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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光劇團應上海大劇院邀請，以【京崑．未來式】為主題，推出《天上人間 

李後主》《十八羅漢圖》雙戲聯演。繼 2014 年首次以「伶人三部曲」系列於上海

大劇院展演，奠立「臺灣京劇新美學」之後，本次睽違五年再度重返上海大劇院，

具體展現臺灣劇藝多元創作自由，引領兩岸人文思維趨勢，此行演出又再度創造

當地話題及熱烈的迴響。 

本項出國計畫分別於 2019 年 3 月 5 日至 8 日先行赴上海辦理前置宣傳活

動，完成 1 場宣告記者會、1 場大師講座、2 場推廣講座及 1 場電視節目錄影，

獲得多家新聞媒體報導，催生票房及創造媒體報導露出，達到實質推廣效益。演

出行程由技術及主團人員分批於 4 月 16 日及 18 日陸續前往上海，4 月 20 日至

21 日假上海大劇院執行《天上人間 李後主》《十八羅漢圖》各 1 場演出、2 場導

聆及 1 場劇評會，演出票房平均達 9 成 5 以上，觀眾人數達 2,818 人次，獲得各

方讚賞，平面媒體及網路社群有諸多報導與迴響，並引發熱烈討論。此外上海演

出結束後，應浙江婺劇團邀請，張育華團長等一行 7 人轉赴浙江金華，進行劇場

技術場勘及洽談明年度合作交流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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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巡演目的 

 

國光劇團自 1995 年創團以來，一直不斷嘗試以「文學化」、「現代化」做為

京劇創作原則，更是在傳統京劇唱念做打的表演根基上，創作貼近當代情感思維

的作品，此次本團應上海大劇院邀請，以【京崑．未來式】為主題，推出《天上

人間 李後主》《十八羅漢圖》雙戲聯演，展現臺灣劇藝多元創作自由，引領兩岸

人文思維趨勢，衍生廣大的口碑迴響。 

 

《天上人間 李後主》以「古典詩詞入戲」，本劇運用巧思，藉天水碧、燒槽

琵琶、薰香玉爐、霓裳羽衣曲譜等雅物，以及後世的知音「月娘」這一角色，串

聯起當代觀眾與李後主情感的橋樑。此劇還呈現李後主經典名作，並搭配全新寫

作的京劇唱詞，透過演員內化詩詞意境後展現於舞台表演精彩，引領觀者對詩詞

中的情感產生「躍然紙上」 共鳴，盡情享受詩歌文學與傳統戲曲之美的雙重饗

宴。 

 

《十八羅漢圖》是國光劇團 20 週年團慶新編大戲，亦榮獲「台新藝術獎」

年度五大作品的肯定，評審特別針對國光劇團的「未來性」加以鼓勵，以「不僅

正要維護傳統，更企圖找尋、轉化古典表演體系的當代性、未來性，證明古典形

式所激發的情感思想，仍可扣緊時代脈膊」，這樣的創作方向是國光劇團近十年

的創作核心，也是在舉步維艱的臺灣劇壇中，京劇始終佔有一席之地，並以不減

反升的觀眾基數一再獲得肯定的最主要原因。 

 

《天上人間 李後主》《十八羅漢圖》這二齣戲的共同特點不僅在藝術表演上

兼容京崑聲腔演唱於一體，更從編導技法切入人性複雜的情感面貌，深度挖掘京

崑合體探索的戲劇張力與抒情特質。傳統藝術在現代社會的發展，人文深度與當

代意識是不變的原則，京劇不是過去式，也不是完成式，它還在當代審美的交融

與共創中，持續前行，指向未來。 

 

繼 2014 年首次以「伶人三部曲」系列於上海大劇院展演，奠立「臺灣京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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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美學」之後，國光劇團睽違五年再度重返上海大劇院，推出「京崑．未來式」

《天上人間 李後主》《十八羅漢圖》，將具體展現戲曲藝術在臺灣的創新、傳承

與發揚，將臺灣觀點進行兩岸深度文化交流，此行演出又再度創造當地話題及熱

烈的迴響。 

而上海地區的藝文發展，一直以來在華人世界都有著指標性，本次演出計畫

除了持續推廣臺灣頂尖演出，更能耕耘國光在上海的知名度，並落實臺灣團隊演

出節目皆有品質保證。本次宣傳暨演出行程中與當地多位表演藝術家、藝術評論

家，以及觀眾多方互動後，深度理解了上海戲曲環境及演出市場。未來，除了以

提升臺灣文化創意品牌形象為最高原則，更能視上海為「集散地」，往周遭繼續

挖掘中國大陸地區潛在城市及觀眾，將國光劇團專屬的「臺灣京崑新美學」拓展

至兩岸各地甚至全球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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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執行過程 

