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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目標

興星計劃：《八仙變數》 興傳奇 x 新加坡九年劇場－三年國際創作交流暨

演出計劃的緣起是在 2018 年 1 月之際，當代傳奇劇場暨興傳奇青年劇場之國際

部經理－蔡金慧參與紐約 ISPA（國際演藝協會）會議，因緣際會與新加坡文化

局副局長郭茵茵碰面，相談甚歡之下引介新加坡演出經驗豐富的九年劇場，期許

可促成臺灣及新加坡的合製創作。而後於 2018年6月邀請九年劇場總監Nelson 

Chia 至台中歌劇院欣賞當代傳奇劇場製作之《水滸 108II－忠義堂》，讓他能就

其中興傳奇青年劇場演員表現評估是否進一步合作，演出後 Nelson 對於青年演

員散發的表演能量多有稱許，也看到未來有和這批青年京劇演員碰撞出不同火花

的可能性，於是便決定開始共製計劃。 

而「表演藝術國際發展專案」由 2003 年開辦的「表演藝術追求卓越專案」

轉型而來，鼓勵表演藝術團體製作推廣優質作品、投入國際深度交流與長期合作，

期望進一步建構台灣表演藝術的國際網絡連結能量，從過往一次性交流展演性質

轉變為長期經營、持續滾動，發揮既深且遠之影響力，這與興星計劃：《八仙變

數》 興傳奇 x 新加坡九年劇場－三年國際創作交流暨演出計劃的初衷不謀而合，

因此本計劃獲得國藝會的大力支持。 

興星計劃：《八仙變數》 興傳奇 x 新加坡九年劇場－三年國際創作交流暨

演出計劃的最終計畫目的是達成台灣及新加坡兩國之間的深度交流，讓現代劇場

背景的九年劇場了解興傳奇青年劇場的傳統戲曲底蘊，同時也讓傳統戲曲背景的

興傳奇青年劇場開拓現代戲劇的表演方式，雙方達成融合。此外，由於新加坡劇

團和台灣劇團在實質上深度合作及共製作品的例子不多，且新加坡劇團也少有機

會在台灣地區呈獻演出，以至於台灣劇場界和觀眾對於新加坡劇團的了解甚少。

此次合作，醞釀多時，希望台灣劇團能藉此打入國際市場，將青年京劇演員推向

國際，與國外藝術家進行文化交流，開啟國外藝術家對於傳統戲曲的認識及興趣，

進而開拓作品的延續性和多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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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內容與執行過程說明

興星計劃：《八仙變數》興傳奇 x新加坡九年劇場－三年國際創作交流暨演出計

劃分為三部分-- 

1. 新加坡、台灣兩地的工作坊

2. 新加坡、台灣兩地的演出

3. 參與 ISPA 推介會

在 2018 年至 2019 年間，我們展開計畫，首先完成了台灣團隊赴新加坡參與工

作坊。後來因為疫情關係，導致後續計畫延宕。而終於在 2023 年，我們重新啟

動計劃，展開無數次的線上製作會議與設計會議，並完成了新加坡團隊來台參與

工作坊暨演出排練、台灣及新加坡兩地的演出！接下來，我們將針對這個部分進

行報告。 

一、兩地工作坊暨演出排練 

【新加坡】 

1. 鈴木忠志演員訓練法：

⚫ 踏步練習：Nelson 跟 Mia 一開始先跟大家介紹了「鈴木忠志演員訓練法」，

強調在現代劇場當中以肢體的重心跟掌控度為重點的訓練，藉以達到演員能

量的收放自如，第一個練習是要我們利用股外側肌、股外頭肌的力量，將腿

抬起、腳板與地面平行，控制重心放低，上半身的肌肉放鬆，讓腿部的重量

落在地板上，並且相信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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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OW TEN：第二個練習比較像是第一個練習的進階版，之所以叫「slow ten」

Nelson 說是因為要把腳步跟動作放得更慢，ten 則是日本人在練習時哼歌

會發出類似「ten ten ten」的聲音，因此而得名。在這個練習中，大家必須

要把所有的步伐放慢，因此全身重量的分部會更明顯的體現出來，包括腳尖、

前掌、腳跟等等的受力都會因為慢下來而產生感官放大的作用，Nelson 說

這個練習是為了讓學員能夠去觀察自己的肌肉和身體出力的感覺。

2. 觀點訓練法：

⚫ 群體與個體：一開始 Nelson 要求大家散布在排練場的各個角落，並且依照

自己心裡面所想去的地方自由遊走，同時觀察空間中的分布，感覺一下在這

個空間中哪一個地方人特別多？哪個地方人特別少？盡量的去平衡，把自己

當成宇宙中的一個分子，在這個世界裡面維持著「平衡」的作用。接著速度

開始改變，大家也被要求「不用再」維持平衡，想去哪裡就去哪裡，可以走

得快一點，也可以走得慢一點，可以自在的舞動自己的身體，跟身邊的人產

身互動，感覺自己跟別人之間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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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與速度：接著 Nelson 說要讓大家做一個小小的實驗，方才要大家先呈

