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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苗圃已成林
———20世纪台湾儿童的京剧审美教育发展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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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 世纪京剧在台湾儿童中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本文以史料和田野考察获得的第一手资

料为基础，对 20 世纪台湾儿童的京剧审美教育之发展历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与分析，力图客观完整地再现了其肇始与

发展历程，解析了台湾儿童的京剧审美教育兴起和传播的社会文化动因，发展特色与途径，进而阐释了台湾地区的京剧传统

在当代依然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本因素，有助于我们从中寻求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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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台湾京剧观众中依然有很多懂行的，台北新剧

团观众就有半数左右是年轻人……他们知道传统的戏是什

么样子”，这是台北新剧团制作人辜怀群接受大陆媒体采访

时的作答。 从中，我们不难窥见，做为传统艺术的京剧在当

代台湾青年群体中依然深受欢迎。 ①这是一个一直以来令大

陆学者困惑的景观。 2015 年笔者有幸赴台参加音乐学术会

议， 并在学术同行的帮助下收集了京剧在台湾传承传播的

相关资料，以期对台湾京剧景观有更为全面深入的认知。 在

梳理和研究文献资料时，笔者发现，京剧在当代台湾青年群

体中的繁荣景象并非一个偶然， 而是上世纪台湾地区持续

发展儿童京剧审美教育的后生影响之结果。 然而，由于资料

获取的有限性，目前大陆学术界尚未见相关研究。 鉴于此，

笔者试基于赴台所获取的史料和田野考察获得的第一手资

料之梳理和分析，客观完整地再现 20 世纪京剧审美教育在

台湾儿童中的肇始与发展历程，解析其发展特色与途径，进

而阐释京剧传统在台湾当代青年群体中依然受众欢迎的根

本因素，以期从中寻求有益的启示。

一、台湾儿童的京剧审美教育之发端

台湾儿童京剧的审美教育之缘起， 并非任何个体的创

举。 如若回溯其发端，有据可考的历史则要从大陆京剧演员

入台湾军队“以戏劳军”谈起。 据笔者查证，正是“劳军戏”的

传统随着国民党撤回台湾后在台湾地区的传承终使得台湾

地区出现了“军中养戏”现象，并自此开始关注京剧小人才

的培养。 而台湾儿童的京剧审美教育之萌芽则是一种偶然，

它本质上属于国民党军队培育京剧小演员的附属产品。

“以戏劳军”之形式，可回溯至上世纪三十年代。 由于当

时正直国民政府渐趋失势却又急于招纳新兵， 因此很多京

剧艺人为回避北平混乱时局而报名参军。 据京剧名伶孙元

彬回忆：“三六年（1947 年）北平时局很乱……到南京时有二

十多位演员。 总统来校阅时也特别接见我们， 叫我们多劳

军，而且加发一笔奖金……在南京受训一年，苦。 一般军队

是三操两练，我们是五操三练。 还好我们可以排戏休息……

凑起来唱戏，边唱边往南走。时局虽乱，生意还是不错”。 ②从

这段回忆,不仅可以看出当时参军的大陆京剧艺人在国民政

府部队中一边接受正规训练一边对内劳军、 对外演出以维

系剧团开销，而且可以推测出在国民政府撤回台湾后，台湾

本地出现军中剧团、以戏劳军乃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劳军

戏”传统的延伸。

在国民党军队撤退回到台湾后， 在王叔铭将军的主持

下，台湾当地成立了第一个以京剧表演为主的、以戏劳军的

军中剧团“大鹏剧团”（1950 年）。 综观这个军中剧团的演员

结构（朱世友、马元亮、孙元彬），并不难发现该团的京剧艺

人大多出身大陆，且多为“富连成”、“鸣春社”等大陆著名京

剧科班所培养。 这种人员结构说明了当时的台湾尚无优秀

的本地京剧名伶。 此时，组建了大棚剧团的王叔铭将军最早

看到了台湾地区传承京剧艺术的劣势， 但却也清晰明了已

有军中剧团所拥有的人缘优势。 他率先投身于下一代京剧

艺人的培养行动中，台湾本地第一名少年京剧名伶“徐露”