一、 本次演出活動分為兩階段方式進行，第一階段 3 月 5 日至 8 日，由國光劇團

張團長育華帶領戴君芳導演、唐文華主演等一行 7 人赴上海，共執行 1 場宣

告記者會、1 場大師講座、2 場推廣講座及 1 場電視節目錄影，行程包括上

海藝術人文頻道《今夜我們看戲》節目採訪、同濟大學校園宣傳講座、上海

國際崑曲聯誼會講座、 記者發布會及「京崑未來式—打造臺灣戲曲美學的

新趨勢」名人講堂，除國光及上海大劇院人員外，亦特邀上海崑劇團團長蔡

正仁、京劇表演藝術家史依弘出席記者會，名人講堂邀請文學家白先勇老師

主講、著名主持人方芳芳女士主持，本團張育華團長、戴君芳導演介紹演出，

主演唐文華、溫宇航、林庭瑜示範表演，參與人數 500 人，成效頗豐並獲得

多家新聞媒體報導。 

二、第二階段是本次的主要演出活動由主任陳濟民帶領國光等一行 78 人赴上海

執行【京崑．未來式】《天上人間 李後主》《十八羅漢圖》各 1 場演出、2

場導聆及 1 場劇評會，並有文化部文化交流司葉吉欽科長及張祖慈視察等兩

位同行，演出票房平均達 9 成 5 以上，觀眾人數達 2,818 人次，其中《天上

人間 李後主》於啟售一個半月完售，並連續 2 次加座開賣，受到上海地區

藝文觀眾高度重視。 

演出期間亦有上海各界藝文人士蒞臨，包括上海戲劇學院院長黃昌勇、上

海戲曲學院院長李佩紅、上海京劇院院長單躍進、上海崑劇團團長蔡正仁、

上海戲劇學院主任盧昂、江蘇省戲劇家協會主席柯軍，上海當代文學家毛

時安教授、榮廣潤教授、南京大學呂效平教授、知名主持人方芳芳，以及

知名戲曲編劇羅懷臻、張弘、羅周及上海大劇院總經理張笑丁等人均蒞臨

現場。此外，《天上人間 李後主》共同製作方臺灣趨勢教育基金會，執行

長陳怡蓁女士亦飛往上海參與兩場演出，並熱心引薦上海、南京眾多臺商

一同觀賞。此外本次演出還有為數不少長期關注國光劇團忠實觀眾，專程

從南京、蘇州、香港、臺灣等不同地區前來上海追戲，顯現國光多年經營

觀眾成效與劇藝口碑。 

本次於 4 月 22 日上午舉辦【上海京崑未來式 創作討論交流會】，邀請大陸



6 
 

地區專家學者及評論家針對此次國光上海演出進行交流討論，出席人員包

括名編劇羅懷臻、劇作家張弘、南京大學呂效平教授、馬俊丰導演、編劇

羅周、崑曲編腔孫建安等人，評論者對於國光京崑合演的方式，表示讚賞，

並認為是未來戲曲發展的重要方向。 

 

三、中國婺劇院參訪及場勘 

張育華團長、戴君芳導演等一行 7 人，應浙江婺劇團邀請，於上海演出結束

後轉往浙江金華，赴中國婺劇院、婺劇博物館、東陽婺劇院等地參訪及劇場

技術場勘，並與婺劇團王評院長洽談明年度婺劇團與本中心相互交流演出事

宜。 

 

四、出國行程表 

(一) 3 月宣傳行程表 

時間 地點 行程/工作內容 備註 

3 月 5 日 

(二) 

台北上海 
10:00 桃園機場出發/12:05 抵達浦東機

場 

張育華、戴君芳、唐

文華、溫宇航、林庭

瑜、王品芊 6 人抵滬

上海大劇院 
16:00 上海藝術人文頻道電視節目專

訪：張育華、唐文華、溫宇昂 
 

3 月 6 日 

(三) 
上海市區 

10:00 松山機場出發/12:05 抵達虹橋機

場(張美芳) 
 

講座 1： 

13:30 同濟大學 

講題：台灣京崑新美學—國光劇團的再

創造與追求 

對象：人文學院學生

(大二、大三為主) 

講座 2： 

19:00 上海國際崑曲聯誼會 

講題：台灣京崑新美學—京劇創新背後

的崑曲傳承 
主講：溫宇航、戴君芳 

示範：溫宇航、林庭瑜 

對象：主要是崑曲專

業人士、愛好者等 

3 月 7 日 

(四) 
上海大劇院 

15:00 媒體發佈會 
致詞：張育華、戴君芳 

主演(扮上)：唐文華、溫宇航、林庭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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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行程/工作內容 備註 

上海大劇院

中劇場 

19:30 名人講堂：「京崑未來式—打造

臺灣戲曲美學的新趨勢」 
主持：方芳芳、陳怡蓁 

與談：白先勇、張育華、戴君芳 

示範：唐文華、溫宇航、林庭瑜 

*觀眾需索票入場 

*中劇場座位數 575

席 

3 月 8 日 

(五) 

上海戲曲學

院 10:00 上海戲曲學院拜訪  

上海台北 16:00 浦東機場出發/18:00 抵達桃園機

場 
 

 

(二)  4 月演出及中國婺劇院參訪行程表 

(陳濟民主任出訪時間：4/19-22 共 4 日，文化部文化交流司人員出訪時間：4/18-22 共 5 日) 

時間 地點 行程/工作內容 備註 

4 月 16 日 

(二) 
台北上海 技術人員抵上海 技術等 10 名 

4 月 17 日 

(三) 
上海大劇院 裝台  

4 月 18 日（四） 上海大劇院 
裝台  

大團人員抵上海 大團+交流司人員 

4 月 19 日 

(五) 

上海大劇院 

裝台 
 

《李後主》19:00 全劇彩排 
大團 

台北上海 陳濟民主任抵滬 
 

4 月 20 日 

(六) 

上海 拜會上海大劇院及場館考察 

陳濟民主任、張育華

團長、游庭婷科長、

葉吉欽科長、張祖慈

視察 

上海大劇院 《李後主》14:00 演出 
大團+交流司人員 

上海 上海外灘文創區考察 

陳濟民主任、張育華

團長、游庭婷科長、

葉吉欽科長、張祖慈

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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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行程/工作內容 備註 

