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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廣中文古典閱讀，國家圖書館繼民國

100年「讀享經彩：閱讀古人生活美學」、101年

「千古風流人物蘇東坡」、102年「百代存風雅--

唐宋八大家經典導讀講座」。今年秋季講座由特

藏文獻組邀請國立中正大學汪詩珮教授協助，規

劃「抒情與寫意：古典戲曲裡的愛戀與盟約」。

擔任學者包括曾永義教授、王安祈教授、王璦玲

教授、李惠綿教授、林鶴宜教授、汪詩珮教授，

以及林幸慧教授，分別探討楊貴妃戲曲、《玉簪

記》、《嬌紅記》、《桃花扇》、《西廂記》、

《牡丹亭》，以及當代戲曲賞析。為使更多民眾

與學子能瞭解戲曲文學，除於本館舉辦六場次，

另與國立宜蘭大學圖書資訊館、南臺科技大學圖

書館合辦兩場巡迴講座。本次活動不同於過去靜

態演講，其中四場分別邀請國立戲曲學院朱民玲

老師、趙揚強老師、蘭庭榮譽駐團藝術家及國光

劇團溫宇航老師、陳長燕老師、陳美蘭老師、蘭

庭崑劇團音樂統籌蕭本耀老師，以及臺灣豫劇團

張育茂與陳彥如老師擔任示範表演。同時為了解

相關古籍典藏，配合於活動期間假本館四樓展

「抒情與寫意：古典戲曲裡的愛戀與盟約」
系列講座之策劃與迴響

黃文德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編輯

出「抒情與寫意：國家圖書館館藏古典戲曲文學

選」古籍文獻展，展期自8月16日起至104年2月28

日。知識服務組亦在本館閱覽區陳列主題書展與

線上影音專區。整體活動，頗獲佳評。

立秋後的首場，8月16日由中央研究院院士

曾永義教授主講「閒話楊貴妃戲曲」，並邀請國

立戲曲學院朱民玲老師、趙揚強老師示範《楊妃

夢》其中三段。曾院士開場先為本館推動經典閱

讀表達肯定，繼之為系列演講進行導讀。曾院士

演講侃侃而談，時而評論當代古典戲曲的謬誤、

時而解釋漢語中有關戲曲之關鍵辭彙之源流；有

時更剖析歷史人物形像在民間流傳之遞變。他細

數歷代戲曲文學之特點、案例，如信手拈來。其

中曾院士特別點出洪昇《長生殿》之文學地位，

稱讚它是案頭場上兼美，在文學和藝術上都有極

高的成就，可說是傳奇中的經典之作。最後，為

使聽眾能領略戲曲之美，院士以說明其創作之崑

劇《楊妃夢》過程，表達還原歷史人物真貌，活

動並穿插朱民玲老師、趙揚強老師示範《楊妃

夢》其中三段，氣氛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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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永義院士講演

