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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藝術是文化的結晶，更是人類生活的重心之一，藝術的另一重要之處，在於它能

串連起各個文化的關連性，就藝術文化來說，「實際接觸」是紮根的第一步，演員走出

劇場、進入社區，以台上台下互動交流、融成一片的方式，讓民眾不只是欣賞傳統戲

曲技藝演出，更能由活動中認識難能可貴的傳統戲曲藝術。 

          此次將臺灣傳統表演藝術風貌推廣到兩岸，以京劇、客家戲、民俗技藝為媒介，

讓所有參與活動者，透過傳統戲曲技藝演出特色的互動，了解其藝術價值及內涵，也

瞭解臺灣文化民情，提升藝術氣息，達到寓教於樂的效果與共鳴，將臺灣的傳統戲曲

民俗文化特色呈現給兩岸的朋友，進而拓展文化交流的目的，也達到本次活動真正的

意涵。 

 

企劃書 

一、構想緣起 

傳統戲劇，表演藝術團隊演出，共同參與本活動，透過活動與各演出團隊有互動的機

會，達成相互學習。讓青少年欣賞到最具藝術性、教育性的表演藝術，推廣校園。臺

灣戲曲學院多年的推展與經驗的交流下，有鑒於台灣藝術文化與觀念的多元開展，以

及傳統藝術對於固有的創作暨欣賞等認知的衝擊，深感亟需提出新的導引，並更有計

畫且深入地整合創意與歷史以及整體文化。 

以十二年一貫之養成教育為基石，目標於培養戲曲表演及編導創作人才，努力透過創

意演化，傳承戲曲藝術精華。由於戲曲係以人為主之表演藝術，培育學生掌握客家語

言特質及發揮戲曲音樂九腔十八調藝術風采兼具戲曲專業理論知識與技藝，得以延續

技職教育目標，保有優良傳統文化使命之達成專業性，並隨時代之脈動與步進，將其

發揚並創新。 

二、演出內容 

節目名稱：京劇《白鷺島》 

民俗技藝《花蝴蝶、精彩絕輪、型、旗開得勝》 

客家戲《鬧渡》 

三、演出特色 

京劇學系: 

故事的原型為京劇《火鳳凰》一劇，改編後將重點放在一群安居樂業的小白鷺身上，主

題表達原生態的自然景緻，需要被維護與回歸，當環境被侵佔與破壞後將面臨自然界無

預警的反噬。故事透過動物擬人的神話演述與大自然的景象傳訟，表達人類對自我居住

環境的重視與勇於面對、追求保育的心態。此外，戲曲虛擬的表演手法、抽象的舞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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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運用，都是此劇獨特的呈現。 

 

民俗技藝學系: 

《花蝴蝶》以耍盤為主要表演為特色，而《精彩絕輪》透過獨輪車展現獨輪技巧，《型》

則展現型男本色，以丟帽，由一頂至五頂的連續堆疊技巧，《旗開得勝》以旗幟飄揚翻

滾展先飄揚，藉由注重腰、腿、頂及滾翻的訓練，本活動運用不同雜技劇藝呈現各式表

演技巧，結合其他表演藝術與音樂節奏的元素，在整體的演出呈現最完美的演出。 

 

客家學系: 

《鬧渡》，是一齣熱鬧活潑具有濃厚客家風味的三腳小戲，此劇表現客家山歌、採茶曲

調的詠唱之美，並以詼諧喜鬧的情調，顯現客家小戲的活潑趣味。新編部分融入旦行不

同分行（小旦、花旦與武旦）的表演特色，使本劇做表更具層次感目前台灣唯一栽培傳

統客家戲曲人才的搖籃。 

四、團隊簡介 

國立臺灣戲曲學院為我國教育史上第一所十二年一貫制戲曲人才養成學府，以教育、傳

承與弘揚戲曲藝術文化為宗旨，肩負有戲曲文化「傳承」與「創新」之重責大任。 

1999 年復興劇校與國光藝校兩校整合，升格改制為國立臺灣戲曲專科學校，科系亦整

併為國劇科、綜藝舞蹈科、傳統音樂科、歌仔戲科與劇場藝術科，並增設客家戲科。於

2006 年升格為學院時，原有科別再更名為京劇學系、歌仔戲學系、戲曲音樂學系、民

俗技藝學系、劇場藝術學系與客家戲學系等六學系，各學系採十二年、十年或七年一貫

學程，招收國小五級、國中一年級或高職一年級新生入學，至學院部畢業，期能藉此培

養更多傳統藝術人才，注入更多新血。目前學校並附設有京劇團與綜藝團等二團，校區

分設內湖、木柵二校區。 

學生除了研習專業藝課程之外，也兼顧到戲劇理論、舞蹈形體、歷史發展、表演創作、

劇場管理、識譜樂理等基礎或進階課程，期望能結合社會脈動，在中國傳統戲曲踏出國

際、跨越新世紀之時。開拓更寬廣的藝術新境，一百多年來，以獨特自然的表現風格吸

引觀眾。 

本校，設立於民國 90 年 8 月 1 日，經戲曲專科學校改制後，並於 97 年 8 月 1 日正有國

中、高中、四技共 10 班，學生已達大學 4 年級，正屆履踐實務經驗之時期，復值此本

土文化意識興起，文化資源結構改變時刻，戲曲教育培訓更需由小至大一貫養成之教育

訓練課程，基於培養學生戲曲專業理論知識與技藝，延續技職教育目標，保有優良傳統

文化使命之達成，本系期盼能為國家社會造就更高階之客家戲曲專業人才，有助於國家

文化藝術更豐富之發展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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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系節目單 

