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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任：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學  歷：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博士 

 
經  歷：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代表著作：著有學位論文〈搬演「台灣」：日治時期台灣的劇場、現代化與

主體型構（1895-1945）〉（臺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博士論文，

2010），專書《林摶秋》（行政院文建會，2003），以及單篇論

文〈被動員的「鄉土藝術」──黃得時與太平洋戰爭期的布袋戲

改造〉、〈殖民地版新派劇的創成──「臺灣正劇」的美學與政

治」、〈川上音二郎的《奧瑟羅》與台灣：「正劇」主張、實地

調查與舞台再現〉、〈「黑暗時期」顯影：「皇民化運動」下的

台灣戲劇(1936.9-1940.11)〉等。 

 

授課大綱： 

1  引言：台灣的現代戲劇（新劇／話劇）是怎麼開始的？ 

2  殖民地的新戲劇 

2.1 戲院普及與通俗戲劇興起 

2.2 寓「教」於樂的「臺灣正劇」 

3  新劇運動的胎動：文化劇 

3.1 文化劇的工具性 

3.2 戲劇現代化的追求 

4  劇運的深耕與困境 

4.1 西方戲劇思潮與劇本譯介 

4.2 張維賢與民烽劇團 

4.3 楊逵的劇運實踐 

5  皇民化、戰爭與「殖民地新劇」 

5.1 皇民化與新劇的職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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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1943 年厚生公演：「新劇運動黎明」的到來！ 

6  戰後劇運再起與中斷 

6.1 跨越戰爭與政權，劇運薪火相傳 

6.2 〈壁〉成絕響 

7  小結：從文化劇年代的戲劇追求看當代戲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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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１】 

沃土上繁花似錦  新劇種迎風盛開 

 
 

 石婉舜 

台灣劇場史研究者。現為台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博士候選人  

 

 

台灣人本就愛看戲，以漢人移民為主的台灣社會，戲劇活動與農

業社會的作息、以及婚喪喜慶等生命禮儀息息相關。日本時代，是台

灣社會現代化的重要階段。隨著日人開辦起殖民地娛樂事業，台灣人

的娛樂場所迅速擴增，「去戲院看戲」成了新興城市生活的新選項。

而戲院與戲院之間、劇團與劇團之間競爭的結果，也促成了「歌仔

戲」與「新劇」等新戲劇的誕生。 

 

 

 

露天搭台的戲班演出(石婉

舜提供翻拍自《日本地理大

系‧第十一卷‧臺灣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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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自古就是超愛看戲的一種人。且看清朝文獻留下的生動記載： 

 

演戲，不問晝夜，附近村莊婦女輒駕車往觀，三、五群坐車中，環臺

之左右。有至自數十里者，不艷飾不登車，其夫親為之駕。(《諸羅縣

志》，1717) 

 

後來異族統治下，此習未曾稍變，日人治台四十餘年後，尚可見如此描

述： 

 

本島人享受戲劇一事是超乎內地人想像的。不問貧富上下階級，冠

婚、葬祭、悲喜的一切場合，露天搭台就開演戲劇。從遠處一手拎著

椅凳一手拿著扇子陸續集結的光景，一口氣連續搬演至半夜兩三點也

不停息的情景，是唯有經驗過台灣鄉居生活的人方才知曉的。(鷲巢敦

哉，1941) 

 

以漢人移民為主的台灣社會，戲劇活動與農業社會的作息、以及婚喪喜慶

等生命禮儀息息相關。進入日本時代，隨著社會穩定、所得提升，迎神賽會的

規模持續擴大。根據一九二六年的調查，演劇費用約佔一般寺廟年度祭典費的

四分之一。一九三○年代的記錄則顯示，台灣一般家庭將年收入的 30％到 50

％，悉盡花用在祭典支出上。祭典與演戲一體兩面，構成台灣庶民百姓的重要

精神生活。而上述那種一手拎板凳、一手拿扇子集結於戲台下的景象，一直要

到日治晚期，日人為戰爭需要而加速同化台灣人之際，才有所改變。 

 

日本各類表演與中國戲曲豐富了戲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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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時代，是台灣社會現代化的重要階段。隨著日人開辦起殖民地娛樂事

