

並不存在於客家話中，因此著實花費許多精神。

身為客家子弟，黃連煜對這齣劇的主人翁黃遵憲的身世志向感同身受，兩人

之間雖相隔百年卻有許多相似之處，當年黃遵憲出使西方各國開拓眼界，並心繫

國家、留下許多劃時代詩作；而自己也是歷經各種磨練，決心將一生奉獻給客家

音樂，希望以作品傳達對當前社會的關心，記錄歷史的脈動。

談起和導演鴻鴻在尚未合作之前就曾經多次在一些社會運動

例如反核、反對土地不當徵收的場合聽聞對方的名字，沒

想到這次竟能攜手合作，惺惺相惜之餘，也不禁讚嘆此番

巧妙機緣或許百年前便已注定。

《
我
是
東
西
南
北
香
蕉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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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大戲新編  
承遞傳統戲曲薪火
「推廣客家文化不能只用講的，」懷揣這樣的信念，

榮興客家採茶劇團走過近三十年頭，

從廟會外臺一路演進國家藝術殿堂，

再由臺灣演到世界舞臺，

對客家戲曲人才與藝術的培養與傳承，始終專注如一。

今年在臺北城市舞臺演出的客家大戲《六國封相 ˙ 蘇秦》

以及下半年進行巡演的《日落大隘》，

同樣以扎實精緻的演出，融合現代舞臺美感，

盡顯客家戲劇的文化之美。

撰
文
／
江
梅
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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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豔帷幕向兩旁拉起，城市舞臺的座位上，滿是各地前來捧場的客家鄉