節目單 

演出地點：海南島三亞 

演出日期：101 年 3 月 14 日至 3 月 19 日 

表演單位：國立臺灣戲曲學院‧京劇學系 

演出節目:《白鷺島》 

演    員:呂家男、史潔愉、方姿懿、朱柏橙、歐陽霆 

表演單位：國立臺灣戲曲學院‧民俗技藝學系 

          演出節目:《花蝴蝶》 

演    員: 黃寶宣 

          演出節目:《精彩絕輪》 

演    員：黃湘語 

          演出節目:《型》 

 演    員：郭聖傑、林立 

          演出節目：《旗開得勝》郭聖傑、黃寶宣、黃湘語、林立 

          老     師:李心瑜 

表演單位：國立臺灣戲曲學院‧客家戲學系 

演出節目:《鬧渡》~採茶風情----新編採茶 

演    員: 王芳敏、葉瑋樺、胡毓昇、陳怡如、齊子嫻、李芷軒 

老    師: 林曉英主任 

 

 

三、節目簡介 

國立臺灣戲曲學院~京劇學系 

演出地點：海南島三亞 

演出日期：101 年 3 月 14 日至 3 月 19 日 

表演單位：國立臺灣戲曲學院‧京劇學系 

國立臺灣戲曲學院為國內唯一戲曲專校，京劇學系以十二年一貫之養成教育為基石，目標於

培養戲曲表演及編導創作人才，努力透過創意演化，傳承戲曲藝術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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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節目:《白鷺島》 

演員名單 

1 呂家男 女 

2 史潔愉 女 

3 方姿懿 女 

4 歐陽霆 男 

表演劇照： 

5 

朱柏澄 男 

【劇情介紹】 

山明水秀的白鷺島，大海上的世外桃源，是小白鷺群居的好處所。平日安居樂業的小白鷺們，

辛勤維繫著自己的家園，還有鳳凰、靈鶴守護著大家，生活過得自在又快活。 

一日晨起，遠處飛來的大鵰為了尋找食物，帶領著鵰群飛到了白鷺島，看見島上充滿著豐 盛

的食物，決定侵佔。習慣於現狀的小白鷺們嚇的驚惶失措，紛紛逃避，鳳凰和靈鶴則認為唯有

勇敢的面對迫害，才能護衛家園。白鷺島受到大鵰的掠奪使得環境嚴 重破壞，突然一陣山搖

地動，引起了地震和海嘯，大自然的反噬，引起島上大家的恐慌，小白鷺與鳳凰、靈鶴要如何

運用牠們的智慧與勇敢來保衛自己的家園呢?  

【表演特色】故事的原型為京劇《火鳳凰》一劇，改編後將重點放在一群安居樂業的小白鷺身

上，主題表達原生態的自然景緻，需要被維護與回歸，當環境被侵佔與破壞後將面臨自然界無

預警的反噬。故事透過動物擬人的神話演述與大自然的景象傳訟，表達人類對自我居住環境的

重視與勇於面對、追求保育的心態。此外，戲曲虛擬的表演手法、抽象的舞臺時空運用，都是

此劇獨特的呈現。                  

 

國立臺灣戲曲學院~民俗技藝學系戲曲展演 

演出地點：海南島三亞 

演出日期：101 年 3 月 14 日至 3 月 19 日 

表演單位：國立臺灣戲曲學院‧民俗技藝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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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島表演節目簡介 

表演劇照： 

 

演員名單 

01 黃寶萱   女 

02 黃湘語 女 

03 郭聖杰 男 

04 林立 女 

 

節目名稱：花蝴蝶     姓名：黃寶萱       年級：高中一年級 

節目簡介：以雙手轉盤動作與優美舞蹈身韻結合，表現出轉盤下腰、擰腕滾翻等動作。 

得獎紀錄：2010 第五屆體健盃國際年華暨全國民俗體育雜 

技與扯鈴競賽－雜技舞臺賽國中小組團體組金獎 

 

節目名稱：精彩絕輪   姓名：黃湘語       年級：高中一年級 

節目簡介：在快速、流動的獨輪車騎乘動作中，發揮超高的平衡感與團體動作默契 

得獎紀錄：2011 慶祝建國百年第一屆體委會全國獨輪車錦標賽－國中女子組個人花式競技第

一名 

 

節目名稱：型         姓名：郭聖傑       年級：國中二年級 

節目簡介：誰說玩帽子不能玩得有型，妳將看到一個小男孩玩帽子玩得酷帥無比。得獎紀錄：

2011 年第 6 屆體健盃國際嘉年華暨全國民俗體育雜技與扯鈴競賽-雜技國中小組第 2 名 

《旗開得勝》以旗幟飄揚翻滾展先飄揚，藉由注重腰、腿、頂及滾翻的訓練，本活動運用不

同雜技劇藝呈現各式表演技巧，結合其他表演藝術與音樂節奏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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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學院~客家採茶戲曲展演 

演出地點：海南島三亞 

演出日期：101 年 3 月 14 日至 3 月 19 日 

表演單位：國立臺灣戲曲學院‧客家戲學系 

 

值此本土文化意識興起，客家戲學系是目前台灣唯一栽培傳統客家戲曲人才的搖籃。由於戲曲係

以人為主之表演藝術，培育學生掌握客家語言特質及發揮戲曲音樂九腔十八調藝術風采兼具戲曲

專業理論知識與技藝，得以延續技職教育目標，保有優良傳統文化使命之達成專業性，並隨時代

之脈動與步進，將其發揚並創新。 

演員名單 

01 王芳敏 女 

02 葉瑋樺 女 

03 胡毓昇 男 

04 陳怡如 女 

05 齊子嫻 女 

表演劇照： 

06 李芷軒 女 

演出節目:《鬧渡》~採茶風情----新編採茶 

【劇情介紹】 

一位自命風流倜黨的花少爺，某日在渡船頭搭船遊山玩水，眼見一對年輕貌美的姊妹也要搭船過

河，花少爺趁著一同搭船的機會，想要調戲對方。幸有仗義的撐船大姑幾番阻撓，花少爺反被渡

江姊妹花給奚落一番，最後只好乖乖付了雙倍的船資。 

 