業，台灣人的娛樂場所迅速擴增，「去戲院看戲」成了新興城市生活的新選

項。一九一○到三○年代全島都市與大小鄉鎮陸續增建戲院，戲劇活動遂在節

慶演戲的傳統之外，有了嶄新的面貌。 

首先，戲院經營者分別從日本、中國引進各式各樣的表演，滿足 

台、日人觀眾的娛樂需求。 

來自日本的演藝形態比較多元，從早期的日式說書、相聲、新派劇、歌舞伎

等，到了日治中晚期，則跟緊日本國內流行，東京歌劇團、曾我迺家喜劇一類

著名團體，都曾將台灣各大城鎮列入巡迴演出地點中。除此之外，還有雜耍、

魔術、馬戲團一類的表演，從日治初期起就絡繹來台。究竟當時有多少台灣人

走進戲院觀看這些日本團體的演出？實在難以掌握。但是，伴隨時間推移，觀

眾中的本島人口也自然成長、增加吧。值得一提的是，同屬殖民地的「朝

鮮」，其演藝團體或藝術家也曾渡台表演。最著名的例子是一九三六年舞蹈家

崔承喜訪台公演，這是轟動當年文化圈的藝文盛事。崔承喜將西洋舞蹈和韓國

的傳統舞蹈融合在一起，在殖民統治下創造了近代民族藝術，為台灣文化界帶

來莫大的震撼與啟示。 

 

台灣人的戲劇活動與農業

社會的作息、以及婚喪喜

慶等生命禮儀息息相關。

圖為日本時代的祭典活

動。(石婉舜提供翻拍自

《日本地理大系‧第十一

卷‧臺灣篇》)  

 

來自中國的表演節目則集中在戲曲類，這可是一九一○到二○年代城鎮

台灣人的熱門娛樂。當時中國沿岸地區廣受觀眾歡迎的京班、福州戲班等，

被大量引進台灣，有的戲班在台灣甚至一演就是半年。除了帶來經典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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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有當頭流行的新編時事戲、清裝戲、洋裝戲等。台灣觀眾透過戲劇對

一水之隔文化母國的近世動盪，編織起如幻似真的理解與想像。中國戲班巡

迴全島大小城鎮之餘，有些劇人就此留下另闢江山，這些人跟本地劇界充分

交流，助長台灣戲劇的繁榮。 

 

劇院競爭激烈，促成歌仔戲與新劇的誕生 

 

其次，戲院與戲院之間、劇團與劇團之間競爭的結果，是促成新戲劇的

誕生。日治時期出現的新戲劇包括「歌仔戲」，以及源出自西方戲劇(Drama)

形式、後來被統稱作「新劇」的演出。 

歌仔戲是中國戲曲表演體系在台灣生根發芽的在地表現。如所周知，由

於使用本地日常語言及歌謠，歌仔戲在劇團競爭的環境中迅速成長、茁壯。

大約自一九二○年代晚期起，歌仔戲邁入第一個黃金年代。當時上演的戲碼

大多改編自其他劇種的現成劇目，如《孟麗君》、《慈雲走國》等，也有不

少改編自台灣民間故事或時事題材者，如《林投姐》、《運河奇案》等。此

外，佈景技術、電光效果與時俱進，演員表演也吸收其他劇種的身段作表，

使戲劇表現力更加豐富。而根據一些音聲史料，可知當時歌仔戲不乏採用流

行歌謠作為演唱曲調，在後場編制上亦十分活潑。 

 

高松豐次郎引入新劇，日治末成為唯一政治正確劇種 

 

台灣最早的新劇團體是一九○九年間，日人高松豐次郎在台北創設的

「台灣正劇研究所」。這個劇團採職業化經營，由日本新派劇藝人指導，台

灣人編劇、演出，以殖民地台灣人為主要對象，活動期約有十年之久。該團

上演的台語戲劇多自社會上的奇聞軼事取材，像是《通姦害夫義僕報仇》、

《斷髮奇譚》、《兇賊廖添丁》等，劇本往往夾帶殖民者宣傳教化的訊息。

二○年代，台灣第一代現代知識分子長成，他們藉用新戲劇宣傳殖民地啟蒙



 
石婉舜 ◎ 文化劇與台灣戲劇發展 

 