4 月 21 日 

(日) 
上海大劇院 

上海文化設施考察：鍾書閣、靜

安寺、福州街 

陳濟民主任、葉吉欽

科長、張祖慈視察 

《十八羅漢圖》14:00 演出 
大團+交流司人員 

4 月 22 日 

(一) 

上海大劇院 演後劇評會 

劇院、劇團、交流司

相關人員及外請專

家學者 

上海台北 陳濟民主任返台  

上海台北 大團返台 
大團+交流司人員返

台 

上海→金華 搭乘高鐵前往浙江婺劇團 
張育華團長、邱慧齡

副團長、游庭婷科

長、李超音樂指導、

戴君芳導演、何任洋

技術指導、演出行政

李永德 

4 月 23 日 

(二) 
金華 

赴浙江婺劇團參訪交流，參觀劇

場、婺劇博物館 

4 月 24 日 

(三) 

金華→杭州 

臺北 

參訪東陽劇院、東陽木雕博物

館，返台 

五、出國名單 

職稱 姓  名 人數 備註 

領隊/中心主任 陳濟民 1  

文化部文化交流司兩

岸交流科科長 
葉吉欽 1 文化部文化交流司

文化部文化交流司兩

岸交流科視察 
張祖慈 1 文化部文化交流司

國光劇團團長 張育華 1  

製作經理/副團長 邱慧齡 1 兼代演出科長 

導演 戴君芳 1  

科長 游庭婷 1  

宣傳行政 王品芊 1  

演出行政 李瓊美/馬靜茹 2  

演員 魏海敏 1 演員 2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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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  名 人數 備註 

演員 唐慶華 1 

演員 溫宇航/劉 苑 2 

演員 朱安麗／高王鶯驊 2 

演員 黃詩雅／林庭瑜 2 

演員 陳清河／陳富國 2 

演員 鄒慈愛／張陳美蘭 2 

演員 張家麟／王逸蛟 2 

演員 謝孟家／陳元鴻 2 

演員 劉育志／黃毅勇 2 

演員 歐陽霆／劉祐昌 2 

演員 黃鈞晟／黃鈞威 2 

演員 張珈羚／許立縈 2 

樂師 李 超／馬 蘭 2 

音樂 30 人 

 

(含二戲外請中西樂

師) 

樂師 許鈞炫／許家銘 2 

樂師 潘品渝／陳珮茜 2 

樂師 蔣忠穎／蔡永清 2 

樂師 余海明／金彥龍 2 

樂師 廖惠中／孫連翹 2 

樂師 高廷東／周家呈 2 

樂師 林杰儒／吳季安 2 

樂師 凌瑜彥／楊璨如 2 

樂師 尹菀津／郭承姍 2 

樂師 賴叡歆／黃丹楓 2 

樂師 王杏枝／高裕景 2 

樂師 周依潔／蕭韻昕 2 

樂師 蔡靜怡／林秋岑 2 

樂師 林建翰／吳哲維 2 

箱管/字幕 邱毓訓／李永德 2 字幕 1 人 

箱管 5 人 箱管 朱建國／潘進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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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  名 人數 備註 

箱管 張美芳／曹金鳳 2 

技術 何任洋／李思明 2 

技術 10 人 

技術 林雅惠／陳冠穎 2 

技術 王信偉／謝健民 2 

技術 周佳霖／潘冠宇 2 

技術 余竑賢／張仲安 2 

共計人數 8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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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活動心得 

一、 本次上海行國光劇團全體團員齊心協力將《天上人間李後主》、《十八羅

漢圖》二齣戲隆重呈現於上海大劇院舞台上，無論編、導、演都展現出

臺灣製造的細緻質感，以及對於京劇美學的藝術追求，【京崑·未來式】

雙齣皆獲得上海觀眾一致好評。除國光一貫開放謝幕拍照，眾多當地戲

迷觀眾即時上傳於大陸地區各種網絡平台，而演後劇評會亦邀請媒體蒞

臨，持續在當地延燒話題與口碑，此行演出圓滿成功。國光劇團希望能

藉由雙戲作品，透過京劇現代性與文學性的不同思維，深度傳遞「臺灣

京劇新美學」的精品識別形象。這種深度交流、相互借鑑，對兩岸戲曲

界的共榮發展是有良性的助益。 

二、 本次演出後台技術經驗中，體驗兩岸劇場人員工作模式仍多有不同之

處，如上海大劇院規定館方技術人員不可以配戴 Intercom（對講系統）

直接接收國光團隊舞臺監督指令，必須由大劇院館方值班的舞臺監督在

團隊舞監旁使用無線電對講機轉達指令。經過協調溝通後，改派上海大

劇院一名行政配戴 Intercom 在吊桿執行人員旁傳達指令。所幸本次配合

執行之吊桿技術人員配合度高，順利完成演出，亦了解大劇院邀演經驗

雖豐富，而中國大陸地區較不重視傳統戲曲技排、彩排，導致當地技術

人員反映較慢，同時也磨練國光後台人員的現場應變能力。 

三、 本中心陳主任督導並實際參與國光演出行程，除實地了解臺灣團隊於大

劇院的前後臺執行，並於行程空檔拜訪上海大劇院及周邊場館，以及當

地目前最具指標性的新興藝文匯集地區，對於上海地區的藝文環境及藝

文場館運營多有收穫。經觀察上海大劇院策展方向為「中西」並進，除

引進熱門百老匯音樂劇如一票難求的《搖滾教室》，亦相當重視戲曲創

作，上半年除國光劇團受邀演出，大劇院亦於本年六月策畫新編戲曲《浮

生六記》，更以青年編劇、導演為重心，培養下一代創作人才，皆為本

中心吸取經驗的方向。另，上海大劇院近期外請「製作人」（亦等同藝

術總監）以促進不同策展方向，除能改變一成不變的演出節目規劃，也

帶來不同觀眾群，在臺灣藝文觀眾市場仍是小眾的趨勢下，亦值得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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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於上海演出結束後，由張育華團長、戴君芳導演等一行 7 人，應浙江婺