【表演特色】 

本劇《鬧渡》，是一齣熱鬧活潑具有濃厚客家風味的三腳小戲，此劇表現客家山歌、採茶曲調的

詠唱之美，並以詼諧喜鬧的情調，顯現客家小戲的活潑趣味。新編部分融入旦行不同分行（小旦、

花旦與武旦）的表演特色，使本劇做表更具層次感。 

主要角色：花少爺、大姑、姐妹群（5 位表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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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製作海報及名牌 

刊板 刊板 

  

  

道具牌 名牌 

 

海報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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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驗收活動演出照片 

3/12 驗收客家採茶 

 

  

京劇學系 

  

 

 

 

民俗技藝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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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海南演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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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新聞報導 

海南首辦瓊台民間文化專題展演 

【來源】中新網   

【日期】2012 年 03 月 16 日 07:39  

3 月 15 日，首屆瓊台民間文化專題展演在海南屯昌縣舉辦，50 餘位瓊台民間文化

藝人參加，進行瓊台兩地民間文化交流。 

當日上午，來自台灣戲曲學院民俗技藝係、京劇係、客家戲專業的 20 名師生身著

台灣少數民族服裝與當地百姓共同唱響《那魯灣》，瓊台兩地藝人同台共舞，手牽手

跳起台灣民俗舞蹈。 

  台灣戲曲學院校長張瑞濱表示，海南與台灣在農業、文化、民族風情等方面有很

多相似之處，民間文化交流是增進瓊台兩地互相認知的重要平臺。特別在文化方面台

灣跟海南有相通的地方，都是中華文化一脈相傳的同一個文化體系。張瑞濱説，「我

們今天還帶來台灣本土最酣的最熱門的一個戲曲，叫做客家戲，來一起觀摩學習，我

相信文化藝術的交流會讓我們得到一個教育和啟發。」 

  在 15 日晚舉辦的瓊台民間文化專題展演現場，富有海南特色的儋州調聲、八音表

演、黎族歌舞和來自台灣的雜技、京劇、客家戲輪番上演，為觀眾獻上了一場民間文

化盛宴。 

  海南省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綜合交流處處長傅少強説：「這是海南與台灣第一次

舉行兩岸鄉土文化演出，主要是體現海南和台灣鄉土文化的特色，我們希望以此為起

點能掀起一個瓊台民間文化交流的高潮。」 

  據瞭解，3 月 19 日，台灣戲曲學院和高雄書畫家協會的藝術工作者還將赴海口、

五指山等地進行民間藝術學術交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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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鄉土文化交流團訪海南 促瓊台兩地文化交流繁榮 

【來源】海口網 http://www.hkwb.net  

【日期】時間：2012-03-19 12:02 

 海口網 3 月 19 日消息  海南省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邀請臺灣鄉土文化交流團在 3 月 14 日至 19 日

期間，參加屯昌縣 2012 年民間文化藝術展演交流，旨在促進瓊台兩地文化交流繁榮，提升海南國

際旅遊島建設文化的影響。 

  3 月 17 日，臺灣鄉土文化交流團一行參觀了瓊州學院，並與該院學生進行聯誼活動。臺灣鄉

土文化交流團由臺灣高雄市書畫界名流和臺灣戲曲學院師生組成，他們很多人都是第一次來到海

南。在幾天的考察和交流活動中，不少代表團成員表示，海南自然風光優美，旅遊資源豐富，瓊

台兩地人民同胞同宗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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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海南首辦瓊台民間文化展演共同唱響那魯灣 

【來源】中國網    

【日期】2012 年 03 月 16 日 16:59         

 3 月 15 日，首屆瓊台民間文化專題展演在海南屯昌縣舉辦，50 餘位瓊台民間文化藝人參加，進

行瓊台兩地民間文化交流。 

  當日上午，來自臺灣戲曲學院的 20 名師生身著臺灣少數民族服裝與當地百姓共同唱響有迎賓

之意的《那魯灣》，瓊台兩地藝人同台共舞，手牽手跳起臺灣民俗舞蹈。 

  臺灣戲曲學院校長張瑞濱表示，海南與臺灣在農業、文化、民族風情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處，

民間文化交流是增進瓊台兩地互相認知的重要平臺。 

  【同期】(臺灣戲曲學院校長張瑞濱)海南島跟臺灣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 包括我們的農特產品

包括我們的民風 特別是有很多的文化 我們也可以說有相通的地方 我們都是中華文化一脈相傳

的一個文化體系 今天來的我們的同學是包括民俗技藝系 還有我們臺灣本土 最夯的最熱門的一

個戲曲 叫做客家戲 來跟我們所有的屯昌的好朋友們一起來觀摩 來學習 我相信文化藝術的交流 

也讓我們得到一個教育和啟發的意義 

  【解說】當晚舉辦的瓊台民間文化專題展演現場，富有海南特色的儋州調聲、八音表演、黎

族歌舞和來自臺灣的雜技、京劇、客家戲輪番上演，為瓊台民間文化藝人觀摩交流提供了平臺，

也為觀眾獻上了一場民間文化大餐。 

  【同期】(海南省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 綜合交流處處長 傅少強)這是我們海南跟臺灣第一次

的兩岸鄉土文化的一個演出 主要還是體現我們海南和臺灣鄉土文化的一個特色 跟我們這些海南

的地方戲做一些交流 比如說我們的臨高木偶戲 儋州調聲 還有我們的海南戲來做一些交流 我們

希望以此為起點能掀起一個(瓊台民間文化)交流的一個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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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首辦瓊台民間文化專題展演 

【來源】中國新聞網 

【日期】2012-03-16 08:25:01 

臺灣戲曲學院演員帶來的雜耍連演/本報攝 

 

  中新網屯昌 3 月 15 日電(記者 朱文)3 月 15 日，首屆瓊台民間文化專題展演在海南屯昌縣舉

辦，50 餘位瓊台民間文化藝人參加，進行瓊台兩地民間文化交流。  當日上午，來自臺灣戲曲

學院民俗技藝系、京劇系、客家戲... 

