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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光劇團受香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之邀請演出新編《繡襦夢》及《牡丹亭》選段，

本團 30 人於 113 年 11 月 17-24 期間出訪香港執行演出工作，於 113 年 11 月 22、23 日

假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大劇院進行 2 場售票演出。 

  演出前，劇團業已於 113 年 10 月 1 日至 6 日期間赴香港進行密集推廣與宣傳。該

趟宣傳行程中，張團長育華率領主演及行政製作群進行了 2 場媒體專訪、5 場講座、3

場工作坊及 2 場拜會交流，積極培養及拓展觀眾群，對票房提升有明顯的成效。 

演出期間， 2 場公演票房成績亮麗，觀眾對於傳統戲曲能透過舞台、燈光、音樂

等設計，賦予新意象都給予了正面評價，摒息讚歎這作品跨文化融合之美、令人驚豔，

紛紛表示很感動參與了這一場難得的香港演藝活動盛事。睽違五年再度於香港演出，

臺灣國光的製演品牌形象又再踏出堅實的一步。 

 

各界評論摘取重點: 

 藝術當下吳宛怡：「國光劇團與橫濱能樂堂共同製作《繡襦夢》是一齣大膽又具

有想像力的實驗作品」 

 中國曲藝協會理事李少恩博士：「你們把不同的語言放在一起，這個是很大膽的

想法，你們的嘗試很有意思。」 

 香港教育大學戲曲與非遺傳承中心總監梁寶華教授：「這齣戲將崑劇與能劇放在

一起，非常和諧，且無論音樂或語言都融合得非常好，很好的嘗試，很突破的一

個做法。」 

 奧地利戲劇構作雷思遠教授：「這演出真是太棒了，運用日本元素與崑曲藝術，

真是美得讓人屏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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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演出目的 
 

  本案為香港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第三度邀請國光劇團，原訂於 2021 年 11 月 5-6

日演出，但因疫情影響延後至 2024 年 11 月 22-23 日辦理。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特別

安排將本次演出納入「西九演藝呈獻」24/25 系列重點節目之一，強化行銷宣傳。24/25

季度之整體節目呈獻 4 個大型旗艦表演藝術節、重量級演出以及連串創新實驗作品，

匯聚本地、內地及海外的知名及新晉藝術家和藝術團體，上演合共 50 多個節目、超

過 600 場精彩紛呈的活動，涵蓋戲曲、音樂、劇場、舞蹈、教育及拓展等多個範疇。 

香港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場館自 2019 年開幕以來，已成為香港演出重要新地標，

曾邀請國光劇團《賣鬼狂想》2016 年試營運演出以及《孝莊與多爾袞》2019 年開幕

系列，國光之「京劇新美學」口碑，多年來已於香港奠定藝術精品之品牌形象，並展

現臺灣傳統戲曲多元面貌與豐沛創作能量。臺港戲曲中心因戲曲共鳴，締結深厚的文

化交流與友好關係，已達兩地深度交流之默契，並帶動戲曲永續發展。 

本團藝術總監王安祈老師特別策劃經典折子戲《牡丹亭．驚夢、尋夢》與新編實

驗崑劇《繡襦夢》呈獻，演出第一節為傳統經典折子《牡丹亭》之〈驚夢〉、〈尋夢〉，

特別安排資深崑曲表演藝術家溫宇航帶領臺灣目前最年輕耀眼的崑曲演員新秀謝樂

共同演出，分享臺灣國光傳承培育崑曲青年人才的亮麗成果；下半場則是新編實驗崑

劇《繡襦夢》，臺日共製結合崑曲及日本邦樂的實驗作品，一次呈現崑劇傳統經典和

創新戲碼，引領觀眾探索戲曲藝術未來。 

    睽違五年未到香港演出，在面臨兩岸時空環境及疫情衝擊之巨大變化之後，戲曲

觀眾流失很多，拓展觀眾群、持續累積臺灣國光的文化品牌知名度與能見度以及維繫

香港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深厚交流之情誼，是國光此行演出最重要的目標。另外，也

期待臺日共製經典作品《繡襦夢》能透過此次香江的演出成功經驗，未來能再受邀赴

世界各地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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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執行過程與成果簡述 

