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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同走走看
文／林佩蓉　研究典藏組、程鵬升　展示教育組　　攝影／程鵬升

本次捐贈展以姚一葦在1979年發表的〈我們一同走走看〉一劇為題，以多年生活經驗的累積，對
人性的澈悟和體認，分享人是不斷地在和別人一同走走看的體會。此次展出以姚一葦家屬所捐贈

之文物為主，重現姚一葦的書房，呈現台灣戰後現代文學與劇場的重要軌跡。

前言

本次捐贈展以姚一葦家屬所捐贈之文物為主，

重現姚一葦的書房，一路延展姚一葦豐富的創作，

呈現台灣戰後現代文學與劇場的重要軌跡。姚一

葦（1922∼1997），本名姚公偉，江西鄱陽人，

1946年來台，定居台北。姚一葦是戰後初期台灣現

代劇場的領航員、先行者，在變動的年代，守住永不

熄滅的文學之火。這一次的捐贈展以姚一葦在1979

年發表的〈我們一同走走看〉一劇為題，以多年生活

經驗的累積，對人性的澈悟和體認，分享人是不斷地

在和別人一同走走看的體會。姚一葦說「也許我們

曾經是很好的朋友，曾志同道合過；也許我們是親

人，共同生活過。可是歲月的變遷，觀念的改變，感

情的破裂，或其他的原因，而彼此分開，而形同陌

路，而甚至反目成仇。即使如此，人只要活著，便不

能獨自生存，他必要再與人一同走走看。這就是我們

曾經走過、現正在走、和將來要走的。」

我們一同走走看──姚一葦捐贈展，感謝姚一

葦家屬以及姚教授的學生大力支持，歡迎您一同與姚

一葦走走勇敢冒險，不怕失敗的人生。

紙上導覽

走進台灣文學館的入口，正中央是通往二樓展

場，一階階的樓梯，上面散布著姚一葦劇本中的人物

對白。〈來自鳳凰鎮的人〉中許久不見卻在越獄事件

中巧遇的朱婉玲、周大雄；〈孫飛虎搶親〉中的富家

小姐崔雙紋與強盜孫飛虎；〈碾玉觀音〉中的失明玉

匠崔寧、富家小姐秀秀；〈申生〉中工於心計的姐姐

驪姬與天真無邪妹妹少姬。他們的對白透露了心中的

秘密，是否也透露了姚一葦的秘密？

上了二樓，會看到一間書房，門簾上有魯迅的

書法「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是姚一葦

對魯迅的尊崇與自勉。掀開門簾走進書房，迎面是

一個鐵質的書架，擺放了一些姚一葦的藏書。雖然只

2樓展場入口，掛上魯迅書法的門簾、用了一輩子的書桌，書架上滿
滿的書。作家的書房，有什麼不同呢？

姚一葦捐贈展



47│  台灣文學館通訊  2012.12  NO.37  │

我們一同走走看

展出40、50本，種類卻很豐富，大分類有文學、理

論、經濟等。仔細再看，文學類有小說、散文，有詩

選，大多數都是友人贈書。姚一葦以文會友，常一起

討論文藝理論、文學批評，鼓勵當時初開始創作的年

輕作家如黃春明、白先勇、尉天驄、施叔青等。於是

作家們出了新書，就送給姚一葦批評指教。理論類的

書籍更不得了，中西方的戲劇、美學理論兼有，難怪

姚一葦中西學貫通。書架上一套日文版的《近代劇全

集》更顯出姚一葦的用功，他的英文、日文全靠自

學，為了讀懂這些作品、理論，不斷地深入鑽研、踏

實累積，為讀書而讀書。書房中最重要的書桌，陪伴

姚一葦多年，讀書、備課、寫劇本、詩、評論。

往左走，會看到姚一葦於1946年自廈門到台北

時攜帶的一只皮箱。剛來台的生活是物資缺乏的，但

心靈卻不空虛，找到了得以養家活口的銀行工作，伴

隨著書籍，度過艱苦的歲月。轉個彎，是姚一葦的文

學年表，可以看到他孜孜不倦的創作、教學、編輯雜

誌，「文學」真是姚一葦的終生志業。

走進「戲劇與人生──一同走走劇場與文學之

路」展區，這區是姚一葦創作的精華。迎面一口道具

皮箱，從中延伸出無數的布幔，比喻姚一葦飄洋來台

後落地生根，創作了豐富的文學作品。此區展示了姚

一葦的劇作手稿、簡報、出版品、文學批評、編撰

的文學雜誌等。姚一葦對戲劇的學習是由西方的劇

