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畢業，負笈北上，像進了大

觀園的劉姥姥，看什麼都新鮮，但也

免不了因著陌生而來的無措。所謂生

疏，用現在的話應該就叫做城鄉落差

吧。

那時候政大還有聯合期中考，各

系各年級都集中在同一週，社團相對

冷清，我跟幾個死黨就愛躲在社團辦

公室，K書，除了教科書，小說散文樣

樣來。有一回讀到洪醒夫老師的《散

戲》，說一場荒腔走板的野臺戲，也

說歌仔戲所代表的傳統文化的式微，

自覺有感，管他下一堂還有大考，捧

著〈黑面慶仔〉就跟著長吁短嘆，天

曉得到底所歎何來！十之八九是自詡

為文青下的習氣使然，倒不是真的多

想憤世嫉俗。

開始教書的頭幾年，國文課本裡還

◎口述 明華園總團長暨藝術總監陳勝福
◎撰寫 林雯琪(明道文藝社長)

一肩扛起的，生命中必然承受之重
——專訪明華園總團長暨藝術總監陳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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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篇文章，當時的我，初入社會的

急切未脫，以為抓住舊時代的身影，

就可以搶回消失中的傳統。上起這堂

課，據當時的學生說—那幾天，聞得

出有那麼點忿忿不平的酸味兒。

然後，不知從何時起，連教科書裡

也讀不到了。消失不再是一個警訊，

傳統與現代不再拔河，因為已經沒有

了可以分庭抗禮的事實。那時候一度

是很氣餒的，覺得一個世代的轉身怎

麼可以如此不勉強…挺不甘心卻又有

點束手無策。

直到在明倫堂不算豪華的舞臺上硬

搭起偌大的戲棚子，那一年，明華園

來了，之後，明華園以傳統故事為主

軸的戲碼成為學校每年三月送給高三

學生的成年禮，我也從那一年開始，

成了標準的戲迷，當年的長吁短嘆終

於可以落幕。

我是喜歡看戲的，小時候陪母親看

楊麗花，基本上只要是戲裡演的，都

信。於是，高三的大學聯考一題嘉慶

君遊台灣硬是賠了兩分倒扣。陪考的

母親及阿姨們都對考試給的＂標準答

案＂，頗不以為然，很多年後碰面還

會拿來唸叨兩句。透過戲劇傳述的曾

經，深入人心，可以想見，面對戲台

上用硬底子的唱腔身段教忠教孝的生

旦淨末丑，總要大聲喝采的．理由很

簡單，當你知道有這樣一群人，他們

在為傳統文化日日夜夜不曾放棄的努

力著，心中作何感想？

對於我來說，感動已經不足以描

繪內心的澎湃．臺下如癡如醉的我總

是在想，要有多大的決心要有多久的

堅持，要下多少工夫忍受多少無日無

夜的苦練，這些曾經被放棄的傳統藝

術才能再次深刻的烙印在人們的心

中，才能重新成為觀眾眼中的驚艷．

甚至，當人們談起文化這個標記的時

候，言語中可以展現對歌仔戲的尊重

與著迷，如同當初在農忙之餘連結生

活與情感的落地掃。

1929年成立至今，第三代已經開

始接班，總團由第三代接棒，底下有

天地玄黃日月星辰等團及協力團體，

規模日益龐大，對身為第二代掌門人

的陳勝福總團長而言，歷史傳承跟對

家人的承諾是生命中必然承受必須一

肩扛起之重．說起傳承，總團長眼中

閃過一抹深意：「我父親是在屏東長

大的， 1 9 2 9年明華園在臺南創立，閩南大劇院_陳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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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華園總團，後台化妝。

