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學年第2學期課程綱要

@尊重智慧財產權,請同學勿隨意影印教科書 。
Please respe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shall not copy the textbooks arbitrarily.

⼀、課程基本資料

開課序號 2360 課程學制 ⼤碩

科⽬代碼 PAC9011 課程名稱 ⾼⾏健戲劇研究

英文名稱 Studies in Plays of Gao Xingjian

全/半年 半 必/選修 選修

學分數 2.0 每週授課時數 正課時數: 2 ⼩時

開課系級 表演學位學程（學）⼤碩合開

先修課程

課程簡介

⾼⾏健先⽣為世界知名之華⼈藝術家，2000年因其文學、戲劇⽅⾯的成就成為⾸位獲得諾⾙爾文學獎的中文作家。
瑞典科學院對⾼⾏健作如下評價：「具普遍價值、刻骨銘⼼的洞察⼒和語⾔的豐富機智，為中文⼩說藝術和戲劇開
闢了新的道路」。本校於2011年起聘請⾼先⽣為講座教授，本課程擬將其戲劇⽅⾯的作品、以及戲劇創作理論、哲
思，做廣泛之研讀及分析。

課程⽬標 對應系所核⼼能⼒

1.　認識⾼⾏健老師的戲劇理論。 學⼠:
　1-1 能兼具表演藝術相關理論知識

2.　具備了解與分析⾼⾏健老師的編導創作品並將其轉化實際
創作與表演之能⼒

學⼠:
　2-1 具備表演藝術之創作或展演的能⼒
　2-3 具備編、導、演及劇場技術等基礎能⼒
　2-4 具備認知各式表演藝術的能⼒
　4-1 強化專業智能，具備嘗試創新的特質

⼆、教學⼤綱

授課教師 梁志⺠

教學進度與主題

第⼀週：沒有主義—⾼⾏健其⼈其事。

第⼆週：《絕對信號》—⼤陸先鋒派戲劇的燎原星火。

第三週：演員、⾓⾊、中性⾓⾊，談⾼⾏健的表演基礎理論。

第四週：⾼⾏健的表演基礎理論實作，以《絕對信號》為例 。

第五週：⾼⾏健的表演基礎理論實作，以《⾞站》為例 。

第六週：孤獨的創作靈魂，以《獨⽩》為例。

第七週：於是，我們牽⼿，談《彼岸》I

第八週：於是，我們牽⼿，談《彼岸》II

第八週： 《彼岸》裡的戲劇遊戲。

第九週：期中分組報告、呈現。

第⼗週：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談《逃亡》、《⽣死界》裡的⽣命思維。I

第⼗⼀週：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談《逃亡》、《⽣死界》裡的⽣命思維。II

第⼗⼆週：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談《逃亡》、《⽣死界》裡的⽣命思維。III

第⼗三週：東⽅精神與⻄⽅技巧，談《野⼈》



第⼗四週：中國神話在現代劇場的再⽣可能，談《⼭海經傳》

第⼗五週：從《⼭海經傳》談⾼⾏健的作品視覺意象形塑。

第⼗六週：從《⼭海經傳》談⾼⾏健的作品聲⾳意象形塑。

「112-2 ⾼⾏健戲劇研究」課程綱要

授課教師：梁志⺠

⽇期 週 節 內容

2024/2/20 ⼆ 1 演員、⾓⾊、中性⾓⾊，
從《獨⽩》談⾼⾏健的表演基礎理論

2024/2/27 ⼆ 2 《絕對信號》—⼤陸先鋒派戲劇的燎原星火

2024/3/5 ⼆ 3 《絕對信號》—演員及⾓⾊的三重性

2024/3/12 ⼆ 4 「你－孤獨的創作靈魂」善惡⼀線《夜遊神》。1900德
國演員Arnold Ulrike戲劇講座

2024/3/19 ⼆ 5 1600⾳樂學院開幕演出。
《夜遊神》的獨⽩、對⽩、背⽩與⼝⽩

2024/3/26 ⼆ 6 國光劇團表演講座

2024/4/2 ⼆ 7 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談《逃亡》

2024/4/9 ⼆ 8 《逃亡》裡的⽣命思維及內在詩意的外現

2024/4/16 ⼆ 9 期中測驗

2024/4/23 ⼆ 10 遠古的搖滾吶喊--《⼭海經傳》

2024/4/30 ⼆ 11 碩班學期製作停課⼄次

2024/5/7 ⼆ 12 從《⼭海經傳》談⾼⾏健的作品視聽意象形塑

2024/5/14 ⼆ 13 ⾼⾏健的全能戲劇

2024/5/21 ⼆ 14 「於是，我們牽⼿」--談《彼岸》

2024/5/28 ⼆ 15 《彼岸》裡的戲劇遊戲

2024/6/4 ⼆ 16 期末測驗

幾點提醒：

必讀書⽬：《論戲劇》，聯經出版社。
《獨⽩》、《絕對信號》、《夜遊神》、《彼岸》、《逃亡》、《⼭海經傳》，
以上聯合文學出版社，課程前要求閱讀完畢之書⽬請依進度完成。
每堂課⼩組由組⻑點名，三次缺課（無論請假與否），本學期以不及格計。



老師對三件事情有潔癖：時間、環境與文字，請準時上課、維持上課環境，繳交作業時注意⽤字及格式。
課程moodle 網址，
https://moodle3.ntnu.edu.tw/course/view.php?id=41058
本學期課程助理：陳振權、李亭儀⼆位負責收發作業、課程記錄等。
評分標準：出席率50%、作業10%、期中測驗、期末呈現各20%
祝福學習愉快！

教學⽅法

⽅式 說明

講述法 老師授課

討論法 學員討論

合作學習 讀劇練習

實驗/實作 讀劇排練

評量⽅法

⽅式 百分比 說明

作業 10 % 每周課堂作業完成度

期中考 20 % 期中分組報告

期末考 40 % 期末專題研究

出席 30 % 每週上課出席率

參考書⽬

《解讀⾼⾏健》，2001年1⽉，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ISBN 962-973-485-0

劉再復，《論⾼⾏健狀態》，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ISBN 962-973-4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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