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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國內大學交換‐交流心得分享 

姓名：顧振輝 

清華系所：台灣文學研究所 

交流學校：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交流系所：戲劇學系 

交流學期：106學年度第一學期 

心得分享(可針對學校環境、課程等描述，如有照片請先壓縮)： 

台北藝術大學位於台北市北投區關渡的一條山坡上，主要的教學行政場所

都依坡而建。樹林濃密，環境優美。同時又能俯瞰整個台北市，位置相當獨特。

但上下課，往來課堂與宿舍間，都不斷地在上坡下坡。雖然有定時的班車，但

還是頗有奔波之苦。因為我在開學前，不慎足部骨折。開學後在近一個月的時

間裡都需要以輪椅行動。而戲劇學系就在山坡下面，接近校門口的位置。宿舍

又在上坡再上坡的研究生宿舍。每次行程都約有 1.5公里，上下海拔近 50公

尺。故而上學回宿舍還是十分辛苦。 

所幸該校允許學生機車通行，這就使得學生上下學可以稍微輕鬆一些。這

是同樣宿舍位於山坡上，部分院系在另一座山坡上的清大值得參考的政策。另

外，該校鼓勵電動自行車通行，電動自行車可以不用付費就能進入校園。學生

也能免費申請研究生宿舍地下停車位。在我能夠慢慢步行時，就去購買了一台

電動自行車，這就大大方便了我上下課的負擔，也有利於我患足的恢復。 

我交換的院系是戲劇學系。身為清大臺文所博士班的學生，我只需修 6學

分就可以到達所上學生修課的要求。所以，我就選修了“議題研究與方法”的

以及“中國戲劇劇場史專題”課程。由於來臺文所讀博前，我分別就讀于中央

戲劇學院與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史論是我的專長。能到台灣數一數二的戲

劇科系中學習，可謂是如魚得水。收穫滿滿。 

議題研究與方法這門課主要是教你怎樣寫論文，但老師也提供了不少的西

方哲學家的思想脈絡，這也打開了我的研究思路。中國戲劇劇場史專題是由徐

亞湘教授開設的課程。徐老師的風度讓我直接聯想起了民國時期的那些戲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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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課程也以戲曲話劇“整體觀”的思路去理解中國近現代戲劇史。同學們在

課上的討論交流碰撞，也令我收穫不小。 

同時，我也看了戲劇學系的畢業演出《凡尼亞舅舅》，這是一部契訶夫的

著名劇作。該劇是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 2017 年秋季公演的劇碼。早在 1994

年，契訶夫的名作《凡尼亞舅舅》就曾在該校上演。據該劇的演出說明書介紹，

那時坐在台下觀劇的朱宏章尚未入學，23 年後，他在中戲表演系拿到了博士

學位，現任該校藝術創作所副教授，帶著這群大三、大四，碩一、碩二的學生，

將這部經典劇作搬上了舞臺。 

 我自九月作為交換生來到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以來，第一次進到該校的

劇院。觀劇伊始，筆者就有一種源自臺詞表達上的不適應。對演員們使用充滿

在地生活氣息的臺灣國語來表現臺詞，讓筆者在觀劇伊始有些難以進入劇情。

看著演員們身著俄式的裝扮，在西式古典傢俱間行動時，用著濃重的臺灣國

語，對於一個大陸人來看，實在是很跳戲。現在想來，一來舞臺上的演員，並

非全部是表演專業出身。有的研究生在本科學到也不是與戲劇有關的專業。到

了研究生階段，自然在部分表演的功底上會有所欠缺。生活化的臺詞表達，有

時也會有發聲含混不清，聲音較低的感覺。二來應該也是和筆者學習觀劇的經

驗有關。在看慣北京、上海等地專業院校或院團以一種非生活化的，帶有時而

過分用力的“譯製片”腔調來進行臺詞表達後。對此習焉不察。臺灣對於戲劇

表演者在臺詞方面的培訓似乎有著不同的體系與方法，當我作為一個外來者，

第一次在學院裡直面這類不同培養方法及表達方式的臺詞呈現時，這樣的不適

應的感覺自然是難免的。 

好在筆者在臺灣已經有了一年多的學習生活的經驗，隨著劇情的推展，在

逐漸適應臺灣學生演員的口音後，逐漸感覺到該劇導演對於契訶夫劇作的準確

把握。契訶夫的劇作通常都是讓平常的生活自然流淌於舞臺上，在習以為常的

生活潛流中去尋找的人生點滴的悲喜與無奈。契訶夫的劇作之所以偉大，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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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一種既有俄國特色，而又有一種人類普世情懷於其中。北藝大的學生們用

