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得其所，不忘初衷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自從 2016 年接觸到京劇後，我便深深地為之

著迷。大一的時候因為興趣，去旁聽了國劇系的跨域課程「戲曲容妝」，在課

堂上認識了曾是國光劇團旦行演員的劉嘉玉老師，因為對京劇的熱愛、頻繁的

和老師互動，使我和嘉玉老師變得十分親切，課堂上也結識了也結識了許多興

趣相投的學長姐，那時，週五的早八是我一週最期待的時光。 

 

在升上大二時，我毫不猶豫的將戲曲跨域放到了第一志願，也順利的選填

上了。但是在暑假期間，卻多次對這個決定感到不安。「我是不是不應該選傳

統戲曲的跨域、應該去選比較實用的課程？雖然喜歡戲曲，但戲曲卻不是我未

來會賴以維生的志向。」我陷入了跨過了社會需求、尊重需求，選擇直達自我

實現的狀況，不踏實感侵襲著自己。但儘管如此，還是得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像文史哲、藝術方面的學習，更多是在培養內在的價值。人文與社會科學是一

切事情的核心。在重實用主義的 21 世紀，這些內在價值更或許是珍貴的。但那

會不會只是一個美好的嚮往？對於我，面對現實的未來，藝術是適合我的、可

以溫飽的工作嗎？傳統戲曲對我，僅是我所沈迷之興趣、賞心樂事罷了，我也

沒有具備比一些藝術相關科系更專業的技能和經驗。 

有陶冶性情的興趣喜好，從來不是件壞事，但當一個史學系學生，跨域專

長又選擇傳統戲曲時，當時的我也是覺得荒唐可笑。一年後有多少收穫，誰曉

得呢。我告訴自己，這一年就這麼過吧，或許還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大二結

束後，還有兩年的時間可以準備未來，不要因此而侷限了。大學四年，每一年

都能有不同的風采，只要我好好的規劃。 

 

然而現在，跨域課程已經過了一半了，我並不後悔，甚至有著意不錯的收

穫。戲曲藝術的三堂跨域選修課，分別是吳承澤老師的戲曲表演藝術、劉美芳

老師的台灣地方戲曲風華，和彭怡雲老師的當代戲曲名劇賞析。 

 

第一堂吳承澤老師的課，吳老師本身是西方表演藝術背景出生的，上課時

的舉例非常的多元且活化。課堂內容先從表演藝術的形式，如程式化戲劇、自

然主義戲劇等概念、東西方的戲劇型態等，以許多影片和口頭敘述來教導我

們。課堂上氛圍輕鬆，老師幽默風趣，和學生打成一團，用簡單易懂的言語，

講紮實的課，搭配影像，可以很清楚的了解許多專有名詞。期中考後，從南宋

戲文開始，逐漸開始進入了中國戲曲的歷史發展，由淺入深，課程內容容易吸

收，頗有收穫。 

 

第二堂課是目前覺得上的最踏實的課，劉美方老師在各個劇團內穿梭，戲

評經驗豐富、現下各個劇團的狀況和背景、演員、搬演劇目、排練狀況都十分

熟悉，是個厲害的圈內人。老師教導我們各劇種的歷史背景及在台灣的發展，

因為興趣，我對這些知識具有一定的基礎，上了美芳老師的課於我是如魚得

水，在課堂上我和老師頻繁互動，學到了非常多、非常紮實的戲曲知識。下課

後請教老師問題，往往都能得到準確且豐富的答案，老師人十分親切，是個可

愛的人。我在期中的考試中拿到了最高分，也是對這堂課目前的一個成果交

代。 

 



 

第三堂課是彭怡雲老師的課，第一節課時，雖對老師的口語邏輯有些不適

應，但當老師宣布說，本學期的課將以《趙氏孤兒》為主題去做探討時，我頓

時起了極大的上課動力。因為《趙氏孤兒》正是我最喜歡的京劇劇目之一，也

是我大一下史學導論期末小論文的主題，更是我替我的社團 ˇˇ 文創編輯社，

所要做的 LARP（實境動作角色扮演遊戲）及合作小說，訂定的主題。從大一下

到大二開學，五個月以來的不停接觸《趙氏孤兒》，使我對該劇情、人物關

係、時代背景和意義是瞭若指掌。聽到彭老師這麼一說，我下課時立刻去和老

師攀談，並給她看了社團目前在做的《趙孤》的相關創作進度。下一個禮拜上

課時，彭老師就請我準備《趙氏孤兒》的報告，和班上的同學分享。 

我將報告主題訂為《趙氏孤兒》的史與劇，將《趙孤》的正史和戲劇的差

別做了報告，得到了老師的讚許和同學們熱烈的掌聲。「史學系的真厲害！」

當我報告完，走回位置上時，聽到同學這麼的讚賞，當下的我是無比的滿足和

高興。 

 

