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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豫劇團於 9 月 11 日至 9 月 29 日進行「2013

大陸巡演」計畫，分別於山東省濟南市、北京市、河南省鄭州市、天

津市等地進行 5 場專場演出、4 場專業交流，觀眾及參與人數計 4,802

人。此行確認了臺灣豫劇文化的輸出策略可行，新編劇目《花嫁巫娘》，

從富有臺灣人文精神的「人物角色」出發，以簡化繁的舞台美術，更

是讓大陸藝術家驚豔，《花》劇以不拘泥流派的表演風格，更成功擄

獲兩岸觀眾的心；演出結束後辦理「研討會」、「專家座談」（河南）

是即時在劇藝創作與實踐上的實質回饋；臺商企業與臺灣同胞聯誼會

的動員與贊助（北京），讓未來臺灣豫劇「商演」的機制得以啟動；

16 餘篇的媒體報導亦多對本次巡演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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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巡演目的 

臺灣豫劇團兩岸豫劇交流、互訪演出目的 初規劃僅以切磋技藝、互

相學習，並期於交流演出中觀察彼此文化藝術之特色，如此，不僅可

以增進技藝，同時也能達到資源共享的成效。但近年來，豫劇兩岸交

流已提升至「臺灣豫劇文化」的輸出，茲因演出節目特色造成兩岸學

者專家的熱烈討論及重視。據上，因辦理績效良好，於民國 91、93、

95、97、99 年五度榮獲陸委會兩岸文化交流績優獎（本獎項於 101

年停辦）。 

「臺灣豫劇」立基優勢是臺灣的人文精神與多元創意，兼以人道關懷

為主題的作品，有別於「大陸豫劇」崇尚「挑大腕」與「砸重金」等

的製作風格，近二年來以臺灣鄉土文學小說改編《美人尖》、紅樓文

學《劉姥姥》、新編豫劇《花嫁巫娘》等劇目，成功擄獲兩岸觀眾的

心；不拘泥流派風格，以劇中「人物」出發，並在臺灣鄉土文學小說

改編生、旦、淨、丑外，融合不同行當再新創人物角色定位，形成臺

灣豫劇的特有風格。 

本案巡演於大陸山東省濟南市、北京市、河南省鄭州市、天津市等四

地， 大的目的在於：從「切磋技藝」、「文化展示」提升為「文化輸

出」，藉此建立臺灣豫劇之主體性，擴大影響範圍，符合文化部「促

進臺灣價值輸出，推動兩岸文化交流」之施政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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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過程 

