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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沒有十全十美的條件 你有準備好甚麼 就做些甚麼」
現代舞大師王仁璐分享藝術舞蹈人生                    

【整理報導 資料提供/舞蹈學院】舞蹈學院於10月
28日邀請到有「中國瑪莎葛蘭姆」之稱的現代舞大

師王仁璐女士蒞校，與師生們介紹現代舞之緣由，及

分享她的舞蹈創作人生。

出身於雲南，小時候生活在香港受著英國教育，後

來再轉至美國求學的王仁璐女士，在哥倫比亞大學

醫學院畢業後即決定走向她的舞蹈人生。她說到，跟

著瑪莎葛蘭姆專心學習舞蹈時，她已經20歲。而跟

著他學習4年多後，她決定開始尋「根」，瑪莎告訴

她，必須要傾聽自己的腳步，找屬於自己的路，所以

她開始探索與瞭解自己是誰，也成就了她的作品《金

山》。她笑說，小時候學芭蕾時，天天期盼可以與同

伴一起跳天鵝湖，當個美美的小天鵝，但當時老師卻

告訴她不行，長大懂事之後的她，也不會再想要跳這

樣的舞蹈。她說明在當時的年代，種族歧視問題隨處

可見，但在瑪莎的舞蹈學校內，卻可以看到不同的人

種，與對每個人的一視同仁。

 王女士說到，華人在加州的歷史是相當悠久的，

而《金山》則是以在美國的華人為主要故事背景，再

加上舞蹈的方式來表達當時人們的心酸血淚史。她強

調，要做中國人的歷史，不能只做中國人才知道的歷

史，而是要做全世界的人都能瞭解的故事。而編創

《金山》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不能讓華人不講

話，不能只做沉默的華人。此外，她認為從說故事的

美國麵包傀儡劇團工作坊 讓你展現自我 體驗另類活力與熱情                    

【整理報導 資料提供/戲劇學系】戲劇學系於11
月23日邀請到美國麵包傀儡劇團(Bread & Puppet 
Theater)蒞校舉辦工作坊，在半天的工作坊裡，團員