一、 前置宣傳行程 (10/1—6) 

日   期 行程／工作內容 

10/01(二) 
10:20-12:10 長榮 BR867 赴香港 

14:00-18:00 與西九工作會議 

10/02(三) 
09:00-12:00 紙媒聯訪 

13:30-17:30 香港科技大學講座  

10/03(四) 
09:00-12:00 崑曲教學工作坊 I-「茶館新星劇團團員」 

13:30-17:30 崑曲教學工作坊 II-「茶館新星劇團團員」 

10/04(五) 

08:30-12:00 嶺南大學講座 

12:00-14:30 拜會著名學者鄭培凱教授  

14:30-16:30 文化者媒體專訪 

17:30-21:30 
香港西九文區戲曲中心排練室 

【崑曲‧夢-國光劇團崑曲身段入門工作坊】 

10/05(六) 

09:30-13:30 拜會普廣精舍交流推廣  

13:30-17:30 
香港銅鑼灣誠品講座 

【驚夢．尋夢．繡襦夢－崑曲音樂沙龍】 

10/06(日) 

09:30-13:30 演講廳場佈及測試走位 

13:30-17:30 
香港西九文區戲曲中心演講廳 

【當崑曲與能劇相遇－新編《繡襦夢》創作分享會】 

19:40-21:40 返台 / 長榮 BR 872 

前置宣傳期共安排有 2 場媒體專訪、2 場校園講座、1 場崑曲入門工作坊、1 場崑曲音

樂沙龍、1 場創作分享會及 2 場拜會交流，還特別安排溫宇航、劉珈后兩位主演為指導

香港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茶館新星劇團團員所進行的 2 場崑曲教學工作坊。講座觸及

觀眾總人數約 400 人，甚至有觀眾特地遠從台灣及大陸福州前來參與，執行推動明顯

有效助益於票房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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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演出行程 (11/17—24) 

日   期  行程／工作內容 備  註 

11/17(日) 

12:35-14:35  BR869 桃園機場-香港(第一批)) 林雅惠、何任洋、 

謝健民、李思明 
張庭儒、王嘉明 

王天宏等技術及導

演和燈光設計 7 人 

14:35-22:35 
技術會議/劇場佈景舞台進場 

香港戲曲中心大劇院 

11/18(一) 09:00-22:00  技術人員卸車/裝台 

林雅惠、何任洋、 

謝健民、李思明 

張庭儒 

11/19(二) 

09:00-22:00  技術人員香港裝台 

大團 18人及日本藝

術家 5人抵達 

07:10-10:10 大團集合赴機場/劃位/候機(第二批) 

10:10-12:10 BR867 桃園機場-香港 

12:10-22:00 下午及晚上排練室排練/媒體訪談 

11/20(三) 

09:00-22:00 技術人員裝台 

 09:00-19:30 團員早上及下午排練室排練 

19:30-22:00 晚上技排/會議討論 

11/21(四) 09:00-22:00 
早上走位試音/下午彩排 

晚上技術調整 
 

11/22(五) 
09:00-19:30 

技術測試、調整及確認 

 團員排練、走位、試音 

19:30-22:00  《驚夢、尋夢》《繡襦夢》演出 

11/23(六) 

09:00-14:30 進場準備、技術測試、化妝 

 14:30-17:00 《驚夢、尋夢》《繡襦夢》演出 

17:00-22:00 撤場、拆台 

11/24(日) 

09:30-13:30 交流工作坊 I-「茶館新星劇團」   

張育華、黃馨瑩、

溫宇航、劉珈后、

何渘澐、余翡苓等 6

人執行教學工作坊

II，晚班機回 

13:30-15:30 教學工作坊 II-「茶館新星劇團」 

15:30-17:30 BR870 香港-桃園機場 

17:35-19:35 BR856 香港-桃園機場 

本次演出期間共安排有 2 場演出、1 場媒體拍攝訪談及第二階段的「茶館新星劇團」教

學工作坊。觀眾都給予熱烈支持，對於傳統戲曲能透過舞台、燈光、音樂等設計，賦予

新意象都給予了正面評價，觀眾們摒息讚歎這作品跨文化融合之美、令人驚豔，很感

動參與了這一場難得的香港演藝活動盛事，臺灣國光品牌又贏得了一場漂亮勝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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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出國人員名單 