一、計畫 

(一)101 年 8 月 8 日奉文化部核定，出國計畫名稱為「臺灣豫劇

「京津巡演」及河北省文化藝術機構參訪計畫」。 

(二)102 年 1 月立法院刪除「河北省文化藝術機構參訪計畫」。 

(三)102 年 6 月 19 日奉文化部核定，出國計畫名稱變更為「2013

大陸巡演」，增加山東濟南、遼寧省朝陽市演出。 

        (四)102 年 8 月 29 日奉文化部核定，2013 大陸巡演部分行程變

更，以河南省鄭州市替換遼寧省朝陽市演出行程。 

    二、行程，日行程表及工作記要，詳如附件一 

(一)102 年 7 月 9 日至 18 日(10 天)，行前場勘及技術協調會。 

(二)102 年 9 月 11 日至 29 日(19 天)，2013 年大陸巡演技術人員

先遣裝台。 

(三)102 年 9 月 13 日至 29 日(17 天)，2013 年大陸巡演，山東省

濟南市、北京市、河南省鄭州市、天津市演出、交流。 

三、演出《花嫁巫娘》5 場次，觀眾合計 4490 人次 

(一)102 年 9 月 15 日晚上山東省濟南市歷山劇院演出 1 場次，觀

眾 870 人次。 

(二)102 年 9 月 18 日晚上北京市北戲兒少戲劇場演出 1 場次，觀



7 
 

眾 560 人次。 

(三)102 年 9 月 19 日晚上北京市北戲兒少戲劇場演出 1 場次，觀

眾 610 人次。 

(四)102年9月23日晚上河南省鄭州市河南藝術中心演出1場次，

觀眾 1750 人次。 

(五)102年 9月 28日晚上天津市塘沽大劇院演出 1場次，觀眾 700

人次。 

    四、交流 4 場次，參與人數 312 人次 

(一)102 年 9 月 16 日山東省泰安市山東梆子藝術研究院「專業技

藝交流」1 場次，參與人數 120 人次。 

(二)102 年 9 月 18 日北京市北京戲曲藝術職業學院「藝術行政專

業交流」1 場次，參與人數 12 人次。 

(三)102 年 9 月 24 日河南省鄭州市「第十屆海峽兩岸河洛文化暨

豫劇發展研討會」1 場次，參與人數 100 人次。參與學者專

家及發表題目如下：   

學者專家 單位職稱 發表題目 

李利宏 
河南藝術研究院 

院長 
主持人 

彭宏志 
國立傳統藝術中心

臺灣豫劇團團長 
專題講座：兩岸豫劇交流 

曾永義 
臺灣世新大學講座

教授 
我編撰豫劇《慈禧與珍妃》 

王瓊玲 臺灣中正大學中國 《台灣豫劇 60 年~從富國島到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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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系所教授 路》 

施如芳 
新編豫劇《花嫁巫

娘》編劇 

《巾幗‧華麗緣》：把人物演活，把

故事說好 

王海玲 
臺灣豫劇團一等演

員 
臺灣豫劇 60 年 

譚靜波 
河南省藝術研究院

研究員 
十屆論壇的歷程 

耿玉卿 大陸一級作曲 兩岸戲劇音樂創作交流 

李樹建 
中國劇協副主席、河

南省豫劇院院長 
兩岸交流感受 

李紅豔 
東方藝術執行副主

編、青年學者 
兩岸交流理論研究 

張大新 
河南大學地方戲研

究所教授 
兩岸戲曲交流 

(四)102 年 9 月 24 日河南省鄭州市「新編豫劇《花嫁巫娘》專家

座談會」1 場次，主持人為國立傳統藝術中心陳副主任兆虎，

發言人有：彭宏志（臺灣）、韋國泰（臺灣）、趙明普（臺灣）、

王海玲（臺灣）、曹復永（臺灣）、王瓊玲（臺灣）、蕭雅玲（臺

灣）、劉建華（臺灣）、楊麗萍、康潔、劉景亮、譚靜波、丁

永祥、李利宏、師東坡、孟    華、姚金成、陳湧泉、王明山、

梁周敏、吳亞明、張懷奇、劉春鎖、史茹、張寶英、喬麗、

左奇偉等，參與人數 80 人次。 

五、媒體相關報導及評論標題節錄如下： 

序 日期 媒體來源 標題 

01 102.08.13 大眾論壇 臺灣豫劇團《花嫁巫娘》九月份濟南

開演。 

02 102.08.13 中國戲劇網 豫劇《花嫁巫娘》開創豫劇新領域。

03 102.09.12 齊魯晚報 豫劇《花嫁巫娘》顛覆傳統 京劇混搭

臺灣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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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102.09.17 中國文化報 臺灣豫劇團《花嫁巫娘》在山東省濟