現自己所準備好的傳統戲身段，在經過剛剛的練習之後，他希望大家能夠對

原本的動作做一些改變和調整，也許這個對於大家來說是不倫不類的、是悖

逆他們傳統所學的，但因為這是一個小小的肢體實驗，並不是正式的演出，

希望大家可以放開心胸來嘗試。原本大家聽完 Nelson 的解釋都還不是太懂

要怎麼做，由瑞宇第一個自告奮勇的上台示範，他改變了原本出場的節奏，

彷彿是跳脫了鑼鼓點一樣，在原本很快速俐落的動作上他放慢了速度，做得

更緩慢，反而更加強了武旦的嬌媚，雖然看起來不是很習慣，但整段表演的

確多了一些不同的感覺，在後續的討論中，Nelson 說「好像達到了某種幻

化」、「原本京劇的身段經過一些實驗的調整竟然可以達到完全不一樣的質地，

非常奇妙」，他也要求後面上來示範的人都可以試著讓自己真的「看見」他們

的人物要「看見」的東西。Nelson 希望大家能夠盡量去「看見」人物看到的

畫面、「聽到」人物聽到的言語、「想到」人物心中也許沒有透過台詞說出來

的那些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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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進度 

日期：2018/11/18(一)至 2018/11/30(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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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1. 工作坊暨演出排練 

⚫ 首批來台的新加坡團隊有導演謝燊杰、製作人徐山淇、演員莊舒怡、演員洪

正恆，他們於 8 月 20 日抵達台灣，而我們雙方在次日也就是 8 月 21 日正

式開始工作坊暨演出排練。由於雙方的核心團員皆有“變數”，再加上時隔

久遠，因此 Nelson 前期再一次幫大家複習鈴木忠志演員訓練法及觀點訓練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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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進度 

日期：2023/8/21(一)至 2023/9/15(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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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記者會】 

為了將此計劃及演出的行銷做到最大化，我們正式向媒體記者們遞出邀請，辦理

了宣告記者會。不僅希望能夠讓台灣民眾知道本次難得的跨國合作，更是希望能

夠刺激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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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灣及新加坡兩地的演出 

【台灣場次】 *首演暨演後酒會 

2023.09.22(五) 19:30 板橋放送所本體-傳奇光影沉浸劇場 

2023.09.23(六) 14:30 板橋放送所本體-傳奇光影沉浸劇場 

2023.09.23(六) 19:30 板橋放送所本體-傳奇光影沉浸劇場 

2023.09.24(日) 14:30 板橋放送所本體-傳奇光影沉浸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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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進度 

日期：2023/9/18(一)至 2023/9/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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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場次】 

2023.10.06(五) 20:00 Ngee Ann Kongsi Theatre @ Wild Rice, Funan 

2023.10.07(六) 15:00 Ngee Ann Kongsi Theatre @ Wild Rice, Funan 

2023.10.07(六) 20:00 Ngee Ann Kongsi Theatre @ Wild Rice, Funan 

2023.10.08(日) 15:00 Ngee Ann Kongsi Theatre @ Wild Rice, F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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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進度 

日期：2023/9/18(一)至 2023/9/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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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ISPA 推介會 

【DAY 1】 

- 行政總監林秀偉筆 

2024 年 1 月 9 日上午 11:30 開始報到，第一埸全體會議是在剛剛開幕四個月的

帕爾曼表演藝術中心(Perlman Performing Arts Center)。這是 911 之後世貿中

心重建計劃中的重要建築，由企業贊助而興建的大劇院，外觀十分令人驚艷。 

 

ISPA 是每年一月國際表演活動資訊交流的重要平台，已有 75 年歷史，而當代傳

奇劇場一直是 ISPA 的會員。但是，距離當代上次參與也有 20 多年了，是文建

會推蔫的《慾望城國》，後來也成功受邀至「林肯中心藝術節」，一路世界舞台

遊走，之後也沒再參加。這回，是受到國藝會「表演藝術國際發展專案」計畫，

推動台灣與新加坡合作的《八仙變數》節目而再次參與。 

 



24 

 