親，場中和樂融融相互寒暄問候的客語混雜四縣、海陸腔調，若不說是來

看戲，倒像極了一場凝聚情誼的客家同樂會。若仔細留意，眼前不乏來自

各行各業年年來看戲的傑出客家前輩，能感受到榮興客家採茶劇團經多年

辛勤耕耘，戲劇成就早已廣受各界肯定。

精緻年度大戲   傳藝金曲獎獲佳績

可喜的是，客家人對客家戲傳續所付出的努力，在近年的傳統藝術盛會

中，已颳起令人難以忽視的一陣旋風。2015年榮興客家採茶劇團在臺北城

市舞臺演出的年度大戲《潛園風月》，在2016年8月中的傳藝金曲獎中，

便一舉入圍「最佳傳統表演藝術影音出版獎」、「最佳專輯製作人獎」、

「最佳團體年度演出獎」三獎項。

《潛園風月》演出的是臺灣第一位客家進士─清代新竹仕紳林占梅的故

事，劇情既描繪林占梅風雅多才的文人性格，及在景色秀麗的潛園中與歌

女杜色雅的浪漫愛情；也涵納其在鄉里間助人無數、具英雄氣概、忠貞愛



國的義勇事蹟。這齣內容豐富的劇作，是編劇吳秀鶯在2004年創作的歌仔戲作品，當

年還曾獲得國藝會補助支持，在榮興客家採茶劇團創始人的慧眼下，將原劇改編為客

語，不僅讓劇團作品增添在地題材，也讓客家人有機會親自演出屬於臺灣這塊土地的

客家故事。

隨著時代變遷，榮興客家採茶劇團並未在傳統戲劇內容中故步自封，近年除屢次拓

展在地題材，甚至大膽中西合璧，將英國文學家莎士比亞的劇作《唐吉訶德》改編為

富有實驗精神的劇作─《背叛》，並成功以高潮迭起的緊湊劇情深獲好評。

在客家戲劇新舊並陳的當下，客家元素在劇場內的呈現，逐漸蛻變出可喜的成果，

除了當代舞臺劇中，不斷試圖自然呈現社會中的客家現代生活面貌；陪伴許多老老少

少成長的客家傳統戲，在內容與形式間，也正納入更加豐沛的內涵與活力。

新戲創作   向客家族群歷史尋找題材

榮興客家採茶劇團在2016年推出三部重頭戲，分別為《日落大隘》、《六國封相˙蘇

秦》、《花燈姻緣》。三齣客家大戲中，前兩部是今年全新的作品，「榮興劇團每年

大概都要有二齣至三齣的新戲，」劇團創始人鄭榮興說，榮興劇團大約於民國85年左

右獲選為文化部扶持的團隊，有了中央協助與推動，加上客委會後來提供的助力，20

年來得以持續製作新戲不輟。

以往客家小戲三腳採茶，多以生活化的語言表露男女戲謔情節，後來在融合亂彈戲

與四平戲改良為採茶大戲的過程中，劇情仍多循傳統京劇與歌仔戲的路徑，取擷自歷

史故事與古典小說。直到近幾年，因為地方意識逐漸上升，加上新編戲曲風氣日興，

客家戲也開始將視角轉向，試著從自身族群內裡尋找素材。2006年以廣東客家人至南

洋婆羅洲拓荒為背景的《羅芳伯傳奇》，是榮興劇團近年成功改編族群故事的例子，

繼去年《潛園風月》之後，今年再度將新竹北埔事件《日落大隘》搬上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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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與新編並重   培養戲劇後生

隨著劇作講述的時代越來越近，欣賞客家戲這件事，彷彿在優雅的身段與唱詞之

後，因為故事與這塊土地緊密的血緣關係，讓人在觀看的過程中，不由得衍生一種臍

帶鏈結母體般的親近與熟悉感，對於事件參與者的後代來說，感受之深更是不言可

喻，以客家話演客家人自己的歷史，除了感動之外，更多的是一種使命感。

「戲劇新編需要扎實的功底，不然很容易荒腔走板，所以還是要對古典維持一定的

熟悉度，我們會讓古典與新編作品適度的交錯，既達到創新，也是對演員的訓練。」

今年的《六國封相˙蘇秦》雖是新戲，縱橫家蘇秦的機辯臺詞，更需要《史記》等古典

的深厚根柢。加上出自古典才子佳人典型的舊作《花燈姻緣》重演，除了一饗資深戲

迷，更重要的意義，也在於藉由累積內涵，培育傳統客家戲的後生。

文化守成不易   不妥協地持續前行

作為將傳統採茶戲演進國家殿堂的第一團，榮興劇團每年都會輪番在國家戲劇院

與城市舞臺等國內一流場館演出，「臺北的觀眾群跟地方的結構不太一樣，平均素質

比較高，」因此在劇院演出的情節與製作，精緻與嚴謹的程度硬是更高一籌，雖然辛

苦，但榮興從不為品質妥協，即使往往為維持更優良的佈景設計、燈光、服裝、技術

人員等條件，需要支出更高的製作費用，但劇團仍願咬牙苦撐。

「曾經說過不要做了，撐不下去，自己手底下教出來的孩子都快照顧不了。」鄭

榮興語氣滿是無奈，在演出機會普遍減少的狀況下，要兼顧劇團上下子弟兵的生計與

高昂戲劇製作費用，並不容易，但近兩年來在傳藝金曲獎中獲得的好成績，「讓年輕

演員看到客家戲的前景。」好不容易累積的文化碩果，又怎麼能夠輕易放棄？幕起幕

落，文化傳承四個字，是揹在身上卸不下的責任，也繫連著無法割捨的深摯情感，只

願這股傳承之火，能持續榮興不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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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故事，自己演。

戲劇，原本就是與庶民極其親近的藝術，
透過戲劇工作坊的舉辦，
越來越多人願意一起來到這裡，
說說你的故事、
聽聽我的故事，
在肢體與敘事的連結與交流中，
藉由推動民眾參與，
戲劇能量持續向下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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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專業演出前進社區   
擴大跨族群交流可能性
客家在哪裡？客家就在巷子裡！

文化的流傳與保存從來不在他方，

而是在距離生活最近的地方。

2016 年，藉由系列展演活動，

多姿多采的客家專業表演被帶進臺北市社區，

讓精彩的客家演出走出去，

在移民都會中，與民眾生活自然和諧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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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臺北都會，一般人所能想像到的文藝娛樂，不外是逛書店、看電影、

