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人劇團 來自府城臺南，積極推廣戲劇教育、實驗跨界且具本土特色。 重要作品：《莎士比亞

 不插電》、《K24》、《Re/turn》(6/28-7/06上演 )。http://www.tainanjen.org.tw。

金枝演社 濃烈的民間色彩融合當代劇場的視覺景觀，簡單、俚俗、直接而訴諸情感的戲劇

 表演，深具草根魅力。重要作品：《浮浪貢開花》（5-8月全臺巡演）、

 《祭特洛伊》。http://www.goldenbough.com.tw

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 傳統與創新的邊緣，大眾與前衛的交界，再創前衛劇場美學。

 重要作品：《麥可傑克森》、《膚色的時光》、《愛愛 il》(5/24-26 上演 )。

 http://www.facebook.com/swsg95

創作社劇團 強調原創精神，堅持原創劇本，嘗試不同創作組合，探索劇場新美學。

 重要作品：《驚異派對－夜夜夜麻二》、《嬉戲：Who-Ga-Sha-Ga》、《檔案 K》

 (5/24-5/26上演 )。http://blog.xuite.net/creativ1/blog

身聲劇場 透過身體擊鼓，以聲音跳舞，探索表演原點。重要作品：《光．音》、

 《在大水之中》。http://www.sunsontheatre.com

河床劇團 徘徊夢境與現實之間，潛意識般的意象劇場。重要作品：《惡之華》、2013

 「開房間」計劃 (1/26-5/19上演 )。http://riverbed.pixnet.net/blog

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 以「無物不成偶」的觀點，實驗偶戲表現於現代劇場的可能性。重要作品：