劇團邀請，轉往浙江金華參訪中國婺劇院、婺劇博物館、東陽婺劇院等

場館及進行劇場技術場勘，並與浙江婺劇團王曉評院長洽談明年度與本

中心共同推動兩岸戲曲交流演出活動。婺劇是金華地區的地方劇種，內

含六種聲腔，有「明清戲曲文化博物館」、「南戲的活化石」美譽，表演

風格具有鄉土氣息，粗獷強烈，特別注重武功特技，尤以「文戲武唱」

聞名，非常具有可看性。例如婺劇《白蛇傳‧斷橋》聞名遐邇，所謂「唱

死白蛇，做死青蛇，跌死許仙」，表演令人嘆為觀止，有「天下第一橋」

美稱。而婺劇團對於青年演員培育極為重視，為優秀青年演員量身訂製

新劇目，以促進劇種的傳承與發展。此外，由浙江婺劇團營運的中國婺

劇院曾獲 2015 年中國傳統戲曲演出場館活力排行第 7 名，其創新的運

營管理模式、與地方傳媒合作、結合公益性目標等，皆是其脫穎而出的

理由。以上無論是婺劇團的表演特色、青年演員培育及場館營運模式

等，皆相當值得本中心認識瞭解與借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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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一、為維繫上海觀眾熱度，建議定期與上海維持展演推廣交流。 

本次演出後，觀眾反應熱烈，除給予演出高度評價，本團前台販

售之各項出版物近乎一掃而空，可知國光劇團在於上海具有高度

市場性。惟考量演出行程緊湊及出國經費等因素，無法每年不間

斷地前往演出，較為可惜，目前朝向多方洽談，期許促進定期藝

術文化交流。 

二、未來赴大陸地區爭取充分裝台時段，以利演出品質更臻完美。 

上海大劇院提供之技術人員除了劇院員工（吊桿、燈光、音響），

另外請當地民工協助技術工作，但民工並非專業劇場技術人員，

必須多花時間練習換景，但因裝台時段短，無法有多餘時間，無

法比照在灣技術人員完美執行。本次因大劇院檔期因素，無法多

留時間裝台，未來如以演出品質為第一優先，應再爭取後台技術

裝台時間，讓整體演出執行細節更完美，呈現臺灣演出品質優異。 

三、本中心可參考不同地區之劇場設備，並視預算狀況適時檢修、更新。 

本次國光赴上海大劇院演出，後台除部分設備雖稍舊，但皆可供

本案兩戲使用，而大劇院備有「夜視功能紅外線螢幕」，可於暗

場換景時清楚看見換景狀況，臺灣演出場地如能配有此項設備，

亦可大大降低換景失誤，同時保障後台技術人員執行工作時的安

全，順利完成演出。臺灣戲曲中心為甫成立之現代劇院，在有經

費餘裕之時，可多方參考不同地區之劇場設備，以增進劇場功能。 

四、建議與浙江婺劇團洽談雙方交流演出事宜，以利戲曲藝術多元推廣。 

兩岸文化交流雖行之多年且漸深漸廣，近十餘年卻少見婺劇於臺

灣演出，相對地亦少有臺灣團隊赴金華地區演出。本中心每年策

劃「臺灣戲曲藝術節」，意圖呈現戲曲多元風貌，如能適時推動

臺灣戲曲界與婺劇的雙向演出交流活動，不僅增添藝術節的豐富

內容與可看性，更有助於兩岸戲曲的交流推廣與相互認識。 

伍、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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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迴響與評價 

(一) 重要媒體報導 

1、「上週末，臺灣國光劇團在上海大劇院一連帶來兩場實驗京昆文學

劇場《天上人間 李後主》和《十八羅漢圖》，全新的呈現方式讓不

少觀眾感歎顛覆了傳統戲曲的觀劇體驗。昨天，國光劇團又在大劇

院開了研討會，聽取大陸專家對國光的建議和意見。近年，國光創

造出了一部部風格突出而又統一的戲曲作品，這種標識度的打造有

不少可取之處，同樣值得大陸的戲曲院團所借鑒。……」（新民晚

報2019/4/23） 

2、「國光劇團憑藉自己獨特的美學風格，在業界與觀眾心中留下深刻

的印象。在日前舉辦的專家研討會上，兩岸專家學者認為，兩部作

品寫意不失精緻的舞臺風格、劇情中細膩的情感表達與貫穿始終的

文人氣質，是劇團多年來堅守自身發展路線沉澱而來，其美學風格

也令這些作品成為當下戲曲舞臺獨樹一幟的存在。……」（文匯

2019/4/23） 

3、「……上海大劇院演出融合京、崑的新編劇《天上人間－李後主》，

受到當地觀眾熱烈歡迎，不只未演前先滿座再加座，觀眾組成來自

四面八方，包括重慶、甘肅、北京等地，演出結束後人群久久不散。

此外，還有多位戲曲名家前來欣賞，其中曾獲中國戲劇梅花獎的崑

曲表演藝術家柯軍表示，『這部作品把京崑融合得非常好，既守住

了傳統戲曲的本，同時又有創新之處，對傳統戲曲的未來而言，起

了一個里程碑的作用。……』」（中國時報2019/4/20） 

 

