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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理念：與莎士比亞相遇

前言

此次，筆者代表臺灣莎士比亞學會，為「世界

一舞台：莎士比亞在臺灣」特展擔任主要學術策展

人，深覺背負重任：在有限的時間與空間裡，必須

拉近參觀者與莎士比亞作品之間的距離，並深度廣

度兼具地引介莎士比亞，都增加了在繁浩的莎士比

亞相關文物選擇適切文物的困難度。

策展的基礎，來自於臺灣文學館已經先行規劃

的展覽架構，以及筆者在2014年參與「莎士比亞‧

台灣製造」展覽之經驗。正式接手之前，臺文館與

莎士比亞故居信託已針對展覽架構展開討論，待筆

者加入既有討論時，也借重故居信託推廣、介紹莎

士比亞生平及作品多年之經驗，斟酌其建議，並進

一步修改展覽方向：在原本較著重於文本及歷史的

展覽架構內，引介更多背景知識，藉由認識莎士比

亞的年代，理解其作品生成之環境，再說明莎士比

亞之重要性、作品特色。

除了介紹莎士比亞及其作品之外，此次展覽

必須提供參觀者對於「莎士比亞與我們有什麼關

係？」此問題之答案，而「莎士比亞‧台灣製造」

的共同策展經驗，為筆者提供了解答：臺灣對莎士

比亞的理解，來自於演出觀看之經驗，並不亞於課

堂上習得之文本閱讀分析。同時，藉著展覽莎士比

臺文館與英國莎士比亞故居信託的合作，讓特展得以運用歷史文物與圖像，

介紹莎士比亞與他的年代、作品之特色與其影響；

展覽特別彰顯莎翁作品在臺灣枝繁葉茂之風景，做為莎士比亞無遠弗屆影響力的近身例證。

同時，透過戲服、劇照、出版品之展示，以及藝術家、學者、作家等與莎士比亞同工的經驗分享，

呈現臺灣對其作品演繹與研究之繽紛成果。

文──梁文菁　國立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亞的多元展演紀錄，也能讓參觀者瞭解，莎士比亞

並不是位高不可攀的外國作者，加上莎士比亞創作

豐碩，莎士比亞許是臺灣戲劇史上，作品被搬演次

數最高的劇作家了。每一次莎劇的搬演，都呈現莎

士比亞被閱讀、展演的獨特機會；展現莎士比亞作

品在臺灣呈現出的獨特風景，便成了本次策展之重

要肌理。

世界一舞台：展覽主意象

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

1616），是英國最為知名的作家之一。莎士比亞在

當代社會之名氣，固然是因其作品豐美，然而其風

靡全球之勢，與大航海時代以來，大英帝國逐漸取

得之政治與文化優勢有直接的關係：隨著大英帝國

勢力的擴充、英語成為全球主要語言，莎士比亞作

品也因此廣為流傳。莎士比亞之名，不但是英國經

典文學之代名詞，也轉化為代表英國的文化符碼，

為有形、無形之機構建立起響亮的名牌。2012倫敦

奧運開幕典禮，將其作品《暴風雨》片段置於顯著

地位，便是莎士比亞的崇高文化地位極佳的證明。

莎士比亞成為文化品牌之歷程，已有諸多學者

寫就專書論文論述之，也不見得適合作為展覽之主

軸。然而，莎士比亞之所以成為重要劇作家，與當



台灣文學館通訊  2015.12  NO.49 7

世
界
一
舞
台
：
莎
士
比
亞
在
臺
灣
特
展

時之歷史背景有相當大的關係。1580年，德雷克（Francis Drake）成為第一位環

航世界的英國人（史上第二人），德雷克因此被伊莉莎白一世封為爵士，在傳頌

他的事蹟之時，英國人探險世界的好奇心，也隨著伊莉莎白擴展領土的政治及商

業野心，一併得到了滿足。德雷克的成功環航，部分原因歸功於已於1570年發行

的世界地圖集《寰宇劇場》（Theatrum Orbis Terrarum），由佛蘭德的地圖繪製
者奧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所製。地圖集以劇場的意象命名，將世界視為戲

