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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6年4月26日 尚未停刊前

的台灣 民生報 1藝文記者紀慧

玲 有如下的一則報導 炒熱曹

禺 新舞台館長辜懷群不遺餘力

五 六月之交本就有 台北新劇

團 推出的京劇版 原野 北京

人民藝術劇院來台獻演 雷雨

辜懷群再邀台視重推電視連續劇

日出 曹禺三部曲 一口氣

全現 紀念曹禺逝世十周年 台灣

也不落大陸之後

同一則報導文章是這樣子結尾

的 京劇 原野 導演李寶春昨

說 他問班上學生 筆者按 文化

大學國劇系學生 認不認識曹禺

結果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聽過名字

對最有名的 雷雨 所知有限

大概跟打雷 天災有關吧 李

寶春從頭解說了曹禺其人其作背

景 最後還補一句 大家明天看

看報紙吧 他拜託媒體的確有必

要多介紹這位劇作家 讓更多年輕

人認識曾有的經典

從這樣一則藝文新聞的報導

裡 可以獲得一個訊息 台灣對曹

禺其人其作的認識是有斷層的  2

不但有世代的斷層 也有文化傳播

的斷層 這些斷層是如何造成的

又是如何彌補的 或許可以從歷史

的黃頁裡頭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二、

根據王興平 劉思久 陸文

璧的 曹禺傳略 王興平的 曹

禺著作繫年 田本相的 大膽

創造 勇於探索 ─ 曹禺傳略 以

及秦賢次所補充增訂的 曹禺年

表 3 倘若除去合著 譯作 改

編 電影劇本 未完成作品等不

算 曹禺的主要劇作在其三十歲之

前均已完成 包括 雷雨 1933

年 2 3歲 日出 1 9 3 5

年 25歲 原野 1936年

26歲 蛻變 1939年 29

歲 北京人 1940年 30

歲 對日抗戰八年期間 曹禺的

劇作 包括改編自巴金原著的四幕

劇 家 在戰火倥傯之中 仍在

大陸各地演出不輟 至於其劇作跨

海到台灣來演出 基本上已經是二

次大戰結束後的事了

1946年11月4日起連續三天

青年藝術劇社 為了協助 台北

市外勤記者聯誼會 4籌募基金

曹禺 曹禺家屬提供



特地在台北市中山堂公演曹禺的

雷雨 演出的反應不錯 11月

25日 還應 台中市記者公會 之

邀 到台中公演三天 且場場爆

滿 並應觀眾要求加演一場 這可

以算是二戰以後 台灣搬演曹禺劇

作的較早紀錄之一

半個月後 也就是1946年12月

12日 新中國劇社 5應 台灣

省行政長官公署 6宣傳委員會 7的

邀請 由歐陽予倩帶領全社五十多

人 除來台巡迴公演 鄭成功

牛郎織女 日出 桃花

扇 等劇目之外 另有兩項工作重

點 一是協助長官公署推行 國語

運動 二是為宣傳委員會訓練台

灣戲劇幹部 這些工作的目的其實

都與長官公署所進行的政治宣傳教

育有關 此時所謂的 國語 已不

再是日據時期的殖民地語言 日

語 也不是台 閩地區所通行的

方言 閩南語 福洛話 台語

而是新統治政權的官方語言 國

語

新中國劇社當時已面臨經濟

窘境的困難 所以對於台灣省行政

長官公署的邀約 以及所擔負的推

廣與培訓責任 二話不說 便應允

了下來 該社來台的幾次公演多半

都受觀眾歡迎 尤其是歐陽予倩編

導的 桃花扇 原本還應中南部

市政當局之邀 南下做旅行公演

但卻因為 二二八事件 1947

年2月28日 的發生 致使無法成

行 不久就返回上海了 根據蘇關

鑫所做的 歐陽予倩年表 1889-

1962 1947年歐陽予倩59歲