 
 22 

運動，當時上演的戲劇多被稱為「文化劇」，台灣近代新劇運動就在此啟蒙

氛圍中啟航。張維賢、張深切、黃欣等人分別在北、中、南等地各自努力，

他們是理論家也是實踐者。上演劇目有借自日、中兩國現代戲劇作品者，也

有劇運人士自己的原創劇本，大多環繞在婚姻自主、破除迷信與拜金主義批

判等主題上。 

新劇真正擺脫業餘型態邁向職業化，是在日治晚期的皇民化運動期間。

當時，節慶演戲已逐漸喪失空間，歌仔戲尚且風雨飄搖必須設法「改良」，

新劇成為唯一政治正確的劇種。此時新劇團體激增，演出風格混雜著中國文

明戲、話劇以及日本新派劇、新劇，甚至攙入歌仔戲、電影的影響。大時代

的動盪下，除了偵探、諜報類型增加以外，強調武打格鬥場面的「活劇」跟

人情悲喜劇一樣受到歡迎。 

日治晚期新劇獨大的局面並非自然形成，也非出自台灣社會的主動追求，而是

殖民地扭曲的文化環境造成：這是殖民地型近代化鏤刻在台灣劇場史的鮮明印

記。日治晚期的特殊環境中，西方現代劇場的觀念與技術首被有系統地引進，

新劇運動至此也有進一步展開。一九四三年間，由台灣新生代藝文菁英組成的

「厚生演劇研究會」，透過舞台實踐提出台灣現代戲劇的重要論述－－台灣戲

劇不應移植日本戲劇的內容，而應該敏銳攝取在地觀眾流動的情感及本地社會

的時勢，予以深刻反映。 

「厚生」的舞台成績顯示台灣劇場已具足跨領域的專門人才與統合製作能

力，其舞台表現亦與所欲傳遞的內容思想相輔相成，在當年即被譽為是「台灣

新戲劇運動的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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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博覽會上的綜藝秀演出(石婉舜提

供) 

 

來自中國的表演節目則集中在戲曲

類，這可是一九一○到二○年代城鎮

台灣人的熱門娛樂。圖為上海鳳儀

京班小三麻子一行在台灣博覽會的

演出。(石婉舜提供) 

 

台灣新劇發展初期的重要劇作家張維

賢(林嘉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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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新劇的人氣男女演員（石婉舜提

供） 

 

當時新劇的演出廣告（石婉舜提供） 

延伸閱讀 

 

邱坤良《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  台北：INK印刻，2007 

呂福祿口述徐亞湘編著《長嘯：舞台福祿》  台北：博揚文化，2001 

葉龍彥《台灣的老戲院》  台北：遠足文化，2006 

石婉舜《林摶秋》  台北：國立台北藝術大學，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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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可不知的五位劇場人（整理／石婉舜） 

 

高松豐次郎(1872-1952) 

 

日本勞慟劇的先驅高松豐次郎，據說是在首相伊藤博文的邀約下前來台灣

協助殖民地的宣撫與娛樂界的開拓工作。滯台的二十餘年間，高松引進電影與

日本演藝，興建遍佈全島的八家戲院，此外，台灣第一個台語新戲劇團體「台

灣正劇研究所」也是由他一手創設。 

 

張維賢(19057-1977) 

 

張維賢先後受中國話劇運動與日本新劇運動啟發，自1920年代獻身於台灣

新劇運動，他成立的「民烽劇團」(1933)，是戰前新劇運動團體中最具成績

者。張氏深受無政府主義與寫實主義文藝思潮影響，認為文藝應以呈現社會問

題、促成社會改革為宗旨。他的戲劇活動在中日事變爆發後嘎然中止。 

 

王井泉(1905-1965) 

 

王井泉自青年時代即對新劇與音樂活動抱持極大的熱忱，後來在餐飲界闖

出名號後，對文藝的熱愛絲毫不減，不但資助了許多窮困潦倒的留學生、藝術

家，還推動、贊助了日治晚期許多重要的藝文活動。一九四三年的「厚生演劇

研究會」，王井泉擔任負責人、製作人，與林摶秋分別扮演劇團的靈魂人物。 

 

楊逵(1905-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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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逵的思想深受社會主義影響，二○年代投身台灣農民運動，是一位致力