(二) 參與觀眾人次統計表 

項次 日期/時間 活動 地點 人數 

1.  3/6   13:30 推廣講座 1 同濟大學 50 

2.  3/6   19:00 推廣講座 2 上海國際崑曲聯誼會 85 

3.  3/7   19:30 名人講堂 上海大劇院 中劇場 500 

4.  4/20  13:20 演前導聆 上海大劇院 75 

5.  4/21  13:20 演前導聆 上海大劇院 65 

6.  4/22  09:30 劇評會 上海大劇院 多功能廳 25 

7.  4/20  14:00 
《天上人間李後主》演

出 
上海大劇院 大劇場 1468 

8.  4/21  14:00 《十八羅漢圖》演出 上海大劇院 大劇場 1350 

 總計   3618 

(三) 媒體報導列表： 

編號 媒體 報導日期 
新聞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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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觀新聞

大

陸 

2019/3/7 
「這個台灣劇團總能引起話題，近作大陸首演又讓

觀眾"沒想到"」 

2 上觀新聞 2019/3/7 
「國光"京崑新美學升級"—《天上人間 李後主》

《十八羅漢圖》訪滬」 

3 
看看新聞

KNEWS 
2019/3/7 

「京崑新美學 台灣國光劇團兩台大戲將來大陸首

演」 

4 澎湃新聞 2019/3/8 
「過去式，完成式？台灣國光劇團攜兩部新劇開拓

京崑未來式」 

5 新民報 2019/3/8 
「京崑合演可以有多美？這個年輕劇團帶來你所

想不到的驚豔與共鳴」 

6 中新網 2019/3/9 
中國新聞網「詩詞入戲—台灣劇團探索"京崑新美

學"」 

7 
上海大劇

院官方號
2019/3/9 

「从未远去，也从未停步，而是指向未来｜宝岛京

昆新作来了」 

8 
微訊(依

弘聊戲)
2019/3/11

「想在舞台之下偶遇史姐姐？国光剧团京昆专

场，安排上吧！」 

9 新華社 2019/3/11 兩岸崑曲人齊聚上海 共同演繹＂崑曲新美學＂ 

10 文匯 2019/3/12
《天上人間 李後主》《十八羅漢圖》，這個劇團

從起劇名開始便不走尋常路 

11 周到上海 2019/3/14
背了那么多诗还是上不了《诗词大会》？这两部戏

告诉你“文学＂是一种内功 

12 新民網 2019/4/23
把传统戏曲做出标识度，台湾国光剧团是怎么做

的？  

13 文匯 2019/4/23
看“国光美学＂如何把李煜的词、台北故宫《元人

应真像》做成一出好戏 

14 中國時報

臺

灣 

2019/4/20 國光劇團登滬人氣爆棚 觀眾久久不散 

15 中國時報 2019/4/24 大陸名家點評 台灣讓京劇走進現代人生活 

16 中國時報 2019/4/24
傳統戲曲的未來 音樂和唱腔是關鍵 

17 旺報 2019/5/2 
陸戲曲名家看台京劇 走入生活 

18 中國時報 2019/5/5 
大膽接地氣 台灣讓京劇重生 

(四)  網路評論 

4/20《天上人間 李後主》 

1. 

網路評論：「天地殘缺 人間至美 一一觀＂國光＂《天上人間 李後主》有感」
＂台國光＂以王安祈為代表的創演得以成功的獨具辨識度的重要一條就在於：新編戲曲

不再只是唱念做打表演程式重組的所謂新故事，而是＂每一次創作都是一次全新探索，

鏡像、後設、互文、記憶、意識流、蒙太奇，諸多文學筆法、文化理論與唱念做打結合，

激發出許多相乘效果，可以更多元呈現人性，更深刻發掘人性＂的真正產生出嶄新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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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故事。這正是＂台國光＂之＂傳統是永恆時尚＂理念實踐的風格所在。…… 
論環境，＂台國光＂的生存大抵強不過國內，論演員陣容，＂台國光更沒有李勝素、史

依弘、於魁志、耿其昌、陳少雲⋯⋯這麼多知名功底了的名家，但是一一通過潛心創作的

扎實劇本以及求生存狀態中勇於亦是＂have to＂不斷挑戰自我的魏海敏、唐文華、羅宇

航、陳美蘭等等如是的演員，大大地促使劇團漸漸彌補了先天原本難以彌補的＂殘缺

＂，原本的＂殘缺＂反而成就出＂至美＂。＂台國光＂的觀眾群體在逐步由最初的傳統

戲曲追隨者變成了在戲劇構架的全新故事中接受了京昆傳統的人群。這也許算是另一層

意義上真正的傳承吧？這其中，演員本身的不足已完全在戲劇重構的穩固中被淡化到足

以忽略。 
《天上人間 李後主》的幾處設計特別巧妙： 
一是斷腸詞伴舊弦，清香一縷，斷弦一根。好生可愛的一根＂布萊希特＂式斷弦喜角！

二是李後主求見大周後不得，卻在亡國後痛別小周後的頓回身時撞上終得重見的大周

後。怨念深致死，古來盡相通，新歡與舊愛之間百轉千回的糾纏，幾時消停過？大小周

後的一個不願回頭一個回不了頭，不由教人悲上心頭…… 
哀樂無常，人間長恨。戲看的很嗨，遺憾的是沒見得心心念著劇團腳步的編劇，這倒成

了＂戲臺至美，人生殘缺＂了⋯⋯ 

2. 