現場有小劇場的主講人，很年輕，英文能力強、熱情又討喜；有肯亞小藝術節的

策展人介紹剛起步的非洲藝術發展歷程；也有其他資深的策展人；大家都在談藝

文永續發展的艱難： 

「你知道永續發展的困難，但是你不能放棄！」 

「未來，充滿期待，需要持續不斷的培養青年人才！」 

「尊嚴！藝術家的尊嚴在創造，創造令國家偉大的文化價值！而創造的藍圖，就

存在於藝術家的腦中！」 

「我們擅於組織完成一個精彩的作品，但是我們必須有能力建構與橋接藝術與社

會、社區、社群的舞台。」 

 

這不就是當代傳奇劇場在板橋放送所做的事嗎？件件都需要投入資源。若是政府

不幫忙。要民間團隊以一己之力完成聯合國期待的 ESG 夢想——打造藝術生態

環境，談何容易？所以，請政府多幫忙！ 

 

⚫ 他鄉遇故知 

在大會中和亞洲協會全球表演藝術與文化策略總監 Rachel Cooper 不期而遇，

好幾年不見，深深擁抱，感觸良多。每次到紐約，都是她提供活動的宣傳與協助。

會後下大雨，我們搭地鐵到另一個會場參加接待會。在會場上與荷蘭藝術節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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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ly Ansenk 聊很久，她一聽到當代上過愛丁堡藝術節、亞維儂教延皇宮劇院

和英國皇家劇院、林肯中心藝術節，覺得一個台灣表演團隊能有如此成就，是很

驚人的。我們回覆：隔了 20 年再回到 ISPA 推薦作品，是為了未來人才，鋪國

際的路，希望興傳奇能快速接班，把精彩表演分享世界舞台。 

 

【DAY 2】 

- 行政總監林秀偉筆 

第二天一早，與會的藝術團隊爭先恐後到現場佈展，每個單位都只能有 60cm x 

60cm 的桌面面積，放個平板電腦播放影片，再加上宣傳品及海報就差不多了。 

攤位以舞蹈、馬戲居多，音樂團隊次之，現場也有裝置藝術設計、劇場建築等，

而戲劇團隊似乎只有當代/興傳奇和新加坡九年劇場。 

台灣團隊精力旺盛、表現突出，非常感謝紐約中心張惠君主任特別引薦我和新任

的林肯中心主任見面，期待未來能有機會開啟合作！ 

 

 

 

 



26 

 

 