  中新網屯昌 3 月 15 日電(記者 朱文)3 月 15 日，首屆瓊台民間文化專題展演在海南屯昌縣舉

辦，50 餘位瓊台民間文化藝人參加，進行瓊台兩地民間文化交流。 

  當日上午，來自臺灣戲曲學院民俗技藝系、京劇系、客家戲專業的 20 名師生身著臺灣少數民

族服裝與當地百姓共同唱響《那魯灣》，瓊台兩地藝人同台共舞，手牽手跳起臺灣民俗舞蹈。 

  臺灣戲曲學院校長張瑞濱表示，海南與臺灣在農業、文化、民族風情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處，

民間文化交流是增進瓊台兩地互相認知的重要平臺。特別在文化方面臺灣跟海南有相通的地方，

都是中華文化一脈相傳的同一個文化體系。張瑞濱說，“我們今天還帶來臺灣本土最酣的最熱門

的一個戲曲，叫做客家戲，來一起觀摩學習，我相信文化藝術的交流會讓我們得到一個教育和啟

發。＂ 

  在 15 日晚舉辦的瓊台民間文化專題展演現場，富有海南特色的儋州調聲、八音表演、黎族歌

舞和來自臺灣的雜技、京劇、客家戲輪番上演，為觀眾獻上了一場民間文化盛宴。  

  海南省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綜合交流處處長傅少強說：“這是海南與臺灣第一次舉行兩岸鄉

土文化演出，主要是體現海南和臺灣鄉土文化的特色，我們希望以此為起點能掀起一個瓊台民間

文化交流的高潮。＂ 

  據瞭解，3 月 19 日，臺灣戲曲學院和高雄書畫家協會的藝術工作者還將赴海口、五指山等地

進行民間藝術學術交流活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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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臺兩地屯昌上演一家親 

【來源】大公網海南頻道 

【發佈時間】2012-03-16 19:39 

 

臺灣戲曲學院演員表演京劇《白鷺島》/本報攝  

    【本報實習記者袁成志屯昌十六日電】以「兩岸中華情  瓊臺一家親」為主題的瓊臺寶島民間文化

藝術交流專場文藝晚會昨晚在海南屯昌上演，來自瓊臺兩地的民間文化藝術團體為現場觀眾獻上

了地方特色歌舞、黎族樂器演奏、京劇、瓊劇、客家戲曲等十餘場精彩的演出。 晚會以一場火紅

熱烈的《火鳳凰》舞拉開序幕，其動感的音樂與激情的舞蹈點燃了現場的激情，更表現了海南人

民對於臺灣親人的歡迎，贏得陣陣掌聲。隨後海南民間文化藝術團體帶來了自編自導富有草原風

情的舞蹈《夏牧場的彩虹》、臨高傳統歌舞《哩哩美》、黎族特色樂器演奏及瓊劇等精心準備帶

有濃濃民族、地域特色的節目，而由 9 歲小演員表演的瓊劇更是引得現場掌聲雷鳴，也獲得臺灣

觀眾的盛贊。  

    令觀眾驚喜的還有來自臺灣戲曲學院的 13 位演員帶來的中華民間傳統文化的節目，演員們中

年齡最小的僅 13 歲。他們首先帶來的是傳統京劇表演《白鷺島》，演員們通過驚心動魄的武戲打

鬥講述了白鷺島上鳥類的爭鬥，其中的武戲對打、連翻跟鬥等表演讓海南人民見識到了臺灣對于

中華文化的良好傳承；獨輪車、轉盤子、換帽、切磚、舞旗等民俗雜耍連演也讓觀眾倍感親切，

不吝掌聲與叫好聲；帶有濃濃地方風味的客家戲曲《鬧渡》也深深吸引了現場觀眾。晚會在瓊臺

兩地演員們共舞的《同一首歌》中結束。  

    據瞭解，此次展演是屯昌縣第三屆農民博覽會暨民間技能大賽的一項重要內容，屯昌縣委書

記江華安表示，將繼續推進農博會與文化的結合，與臺灣民間文化藝術團體積極溝通商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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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臺文化藝術合作，商談交流的固定化。  

    臺灣來瓊民間文化藝術團體除戲曲學院演員還包括不少書畫名家，在昨天上午舉辦的瓊臺寶

島書畫名家現場筆會上，瓊臺書畫名家揮毫潑墨，現場贈送墨寶，臺灣書畫名家還寫下「瓊臺文

化熱絡交流萬象新」的美好寄語。                          

黎族樂器演奏/本報攝 

 

臺灣演員表演《鬧渡》/本報攝 

 

 

海南首辦瓊台民間文化專題展演 

【日期】2012 年 03 月 16 日 08:37:24 

【來源】 人民網(來源:中國新聞網) 

中新網屯昌 3 月 15 日電(記者朱文)3 月 15 日，首屆瓊台民間文化專題展演在海南屯昌

縣舉辦，50 餘位瓊台民間文化藝人參加，進行瓊台兩地民間文化交流。  

當日上午，來自臺灣戲曲學院民俗技藝系、京劇系、客家戲專業的 20 名師生身著臺

灣少數民族服裝與當地百姓共同唱響《那魯灣》，瓊台兩地藝人同台共舞，手牽手跳起

臺灣民俗舞蹈。 

臺灣戲曲學院校長張瑞濱表示，海南與臺灣在農業、文化、民族風情等方面有很多相

似之處，民間文化交流是增進瓊台兩地互相認知的重要平臺。特別在文化方面臺灣跟海

南有相通的地方，都是中華文化一脈相傳的同一個文化體系。張瑞濱說，“我們今天還

帶來臺灣本土最酣的最熱門的一個戲曲，叫做客家戲，來一起觀摩學習，我相信文化藝

術的交流會讓我們得到一個教育和啟發。         

在 15 日晚舉辦的瓊台民間文化專題展演現場，富有海南特色的儋州調聲、八音表演、

黎族歌舞和來自臺灣的雜技、京劇、客家戲輪番上演，為觀眾獻上了一場民間文化盛宴。

海南省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綜合交流處處長傅少強說：“這是海南與臺灣第一次舉行兩