微博@嘰喳「天上人間李後主。 真的太好了！作為李煜的粉，我爆哭！ 以他所創詩詞

唱遍全場，圍繞後主與大周後，小周後的愛情故事開始，倒敘，回憶。有趙匡胤與他的

對弈，還有宋太祖的感歎，李煜一生擁有的柔情似水，無奈自己與花蕊夫人和京娘無果。

我喜歡這個京昆，唱詞以昆曲唱腔，劇情以京劇推動，舞臺也超美！啊啊啊！尾聲的時

候全場掌聲沒有段過，呐喊聲陣陣，我吹爆」 

3. 

微博@摩迪凱栗子「天上人間李後主把李煜的故事和詩詞搬到了戲曲的舞臺上，配以中

西合璧的音樂，讓人非常享受。 李煜在大周後臥病期間邂逅了小周後，大周後看到李

煜的新作發覺這一情況後傷心難耐拒見李煜，煥然文采宛如一把利刃，大周後不久于人

世，一靈不滅藏於燒槽琵琶中。……每一幕都以曲牌名來命名，劇中有大量李煜詩詞的

唱段，對第一次觀看戲曲的觀眾來說非常友好。人物的扮相非常美，大周後湖綠色的那

套太好看了。結束後有簽售。 期待明天的十八羅漢圖！」 

4. 
微博@楓情山莊-囡囝「總體看來，唱得有京有昆，又非京非昆，揉碎了傳統元素，但

是沒蒸出更香的餑餑……舞美燈光不錯，最愛圖三裡面的變形月亮門——彰顯方圓有

度，曲直得趣。」 

5. 
微博@我喜歡你是寂靜的寂靜的「很喜歡這樣的融合劇作 用現代的方式 燈光舞美 管

弦和民樂的結合 京昆共舞 有詞 有劇 又有現代的念白和吐槽 整體構思精巧又引人回

味 好一個國光劇團 也很期待大陸有類似的嘗試啊」 

6. 

微博@龢惝閲瑟「魂還故國 一靈不滅奏霓裳，仙人指路 君主對弈話興亡。京昆雙奏演

繹:千古詩帝亡國之君，魂牽夢縈娥皇女英穿越江山異代的悲情…… 景美曲仙，太棒

了，溫宇航的表演精雅至極！」 

7. 

微博@蘭妹妹 413191「此次上海行的重頭戲：溫宇航老師主演的京昆大戲《天上人

間——李後主》終於來了！水墨畫般的舞美，奇特的劇本故事架構，詩詞入戲、戲詞如

詩，精緻的服裝和化妝，嚴謹講究的唱腔，好聽的音樂，帶給觀眾完全不一樣的新鮮體

驗，良心劇作啊！不枉我從北京跑上海一趟，還買了最貴的票。」 

8. 

微博@不找昨天骨頭的狗_毛毛「舞臺真的太美了。水墨山水古典風情，一桌兩椅的化

用，以多媒體在簾幕上擬就的縷縷青煙，珠簾配合精准的打光在舞臺上造就的漂亮投

影，還有露珠染就的天水碧珠簾，霓裳羽衣曲，金縷鞋……美得不可方物，還有西式弦

樂與東方樂器的共用配合傳統京昆旋律，出色的唱腔，不愧是國光的出手。」 

9. 

微博@三高婦女「跑去看了個實驗劇……真的很實驗很新啊……看慣傳統劇的我表示這

年頭新劇這麼剛的麼……雖然有些詞什麼的真的很出戲啦但是舞美真的很好！以及我

真的第一次看戲看到位子有坐滿的…還是三四層大劇院…我們那小劇院看多了總覺得

一個劇院全場空落落的只有十幾個觀眾才是正常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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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微博＠雪落江南「作為一出京昆新編戲，臺灣國光劇團《天上人間李後主》還是不錯，

大劇院基本滿座，演出結束後等著見面簽售的觀眾，排成長隊。亮點是：1.劇本結構不

錯，小人物月娘負責講述李後主後世的文學影響，仙人負責把故事穿越到南唐滅亡的當

年。上半場集中在李後主和大小周後的情感糾葛中，下半場突出趙匡胤和李煜有關輸與

贏的辯論。2.編劇和監製受眾分析做得好，總有一款元素適合現場觀眾，喜歡京劇的，

喜歡昆曲的，還有一部分年輕觀眾是喜歡李煜故事及其詩詞。3.整部劇演唱呈現上，揚

長避短很討巧。國光劇團京劇實力雄厚，整部戲基本都是京劇的演唱，北昆出去的溫宇

航飾演李後主，是唱昆曲的，主要唱了李煜詩詞。（以至於現場有觀眾說今天是來聽李

煜詩詞昆唱會的）古典詩詞的昆唱是很討巧的，屬於昆歌中最好聽的一種形式，不大會

被詬病。3.劇中對白雖然是現代人寫的，也很有文采，比如李煜回答趙匡胤關於輸與贏

的哂笑說；“將軍功業，文章盛名，俱入青史”」 

11.

微博@日曦月瑩「京昆互相借力，取長補短。李煜的詞簡直就是給昆曲度身定做的。天

上人間李後主這部戲，做到了傳統文化的繼承推進，一方面一絲不苟的唱作服化；劇本

視角切入精准巧妙，以小見大，多時空交叉，流暢而無一絲冗餘；京昆的銜接完美毫不

突兀；極簡的現代舞台仍服從於戲劇的元素。趙匡胤和月娘兩個人物的設計，站在了歷

史客觀的角度，有點兒存在主義的理念，讓這個故事有了禪味兒。」 

12.
豆瓣@軒然「符合傳統戲曲寫意之美，又能在敘事、表現上有創新。也不是把人討厭的

“慢”一下變成了“快”，而是找到了符合現代人審美的“慢法”。可說是非常美又美

得非常自然的好戲！」 

13.