而《趙孤》，也是我和系上想多認識的老師，開啟第一個話題的主題。老

師在課堂上舉到了「趙盾弒其君」的例子，我下課時藉著這個切入點和老師攀

談，進而發現許多和老師的共通點，至今也和老師是越發的熱絡。如果沒有

《趙孤》，真不知要怎麼和老師說上第一句話。 

 

彭怡雲老師的課上也常請來劇團的相關人士，推戲或是作經驗分享，如Ｅ

Ｘ亞洲劇團的行政總監林浿安小姐、國光劇團的行政陳麗妍小姐。也因為ＥＸ

亞洲劇團的宣傳，讓我進劇場欣賞了該劇團的作品《假戲真做２.０》，該戲改

編自印度的口傳文學，結合了亞洲風格化的劇場形式，印度演員和台灣京劇武

生一同演出，無比精彩！讓只看京劇、崑曲表演外，很少看現代舞台劇作品的

我，大開了眼界。 

 

《趙孤》於我的連鎖效應，我喜愛的戲曲故事、我的本科史學、社團的創

作題目、跨域課堂上的展現機會、和想多認識的老師開啟的話題……這些衍伸

出來的收穫是我從來沒有預想到的。史學和戲曲兩個專業的融合，再加上社團

的創作，使我扎扎實實的學到了許多東西。當我反思這一串經歷時，我更深

信，一切學習終將以不同的形式，回饋到自己身上，付出的努力絕不會是白費

的。 

 

「京劇大師從中國歷史中，編寫出一齣齣經典的京劇劇目，至今仍是膾炙

人口、在舞臺上被不斷的傳誦。當繁華成為過往，喧鬧轉為沈寂時，那一段段

唱詞卻永遠都在，平靜的，帶著人們回憶那一個個、歷史中雋永而華美的瞬

間。」這是我面試史學系時所說的話，記得當時還背了一段時間。如今大學課

業的一路走來，我竟然漸漸忘了，當初我進史學系的初衷本是合戲曲密不可

分。因為喜歡歷史、喜歡戲曲，且文史不分家，戲曲多取材自歷史故事，所以

我想多方位的學習。以後雖然不會走專業戲曲、史學方面的行業，但就算不是

該領域的工作，以我的能力，也可以做個富有熱忱的業餘推廣者。而或許這對

我來說，才是真正的心之所向。 

 

 



 

雖然面對未來的現實依舊前路茫茫，依舊持續的在探索著，但跨域課程讓

我找回了初衷，帶給我自信和肯定。不知結果的堅持和付出，是人生路上常有

的現象，如果每件事都求他的利益、實用性，真的太辛苦了。知道自己一直在

學習，一直在進步，就夠了。現在我能肯定的說，我不後悔選擇戲曲的跨域課

程。 

除了找回初衷、獲得自信和肯定外，還有更重要的一點，讓我不後悔選擇

戲曲跨域，就是能力和時間的分配問題。因為大二史學系的課程，遠不如大一

時容易，在整個禮拜的疲憊加上社團（文創編輯社又是個以產出作品為特色的

社團）、曉峰學苑等瑣事，屢屢感到心力交瘁。每週有一整天的跨域課程，對

我是大大的撫慰，我可以輕鬆的學習我所熱愛之事，並不會太有壓力。目前的

跨域課程於我是適得其所。 

先前所慮是正常的，對未來的打算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對眼下時間

和自己能力的安排，才不會導致兩頭空的狀況。那些我想修習的實用的課程，

待大二下曉峰學院結束時、大三社團告一段落時，再來選修也不遲。不要讓自

己的心超載了。最重要的，就算選了「實用」的課，如果自己沒有學習的動

力、對未來負責的決心，再怎麼優秀的課程也終究是白搭。我認為我的選擇並

沒有錯，等候其時，好好修習完眼下的課程，便是最好了。 

 

我不知道未來究竟會往哪裡發展，但我相信無論我的選擇為何，那些所學

終會回歸到自己身上，創造出自己獨特的生命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