將文學與社會運動結合的實踐家。他的第一篇小說 〈送報伕〉獲得東京《文學

評論》獎，是台灣作家進入日本中央文壇的第一人。受到日本左翼戲劇運動影

響，楊逵自三○年代中期起創作戲劇，有《知哥仔伯》、《怒吼吧！中國》等

存世，戰爭末期組織劇團上演《怒吼吧！中國》。他的戲劇一如小說，永遠為

世上的弱勢者發聲。 

 

林摶秋(1920-1998) 

 

林摶秋先在東京成名－－他於一九四二年加入著名的「新宿座紅磨坊」劇

團的編導部門，成為東京劇壇的首位台灣劇作家。翌年歸台，參與「厚生演劇

研究會」的籌組，並負責公演所有劇目的編劇、導演工作。該次公演獲得「臺

灣新戲劇運動的黎明」之譽，奠定他在台灣劇場史的地位，代表作品有《閹雞

(前篇)》、《高砂館》、《醫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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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２】 

關於新劇的天才 10問 

 

天才班講師／石婉舜 

台灣劇場史研究者，現為台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博士候選人 

資料整理／范辰旭 

 

 

從日本時代紅到二次大戰後的台灣「新劇」，到底是啥米款的戲

劇呢？台灣人是什麼時候開始接觸新劇的呢？「新劇運動」又是怎麼

回事呢？趁著新劇經典《閹雞》的重新搬演，本刊特邀研究新劇的專

家石婉舜，帶大家來一趟時光之旅，一窺那個新劇很夯的年代－－ 

 

1. 啥米是「新劇」？ 

 

  「新劇」是新戲劇的意思，可說是台灣早期現代戲劇的統稱。「新劇」最早

出現在二十世紀初期正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社會，而在一九六○年代晚期

趨於沒落。「新劇」的發展屬於台灣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知識分子與藝人們透

過中國、日本的管道，借鑑西方戲劇(Drama)傳統，以日常語言進行創作、演出

的新戲劇形式。幾乎可以說，在日本時代裡，只要是與強調「唱唸做打」的戲

曲表現形式不同、採用以對話為主的寫實演出，都可被歸類統攝於「新劇」名

下。它的戲劇語言大多採用台語，日治後期也出現不少使用日語的創作與演

出。它在歷史過程中有過種種不同的名稱，像是正劇、改良戲、文明戲、文化

劇、新劇、文士劇、新派劇、青年劇、皇民化劇、台語話劇……等等，且往往

因為所受影響來源或演出目的的不同，而在表演風格上顯現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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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早的時候，台灣人是在什麼機緣下接觸到「新劇」？ 

 

這個問題說來有趣，如果我們參照另外兩個東亞大國中國與日本，會發現他們

發展現代戲劇的軌跡都是出自本國劇人或是新知識分子的主動追求，然後帶動

國內整體劇壇的變革。台灣的狀況就很不一樣，台灣割給日本，成了殖民地，

在武裝抗日活動還沒完全停息、社會還未稱穩定的時候，就有來自日本民間的

力量在台灣蓋戲院、成立劇團。台灣最早的新劇團體是高松豐次郎在一九○九

年成立的台語劇團－－「台灣正劇研究所」。這是個職業劇團，編劇、演員都

是台灣人，上演的戲劇大多從社會新聞事件取材，戲劇中夾帶殖民者的訊息，

像是警察是社會正義的維持者一類。因為日本人要在台灣這塊陌生的土地上，

推動許多對當時台灣人來說是從來沒聽過的事物或觀念，戲劇就成了很好的宣

傳教化工具。 

戰前新劇：林摶秋作品《從山

上看到的街市燈火》是一齣音

樂童話劇，可見兒童劇不是現

在才有喔！(林嘉義提供) 

 

太平洋戰爭期間，日人仿效德

國納粹的諸多宣傳觀念與活

動，「移動演劇」就是其中之

一。台灣社會就在此時的法西

斯氛圍中，較有系統地接受了

現代劇場的一些技術與觀念。

(石婉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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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前新劇：林摶秋作品《地

熱》敘述礦坑災變引發勞資對

立，乃至和解的故事，頗具啟

蒙意味。(林嘉義提供) 

林摶秋作品《高砂館》1943

年演出時的女主角阿秀(林嘉

義提供) 