作、理論而來，但兒時的閱讀與教育，使他的劇本

也融合中國的歷史故事、傳統思想，有些是傳統故事

姚一葦文學年表。「文學」是姚一葦終生的志業，願做維護現代文學的唐吉訶德。 「戲劇與人生」展出是姚一葦創作的精華。

鐵質的書架，種類豐富的藏書。書架上一套日

文版的《近代劇全集》是姚一葦在舊書攤挖到

的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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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新演繹，如〈碾玉觀音〉，是以宋朝的話本為基

礎，但顛覆原有的文本。有些是將歷史故事以西方戲

劇的手法呈現，如〈申生〉以希臘悲劇的形式，由歌

隊來敘事等。每個劇本，都是一個故事，劇本的背

後，也有一個姚一葦自己的故事，在展品說明牌及展

場的多媒體中，我們呈現了這些背後的故事。觀眾可

以體會劇作家創作劇本時，如何建立架構、思緒的流

轉、生命的歷程。

姚一葦的劇本，幾乎都發表在文學雜誌上，早

期發表於《現代文學》、《文學季刊》，後期發表

於《聯合文學》。姚一葦除了投稿，也參與了文學

雜誌的編務，1963年擔任《現代文學》的顧問，與

余光中、何欣共同負責三年的編務工作。1975年與

侯健、楊牧、葉維廉、葉慶炳創辦《文學評論》期

刊，並擔任前九期的編輯委員。1978年擔任《現

代文學》復刊主編，至1984年止。姚一葦的文學批

評，以面對經典的嚴肅態度評析這些年輕作家的作

品，只做分析工作，不做價值上的定位。展場展出

的〈試評薪傳〉、〈試解讀「手槍王」〉等手稿，

呈現了他對文學藝術的熱愛、對年輕作家的提攜與

鼓勵。

「『育』的理念與實踐」展區，展出姚一葦藝

術理論及推動實驗劇場的相關手稿，我們從整份、整

疊的手稿中精挑細選，展出其中的一、兩頁。雖然無

法閱讀整個文章的全貌，但是可以看出姚一葦治學的

嚴謹與認真。為了清楚講解相關的觀念，自行繪製插

圖或尋找相關的圖片作為輔助。「回首幕帷深」展

區，展出姚一葦獲得的七十二年度《聯合報》小說獎

特別貢獻獎、第11屆吳三連先生文藝獎、「功在臺

銀」獎牌等。展場內擺放了3支耳機，裡面有姚一葦

暢談自己的讀書經驗、白先勇與姚一葦暢談文學理

念、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的陳玲玲老師，回憶

從師生關係到劇場的合作夥伴，對姚一葦的認識。

展場的最後，是一個鋪著黑膠地板、擺放幾個

黑色道具箱的空間，道具箱上有幾本劇本。這是個讓

觀眾「閱讀」劇本的地方，不只是用眼睛閱讀，而是

以「讀劇」的方式來閱讀。讀劇，是戲劇排練過程中

重要的一環。演員透過讀劇，揣摩角色的特性；導演

透過讀劇，引導演員進入文本，發覺演員在劇本中的

合適位置；劇作家也可以透過讀劇，檢視劇本的合理

性、完整度。劇本有別於小說或散文，大部分的文字

都是對話，透過「讀」劇的動作，可以對文本有更深

一層的了解。我們選擇《訪客》及《大樹神傳奇》這

兩齣短劇，只要兩、三個人，就可以在展場內，找個

舒服的姿勢，或坐或站，一同演一場人生的好戲。

「回首幕帷深」一輩子不求名、利，為文學而努力，能夠得到外界的

肯定，也是一種安慰。

讀劇區有文本供觀眾現場閱讀、讀劇。每ㄧ次的演出，都是一種新的

創作。邀請您一同來讀劇，用文學的、戲劇的方式，來認識姚一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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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一葦的創作，熟悉中西文化理路，善長溝通現代和傳統、中國與西洋，並在其中擺放核心價值，多半是中