他和新中國劇社來台演出 不僅

使台灣觀眾第一次比較完整地接觸

到話劇的演出形式 也向他們介紹

了文學藝術的內容 灌輸了愛國主

義思想 1989 51

該社所帶來台灣的幾齣戲碼

之中 曹禺的 日出 是自1947年

1月22日起開始公演的 由歐陽予

倩導演 演員有蘇茵 費克 席

以文 趙憾 高博 李苓華 嚴

恭 呂薇 許秉鐸 趙步顏 岳勳

烈 吳梅 蔚竹俠 趙彤 方熒

曹大慶 白東吳 麥金亮等人

焦桐 1990 162-3 值得一提

的是 歐陽予倩是 日出 首演時

的導演 1937年2月2日至4日 由

上海復旦大學復旦劇社畢業校友吳

鐵翼 孔包時 鳳子等人所成立的

戲劇工作室 在上海卡爾登大

戲院演出曹禺剛完成的新作 日

出 曹禺還蒞臨現場看了演出

對於鳳子的表演表示十分滿意 但

是對於該演出刪去第三幕則大為

不滿 楊新宇 2006 173 不

過 台灣版的 日出 倒是該劇首

次全劇不刪搬上舞台的

新中國劇社來台演出的確刺激

了當時的台灣劇壇 北 中 南幾

個都會區都有籌組劇團的傳聞 但

二二八事件使得整個台灣社會風聲

鶴唳 人心惶惶 戲劇界的演劇活

動更是消聲匿跡整整四個月 直到

1947年的6月份開始 才在中部和

北部地區有些零星的演出 像是台

中 大甲演劇音樂研究會 的 雲

飛燕 描寫改革婚姻制度

覆水難收 主旨是警戒女人的

虛榮 不通 提倡各省人

的融和 以及笑劇 意志集中

無人愛的良心 測字數

瞎子會 等 或是台灣藝術劇社

直營的 GGS跳舞團 的舞劇與歌

舞小品 要不就是國防部新聞局軍

中演劇第三隊的抗戰劇 刑 宋

之的編劇 以宣傳民族思想 意

識為目的 觀眾稀少 焦桐

1990 163-5

一直到了1947年9月19日至24

日 受新中國劇社刺激 有台灣省

政府交響樂團支持而成立的 實驗

小劇團 原本是要推出陳大禹所

編導的 吳鳳 但是為了籌措更

多的經費 反而先演出曹禺的 原

野 理由是 這個民初劇本服裝

布景較為簡單 辛奇訪談紀錄

轉引自邱坤良 2006 65 這齣

戲由 台灣文化協進會 主辦 在

台北市中山堂演出 分國語 演員

有莊鏡賢 卡民岩 石山 悄泛

盧理齊 劍秋 台語 演員有蘇

乙民 李葉 蔡啟東 徐麗娜 周

萍 賴文進 兩組 當時文化界對

此公演多寄予厚望 但演出效果差

強人意 不獲好評 陳大禹本人也

坦承不成功 觀眾反映並不熱烈

不過還是有王井泉等人認為實驗小

劇團 勇於在 二二八事變 後突

破戲劇滯悶的狀況演出 令人不禁

對戲劇演出又燃起一線生機 王

井泉1947年9月13日發表於 台灣

新生報 劇評 我的感想 轉引

自邱坤良 2006 66-7

繼新中國劇社之後 1947年11

月 台灣糖業公司邀請上海 觀眾

演出公司 8來台公演 一切的旅

行經費 票房宣傳均由台灣糖業公

司負責 來台的首批先遣人員包括

劉厚生 洗群 李求實 王傑 許

肯 洪荒 籌備一些演出的相關事

宜 演出的劇目包括 清宮外史

楊村彬編劇 劉厚生導演

岳飛 顧一樵編劇 洗群 劉

厚生導演 雷雨 愛

原名 續弦夫人 洗群改編自

平內羅  9原著 劉厚生導演 以

及壓軸戲 萬世師表 張駿祥編

劇 劉厚生導演 演出的場地基

本上都在台北市的中山堂 從1948

年元旦以後 觀眾演出公司開始應

邀在中 南部各糖廠巡迴演出

為了運景方便 便選擇劇中人物

簡單 劇情感人的 雷雨 南下

崔小萍 2001 12

值得一提的是 在這一連串的

公演行程當中 南京 國立戲劇專

科學校 畢業的崔小萍 和劉厚生

是劇專同學 跟著來台演出 她是

岳飛 的王夫人 秦檜之妻

續弦夫人 的夫人 萬世師

表 的師母方爾媃以及 雷雨 的