他們日常的生活的對話，亦能將平淡生活中的人生悲喜以一種在地的，更能為

臺灣民眾接受的方式呈現出來。雖然，難免因為人生閱歷的缺乏而稍顯幼稚，

然而，契訶夫是俄羅斯的，更是全世界。所以這也何嘗不是一種值得肯定的詮

釋方式呢？ 

與演員的表演相比，此次演出更值得稱道的是該劇的舞臺設計。在演出尚

未開始時，整個舞臺就靜靜地展現在陸續進場就坐的觀眾面前。舞臺的台口及

台底各設有兩條弧形“沙道”。這兩條沙道在舞臺中央分隔出一個橢圓形的演

出空間。舞臺設計者將白色的細沙鋪填其中，靠近觀眾一側的沙道較平，靠近

台底一側的沙道則有一道較高的坡度。兩條沙道都通向兩側側幕上下場的地方

在舞臺的兩側，各豎立著兩棵高高的白樺樹樹幹的模型。台底的幕布上則畫著

藍色的天空並點綴著兩三朵白雲。 

這樣的舞臺設計就很巧思，首先，這樣的設計符合劇中所設定的空間環

境——俄國鄉村。在當時，這樣的道路是俄國鄉村最為普遍的道路形式。其次，

由於其特殊的色澤與材質，在與燈光的配合下，能產生符合劇作風格特色的光

影效果。在某些換場的時刻，舞臺的其他燈光全滅，頂光以緩慢的速度變暗或

變亮時，舞臺其他空間慢慢消失在觀眾視野裡，舞臺完全變暗，或剛變亮時沙

道會是最後一個消失或第一個出現在觀眾視野中的舞臺佈景。就是在這燈光轉

變的幾秒間，正是觀眾將注意力從人物身上轉移到舞臺上的時候。這兩條弧形

蜿蜒，而又幾乎貫穿的全場的沙道，幾道人物上下場時留下的腳印在光影轉換

間得以凸顯。正是這樣的變幻凸顯出一種與劇情主旨相一致的詩意。同時，導

演在每一幕開始及結尾時，都會安排一位元俄國農人的角色，以緩慢的步伐，

用一把木質且等寬于沙道的平沙耙，在暗淡的燈花與時而安靜時而悠揚的背景

音樂中，緩緩地將沙道上的腳印一一抹平。 

這樣的舞臺呈現，就孕育昇華出一種詩意。這條沙道便不再是一條物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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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走通道，而是一條時光的隧道。在歷史的長河中，多少人的喜怒哀樂、悲

歡離合，往往就如滄海一粟般渺小而不為人所知。他們的命運浮沉往往被淹沒

在在大的歷史洪流之中，而這樣的身世浮沉，又是建立在看似平淡無奇的日常

生活之中，翕忽而逝。對他們而言，一切都曾發生過，一切又好像都不曾發生

過。 

再者，作為劇中人物出場、離場的重要通道，劇中人物通過沙道上下場時，

會隨著劇情、人物性格以及狀態上的變化而會伴隨著或快或慢，或穩健、或輕

快、或蹣跚的步伐，都會在沙道上產生不同的音效。這就在聽覺上幫助了人物

與情境的塑造。 

在這裡，最值得稱道的是，李文媛所扮演的桑尼亞在劇中發現醫生情感真

相後的那個處理。桑尼亞當時正原本以一個較為輕快的步伐從沙道走向舞臺中

央的表演區，就在正要走完沙道，在無意間瞭解事件真相後。桑尼亞在行進的

瞬間站住了，但由於慣性，她步伐帶起了一大把沙子灑到了中間的表演區。沙

子落在木質的舞臺地板上時產生了一片細緻而綿密的沙沙聲。之後，場上演員

又保持了兩三秒的靜場。真是此時無聲勝有聲。在那一個令桑尼亞心碎的時

刻，契訶夫在劇本中並沒有安排任何劇烈的動作，一切都在不言中。在這個瞬

間裡，演員這樣的行動無疑是一個神來之筆。人物突然僵直的身體，哀戚而又

盡力壓抑掩藏神情，再加上一片沙子刷刷的落地聲。正好構建起一個絕妙的戲

劇情境，人物的發現與情節突轉的戲劇性都在這個片刻實現。同時也透過整個

舞臺象徵了人物的心理活動。幾秒鐘的靜場，更是將契訶夫劇作引而不發，恬

淡悠遠的風格展現得淋漓盡致。這一場景呈現是舞臺設計、導演調度、演員動

作以及劇作本身在那一刹那的完美融合。對於這樣可遇不可求的瞬間，若再早

年前的戲曲舞臺上，想必會有全場的喝彩。 

然而，在舞臺幕布上的處理，舞臺設計則顯得有些呆板。僅僅一片暗藍色

及幾片雲的幕布還不能凸顯出全劇的意境。如果能參考上海話劇藝術中前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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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出的《萬尼亞舅舅》處理。在換場的間隙通過投影將日暮下隨風搖曳的廣

袤森林的景象動態地投射到幕布上，並配以伴樹林婆娑及鳥啼雁鳴的聲效。這

樣的舞臺呈現效果，想必會與沙道所產生的舞臺效果相得益彰，更上層樓。 

總的來說，該劇導演還是四平八穩地將契訶夫劇作的特色表現了出來。沉

鬱遼闊的，俄羅斯漸次蕭瑟的秋日氛圍，人物在艱困中覺醒後的無奈與麻木，

都在該劇的舞臺上一一呈現。導演畢竟有著中戲求學的經歷。整場演出令人感

覺也是漸入佳境，筆者在觀劇的某些瞬間也感覺仿佛又回到了大學本科時代。

那些年，一切都似曾發生，一切又好像未曾發生。 

學期的最後，戲劇學系還組織了期末的報告會。研究生同學可以提出自己

的論文大綱或全文，所有老師都會出席幫你三堂會審、集思廣益。我覺得這是

一個極好的學習機會。我的發表也獲得了老師們的肯定，並收穫了許多有益的

意見與建議，為我未來的博士論文打開了新的思路。 

以上便是我的這一學期在台北藝術大學交換的心得。若不是博士學程之緊

張，我願多交換幾個學期，以加強我在戲劇領域的專業水平。我熱切地希望清

大日後也能像台大一樣開始戲劇學系，以進一步豐富學校的科系設置，也進一

步繁榮台灣的戲劇演出與研究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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