台，在稍晚莎士比亞的作品裡得到了呼應：

全世界是個舞台，眾男女不過戲子：

一人扮演諸多角色，上場下場各有其時。

──《皆大歡喜》第二幕第七景（彭鏡禧老師翻譯）

在莎士比亞的年代，開展地圖得以讓人懷想不同世界之可能性，而走入劇

場，則能領人走入與現實生活大不同的想像世界。

同時，十六世紀末期的英國，在倫敦城北出現了英國第一座永久劇院，並

因此開啟了英國百花齊鳴的戲劇史；莎士比亞躬逢其盛，其才情及商業頭腦，

世界地圖集《寰宇劇場》（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中的歐洲全景圖。



8 台灣文學館通訊  2015.12  NO.49

本期專題

也讓他成為此一時代知名的劇作家，莎士比亞在作

品裡放眼世界的豐富主題，亦更為廣受周知。此次

特展因此將展覽聚焦於「世界一舞台」之意象，除

了呼應莎士比亞創作時之歷史背景，亦映照全球化

的此刻，莎士比亞作品仍然繼續吸引全世界觀眾之

注目。

莎士比亞作品的影響力，遠超越於閱讀時為讀

者帶來之心領神會。戲劇做為一種文類，除了供作

案頭閱讀之外，其舞臺之實踐，則是進一步理解文

本之藝術形式；莎劇展演變化萬千、可今可古，

除此之外，莎翁作品亦影響了其他藝術形式，更

形塑了當代語言之使用。當代人生活於全球化語

境，所能展現的莎劇風貌，當遠非莎士比亞時期

所能想像。

臺文館與英國莎士比亞故居信託的合作，則讓

特展得以運用歷史文物與圖像，介紹莎士比亞與他

的年代、作品之特色與其影響；展覽特別彰顯莎翁

作品在臺灣枝繁葉茂之風景，做為莎士比亞無遠弗

屆影響力的近身例證。同時，透過戲服、劇照、出

版品之展示，以及藝術家、學者、作家等與莎士比

亞同工的經驗分享，呈現臺灣對其作品演繹與研究

之繽紛成果。 

莎士比亞成長背景及其作品介紹

（展區一與展區二）

隨著「世界一舞台」之主視覺走入展場後，需

要回應參觀者的問題，便是「莎士比亞是誰？」、

「莎士比亞做了什麼？」、「莎士比亞的作品有哪

些？」這些基本問題。然而關於莎士比亞的文獻紀

錄相對稀少，因此學者對於他的了解，常必須根據

其年代之歷史脈絡而做出推斷；莎翁作品反映了其

年代的世界觀，與其時代不可劃分。展覽因此以兩

個不同的展區，呼應這些提問：在展區一「莎士比

亞與他的年代」之中，以莎士比亞已知文獻為主

軸，介紹其成長背景、生平大要，並進一步介紹與

其生活最為相關的兩大城市──倫敦與史特拉福、

曾為合夥人的劇院，以及兩城市裡與莎士比亞相關

的地標；展區二「戲劇與詩：莎士比亞的創作」則

以作品為主，除依據創作類型分為戲劇與詩之外，

亦展示其作品對其他領域之影響，具體回應與莎翁

同時期的知名劇作家班‧江森對莎士比亞之讚美：

「他不屬於一個世代，而屬於永遠」。

此兩區的展示物件，則以莎士比亞故居信託授

權使用之影像為主，搭配故居信託借出之文物、奇

美博物館藏品，以及莊永明、朱靜美老師兩人的個

人收藏品。由於故居信託所能借展文物數量較為有

限，文物也因為物件的狀況不同，不一定能來臺展

出，因此放入展區一的展品，以幫助參觀者更能

體會莎士比亞時期之歷史背景為選擇理由，希望

能從當時平民孩童的穿著、受教育、書寫之相關

物件，使參觀者能夠想像莎士比亞受教育的狀況及

環境；展區二的展品，則以與莎士比亞作品相關之

物件為主。

展場設計宜東文化公司，也為這兩個展區設計