魯侍萍 後因1949年兩岸分治 便

滯留在台灣了 她對台灣1950年代

和1960年代的廣播劇發展影響甚

深 在 中國廣播公司 工作期間

1952-1968 總共製播了七百

多部廣播劇 但後來卻遭台灣司法

部違法羈押 以軍法審判繫獄近十



年 1968-1977

三、

除了新中國劇社的 日出

與觀眾演出公司的 雷雨 之外

台灣省立台北女子師範學校

今為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於

1948年12月2日在台北市中山堂演

出 北京人 這應該是該劇首次

在台演出 1949年國共兩岸分治

一批戲劇人士隨著國民政府播遷來

台 在1950年代台灣的語言轉換磨

合過程當中 這批以國語創作的黨

政軍系劇作家崛起 在一定程度

上 其作品也較容易受到政權意識

形態所主導 陳俐如 2007

79 1950年尚有國軍裝甲部隊所屬

的火牛劇團演出 雷雨 10 以及

由教育部社會教育推行委員會組設

的 中華實驗戲劇團 11演出 日

出 12和 雷雨 13 但是在那之

後 曹禺的劇作便被禁演了四十多

年

1950年可以說是台灣 反共

抗俄 元年 蔣中正在3月1日復行

視事 正式昭告台灣人民推行反共

抗俄總動員 以反共為國策 另指

派張道藩成立 中華文藝獎金委員

會 徵求 以能應用多方面文藝

技巧發揚國家民族意識及蓄有反共

抗俄之意義者為原則 的創作 張

道藩更在該會所創刊的 文藝創

作 發刊詞中表示 一年來在本

會激勵鼓舞之下從事反共抗俄文藝

創作者達三千餘人之多 已得本會

獎金及稿費作家共計四百餘人

該會至1956年年底停辦 七年當中

總共收到投稿作品近萬件 同一時

期成立的相關藝文組織還包括 中

國文藝協會 中國青年反共救

國團 所屬的 中國青年寫作協

年 月台北國家戲劇院 台灣省立交響樂團演出中國歌劇

原野 之第二 第三幕舞台設計圖 國立台灣交響樂團提供

年 月台北國家戲劇院 姚樹華導演的 北京人

舞台設計圖

年 月華盛頓甘迺迪中心中國歌劇 原野 演出劇照 圖為仇虎 孫禹飾 和金子 葉英飾

國立台灣交響樂團提供

中國歌劇 原野 舞台設計 以 圓形 做為主要象徵

國立台灣交響樂團提供



會 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所屬的

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 中國

影劇界反共抗俄會 等 焦桐

1990 57 陳俐如 2007 72

由於話劇同時具備劇本與演出

雙重特性 不僅劇本必須事先送給

主管機關審核 演出當地主管機關

及警察單位也會組織檢查小組 派

員檢視其演出內容是否與原劇本相

符 並隨時做突擊檢查並取締 另

一方面 大陸來台話劇人士不但文

化臍帶斷裂 也面臨官方評判劇本

的標準只問 反左 與否的窘境

陳俐如 2007 72-3 也就是

說 不僅曹禺的劇作被禁 從1950

年代初期到1980年代末期 所有左

翼文藝作品 在台灣都是違禁品

台海兩岸的戲劇交流也著實地隔斷

了四十年左右 大約是一至兩個世

代的隔絕

無怪乎台灣的影評人藍祖蔚

和製作人徐立功在關於電視劇 日

出 的對談當中 藍祖蔚做了這樣

精煉的總結 對年輕的台灣讀者

而言 曹禺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名

字 但是對中年以上的台灣讀者而

言 曹禺有兩個意義 曾經經歷抗

戰歲月的父執輩們 誰沒有聽過曹

禺的名字 誰不曾看過曹禺的舞台

劇 那是一個久遠 但是輝煌的記