南市歷山劇院上演。 

05 102.09.18 新華社 臺灣豫劇團《花嫁巫娘》獻藝濟南。

06 102.09.18 中國台灣網 臺灣豫劇團到山東泰安表演折子戲。

07 102.09.23 鄭州文娛廣播

電台 

臺灣豫劇團做客鄭州文娛廣播《非常

有戲》。 

08 102.09.24 中國文化報 臺灣豫劇團《花嫁巫娘》大陸巡演。

09 102.09.24 鄭州日報 臺灣「豫劇皇后」牽手京劇小生，《花

嫁巫娘》帶來新鮮感受。 

10 102.09.24 河南日報 《花嫁巫娘》亮出臺灣豫劇味。 

11 102.09.24 中國城市文化

網 

新編《花嫁巫娘》充滿異域清新風，

京劇搭豫劇毫不違和。 

12 102.09.26 河南日報 一起聆聽兩岸豫劇交流的故事。 

13 102.09.26 河南文化網 第十屆海峽兩岸河洛文化暨豫劇發展

研討會在鄭召開。 

14 102.09.27 北戲校園新聞 臺灣豫劇團帶來豫劇《花嫁巫娘》到

我校進行交流活動。 

15 102.09.29 中國台灣網 臺灣新編豫劇《花嫁巫娘》首次到河

南演出。 

16 102.10.05 新華網 海峽兩岸豫劇界共同紀念豫劇入臺

6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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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活動心得 

本中心臺灣豫劇團 102 年原提列「京津巡演及河北省文化藝術機構參

訪計畫」，經文化部 102 年 6 月 19 日文藝字第 1021016047 號函同意

備查變更為「2013 大陸巡演」，於 102 年 9 月 11‐29 日（19 天），赴

山東省濟南市、北京市、遼寧省朝陽市、天津市等地演出五場。其中

遼寧省朝陽市原提供演出場地「朝陽人民會堂」，經豫劇團 7 月 9‐18

日派員實地場地勘查後，認為不符演出使用需求，旋要求更換劇場，

唯經邀請單位洽尋其它場館後，明確表示無法提供適當演出場地，復

經協調，取消該場次演出。 

原 9 月 22‐25 日之檔期，緊急協調聯繫，經河南文化聯誼會邀請赴河

南藝術中心演出，河南省為豫劇原鄉，河南藝術中心為大陸知名大劇

院，臺灣豫劇團於 60 年慶期間，赴該省演出，深具指標性意義，演

出效益將更勝於遼寧省朝陽市；因此演出地點及場地變更，復經文化

部 102 年 8 月 29 日文藝字第 1021024903 號函同意。 

本次巡演，造訪了山東省省會濟南市與大陸直轄市天津市二個新地點，

其中山東省為具傳統戲劇及曲藝發展之重點省分，本中心目前僅臺灣

國樂團於 2011 年應邀赴濟南市及青島市演出交流過，戲劇類團隊尚

未受邀交流，豫劇團今年首度應邀前往，除具指標性意義外，藉演出

劇目《花嫁巫娘》輸出具臺灣特色之戲曲文化，與山東省泰安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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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梆子藝術研究院」專業交流，考察「山東豫劇」轉型為「山東梆子

戲」之歷程，或可為劇團未來轉型之參考，收獲不少。 

而在河南省除了演出外，另由河南藝術研究院於演出隔天，辦理「第

十屆海峽兩岸河洛文化暨豫劇發展研討會」及「新編豫劇《花嫁巫娘》

專家座談會」，除河南省學者專家參加外，也特別由臺灣邀請曾永義、

王瓊玲、施如芳、趙明普等教授與會，發表論文並參與討論，如是的

研討與談在劇藝創作與實踐上，確實有著實質的回饋。與會學者專家

們也一致認為臺灣豫劇能在臺灣發展 60 年，實在不容易，而在豫劇

的母體上再發展出自己的風格特性，以戲論戲，不拘泥流派，更是值

得學習。 

茲節錄部分與會學者、專家談話內容如下： 

‧譚靜波，河南省藝術研究院研究員：「兩岸豫劇交流活動取得成果

得益於兩岸藝術家的共同努力。他們站在新的歷史起點上真誠合作、

互通有無，使豫劇在兩岸迸發了持續旺盛的生命力，豫劇交流成了

豫臺文化交流的重要載體，為兩岸更深層次的交流奠定了良好的基

礎。」 

‧孟華，鄭州市創作藝術研究院名譽院長，大陸一級編劇：「《花嫁巫

娘》強烈昭示出：臺灣豫劇已經遠遠地走出了狹窄的地域性和當初

的尋根性階段，進入了大的變化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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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玉卿，大陸一級作曲：「《花嫁巫娘》這個戲的音樂在探索創新的