豆瓣@アキラ「後主詞用得很好哎，拋開小言情緒整個氣氛都很江南煙雨，香爐青煙，

垂句珠簾。但有點油滑，而且小言氣味真實過重，倒是大周後和曹仙人下場的乾脆俐落

令人喜歡，還有磨磨唧唧趙匡胤一時那個順口也很可愛。感覺就是想說後主詞千古絕

唱，又忍不住把談情說愛細說一圈。總之還算是很愉快的一場夢吧。」 

14.
豆瓣@徒然草托尼「如果戲劇都這麼做，何愁中華古典文化無法延續。宋詞原本就是曲，

美輪美奐。」 

15.

豆瓣@夜的蘑菇🍄「極簡的舞美勾勒東方神韻，華美的辭藻還原李後主的才情，可惜天

上人間太匆匆，可歎春花秋月沒完沒了，往事不堪回首自不必再回望，忘了吧忘了忘了

唄，大夢一去人間已是變天，只留人生長恨水長東，而我也還是愛蘇昆。」 

16.

微信公眾號@李偉(上海)「下午看國光劇團的《天上人間 李後主》。這個戲非常符合我

對”現代戲曲”的理解。乍一看來似乎是李後主詞作的京崑大聯唱，實則是李後主和大小

兩周后及政治對手趙匡胤的靈魂對話。再李後主對自己生命歷程的追憶和反思中，他表

達了對娥皇芸英及黎民百姓的愧疚，但對趙匡胤則不卑不亢沒有甘拜下風之感。……這

個戲以意識流、靈魂對話、戲中套戲的方式予以表達，讓人聯想到《哥本哈根》等現代

經典，在構思上是相當現代的。舞台設計簡潔唯美，唱腔身段味道純正，端的是一齣好

戲。」 

17.
上海大劇院微信公眾號推文 
「今天看完李後主，明天還要來看羅漢圖嗎？敗家啊！編劇太棒了，國光路轉粉！」 
「可以來廣州嗎？啊啊啊啊啊啊啊！太美了！」 

 

4/21 十八羅漢圖 

1. 

「昨天的《李後主》月娘有一句「世間萬物，得來艱難散失易，深情摯愛，都只是暫

得於己。」世間大美，總是天殘地缺。但如何開脫？ 
今天的《十八羅漢圖》卻冥冥呼應，願「萬物盡作自在觀」，情感（包括親情）外相

一切都是形式而已，在天地之間存在過、互相珍重過，便能教我們的心找到安頓，安

頓不一定是緊執，可能是不必回頭的放下、或是能夠從容地肯定和找到自己（在畫上

簽名的赫飛鵬）。正正因為我懂得，今生有人常顧念和相知，所以不必執著和再擔心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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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豆瓣@ kostta「國光劇團第二場，十八羅漢圖。音樂太太太好聽了！溫宇航的演技彌

補了嗓音上的不足，前半場的小憨兒好可愛！整體觀感完爆前一場《天上人間李後

主》，雖然對白還是太口語化了，但是事實證明只要本子好，文筆欠缺一點也不是什

麼大問題。四星推薦！」 

3. 
豆瓣@ IVAN 一念「160 分鐘的劇，超出預期。劇情緊湊，劇本安排合理，在我這樣

的外行眼中算唱得很好了；舞美效果也不錯。（唯一的疑惑是師父和徒弟的年齡(´･_･

`)。） 

4. 

微博@不找昨天骨頭的狗_毛毛「國光的劇這幾年裡也只是第二次來滬，上次是伶人

三部曲，這次是水墨風的兩部，真的是值得 all in 的。不光是有魏海敏有溫宇航，重

要的是本子是編排。國光的美，是非常細膩的，上半場師徒二人交替修復古畫時“同

在一室，絕不相見”，師父來到畫室見窗未關，先是以為他“小憨兒，疏略性”，後

來體會到是要為她“留一室朝陽燦然”，這段在師父後一句唱詞出來前，這溫和明亮

的日光打光就已經把氛圍鋪排得到位了。師徒二人繪圖，一在日間一在夜間，一明一

暗，心緒流轉，光隨心動，意隨步轉，又曖昧又端莊。再比如，宇青下山，從水墨雨

點轉到光影雨點，他頂風前行，身形踉蹌，一句不用出，他心中悲苦已經明顯。劇情

上，這部是一章正常時間線，一章敘述過往，交替行進，非常精巧，只是最後一章節，

復仇不成，一面是師徒二人千言萬語無從訴，一面是赫老闆嬌妻獻畫夫妻和諧，協力

廠商蘇老闆報仇不成徒歎奈何的部分，劇本裡有落筆，舞臺上卻被一團熱鬧湮沒，挺

可惜的。」 

5. 

微博@後山向日葵 
「《金鎖記》後喜歡上國光劇團和魏海敏，這個週末連看兩場，《天上人間》和《十八

羅漢圖》，還簽到了名字，很開心新編京劇唱念做打俱佳，舞臺服裝也很贊，每場演

出結束都是持久的掌聲」 

6. 