【DAY 3】 

- 行政總監林秀偉筆 

第三天又回到了文化中心，進行分組討論議程。一到會場，我們看見現場展有各

種與永續、經營等的小組，於是我們選擇了最多人參與的一組。主持討論的是 HK 

PA(香港藝術博覽會)的施先生。由於只有 90 分鐘，大家輪流自我介紹基本上就

結束了。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其中一位年輕人問：現場在誰能建議年輕藝術家如何

快速得到與世界連結的方式嗎？資源如何取得？其他資深策展人反映疫情為表

演藝術市場帶來傷害，以及各國政府大幅度減少預算。而雷碧琦教授不愧是學者，

不僅在兩分鐘內當代的理念闡述清晰，更是提出或許年輕藝術家可以帶小型演出

連帶教育推廣、工作坊，和其他的年輕藝術家交流，將會是現階段較為可行的方

案。這也在提醒興傳奇，接下來他們要自己準備及面對，包括行政、表達、製作、

排演、教學、人際關係等，要去多方探索，才能自立自強。 

閉幕酒會在下城的另一個酒店舉行。主辦單位好像希望與會者能夠多多認識紐約，

整個活動的地點都在不同哦地方，不似大多藝術博覽會，飯店、會議廳、展覽、

小型演出都集中在一個點。或許就是因為這樣，參加人數才能多達 500 人吧。 

酒會上好多人，說話需要用吼的才能聽得見。會場上遇見一位百老匯的音樂劇策

展人，我們介紹了《飛天·女神》、《蕩寇誌》等作品，互留了聯繫方式。其實，

曾有澳門賭場、新加坡娛樂公司來探邀《蕩寇誌》，但吳興國擔心年輕團員生活

受到影響，因此沒回應。更早，舊金山百老匯劇院來要《李爾在此》長期駐演，

但要求一週六場，吳興國覺得太累因此也婉拒了。莎士比亞借凱撒的口，對愛將

卜拓思説：「你的命運成敗，決定在你自己的選擇！」。如果，當初吳興國有不

同選擇，可能也不會發展到根留台灣，進駐「板橋放送所」。 

LA MAMA 是所有劇場奮青的朝聖地，由黑人女藝術家 Ellen Stewart 於 1961

年租下古來建築空間，創立 LA MAMA 外外百老匯劇場，提供人才創意展演，

主要演員艾爾帕奇諾、大作曲家菲里普．葛拉斯、大導演羅伯威爾森，未成名前

都在此發表演出，這裡成為青年藝術家的人才集散中心，創新展演平台，真正提

供文創產業活水，為社會，為世界帶來深遠的影響-吳靜吉博士也以此實驗劇場

精神，開創蘭陵劇坊，啟發了台灣劇場蓬勃發展的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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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興國年輕時到紐約，一定要來這裡看表演學習，看別人玩那麼兇，自己就把

創作的膽子也激大了。 

以往 Panama 劇場老舊，很有歴史滄桑感，Ellen 老媽媽會親自撕入場門票，指

引觀眾，安排好入座。二戰後的劇場先進，他們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服務態度，不

會擺架子，高高在上。法國陽光劇團導演亞里安，八十多歲了還是自己撕入埸門

票，招呼觀眾，對他們而言劇場是胼手胝足建立起的家，是土地，她們以大地之

母精神，守護藝術文化的自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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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進度 

日期：2024/1/9(二)至 2024/1/11(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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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工作執行進度】 

執行期程 工作內容 

2018/11/17(日) 台灣團隊抵達新加坡 

2018/11/18(一)至

2018/11/30(六) 

導演與演員進行工作坊 

2018/12/01(日) 台灣團隊離開新加坡 

2019 疫情爆發，計畫延宕並進行變更 

2020 疫情爆發，計畫延宕並進行變更 

2021 疫情爆發，計畫延宕並進行變更 

2022 疫情爆發，計畫延宕並進行變更 

2023/1-2023/2 完成契約變更 

2023/3-2023/6 進行籌備與各項設計會議，完成設計圖定稿 

2023/7-2023/8 舞台、燈光、音樂及音效等進入製作期 

安排線上讀劇及進行角色工作 

2023/8/20(日) 新加坡團隊抵達台灣 

2023/8/21(一) 至 

2023/8/25(五) 

導演與演員進行密集排練及工作坊 

2023/8/25 (五)：試裝 Day 

2023/8/28(一) 至 

2023/9/1(五) 

導演與演員進行密集排練及工作坊 

2023/9/4(一) 至 

2023/9/8(五) 

導演與演員進行密集排練及工作坊 

2023/9/11(一) 至 

2023/9/15(五) 

導演與演員進行密集排練及工作坊 

設計群與場館工作人員場勘及進行技術協調會議 

2023/9/12(二) 宣告記者會 

2023/9/18(一) 至 

2023/9/22(五) 

【進館週】 

2023/9/18(一)：裝台 

2023/9/19(二) - 2023/9/20(三)：技術搭設 

2023/9/21(四)：技術彩排、排練 

2023/9/22(五)：排練、彩排、演出 

2023/9/22(五) 至 

2023/9/24(日) 

【正式演出】 

2023/09/22(五) 晚間 19:30 *首演暨演後酒會 

2023/09/23(六) 下午 14:30 晚間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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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4(日) 下午 14:30 

【演出地點】 

板橋放送所，傳奇光影沉浸劇場 

2023/9/25(一) 新加坡團隊離開台灣 

2023/9/26(二) 台灣團隊抵達新加坡 

2023/9/27(三) 至

2023/9/29(五) 

導演與演員進行密集排練，調整細節 

設計群與場館工作人員場勘及進行技術協調會議 

2023/10/2(一) 至 

2023/10/6(五) 

【進館週】 

2023/10/2(一)：裝台 

2023/10/3(二) - 2023/10/4(三)：技術搭設 

2023/10/5(四)：技術彩排、排練 

2023/10/6(五)：排練、彩排、演出 

2023/10/6(五) 至 

2023/10/8(日) 

【正式演出】 

2023/10/6(五) 晚間 20:00 

2023/10/7(六) 下午 15:00 晚間 20:00 

2023/10/8(日) 下午 15:00 

【演出地點】 

The Ngee Ann Kongsi Theatre @ Wild Rice, 

Funan. 