 前置期宣傳期名單(10/1-6) 

職務 人數 人員 

宣傳 6 張育華(領隊)、温宇航、劉珈后、何柔澐、余翡苓、蕭文華 

 

 演出期名單(11/17-24) 

11月 17日至 24 日(第一批)：林雅惠、何任洋、謝健民、李思明、張庭儒、王嘉明、王天宏 

11月 19日至 24 日(第二批)：大團 18人+日本藝術家 5人 

職務 人數 人員 

行政 4 張育華(領隊)、黃馨瑩、余翡苓、李瓊美 

技術 5 
團員：林雅惠、何任洋、謝健民、李思明 

勞務承攬：張庭儒 

演員 5 温宇航、劉珈后、謝樂、劉祐昌、黃家成 

樂師 6 陳珮茜、孫連翹、許鈞炫、潘品渝、何柔澐、李承霖 

日方 5 
外聘人員：日本藝術家 

中村雅之、鈴木淳雄、髙野修、髙野秀子、中川貴史 

製作 2 外聘人員：王嘉明(導演)、王天宏(燈光設計) 

字幕 1 黃琦 

箱管 2 張美芳、華智暘 

總計   30 人 (含 8 位勞務承攬及外聘人員) 

 

 

參、 演出活動心得 

疫後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與國光劇團、日本音樂家的演出檔期滿滿 ，臺、港、日

三方合作單位協調時間困難重重一再延後，促成 2024 年在香港演出著實不易，難能可

貴，西九文化區表演藝術主管（戲曲） 鍾珍珍老師歷經五年的邀約終於實現，這要多

歸功於臺、港、日三方合作單位有志一同為傳統與創新共融及展現所秉持的堅持與努

力，而這作品相隔六年再演出，精湛的演藝仍能保有它的雅緻文化底蘊並不斷推陳出

新，臺日雙方藝術家及創作群們的專業實力相當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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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 2024 年香港的演出績效，本團張團長育華率領同仁共五位先遣部隊，特別

提前於 2023 年 11 月出訪執行第一階段「赴香港拓展演出合作與前期籌備計畫」，以增

進當地藝文生態了解，並維繫鞏固及連結香港藝文界資源及友誼，掌握相關媒體宣傳

合作，為助益未來演出影響力及能見度。此外，更進一步與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製作

團隊共同規劃第二階段 2024 年 10 月 1-6 日國光赴港宣傳活動，由製作人張育華團長

與主演溫宇航、劉珈后、崑笛樂師何柔澐、國際演出行政余翡苓及媒體宣傳蕭文華等 6

名宣傳團隊進行密集演前宣傳，於香港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舉辦創作分享會及工作坊、