憶 對於四五十歲的中年讀者而

言 曹禺卻是禁書時代的代表人

物 在反共抗俄的年代裡 我們無

法在一般書店裡找到曹禺的著作

直到解嚴  14前十年 才開始有機會

在台灣大學的小書攤上買到私下

盜刊翻印的 雷雨 原野

日出 和 北京人 藍祖

蔚 2005 190

四、

解嚴之後 台灣對於曹禺劇

作的搬演有兩度高潮 第一次是在

1993年 也是 雷雨 問世六十周

年 包括歌劇版 原野 舞台劇

版 雷雨 和改編版 北京人

第二次則是在2006年 這一年是曹

禺逝世十周年 包括京劇版 原

野 和人藝版 雷雨 以及電視

版 日出

關於歌劇版 原野 有許

多的 第一 第一部由中國作

曲家作曲 第一次全都由中國歌唱

家表演 第一次全部用中文演唱

第一次在西方歌劇舞台上正式公演

的東方歌劇 金湘 1993

9 該製作始於1985年夏天 由萬

方根據其父曹禺原作改編 金湘作

曲 在1987年7月於北京首演 往

後幾年 巡迴至上海 大連 鄭

州 濟南演出多場 並在1992年1

月18日由華盛頓歌劇院製作 參與

華盛頓歌劇季 於華盛頓甘

迺迪中心舉行美國首演 一年之

後 由台灣省立交響樂團團長陳澄

雄居中穿針引線 促成該製作成為

第一屆台灣省音樂藝術季 的演

出節目之一 在1993年2月24日至3

月15日期間 於台中 省立台中圖

書館中興堂 雲林 雲林縣立文

化中心 花蓮 花蓮縣立文化中

心 台北 國家戲劇院 等地演

出 由陳澄雄指揮 王斯本導演

演出則由兩岸聲樂家同台合作演

唱

筆者雖然看過當年的演出 但

因時隔已久 印象模糊 謹將當時

年 月台北國家戲劇院 李行導演的 雷雨 劇照 演員由左而右依序為趙文瑄 歸亞蕾 翁家明 李行提供



隨手寫在節目單裡的筆記附於此

音樂作曲加入了些許中國風的民

謠味 舞台設計成上 下舞台的大

斜坡 不利演唱者站立與行走其

間 所有的道具布景應該可以再根

據美學的比例做些尺寸與形狀的調

整 使用了許多 圓 的意象 像

是鐵道的遠端 古錢幣形狀的門

閻王顯靈的圓形供桌等 似乎有一

層難逃命運輪轉的涵義 富喻其

中 燈光設計將詭異 復仇 神秘

的氛圍 融合地很好

一個月後 1993年4月17日至

21日 一群台灣的影視導演 演員

所合作的舞台劇 雷雨 也在台北

的國家戲劇院推出 歸亞蕾任製作

人 李行  15導演 貢敏擔任劇本的

編修 演員有江明 飾周樸園

歸亞蕾 飾魯侍萍 涂善妮 飾

繁漪 翁家明 飾周萍 郎雄

飾魯貴 傅娟 飾魯四鳳

趙文瑄 飾魯大海 等人 聶光炎

擔任舞台與燈光設計 根據李行受

訪時表示 這個演出有三項異於大

陸經常演出版本的特色 一 演

出完整版 因為以前大陸的演出經

常略去序幕和尾聲 但李行認為這

兩個部分有畫龍點睛的重要性 所

以不能刪去 二 將原劇中重複

太多的對白加以精簡 三 音樂

也不用原來劇本中所註明的巴哈音

樂 而是請作曲家史擷詠重新配

樂 以增添戲的中國風味與現代

感 江世芳 1993 80-1

1993年的曹禺熱 到了九月

份 9月9日至14日 的 北京人
16 似乎有點降溫 觀眾票房雖然

弱了點 但是該演出所注入的新意

卻是很多的 這是由 財團法人兩

岸關係文教基金會 所製作的 導

演姚樹華將曹禺的原劇做了改編

從人情 從價值觀的荒謬 從欲

望與現實困境之間 挖掘角色的喜

劇性 曾皓護棺 送棺 兩對三角

戀情的追逐 江泰的大言不慚 袁

任敢的空言警世 對應原著的文化

批判精神 則扣緊兩代的對立與調

適 從悲劇到喜劇 從1930年代到

1990年代 從北京到台北 要破

格 就整個破 胡惠禎

1993 35 改編的劇本因此著重