國的情與感，而這樣的核心情感，源自於他所關懷的人之「境」。使用的劇作手法多元，有融合亦有創新，

但對於閱讀者、觀賞者來說，不難發現姚一葦帶領的舞台，正千變萬化地展演著一齣齣動人的戲劇。

以下依發表年代介紹之：

第一部劇作，完成於1962年，1963年開始在《現代文學》16期發表。這

部作品的原型，本來是在課堂上給學生當作劇本習作的故事大綱。此劇最明

顯的特色是跳躍、不固定的時間與空間，姚一葦說：「劇中的時間與地點沒

有確定，是我的一種相當狂妄的嘗試。也就是說我讓時間和地點成為可變

式。」這樣具有實驗性質的創作手法，在戒嚴時期的文壇，正如姚一葦自己

所說的，是相當狂妄的嘗試。在創作的過程中，姚一葦提出了何謂藝術家，

藝術家的靈魂是怎麼樣的？所創作的作品難道只能是「某一特定時代和某一

特定地點的某一特定的事例」？而終究，作者邀請大家一起思考的是人性以

及人究竟為什麼而活著。

1965年發表於《現代文學》26期，後由現代

文學社出版。這是姚一葦第一部公開發表改寫

古典題材的劇作。在〈回首幕惟深〉一文中，

提到自己創作這部劇本的理念，有著以謙卑的

心向中國傳統戲劇學習，也企圖結合傳統與西

方、古典與現代，在一個大家所熟悉的故事中

注入當代人的觀念。於是運用了《西廂記》的

題材，故事內容延續《西廂記》的結局，拓展

出了新局面，主角張君銳、崔雙紋與孫飛虎，

在性格上皆有別於《西廂記》，有著姚一葦所

欲翻轉的傳統動機，藉由劇中人物，拋出了

對「愛情」、「身分」、「存在的價值」等本

質。全劇運用了古典京劇唱腔中，在其巧妙匯

入的新對白中，呈現了精彩的中西交流、古典

與現代的匯集。

展覽主題及文物介紹

手稿，國立台灣文學館典藏品。

手稿，國立台灣文學館典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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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發表於《文學季刊》1期，改編同名的中國宋朝話本，民間傳說，描

寫一個碾玉工匠和青年少女的戀愛故事，崔寧與秀秀之間所面臨的愛情與現

實的拉拒與挑戰，以及崔寧所追求的觀音之像，究竟是什麼，姚一葦所給予

的答案是具有人性，而非遙不可及的神，崔寧叩問內心的幽暗，也叩問人性

價值究竟為何，關於愛情需要勇敢，然面對殘酷的現實，以及僵化的社會邏

輯也需要予以抗衡。而在舞台展演上，姚一葦詩化了舞台語言，用人的基本

情緒作為基礎，簡潔而有力，並在反覆的語彙中，連結回憶，也呈顯了焦慮

的處境，十分生動。

關於《碾玉觀音》曾被多次搬演，姚一葦在〈劇本與演出之間──寫在《碾

玉觀音》重演之前〉一文中，說明了自己一向秉持「作者已不存在」的心

態，樂見每一次的演出，也衷心的提出看法。

1969年發表於《文學季刊》9期。發表後數十年在世界各地搬演。場景設在一個偏郊的旅館裡，因為一場暴風

雨，交通癱瘓，全部人聚集到這裡。這些人原都鎖在自己的苦難裡。這時，突然闖進一個雜耍班，最受注目的

是始終戴著小丑面具的「紅鼻子」。他能夠洞悉別人的苦難，化解心靈的困惑。但來自幸福家庭的紅鼻子為什麼

要成為丑角，其內心的憂傷和困惑無人能知。姚一葦企圖透過此劇，解構宗教及神話，「降禍／消災／謝神／獻

祭」，這是非常原始又古老的題旨，而姚一葦將它現代化了，這現代化的代表物，就是旅館，姚一葦認為在這戲

劇的世界裡，人類文明的旅館，以及其外的大自然，兩者並立，都有著人的有限，宇宙之無限的象徵。全劇絲竹

雜陳，載歌載舞，崇高與滑稽相間，喜劇性與悲劇性交錯，是一齣有著巨大舞台潛力的劇作。

1967年文學季刊社出版，國立台灣文學館典藏品。

手稿，國立台灣文學館典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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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發表於《現代文學》3期。這是一部歷史劇，