岸鄉土文化演出，主要是體現海南和臺灣鄉土文化的特色，我們希望以此為起點能掀起

一個瓊台民間文化交流的高潮。＂據瞭解，3 月 19 日，臺灣戲曲學院和高雄書畫家協會

的藝術工作者還將赴海口、五指山等地進行民間藝術學術交流活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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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鄉土文化交流團訪瓊 

【發佈時間】2012-3-19 8:24:07 

【來源】國際旅遊島商報 

海南省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邀請臺灣鄉土文化交流團在 3 月 14 日至 19 日期間，參加屯昌縣 2012

年民間文化藝術展演交流，旨在促進瓊台兩地文化交流繁榮，提升海南國際旅遊島建設文化的影

響。 

      3 月 17 日，臺灣鄉土文化交流團一行參觀了瓊州學院，並與該院學生進行聯誼活動。臺灣

鄉土文化交流團由臺灣高雄市書畫界名流和臺灣戲曲學院師生組成，他們很多人都是第一次來到

海南。在幾天的考察和交流活動中，不少代表團成員表示，海南自然風光優美，旅遊資源豐富，

瓊台兩地人民同胞同宗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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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瓊台民間文化專題展演舉辦 50 餘民間藝人參加 

【日期】2012 年 03 月 19 日 09:26:46 

【來源】中國新聞網   臺灣同胞在屯昌唱響《那魯灣》 

 

  中新網屯昌 3 月 19 日電 日前，首屆瓊台民間文化專題展演在海南屯昌縣舉辦，50 餘位瓊台

民間文化藝人參加，進行瓊台兩地民間文化交流。 

  活動期間，來自臺灣戲曲學院民俗技藝系、京劇系、客家戲專業的 20 名師生身著臺灣少數民

族服裝與當地百姓共同唱響《那魯灣》，瓊台兩地藝人同台共舞，手牽手跳起臺灣民俗舞蹈。在

15 日晚舉辦的瓊台民間文化專題展演現場，富有海南特色的儋州調聲、八音表演、黎族歌舞和來

自臺灣的雜技、京劇、客家戲輪番上演，為觀眾獻上了一場民間文化盛宴。 

  據瞭解，3 月 19 日，臺灣戲曲學院和高雄書畫家協會的藝術工作者還將赴海口、五指山等地

進行民間藝術學術交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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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臺交流、海南獻藝 戲曲學院為臺爭光！ 

【來源】蕃薯藤新聞╱國立臺灣戲曲學院 提供 

【日期】2012-03-22 17:44 

 

天涯有愛相牽繫，海角情誼深，戲曲學院赴海南島交流演出，風靡兩岸戲迷，國立臺灣戲曲

學院師生近日方為臺增光，載譽歸國。國立臺灣戲曲學院由張瑞濱校長帶領師生 19 人，協同高雄

書畫家協會的藝術專家學者共計 30 餘人，應海南省政府邀請自 3 月 14 日至 19 日，參加首屆「瓊

臺民間文化交流活動」，在海南屯昌縣演出，該校師生與 50 餘位瓊臺民間文化藝人進行瓊臺兩地

民間文化交流，切磋瓊臺民間藝術文化，開創兩岸民間文化交流管道，贏得當地民眾民熱烈好評，

深獲讚賞。3 月 15 日在海南屯昌縣的開幕式，19 名師生身著臺灣少數民族服裝與瓊臺兩地藝人同

台共舞，並與當地百姓攜手同唱有迎賓之意的《那魯灣》，大家手牽手跳起臺灣民俗舞蹈，呈現

了兩岸一家親的和樂融融溫馨畫面。 

臺灣戲曲學院此次帶來了該校的民俗技藝系、京劇學系、客家戲輪番上演，京劇唱段《白鷺

島》，又有客家戲曲《鬧渡》以及民俗雜耍《切磚》、《獨輪車》、《花蝴蝶-耍盤》、《型男本

色-丟帽》等，集傳統與現代於一身，為當地觀眾獻上了一場民間文化藝術盛宴，風靡現場觀眾群

湧上臺爭相拍照留念。該院校長張瑞濱表示，海南與臺灣在農業、文化、民族風情等方面有很多

相似之處，民間文化交流是增進瓊臺兩地互相認知的重要平臺。特別在文化方面臺灣跟海南有相

通的地方，都是中華文化一脈相傳的同一文化體系，十分感謝有此機會到此交流展演。此次邀請

單位海南省臺灣事務綜合交流處處長傅少強說：「此次是海南與臺灣第一次舉行兩岸鄉土文化演

出，臺灣的許多經驗與模式值得借鑒學習，兩地互相交流合作，以屯昌農博會作為一個起點，將

掀起瓊臺民間文化交流熱潮」。 

這次國立臺灣戲曲學院不僅赴海南屯昌縣演出，深獲民間讚賞，也至瓊州藝術學院、海南師

範大學校園進行校園推廣交流，現場教學示範，氣氛熱絡。校園交流活動，內容豐富，戲曲百藝

紛呈，現場由研發處馬薇茜老師主持，帶領京劇學生進行「京劇」戲曲您我他、基本功、天女散

花、槍花、唱段及民俗技藝等介紹；民俗技藝則由李心瑜老師安排學生獨輪車、耍盤、切磚、丟

帽等教學示範；客家學系由林曉英主任安排學生齊子嫻介紹與示範「桃花過渡」，現場學生即興

學藝，效果十足，立即體會戲曲的專業性，看與學、學與做，確實不容易！瓊州藝術學院與海南

師範大學的學生們直呼：「果真是臺上一分鐘、臺下十年功」，而同行的高雄書畫家協會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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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也開心的對戲曲學院師生豎起大拇指言道：「戲曲學院真是為臺灣爭光，此行真正是落