聽音樂會、遊美術館，即使參加戶外演出，往往也得離開自己的蝸居，搭上捷

運或公車，跨越一整個臺北才能抵達人山人海的會場彼端。所謂「感受文化氣

息」，經常是必須花費一番氣力，脫離日常軌道汲汲求取，才能得到的異域體

驗。

但在長輩口中，那段在泥土地上奔跑的客庄童年時光，時不時就有走街串巷

的藝人來到夥房前的禾埕「落地掃」，熱熱鬧鬧唱上幾天三腳採茶或拿手的折

子戲；夏日的夜晚，叔伯阿公兩三個於農事暫歇後談天說地，胡琴隨手一拉，

就能來上一段老山歌。音樂與戲劇，這些屬於庶民的藝術與文化，就像日日碰

面的老鄰居，一點也不陌生。

2016年初，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為了讓更多民眾能夠在生活中親近客

家文化，決定以「客家就在巷子裡」為主題，舉辦藝文活動社區巡迴展演，精

選7個優秀藝文團隊進入臺北區里，讓身處臺北的客家與非客家族群，有機會一

同近距離欣賞精緻而專業的客家表演藝術，試圖在族群文化經驗逐漸稀薄的當

下，以最自然的形式，重塑生活與文化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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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走進巷子   專業演出結合區里空間

透過自身堅韌的凝聚力與多年積極爭取，如今都市中的客家人早已擁有了不須噤聲

的權利，在客家里長與各聯誼會的努力下，每逢端午、中秋、重陽等節慶，城市各角

落不時可見大大小小的客家藝文與聯誼活動，以園遊會形式，融合客家美食與山歌社

團演出。然而，在豐富的社區藝文活動辦理經驗之後，如何在基礎上提升客家文化的

形象與價值，便成為下階段重要課題。面對這層思索，文化部辦理多年的「文化就在

巷子裡」，將社區生活場域與高品質藝文展演結合的方式，適成為絕佳借鑑。而客家

公部門在臺北長期積累的社區合作默契與活動企劃能力，也使得「客家就在巷子裡」

的想法，水到渠成地應運而生。

今年首辦的「客家就在巷子裡」，臺北市客委會從兩端著手，一方面向全臺廣發英

雄帖，徵求優秀的客家藝文表演團體前來演出；另方面，則積極透過實體與網路，向

臺北市各區里長徵詢合作。一舉吸引14個團體前來參與徵選，最後嚴格篩選出5組戲劇

與2組音樂團體，與願意提供場地的各區里辦公室依照演出需求與場地屬性進一步溝通

媒合後，預計在大安、中正、萬華、內湖、大同、北投、松山區，從5月至12月陸續精

彩登臺。「今年轉型舉辦後，鄉親反應熱烈，

很成功，晚上的活動，中午就有人來排隊詢

問甚麼時候可入場，還引來許多外國人與

非客家族群觀賞。」承辦活動的臺北市客委

會組長徐佳鈴開心地說。

多元表演類型   增加客家文化親和力  

7組陣容堅強的客家音樂與戲劇表演，類型橫

跨現代與傳統。音樂團隊由客家金曲歌王黃連

煜的貳樓音樂工作室，帶來以「山歌一條路」

為核心精神的系列創作；新世代團體黃子軒與山

平快，則將唱奏融合爵士、雷鬼等多種曲風，溫

暖輕快的客家新民謠。戲劇團隊方面，除由偶

偶偶劇團帶來富有童趣的客家「天穿日」女媧

補天偶戲；以傳統戲起家的景勝劇團，這次也

大膽挑戰跨界，創作以現代遊子為人物背景的

當代新編戲劇，展現傳統劇團拓展演出向度的企

圖心，要在社區掀起一陣客家旋風。

而戲劇類的另外三場表演，則回歸傳統戲曲範疇，

分別由客家傳統戲劇團──金滿圓、文和傳奇、新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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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後演出〈火燄山〉、〈狐三姊〉、〈財神得道〉劇目。打頭

