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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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