安排電台及雜誌聯訪及赴香港科技大學及嶺南大學校園推廣。 

此次演出，主辦策劃的西九團隊，透過各項媒宣物推動，讓整座戲曲中心的週遭

視線都沈浸在《繡襦夢》主視覺之美裡。歷經多年的努力，2024 年香港西九文化區戲

曲中心大劇院的幕終於為《繡襦夢》開啟，根據票房及講座人數統計，共約 1500 人次

參加或觀賞國光的演出，觀眾席雲集了來自香港藝文界、學界等重要人士，包括香港

文化教父榮念曾、崑曲表演藝術家邢金沙、香港藝術節總監蘇國雲、香港教育大學戲

曲與非遺傳承中心總監梁寶華教授、中國曲藝協會理事李少恩博士及香港演藝學院的

教授們等，更有遠道從臺灣特地前來觀賞的國光粉絲群、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許

峻郎、陳怡蓁執行長帶領的趨勢教育基金會團隊等，研華文教基金會也協助大力推動

香港在地新觀眾前來共享藝術盛會。 

國光更進一步創新的跨文化臺日合作的作品呈現，引領香港觀眾更高度的關注與

好奇，觀眾們被《繡襦夢》中崑曲與能劇融合所深深感動還有觀眾完場時帶淚離開，

這是國光劇團以傳統戲曲融會、試驗及突破的絕佳體現。從特別設計的服裝到舞台技

術設計，每個細節都散發出無限魅力。國光作品於香江獲得讚譽，國光藝術家於香江

贏得掌聲，國光新秀於香江嶄露頭角，甚至國光票房也衝上不錯的成績，為臺灣國光

的製演品牌形象又再踏出堅實的一步。 

除了呈現國光的演出外，於 10 月宣傳及 11 月演出赴港期間，在張育華團長的帶

領及西九文化區表演藝術主管（戲曲） 鍾珍珍老師持續推動之下，還特別安排溫宇航

老師及劉珈后老師親自指導戲曲中心茶館新星劇團的粵劇年輕演員學習崑曲《亭會》

的唱腔與身段詮釋，為傳承戲曲藝術文化之人才培育進行紮根，以《繡襦夢》臺日跨

文化合作的經驗，引領與啟發年輕演員勇於跨域探索，國光與西九展開更深層次的文

化對話，期許未來能有更多的合作機會，能延續十年前的初衷，發展多樣的交流計畫，

西九更邀請國光劇團能帶繼續更多優秀的演出作品到香港，促成兩地更多互相觀摩學

習或共同創作全新作品的可能。 

本次演出為三方合作單位奠定了更深厚的情誼，並互許更多未來文化交流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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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檢討與建議 

一、 與國際重要場館維繫友好合作關係，可助益演出效能 

香港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和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都是當地最重要的指標性場館，

擁有優質的演出製作能力與行政資源。兩地場館皆多次邀請國光，藉由多次的合作已

建立起深厚情誼與工作默契，更重要的也帶動彼此互相交流與成長，有共同的目標要

為傳統戲曲的創新發展及開拓年輕觀眾而努力。建議持續的經營與發展結盟合作關係，

將大力助益亞太地區華人戲曲文化的未來發展。 

二、 持續跨域、跨文化交流，提升戲曲藝術環境發展 

從 2016 年與香港進念二十合作《關公在劇場》融合數位媒體影像、2018 年臺日共

製新編《繡襦夢》之崑曲與日本傳統音樂跨文化合作、2019 年與新加坡湘靈音樂社共

製南音與京劇對話的《費特兒》、2019 年與香港管弦樂團共譜京劇交響樂《快雪時晴》、

2021 年與墨西哥劇作家合作電音版《極西之地有個費等兒》到目前 2023-2025 年進行

中的臺法國際合作製演之科藝共融《公主與她的魔法扇》，持續的傳統融合創新與探索，

不僅是為了展示國光劇團的製演品牌實力，更是為了提升戲曲從業者的未來想像與追

求，以促進整體戲曲環境的當代發展。建議國光製演品牌不斷創新、探索戲曲未來的

使命能堅持下去，成為影響力，並得到各界的支持與肯定。 

 

伍、 附件 

一、 媒體報導 

項

次 
日期 資料來源 標題/內容 

1 113/10/29 橙新聞 
結合崑曲與能劇的大膽美學創新 實驗崑劇

《繡襦夢》十一月登西九戲台 

2 113/10/31 文化者 
台日跨界聯創新編《繡襦夢》 海外首站赴

港 為崑曲注入時代精神 

3 113/11/02 香港文匯報 新編《繡襦夢》 昆曲與能劇的美妙碰撞 

4 113/11/22 藝術當下 
異曲同臺、結無限界：專訪《繡襦夢》製

作團隊──談崑曲與日本傳統藝術的跨界結合 

5 113/11/22 信報財經月刋 
異曲同臺、結無限界：專訪《繡襦夢》製

作團隊──談崑曲與日本傳統藝術的跨界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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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報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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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報導（2）： 

 

 

 

 

 

 

 

 

 

 

 

 

 

 

 

 

 

 

 

 

 

 

 

 

 

 

 

 

 



11 

● 媒體報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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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報導（4）： 

 

 

● 媒體報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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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演後評論 

露出媒體 評論者 標題 節選 

國際演藝評論家

協會（香港分

會）IATC 

何慧真 

幽靈說夢—

—記國光劇

團《牡丹

亭》及新編

《繡襦夢》 

全劇開首，「唄方」和「三味線方」優雅端莊

地坐於舞台中央近天幕位置，由長唄吟唱者

先開始敘述故事，情感真摯，粗糙的聲音質感

像磁石般吸引著觀眾。日本三味線本來與中

國三弦琴同源，今次以樂相會，琴音和諧。三

味線樂師時而兜搭拍和，樂風清雅，自由跳

脫，在崑劇優美典雅的音樂懷抱中，勾勒出清

雅深邃的音樂線條 。 

  