歌仔戲小生演新劇時女扮男裝

的扮相(江武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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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賢是早期新劇運動的重要

推手，圖為他創辦的民烽演劇

研究會發表會時合照。（林嘉

義提供） 

 

3. 「新劇運動」又是在幹嘛？ 

 

從字義上來看，「新劇運動」應該是以樹立新劇，也就是樹立台灣的現代戲劇

為目標吧，但是，一開始時，實際狀況並非如此明確。一九二○年代展開的新

劇運動。剛開始的時候是跟殖民地文化啟蒙運動密切結合。當時，殖民地接受

新式教育的知識分子長成，他們成立文化劇團，將戲劇視為理念宣傳的工具。

其中只有少數的團體或個人，著眼於新劇藝術本身的摸索與精進。後來這些人

當中有人自稱從事「新劇運動」，後繼者延用這個說法，並將前述的文化劇一

併追溯涵蓋進去，一體稱作「新劇運動」。早期新劇運動者在提倡新劇之餘，

本身往往也是殖民地社會改革的主張者，大多反對殖民統治，他們上演的戲劇

多少夾帶了啟蒙與殖民批判的訊息，讓殖民者對他們相當感冒。 

 

4. 「新劇運動」後來呢？成功了嗎？ 

 

中日事變爆發到日本戰敗、台灣的殖民地時代結束為止，「新劇運動」進入另

一個階段。這段期間，日本人採取激烈同化台灣人的手段，思想言論各方面都

管制得很厲害。照理說，新劇運動在戰爭期這種特殊時局下，應該是沒有空間

的。但是，在中國戰場陷入泥沼的日本人，為了扭轉戰局，提出「大東亞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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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理念，並發動太平洋戰爭。新的戰爭局勢中，日人對外高喊「共存共

榮」、對內提倡「地方主義」。這個背景下，台灣出現官方版的新劇運動，也

就是「青年劇運動」，這是「新劇運動」的第二個階段。著名的「厚生演劇研

究會」就是在此時出現，一些早年的新劇運動者也在此時復出活動，像是王井

泉、楊逵等人，他們扮演著新劇運動薪傳者的重要角色。只是這個階段的戲劇

語言大多採用日語，所以，即使「厚生」的公演在當時獲得「台灣新戲劇運動

的黎明」這樣的高度評價，但是，你說，不能自由使用母語演出的戲劇，能說

是新劇運動的成功嗎？ 

 

5. 「新劇」最夯的年代是在什麼時候？ 

 

如果就劇團數目來看的話，新劇最紅火的年代是在戰爭期，也就是中國現

代史的「八年抗戰」期間。那時候新劇可以說是在日本統治下唯一政治正確的

劇種，不少生意人見新劇有利可圖，都跑來投資新劇。歌仔戲班要因應皇民

化，也有不少劇團轉型改作新劇。日本戰敗投降前，全台灣共有四十一個職業

劇團。只能說，殖民地的命運從來就不是自己能掌握的，台灣新劇的職業化竟

然是拜戰爭所賜！這是原本搞新劇運動的人連做夢都沒想過的事。二戰結束

後，延續著戰爭期局面持續發展下來，當然有些劇團在光復後改回去演歌仔戲

了，但新劇仍在一九五、六○年代再掀一波高潮。與日治晚期兵慌馬亂的情況

相比，戰後劇團經營較為穩定，雖然此時新劇團的數目沒有增加，但是仍出了

不少具有票房號召力的大團與舞台明星。 

 

 

戰前新劇：雙葉會演出的《地方色》

（林嘉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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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劇當紅時，連歌仔戲班也來演新劇，

圖為拱樂社的新劇團（話劇團）演出場

地外的宣傳活動。（江武昌提供） 

 

6. 這樣的話，是台灣光復讓新劇運動有個圓滿的結局了？ 

 

我們先談一下什麼是「新劇運動」的精神吧。從新劇運動者留下的理論文

字、還有同時代日本和中國的戲劇潮流來看，張維賢、張深切這些早期的新劇

運動者，他們是想要在台灣發展寫實主義戲劇的。對他們來說，新劇必須能反

映社會、人性的弊病，進而促成社會的改革與進步，這是「新劇運動」的主要

精神。戰爭期間，「厚生」繼承了這個精神，同時卻又受限於局勢，他們的創

作自由受到局限。戰後初期，不少劇人有心繼續劇運，但是，短暫活動一下，

就碰上二二八與白色恐怖。三十年的「新劇運動」精神就這樣中斷了。從這個

角度來看，戰後職業新劇的發展，恐怕是「新劇運動」精神的倒退，而很難說

是新劇運動使命的完成。 

 