陣的金滿圓戲劇團，配合猴年主題特別選演《西遊記》著名橋

段，金滿圓作為榮興客家採茶劇團的子團體，成員多畢業自臺

灣戲曲學院客家戲學系，平均24歲的青春演員們，身段唱腔在

多年專業訓練後，與老師相比毫不遜色，尤其擅長需要大量翻

滾騰挪的武戲橋段，「當初創團就是希望有個小舞臺可以讓學

生試身手，讓年輕人演一些熱鬧、能炫技的戲碼，而且在外臺

戲演出，學到的東西會比學院多很多。」當天在思源街空地高

高架起的戲臺，吸引大批吃完晚餐的居民與過客駐足觀賞，當

夜幕降臨、鑼鼓聲響起，攅動的人群彷彿帶領我們回到爺爺小

時候擠看廟埕作戲的時代，舞臺閃動的紅光映在孩子純真的臉

上，客家音樂與戲劇的傳統，就在眼耳記憶中，藉由夏日夜晚

的感官體驗，深深刻印在下一代腦海裡。

2 0 1 6 年 「 客 家 就 在 巷 子 裡 」 演 出 時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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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花拉子工作坊   
接力探索同性婚姻議題
「如果我不是從事戲劇藝術活動，活到此時，

應該會特別覺得自己邊緣吧！」人生如戲，

真實生活中集多種角色於一身的莎妹劇團導演徐堰鈴如此說道。

表演，可以改造一個人的行為、心智、性格，甚至形象，

如果想改變社會的觀念、改變別人的看法，

那就先改變自己的行為與演說，如此便能改變別人的想像。

這是將戲劇表演運用於同志運動的一個策略，

透過多種角色的扮演，幫助女同志發展面對社會的身體語彙，

即為攬花拉子工作坊的舉辦初衷。

去年，莎士比亞的妹妹們劇團首次與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合作舉辦「攬花拉子

戲劇工作坊」，課程結束之後在客家音樂戲劇中心進行了充滿議題性的展演，以一齣

對外公開售票演出的《郊遊練習─妹妹們牽手踏青去》搏得觀眾如潮佳評，短短一

個月的工作期，便完整呈現出舞臺、燈光、音樂、表演效果皆齊備的高水準戲劇，除

激起學員們對表演的熱情，更讓學員進而學習以戲劇的眼光看待日常，讓生活更具樂

趣、更有生命力。

2016年夏天，延續去年女同志戲劇工作坊累積的能量，深化為對同志伴侶關係的探

討，以「同志婚姻」為議題，在《兩個女人想結婚》的主題之下，展開為期約兩個月

的戲劇工作坊表演課程。這次參加的學員除了部分老面孔，其餘多是來自四面八方的

社會人士，以沒有戲劇經驗但喜愛藝文活動的素人占多數；透過課程帶領，學員們從

認識自己的身體、抒發自我的情感開始，學習如何放開肢體並坦然面對群體，進而將

真實的生命歷程誘導而出、呈現在舞臺之上。

客家+女同志   現實生活中的雙重壓抑

本身是苗栗客家人、身兼劇場編導及演員的藝術工作

者徐堰鈴，長期關注並思考如何發展客家女同志的身體

語彙、客語文本與劇場作品。她認為客家族群、女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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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於現代社會結構都是屬於少數、隱性的一群，其族群行為多少會被傳統道德制約壓

抑，所以身兼客家與女同志身分，在這個社會上，便意味著必須肩負雙倍壓抑。

自覺成長過程深受母親影響的徐堰鈴，從客家女性與女同志的雙重身分中，學習

到「矛盾」也可以是一種力量的根源。「過去為了生存，努力想在課業上、工作上努

力，讓人們看得起我，不以我的性向來打擊、否定我。我想這部分是源於客家人所堅

守的『只要努力就會成功』的信念。」

對徐堰鈴來說，一個人要走出傷痛或擺脫陰影，因應之道並非藉逃避遺忘，而是勇

於正面迎戰。上臺演戲，即是一種自我突破的模式，透過角色、

性別扮演等反差性格的紓解，讓

自己不用畏懼他人眼光，重

建自身信心，同時也解

構身為客家拉子的壓

力。「人的身

上多一分創

造力，便

會多一分

力量，能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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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自己走過傷痛所帶來的消沉。」

