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炙日本舞踊家坂東扇菊： 

東京到亞維儂之習藝與觀摩計畫 

 

 

 

 

 

 

 

 

 

 

 

 

 

 

 

 

 

 

 

 

 

 

 

 

 

 

 

 

 

 

 

 

 



 

鍛造優雅的花朵：走上武士道的 124 天 

 

    「親炙日本舞踊家坂東扇菊」，這顆夢想的種子，2005 年在亞太傳統劇場藝術節悄悄種下，

2012 年因演出劇場作品《奠酒人》而萌芽。終於，因這次海外藝遊專案的寶貴契機，一個台灣

小孩，以習藝者的身分踏上日本，「回到」自己認識日本舞踊的原點—坂東扇菊老師身邊，近

距離地展開四個月的修行。 

    坂東扇菊老師三歲學舞，十五歲襲名，屹立舞台，至今六十年。以傳承日本傳統藝能做為

使命，持續演出、編舞、教學，更身兼日本舞踊協會主要委員，全心全意，推動著日本舞踊在

本國和全世界的發展。在這樣一位老師身邊，弟子們都是如何修行？老師在舞台上精練、優雅

的舉手投足，是如何練就的？日本舞踊之「道」，究竟是怎樣的一條道路？抱著滿滿的好奇，

期待著一場反觀自我、如靜心般寧靜、沉澱的旅程。然而，當這個流著日本血液的台灣孩子，

來到坂東流大門前，不僅仰望了舞踊界的富士山，途中還以戰鬥的姿態，走上了以性命相搏的｢

武士道｣這條路。 

 

踏入道場的新生兒 

    日語中以「右も左もわからない」—連左邊或右邊都不知道，來形容一個人初來乍到、什

麼都不懂的狀態。而這正是我剛到日本的寫照。選擇住在距離淺草老師家十五分鐘路程的清川

二丁目，安頓好之後，隨即有機會前往老師家拜會。睽違七年，再度在老師家（也是習藝的排

練場）和老師談話，恍如隔世。一切彷彿夢一般。當老師問我「對上課時數有什麼想法？」曾

經觀摩過老師授課的我，希望能夠在老師身邊，盡一切努力學習，於是回答：「如果可以的話，

從開始到結束，我都會在這裡。」記得老師臉上出現了約 0.5 秒、微微驚訝的表情，接著笑著

點頭說：「好，我知道了。」 

    在一個人懵懂時，或許心中的渴望，會是最好的指引。當時，還不知道前方是什麼的我，

因為自己的一句話，四個月結結實實修行的帷幕，就此拉開。 

    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三，第一次經驗從早上十一點到晚上十一點半的「お稽古」（習藝）。

在上課時間中，前輩們一一前來，一對一向老師學習。過程中，儘管老師多次對我說「還好嗎？

腳痛的話，坐椅子也沒關係」，我依然自始至終保持｢正座｣（跪坐）的姿勢，靜靜看著。除了

上洗手間外，沒有起過身，持續了將近十二小時。 

    我是震撼的。我震撼於長時間進行日本傳統坐姿—跪坐所帶來的痛楚：雙腳彷彿持續受到



鞭打，逐漸麻痺、失去知覺，身體因疼痛出著汗，內心幾度恐怖、紛亂而萌生退意……然而，使

我在過程中堅持、甚至數度令我忘卻身體痛楚的，是遠比跪坐這個挑戰強大百倍的，排練場上

的坂東扇菊老師。 

    十二小時半，面對十五位弟子，每人學習的劇目完全不同。在書櫃和吸塵器旁跪坐著的我，

看著從頭到尾沒有休息過的老師，口哼所有曲目的三位線術語、信手拈來，詳解年輕女子、藝

妓、公主、年少男兒、武士、庶民甚至人偶、精靈的身體詮釋方法，舞出了十五種角色姿態；

與高高在上的姿態相去甚遠，這樣的一位大師，將所有精密的動作細細拆解，親自指導。不僅

上場示範，在台下也扮演著台上習藝者的鏡子，不厭其煩，一步步、一次次地引領著弟子們……。 

    日本舞踊動作之複雜，三味線音樂之艱深、難以判別，固然在我的心中，投下了一顆震撼

彈。然而，扇菊老師身上所體現的，那長時間高度專注、身心完全投入，傾囊相授的畫面，是

這趟旅程中，我目睹的第一幅壯闊的美景。自此，徹底跟隨老師的腳步，成為了我的目標。在

淺草的排練場， 常態為平均十二小時的習藝中，一整天只花二十分鐘休息、用餐，除了自己上

場學舞以外的時間，一律跪坐觀摩，絕不起身。這是身為一個渴望徹底經驗日本舞踊習藝過程

的學生，以及身為一個台灣人的我，給自己下的戰帖。 

 