取材於真實的歷史人物──中國明末清初的俠醫傅青

主，其傳記不容易以劇本呈現，所以姚一葦剪裁了傅

青主兩大境遇作為故事的主軸，一是傅青主48歲時入

獄時的情景，一是70歲行醫、拒絕被徵召的過程，這

兩部分的時空相距了30年，除了傅青主這角色外，沒

有一個是相同的，姚一葦以說書的方式來貫串整部戲

劇，採用的理念是「敘事詩戲劇」。姚一葦透過這部

劇，突顯了人生的兩種困境，一是面對「生困難抑或

死困難」的問題，另一是堅持的「原則」，即是人活

著不只是承擔責任，還有一個重要的東西，便是堅持

「原則」，希望看到此劇的民眾，能夠安靜專心的完

成觀賞，而非帶著姑且一看、消遣一下的心情，否則

這劇就沒有演出的必要了。

1971年首先發表於《文學雙月刊》，後由中國戲劇藝術中心出版部出版。劇本的時空背景是中國春秋時代的晉

國。以晉獻公晚年的政局及驪姬與忠臣申生、重耳和夷吾之間的糾葛為腳本，姚一葦曾說，撰寫〈申生〉的前

後期間，對歷史很感興趣，讀了史書後發現晉世子申生之死，有極為濃厚的悲劇性，適合寫成劇本，並將劇中人

物的面貌性格作了很大的改變，賦予他們現代的意義，採取了希臘悲劇的形式，鋪陳驪姬這具有極複雜心理的角

色。此外劇中的歌隊，是希臘式的，大大增加了劇作的劇場性與可看性。此劇作由姚一葦同為劇場研究者的女兒

──姚海星教授，擔任導演，透過父親的劇作，某一程度上也是父女的對話，關於形式的運用，原創作者再創者

之間的磨合，共同呈現一部精采的劇作。

手稿，國立台灣文學館典藏品。

手稿，國立台灣文學館典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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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發表於《現代文學》復刊7期。時正預備開拓實驗劇展的前一年，於是劇作的名稱也成了實驗劇展內在精

神的指標，「在那裡呼應新舊交替的歷史片刻。」姚一葦如此說，這也是他首次呈現的「笑劇」，在創作中，作

者為引人發笑，常將人物類型化，也不強調情節連貫。姚一葦的作品一直有個核心理念，導向人的內在，心靈世

界所展現出來的外在行為，就呈顯在人生旅途上的境遇。我們一生會發現什麼事不知道，碰到什麼樣的人，結了

什麼樣的緣分，都不是能預想到的。在〈我們一同走走看後記〉一文中，姚一葦如此說：「一定要問這裡面可有

什麼哲學？因此還不如先自招供。我得說這裡面一點深奧的哲學也沒有。這些年來，年紀大些，閱歷深些，書也

讀得多些，可是頭腦卻越變越單純，我覺得人與人之間，必要互相尊重、互相了解，互相扶持，在人生的道德路

上，我們走走看！」

手稿，國立台灣文學館典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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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一葦不但是傑出的劇作家，也在文藝理論上有深厚的造詣，他的文藝理論主要集中在美學、戲劇和文學批

評上。1966年他參照各家論述，譯註了藝術理論的經典之作──亞里斯多德的《詩學》，並加入個人的「箋

註」而成為《詩學箋註》，這也是往後姚氏戲劇理論的重要基礎。

姚一葦的藝術理論可謂是師承亞里斯多德，故與《詩學》一書極具淵源，姚

一葦認為此書先是做為他研究戲劇理論的基礎，後又成為他研究美學與批評

理論的最初與最重要的經典。1960年開始著手撰寫《藝術的奧祕》，所企

圖建立的藝術體系幾乎可以說完全承襲亞里斯多德，而這樣的功夫就是是從

箋注《詩學》開始打下的基礎，《詩學箋註》自1965年的9月開始撰寫，直

1966年5月完成並由國立編譯館發行出版。

1966年國立編譯館出版。國立台灣文學館典藏品。︽
詩
學
箋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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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本讀書、創作筆記內容中，可看見受亞里斯多德