7. 戰後職業新劇的發展面貌如何？ 

 

彼德．布魯克不是提出「粗俗戲劇」這樣一個戲劇分類嗎？我認為用「粗

俗戲劇」來說明職業化後的新劇，實在是再恰當也不過。那是歡笑的、淚水

的、喧鬧的、粗鄙的、奇想的戲劇，也是蘊藏著各式能量而生氣洋溢的庶民劇

場。這樣的劇場若換個時代，而不是發生在殖民地或全球冷戰佈局中的「反共

復國基地」台灣的話，或許會產生出東方的莎士比亞來，也說不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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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職業新劇有哪些代表團體？或代表劇作家？ 

 

「星光」，「鐘聲」與「國風」在日本時代最後那幾年就已經是知名劇團

了，這幾個劇團跨越戰火繼續經營，是戰後新劇界的老字號。戰後知名的新劇

團體，還有「南光」、「黑貓」、「大台灣」、「新台灣」等。這些劇團承繼

戰前經驗，從戲曲、小說、時事或電影情節中取材，故事類型則涵蓋家庭倫

理、江湖情仇、才子佳人、懸疑、神怪……等等，並廣泛吸收戲曲、歌舞、電

影、乃至雜技演出中的表演元素，形成開放、自由的大眾表演風格。五、六○

年代出現不少知名的新劇導演與編劇，像是李玉書、田清、廖和春、張淵福、

陳小島等人。由於職業新劇團的演出是在大城小鎮的戲院舞台直接面對觀眾，

因此劇團的創意跟觀眾的戲劇品味之間，經常相互刺激、影響。 

 

9. 最後「新劇」怎麼了？為什麼現在的人都沒看過？有留下過什麼影響嗎？ 

 

戰後國府的戒嚴統治當然是不利文藝發展的。新劇運動中斷就不用說了。

五○年代「反共抗俄」文藝政策限制新劇上演的內容，「推行國語」政策下新

劇改稱「台語話劇」，相較於國府對京劇與國語話劇的大力扶植，台語話劇被

貶抑為「地方戲劇」，淪為不登大雅之堂者流，加上長期缺乏知識階層的參與

和支持，新劇也只能在民間自生自滅。另外，社會變遷也是影響新劇沒落的重

要原因。五○年代中期台語電影興起，六○年代晚期電視業迅速發展，都造成

新劇人才流向電影、電視。特別是電視，人們變得在家中就可欣賞戲劇節目，

戲院面臨觀眾嚴重流失，而劇團幾無演出空間。一九七○年代以後，劇演出就

十分少見了。真要說影響的話，反而不是在戲劇界。新劇人材轉往電影與電視

發展，就把自己在新劇舞台上的經驗也一起帶過去了。 

 

10. 在新劇的作品中，有哪些可以稱為台灣現代戲劇的代表作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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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說吧，我自己相當喜歡林摶秋的《高砂館》。即使在今天，距離創作

年代已超過半個世紀，也歷經相當的時代變遷，我覺得它仍喚得起共鳴。《高

砂館》不是什麼史詩型的大作品，相對的，它是富有散文氣味的一個小品，也

經得起戲劇研究分析，適合當代拿來重新演繹、詮釋。其他作品，或許是跟我

所見有限有關，總覺很多是時代過了，欣賞的角度與條件都不一樣了，很難看

出具有重新製作的潛能。除非是紀念性質的演出。但是，可不要因此輕忽了這

些作品中的想像力，或許可以為當代創作帶來靈慼啟發，也或許，它可以成為

創作的素材。 

 

 

一九五○年代「反共抗俄」文藝政策限

制了新劇上演的內容，圖為當時的反共

舞台劇演出。(江武昌提供) 

 

林摶秋作品《高砂館》1943 年演出時

的第二女主角客女，造型相當摩登。

(林嘉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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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在《臺灣文學》雜誌上的林摶秋作

品《高砂館》(石婉舜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