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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初期的國語話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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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初期的國語話劇

Mandarin Drama in Early Postwar Taiwan

徐亞湘*
Ya Hsiang HSU

1947年9月，臺灣劇界前輩王井泉（1905-1965）看了陳大禹（1916-

1 9 8 5）的實驗小劇團臺語組演出《原野》一劇後，曾經有感而發地說：

「這是臺灣文化再生的呼喚，絕不是把自己任人沖洗的解釋，我們必須有

說明自己存在的機會。」（王井泉1947/09/19）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以臺

語演出做為劇人自身存在價值的證明，是彼時臺籍文化人追尋新劇夢的微

小願望，儘管那次演出的是本外省合作的業餘劇團，劇目是祖國劇作家曹

禺（1910-1996）的知名劇作。在走過戰爭期殖民政府對臺灣文化、臺語演

劇的抑制，以及戰後省署時期「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文化施政的臺

籍文化人的心中，因戲劇相關政策的實施阻斷了日治以來新劇強調啟蒙、

教育、社會功能的創作傳統，以及尚且無力運用中文、國語進行戲劇創作

是他們最大的遺憾。1 9 4 5年1 0月，臺灣光復，治權轉換而開啟民國時期

後，國語話劇即成為臺灣現代戲劇發展的主流及推動臺灣劇運的代名詞。

為了讓甫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人能儘早認識祖國的歷史文化、便

利學習中文及國語，話劇於是成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後來的臺灣省政

府，文化施政及文化重建的一環與利器，中國國民黨省黨部及軍方亦積極

地協力推動。從某個角度觀察，這可以說是當時接收臺灣的國民政府，企

圖改造臺灣人重做中國人的慣性思維。當然，其附加價值是提供了來臺外

省官民戲劇創作機會及文化娛樂需求。當時，臺灣的國語話劇主要是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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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臺的軍中演劇隊、職業話劇團、業餘話劇團及校園話劇社團，進行演出

及傳播的。1946年元旦，第一批來臺接收及駐防的陸軍第70軍政治部，假

臺北市中山堂演出三齣獨幕話劇《軍用列車》、《半斤八兩》及《紅色馬

車》。1這是戰後臺灣由軍中話劇團帶來的首次國語話劇演出紀錄。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有1947年7月來臺的國防部新聞局演劇三隊，

演至1950年4月被整編至國防部康樂總隊為止，這是在臺演出時間最長、影

響最大的軍中演劇隊；1947年下半年則有移防臺灣的青年軍205師（後擴編

為31軍）的新青年劇團演出年餘。隨著1949年大陸局勢快速變化，移防來

臺的國軍部隊日漸增多，其中即包括眾多不同演劇背景的外省劇人隨軍來

臺。如下半年已見裝甲兵各單位政工隊、演劇隊及空軍高砲、傘兵、99軍

政工處等軍中話劇團體的演出紀錄，其中成員多人如曹健、錢璐、常楓、

孫越、葛香亭、魏甦等，更成為後來國語話劇、影視知名演員。當時，軍

中演劇隊雖然以到各駐防部隊的勞軍演出為主，但也不時於民間戲院演

出，且演出劇目相對多元，含抗戰劇、歷史劇、喜劇、改譯劇等中國話劇

黃金年代的成果。此面對一般市民演出的國語話劇，之於日後臺灣社會和

藝術所具有的潛在影響，值得我們留意。

戰後初期的四年間，計有新中國劇社、上海觀眾戲劇演出公司旅行劇

團及國立劇專劇團等三個職業話劇團體受邀來臺演出。相較於同時期的軍

中演劇隊、外省業餘話劇團，無論在藝術呈現、演員陣容、製作水準、社

會效益、媒體反應，以及與臺灣劇界交流等面向上，皆有突出的表現與較

深遠的影響。這是中國話劇職業化發展十餘年成果在臺的具體展現。2 

戰後第一個來臺演出的職業話劇團為新中國劇社，它是1941年在桂林

成立的民營劇團，並長期在西南各省演出。1946年下半年，新中國劇社自

昆明復員至上海後，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之邀來臺。自12月

底至隔年3月，它在臺北市中山堂演出魏如晦（1900-1977，阿英）的《鄭

1 70軍政治部駐防臺灣一年兩個月期間（1947年1月調回江蘇徐州），除了有劇宣
隊巡迴公演話劇外，還舉辦國語訓練班及創印《自強旬報》、《自強日報》，
以介紹祖國文化、溝通軍民情感、協助行政設施及促進臺灣建設。