飾演鄭元和的温宇航演出極具感染力，表演

情緒酣暢淋漓，動或不動都散發出個人成熟

耐看的風致華彩 。他在雪地中被「嚴親」（亦

為他本人分飾）抽打一場，穿上足袋，活用折

扇，結合日本舞踊平踏步的步法，力度準確，

崑味中滲透和風；後來他和長唄演唱者有段

聲音重疊的對答，一字一句，情感澎湃，令觀

眾屏氣凝神。 

藝術當下 吳宛怡 

抒情與浮世

的共融:

《繡襦夢》

裡的崑曲與

日本傳統藝

能的碰撞 

 

國光劇團與橫濱能樂堂共同製作《繡襦夢》是

一齣大膽又具有想像力的實驗作品，呈現了

以崑曲為基底，實驗性地加入日本傳統藝能

的元素的碰撞成果。《繡襦夢》是一齣現代崑

曲抒情之作，「情」在元和回憶與亞仙曾擁有

過的愛情以及父子親情的糾葛裡，也在演員

與操偶師的精密身體表現裡，更在悠揚的崑

曲旋律與清亮又染著悲傷音色的三味線曲調

裡，也在演出團隊彼此砥礪、包容差異的溫柔

演出裡，如此之「情」，或許需要時間琢磨品

味，可絕對值得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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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觀眾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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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照片 

● 前置宣傳期照片(10/1-6) 

10/2 上午-香港紙媒聯訪 

  

10/2 香港紙媒(明報、文匯報及戲曲之旅等)交流踴躍 10/2 聯訪後與西九主管鍾珍珍(中)合影) 

  

10/2 下午-香港科技大學講座@圖書館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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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上午-崑曲教學工作坊 I – 唱腔指導 

  

10/3 下午-崑曲教學工作坊 II – 身段指導 

  

10/4 上午-香港嶺南大學講座@黑盒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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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中午-與知名文化界學者鄭培凱教授交流崑曲推廣意見 

  

10/4 下午-香港媒體文化者專訪 

  

10/4 晚上-香港西九文區戲曲中心排練室【崑曲‧夢-國光劇團崑曲身段入門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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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上午-拜會普廣精舍交流推廣 

  

10/5 下午-香港銅鑼灣誠品講座【驚夢．尋夢．繡襦夢－崑曲音樂沙龍】 

結束後與嶺南大學李小良教授(左二)、藝術當下主編林萬儀(右二)及香港教育大學講師陳苡霖(左一)合影 

  

10/6 下午 -香港西九文區戲曲中心演講廳【當崑曲與能劇相遇－新編《繡襦夢》創作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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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期照片(11/17-24) 

11/17&11/19 日-臺日 30 人團隊分三梯次陸續抵達香港 

 

  

 

西九文化區表演藝術主管（戲曲） 鍾珍珍老師(左四)親自在飯店大廳接待團隊 

 

香港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繡襦夢》主視覺宣傳物四處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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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 台日藝術家於排練室進行整合排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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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 香港藝術當下媒體拍攝及訪談 

  

11/20 技排 

  

11/21 正式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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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23 精彩演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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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後團隊合影留念 

 

踴躍蒞臨觀賞的香港觀眾 

  

與崑曲表演藝術家邢金沙(右二)合影 與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許峻郎(右一)合影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 

（香港分會）主席張秉權博士 
香港藝術節蘇國雲總監 香港「文化教父」榮念曾 

趨勢教育基金會 

陳怡蓁執行長(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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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趨勢教育基金會團隊特地前來支持 與香港普廣精舍貴賓合影 

  
與西九文化區邀請貴賓合影 與梁寶華及李少恩博士合影 

  
與日本中村雅之總監及香港八和會館鄭詠梅理事合影 與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委員合影 

  

臺灣粉絲團 



25 

 

11/24 茶館新星劇團團員-教學工作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