實交流，有實質意義」。短暫的相會交流，臨別依依，大家都相互允諾，在海南三亞有個知名的

景點「天涯海角」，所以下次不論在何時，不論在哪個天涯海角，我們一定要再相見！此行戲曲

學院師生為海南的民眾與學生帶來不同的的藝文交流與藝術盛宴，大家不僅感受到海南的熱情，

也感受到彼此充滿了「愛」與「友情」的氣息，雙方深刻感受兩岸鄉親戲曲心相繫，有愛相牽，

海角天涯情誼深。臺灣鄉土文化交流團訪問瓊州學院 

【來源】中國新聞網 

【日期】2012-03-23 09:04 

 

臺灣鄉土文化交流團日前到訪瓊州學院，雙方展開了文化藝術交流。 

 

臺灣鄉土文化交流團日前到訪瓊州學院，雙方展開了文化藝術交流。中新網海口 3 月 23 日電 據

瓊州學院消息稱，臺灣鄉土文化交流團日前到訪瓊州學院，雙方展開了文化藝術交流。臺灣客人

對瓊州學院積極傳承海南鄉土文化表示讚賞。 

臺灣鄉土文化交流團考察了瓊州學院校園，參觀了學生書畫展，並進行了座談交流。訪問期間，

瓊台兩校師生還進行了文化藝術交流，展示了兩地不同特色的技藝。瓊州學院學生表演的民族舞

蹈《黎族姑娘》，將黎族姑娘的淳樸與黎族風情展現得淋漓盡致，歌舞、獨唱、葫蘆絲等節目的

精彩表演，無不展現著海南的民族風情。 

臺灣戲曲學院學生表演的《花蝴蝶》、《型男本色：帽之物語》、《桃花過渡》等節目，充分展

示了臺灣民俗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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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鄉土文化交流團海南行 

 

活動日程:3 月 14 日 

桃園國際機場準備起飛前往海口機場 

 

活動日程:3 月 14 日 

到達海口機場前往美蘭海航酒店用晚餐 

 
活動日程:3 月 14 日 

紫京皇冠酒店門口合影 

 

活動日程:3 月 14 日 

前往屯昌縣晚間 10 至凌晨 2 點彩排 

 

活動日程:3 月 15 日 

開幕式 

 

 

活動日程:3 月 15 日 

屯昌縣交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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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鄉土文化交流團海南行 

 

活動日程:3 月 15 日 

參加屯昌縣＂民間技能大賽＂下午 2 點參加閉幕式技排

 

活動日程:3 月 15 日 

       參加屯昌縣上午 9 點 開幕式活動

活動日程:3 月 15 日 

屯昌縣閉幕式演出結束 

 

活動日程:3 月 15 日 

屯昌縣開幕式演出後 記者採訪張校長 

  

活動日程:3 月 16 日 

               前往檳榔谷參訪 

 

活動日程:3 月 16 日 

參訪鰲亞洲論壇會址及三江匯合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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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鄉土文化交流團海南行 

 

活動日程:3 月 17 日 

本校與瓊州學院 校際交流演出 

 

活動日程:3 月 17 日 

本校與瓊州學院校際交流演出 

活動日程:3 月 17 日 

本校與瓊州學院校際交流演出 

 

活動日程:3 月 17 日 

本校與瓊州學院校際交流演出 

活動日程:3 月 17 日 

本校與瓊州學院校際交流演出 

 

活動日程:3 月 17 日 

本校與瓊州學院校際交流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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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鄉土文化交流團海南行 

 

活動日程:3 月 17 日 

本校與瓊州學院校際交流演出 

 

活動日程:3 月 17 日 

本校與瓊州學院校際交流活動 

活動日程:3 月 17 日 

參觀天涯海角景點 

 

活動日程:3 月 17 日 

參觀天涯海角景點 

活動日程:3 月 18 日 

與省台辦交換紀念品

 

活動日程:3 月 18 日 

與省台辦工作同仁合影留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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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鄉土文化交流團海南行 

 

活動日程:3 月 18 日 

本校與海南師範大學校際交流活動 

 

活動日程:3 月 18 日 

本校與海南師範大學校際交流活動 

活動日程:3 月 18 日 

本校與海南師範大學示範交流活動 

 

活動日程:3 月 18 日 

本校與海南師範大學示範交流活動 

活動日程:3 月 18 日 

本校與海南師範大學示範交流活動 

 

活動日程:3 月 19 日 

海口市(午餐後賦歸返臺) 

 

 

 

 

 

 



 

27

綜合檢討或改進建議 

  

綜合檢討： 

（一）本校表演隊伍有京劇學系、客家戲及民俗技藝學系 15 餘名學生參與，以臺灣本   

          土--客家與民俗及原住民等傳統技藝進行一系列表演，傳達臺灣傳統民俗文化特  

          色。本校學生一上台就以翻滾的身段與跟斗及色彩繽紛的彩繪臉譜，吸引住台 

          上與台下的觀眾所有觀眾目光，踩街進行時，民眾熱烈掌聲與歡呼聲不斷，並 

          爭相拍照合影留念，而來自當地各個表演團體相互寒喧，進行同台合唱表演交\ 

流，讓各參與表演者也感受到臺灣多采多姿的傳統文化風貌。 

（二）在廣場上原住民舞蹈演出打破舞台與觀眾之間距離感，是很不錯的文化推廣方 

，不僅可以帶動現場氣氛，也讓觀眾面對面以輕鬆活潑的演員近距離接觸的方 

式，直將相關表演藝術傳達給民眾。 

（三）此次的演出與學校推廣活動，讓本校學生親自參與，將臺灣的京劇擬人的神話 

演述與大自然的景象傳訟愛護與保育環境，並以臺灣客家民情特色及原住民俗 

舞蹈文化特色呈現給兩岸朋友，這種親身體驗學習及演出的歷程，這就是最有 

效的傳統藝術傳承方式，也讓參與演出學生感受深刻，增進兩岸舞台演出經驗 

與拓展視野，這些皆是學生未來成長經驗分享的成果與喜悅的歷程。 

 