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將新的價值體

系 如 個人主義 科技掛帥 商

業文明及原始主義與傳統的儒家思

想相比較 相撞擊 另一方面 也

對價值觀這件課題提出探討 證明

價值觀對人無遠弗屆的束縛力

姚樹華 1993 同樣地 因為

要對原劇進行改編 姚樹華則是透

過了英若誠 與曹禺會晤溝通 曹

禺囑咐不可喪失原劇的文化批判精

神

第一波的高潮就在姚樹華的

改編版 北京人 演出之後 暫時

告一段落 當時為配合曹禺熱

遠東圖書公司還趁機出版了 雷

年 月台北國家戲劇院 辜公亮文教基金會演出的新編大型京劇

原野 劇照 上為金子 黃宇琳飾 下為仇虎 李寶春飾

辜公亮文教基金會提供

年 月台北國家戲劇院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來台演出的 雷雨 劇照

曹禺家屬提供



雨 17 日出 北京人 三

個劇本 從附於書後的 後記 得

知 這其實是1977年 曹禺選集
18重印本的繁體字版 然而在1989

年 台灣剛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 19

不久 海風出版社就為了彌補 民

國初年到三十年代的文學創作一直

無法以完整面貌出現 的傷害與遺

憾 值此 兩岸各自開放腳步加

快 彼此交流範圍變寬 的時代

希望 以超越政治禁忌的胸襟 擺

脫思想教條的束縛 單純而嚴肅地

從文學出發 使那個光輝燦爛的

文學年代 再度放射出奪目的光

彩 謝國城 1990 5 特地

引進廣西教育出版社所出版的 中

國現代作家作品欣賞叢書 做了

一些 入境隨俗 的修訂 以 中

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 為名 出

版成二十二冊的套書  20 可以看得

出來 從1987年的解嚴與開放大陸

探親之後 兩岸的文化交流日漸頻

繁 到1993年終於藉由 雷雨 問

世一甲子的時機 21 促成了第一波

的曹禺熱 演出 出版 報導 再

加上相關的研討 教學 的確幫許

多人補了不少五四文學的課 當然

也包括曹禺其人其作在內

五、

高峰過後 又歸於平靜 或者

說回到正常化 至少對於1990年代

接觸劇場 戲劇文學的世代而言

曹禺其人其作不再是陌生名詞 一

般戲劇系多會開設像 中國戲劇現

當代 中國話劇史 等相關課

程 曹禺的 雷雨 也通常會被列

為必讀劇目

然而 1990年代初期對於1930

年代文學與左翼文學的新鮮感與賞

味期 大概到了1990年代末期也光

環銳減 依舊還是只成為研究者與

真正熱愛者的收藏品 這也難怪到

了2006年 曹禺逝世十周年 第

二波曹禺熱依然還是得靠有熱忱的

藝文人士 不斷地炒作新聞 才讓

人們 感到 有所謂的曹禺熱 也

就是接下來要提到的京劇版 原

野 和人藝版 雷雨 以及電視

版 日出

2006年5月26日至28日 由

辜公亮文教基金會 製作 台

北新劇團 在台北國家戲劇院演出

新編大型京劇 原野 謝晉和李

寶春合導 朱紹玉編腔編曲 由

李寶春 飾仇虎 黃宇琳 飾

金子 劉明 飾焦母 趙揚

強 飾焦大星 常貴祥 飾常

五 劉祐昌 飾白傻子 等主

演 該劇原本就是非常強調角色之

間的性格張力 透過京劇此一表現

強烈的藝術形式 更將角色之間的

劍拔弩張與勾心鬥角表現得淋漓盡

致 最特別的是 這個版本還加入

了回憶場景 交代金子 仇虎與焦

大星之間的情感糾葛 將兒時與現

今的兩組三人關係並置 再加上焦

母 焦閻王 仇父 仇妹 仇虎之

間的仇恨與離散 導致最終不可收

拾的場面 是一次相當成功的改編