《詩學》評論啟發的姚一葦，除了記錄亞氏觀點外，

也記載了對戲劇的評論及觀點，這些筆記內容，匯集

成一部部重要的藝術與美學理論的篇章，提供後人得

以有紮實的文獻可閱讀及參考。

手稿，國立台灣文學館典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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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

姚一葦認為理論的產生總是在作品之後，他以此建立創作與批評的原則及系統。中西學貫通的他，常以希臘

戲劇來作例子，最早的一部理論應該是亞里斯多德的《詩學》，這也是經由許多劇作家的發表後才產出的評

論，而中國最早的文學著作《詩經》，關於詩之理論也晚了許多。

關於文學理論與批評的研究，姚一葦提出：

1. 藝術和文學都是人類心智活動的產品，這活動的創造性建立的基礎就是「美學研究」，也屬於「藝術哲學

    研究」的範圍，針對的是人類全盤藝術活動來探討，因此角度不同，論點不一。

2. 理論的意義是建立在評價的基礎上，什麼叫作好，要企圖建立一個可以辯論的原則。

姚一葦實踐了自己的想法，在創作與閱讀間，精通各理論，他認為藝術理論提供了兩個用處，一是幫助我們

知道有所選擇，一是供給我們分析、理解和批評的能力。

關於姚一葦的理論著作，以下依發表年代介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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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與活動

在此書的〈緒論〉中提到「由快感的純淨程度與引起之情緒性質、傳達與

接受者的能力、以及二者間的相關性來設立基準，係我的整套美學觀之基

礎。」說明所謂的美學，引藉波桑葵「容易的美」與「艱難的美」的觀念，

設定「美的基準」及「非美的基準」依質的變化而分「悲壯」、「滑稽」、

「怪誕」與「抽象」的範疇等。

手稿，國立台灣文學館典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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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本以「藝術品的客觀性」為基礎而開展出來的「藝術本質論」。「每

一問題均先界定它的內涵和範圍，再就歷史的線索以論述此一問題的癥結及

其演變，然後再宣述個人的見解，並列舉例證加以解說」。關於鑑賞藝術品

的原則，應是建立在可以傳達的條件上。藝術家創造的想像，透過藝術品呈

現，而其所蘊含的嚴肅性與意念性，是創作者的內在，與外在形式合而為藝

術品的內在奧秘，標記著藝術家的境界。在本書中包括了〈論模擬〉、〈論

象徵〉等篇章，提到模擬的功能、象徵與對比的樣式，模擬真實世界或與內

在世界的選擇、類型、秩序、與信服；象徵的符號性、比喻性、與暗示性；

自實體的對比到抽象的對比，自對比產生嘲弄，自悲劇的嘲弄到喜劇的嘲

弄，此則為藝術品表現方法方面所特有的特質。

1968年，開明書局出版，國立台灣文學館典藏品。︽
藝
術
的
奧
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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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實驗劇場」的誕生是戰後台灣文學史上重要的印記，這樣實質的社會教育彰顯了姚一葦在台

灣現代戲劇的重要性。1979年發展的「實驗劇展」，正是台灣政治充滿禁肅氛圍的時代，姚一葦在

此時為嚴肅保守的文學與劇場注入新的希望，「實驗劇場」的開始就是理想的實踐。姚一葦對實驗

劇場的定位是：實驗空間的建立，劇本創作與演出形式的實驗。究竟能實驗出什麼樣的成果，姚一

葦態度非常開放，他認為最重要的是敢於嘗試對成規挑戰的勇氣，不計成敗。

發表於1979年6月4日的《中國時報》，同時期由汪其楣教授指導文化大學戲劇組學生分二梯次所

演出的八個獨幕劇，姚一葦認為是真正的「實驗演出」，也是他多年夢想的初步實現，為了要突破

已僵化的傳統舞台、劇場，就必須要有實驗精神與構想，然後還要有一個戲劇的實驗室，而這樣的

空間就是所謂的實驗劇場。文末姚一葦表達了濃厚的欣喜之情，這樣的劇場已開啟，劇運的未來當

充滿願景。

手稿，國立台灣文學館典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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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紙上談兵，所以姚一葦在創作、寫理論之外，堅持實踐，勇於創新，大膽的實驗──推動「實驗

劇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