 《我是另一個你自己》、《快樂王子》。http://www.o-puppet.com.tw

同黨劇團 從早期同志議題，發展至近年以融合真人、戲偶、面具、多媒體素材為創作核心。

 重要作品：《飛天行動─ 島國預言瘋狂喜劇》、《我的妻子就是我》、《馬克白》

 (10/24-10/27上演 )。 http://www.wretch.cc/blog/partytheatre

再一次拒絕長大劇團 以社會觀察為發想，探索當代青年在全球化影響下的階級處境、性別、身分認同

 與生存意識。重要作品：《微型劇場─公寓聯展》、《美國夢工廠》。

 http://against-again.blogspot.tw

三缺一劇團 以表演與劇場語言，批判討論社會議題。重要作品：《男孩 The Little Child》、

 《耳背上的印記》。http://www.shortoneplayer.com

沙丁龐客劇團 充滿黑色幽默的街頭、馬戲、小丑、默劇劇場。重要作品：《在世界的房間》、

 《美麗人生 La Vie est Belle》(5/24~5/26上演 )。http://sardintheatre.blogspot.tw

飛人集社劇團 「非人 =偶」，讓想像力飛翔的現代偶戲。重要作品：《一睡一醒之間》三部曲、

 《Mr. D》。www.flying-group.com.tw

動見体劇團 以「動作、觀照、實驗」作為身體性劇場美學的創作基地。重要作品：《漢字寓言：

 未來系青年觀點報告》、運動劇場國際版《1：0》(6/06-6/09 上演 )。

 http://www.theatre-move.com

莫比斯圓環創作公社 跨文化 (臺、港、馬 )融合儀式劇場，實驗身體，探討心靈議題。重要作品：

 《2012》、《在天台上冥想的蜘蛛》。http://www.wretch.cc/blog/mstheatre

二分之一 Q 劇場 現代裝置藝術與傳統崑曲結合的新劇場風情。重要作品：《戀戀南柯》、《亂紅》。

 http://halfqtheatre.blogspot.com 

黑眼睛跨劇團 以戲劇為主體，積極嘗試各種跨界行動。重要作品：《黑鳥》《Taiwan365 －

 永遠的一天》。http://www.wretch.cc/blog/darkeyeslab

驫舞劇場 不受拘束無限創意的集體創作、肢體表現迷人的全男子舞團。重要作品：《速度》、

 《繼承者Ⅰ、Ⅱ、Ⅲ》、《3 Men on a HORSE馬上三人》(8/30-31 上演 )。

 http://www.horse.org.tw

8213 肢體舞蹈劇場 以身體作為引爆點的跨界實驗肢體舞蹈劇場。重要作品：《三氯乙烷釋放體》、

 《電子》。http://www.8213dance.com

林文中舞團 小空間的大作品，「用顯微鏡專注看舞蹈、看人體」的微型舞臺創作。重要作品：

 《情歌》、《小》系列。http://wcdance.blogspot.tw

A 咖人物

限制愈大，玩得愈 h i g h—
劇場頑童王嘉明  
文／唐梅文  圖／王嘉明

王嘉明，這位被稱為「劇場頑童」

的編導鬼才，不僅是莎士比亞的妹妹

們的劇團近年的創作主力，更是當前

臺灣劇場最值得注目的風景之一。他

的作品獨樹一幟，具現了後現代藝術

的特色，大玩語言、流行符碼、聲音、

影像、肢體和空間的混雜遊戲，多方

取材，自由拼貼挪用，尤其對通俗文

化的仿諷，特別著力，頗受好評的同

時也引起熱烈討論。作品《Zodiac》、
《請聽我說—豪華加長版》、《膚

色的時光》、《殘，。》多次入圍台

新藝術獎年度十大表演藝術，並榮獲

第六屆評審團特別獎、第八屆百萬首

獎。在票房上也有大眾劇場的接班實

力—紙娃娃愛情劇《請聽我說》多

次重演並赴海外巡演；在誠品演出、

以陳綺貞的情歌為線索之推理音樂愛

情劇《膚色的時光》二度上演共 35場，
深獲年輕世代共鳴；盡情拼貼通俗流

行文化的「常民三部曲」—《麥可

傑克森》、《李小龍的阿砸一聲》也

成功自小劇場躍上大舞臺。同時，他

的實驗創意也從未缺席，與王友輝合

作之《王記食府》將「作菜即演出，

餐廳即劇場」的味覺劇場端上桌，讓

觀眾以眼耳鼻舌身全部的感官去品嘗。

去年與江蘇省崑劇院跨海合作之傳奇

崑曲《南柯夢》，剛入圍今年第十一

屆台新藝術獎，展現他在現代實驗劇

場外，也能掌握傳統戲曲之底蘊。這

位引領創作趨勢的劇場潮流教主，總

是不斷帶給觀眾高潮與驚喜，且聽聽

他怎麼說。

Ｑ：從小劇場到大劇場的「空間」
轉換，之間的異同及對創作的影響為

何？

空間對我來說很重要，往往是做戲

的第一個考量，大或小劇場首先不同

的是「市場與觀眾群」，這影響宣傳

推票、預算成本及人力配置等等。以

《膚色的時光》為例，首演票房預計

要達到 7000 張，但莎妹平常的觀眾約
只有一千多，所以商業考量一定要有。

再者演出空間是奇怪的長方型，但我

完全不想讓觀眾看到的是一般鏡框式

單面台，於是發展出雙面舞臺，而且

中間還有一堵牆！觀眾分兩邊坐，各

只能看到一面舞臺上的演出，想看另

一面舞臺的狀況，必須透過現場投影。

此外，舞臺空間的「社會性」也很重

要，並非維多利亞時代的戲就要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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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時代的舞臺場景，而是演員在空間

