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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內容摘要 

《夢廻春閨》是捌號會所2022創新製作，以音樂為本、傳統戲曲為軸，

建構一個新的表演類型：兼具聆聽的趣味與表演的藝術性、拓展音樂製

作與戲曲表演的多元面向。導演王嘉明認為時代不斷往前推移，科技、

手機、電腦、網路等也不斷更新，唯一不變的是人性和戰爭的殺戮，

《夢廻春閨》素材來自：3000年前的《詩經》、民國初年的京劇折子戲

《春閨夢》(1931)，而《春閨夢》文本概念發想自1300年前唐朝杜甫的

詩作《新婚別》，年代設定是1800年前的三國，雖是不同年代，但同樣

戰爭情境下人性的荒謬，彷彿一條貫串的主旋律，隨著年代不停交錯、

變奏。 

《夢廻春閨》以音樂呈現為主，京腔身兼說書人與角色的扮演，引領文

本走向；四位演奏家以聲音搭建場景，推動故事的情節張力；舞台上利

落乾淨背投大面積抽象的視覺影像，讓音樂更具氛圍而不搶奪焦點。 

本製作透過捌號會所「航道計畫」的國際網絡串連下，首演40分鐘音樂



版便推上以傳統音樂為基底、全韓國規模最大的綜合性藝術節—「韓國

全州國際音樂節」，於9/23國際演出後獲得好評，並已獲得預定劇場版

演出的口頭邀約。此外，同步完成7分鐘Showcase版本，於2022年

Taiwan Music Showcase完成TMS Stage線上演出。  

 

貳、 計畫實施成果 

自2019年起，捌號會所便開始為啟動本計畫進行前期研究，研發在音樂

內容裡，兼具傳統戲曲唱腔與現代音樂演奏、在表演形式上兼具傳統戲

唱做與現代劇場空間運用的新樂種，王嘉明導演以《詩經》為文本，帶

領擔任京腔的知名乾旦兆欣、二胡王維剛、古箏吳妍萱、笛子林小楓、

打擊余若玫以及編曲陳樂鐸六人小組，從文本結構、詩文含義的理解，

進入音樂質地與戲曲唱腔的跨域實驗，並透過音樂家們精湛的演奏技

術，完成精彩的40分鐘版，以適合國際巡演的規模和方式，為傳統戲曲

的國際發展創造新的可能性。 

 

計畫執行進度如下： 

2020年12月「說唱戲工作坊」實驗性階段演練與呈現，調整音樂

創作、編制及人選。 

2021年5月 演出人員重組。 

2021年9月 製作啟動。 

2021年10月 分組討論。 

2021年11月 每月固定排練開始。 

2022年1月 確認韓國演出時間訂在9月 

2022年4月 開始籌備出國簽證等相關資料 

2022年5月 宣傳拍攝  

2022年7月 確認演出檔期  

2022年8月 行前彩排 

2022年9月 全州演出 

2022年12月 Taiwan Music Showcase 線上演出 

 

2022 SORI Festival 韓國全州國際音樂節 行程  

9/21（三） 抵達韓國全州市 



9/22（四） 演出1 校園推廣講座《來到我面前的聲音節》（Gu-Li中學） 

9/23（五） 演出2 全州聲音節主舞台（韓國聲音文化殿堂野外公演場） 

9/24（六） 返台 

 

出訪巡演人員： 

藝術總監 林芳宜、執行製作 陳怡蓁、編曲 陳樂鐸、演出者 黃兆欣、

王維剛、吳妍萱、林小楓、余若玫 

 

活動紀錄 

 

 
 

校園推廣現場宣傳布條 開場示範 

 
 



藝術家個別示範 – 吹管樂器鼻笛 藝術家個別示範 – 演員示範手勢 

 
 

會講中文的玄彩璟老師是當地重要的音樂學者擔任音樂解說 玄彩璟老師（左）是每年台灣團隊的音樂推廣者 

 

校園推廣結束後，與現場中學生們大合照 

  



排練室練習現場 主舞台技排現場 

 

 

全州聲音節主舞台節目介紹 全州聲音節主舞台演出現場 

 
 

全州聲音節主舞台演出現場 全州聲音節主舞台謝幕 

 
 

影片拍攝 

 
 

5月 23日 寶藏巖拍攝現場 5月 23日 寶藏巖拍攝現場 



 
 

5月 23日 寶藏巖拍攝現場 5月 23日 寶藏巖拍攝現場 

 
 

排練紀錄 

 

 

1月 24日第四段-1 《詩經》擊鼓片段 1月 25日 第三段-2 《春閨夢》南邦子片段 

 
 

2月 19日 第四段-2 《春閨夢》戰場片段 2月 20日第三段-1 《詩經》狡童片段 



 
 

5月 21日 排練錄影片段 5月 21日 拍攝定裝 

 
 

8月 29日 排練片段 8月 30日 排練片段 

  

8月 31日 Try Out片段 8月 31日 Try Out片段 

 

行前彩排 



  

  

  
 

媒體報導 

9/1 央廣 台製《夢迴春閨》 登韓國全州國際音樂節世界 

9/1 表演藝術 融合京劇與現代劇場 《夢廻春閨》赴韓國全州世界首

演 

8/31 中時 兆欣挑戰說唱戲《夢廻春閨》 韓國全州國際音樂節世

界首演 

 
 

參、 整體效益及綜合檢討 

《夢廻春閨》說唱戲轉譯跨域創作作品，是希望呈現臺灣的傳統音樂與表演藝

術的多樣性，研發在音樂內容裡，兼具傳統戲曲唱腔與現代音樂演奏、在表演

形式上兼具傳統戲唱做與現代劇場空間運用的新樂種，以適合國際巡演的規模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43196
https://par.npac-ntch.org/tw/article/doc/GD54DLQV3S
https://par.npac-ntch.org/tw/article/doc/GD54DLQV3S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20831006027-260405?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20831006027-260405?chdtv


和方式，為傳統戲曲的國際發展創造新的可能性。因此，採取輕便舞台設置的

方式，5 位演奏家攜帶隨身的樂器，以極簡的裝扮進行演出。擔任演唱的演員

靈活運用現代劇場的表現手法，音樂烘托著演員的唱詞與氣氛，讓

「演」與「奏」共融共創，產生新的趣味性，首演後獲得好評。全州國

際音樂節總監朴在千讚譽：「是近年來台灣最好的節目」。2023 年亦積極

洽詢台灣的巡演規劃中。 

 

由於疫情尚未完全散退，韓國演出場地以半戶外的舞台進行，有鑒於韓

國的音響技術非常先進，因此這次演出並未特別安排音響技術人員隨

行，然而器材規格不同，以及排練的時間十分緊迫下，聲音測試在溝通

上無法完全盡善盡美，相對的會造成演奏家對於整體音效不確定性，而

心情上較為緊張不安。本製作以音樂性作品為調性，因此聲音要求上的

比重較高，未來將規劃音響技術人員隨行，更有利作品的完善執行。 

 

 

 

  



 

肆、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