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 X 第七劇場 X 三重縣綜合文化中心 

「手札解剖室」成果報告書 

 

 

  



2 

計畫摘要 

 

2016-2018 年，由台灣「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日本「第七劇場」與「三重縣綜

合文化中心」共同發起的交換手札計畫，在長達三年的合作過程中，透過製作人與場

館藝術總監、導演、演員與技術人員的深度交流，開創了台日共製作品的可能性。並

成為首度受邀於東京藝術節、金澤 21 世紀美術館等指標性劇場演出的台灣表演藝術

作品。而在三年的計畫後，兩團並未中斷想法上的交流，而是持續綿密的思考著如何

將既有的成果轉化為可共享的資源，並且往前邁進尋找更多可能性。 

 

因應著疫情的限制，實體上的移動變得遙不可及，但我們發現更多台日藝術家嘗試在

這段時間養精蓄銳，累積能量等待著未來合作的可能。因此，由莎妹劇團發起，與第

七劇場團長鳴海康平、三重縣綜合文化中心副館長松浦茂之歷經數次線上會議後，三

方希望能藉由此次計畫分享三年交換手札計畫所連結的國際網絡，並從中思考兩團下

一步國際交流的可能性。 

 

2020 年透過本次國際交流超疫計畫所執行之「手札解剖室」，由莎妹劇團、第七劇

場、三重縣文化中心共同發起，規劃兩大部分：三年國際交流計畫雙語網頁上線、台

日作品推薦交流，以下就兩計畫內容進行說明： 

 

◆ 三年國際交流計畫雙語網頁上線 

將「交換手札」三年的國際合作之作品成果與經驗，翻譯為中日文，以提供對台日國

際合作有興趣之團隊參考，同時也建立專屬網站，增加三年來三部作品的曝光度與成

效。網站包含的內容架構，有下列四項，三年演出計畫之作品與劇照、演出相關劇

評、演出場館與藝術節中日文介紹、參與人員及觀眾之三年心得訪問。透過此網頁的

上線，能夠不受疫情的影響，持續的進行國際交流的活動，將過往所獲取的寶貴經

驗，與台日兩方的表演藝術界分享，進行線上的國際交流。 

 

◆ 台日作品推薦交流會 

交換手札三年計畫僅由兩位導演或是兩組劇團共同製作交流，經過三年來實體的參訪

空間、與策展人對話，以及與觀眾的互動過程中，由台日兩方依此交流過程的感受與

經驗，各自推薦四組藝術家，並將其劇團介紹與作品於線上公開，同時由兩方製作團

隊邀請台日場館策展人進行線上媒合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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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實施成果 

 

◆ 三年國際交流計畫雙語網頁上線 

 

網站架構圖 

 

網站截圖 

 

計畫簡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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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札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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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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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照 



7 

◆ 台日作品推薦交流會 

 