便是在其栽培之下成长起来的。

徐露女士亦曾回忆“我第一次上台，是读女师附小……

齐公公看得乐极了，当下就跟父母说，要把我介绍给空军大

鹏。 齐公公介绍我认识王叔铭伯伯……大鹏就已经正式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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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栽培我……初一初二那两年， 苏老师每天都来家里教

我……我大概学了两三年之后才成立[小大鹏]。 ”③从中，我

们可以略窥台湾军中将领对于本地京剧人才培养之关注，

同样可知恰是及对徐露的培养经验， 促成了有关台湾儿童

京剧人才的第一个培养机构—军中剧团幼年班 [小大鹏]的

诞生。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小大鹏]为了训练小演员的舞台表

演能力，于 1956 年开始在每个周末上午利用空军专属剧场

“介寿社”对小演员们进行舞台实践训练，免费招揽群众观

赏，后被誉为“小儿早场”。 小儿早场的坚持训练使得其争取

到了一批相对稳定的京剧小观众，而这亦可被追溯为 20 世

纪台湾地区对儿童进行京剧审美教育的萌芽。 当代戏剧学

者王安祈曾如此回忆儿时坚持观看 “小儿早场” 演出之情

形：“郭小莊……对于头回登台的小演员，观众还不太认识。

一碰上演的出色的，逐一往前排打听演员名姓，……彩声连

连气氛热烈，而宝仙童由初挑大梁的郭小庄饰演，一亮相就

让人眼前一亮， 观众纷纷涌到台口捡起落在地上的红纸大

声宣念：郭小庄！ 观众席再先后答应，热闹极了。 ④从这段口

述史可以窥见如下端倪：其一，“小儿早场”对于[小大鹏]新

生代儿童演员的舞台表演实践意义重大， 后来成名的演员

名伶多在此参与训练，如郭小庄；其二，从以王安祈为代表

的儿童观众与演员之交流情境的热烈及交流互动之达成，

可以看出尽管小儿早场对儿童观众的京剧审美教育实属无

心插柳之举， 但这种举措却让军中剧团成员清楚认识到了

培养新生代小观众的可行性与重要意义，对后续的、关于台

湾儿童的京剧审美教育之自觉培育影响深远。

二、“儿童演戏给儿童看”—台湾儿童的京剧审美教育

之创新

[小大鹏]的成立及其训练举措对其他军中剧团均有影

响， 使得其他军中剧团也纷纷着眼于下一代演员培养而着

手创建“小儿班”，这一时期兴起的小儿班先后有：陆光幼年

班（即[小陆光]，1963）、海光幼年班（即[小海光]，1968）等。 显

而易见，在台湾京剧发展的鼎盛时期，台湾京剧新生代演员

的培养也被投注了极大热情。 然而， 在这种热情鼎沸的背

后，一种隐忧也渐趋显现：“台上的很多演员，年轻的演员他

们会觉得，观众给我拍手的时候我很高兴，每天谢幕的时候

观众给我鼓掌我很高兴。 可是，我鞠了躬抬起头来，我就觉

得很疑惑，为什么台下的观众都是我的叔叔伯伯，我的爷爷

奶奶辈。 为什么没有我的同龄年辈的，甚至我希望比我年龄

小的，可是为什么一直没有。 ”⑤可见，在六十年代的台湾，京

剧观众群体断层的危机开始浮现。在这一时期，借鉴了[小大

鹏]人才培育经验的[小陆光]，不仅推行了陆光新生小演员在

周末进行“实习公演”，而且最早领悟到争取新生代观众之

价值所在。 由此[小陆光]最早着眼于更大的格局，在国军文

艺中心推出了“儿童国剧欣赏”，率先采用儿童演戏给儿童