朱民玲、趙揚強老師示範演出

第二場於8月30日舉辦，由國立臺灣大學中國

文學系李惠綿教授主講，「天意注定與人意追尋

的愛情辯證─談《玉簪記》的改編與表演」。在

蘭庭崑劇團王志萍團長協助下，活動並邀請到蘭

庭榮譽駐團藝術家及國光團員溫宇航老師、陳長

燕老師示範《玉簪記》、蘭庭音樂統籌蕭本耀老

師擔任崑笛演出。《玉簪記》是明代文人也是戲

劇家高濂之創作，全劇三十三齣，描述落難千金

陳嬌蓮流落金陵，寄身女貞觀為道姑，取法名妙

常。而書生潘必正應舉落第，因投親至女貞觀，

遂與妙常相識，兩人萌發了愛慕之心，相知相

許。兩人被迫分離後多年，潘必正進士及第，迎

娶妙常返故里，才知父母早年為其訂親之嬌蓮，

即意中人妙常，陳嬌蓮亦與母重逢，閤家團圓，

歸諸天意。這齣好戲，除崑劇外，也有多種地方

戲曲之改編本，包括京劇、川劇、越劇。由於劇

中人物性格鮮明，高濂著意填詞，「摘其字句，

可以唾玉生香。」曲牌旋律優雅動人，歷代伶人

已將其表演形式琢磨至經典的地步，非常受到文

人雅士與一般崑迷的喜愛。2013年，蘭庭崑劇團

歷經三年的籌備，由李惠綿教授劇本整編，打造

這一極富「文人情致」特色的愛情輕喜劇─崑劇

小全本《玉簪記》。本次李老師蒞館除介紹《玉

簪記》的改編過程與蘭庭崑劇團王志萍團長之間

的互動討論，同時也對高濂原作提出新的詮釋觀

點。講演並穿插溫宇航老師以演員觀點，向觀眾

說明如何詮釋潘必正的心境與他對妙常之間的情

感如何蘊釀。最後，由溫宇航、陳長燕老師示範

表演《玉簪記》唱段、蕭本耀老師演奏崑笛。會

場除熱愛戲曲文學之觀眾，另外中國大陸京劇小

生姜（妙香）派重要傳人，同時也是溫宇航老師

之師林懋榮先生亦蒞臨會場。經由李老師深入淺

出的講述，相信現場讀者，不只看見《玉簪記》

之美，也對於李老師與蘭庭崑劇團以生命推動臺

灣精緻戲曲創作更加感動。

李惠綿老師與青年學子合影

「抒情與寫意：古典戲曲裡的愛戀與盟約」之策劃與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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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宇航老師、陳長燕老師示範《玉簪記》

第三場於9月6日舉行，由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

系暨研究所主任林鶴宜教授主講，「心靈書寫，無

盡的愛：《嬌紅記》」。林教授在演講開宗明義指

出，古典傳奇故事鋪陳有特定結構，即「私訂終身

後花園，小人作亂在其間，落難書生中狀元，奉旨

完婚大團圓」。但孟稱舜所寫《嬌紅記》卻能突破

《西廂記》與《牡丹亭》的故事局限，甚至在五十

回結構安排中，玩弄前輩戲劇家的鋪陳，頗有新

意。有鑑於國人對於《嬌紅記》較為陌生，因此在

演講過程中，林教授一方面介紹各齣情節概要，同

時也以解構方式點出本部經典傳奇有趣與跳脫前人

之處。現場聆聽者，不少人表示透過林老師生動而

活潑的介紹，以現代、傳統等互異之角度去接觸閱

讀經典方式，同時也能回顧過去的閱讀經驗，令他

們感到津津有味。

林鶴宜教授講演

第四場於9月27日舉行，邀請王璦玲教授（國

立中山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劇場藝術系教授兼系

主任）主講：「桃花扇底送南朝─《桃花扇》中

的兒女之情與家國記憶」。自孔尚任創作《桃花

扇》以來，近代學者對於此書多有討論。王璦玲

教授在演講中對於這部戲曲名著之作者能融合南

明王朝短暫歷史與戲劇創作，劇情安排真實與虛

構情節交錯，形成一代名著。因此，她從晚明清

初戲曲脈絡與大時代背景下為讀者剖析這部虛實

相互融滲之中國戲曲名著。另外，王教授也特別

介紹本館與美國華盛頓大學圖書館合作數位化，

引介國人能夠一覽《桃花扇》最早之刊印本。最

後，為了讓大眾領略崑曲之美，王璦玲教授還現

場唱一小段《牡丹亭》，讓聽眾十分感動。

王璦玲教授講演

第五場於10月4日舉辦，邀請戲曲研究青年

學者汪詩珮教授（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

授），主講「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 —《西廂

記》的曲折造境」。汪教授為國立清華大學中文

系博士，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曾任國立

中正大學藝文中心主任、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訪問學者。專長為中國古典戲劇及劇場史、現當

代戲曲及劇場改編。尤其關注元雜劇的文學與文

「抒情與寫意：古典戲曲裡的愛戀與盟約」之策劃與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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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明清傳奇與崑劇藝術，以及古典戲劇的域外