首波台日作品推薦交流會，於 2021 年 1 月 31 日 18:00-20:30 (台灣時間)於線上舉行，

交流成員台日各半，均為莎妹劇團、第七劇場、三重線綜合文化中心所邀薦之具代表

性人物，原計畫邀請台日各 4 位與會者，因期望促進台日交流之最大效益，加上人選

難以刪選，經討論後決定擴大邀約各類型單位，最後共有 16 位與會人士參與線上交

流，每位與會者有 5 分鐘透過簡報方式介紹自己的團隊及過去作品，交流名單如下： 

順

序 

地

區 

姓名 單位職務 

1 日 あごうさとし Theater E9 kyoto（京都）－藝術總監 

2 台 洪家琪（凱西） 雲門舞集－品牌策略長 

3 日 坂田厚子 FUKAIPRODUCE 羽衣－製作人 

4 日 額田大志 ヌトミック(Nuthmique)劇團－導演 

5 台 孫瑞鴻 影像設計 

6 日 山田カイル 抗原劇場－導演 

7 日 大岡 淳 SPAC（静岡） 

8 台 王偉齡 臺中國家歌劇院－節目暨企劃部經理 

9 日 吉田雄一郎 城崎国際アートセンター（兵庫）－節目總監 

10 日 倉田翠 akakilike－代表 

11 台 王惠娟 空總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C-LAB－專案經理 

12 日 柳沼昭徳 烏丸ストロークロック－團長 

13 日 和田ながら したため－代表 

14 台 洪千涵 明日和合製作所－核心成員 

15 日 武田知也 

ロームシアター京都（京都）－舞台美術製作

人 

さいたま芸術劇場（埼玉）－舞台美術製作人 

16 台 石佩玉 飛人集社劇團－團長、藝術總監 

與

會 

日 タニノクロウ 庭劇団ペニノ－團長 

日 木ノ下裕一 木ノ下歌舞伎－團長 

日 小野彩加・中澤陽 スペースノットブランク 

日 穴迫信一 ブルーエゴナク－代表 

日 当山彰一 アトリエ銘苅ベース（沖縄）－代表 

日 木元 太郎 アゴラ劇場（東京） 

主

辦

方 

台 

王嘉明 莎妹劇團團長 

陳汗青 莎妹劇團製作人 

林裕紘 莎妹劇團專案行政 

日 鳴海康平 第七劇場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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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所有與會人員 

 

 

雲門舞集 品牌策略長 洪家琪介紹雲門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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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KAIPRODUCE 羽衣劇團 製作人 坂田厚子介紹團隊作品 

 

 

ヌトミック劇團 導演 額田大志介紹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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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影像設計 孫瑞鴻 介紹作品 

 

 

抗原劇場 導演 山田カイル介紹劇場及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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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崎国際アートセンター（兵庫） 節目總監 吉田雄一郎介紹過去經歷及藝術節 

 

 

akakilike 舞團 導演演員 倉田翠介紹舞團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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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總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C-LAB 專案經理 王惠娟介紹空總 

 

 

烏丸ストロークロック劇團 團長 柳沼昭徳介紹劇團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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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たため劇團 導演 和田ながら介紹作品 

 

 

明日和合製作所 核心成員 洪千涵介紹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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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特色及實際影響 

本計畫以實際執行三年國際交流之經驗為基底，整理三年之成果與經驗，並進一步引

起台日雙方對於國際交流合作的關注。同時，透過分享三年內所累積的國際網絡，台

日兩地對於國際交流合作會引發更多可能性，也讓雙方導演所相互邀請分享的團隊，

透過雙方導演所觀察兩地的文化差異與特色，而進一步推薦予線上交流會分享之藝術

家，更容易受到雙方策展人的注目與認同，開創媒合與未來合作的可能。 

 

第一階段線上交流會反應熱烈，三方在討論後決定展開第二階段對談，預計將在 3 月

26 日晚上由日本豐岡藝術節與台灣超親密小戲節策展人線上對談，深入分享彼此在策

畫小型藝術節活動上的心得與密技，有關【手札解剖室】整體計畫效益簡述如下： 

 

⚫ 延續交換手札之演出效益，將成果公開於網頁上，持續吸引台日兩地專業人士之

關注。 

⚫ 藉由線上合作計畫，持續發展兩團之國際交流，同時思考推出新作品的可能。 

⚫ 分享交換手札計畫之作品與經驗，以提供對台日國際合作有興趣之團隊參考。 

⚫ 由對兩地具有基本認知度的導演推薦新的藝術家，期許能開創新的國際合作機

會。 

⚫ 以實際線上媒合，促成兩地藝術家之線上對話與合作可能。 

 

 

計畫檢討與改進建議 

從 2016 開始的台日交換手札計畫，延伸至 2020 年的線上交流手札解剖室，在這樣的

情況下，開始思考如何延續先前計畫，盡興下一步的交流合作，也藉此盤點過往所有

的資訊與經驗，重新整頓與思考下一步合作的方向。 

 

這次的最主要障礙也是語言方面，因為網站內的資料需要有中日文兩個版本，中文與

日文的翻譯仍須仰賴翻譯人員的協助。再加上線上交流會的進行，同時有台日雙方的

人員參與，會有即時口譯的需求，如此一來在操作上就會需要規劃一大部分的經費在

執行翻譯的部分。不過日語在台灣算是相當普遍的外語，期望未來能夠有相關組織或

是機構能夠提供表演藝術方面專業的翻譯，亦或是與相關學術單位合作，能夠透過交

流的方式，參與並深入類似的計畫，對雙方都有相當的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