看和票价亲民⑥的方式来吸引小观众，并于每周末邀请台湾

国小学生到国父纪念馆免费看京剧演出， 借由儿童演员对

于儿童观众独有的亲和力与认同感， 开始了对新生代观众

的自发培育。

在一定意义上， 陆光国剧团是重新检视传统京剧之传

承和传播的第一支传承组织， 他们着眼于全局， 着眼于未

来，首创了以培养新生代小观众为目的的“儿童国剧欣赏”，

开启了台湾儿童京剧审美教育之先河。 此后，自 1973 年起，

台湾教育厅规定本地中小学均需排课参与这一京剧欣赏教

学活动，包括举办“各级学校国剧竞赛”及“青少年国剧欣

赏”。 ⑦

三、“儿童京剧” 的创生—台湾儿童京剧审美教育的蜕

变与发展

由[小陆光]开启的以“儿童演戏给儿童看”的“儿童国剧

欣赏”，着眼于新生代观众的培育，但不可回避的是，“儿童

国剧欣赏”所上演的依然是传统京剧戏目。 或许，在大多数

台湾青少年儿童眼里，去欣赏的意义更多是满足“窥视传统

文化在当代之残存”的欲望，因为传统京剧的各种术语及其

所传递的“教忠教孝”的价值观对于七八十年代的儿童少年

而言无异于梵文天书。 加之当时西方艺术潮流的牵引和台

湾政府的“去中国化”的宣传，使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符码

的“京剧”并非台湾儿童的偏爱。 如何争取新生代观众，让儿

童真正接纳京剧成为了一道时代难题。

八十年代， 复兴剧团团长钟传幸站在京剧发展全局的

至高点率先指出 “如果让现在的小朋友从小就可以看到戏曲

的儿童剧，那是不是也能代替戏曲找到未来的观众呢？ ”⑧并

随之推出了第一部成人京剧名伶专门编演给儿童观众的

“儿童京剧”《新嫦娥奔月》， 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轰动效

应，也自此开启了儿童京剧的先河。 随后，又有国光剧团的

《烽火小子红孩儿》，当代传奇剧场的《十二生肖闹戏台》等

十几部儿童京剧接连创生。 虽然儿童京剧的诞生与蓬勃发

展原以培养新生代京剧观众为目的， 但儿童观众从戏剧观

众的边缘走向中心，从被忽视走向被重视，却着实说明着台

湾社会大众对于儿童以及儿童的传统文化教育开始投注越

来越多的关注。 综观八九十年代的台湾儿童京剧，无论何种

主题，均具如下特质：其一，巧妙运用京剧传统程式进而保

留传统文化特质。 如保留文武场伴奏配置作为基调，又如以

京剧行当作为人物塑造的主要方式（恰如《森林七矮人》中

运用京剧丑行的“行当功”矮子步来塑造七个小矮人），且考

虑到儿童的视听习惯多以字多腔少的流水、快板进行演唱，

令小观众在京剧“审美”的过程中观其做打，领略念唱，进而

实现对京剧传统程式的认知。 其二，借用现代文化因子拓充

表演张力从而增进儿童理解、激发兴趣。 例如《风火小子红

孩儿》中可爱的小妖会打手机搬救兵，顽皮的八戒喜欢吃麦

当劳， 这种采用现代文化因素近乎写实化的表述方式有效

缓解了儿童对于京剧这种传统艺术的陌生感和排斥心理，

避免了传统京剧写意性表述易于造成的理解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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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现代文化因子的融入到底是丰