豆瓣@夜的蘑菇🍄「一流的劇作，二流的舞美，三流的唱功，不是說唱的不動情，而

是京劇太精准，唱得好餘音繞梁三日不絕，唱的不好一點點紕漏都荒腔走板，墨哲城

是今時舊日的烏托邦，羅漢圖是此去經年被喚醒的英雄圖，不止少年圖志，英雄更須

圖治，可惜歷代所求，到頭來都人丁生生滅滅，壯丁卻寥寥寂寂，是為殘筆。」 

7. 

豆瓣@經世濟民君「十八羅漢圖，看上半場草蛇灰線，臺詞極盡嘲諷，覺得這故事一

定和我胃口。下半場把鋪墊一一展開，跌宕起伏，目不暇接。真相揭曉前師太突如其

來的"再看一眼！"完蛋，立刻腦補出一個聖母結局，覺得自己接受不能於是打消了這

個念頭。結果真的給我來個聖母大結局？？？蘇其昌 15 年父仇難報，換做一聲哈哈

哈。宇青 15 年冤屈難平，換來相視一笑。作惡之人害人性命奪人自由，結果夫妻二

人和好如初，相擁劇終。好像有哪裡不對？但師太向佛之人真的是"聖母"啊！邏輯自

恰得我一點辦法都沒有！中場的時候還想著怎麼寫個 repo。看完全場滿腦子只剩最後

的"哈哈哈""相視一笑"和在觀眾席目瞪口呆的自己。我果然是個俗人呐！」 

8. 

@不找昨天骨頭的狗_毛毛「宇青作畫時心緒漸漸平靜那裡，我覺得最後一定是個無

法報仇的結尾了~本來以為至少蘇老闆是最無法解脫的那個，結果他也能“哈哈”拂

袖而去，那……只能說世事混沌，大家難得糊塗吧」 

9. 

豆瓣@克洛蒂爾德「京昆十八羅漢圖創新角度特別，六轉貨郎兒驚豔！詞句在新編戲

中算是優美，語帶禪機，用了幾個不常見的曲牌。論劇情和表現手法是很現代的，但

本源京昆分明可見。團長導賞時說創新是為了讓觀眾走進劇院看到傳統。這也是一個

角度。細想來，創新或許就是傳統和未來的過渡吧！」 

10. 

豆瓣@想對儂講「很好看，臺灣國光劇團的《十八羅漢圖》，臺灣的國學底蘊品味確

實高出一節。有傳承有創新，劇本臺詞處處透出禪機，佈景服裝簡約意象，音樂曲調

融合。可惜市面上給予的宣傳實在太少啦！“隨掃隨生，隨有隨無”，感動，雙眼濕

潤了 」 

11. 
豆瓣@艾 x 琳「一點心事難藏隱，幽情密意在筆鋒」同在一室，卻晝夜輪替互不相見，

筆墨之間幾多遐思。被國光種草了。(種草 : 推薦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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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網評「一直緊盯著螢幕上閃爍的文詞，簡直鬼斧神工，太見功力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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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照片 

 

3/6 電視專訪國光張育華團長側拍畫面 3/6 上海同濟大學講座紀錄 1 

3/6 上海同濟大學講座紀錄 2 3/6 上海同濟大學講座紀錄 3 

3/6 上海國際崑曲聯誼會活動照 1 3/6 上海國際崑曲聯誼會活動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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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上海國際崑曲聯誼會活動照 3 3/7 上海大劇院記者發布會 1 

3/7 上海大劇院記者發布會 1 3/7 上海大劇院記者發布會 2 

3/7 上海大劇院記者發布會 3 3/7 上海大劇院記者發布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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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大師講堂 1 3/7 大師講堂 2 

3/7 大師講堂 3 3/7 大師講堂 4 

3/8 拜訪上海戲曲學院 1 3/8 拜訪上海戲曲學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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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劇院外圍廣告物 1 上海大劇院外圍廣告物 2 

上海大劇院外圍廣告物 3 上海大劇院內部廣告物 1 

上海大劇院內部廣告物 2 上海大劇院內部廣告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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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劇院長廊海報展 1 上海大劇院長廊海報展 2 

上海大劇院長廊海報展 3 上海大劇院長廊海報展 4 

陳主任上海大劇院場館考察 1 陳主任、張團長上海大劇院場館考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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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主任拜會上海大劇院張笑丁總經理 陳主任、張團長至後台鼓勵演員 

 

祭台後陳主任勉勵演員 陳主任、張團長等人與演員合照 

4/20 演前導聆 4/21 演前導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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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演後簽名會 1 4/20 演後簽名會 2 

4/21 演後簽名會 1 4/21 演後簽名會 2 

4/21 演後簽名會 3 4/21 演後簽名會 4 

4/20 開演前觀眾席 觀眾席約 9成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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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陳濟民主任與貴賓合照 4/20 陳濟民主任與貴賓合照 

 
4/20 陳主任與張團長於觀眾席合影 4/20 演後大合照 

前台販售盛況 4/21 演後大合照 

4/22 兩戲劇評會 1 4/22 兩戲劇評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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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兩戲劇評會 3 4/22 兩戲劇評會 4 

4/22 兩戲劇評會 5 4/22 兩戲劇評會 6 

中國婺劇院劇場前廳 1 中國婺劇院劇場前廳 2 

中國婺劇院劇場前廳 3-文創品展示 中國婺劇院劇場前廳 4-茶杯組文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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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婺劇院劇場觀眾席 張團長拜會中國婺劇院王曉平院長 

東陽婺劇院劇場觀眾席 1 東陽婺劇院劇場觀眾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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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體報導與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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