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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一村》

内容概要

一個回不去的年代，一股從「你家門」竄到「我家院」的感動。
一段從「離家」、「想家」到「這裡是我家」的生活印記，
交織成「一個人」、「一家人」到「一村人」的酸楚與甜蜜。
演出超過百場的華人劇場歷史新頁！
賴聲川：我編這劇很單純，就是讓這些故事說自己的故事。
王偉忠：那些遺憾如果孩子不幫忙說出來，好像父母就會抱憾，無法入土為安⋯⋯我覺得那就是在顛
沛流離中留下來的，一些酸楚的東西。
眷村的消失在歷史上也許是小小的必然，因為它們的搭建本來就是臨時的。但是在竹籬笆內的歲月，
卻永遠南腔北調地縈繞著說不完的故事。
這是眷村的往事，也是臺灣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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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一村》

作者简介

賴聲川，「現今中文最頂尖的劇作家」（BBC），「亞洲劇場導演之翹楚」（亞洲週刊），作品被稱
為「這個時代話劇舞臺上的巔峰之作」（新京報）。從80年代開始，他的作品促進了臺灣現代劇場蓬
勃多元的創意，近年來，在大陸發揮了深度影響力，2010被選為全中國文化領域年度最具影響力人物
。主要作品包括已被譽為經典之《暗戀桃花源》、《那一夜，我們說相聲》、《如夢之夢》、《寶島
一村》等。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戲劇博士，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前院長，美國史丹佛大學客座教授
暨駐校藝術家，現為臺灣【表演工作坊】藝術總監。
王偉忠，知名電視節目製作人，出生於嘉義建國二村，近年對於保存眷村文化不遺餘力，除拍攝紀錄
片、電視劇之外，2008年與賴聲川合作推出《寶島一村》，這部根據王偉忠口述的眷村記憶，與賴聲
川共同編劇、導演的作品，成功掀起眷村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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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一村》

书籍目录

序：《寶島一村》－華人劇場的文化奇蹟／黃碧端
序：或許一些人不會被遺忘－關於《寶島一村》的創作／賴聲川
序：經歷就是DNA／王偉忠
想我眷村的回憶
《寶島一村》劇本
第一部份
【第一幕】 1949-1950
第一場：發地址牌
第二場：入宅
第三場：升旗
第四場：第一個過年
第五場：大樹下（一）
第六場：學菜
第七場：周家女主人
第八場：買棺材（一）
第九場：葬禮（一）
【第二幕】 1969-1975
第一場：蒙太奇
第二場：大樹下（二）
第三場：防空洞（一）
第四場：21點
第五場：偷窺
第六場：處罰
第七場：電影院
第八場：三朵花
第九場：期待
第十場：忘詞
第十一場：留聲機事件
第十二場：防空洞（二）
第十三場：兩家吵架
第十四場：毀約
【中場休息】
第二部份
第十五場：藍天使
第十六場：幫傭
第十七場：防空洞（三）
第十八場：生父
第十九場：鹿港
第二十場：自製馬桶
第二十一場：公廁推理
第二十二場：逮捕
第二十三場：求援
第二十四場：平安
第二十五場：該下雨了
第二十六場：一個時代的結束
【第三幕】 1982-2006
第一場：遠離寶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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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一村》

第二場：買棺材（二）
第三場：葬禮（二）
第四場：探親
第五場：大樹下（三）
第六場：春天的記憶
第七場：重逢
第八場：Vegas
第九場：再看一眼
第十場：尾聲
創作因緣
王偉忠：寶島一村，故事未完
賴聲川：讓故事說自己的故事
媒體評論
寶島一村：一群移民的流亡史詩／鴻鴻
《寶島一村》他們台灣這些年／周黎明
包子，兩個，熱呼的⋯⋯／趙普
寶島一村／林青霞
一個時代的珍藏／陳浩
演員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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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一村》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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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一村》

