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1 月 9 日，B 版，夜光杯副刊，新民晚報，上海 

如何新感觉？--谈台湾新编戏曲《石秀》 

文／許仁豪（上海戲劇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上周末在上海的浅水湾艺文中心，台湾李清照私人剧团的新编戏曲《石秀》上演

了！作为台湾中生代小剧场里独树一格的实验性剧团，李清照最新推出的《石秀》

是个企图心强大的演出，而戏到上海后更做了跨剧种的混搭，李清照在上海的首

演对于上海观众而言绝对是挑战。 

 

《石秀》是由目前在高雄树德大学演艺系教书的李季纹编剧，团长刘亮延导演，

集合了台湾新一代京剧，歌仔戏演员，还有著名秀场扮装皇后胡 BB 演出。如果

不去考察新编戏曲背后复杂而且深刻的历史文脉生成，整出戏直观上来说应该是

一个刺激又不安的观剧经验。 

 

就形式上来说，《石秀》是上海观众会熟悉的戏曲野台演出形制。简单的一桌二

椅，演员直面观众的交流，还有熟悉的唱念做打，都会是上海观众观赏沪剧或是

淮剧的经验。然而歌仔戏的唱词，京剧的混搭，还有日本歌舞伎风格的服装和投

影，一定会让上海观众感觉到演出风格的不协调。其中演莺儿姑娘的泼辣旦是由

台湾秀场扮装皇后老将胡 BB 演出，他不是戏曲演员出身，表演风格走的是台湾

秀场的综艺套路，语言俚俗滑稽，表演夸张讨喜，中间还下到场子与观众互动拍

照，俨然秀场的互动环节。他的演出风格加入到已经复杂纷呈的多种戏曲元素，

形成了非雅非俗，非乡野非庙堂的混种特色。然而如果把《石秀》放在实验戏曲

的脉络来看，而非新编戏曲，这一切就都可以理解了。《石秀》所承袭的是台湾

在日据时代的胡撇仔戏风格。胡撇仔是日文翻译西方歌剧（opera）的外来语，

在日本西化时期承袭了江户时代的歌舞伎，融合了新剧以及当时的市民歌谣，变

成了介于新与旧之间的歌舞剧种。传到台湾自然和本土的歌仔戏结合，变成时装

歌舞新剧。《石秀》作为一出实验戏曲，所要致意的是台湾的文化混种性格，日

本歌舞伎视觉元素，台湾本土歌仔戏，还有经济爆发时期发展出来的秀场文化，

国民党时代认可的国剧—京剧，都和谐地出现在舞台上。形式风格的多元并置看



起来的确诡异而且冲突，实际上却又在美学上呈现出跨文化的交融，与台湾当下

的多元文化并置若合符节。 

 

而真正对文本起到统一作用的，就我看来，应该是编剧李季纹下的功夫。她新编

的《石秀》是从 1930年代上海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的同名小说而来。施改编《水

浒传》里石秀，杨雄以及潘巧云的故事，而李季纹又改编施的文本，这个文本改

编的脉络是值得深究的，并且从中我们可以读出李清照的《石秀》有何新的时代

历史意义。 

 

新感觉派在 1930 年代的上海出现，定立了上海作为中国摩登都市的文化先锋地

位。新感觉派承袭了自晚清以来海派鸳鸯蝴蝶的市井艳情小说传统，谈人与人之

间的情感与道义的纠葛。从鸳鸯蝴蝶到新感觉是一个人意识状态的质变，情感变

成了欲望，道义变成了社会律法。施蛰存是从西方精神分析的框架来理解石秀杀

人的潜意识动机，如此一来石秀的故事从传统的兄弟情谊与奸夫淫妇的儒家道德

情感寓言，成了一个个人深层心里欲望动机的探索。然而施的故事还是以石秀为

主轴，李季纹的改编把重心从男性转移到了女性，除了加入了泼辣旦莺儿姑娘，

一个情欲自主的“非典型”女性，也写了绝美哀情的唱词让观众从新思索“杀淫妇”

这件事情背后不合理的父权逻辑。李清照私人剧团的感伤动作派意味应该在此，

剧团过去向来喜欢重新演绎文学作品里因情欲受苦或是受到父权压迫的女性—

比方说曹七巧，陈清扬或是白素贞，透过对这些受难女性私人情欲的从新诠释探

索，剧团激发出传统戏曲里常见的感伤情怀，不是为了巩固旧的道德情感，而是

要引发新的动作，让观众重新感伤里的某种道德控制性，进而创造新感觉，成为

新的个体。从这个脉络看，《石秀》作为剧团在上海首演的戏便有文化历史意义

了，那是向 1930年代上海作为文化摩登先锋的地位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