所謂修行 

    坂東玉三郎先生在《すべては舞台の美のために》（直譯：一切都是為了舞台上的美）一

書中，這樣形容歌舞伎中，髮型對角色的影響：「僅僅是一公分的差別，性格也會完全改變。」

在擁有四百年歷史、歌舞伎界名門坂東流的教室修行，我所經驗到的，正是這樣一絲不苟、連

一公分也不能任意改變的，對於傳統的堅持。 

    學習跪坐，是修行的第一步。學習京劇必須先練｢站｣才能練｢走｣，日本舞踊則是從長時間

維持跪坐開始，進行精神上的鍛鍊。背部挺直，雙手平放於大腿，（女性）左手交疊於右手之

上。身心一體，當身體遵循規矩和限制，心亦往沉靜、集中、專注的方向走去。而如何面對疼

痛，考驗的不只是身體的忍耐力，更重要的是：保持臨在，當心中的焦躁、散漫、膽怯生起時，

去看見，然後超越。｢無法跪坐的人無法跳日本舞踊｣，扇菊老師曾非常嚴肅地向弟子們表示。

練習跪坐所需的毅力和決心，是走在日本舞踊道上不可或缺的特質。雖然並非每個人的身體狀

況都適合長時間跪坐，但是否慎重地看待、在所能做到的範圍內盡全力練習，反映著自己面對

日本舞踊的態度。｢這是『精神』的問題。｣老師說。 

    身處古典藝能的世界，禮儀是一切的根本，「丁寧」（恭敬、細心）則是基本態度。從著



衣、泡茶、送茶，到整理、放置道具，與修行相關的所有行動，皆需用｢心｣處理，與人相處更

是如此：｢お辞儀｣（行禮）是日本舞踊的基礎，也是第一堂課的學習內容之一。在排練場，無

論早晚，第一眼見到老師時，以跪坐行禮道｢早安｣；上場習藝時恭敬行禮，向老師說「拜託您

了、請多多指教」。結束後，對等候的前輩行禮，說「讓您久等了」；當一天的修行結束，老

師通常會說「辛苦了」，這時以再度行禮、說「非常感謝您」表達謝意；最後，離開排練場之

前，亦需正式向老師行禮，表示告辭。若包含與前輩們的互動，一天下來，行禮的機會約莫將

近三十次。 

    另外，清楚｢界線｣，也是維持｢禮｣的關鍵：在教室內必須嚴守規矩，身為後輩，一定要尊

敬前輩。與年齡無關，只要比自己先入門的，都要把對方當成自己的兄姊，心存敬意。永遠依

自己的輩分入座、行事、發言。在排練場，後輩絕不可與師範級的前輩同席，即使有幸觀摩其

習藝，在結束後，前輩與老師進行談話時，需要馬上行禮、退到排練場之外的空間等待，不可

留在場內；相反地，若自己輩分較高，後輩向自己行禮，表示請求或感謝時，不可向對方過度

回禮。一切的分寸必須細心斟酌、拿捏。 

    曾經，以一個台灣人的角度，對日本傳統藝能世界階級之分明、禮節之繁複，大感驚訝。

而當重覆那跪地、低下頭、幾乎完全貼近地板的姿態，自己竟意外地感受到，身體內上演著文

化衝擊。初期的我，是在抗拒和渴望學習的矛盾之間，持續尋找著平衡點。觀察、判斷、嘗試、

犯錯、修正……比起學舞，日本舞踊世界中的應對進退，也是困難度高的習題。然而，所需要練

習的是什麼？為融入環境而盲目無感地遵守規矩，並非此行的目的。經由一道道題，我看見的

是：自己需要重新學習感激與謙卑。跪地固然是日本傳統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但只有當我丟棄

因以往所受的身體訓練累積起來的，無明的驕傲，承認自己對這浩瀚的世界一無所知、一切需

從零開始時，才因為接受與心悅誠服，真正做好了學習的準備。 

 