改進建議： 

（一）因演出行程抵達當地已晚間，為配合整體演出效果完善，故配合其他團體排練 

         技排時間已達凌晨二點，學生體力有些不支，為使學生演員補充睡眠，故臨時 

         更動與調整第二天先簡易原民舞蹈開幕式活動表演進行，其他演員不化裝，以 

         整齊隊伍進場，下午在與技術人員進行二次技排與整排與錄影製作，請對方工 

         作人員再行確認與溝通，故本次皆全力配合對方所規劃之行程，並進行影視錄 

製作業。 

（二）校際交流原計畫是不勉強學校安排 3-5 分的彩演小節目，但因對學校皆有安排

即興節目；本校則以翻跟斗、基本功、唱腔、客家採茶戲（裝扮）、民俗技戲、

獨輪車、切磚實際教學演練的表演方式進行，並邀請現場貴賓一同參與，獲得

滿堂彩。這也是讓對方學校師生了解臺灣文化的重要一環，並認為臺灣教育活

潑生動，也透過介紹與表演，將臺灣地名（苗栗、基隆、臺北）、小吃（甜不

辣、擂茶、珍珠奶茶）分別介紹出來，建議下次可以把台灣文化特色除了展演，

也透過簡報圖片傳達，讓觀賞者不僅欣賞到藝術也可以藉由圖片感受到視覺上

的雙重藝術享受，正式親臨感受屬於臺灣文化的藝術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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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鄉土文化交流團海南行交流心得 

 

  客家戲學系 齊子嫻 

 

    這次真的很高興有機會可以代表客家戲學系，參加台灣鄉土文化交流海南行，海南島

對我來說是個陌生的地方，更何況是當地的藝術文化，學校很貼心的幫各位學生們準備了

海南島行的流程表，除了有晚會的表演，還有和兩所學校做文化交流。 

    晚會當天每個節目都很精采，但我發現海南島的演出單位節目都以歌和舞為主，有兩

個團體是樂器的演奏，一位小女孩唱瓊劇，當天的晚會演出完算是圓滿落幕，但緊接著還

有與兩所大學的聯歡，首先是先和瓊州學院做交流，京劇系的學弟帶來的林沖夜奔及噴火，

民俗技藝系的學弟妹們帶來了單車、轉盤以及丟帽，而客家戲學系帶來的桃花過渡，瓊州

學院則是帶來了許多的舞蹈表演，瓊州學院的交流由於都是學生而大家也是第一次，所以

都顯得有點生澀，但第二次和海南師範大學的老師們交流就比較不緊張而且有更多的互動

了。 

    海南師範大學是老師們與我們交流，所以有一定的緊張程度，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演

奏二胡的肖梅老師，她所準備表演的曲目充分的要表達她所想呈現的主題，第一首曲子是

由傳統京戲的唱段做了小小的改變，這首曲子展現出她對二胡的熟練度及精準度，第二首

則是演奏肖梅老師的老師的老師所流傳下來的曲子，這首讓我們看到了她對長輩的尊敬，

第三首則是以大家較能上口的民歌＂江南＂來做演奏，肖梅老師所帶來的曲目充分的展現

她的特色。 

    看了這麼多表演對於學戲曲的我來說，當然是對當地的戲曲好奇，在我們和當地的老

師和陪同我們的長官們交流後，才知道原來海南當地的是沒有自己的戲曲文化，我們所看

到的歌舞表演，也都是他們向別的劇種學習的，所以當他們看到我們有自己的劇目及特色

時，對他們來說是一種很新鮮的衝擊，這樣的交流為他們為我們都帶來不少的收穫，晚會

當天部分的表演者都不是專業的，但是我看見他們願意為了海南島當地的文化發揚，願意

這樣的去學習，而我們可以小小驕傲的是，我們的劇種非常有屬於台灣的特色和鄉土的味

道，我們要繼續保持我們現有的特色，學習欣賞不同的文化，嘗試創新，及傳揚我們鄉土

文化的精神，將台灣的文化讓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 

    最後真的要感謝海南島的每位長官和接待我們的人員，謝謝長官讓我們有這樣難得的

機會到海南島做鄉土文化交流，這次的文化交流讓我們每位同學感受到長官們的熱情招

待、細心照顧、專業的領導，真的很期盼有再次的機會能到海南島做文化交流，也要謝謝

我們的大家長張校長，除了給予學生們這樣寶貴的機，海南島 6 天行也是這樣的陪著學生

們跋山涉水的，無時無刻的擔心著學生的安危甚至關心我們有沒有吃飽睡好，也因為校長

我們也才能代表學校到海外交流，讓我們能為學校發光發熱，還有陪著我們學生一起到海

南島的老師們，你們也辛苦了，謝謝這 6 天來的照顧，這次的海南島行成為同學們美好的

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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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演出兩岸交流心得 

 

京劇學系方姿懿 

 

     很開心得到這個可以去三亞海南兩岸交流以及演出的機會，心中充滿了期待，晚上踏

上了陌生的土地，立刻即到現場進行排練，加上隔天的過排，雖然馬不停蹄，有點累，幾

乎沒有好好休息，但演出當天晚上很順利，也獲得觀眾們熱情的反應，就像這座熱情的島

嶼，使我們更多的信心與鼓勵，讓我們覺得好開心。 

與當地的學校交流，也是增廣見聞，能夠參與其中，尤其在海南師範大學交流，和京

劇長輩進行交流，還為我們拉琴調嗓，真的是與有榮焉，非常感謝這次邀請我們的海南省

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的長官，他們熱情的招待，讓我們吃飽喝足，看遍海南景點，也送我