2 中國話劇職業化一般以1933年11月唐槐秋成立的中國旅行劇團為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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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曹禺的《日出》、吳祖光（1917-2003）的《牛郎織女》及歐陽予

倩（1889-1962）的《桃花扇》四齣戲，並於二•二八事件後回返上海（嚴

恭2007; 徐亞湘2017）。四位劇作家俱為中國話劇史上編劇大家，四齣戲

更是各自的代表作。尤其話劇《桃花扇》為歐陽予倩在臺北根據其同名改

良京劇改編而成，並於臺由黃榮燦（1920-1952）的新創造出版社印行單行

本，在中國話劇史上別具意義；1947年10月，由上海苦幹劇團及復員至滬

的重慶中央青年劇社合組之上海觀眾戲劇演出公司，受臺灣糖業公司邀請

來臺巡演，在臺北、臺中、虎尾、臺南等地演出的七個月期間，帶來了楊

村彬（1911-1989）的《清宮外史》、顧一樵（1902-2002）的《岳飛》、

曹禺的《雷雨》、張駿祥（1910-1996）的《萬世師表》及平內羅原著、

洗群改編的《愛》五齣戲。該團演期長、演出場次多、範圍廣，該團演員

崔小萍（1922-2017）、金姬鎦之後亦留臺發展，對臺影響相對大；31948

年10月，又有國立劇專畢業生所組的劇專劇團4受臺灣省政府邀請在臺灣博

覽會活動中演出，11月在臺北市中山堂演出吳祖光的《正氣歌》及黃宗江

（1921-2010）的《大團圓》二劇後，即因國共內戰局勢的變化，不及演出

原先預定的翻譯劇《夜店》即匆匆離臺。

戰後隨著來臺接收、工作、就學的外省人漸多，國語話劇也透過業餘

話劇團傳播開來。當時的業餘話劇團主要以執政黨或政府機構支持，以及

外省劇人自行組織這兩種面貌演出，前者如全臺各地民眾教育館所屬的實

驗劇團、三民主義青年團的青年劇團、臺北市黨部的奮鬥劇團等；後者則

有青藝劇團、實驗小劇團、颱風劇社，以及於民國38年下半年陸續成立的

戡建劇團、成功劇團、業餘實驗劇社、辛果劇團及自由萬歲劇團等。這些

業餘話劇團體或因國語普及、介紹祖國文化、推展劇運、同好集結等不同

因素而演，但劇目的選擇明顯地多以劇作的藝術性為主要考量，如曹禺、

李健吾、洪謨等之嚴肅寫實劇、喜劇等，以及諸多的改譯劇。其中，又以

3 崔小萍在臺活躍於話劇及廣播劇界，1960年代因匪諜案白恐受難近十年，其罪
證之一即是隨共產黨員劉厚生領導之上海觀眾戲劇演出公司來臺並演出附匪劇
作家曹禺之《雷雨》。參見朱德蘭（2001）。

4 一至五屆的團長為焦菊隱、余上沅、楊村彬、張駿祥及黃若每（第一屆畢業
生）（王河1948/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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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藝劇團率先演出曹禺名作《雷雨》（藍明2013）、實驗小劇團與本省劇