道路上又前進了一步。」 

‧李紅豔，河南省藝術研究院青年學者：「《花嫁巫娘》體現了臺灣豫

劇團在現代化、國際化、本土化、自主化的道路上盎然前行的風貌

和勇氣。」 

‧王明山，鄭州市藝術創作研究院院長：「《花嫁巫娘》這台戲清新簡

練，是真正的戲劇手段的運用，給演出提供了更大的空間，但又不

覺得空。」 

‧張寶英，大陸豫劇十大名旦之首，一級演員：「曾赴臺 3 次演出，

親眼見證臺灣豫劇團全體演職員 60 年的堅守與拼搏，令人欽佩。」 

‧姚金成，河南省藝術研究院一級編劇：「這個戲寫了古老的風俗與

人性的衝突，實際上是寫人性的解放，充滿著人性的深度和人性的

內涵。」 

‧張懷奇，大陸一級導演：「風雨兼程六十年，鑄就輝煌春滿園，喜

聽豫音飄兩岸，海峽情深意久遠。」、「扎根寶島六十年，梆聲玖玖

薪火傳，改革發展拓新路，青出於藍勝於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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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檢討與建議 

一、新編豫劇以臺灣人文精神出發，建立臺灣豫劇主體性：本次巡

演劇目，新編豫劇《花嫁巫娘》，從富有臺灣人文精神的「人

物角色」出發，以簡化繁的舞台美術，京豫混搭的唱腔設計，

不拘泥流派的表演風格，導演以現代科技語彙，音樂融入臺灣

民謠《高山青》旋律，「歌」詠自然與「戲」融為一體，雅俗

可共賞；花、草、鳥獸對映女性、男性以及神靈的形象，藉由

奇光幻影豐富在花帕部落精靈的水晶世界裡，豐富的演出內涵

讓大陸藝術家驚豔。 

        北京市戲曲藝術職業學院院長劉侗，也是知名劇作家、戲曲評

論者，他在看完演出後如此表示：「感謝臺灣豫劇團帶來這麼

精彩的演出，除了演員的精湛演藝外，他個人學習到以下三點：

（一）要跟導演及舞美學習，這台戲沒有複雜的舞美裝置，炫

爛的燈光配置，但卻呈現出非常戲曲化、戲劇性的效果，令人

驚豔。（二）是要跟編劇學習，這台戲是神話、宗教故事，本

以為是司空見慣的鋪排手法，但編劇從哲學意味上去拆解劇中

人物的個性，從人性及精神上的救贖，來提昇、昇華人性的光

輝。（三）是要跟音樂學習，臺灣豫劇團以不到 20 人配置的樂

隊，竟然可以把這樣構成複雜的音樂，巧妙結合，實在是巧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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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妙手成輝。」 