裡活動與之產生互動才有意義，也才

會產生空間的想像與動力。所以空間

設計也直接影響我的劇本內容與台詞

設定，關係整部戲的串連。

Ｑ：「常民三部曲」選擇以常民的
身體與通俗文化，作為闡述過去記憶、

聯結世代情感的切入點，並大玩拼貼

及 mix，你是如何有此創作發想？今年
要發表的第三部預計如何呈現？

我覺得臺灣是一個混雜體，她就像

一個胃，消化能力很強，可以把別人的

東西消化成為自己的。回顧我們過去的

生命經驗，例如一則社會新聞、曾經

迷戀的偶像劇或樂團，為何不去正視

這樣的吸引力到底是什麼？那都是我

們很重要的成長過程，但卻都被壓抑

了。所以我想從臺灣常民生活去談歷史

與回憶，而不是從「政治事件」切入。

在我的設定裡第一部《麥可傑克森》

是講 80 年代、美國文化；第二部《李
小龍的阿砸一聲》是講 70 年代、香港
及武打文化：第三部《SMAP×SMAP》
則是講 90 年代、日本文化—當時東

洋文化非常盛行，日劇如《東京愛情故

事》、流行音樂如安室奈美惠的歌舞，

漫畫如《櫻桃小丸子》；社會事件則

有劉邦友血案、白曉燕事件、兩岸飛

彈危機等，主題以探討「幸福」、「小

確幸」為核心。我預設全劇以日文及

台語呈現，舞臺會是一個綠色大攝影

棚的 key 板，演員會在舞臺上邊演邊
裝台，同時拍攝、投影出來，整齣戲

會像是從攝影棚拍攝出來的。我想「常

民系列」還會再繼續發展下去，我已

想到第四部要講的是「網路世界」，

沒有語言完全以肢體表達，劇名可能

是《i-error》，其實英文的「error」
字型有點像「91101」，它的意義已盡
在其中。

Ｑ：新作傳奇崑曲《南柯夢》頗受
好評，且入圍今年台新藝術獎，首度

執導傳統崑曲的你，有何新變？

這次和江蘇省崑劇院的合作，我做

得非常傳統，跌破許多人的眼鏡。我

非常喜歡崑曲緩慢的時間感及充滿想

像的空間，它可說是我的劇場啟蒙，

雖然只有一桌二椅，但劇場的力量非

常強大，完全靠演員、服裝、聲音及

唱詞去表達，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劇

場。其實崑曲不需以當代的詮釋和視

覺去呈現，因為崑曲本來就有當代、

前衛、實驗的元素與精神，我只是把

它本來的優點做得更好更顯著而已。

崑曲本身即是個小宇宙，我只需找到

它的規則後即可盡情發揮。

走走園區，體驗傳統戲劇文化

身騎白馬，過三關—

明華園萬華糖廓文化園區
文／黃維克   圖／明華園 提供

昔日為臺北製糖所，為臺灣百年的

製糖業寫下輝煌的一頁，如今剩下三

棟老倉庫；位於萬華大理街的糖廍園

區，或許不再有陣陣的飄香傳來，卻

有新的藝文氣息進駐：臺灣知名老牌

歌仔戲團明華園。

已被核定為市定古蹟的糖廍園區，

日據時代原為臺北製糖株式會社。光

復後，曾被出售給《徵信新聞》（1968
年改名中國時報）。近年因閒置，空

曠的園區成了當地治安死角，使得當

地居民有所反彈。經過這幾年社區附

近居民的爭取，老舊的閒置空間得以

修建而運用。原先擬規劃成社區公園

的糖廍園區，不但爭取到經費修建，

更在文化局的努力下，於二○一○年

邀請到國內第一老字號之歌仔戲團明

華園戲劇總團的進駐，重新打造廢棄

場域成為新的文化園區。

除了安排一連串的戲碼於園區內演

出，三棟倉庫也重新打造規劃：A倉仍
保留糖廠遺味，作為固定展出糖業文

化的場館；B倉打造成藝文倉庫，除了
提供明華園排練場地也開放其它表演

藝術團體之排練使用；C倉則成為藝文
展覽館，展出明華園演出等相關極具

文化保存價值的戲服與相關佈景道具。

而倉庫走道的戶外展場，更是有昔日

佈景彩繪師所繪的 3D 佈景，透過漆料
和打光，栩栩如生地保存了傳統戲曲

文化的場景。

現在要了解臺灣的歌仔戲文化，不

用在鄉鎮中巧遇表演團的巡演。來糖

廍文化園區，每個月既定的表演時間

和編排的劇碼、各種文物的展出，絕

對是接觸在地文化的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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