們好多禮物及紀念品，照顧我們無微不至，真是周到萬分。 

感謝校長及校方與老師給我們安排這次的活動與指導，也謝謝馬老師一路上的陪伴與

叮嚀及帶著我們排練、演出、交流還帶我們去吃宵夜，讓我們這趟旅程平安快樂，我們也

因為這次的演出與交流，學習與欣賞到許多的文化視野與收穫。 

 

 

民俗技藝學系   海南島演出心得 

   (班級:高一乙   姓名 :林立) 

 

這一次去海南島表演，我們代表的不只是我們科系，更是代表我們學校，其實還蠻擔心自

己做的不太好。 

去到海南島的時後我發現那裡的人都十分的熱情，而且人也很友善雖然飲食文化令我有些

水土不服，可是在這幾天的相處中，讓我不知不覺愛上那裡。 

這次表演的場地，跟我們原本想的大小差很多，幸好最後找到方法解決了這個難題。在表

演中，雖然我不幸的失誤了。不過，沒關係，『人要在失敗中成長』，雖然我這次失誤了，

但是我相信我下次會表現得更好。 

這次海南島表演，最主要其實是要感謝校長和各位老師，因為他們所以這一次表演，才能

圓滿落幕，如果沒有各位老師和校長的幫忙，不知道我們什麼時候，才有這個機會出國表

演？ 

遮一次的表演，雖然沒有很完美，可是在這一次的交流中，我感到很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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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技藝學系   海南島演出心得 

     (班級:高一乙 姓名 :郭聖杰) 

 

這次是我第一次和學校出國演出，我感到非常的高興但在高興之前我還要先感謝我的

兩位指導老師俊安老師和怎哲瑋老師，如果沒有了你們兩位老師可能沒有今天的我，我也

沒機會去享受這份榮耀，另外還有一位老師也是我們這次去海南島要感謝的人，因為少了

她就沒有我們這一個節目，這為老師也是這次陪同我們民俗技藝科去海南島的心瑜老師，

沒有了前制動作就不會有完美的演出，所以三位老師們實在很謝謝你們。 

此次去海南島演出非常的順利，雖然說是順利但我到上場前時我都還是非常緊張怕自

己失誤害大家，況且直到上場前時那邊的風都還是很大帽子一丟上去就不知道飛到那裡去

了當下這種情況我也無能為力只能祈禱風小一點，不知道為什麼一上場之後就慢慢的停

了，讓我能順利的演完這種狀況只能說自己很幸運，最後除了前面感謝過的三位老師還要

感謝校長跟各位隨同的老師學長姐們，謝謝各位。 

 

 

 

 

民俗技藝學系   海南島演出心得 

 

(班級:高一乙   姓名 :黃湘語) 

 

因為參加出國去海南島的甄選，所以在三月十九日這天，心瑜老師、阿寶、阿立、聖

杰、和校長以及其他科的學校長學姊及老師們、大家一起出發到海南島去交流。 

到了桃園中正機場，我們一行人浩浩蕩蕩的準備登機，我總是走在大家的後面，因此幫他

人檢起重要遺失物，所以出去要多多注意隨身物品，不要丟三落四的。飛機要準備起航囉﹗      

這是我第一次出國，帶著滿心的期待，當我們離開地球表面，我便往窗外放眼望去，

所有的人，物都變的好渺小，頓時覺得自己真的是滄海一栗，接著就是白茫茫的一片了。

當我在度睜開眼睛，我已經到海南島了，直接前＇往表演的會場去彩排，那裡是一個大舞

台，鋪著紅地毯外加下完雨溼溼的，我做了個獨輪車的動作，就滑了一跤與地面平行，這

讓我學到了場地限制和適應的重要性。正式演出當天，人山人海，要一個人撐住全場，演

出時，我深刻的感受到觀眾的熱情與鼓勵，讓我成功的演完個人獨輪車，這是我第一次自

己一人面對如此盛大的場面。 

這次來到海南島，難免有些水土不符，但最重要的是謝謝校長帶領我們，還有當地

熱情的招呼，與老師辛苦幫我們排練，我們才能有這個機會，學到許許多多的寶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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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技藝學系   海南島演出心得 

 (班級:高一乙   姓名 :黃寶萱) 

 

這次很高興校讓我們有機會參加瓊台寶島民間藝術文化節的演出。這是我第一次出

國，所以在開往機場的路上，心中雀躍不已，而且代表我們學校，那更是備感光榮。 

經過幾個鐘頭的時間，我們到達目的地，屯昌縣農民博覽會的會場，當下著實嚇了一跳，

這是第一次見識到如此大規模的場地，雖然有點忐忑不安，但我告訴自己，我要把它做得

更好，距離晚會演出時間越來越近，涼風徐徐迎面吹來，本該是讓人心曠神怡，但我卻開

使擔心。因為我們演出所始用的道具，並不利於這種天氣，我只能在旁邊不斷的嘗試，如

何去克服。 

隨著時間步步逼近，輪到我上場時，往台下望去，雖然只是黑鴉鴉的一片，但仍可知

道是坐無虛席，人山人海，現在回想起來還是記憶猶存。這場演出對我來說，是特別的，

是難忘的。在不論大大小小的演出，這是第一次那麼沉浸在演出當中，就好像舞台在那一

刻是屬於你的，它能讓你盡情展現。 

這趟海南島六天行程，不光只是去演出，也是滿戴而歸，除了體驗那邊的風土民情，

也學習到許多寶貴的經驗，更領誤到那種享受舞台的感覺等等，這不僅是學習中的一個經

歷，更是突破自己，克服心理障礙，往前邁進了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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