演出

隔沒幾天 2006年5月30日至

6月4日 新象文教基金會所主辦

北京人藝所演出的 雷雨 也在國

家戲劇院上演 這是2004年的複排

年 月香港文化中心 香港話劇團為慶祝中國現代話劇

週年 香港話劇團創團 週年以及香港回歸 週年 所推出的

曹禺精品選繹 ─ 萬家之寶 圖為 原野 劇照 左為金子

彭杏英飾 右為仇虎 潘燦良飾 香港話劇團提供



版 由顧威導演 楊立新 飾周樸

園 龔麗君 飾繁漪 夏立言

飾魯侍萍 王斑 飾周萍

白薈 飾魯四鳳 王大年 飾魯

貴 徐白曉 飾周沖 孫大川

飾魯大海 主演 這個演出基本

上是 尊古法精心釀造 就像林

兆華複排老舍的 茶館 一樣

對老一輩的觀眾是重新回味 對年

輕一輩的觀眾則稍嫌老氣 甚至對

某些段落 尤其是周萍 四鳳 繁

漪之間的情感糾葛 或是繁漪如鬼

魅般地出現在四鳳窗前 的表演風

格投以噗嗤笑聲或倍感疑惑

至於謝飛導演的電視連續劇

日出 22 則是由徐立功監製

萬方 程世鑒編劇 斯琴高娃 飾

顧八奶奶 徐帆 飾陳白露

尹昭德 飾胡四 李志奇 飾

張喬治 劉鈞 飾方達生

馬躍 飾許光夫 郭寶昌 飾

金八 許還山 飾潘月亭

侯天來 飾李石濤 劉子楓 飾

黃省三 葉靜 飾潘立仁 朱

琳 飾關老太 馬精武 飾莫導

演 等人主演 總共播出二十三

集 比原劇只有四幕戲要多出好幾

倍的篇幅 因此在人物性格 事

件 場景 語言狀態等各方面的描

繪與刻劃 顯然細緻且深入許多

有些只是在原劇本舞台指示或對話

中被提及的人物 在電視劇中多半

都出現了 鏡頭語言也比單純只是

對話和舞台指示的舞台劇本 更容

易表現劇中的社會氛圍與時代感

隨著電視版 日出 的播出

藍祖蔚也應運而生地寫了一本 電

視小說 日出 作者認為

從舞台劇本出發 從電視劇本出

發 但是 脫鉤 才是主要的寫作

動機 脫鉤 是一種新的解讀觀

點 是一種意猶未盡的劇情探索

因為 重複 或者仿抄 其實是最

無趣的寫作 也是閱讀氣力和時間

的浪費 所以 每一章節的開場

詩文 效仿的是古典戲劇的人物出

場定場詩 只是變換了文體 有的

用詩文 有的是歌詞 而且中外夾

雜 一個章節 以 一位人物的說

白 為 觀點 希望還原成舞台上

聚光燈下的人物告白 翻滾累積之

後 終極呈現的則是陳白露周旋在

四個男人 方達生 許光夫 潘月

亭 金八 之間 迴繞在往事與當

下的愛情故事 原著中 非

常重要的小東西 黃省三和顧八奶

奶等悲劇人物的命運都淡化成簡單

的幾句話 或根本就略過不談了

理由很簡單 那是曹禺成書年代裡

很重要的社會寫實和批判工程 但

是對多數當代人而言 那個齷齪社

會的悲情角落 卻已經相當陌生而

且遙遠 雖然相同主題的故事 還

是一再幻化成不同面貌在人類社

會中上演 藍祖蔚 2005

3-4

六、

然而 我想最受矚目與被討論

最多的 應該還是電影 滿城盡帶

黃金甲 眾所周知 這部改編自

雷雨 的電影 由張藝謀執導

周潤發 鞏俐 周杰倫 劉燁等當

代華文影視紅星主演 其影視產品

的大量複製與網路行銷 傳播無遠

弗屆 對台灣的年輕世代而言 透

過影視產品或許才是新世紀接觸戲

劇大師曹禺的主要方式

不管曹禺的劇作是被改編成

歌劇 電影 電視劇 京劇 或者

是按夏淳導演版本的複排話劇 形

式可以千變萬化 但是經過這數十

年 他劇作裡的普世性 批判性

諷刺性仍然還在當代社會產生警世

效果 而不斷地在表現形式上求新

求變 才是對經典般的曹禺劇作最

適切的致敬方式

■ 注釋

該報已於 年 月 日正式停刊

筆者參與由香港話劇團主辦 香港戲劇工程協辦

的 曹禺探知會 從此華夏不夜天 ─ 以新世代

角度看曹禺 年 月 日 香港文化