2023/10/9(一) 台灣團隊離開新加坡 

2024/1/7(日) 台灣團隊前往紐約 

2024/1/9(二)至

2024/1/13(日) 

台灣團隊參加 ISPA 

2024/1/14(一) 台灣團隊離開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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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計畫效益評估說明 

 

一、票房統計 

台灣場 新加坡場 

9/22(五) 19:30 103 6 Oct 8pm 251 

9/23(六) 14:30 30 7 Oct 3pm 155 

9/23(六) 19:30 55 7 Oct 8pm 177 

9/24(日) 14:30 98 8 Oct 8pm 198  

總計 286 總計 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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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體效益 

⚫ 提供演員多元的訓練方式 

九年劇場對於演員的訓練採用的是鈴木忠志訓練法，而興傳奇青年劇場的演員具

備的是傳統戲曲的京劇功底，雙方在工作坊暨演出排練期間，互相學習與交流，

兩種不同的演員系統，可提供演員不同藝術能量的刺激及學習不同的身體運用。 

 

⚫ 鍛煉演員的創作能力 

通過與九年劇場共製的機會，興傳奇青年劇場的演員可看見不同以往的古典文學，

在創作作品完成及與外界導演工作的過程中，鍛煉獨立創作劇本及演出方式的能

力。 

 

⚫ 提供演出平台 

當代傳奇劇場創立興傳奇青年劇場之後，作為指導興傳奇青年劇場之團隊，也致

力於提供青年演員演出的平台，而此次合作機會能夠增加他們國際演出的經驗。 

 

⚫ 了解多元的國情及製作方法 

此次計畫不僅局限在藝術層面上進行深度交流，在製作層面上，主創和製作團隊

同樣面臨不同國情及製作方法，這讓雙方在經費運用、期程安排等相關能力上都

有顯著的提升。 

 

⚫ 接觸多元的觀眾反饋 

在同一作品下，《八仙變數》在台灣觀眾面前是相對嚴肅、具有政治色彩的；但

在新加坡觀眾面前卻有些幽默、具有「復仇者聯盟」色彩，甚至有觀眾期待能夠

製作成影集，這讓我們雙方都感到十分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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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對於團隊及國內藝文工作者之啟示 

 

⚫ 台灣不能擁有定目劇產業生態嗎？ 

我們在第一天的晚上，去看了青春洋溢的嘻哈音樂劇《漢密爾頓》，花了美金 164

元，這算便宜的，因為此劇自 2015 年首演，大熱賣，票一度炒到美金 1000 元。

此劇演了九年，仍然一票難求。 

全劇的音樂極有創意，最令人喜愛的部分是以嘻哈為唸白節奏，舞蹈排列動作是

簡單的街舞，導演空間調度流暢，燈光也不錯，演員都很年輕，圓形移動舞台，

佈景固定，戲劇節奏掌握有序。舆其説是音樂劇，覺得更像演唱會，很多年輕粉

絲，三小時不斷尖叫，謝幕時，全體起立。 

這令我想起當代在 2007 至 2013 連續以搖滾水滸，創作《上梁山》、《忠義堂》

《蕩寇誌》，2004 年創作嘻哈《兄妹串戲》。不過，我們需要保留京劇的唱唸

做打，若是要推廣到國際，像《漢密爾頓》這般，也不是不能，但我們必須思考

這其中的創作目的，不能為了做而做。 

基本上台灣沒有「定目劇」產業，韓國、日本老早都有，政府出很大力氣支持。

台灣文化觀光沒有配套，沒有特色整合，政府不努力培植，不獎勵、或鼓勵企業

投入，光靠民間藝文團隊，太難難難！ 

我們在板橋放送所投九千萬，負債累累，就是希望打造永續的藝文生態產業。以

《飛天女神》做為定目劇試金石，三月會公開售票，目前都靠企業包場在支持，

希望觀眾也能購票來共同打造定目劇埸。 

 

⚫ 對興傳奇的提醒 

我們在第三天進行分組討論交流，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其中一位年輕人問：現場在

誰能建議年輕藝術家如何快速得到與世界連結的方式嗎？資源如何取得？其他

資深策展人反映疫情為表演藝術市場帶來傷害，以及各國政府大幅度減少預算。

而雷碧琦教授不愧是學者，不僅在兩分鐘內當代的理念闡述清晰，更是提出或許

年輕藝術家可以帶小型演出連帶教育推廣、工作坊，和其他的年輕藝術家交流，

將會是現階段較為可行的方案。這也在提醒興傳奇，接下來他們要自己準備及面

對，包括行政、表達、製作、排演、教學、人際關係等，要去多方探索，才能自

立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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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參與者與外界對計畫之回饋意見或建議 

 

⚫ 台灣：AQ 帶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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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方格子 

 



36 

 

 



37 

 

 

  



38 

 

⚫ 台灣：AR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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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Bakchormee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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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ST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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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Theapr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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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Zao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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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國際連結名單與資料 

 

*詳情請閱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