人合作演出莫里哀的《守財奴》、曹禺的《原野》及陳大禹的《香蕉香》

等（邱坤良2006），以及奮鬥劇團嘗試演出臺語話劇等最具劇史意義。

至於戰後初期校園中的國語話劇活動，則可見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學

院、臺北女子師範學校、建國中學、北一女中、成功中學、屏東中學、屏

東農校、屏東師範學校等校話劇社團的演出。這些話劇社團的指導老師多

為學校裡的外省籍教師或留臺劇人，如臺灣大學、北一女中話劇社的指導

老師及導演，即為上海觀眾戲劇演出公司旅行劇團的留臺演員崔小萍。國

語話劇在臺灣校園紮根的同時，也對校園中喜愛戲劇的本省籍同學有所刺

激，如就讀於省立臺灣師範學院的嘉義朴子人蔡德本受之影響，即於家鄉

組織青雲劇社以及在校內組織臺語戲劇之友社， 5嘗試以臺語演出《天未

亮》（改編自曹禺的《日出》）以及田漢的《南歸》（林曙光1994）。可

惜，此臺語話劇創作的奮發，因社員多受四六事件及學籍重新登記的影響

而終止。

戰後四年，有超過4 0位中國劇作家的6 0部劇作在臺灣密集演出。這

是五四以迄抗戰之中國話劇傳統在臺灣的集中壓縮展示及橫向移植，也是

戰後臺灣因殖民解放回歸祖國而獨有的現象。此帶有鮮明「彼時彼地」的

演劇特色，雖滿足了臺灣執政機關文化施政的需要，以及在臺外省人的戲

劇熱情及劇運想像，但對祖國文化尚有隔閡，對中文、國語學習尚待熟悉

的「此時此地」的臺灣人而言，則未能留下深刻廣泛的影響，亦即此主要

以外省人為創作及參與主體的國語話劇，對以本省人為主的臺灣社會所能

產生的實質效益是相對有限的。待1949年底，國民政府因內戰失利撤遷來

臺，對「匪戲」 6的全面查禁及僅有少數外省劇人隨國民政府來臺，在話

劇人才及創作皆「荒／慌」的窘境下的「自由中國」話劇，其殘缺、變異

的藝術特性及資源挹注特殊化的現象，使國語話劇在1950年代的臺灣取得

了獨尊的身分。同時，臺灣的商業劇場生態，則有一臺語話劇（新劇）於

5 當時省立臺灣師範學院外省籍學生組有話劇社團戲劇之友社（馬驥伸2 0 1 7 / 
05/24； 2017/05/25）。

6 指具共產黨員身分、左傾、陷匪、附匪及蘇俄劇作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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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平行發展。彼時此「自由中國」話劇與中國話劇傳統複雜的繼承、選

擇、割裂及過渡現象，以及面對驟變的政治局勢又必當為之的文化重整作

為，對後來臺灣的國語話劇發展及戲劇教育，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做為特殊時空下時代文藝一環的國語話劇，在1 9 5 0年代是被國府進