中心劇場 從與會人士與現場民眾 尤其是中

學生 的對話中 獲悉香港學生對曹禺其人其作

也有類似程度的不熟悉 本文主要針對台灣對曹

禺其人其作的接受與反應而論 香港或其他華文

地區對曹禺其人其作的接受與反應 因各有不同

社會文史脈絡所致 超出本文範圍 故略去不

論

收錄於趙惠平選評編輯 曹禺

台北 海風

根據 台灣民報 年 月 日報導 該聯誼

會成立於 年 月 日

該社 年於桂林成立 至 年底 因經

濟上已無力支撐 被迫宣告解散 葛一虹

年 月 日成立 為中華民國用來接收和統

治二戰後台灣的 特別行政組織 於 年

月 日廢除撤銷 期間發生影響至鉅的 二二八

事件

這個委員會是 終戰後負責指導台灣劇場運動的

主管機關 當時這個單位曾經接管全省二十多家

日產戲院 當時的計畫本要留下一家來當做 台

灣省實驗劇院 這間當時被指定做實驗劇院

的就是光復後的台北市國際戲院

查詢日期 年

月 日

年 中央電影製片廠的 中電劇團 負責人

張駿祥與 苦幹劇團 年由黃佐臨 黃

宗江 石揮等人創立 主要成員尚有姚克 柯靈

等人 協商 將兩劇團組合成上海 觀眾演出公

司 租借 辣斐大戲劇 為演出基地 由張駿

祥 黃佐臨 李健吾 柯靈 鳳子 孫浩然 楊

村彬等組成理事會 具體工作由劉厚生 耿震

程樹滋 張家浩等負責

英國劇作家

由王宇導演 王宇飾周樸園 錢璐飾繁漪 曹健

飾魯大海

該團成立於 年 至 年前後停止活動

首任團長為王慰誠 後由劉碩夫繼任 後再由彭

行才繼任 主要導演有王慰誠 劉碩夫 王生

善 彭行才 王庭樹等 主要演員有明格 洪

芳 王家瑛 王鴻鐸 王琦 劉盛華 門祝華

張允文 谷生 伏天 趙起等 先後演出五十多

齣戲碼 吳若 賈亦棣

由崔冰 古軍 房勉 田豐 羅蘋等人演出

由胡傑導演 同樣是由崔冰 古軍 房勉 田豐

等人演出

台灣於 年 月 日凌晨零時零分起 解除長

達三十八年 的戒嚴令

李行 年生 是台灣知名電影導演

年就讀於蘇州的 國立社會教育學院藝術教育學

系 戲劇組 當年就曾經排演過 雷雨 因為

全組十六個學生 男女各半 便互換做導與演的

工作 李行扮演過周萍與魯貴兩個角色 擔任電

影導以來 拍攝過 王哥柳哥遊台灣 與張



方霞 田豐合導 蚵女 與李嘉

合導 養鴨人家 婉

君表妹 啞女情深

秋決 吾土吾民

汪洋中的一條船 小城故事

早安台北 原鄉

人 龍的傳人 唐

山過台灣 等重要影片 其中 李行坦

承 啞女情深 和 婉君表妹 受曹禺改編巴

金小說的劇本 家 影響很大 黃仁

江世芳

演員包括鄧志鴻 劉明 劉偉明 葉雯 姚黛

瑋 徐天祥 譚宗堯 丁也恬 張鳳書 陳慧

樓 江國生 吳世偉 杜思慧 李育銘 王書

宏 謝靜怡 黃凰淑 蘇珮琪 徐堰鈴等人

並未收入 序幕 與 尾聲

曹禺選集 年 月由北京開明書店出

版 其中 雷雨 日出 曾經修改

年 月再版 雷雨 日出 恢復原樣

年 月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修訂一版

收入 雷雨 日出 北京人 年

月 日曹禺寫 曹禺選集 後記 該選集

於 年被納入大陸 高等學校中文系本科生專

業閱讀書目 部之一

年 月 日 台灣政府開放民眾赴大陸探

親

原叢書有二十五種 台灣版的二十二冊則收錄了

魯迅 巴金 老舍 沈從文 艾青 冰心 夏丏

尊 豐子愷 聞一多 郭沫若 丁玲 郁達夫

茅盾 臧克家 何其芳 朱自清 吳組緗 蕭

乾 蕭紅 胡適 劉半農 劉大白 沈尹默 馮

至 戴望舒 許地山 鄭振鐸 曹禺等人的名作

賞析 有些一冊收錄兩人至四人不等

其實當年 由胡耀恆所掌管的國家戲劇

院 還舉辦了 世界戲劇展 有高爾基劇團的

