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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Whose Home Will the Blossoms Land
An Inquiry into Taiwan Playwrights

and Their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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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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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劇作火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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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Playwrights and 
their Environment

姚一葦著作等身，他自許「不做空頭的文學家」。

（姚一葦學術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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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明亮在故鄉婆羅洲古晉中國城的「摸乳巷」，2002年夏天。
（陳玲玲攝影）

金士傑能編能導能演。圖為他在2000年第三屆華
文藝術節《X小姐》中與顏芳馨的一場對手戲。
（姚一葦學術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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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前後到世紀末的劇場運動

Altern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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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年代，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的師生是台灣劇壇的生力軍。1985年入學考的單招試場裡，
前排左起為黃建業、汪其楣、陳玲玲，後排有馮翊綱(左三)、系主任姚一葦(中立者)、陳明才(右三)。
（姚一葦學術網提供）



OH

OH

2004 17

2003 12

2000 09

39美育第152期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NO.152

1990年初夏，高行健為《彼岸》在台北世界首演所寫的
手稿。

紀蔚然是台灣中青代「怒目回顧」的代表人物。

1996年，邱坤良編導《紅旗白
旗阿罩霧》。（吳燦興攝影/國
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提供）

2000年，賴聲川編導《如夢之
夢》。（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

劇系提供）

1984年，就讀國立藝術學院戲
劇系二年級的梁志民，扮演《碾

玉觀音》第三幕的崔寧。（國立

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提供）

編導汪其楣率領《海山傳說．環》的藝術群到各級學校

巡迴演出。（謝安攝影/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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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erine Diamond

anti-text

Catherine Diamond 2000 08

The Real Thing

■註釋

1 語出胡耀恆之著述《百年耕耘的豐收 ─ 我對高行健戲劇的賞

析》，1995，台北：帝教出版社。
2  《傻女婿》的劇作者黃美序教授年紀較長。他是學院派的戲劇學
者、導演兼劇作者，頗在意如何在劇本中實驗特定的理念或技

巧，如《傻女婿》運用傳統戲曲撿場人物，《木板床與席夢思》

進行語言實驗等。

3 David Hare與Howard Brenton合寫的PRAVDA，以喜劇手法嚴厲
辛辣批評報界，1985年春天在倫敦由國家劇院（Nat iona l
Theatre）演出，引起熱烈迴響。此劇於1997年秋天，由國立藝
術學院戲劇系演出，譯名為《真？理》，蔣維國導演。David
Hare的近作是電影改編劇本《時時刻刻》。

■參用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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