精彩书评

1、《寶島一村》的劇本還是第一次讀。之前錯過了在大陸的演出。此次閱讀完劇本更是想要看一看
在舞台上呈現出來的樣子。收穫很多。簡單純樸的文字，沒有絲毫華麗詞藻的裝飾，然而卻傳遞了一
種根深蒂固的真摯的情感：被“鄉愁”所系的對於自我身份的認同与認知。在閱讀的過程中閃濄很多
片斷，例如在侯孝賢的電影《悲情城市》中，幾位年輕有志的青年從窗口望向大陸唱牡丹江的時候；
或是余光中先生那句“鄉愁是張小小的船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 尤其是當已逝老趙的兒子最
終得以回到大陸与奶奶相認，奶奶打了孫兒一季耳光，說: “這是提你爸爸挨的。那時，他說，我去
臺灣玩兒幾天就會來。”而這一去，就是天地之別。余光中先生寫，“鄉愁是座小小的墳墓，我在外
頭，母親在裡頭。” 在寶島里變成了“母親在外頭，我在裡頭。”與其說是白髮人送黑髮人，白髮人
卻連送黑髮人的機會都沒有。此情此景，怎會不更加令人心痛呢？像這樣給我帶來刺激的地方還有很
多。劇本中大多數都是在敘述一些小事。而這些小事則更加觸及人心：例如做天津包子，例如吃年夜
飯，廳留聲機。。。嬉笑怒罵，平凡瑣碎，鄉愁無處不再。眷村人的生死悲喜，眷村人的驕傲与徬徨
，還有希望，失望，絕望，再到絕望之後重新升起的希望。全部都熔化在這宗特殊時代的畫卷里了。
而這多舛時代賦予臺灣的悲喜，財富也好，悲哀也罷，只有生活在這座島嶼上的人最懂得。
2、最初想看《寶島一村》，是因為林青霞的一段評論：“看得我如癡如醉，時而感傷時而欣慰，有
時大笑，有時哭得抽泣；淚還沒乾又破涕而笑；還沒笑完又哭將起來。”看完《寶島一村》，第一個
感覺是：青霞姐姐騙人啊。三個半小時的表演，我基本上一哭到底，無論是不是淚點，一直哭到最後
，何止抽泣，是哭到不能自已。一開頭，1949年國軍帶著家眷撤到台灣，因為資源緊缺，人們隨便頂
替一個不在場的戰友換得入住眷村的名額。時一修飾演的“共特疑犯”，一有空隙就跑出來，“我就
是魏中！”被軍官揶揄：“你又改姓啦？換了個名字，連口音都變了喔。”屈中恆飾演的老趙，其實
也不姓趙，只是用陣亡戰友的名字換來一間房。年輕任性的妻子嚷嚷：“你不姓趙啊，你到底姓什麼
？我到底嫁了給誰啊我？”這就是我的第一個淚點。在美國，一直都不用英文名字，縱然名字從來沒
被念對過，我還是不厭其煩地糾正。收集過各種各樣的卡片，人們只記得我的名字怎麼讀，不知道怎
麼寫，所以”En” 被寫成”Man”, ”Ann”, “An”, “Un”，甚至比魏中更像特務的: N。我的“恩
”，被人念成古怪的”Un”，這個名字到底和我還有什麼關係呢？然而如果連名字都改了，又是何等
心酸的一件事？為了解決來台軍眷的居住問題，政府興建臨時性眷舍。人們來自中國大陸各地，雖然
被統一貼上“軍眷”標簽，但其實一個小眷村，就是一個混雜的小中國大陸。王偉忠花了兩年時間給
賴聲川講故事，從戲劇裡面表現出來，基本上是一部從戰後到九十年代的台灣社會史：四九年遷台，
五十年代策劃反攻大陸，白色恐怖，戒嚴，六十年代美軍駐軍，七五年蔣總統去世，八十年代解禁，
李登輝上台，眷村拆遷，全是台灣人的集體回憶。很幸運在台灣本土看《寶島一村》，幾乎是全民參
與創作。我後面的老人家們，對每個年代每一首代表性的歌曲，一聽見就跟著哼，大概有點耳背，議
論很大聲，“這個是誰啊？”“是不是范瑞君啊”，“以前的公厠就是這樣的啊”，“是啊，就是那
一年死的”，“我也有看過這個電視節目啊”，如果是別的劇目，也許會覺得反感，在《寶島一村》
，觀眾的反應如同戲劇的一部分。《寶島一村》不但故事紮實，而且技巧純熟，尤其把舞台表現的凝
練發揮到極致。雖然故事眾多，但是基本上集中在三家人身上：帶著妻子和岳母來台灣的發電機駕駛
員老趙，在台灣當地娶妻的軍車司機老朱，還有接收出事戰友妻兒的飛行官周寧。整個舞台設計就是
三個家一字排開。印象最深的一個場景是，八十年代戒嚴結束，開放回大陸探親，三個台灣家庭對應
三個大陸家庭：老趙已經去世，由小兒子台生代表探望奶奶，台生一跪下，奶奶一巴掌就打下去：這
是代你爸爸受的，他告訴我只是去台灣玩幾天，一玩就是四十年啊；老朱帶著台灣太太去看大陸太太
，進門之前吞吞吐吐：要叫“姐姐”，嗯，不是我姐姐，是你“姐姐”；比起老趙和老朱，周寧是三
家人之中著墨最少的，但在此處也最出人意表：父母已經不在，只剩兩個墳頭，老邁的姐姐帶周寧到
一座墳前，埋葬著一個生於1928年，只活了21歲的國軍飛行員。周寧表白：在你掉飛機的時候，我的
心已經和你一起死了，後來我把飛機開來台灣，多活了這好幾十年，不過是因為你的一句話：人生要
開心，盡量開心。周寧對萍水相逢的魏中熱情關照，可以幫人養老婆養兒子而不避嫌，自有他不足為
外人道的心事。三個家庭，三段重逢，把母失其子，妻失其夫，以及被大時代掩埋的個人情感高度集
中地呈現出來。《寶島一村》和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樣，充滿感動人心的故事。但是作為一部史
學作品，《大江大海》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看得見史料的堆砌，看不見批判的力度。李敖的《大江大
海騙了你》批判起來確是有理有據，但是怒髮衝冠，只覺悲憤，不覺感人。反而是《寶島一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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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一村》