拉子工作坊   兩個女人想結婚

關於這次工作坊的主題設定，去年主打「一人一故事，一故事一世界，自己的故事

自己說，聆聽就是尊重，說故事就是開放的開始」，學員們分享了自身獨特的生命歷

程，也讓導演徐堰鈴從教學相長中開始思考「女人能不能單身，

單身在宗族裡會被怎麼看？自成一家，算不算家？藝術家

的家，那麼抽象的歸屬感，客家宗親系統又如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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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如果拉子成家，算不算得上是一個『家』？」。

於是，今年的工作坊便深化以「同志婚姻」為題，在各種表演、編劇課程的形式底

下，展開類似「結合的初衷、慾望為何？」、「在結婚前的一百個問號」、「不一樣

又如何」、「如果我們來寫一個另類神話」等習作，由五位老師引領學員解析「同志

婚姻」背後，可以激盪出何種的生命樣貌。

徐堰鈴以「我們有多麼親密」這門課程為例，由本身是編舞者的老師楊乃璇，帶

領學員練習用最靠近卻又不直接接觸的方式，來表達兩人身體之間的互動，學員笑說

這是噁心的練習，因為太猥瑣、太多奇怪的想像。在視覺、動態上，彼此不直接接觸

對方的肌膚，關係反倒是更親密，彼此也更能開放的討論，創造出更多意料之外的話

題。「如何細膩地用身體去感覺、用身體去說話，用身體與這空間建立某一種意義；

對自己的身體有了初步概念，接著練習身體的延展性、注意力移轉等開發，進而拓展

增加對自我身體的感官度。」

這次的課程在延續去年多位教師、多種創作法中，新增了故事寫作教學，透過寫劇

本、寫故事，以了解編劇的技巧。其餘則在戲劇的領域裡，針對舞蹈、聲音、物件、

議題討論、想像、童話等各個面向，激發並培植學員的創作力與公眾活動力，同時在

工作坊過程中，與去年相同地，安排全體學員利用一個週末，到宜蘭拉子家園郊遊，

藉著體驗農事的過程促進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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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表演   接近自己原來的樣子

由於是專為女同志所開設的工作坊，自然形成安全、體貼、相互信任的學習氛圍，

學員之間的情感濃郁、向心力高。「我們讓學員做自己身體可以達到的極限，引導而

不勉強，在一群女生的團體中，氣氛充滿包容與鼓勵，彼此的信任度越高，潛移默化

也就自然地發生。」徐堰鈴對於這次學員們的學習進程頗為讚許，認為他們能在短時

間內作出戲劇設定和即興扮演的程度，並且能專注於自己的設定情況，自處、覺察、

反應對方，這在戲劇課程中是稍有難度的，但大多數人都做到了。

於9月4日登場的《兩個女人想結婚》舞臺作品，內容取材自學員的切身經歷、想法

與思考，故事游移在真假之間，以跳躍式、多線性、非敘事性、詩意流動的節奏來演

出。徐堰鈴指出，當代劇場的美學敘事可以打破完整結構，故事性不需一以貫之，而

可透過破碎的文本串起故事的軸心，角色的扮演不侷限於某一特定對象，可以跟劇場

的空間、聲音、身體等揉合一起，這同時也是比較適合工作坊的演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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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與重返   從土地開展的故事

