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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人獲邀參與中國長三角高校影視戲劇學會第三屆學術年會，此次年會的主

題為：「新世紀國產影視戲劇創作發展的新現象與新問題」。本人發表了〈回望「精

品工程」中的戲曲創作〉一文。自 2002 年起至 2007 年止，中國文化部和中國

財政部共同推動「精品工程」，投入巨額資金廣泛選拔優秀的舞臺藝術作品。在

「精品工程」中共有十九台戲曲作品。本文探討「精品工程」中的戲曲創作，批

評了其中出現的奢華傾向，也分析討論了一些劇作因刻意追求思想寓意而產生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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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中國長三角高校影視戲劇學術會輪流由上海、浙江、江蘇、安徽等大學主辦。 

已有三屆歷史。本屆輪到江蘇揚州大學主辦。會議主題「新世紀國產影視戲劇創

作發展的新現象與新問題」。本人四月時依照計畫赴揚州移地研究，到揚州大學收

集資料時，揚州大學文學院陳軍副院長、本次會議的具體組織者鄭重邀請本人參

與，作〈回望「精品工程」中的戲曲創作〉的主題發言，並擔任話劇戲曲研究組

的評議人。前幾年本人曾以當代政治與戲曲關係作為研究主題，累積了一些成果。

希望藉此與中國大陸的同行進行交流討論，深化自己的研究成果。 

貳、過程 

雖然本次研討會 104 年 6 月 5 日晚上報到，由於考慮到飛機出發時間，也想 

藉此赴揚州收集研究資料，因此本人於 104 年 6 月 4 日中午從中央大學出發，

傍晚飛抵南京，半夜抵達揚州。 

6 月 5 日上午則到書局收集研究相關資料，下午至揚州大學報到。 

6 月 6 日研討會正式開始。在開幕式後，本人與厲震林、陳軍等教授一同發言，

以〈回望「精品工程」中的戲曲創作〉作主題報告，頗獲得好評。中午過後，開

始各組的研討，共分電影電視理論與批評、類型電影研究、話劇戲曲研究三組，

有 39 篇論文發表。本人還擔任話劇戲曲研究的評議人。由於這三組是同時發表，

因此擔任講評人的我只能參與話劇戲曲研究這組討論。在這組中上半場有陳吉德 

〈體制內外〈新世紀中國先鋒戲劇的四脈流向〉、李偉〈當代戲曲中的女性意識〉、

李光男〈堅持傳統戲曲可貴的品質是戲曲發展的前提〉、張利〈戲曲藝術片初創時

期的開路之作─從梁祝、天仙配、宋士杰看桑弧改編技巧〉、張曉歐〈新世紀以來

話劇演員文化分析〉、周晨〈反思展望保護傳承-蘇州滑稽戲研究〉、胡星亮〈論賴

聲川主持的集體即興戲劇創作〉等文。在一天熱烈的討論結束後，由陳軍教授主

持閉幕式，結束整個研討會。會後由主辦單位宴請所有與會學者。 

6月 7日本人又前往揚州大學圖書館收集文獻資料並與當地學者交流，瞭解比彼此

研究內容與兩岸學術趨勢差異，著實受益匪淺。 

6 月 8 日一早整理行裝前往祿口機場，搭乘下午班機回返台灣，由於班機有延誤，

因此將近六點方才回到台灣。。 

参、心得與建議 

本人此次提交的論文〈回望「精品工程」中的戲曲創作〉是針對 2002 年-2007

年間中國大陸文化部所推行的舞台精品工程所進行的研究。這種國家強力主導的

文化政策，固然為當時略顯萎靡的戲曲界挹注了大量的資金，提高了從業人員創

作的積極性，但所創作出來的「精品」其主旋律意識形態也為人所詬病。本人從



 

2 

大陸文化政策出發，對這大陸近年來最為龐大的文化工程的優劣良弊進行分析。

頗獲得同行好評。中國長三角高校影視戲劇學術會輪流由上海、浙江、江蘇、安

徽等大學主辦。已有三屆的歷史。本屆輪到江蘇揚州大學主辦。中國近年來這種

跨校、跨地區聯合主辦的常態性研討會越來越多。這對幅員廣大的中國大陸來說，

是各地區學術圈交流的好機會，也是學術資源整合運用的良好範例，近年來由於

政府資金短絀，學術資源也有萎縮的傾向，這種聯合主辦的模式或許可以提供我

們借鑒。此次研討會主題橫跨電視、電影、話劇、戲曲、小劇場，不同領域的研

究成果，也給本人不小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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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一、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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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指南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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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論文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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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