累積一生的｢藝｣ 

 扇菊老師三歲進入坂東流，今年恰好是第六十年。在日本舞踊界擁有極高地位的她，依然

每天過著分秒必爭、戰鬥般的生活：每週在淺草排練場，指導超過二十位弟子；到神樂坂舞蹈

學校、國立劇場進行教學；擔任日本舞踊協會主要委員，出席各項會議；為亞維儂公演作品編

舞、參加韓國公演排練，甚至持續到師父家習藝……這樣的行程，是老師生活的常態。 

    「大家是怎麼看待時間呢？等車的時間，是漫不在乎地讓時間過去，還是清楚地知道有多

少等待時間，以便善用？」老師曾對所有弟子提問。｢在下一班電車來之前，如果我有五分鐘，



我會戴上耳機聽鼓（づつみ）的上課錄音；搭電車的二十分鐘，我會回覆重要的 email，避免因

一整天的排練而延遲。」珍惜每分每秒、絕不拖延，從一個看似微小的選擇，可瞥見老師是以

何種態度，經歷了一甲子的淬煉。而即使在日本舞踊界擁有極高的地位，老師依然抱持著｢直到

死去之前，都要持續盡全力，了解日本古典藝能所有知識｣的信念，每日努力不懈。死亡｣不是

偶爾拿到面前思索的議題。我所認識的老師，時時刻刻直視著那終點，兢兢業業，為保存古典

藝能，為傳承坂東流舞踊而活。「這是我的使命」，老師的語氣之堅定，使我的內心撼動，肅

然起敬。 

  不只在舞台上，那個搭飛機時依然戴著眼鏡、修縫著和服的姿態，以及在亞維儂的烈日下，

為了作品宣傳，以虔誠態度打著鼓的身影，在在體現了舞作《真夏の忠臣蔵》中的武士道精神。

「堅強」、「極致」並不足以形容。｢所謂的武士道是視死如歸。」在給舞者的信件中，老師曾

這麼寫著。「但在完成最重要的事之前，無論如何也不能死去。｣永遠走在最前頭，不眠不休，

讓作品以最完美的狀態呈現。面對藝術，面對生命，不見抱怨，只有勇往直前的決心。能夠做

到常人所不能及，是強大的使命感使然。跟隨在老師身邊，彷彿直視一顆持續前進的彗星。一

邊感嘆著自己的幸運，一邊還需奮起直追。 

    在日本舞踊的世界修行，心智需要如武士般勇猛、果敢，還需時常自省，保持「丁寧」的

心。意指恭敬、謹慎、細心。這也是我從老師身上獲得的，珍貴的教導：「跳舞的時候、與人

相處時，放棄『隨便、怎樣都可以』的態度和心情吧。」在排練場，曾聽見老師語重心長地這

麼說。｢微小的不在意會變成習慣，久而久之，無論是人際關係，或是面對自己正在學習的曲目，

都將受到影響。『隨便』會在舞台上，明明白白地被看見。」老師的教誨，揭示了長存於古典

藝能藝界中的核心精神，說明了認真對待眼前的人、事、物的重要性。看表演的人，中文 

稱之為｢觀眾｣；在日文裡，卻是「お客さん」（客人）。一個舞踊家，需具備從師父身上承接｢

藝｣的恭敬心，以及｢一切展現都是為了觀眾｣的謙卑。「丁寧」代表自知自重，是一種態度，更

是一種習慣。「我認為這對一位舞踊家來說，非常地重要。談到習藝，大部分的人只在乎動作

的學習。但我認為，與人交往時，忽略了慎重和細心，卻希望在舞踊上有完美的表現，基本上

是不太可能的。」 

 

起點 

面對修行和作品時執著、絕對嚴格，平時待人誠懇、無比包容與溫柔。近距離接受著老師

言教及身教的薰陶，有如仰望高山。在需要十年方能掌握動作細節的日本舞踊世界中，這個來



到坂東流大門前修行的自己，彷彿剛出生的小嬰兒一般。從零開始，見識到了經由無比狹窄的

「道」所通往的，如織錦般閃著動人光輝的世界，以及在那世界中，長年傾注著心力，專注於｢

藝｣、不懈修行的人們的生活。這場習藝之行，宛如鍛造刀劍：在震撼和捶打中，眼界被開啟，

因深受鼓舞、滿懷敬佩而以奮力的姿態，期許自己在有意識的重複之中，累積紮實的能量，鍛

鍊出舞踊舞者所擁有的能力、恆心與信心。 

    身為一名表演者，這趟旅程極其重要。有幸因此寶貴的機會，突破舊有想法和現實條件上

的侷限，結結實實地體驗了一直以來的夢想，為將來努力的目標和方向，種下了一顆新的種子。

希望將所見之美傳遞出去，在日本的修行暫時畢業之後，在台灣，使命思索之路展開了。 



 