而今年莎妹劇團在戲劇工作坊的運作之外，《離開與重返》更

是身為客家人的導演徐堰鈴期待已久的客家戲創作，年底將先在

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的戲劇中心以讀劇[註]形式演出，2017年再組

織為完整的舞臺劇呈現。目前劇本還在創作階段，徐堰鈴這大半

年透過閱讀、田調、紀錄與反芻的方式，希望創作出以客語、土

地為主軸的客家戲，以當代美學來闡述客家戲劇，表現出客家精

神的草根、生命力，但卻要跳離傳統鄉土的窠臼。對她來說，語

言的認同，是客家情感的維繫，她亟欲解構(離開)客家話、客家

山歌，再進行現代式的重組(重返)，用熟悉的客語述說關於土地

的故事、鄉愁的記憶。

從「不那麼客家」的戲劇工作坊，到以客家子弟身分創作客家

戲，徐堰鈴正從自身經驗出發，透過壓抑與解放、疏離與認同、

輕盈與沉重、離開與重返等內外在層次的轉換與堆砌，試圖立體

描繪出屬於當代客家的生命樣貌，並將自己那一份獨特的客家理

解形塑進而傳遞。

註︱「讀劇」是一種存在於演出和文字之劇本間的表演閱讀形式。演員公開朗誦劇本，以豐富的聲音
表情表演詮釋劇本，讓觀眾用聽覺及想像力細細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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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素人演員　
齊聚「來尞戲劇工作坊」
「來尞」在客家話裡，是非常親切與家常的慣用語，

有「再來聊」、「再來玩」、「有空再來坐」的意思。

由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發起的「城南社區劇場培育計畫」

以定居臺北城的客家生活故事為主題，藉由口述歷史的方式蒐集故事，

引導社區演員相互交流、討論，分享彼此的成長背景與飲食經驗。

嬌小卻充滿熱力的賴淑雅，站在客家文化主題公園音樂戲劇中心排練室，身旁圍繞

著20餘位年齡層分布極廣的學員們，從大學生到退休銀髮族，身處這個充滿自由氛圍

的討論空間中，臉上洋溢開心笑容的他們，都是來自臺北城南的素人演員，亦是「來

尞戲劇工作坊」演出的共同創作者。

把劇場帶進社區   素人演員齊互動 

雖然頂著國內外高學歷─國立政治大學廣電系、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光環，但這位來自嘉義、負責指導客家文化基金會城南社區劇場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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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計畫「來尞戲劇工作坊」的賴淑雅卻極為親和。

「1991年，我開始跟著鍾喬老師學民眾戲劇，6年後，我成立了

烏鶖社區教育劇場劇團，因為當初成立劇團的目的不是在

演出，而是著重在全臺各社區與居民互動，可說是第

一波把劇場帶進社區的團體。」賴淑雅說著一路走

來的經歷，但當時民眾劇場表演的方式，與她當時

想推動的社區劇場仍有一些差距，例如劇團在舞臺

上表演、民眾仍是在舞臺下觀賞，達不到社區互動的

目標，也跟民眾之間有很大的距離感。

「當時文建會也還沒開始推動社區劇場相關規

劃，但我瞭解自己真正想推行的，是以民眾自行主

導的表演劇場，包含演員本身與表演內容的故事撰

寫，這一切應該都要將民眾與社區發生的故事作為

表演主體。」於是在這樣的反思之下，賴淑雅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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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將表演帶進社區，用劇