行文藝動員及整編的對象。然而，因兩岸的政治對峙及文化阻隔，無論是

軍中劇隊、公民營劇團、業餘劇社及學校戲劇社團，馬上因政治意識形

態問題而面臨可演劇目大幅縮減的劇本荒現象。面對此頓時無戲可演的

「荒」，當時劇壇採取的權宜之策為更改劇名、隱匿作者姓名的方式偷渡

演出，或出版「陷／附匪」劇作家的創作／翻譯／改譯作品，以為過渡。

之後，雖然有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教育部社會教育推行委員會及臺灣省

政府教育廳等單位，以高額獎金徵集主題正確、反映國策的劇本，確實曾

經短暫出現過劇本創作及出版高度發展的榮景，但是，因為適合演出的劇

本實在太少，1950年代後期國語劇壇所呈現的，倒是這樣的劇本「慌」現

象。不過，嚴格阻絕「陷／附匪」劇作家劇本及演出的結果，也促使新一

批劇作家的應時養成。此時，即有外省籍青年劇作家劉垠（1920-1955，

何歡）、趙琦彬（1929-1992）、張永祥（1929-2021）、徐天榮（1923-

2 0 0 9）等開始創作，以反映社會現實問題的時裝寫實劇如《鼎食之家》

等，為彼時的國語話劇增添出政治以外不同的舞臺景觀。

隨著國府遷臺的二百多萬外省軍民中，包含有一定數量的話劇演員，

並與之前在臺的話劇演員匯流，共同推動起1950年代的國語劇運。當時，

這批來臺的話劇演員，以隨各軍種話劇隊來臺者占最大宗，其中又以裝甲

兵所屬話劇隊為多（邵玉珍2002）。其次，遷臺之中國電影製片廠影劇演

員及上海國泰影業公司來臺拍《阿里山風雲》一片而滯留的影劇演員也為

數不少。他們的戲劇專業背景殊異，有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畢業生7、廣西省

7 國立劇專（校）來臺校友計有第一屆（1935年入學）的賈亦棣、方守謙、董心
銘、吳宜晨（女），第三屆（1937年入學）的喬文彩，第四屆（1938年入學）
的彭行才，第五屆（1 9 3 9年入學）的曾霓俠、梁碧雲（女），第六屆（1 9 4 0
年入學）的崔小萍（女，話劇專科）、陳文泉（高職科），第七屆（1941年入
學）的王生善（高職科），第八屆（1 9 4 2年入學）的林若鋙、雷亨利（高職
科），第九屆（1 9 4 3年入學）的王遠軍（女）、陳永祥（高職科），第十屆

戰後初期的國語話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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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藝術館演員（姚展）、中國萬歲劇團演員（王玨、宗由、井淼、房勉、

古軍、王庭樹、田琛等）、中央青年劇社演員（藍天虹）、中華劇藝社演

員（李影、崔冰）、孩子劇團演員（張茜西）、滿州國職業劇團演員（常

楓、梅冬尼）、滿州映畫協會演員（張冰玉）、中國旅行劇團演員（沙麗

文）、中國戲劇學會演員（陶述）、上海藝術劇團演員（雷鳴）、苦幹劇

團演員（盧碧雲）等，可以說是中國話劇職業化發展及戲劇教育的縮影。

在大時代的洪流中，他們意外地匯聚在臺灣的國語劇壇上，並對之後臺灣

的國語話劇、廣播劇、電影、電視及戲劇教育發展做出貢獻。

整個1950年代，可以說是以黨國權力進行國語話劇重整的年代。它是

建立在服膺於國家意識形態下的文藝政策施行，動員並統整黨政軍所有的

資源及演出場域，並且主要以國策、反共戲劇的劇本創作、出版、演出及

人才培育為手段所建構出來的。若觀察其作品產出及演出聲勢無異是相對

成功的，但通過此近似題材寫作及演出的不斷重複，其高度同質性與風格

化的擬象複製，其實並不符合或滿足於彼時劇人及一般民眾對於臺灣劇運

發展的期待。儘管國家機器與文化霸權全面作用於當時國語話劇的發展，

但是彼時政工幹校（後之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影劇系及國立藝術學校（後

之國立藝專、臺藝大）影劇科的相繼成立，為之後國語話劇的開展儲備了

許多的人才。此外，1956年，國民黨曾經劃撥所屬新世界戲院做為話劇專

門演出場所並舉辦一年多的新世界劇展（羅揚2020），以及隔年可供話劇

演出的國立藝術館（後之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的落成啟用，仍然對受困

於自我封閉空間的1950年代國語話劇，注入了發展的養分及可能。

戰後初期的國語話劇是特定時空的必然，也是形塑臺灣現代戲劇、電

影、電視時代特色及戲劇專業人才養成的基礎。這齣「民國話劇」在臺灣

（1944年入學）的田開烈、羅健卿（話劇科）、張方霞、高前、林偉錚（女，
高前之妻）、陳汝霖、馬擇南（金馬）、楊秀澄（女）、陳林（高職科），第
十一屆（1 9 4 5年入學）的馬驥、金姬鎦、浦靜（女）、劉璞（高職科），第
十二屆（1946年入學）的魏平澳（高職科），第十三屆（1947年入學）的錢通
（專科表演專業）、孫煥（高職部），以及劉碩夫等人。參見《劇專十四年》
編輯小組（1995: 457-466）；賈亦棣、封德屏（1999）；李乃忱（2013）；趙
友培（1975: 479-480）；李皇良（1994: 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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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舞臺上的演出，值得我們站在戲劇史上的高度予以再認識與再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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