這是《花嫁巫娘》繼 2012 年參加「第 14 屆上海國際藝術節」

後，又一次成功擄獲大陸觀眾的心，也確認了臺灣豫劇文化的

輸出策略可行。 

二、臺灣豫劇文化輸出的範圍擴大，目的提昇，為未來「商演」機

制鋪路：臺灣豫劇團在大陸的演出版圖，已涵蓋 4 個大陸直轄

市，跨過 7 個省份 16 個城市；在開拓兩岸文化交流版圖裡，

豫劇團也努力尋找新的交流地點、單位與模式；除了跟對岸不

同地區的豫劇團對談外，京劇、粵劇、川劇、越劇、評劇、曲

劇、晉劇、山東梆子、曲藝等不同劇種、劇團也都是互訪觀摩

與請益的對象。此行的北京場演出，主辦方北京中國傳統文化

促進會結合北京市台灣同胞聯誼會、台商聯誼會、東莞台商子

弟學校、臺灣企業以及大陸的企業界動員合辦，在經費籌措、

票房分配、觀眾組織上用心不少；並有台商企業表示，這麼精

采的演出，應該讓更多人看到，並籌劃邀請豫劇團明年赴廣東

辦理售票演出，初嗅「商演」契機；在未來大陸藝文市場需求

持續擴大的同時，演出的目的跳脫於技藝觀摩與文化展示，朝

向彰顯臺灣劇場創作思維與競爭優勢，將可藉由文化輸出模式

提升兩岸戲曲創作的藝術水準，促進華人戲曲文化界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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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件 

一、附件一，場地勘察及巡演行程 

(一)場地勘察行程表 

日期 地點 工作記要 

7 月 9 日 高雄→濟南 路程 

桃園 1715→濟南 0112 

7 月 10 日 濟南 拜會山東省文化娛樂中心 

歷山劇院場勘 

技術協調會 

7 月 11 日 濟南→北京 拜會山東省泰安市文化局 

拜會泰安市山東梆子藝術研究院 

拜會泰安市博物館館長 

路程 

7 月 12 日 北京 拜會中國戲曲學院表演系 

中國戲曲學院場勘 

拜會中國戲劇家協會 

7 月 13 日 北京 拜會中國文化傳媒集團 

拜會北京戲曲藝術職業學院 

北京戲曲藝術職業學院場勘 

技術協調會 

7 月 14 日 北京→朝陽 北京戲曲藝術職業學院場勘 

路程 

7 月 15 日 朝陽 拜會索菲斯集團 

拜會古今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朝陽人民會堂場勘 

技術協調會 

7 月 16 日 朝陽→天津 路程 

7 月 17 日 天津 拜會快板藝術委員會 

塘沽大劇院場勘 

技術協調會 

北京戲曲藝術職業學院場勘路程 

7 月 18 日 天津→北京

→高雄 

路程 

北京 1345→高雄 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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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巡演行程表 

日期 地點 工作記要 

9 月 11 日 高雄→濟南

臺北→濟南

去程 

技術人員先行前往 

9 月 12 日 濟南 貨櫃卸貨 

技術裝台 

9 月 13 日 濟南 

高雄→濟南

臺北→濟南

技術裝台 

演出人員去程 

9 月 14 日 濟南 劇場技術排練/彩排 

9 月 15 日 濟南 歷山劇院演出《花嫁巫娘》19:30  

9 月 16 日 濟南→北京 技術人員路程 

劇場裝台 

貨車劇場卸貨 (夜間) 

濟南 山東省泰安市山東梆子藝術研究院專業技藝交

流座談會 

9 月 17 日 北京 劇場技術裝台 

濟南→北京 演出人員赴北京路程 

9 月 18 日 北京 北京戲曲藝術職業學院藝術行政管理專業交流 

演出《花嫁巫娘》19:30 

9 月 19 日 北京 北京戲曲藝術職業學院 

演出《花嫁巫娘》19:30 

9 月 20 日 北京 戲曲藝術文化交流 

9 月 21 日 北京→鄭州 路程 

前往河南省鄭州市 

9 月 22 日 鄭州 漯河市戲曲藝術文化交流 

技術人員劇場卸貨裝台 (夜間) 

9 月 23 日 鄭州 河南藝術中心劇場技術裝台 

演出《花嫁巫娘》19:30 

9 月 24 日 鄭州 第十屆海峽兩岸河洛文化暨豫劇發展研討會 

新編豫劇《花嫁巫娘》專家座談會 

9 月 25 日 鄭州→天津 路程 

前往天津市 

9 月 26 日 天津 1.戲曲藝術文化交流 

2.技術人員劇場卸貨裝台 (夜間) 