場的工具跟社區居民互動，「民

眾在劇場裡面可以講他們自己的故

事，也透過表演來面對社區的變化、

社區的未來，和想要共同經營的社區

生活，並探索跟自己息息相關的社區

議題。」在社區劇場裡，民眾演的

是他們自己的故事，賴淑雅謙虛的

說：「我只是引導民眾，鼓勵他

們將故事建構成劇本。」

客家生活劇場推廣　

社區人寫社區事

住在臺北市的上班族

莊豪隆，是城南社區劇場

的年輕演員，「這是我第二

次演戲，參加城南社區劇場對我

來說最大的收穫是學習到民主的參

與，進而是練習到放鬆，因為對我來說，

我認為演出是一種媒介，讓人跟人重新去思考互

動的關係以及覺察自己的身體，而且戲劇厲害的地方

是，能在短短的時間內，就可以跟陌生人拉近彼此的距

離。」言談間顯然對於參與社區劇場興趣高昂。

對各樣事物抱持熱情的陳秋美，則是今年甫退休的

「OL」，對於城南社區劇場一樣抱持肯定的態度，「以前客

家和閩南分得很清楚，家人還耳提面命說不要嫁客家人，但

後來我居然是嫁給客家老公！」客家媳婦秋美姐爽朗地笑著

說，她這次在戲裡演三姑，覺得參加課程讓她得以更深入了

解客家文化，真的很棒。

透過戲劇演出   喚起社會關注

「來尞戲劇工作坊」成立至今，已有18位來自客家文化基金

會和紀州庵的志工媽媽或夫妻檔素人演員，加上長期關注台灣

應用劇場發展中心動態的戲劇系青年和少數專業演員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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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背景多元。然而訓練素人演員在舞臺上演出，面對的是與專業演員不同的挑戰，

賴淑雅認為，「由於他們本身沒有上過藝術學院的課程，例如聲音、身段、舞臺上的

走位、身體的爆發力或即興能力等專業訓練，所以無法用培訓專業演員的方法來帶

領，因此我把訓練重點聚焦在一起工作這件事上，希望用每個社區的故事和議題發展

一部專屬於自己社區的戲，也期望透過戲劇來喚起社會共同的關注。」

除了延續2015年11-12月「青年行動藝術巴士」在臺北街頭的打擊樂和創意肢體表

演，來尞戲劇工作坊今年9月的演出成果將呈現更深厚的故事結構，因此除了訓練演員

們肢體開發和表演訓練等初階課程外，還包括故事採集、集體創作、舞

臺服裝及排練修正等進階課程，只見團員們個個聚精會神在課堂上分

批實練，在扎實的課程安排下，全心投

入戲劇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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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南邊》再現生活即景   緊扣觀眾情感　　

「三姑，這是我跟同學做的客家小炒，慶祝阿婆今天生日，大家

團圓！」小寶說。

沒想到卻引來三姑和爸爸的奇怪眼光，「啊？客家傳統裡根本沒

有客家小炒！」

這次卻輪到小寶訝異了。

「通常是宴席之後，如果有親朋好友晚到，我們才把剩的菜餚重

新熱過，就跟閩南人吃菜尾是一樣意思。」二姑笑著說。

阿婆慈祥的安慰小寶，宣布：「大家團圓最重要，而且這道菜，

就表現了我們客家人節儉的美德。」

從城南社區劇場本次演出故事內容的精采節錄，可看到這批匯聚臺

北市古亭、中正、大安區的「城南」社區居民，真實呈現族群聚居之

地的生活情景和生命故事，藉由素人日常的喜怒哀樂和廚房小故事，

融合為最生動的表演語言。今年，透過肢體與音符集體創作，推出屬

於城南社區的客家戲劇作品《城事，南邊》，也將在一幕幕熟悉的生

活即景中，引你我看見身旁最真摯的人情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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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夥房」是以位處都會區的臺北做發想。「天圓地方」、

「外圓內方」是客家人文處世哲學，外求圓融，內守方正。

客家人的「夥房」是集生活、勞動、信仰、家法、議事於

一體的重要空間。中間的「祖堂」由內而外發展，二旁的左右

「護龍」居住家族各房，隨著家族日漸興旺，不斷向外擴張。

「祖堂」後面隆起的土坵叫「化胎」，前面有個「半月池」，

二者汲取天地養分，化育維繫家族命脈及命運。傳統「夥房」

座北朝南，門樓開在東南邊，是春天時南風吹進的方向，收納

一年最好的氣息。

我們通過門樓，離開夥房、離開客家；也通過門樓，重返夥

房、重返客家。

通過一年一度的「義民嘉年華」，臺北與桃竹苗、高高屏、

宜蘭花東地區，得以一同交流、對話，共享屬於客家移民慶典

的喜慶與歡悅。

色彩計劃則跟去年有延續性，用藍色和紅色為主色，藍色就

是藍衫的顏色，強調客家人師法自然的物質文化；紅色則是過

年門窗上五福紙的顏色，更彰顯整個客家節慶的文化氣息。

2016 臺北義民嘉年華

視覺設計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