為一部戲劇作品，怨而不怒，既有戲劇性的衝突，也有含蓄的批判，更為眷村移民的何去何從提供了
方向。《寶島一村》借村民之口道出，造成這個悲劇原因，一半是老毛，一半是老蔣，直指決策上的
失誤，也毫不掩飾受騙於“反攻大陸”的絕望，最後老趙留給台生的信中，沈痛地寄望下一代永遠不
再經歷戰爭。然而村民對無法控制的悲劇，有自己的應對：趙媽離開北平多年，一直帶著唱機聽音樂
；老趙的岳母，不但自己包包子，還把天津包子的技術傳授給台灣土生土長的朱媽，這門絕技後來養
活了朱家一家；眷村的第二代大多努力走出眷村，走出黨國的侷限，台生和二毛從嘉義到台北闖蕩，
二毛嫁給民進黨員，大毛遠嫁美國，大車成為商人，闖出一番事業，二車甚至比爸爸走得更遠，娶了
越南新娘。如果在第一代身上，看到的是苦中作樂，堅守傳統的韌性，第二代就表現出一種更廣泛的
文化包容。最後眷村拆除，大家和四十年前初來台灣時一樣，唱起那首《松花江上》，這裡的“家”
，卻從懷念家鄉，變成懷念眷村，對自上而下的悲劇，作出自下而上的回應，這種回應背後，是樂觀
堅強的移民精神。五顆星滿分的話，我給《寶島一村》十顆，五顆給眷村體驗，五顆給超越眷村的價
值。《寶島一村》裡的人文關懷，使它成為可以和移民史上其它作品進行對話的經典之作。也許很多
觀眾和我一樣，除了屈中恆和宋少卿之外，一個演員都不認識，也不一定是眷村出身，甚至不是台灣
人，但是“displaced people”（被拔根者）不單單在眷村。因為斯大林一句話，幾萬俄國農民被遷到
中亞種大米；日本戰敗，所有日本移民被盟軍從亞洲各殖民地運回，儘管很多人在滿洲國出世，連日
本國土都沒有踏上過；納粹甫一下台，德國移民一夜之間被逐出東歐，在當地生活了幾十年的人只有
幾個小時收拾行李。在政治巨頭的眼中，幾萬幾十萬的人不過是數字而已。國與國的仇恨，是不是要
落實到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身上？統一的標簽，語言的隔閡，和當地人的融合，下一代的出路和認同
，這些在眷村裡發生的故事，在移民史上歷歷在目。最後賴聲川和王偉忠從舞台兩邊出來擁抱謝幕，
全場起立鼓掌數分鐘之久，他們不一定都是來自台灣的觀眾，只是感動于這部有細節有關懷的佳作，
把一段將要消失的歷史，在光影中化作永恆。從年齡上來說，我是《寶島》第三代“村民”了：在中
國大陸出生，美國唸書，客居台灣，分不清哪一個才是我的家，因此每一次在機場都有感傷又有期待
。尤其享受台灣人文氣息，常常在想，假如當年來台灣讀書，也許今天的人生軌跡會不一樣，在台灣
的文藝土壤裡，可能會鼓起勇氣做一個舞者或者演奏員，甚至是戲劇舞台上的龍套。然而像《寶島》
裡老趙所說，命運喜歡跟人開玩笑，而且你還不知道梗在哪裡。能夠做到的，不過是好好收藏那個99
號門牌。這塊門牌，也許是對愛人的思戀，對父母的牽掛，對下一代的期望，甚至純粹是對一種文化
的熱愛。把門牌帶到下一個地方去，無論在哪裡，都找得到皈依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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