智者千慮 必有一失 皇家莎士比亞劇團的

錯中錯 冬青劇團的 碾玉觀音 蜷川劇

團的 米蒂亞 表演工作坊的 廚房鬧劇

北希臘國家劇團的 伊蕾克特拉 百老匯舞台

劇團的 比得潘 明華園歌仔戲團的 羅通掃

北 首都歌劇團的 萬里長城 當代傳奇劇

場的 樓蘭女 柏格曼劇團的 沙德侯爵夫

人 台灣的劇場界從 月至 月 熱鬧了大半

年 這和第一波曹禺熱的票房相互提升 以及藝

文媒體與報章雜誌的專題報導 都有相當程度的

加分效果

這幾年 台灣的公共電視所帶起的文學作品改

編戲劇風氣 大致從 年的 人間四月天

算起 緩緩 穩穩地潛流在偶像劇 日劇 韓

劇 美國影集的夾殺之中 挺下一面江山 像是

孽子 白先勇原著 危險心靈 侯

文詠原著 汪洋中的一條船 鄭豐喜原

著 金鎖記 張愛玲原著 風中緋

櫻 鄧相揚原著 將軍碑 張大春原

著 寒夜三部曲 李喬原著 輾轉紅

蓮 廖輝英原著 鹽田兒女 蔡素芬原

著 大醫院小醫生 侯文詠原著 後

山日先照 吳豐秋原著 等

■ 參考書目

原野 京劇劇本 未出版 財團法人辜公亮文教

基金會製作 台北新劇團演出

原野 節目冊 台灣省立交響樂團暨附

設合唱團演出

原野 節目冊 財團法人辜公亮文教基

金會製作 台北新劇團演出

雷雨 節目冊 財團法人國際新象文教

基金會主辦 北京人藝演出

石依華 月 大陸 原野 移植台灣舞

台 表演藝術 第 期

江世芳 月 重現劇壇經典 ─ 李行談

雷雨 表演藝術 第 期

吳若 賈亦棣 中國話劇史 台北 行政

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呂懿德等 月 原野 的回聲 表演藝

術 第 期

邵玉珍 留住話劇歷史的表演藝術家 台

北 亞太

邱坤良 漂流萬里 陳大禹 台北 行政

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金湘 月 任重而道遠 ─ 寫在歌劇 原

野 在台演出前 表演藝術 第 期

姚樹華 北京人 節目

冊

胡惠禎 月 解錮 北京人 表演藝

術 第 期

徐立功製作 謝飛導演 日出 全 集

富芽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製作發行

財團法人兩岸關係文教基金會演出 北京人 節目

冊

崔小萍 天鵝悲歌 資深廣播人崔小萍的

天堂與煉獄 台北 天下遠見

張藝謀導演 滿城盡帶黃金甲

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總代理 環球電影夥伴有

限公司 安樂影片有限公司出品

曹禺 日出 台北 遠東圖書公司

曹禺 北京人 台北 遠東圖書公司

曹禺 雷雨 台北 遠東圖書公司

曹禺 原野 北京 人民文學

曹禺 雷雨 香港 三聯

曹禺 曹禺選集 北京 人民文學

陳俐如 月 政治漩渦中的戲劇文學 文

訊 第 期

焦桐 台灣戰後初期的戲劇 台北 台原

黃仁編著 行者影跡 李行 電影 五十

年 台北 時報文化

楊新宇 復旦劇社與中國現代話劇運動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葛一虹主編 中國話劇通史 北京 文化

藝術出版社

趙惠平選評編輯 曹禺 台北 海風

劉紹銘 小說與戲劇 台北 洪範

劉紹銘 月 曹禺新論 表演藝術 第

期

謝國城 五四 中國 新文學 收錄於趙惠平選評編

輯 曹禺 台北 海風

藍祖蔚 日出 電視小說 台北 天下

遠見

蘇關鑫編 歐陽予倩研究資料 北京 中

國戲劇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