出符合策展理念之展區。展區一受到倫敦莎士比亞

環球劇院之都鐸風格外牆啟發，在展場搭起一道圓

弧外牆，並飾以都鐸風格之木紋，為展區帶入濃厚

的英國風。此區的敘事軸線，搭配莎士比亞已知的

紀錄，帶出莎士比亞家庭背景，包括其家庭概況、

出生、求學、十八歲結婚生子之生活軌跡，再隨著

莎士比亞移居至倫敦之紀錄，展示與莎士比亞最為

相關的兩個城市，以及他在倫敦豐碩的創作成果，

並以其作品年表裝飾此展區連接至展區二之牆面，

引領參觀者繼續深入莎士比亞創作。除了牆面強烈

的風格之外，兩廳院亦出借「莎士比亞‧台灣製

造」展出時所製作之環球劇院模型，不但呼應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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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元素，也特別製作在此模型上放映的浮空投影（根據台南人劇團《馬克白》

演出片段製作的動畫），幫助參觀者想像莎劇在環球劇院演出時的景象。

展區二延續展區一的木紋元素，轉化為沉靜書房風格，將重心放在莎士比亞

的作品之介紹及其影響。莎士比亞以華美豐富的劇作及詩作著稱，但他生前似乎

不在意劇本的出版，對於現今莎士比亞研

究相當重要的《第一對開本》，是莎翁過

世後，由其劇團友人在1623年印行，為莎

士比亞作品第一次完整的集結出冊。進入

展區後，便可看到此重要版本之複本，亦

展出故居信託借出之「羅伊版」《莎士比

亞全集》，藉此說明由此開啟後代註解莎

士比亞之先例。

莎翁對語言的敏感度，或可歸於他

對舞臺效果營造的一手經驗。為了說明莎

士比亞語言上的創意，本區也結合互動裝

置，鼓勵參觀者自行發掘其文字，包括由

莎劇摘錄的句子產生器（「莎士比亞在說

話」）、介紹動物元素的抽抽牌、並播放

臺灣大學外文系周樹華教授為臺大圖書館

錄製的十四行詩介紹。最後，則展示數樣受到莎士比亞影響之有趣物件，做為莎

士比亞成為文化符碼之例證。

莎士比亞：臺灣與世界的連結（展區三與展區四）

此區在規劃之初，便設定為展覽的重點展區，也是此次投注最多心力之處。

然而因為種種因素，本區實際展覽內容與初期構想差異也最大。原因之一，在於

初期架構裡，除了當代莎劇改編之外、臺灣的莎士比亞作品出版之外，館方亦建

議展示臺灣莎士比亞文學與戲劇之教育概況。然而半年的準備時間，並無法充分

考察此段歷史，也難以呈現莎劇在教育系統中的教學狀況，後來因此提出替代方

案，以互動表格方式展現莎劇在臺灣之演出史，包括大專院校可見之學生製作。

但與團隊不斷討論協商，終因展示資訊多為書面資料，難以在展場裡吸引觀眾目

光，也不易詳細呈現文獻，最終只好割捨大量內容。其二，由「莎士比亞‧台灣

製造」的展覽經驗中理解（該展由台南人劇團藝術總監、臺大戲劇系呂柏伸老師

為主要策展人，由雷碧琦老師和筆者協同策展），視覺元素能吸引一般民眾對莎

《第一對開本》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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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比亞的興趣，而服裝與道具更勝劇照、海報之呈