富还是改变了京剧本体特质之争论。 但反观当代我们必须

正视， 在京剧文化熏陶下的成长起来得 70 后、80 后一代在

当下已经发展成为台湾京剧的“资深票友”，在开篇曾论及

的辜怀群口中的“这一代年轻人”，正是“儿童国剧欣赏”以

及在“儿童京剧”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这批人，他们从儿时的

“看热闹”渐趋成长为后来的“懂门道”，现在的他们已并非

只是当代台湾京剧的“衣食父母”，亦已成为注重传统文化

教育的下一代儿童的父母， 并身体力行得致力于新生代小

戏迷的培育，助力于台湾京剧生态的良好运行。

20 世纪末，台湾政府亦将戏剧教育列入《艺术教育法》⑨

中的表演艺术科目，与此同时，民间京剧团体与台湾教育部

通力合作，配合教育部艺术与人文课程，开启了儿童京剧鉴

赏项目“艺术直达列车活动”，通过校企结合的方式推广京

剧教育，得到了青少年的热爱。 据国光剧团的游庭婷女士介

绍，“艺术直达列车活动通常采用的都是网上报名， 因形式

与内容深受小朋友的欢迎，每年一经推出，无需宣传，票即

售罄”。 于此同时，“艺术直达列车”项目除观赏京剧之外，还

安排有相关的学习与征文比赛， 也成了很多学校校外教学

活动的一项。 时至新世纪伊始，台湾教育部国民教育司终将

戏剧教育纳入教育体系，并“规定在艺术领域中“艺术生活”

为两学分之必修课程，学生可就“表演艺术六项学科中择一

修习”。 ⑩纳入法定正规教育体系，使得台湾京剧的儿童审美

教育有了学院式批量传承与传播的意义， 这一情景恰如台

湾中国文化大学戏剧系主任徐亚湘所介绍“在台北，小学生

每年必须看一个单一的艺术门类的戏， 费用全部由政府承

担，这样一来，小学生都能对一种戏曲有较深入的了解”。 在

一定意义上，官方的介入与在场，最终使得台湾儿童戏曲教

育理直气壮地走入九年义务教育课程， 这似乎体现着政府

权力对于国民社会文化生活操控与延伸的有效性。 但更为

值得我们关注的， 是台湾政府有关课程纲要的解读：“教育

重点不在于培养专业理论、技能，研究与创作人才,而是在培

养一个人格健全的国民与世界公民。 表演艺术教学不在培

养专业演员 ,而在表演艺术的参与者 ,以适应生活与社会的

需要 ,奠定未来终生学习与事业发展的基础 ,其教学之必要

已确立于国民教育艺术与人文领域之中。 ”輥輯訛

四、启示与反思

回视 20 世纪台湾儿童的京剧审美教育之发展历程，从

[小大鹏]儿童演员搭台演戏训练的“小儿早场”，到[小陆光]

自发对新生代小观众培养的“儿童国剧欣赏”再到复兴剧团

自觉培养儿童观众而创生的“儿童京剧”，再到戏剧教育最

终纳入正规法定教育体系， 尽管台湾京剧的儿童审美教育

一路走来不乏摸索试验的痕迹， 但其所呈现的螺旋向上的

迅猛发展态势着实令人震撼。 这亦说明，从官方到民间，均

在不同程度上持续关注着京剧新生代观众的培育。 时至当

代，京剧在台湾已经成为连接儿童生活、渗透于学习之中的

一种教育工具。 反观大陆，情景却略显苍凉，去除社会文化

审美趣味变迁和文革时期政治生态 [12]等因素影响，我们必须

正视自身有关京剧生态的重要一环已出现重大裂痕： 观众

断层。 这正是因为一直以来我们缺少对于新生代戏曲观众

的重点开发与强化引导。

诚然，之于大陆，之于传统，儿童并非戏曲的观众主流，

也非传统京剧的诉求对象。 但倘若我们回顾戏曲发展的历

史，便无法否认：观众对于戏曲的喜欢程度，决定了其传播

的广度与传承的程度，观众乃戏曲发展的衣食父母。 在一定

意义上，戏曲的发展史，便是一部争取观众的历史。 忽视新

生代观众的培养，让京剧陷入文化欣赏者后继无人的尴尬，

无异于“扼杀”京剧代代传承与传播的可能。 他山之石，可以

攻玉。 我们有必要借鉴台湾地区有关儿童京剧审美教育的

发展与创新，加紧创作与展演适合儿童观看的京剧剧目，优

化儿童京剧审美教育媒介， 推动中小学设立面向全体少年

儿童学生的京剧艺术综合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切实做好儿

童的京剧审美教育工作。 在传播戏曲，宣传戏曲，艺术惠民

的同时，关注新生代小观众的培育。 唯有这般，京剧才有未

来的“衣食父母”，才有存活下去的希望，京剧也才存有再度

蓬勃发展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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