們不僅介紹了劇團的相關歷史背景，也帶領師生們一

同熱身與即興創作，充分展現該劇團的活力與熱情。

劇團創辦人偶戲大師彼得•舒曼已經年屆75歲，過

去他曾於1994年，接受文建會委託和北藝大戲劇系

鍾明德教授合辦兩週的《補天》工作坊，並於2008
年11月底與「中國戲劇工作坊」合作光影與偶戲《黃

土地之歌》一作。同時，他又擔任行政院文建會文化

外賓，在台停留期間參訪國內相關表演團隊，及參與

宜蘭二結當地民間信仰王公生之儀式，引發他很大的

興趣和期望能夠將麵包傀儡劇團的戲劇及偶師們帶到

台灣與社區或學校來進行工作坊教學，並且將劇團的

經典大戲作一呈現，因此也促成這次於北藝大舉辦活

動演出與工作坊。

團員Maura Gahan說到，這次主要是要介紹從

2005年起，從劇團發展出來的「路伯蘭地」國家舞

蹈團 (The Lubberland National Dance Company)，
彼得•舒曼想要顛覆傳統的舞蹈，加上他自己本身也

是雕塑家，在他的創作作品中加入了對美學的堅持與

許多不同的元素，不論是身體的每個部位所能創作出

來的舞蹈形式，呈現出融入與當下時事與相關題材的

即興創作。

此外，「路伯蘭地」國家舞蹈團 (The Lubberland 
National Dance Company)也加入了許多外界的人士

共襄盛舉，不論是藝術家，或是當地的社區民眾，皆

為其中的一份子，而主要的帶領者，大都為劇團的偶

師。而這次的工作坊，就是以該舞蹈團的創作精神為

出發，帶領所有參與者共同體驗「路伯蘭地」式的即

興創作。不論是全員整齊一致做相同動作，或是個別

的獨舞(solo)，甚至是搭配一些回收器具製作出的音

效，都展現了劇團的獨特風格。 
從熱身活動開始至合演創作，所有的人都親自感受

到如何真正身為「路伯蘭地」舞團的一份子。工作坊

的活動不僅在教室內，戶外中庭到人文廣場，麵包傀

儡劇團10名團員將所有參與者一起帶到戶外，將整

個上午一起排練的成果呈現出來，也讓這次工作坊圓

滿地落幕。

麵包傀儡劇團每年從11月至隔年5月接受各地邀約

巡演。大部份的演出為免費入場或以非常低廉的票

價，讓每個人能夠負擔得起進入劇場。加上因為關心

及表達的議題都是人類共通的問題，語言不是他們最

主要的表達元素，而是以大型的偶配合高蹺、裝置藝

術和現場樂團的音樂、人聲的吟唱及動作，所以他們

的作品不但具有跨領域和跨文化的特質，又具有多元

表達和對於人類基本生存關懷的特性，因此作品受到

歡迎肯定，巡演的足跡也已經遍及歐美、拉丁美洲，

甚至遠至東歐，如：蘇俄、烏克蘭等國，數十年來從

未間斷巡演，享譽國際。

方式中，往往也能從中領悟到生命的道理。而舞蹈就

是用另外的一種方式來闡述古人的傳奇。

1967年間，台灣首次呈現了「現代舞展」，在俞

大綱先生的策劃下，王仁璐女士當下編創了《白娘

子》，當時參與演出的有陳學同、盧志明、林懷民、

許常惠、史惟亮等人，而燈光大師聶光炎才剛從國

外學成歸國，為此次演出打造設計國內前所未見的舞

台，就在她認為準備並未十分週全時，俞大綱先生鼓

勵卻她說，「人生沒有十全十美的條件，你有準備好

甚麼，就做些甚麼! 」，而不錯過任何的機會，一次

成功的演出，不僅首次將瑪莎葛蘭姆之舞蹈技巧帶入

台灣，更對國內現代舞蹈產生著極深遠的影響力。她

重申，如果沒有俞大綱先生，台灣不會有現代舞。

王仁璐女士說明，舞蹈是十分神聖的，她不會為環

保這個議題來舞蹈，一些在大自然戶外的創作，是因

為那些環境是具有著相當重要的文化歷史意義。而舞

蹈者本身也為文化工作者(culture worker)，不僅在舞

蹈的領域裡，也在為文化傳承貢獻一份心力。

「金色年代、風景漫遊」臺灣前輩畫家蔡蔭棠百年紀念學術研討會

【文/陳紹元】文資學院於11月6日、7日假國際會

議廳舉辦「金色年代、風景漫遊」-臺灣前輩畫家蔡

蔭棠百年紀念學術研討會，為這位藝壇極度矚目、成

就卓越之台灣畫壇前輩人物表達致敬。

這次研討會是由北藝大與美國康乃爾大學特於蔡蔭

棠先生百年紀念之際，合作辦理學術研討會，透過國

內外藝文界學者專家提出之21篇中英研究論文發表，

進行國際性研討及學術交流，共同深入探究畫家蔡蔭

棠先生所開啟1930年代的現代主義於藝術及建築所帶

來之深遠影響。

此外，會場並有蔡蔭棠先生家屬蔡世儀提供的數件

作品，於研討會現場展示，讓與會者更能近身感受到

這位前輩畫家的迷人魅力。

文化資源學院王嵩山院長在此次研討會中以「不逝

的傳統、非新的藝術─臺灣的原住民藝術」為主題，

發表專題演講。王院長說到，做為一個藝術家，往往

被要求至少要能用創新的手法，將文化中已經標準化

了的形式因素，如聲音、顏色、線條、形狀、動作、

材質等綜合起來，從事創造的活動，然而，反觀在族

群藝術中，獨特的文化形式與內涵，卻正是創造出有

別於其他族群的知識與技巧的源泉，而原住民的藝術

就是最好的例證。

三位來自美國康乃爾大學之教授於此次研討會中發

表論文。藝術史系研究所潘安儀所長從「解構與建構

─重建中的台灣視界」提出他的觀點；人文學社社長

Tim Murray教授就「亞洲音效：散佈於不同層次新媒

體藝術中的聲音」說明其論點；藝術系系主任Jolene 
Rickard副教授以「原住民的身體：一個美利堅合眾國

殖民主義檔案」表述了他的看法。

在兩天的研討會中，共進行了有專題演講、綜合

座談與7場論文發表，而透過各界專家學者們的熱烈  

討論，也再次引起喚起了眾人對前輩畫家蔡蔭棠先生

的熟悉記憶，與其作品留給後人深遠的影響。

現代舞大師王仁璐女士與師生們分享她的舞蹈創作人生。

美國麵包傀儡劇團於戲劇系舉辦一場工作坊，並帶領師生們一同熱身與即興創作，充分展現該劇團的活力與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