現。基於此，筆者第一次提出的展覽架構，便針對

此部分而有所調整。其三，臺灣的專業莎士比亞劇

場製作繁多，取捨之間必有遺珠，又或是我們亟欲

展出之作品，因為檔期、物件之狀況，最終無法展

出。準備期間，臺文館同仁、設計團隊與筆者，亦

數次與劇團、設計師溝通，務期善用展場空間、充

分呈現展示物件之美。

本區的第一部分，首先呈現在臺灣舞臺上多

樣的莎劇展演風貌，展示其從案頭到劇場之繽紛多

變，包括早至日治時期之新聞報導、劇服、劇照、

道具之陳列，由其不同的劇種、相異的風格，在在

展現莎劇演出除了無標準答案之外，更可以具象化

文本帶來的創作巧思，顯示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下，

閱讀莎劇的多元可能性。展示的劇服，包括當代傳

奇劇場的《暴風雨》、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的

《理查三世》、臺灣豫劇團的《約／束》、榮興客

家採茶劇團的《背叛》，除了代表不同的劇種之

外，也顯示了當代臺灣舞臺服裝設計之精美。我們

亦展出同黨劇團《馬克白》之面具、亦宛然劇團

《亨利四世》之布袋戲偶、果陀劇團莎士比亞歌舞

劇劇照，以及兩廳院海報展現，回顧國際團體來臺

巡演帶來的莎劇。展區三接續對文本的關注，希望

藉由展品能引發參觀者對文本的興趣，也將彭鏡禧

老師所籌備錄製的莎劇中文獨白置於展場，以聽覺

認識文本。此區另一部分是延續前面的視覺饗宴，

但著重於《哈姆雷》、《羅密歐與茱麗葉》這兩齣

常在臺灣演出的莎劇，同時展現這兩個作品之不同

製作，以彰顯同一齣莎劇，往往因詮釋角度差異，

而表現不同之風格。

展覽最為耗費人力的過程，乃是此區第三部

分「與莎士比亞同工」之訪談。彭鏡禧老師以為，

閱讀及觀賞莎士比亞時，「人人都會摻入自己的觀

點，從而參與故事的詮釋，並因此成為莎士比亞的

夥伴與同工。」（《中華日報》副刊，2014年4月22

日）。以此觀點出發，本區邀集18位曾與莎翁同工

者，各自從不同面向，提供與莎翁工作之甘苦，依

展場順序排列，受訪者包括：

各劇團戲服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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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興國（當代傳奇藝術總監）

魏海敏（國家文藝獎得主）

王海玲（國家文藝獎得主）

胡耀恆（臺灣大學外文系及戲劇系榮譽教授）

彭鏡禧（臺灣大學外文系及戲劇系榮譽教授）

陳芳（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呂柏伸（台南人劇團藝術總監）

雷碧琦（亞洲莎士比亞學會理事長）

姚坤君（臺灣大學戲劇系副教授）

王嘉明（台新藝術獎得主）

靳萍萍（臺北藝術大學劇設系教授）

謝盈萱（演員）

李惠美（兩廳院藝術總監）

耿一偉（臺北藝術節總監）

閻鴻亞（詩人、導演）

李魁賢（詩人、翻譯家）

施冬麟（演員）

陳黎（詩人）

訪談過程雖然辛苦，但聽聞參觀者對此部分之讚許，以及影片中親身示範之

珍貴莎劇說白、吟唱、或詩詞朗讀，終究也是值得。本展區最後以閱讀區展示臺

灣可見之莎士比亞相關出版品，展現臺灣莎學現況。

展區三結束之際，展場播放介紹故居信託之DVD，以介紹二十一世紀認識莎

士比亞的手法，為總結特展之開端。此區除了介紹重要莎士比亞相關機構之外，

也展現了以學院為中心的推廣及紀錄，包括靜宜大學的磨客師課程、臺灣莎士比

亞資料庫、麻省理工全球莎士比亞資料庫，以及新加坡大學的亞洲莎士比亞跨文

化文獻等。

結語

展覽於9月30日順利開幕，在此，筆者須再次感謝自籌劃初期開始，各方朋友

提供的各種幫助，也謝謝臺文館展覽教育組邀約此文，在此詳細說明策展理念。

也希望參觀者能同意，

莎士比亞與臺灣不但有

著緊密連結，亦是臺灣

與世界對話之平台。在

未來，莎士比亞作品勢

必以更新、更多元的方

式，持續映照我們的生

活。

莎士比亞與二十一世紀的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