那是歌仔戲蓬勃的時期，連臺上演的

內台戲，豐富了在地庶民的生活與心

靈．後來經過環境的變遷跟衝擊，歌

仔戲從內臺流落到外臺。屬於家族劇

團的明華園也沒逃過，只是，因為父

親咬牙撐持，明華園是最後一個從內

台退到外臺的劇團。」聽完這席話我

算是明白了總團長眼中沒能完全說出

的話語。

明華園是家人共同撐起的，從父親

手中接棒的七兄弟，各有所司，每個

人都把自己安放得恰如其分．家傳的

文化圖騰上，他們做得夠久也夠多，

當他們在內臺外臺不斷透過傳統與創

新的揉和，展現傳統故事中那些讓人

念念不忘的忠孝仁義時，他們正用血

汗和淚水告訴我們，這塊土地上曾經

們從來都是全心全力用自己的聲音身

段魂魄來守護他們一直以來相信的那

個信念，展現文化中絕美的印記。

「最後一個出來，但是我也要最

早一個回去。」這是父親交棒時最沈

重的交代，「因為這個關係，我們再

度進到內臺，而且是進到劇場 - -當時

臺北市最大也是全國最大的國父紀念

館。」那個還沒有國家歌劇院的年

代，因為父親的一句話，他們的傳承

有了使命，於是，臺灣豐厚的人文土

壤上有了明華園。「這個願望他整整

等了二三十年，身為第二代的我們才

幫他完成。」總團長的輕描淡寫裡看

不到辛酸只有拼命向前的傻勁。「明

華園經過歌仔戲的蓬勃、中落，幾多

轉折，到現在歌仔戲可以在劇場演

出，得經過多大的變遷與考驗才能走

到這一步呀。」臺灣歌仔戲將近一百

多年的歷史裡明華園就佔了94年，當

年明華歌劇團裡一身帥氣的父親在舞

臺上生旦淨末丑都能演，小生扮相尤

其轟動整個南臺灣，因此被同門的師

兄弟推舉當團主，那年，他才18歲。

當起團主，底氣就慢慢增長了，後來

師兄弟一個一個被挖角，他反而有了

開枝散葉的氣魄。「明華園的名稱就

是這麼來的，既是圓也像緣。父親就

這樣開始經營歌仔戲團，慢慢有了起

色，那時候在內臺戲院如果要看我父

親的戲，得提前一天排隊買票。大環

那麼鮮明的傳統藝術正如走過的歷

史，不容成灰。今天的明華園已經可

以用更美麗的身影更華麗的方式躍上

舞台，但不管是神聖的劇院或是大廟

口，甚至是居民閒來聚集的廣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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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很好，歌仔戲團越來越多也越來

越好，整個環境對這門表演藝術給

予很大的鼓舞，歌仔戲是所有人的

娛樂，也是一個文化的象徵。」慢

慢的……電視出來了，彩色電影進

來了，歌仔戲就慢慢被淘汰了！最

蓬勃的時期全臺灣有將近300個劇

團，擋不住大環境的衝擊，只剩下

不到幾拾個。「當時經營歌仔戲劇

團的老闆，十之八九傾家蕩產。整

個劇團從服裝、佈景、道具到人才

培養，都是劇團老闆們艱辛的一

面。」民國68年左右，陳勝福被父

親跟兄弟姊妹用12道金牌召回。他

至今忘不了60歲的父親對整個家族

的人說的那段話：「歌仔戲是臺灣

的寶，這除了是我們家的生活、生

存，更是文化推廣的一個理念，我

希望把歌仔戲交給你們來經營。」

從小遵循父親的身教，父親的一句

話就像聖旨，不敢不從。「我一畢

業就到外面工作，所有兄弟姐妹只

有我沒上過臺，沒碰過歌仔戲，心

想再怎麼樣也不會輪到我，沒想到

父親竟然說，團長就是你來接！」

十八般武藝都會的父親把歌仔戲最

重要的鼓佬傳給大哥、二哥，因為

鼓佬就像是樂隊的指揮，是一個劇

團的幕後靈魂之一。老四陳勝國從

小就有創意，明華園首席編導非他

莫屬，身為國家文藝獎得主的他不負

眾望，至今已產出300多部戲碼；老五

從小調皮搗蛋，學了父親的真活，扮

丑角惟妙惟肖；老六長得比較粗獷，

除了演淨角、武生，本身也喜歡做道

具；老么音樂、武功特好，嗩吶一把

罩「回頭一看，只有老三什麼都不

會，只好當團長。」團長過謙了，即

將邁向百年的明華園不僅開枝散葉而

且枝繁葉茂，作為明華園的總舵手，

他親手擎起的是一面震撼世人的大

旗。

在這面文化大旗底下，明華園進入

社區進入國家劇院走向國際也進入校

園，第三代傑出子弟陸續登場，正在

精彩。

這一切得從他接了劇團以後的三

大革命說起！「首先，要讓所有人都

知道歌仔戲。校園是我的第一個目

標，從國中、高中到大學，我跟教育

部談、跟企業界談、跟學校談，把這

三部分的力量加進來，讓我們演歌仔

戲！」每次只要有大型演出，團長會

先扣下1/4或1/5的票，給從來沒有進過

劇場看戲的觀眾。賣也好、送也好，

或是藝企合作，讓不同的觀眾層來看

我們的戲，就這樣，他一步一步把歌

仔戲推到所有的據點，尤其把歌仔戲

帶入了國家級的藝術殿堂。這是第二

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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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革命是現在進行式，不僅把

歌仔戲帶進國家級的藝術殿堂，也帶

到國際舞臺上。「我要讓歌仔戲不再

是一隻只靠補助的老母雞，是會生金

蛋的金雞母．」20-30年來，明華園成

功地完成多次跨界合作，引進國樂團

就是一項創舉，打開傳統藝術表驗的

框架，當然也造就了今日的口碑與超

人氣。然而，推廣過程中，難免會有

一些衝突跟碰撞，劇團裡人才濟濟，

卻也不可免地面臨人才短缺的問題，

為求傳統藝術的萬年久遠，當務之急

是正視歌仔戲人才斷層的危機。「臺

上三分鐘，臺下十年功。學習傳統

戲劇，沒十年八年無法成為一個角

色，我的突破跟難題是要讓更多年

輕觀眾都可以了解我們這一門很好

的本土藝術．讓更多有志者可以成

為這個大時代的圓夢者。

25年前，婉謝李前總統的好意

把明華園列為國家經營劇團的好

意，總團長說：「我們寧願在民間

一步一腳印，這樣的努力也許成果

更大。」

 這就是明華園，用有為者的氣

魄，展現大格局。

明華園總團海賊之王，戰艦開上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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