研究，並長期觀察、思考國內戲曲 /戲劇演出的

相關課題。曾獲中正大學青年學者獎。研究成果

包括專書《乾嘉時期崑劇藝人在表演藝術上因應

之探討》，以及相關學術論文如〈世變、文人、

隱喻：元雜劇《王粲登樓》的視界〉、〈文心百

變與經典轉化：從《荊釵記》到《比目魚》〉、

〈曲境、畫境、意境：《七里灘》與「富春山居

圖」〉等三十餘篇。學術研究之外，也曾創作劇

本，撰寫劇評及相關散文。在中國戲劇史的發展

脈絡中，王實甫《西廂記》的地位自不待言。這

齣浪漫又高潮迭起的文學作品，不僅承襲傳統戲

曲劇情結構的鋪陳，也另創新局面。誠如金聖嘆

所評，《西廂記》能令千古才人心死。近代學者

對於《西廂記》之研究汗牛充棟，因此，本次講

演汪老師以文本與詮釋變遷為主軸，帶領讀者從

不同角度，或從戲劇發展脈絡，或從時代創新原

則觀察，認識經典。

汪詩珮教授講演

本系列最後一場於10月18日舉行，邀請王安

祈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系暨研究所特聘教

授、國光劇團藝術總監），主講「驚春誰似我─

《牡丹亭》青春意象」，並由國光劇團溫宇航老

師、陳美蘭老師示範（《牡丹亭》之〈驚夢〉、

〈拾畫〉）。主講人王安祈老師曾任國立清華大

學中文系所主任、教授，致力傳統戲曲之學術研

究與創作，曾獲金鼎獎、文藝獎、魁星獎、連獲

四屆文藝金像獎，1988年當選十大傑出女青年。

國科會傑出獎、臺大胡適學術講座。金曲獎最佳

作詞獎， 2005年獲國家文藝獎。自1985年起與郭

小莊、吳興國、魏海敏等著名京劇演員合作，新

編京劇《紅樓夢》、《再生緣》、《孔雀膽》、

《王子復仇記》等。2002年起任國光劇團藝術總

監。王老師幽默風趣，深入淺出地為讀者談《牡

丹亭》的歷史地位，同時帶到明清兩代崑曲的發

展。而溫老師不僅示範演出，同時也以演員身分

解說柳夢梅與杜麗娘相遇之舞蹈、身段。活動結

束後，現場不少觀眾佇留在舞臺前與三位老師合

影，也為本館秋季經典閱讀講座，畫下圓滿句

點。

王安祈教授（中）與曾淑賢館長、俞小明主任，以及溫宇

航、陳美蘭老師合影

溫宇航老師及陳美蘭老師示範表演

「抒情與寫意：古典戲曲裡的愛戀與盟約」之策劃與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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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巡迴講座方面，本館與國立宜蘭大學圖書

資訊館、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分別於103年9月25

日及10月14日舉辦「抒情與寫意：古典戲曲裡的

愛戀與盟約」系列巡迴講座。

9月25日國立宜蘭大學圖書資訊館場次，邀請

汪詩珮教授，主講「月底西廂，夢裏南柯：《西

廂記》的情趣與哀愁」。汪老師不僅協助本館策

劃系列講座，本身也擔任其中兩場次主講。這次

在宜蘭大學演講不僅吸引多位中小學教師蒞臨聽

講，同時也有民眾走入校園參與，真正達到大學

開講，全民閱讀的效益。

10月14日南臺科技大學場次邀請林幸慧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臺灣豫劇團藝術

總監)，主講「當代戲曲：看什麼？怎麼看？」。

本場次於該校N棟文炳館音樂廳舉辦，參與人數近

400人，有些民眾還專程從北部來參加。活動由南

臺科技大學校長戴謙與本館特藏組張圍東博士主

持。演講之前由張圍東博士介紹「國家圖書館特

藏文獻資源」之利用，揭開序幕。緊接著是林幸

慧教授講演。林教授為國立清華大學文學博士，

現任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兼臺灣豫劇團藝

術總監，師從王安祈教授。林教授學術專長為古

典戲曲、近現代戲曲、當代戲曲。她浸淫戲曲

二十餘年，為了準備本次演講，她特別以年輕人

如何認識經典、品味當代如何詮釋古典戲曲，為

論述基礎，生動且活潑地呈現青年學者成熟的觀

點。另外，林老師演講過程中亦穿插國立傳統藝

術中心臺灣豫劇團張育茂與陳彥如老師活潑與優

雅的示範演出，再次撼動人心。

巡迴講座臺南場林幸慧教授與參加師生合影

經由以上老師深入淺出的講述，相信現場讀

者，不只看見中國傳統戲曲之美，也對於戲曲演

員以生命推動臺灣精緻戲曲創作更加感動。

「抒情與寫意：古典戲曲裡的愛戀與盟約」之策劃與迴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