 

 

 

 

 

 

 

 

 

 

 

 

 

 

 

 

 

 
演出佈告及劇場 

附表四： 



 

在排練場、烈日下的教堂前、THEATRE LA CONDITION DES SOIES  

燃燒武士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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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夏の忠臣蔵》 

                                



日本舞踊協會雜誌  平成 25 年九月號刊載： 

 

亞維儂劇場節  坂東扇菊的挑戰  

— 從壯大的｢忠臣藏文化宇宙｣所誕生的 L'ETE  CHUSHINGURA 

 

                                            

 



 



觀賞演出 • 參觀展覽 

    

 

▴ 坂東玉三郎 • 鼓童 アマテラス 

   一舉手、一投足，都綻放著美。 

   能夠親眼看見玉三郎先生的演出， 

   有種心願達成的感受。 

  京都南座｢五花街傳統藝能公演｣ ▸ 
  參與京都的六月盛事， 

  一窺神秘的藝、舞妓們， 

  在台上的優雅舞姿。 

 



 

 

 

▾ ｢八月納涼歌舞伎｣ 

  有幸觀賞到坂東流家元：坂東三津五郎老師的演出。 

  奢侈地坐在一等席，近距離看著所有演員累積一生的｢藝｣， 

  心中的感動與敬佩，難以言喻。 

 



 

 

★ 大歌舞伎馬拉松！ 

 

在新橋演舞場待一整天， 

一口氣觀賞完所有劇目。 

 

演員的精彩， 

使 9 月 3 日成為了 

結結實實的學習日。 



 

★ 起個大早，排隊看｢花形｣（明星）！ 

   集結當紅歌舞伎界名演員同台， 

   票劵僅僅四天便銷售一空。 

   傳統藝術深受國民喜愛的盛況， 

   今夏也體驗了一回。 



 

        ★ 淺草公會堂 

      城東ブロック舞踊会 

 

看見<城東そぞろ歩き～花暦～>中，

感覺熟悉、表演能量卻更為強大的 

扇菊老師的身影，｢震撼、激動｣並不

足以形容。那是經由一生努力所達成

的｢藝｣之路。 

舞姿完美、意志堅強、待人謙和…… 

擁有如老師一般的精神， 

成為了我一生追尋的目標。 



◆ 神楽坂セッションハウス Session House 

 

    每週一下午一點，到神樂坂的舞蹈學校 Session 

House，參加扇菊老師的日本舞踊課程。一起上課的

前輩約有五至七位左右，各自擁有不同的訓練背景：

專業舞者、整脊師、歌手，也有單純喜愛日本舞踊的

上班族。上課方式為團體學習，先進行基礎訓練，再

複習練習中的曲目、視情況增加進度。抱持著讓更多

人認識、欣賞日本舞踊的想法，在兩個小時的課程

中，老師經常講述曲目由來、幽默地陳述自己練習的

趣事，以及演出時的真實狀況。和在老師家上課相

比，氣氛輕鬆許多。 

 

 

 

 

 

 

 

 

 

    四個月間，無論是撐著傘，大步邁進、充滿男兒熱血的《雨の五郎》，或是

在雪中形單影隻，因情感糾葛而神傷，最終幻化成鷺的《鷺娘》，每週一都能在

老師的指導下，一回回細細體驗。而《鷺娘》正是八年前，我與老師初相遇時觀

賞的曲目，也可說是我認識日本舞踊的起點。能夠回到原點：向當年台上演出《鷺

娘》的老師，學習同一首曲目，聽她仔細分解一舉一動，傳授表演要訣，每回都

是震盪心靈的感動。每每，在下課前行禮時，心中和眼眶總會湧上，「自己是何

其幸運」的感嘆，以及對老師滿滿的敬意與感激。 



 

▴ 9 月 1 日：參與一年一度的浴衣會 

▴ 與扇菊老師合影 ▴ 與 Session House前輩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