9 月 27 日 天津 1.劇場技術裝台 

2.天津市戲曲活動觀摩 

9 月 28 日 天津 1.天津市塘沽劇院 

  演出《花嫁巫娘》19:30 

2.技術拆台、貨櫃裝貨 

9 月 29 日 天津→高雄 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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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件二，活動照片 

領隊國立傳統藝術中心陳

副主任兆虎，代表接受山

東省政府特邀諮詢張建國

（前山東省副省長）致贈

歡迎禮。 

開演前，山東省宣傳部、

文化廳、聊城市豫劇院等

主管與領隊陳副主任兆

虎、副領隊彭團長宏志、

韋藝術總監國泰等熱烈交

談。 

《花嫁巫娘》於山東省濟

南市歷山劇院演出，圓滿

成功，王海玲、曹復永老

師帶領全體演員謝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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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政府特邀諮詢張建

國、文化廳長徐向紅等來

賓觀賞《花嫁巫娘》演出

結束後，與演出團員合

影。 

山東省政府特邀諮詢張建

國、文化廳長徐向紅、聊

城市豫劇院院長章蘭、作

曲左奇偉觀賞《花嫁巫娘》

演出結束後，與主要演職

團員合影。 

臺灣豫劇團與山東省泰安市山東梆子藝術研究院專業技藝交流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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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台灣同胞聯誼會副

會長楊毅周（中立者），設

宴歡迎臺灣豫劇團赴北京

市演出。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豫

劇團由陳副主任兆虎帶

領，與北京市北京戲曲藝

術職業學院劉院長侗帶領

的一級主管進行「藝術行

政專業交流」。 

「藝術行政專業交流」座

談後，於北京戲曲藝術職

業學院校園合影，左起為

鄭科長曜昌、京劇系許主

任翠、林編纂娟妃、劉書

記寶華、彭團長宏志、陳

副主任兆虎、劉院長侗、

韋藝術總監國泰、華副書

記兆煒、地方戲曲系馬主

任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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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戲曲學院音樂系教授

海震（右 3）攜伴前來觀

賞《花嫁巫娘》演出。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陳校長

金粧伉儷（左 1、2）、臺

灣企業百一電子董事長夫

人陳美玲女士（左 4）、臺

灣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

暨公共事務部何主任芳菊

（右 5）、臺灣企業百一電

子財務長沈冷珍女士（右

1），蒞臨北京觀賞演出結

束後，與主要演職員合

影。 

《花嫁巫娘》北京場演出結束後，學者專家、臺商企業等與演職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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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文化聯誼會在演出

前特別安排一個臺灣豫劇

60 年的慶祝儀式。 

河南省文化廳楊廳長麗萍

慶賀豫劇在臺 60 年，致贈

「兩岸交流，豫劇鼎盛」

牌，由彭團長宏志及韋藝

術總監國泰代表接授。 

熱情的河南觀眾，坐滿河南藝術中心，演員謝幕後，掌聲久久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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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戲劇專家、學者、

省府官員、文化廳官員觀

賞《花嫁巫娘》後，與演

職人員合影。 

陳副主任兆虎於河南省鄭

州市主持「新編豫劇《花

嫁巫娘》專家座談會」。 

第十屆海峽兩岸河洛文化暨豫劇發展研討會圓滿落幕，與會學者專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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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快板藝術委員會主

任、大陸國家一級演員張

志寬老師，以拿手絕活快

板書，歡迎臺灣豫劇團蒞

臨天津市演出，精湛的演

出，迷煞了團員，紛紛拿

起相機、手機錄影留念。

天津市音樂學院王教授建

欣，帶領學生前來天津塘

沽大劇院觀賞《花嫁巫娘》

演出。 

天津市公安局侯政委順義(中立者)、天津市凌渡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天津市快板

藝術委員會張主任志寬，觀賞演出後與演職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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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件三，媒體相關報導及評論摘錄：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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