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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書旨在辨析 1950 年代臺灣戲劇的主流。經過對該時期戲劇創作與演出數據的整理、統計

和比對，發現「反共抗俄」劇並非該時期戲劇創作與演出的主流，而與慣常的認知相左。

為探究其原因，本文採用布迪厄的場域理論，結合丁羅男的「戲劇整體觀」和傅科的「反

歷史」視角，從創作與演出兩個維度考察官方對該時期戲劇生產場域的「自主性」影響，並探

析該現象背後的戲劇生態機理。

在戲劇文本生產場域中，由於官方構建的文藝體制與政策未涵蓋大部分臺籍劇作家，導致

大陸遷臺劇作家的作品成為發表與出版的主流。同時，官方文藝獎助政策缺乏從文本到舞臺的

機制。官方多元化訴求又催生了其他題材劇作的問世，最終使得該時期戲劇文本的生產呈現出

多元化面貌。因此，即便臺籍劇作家缺位，「反共抗俄」劇也並非該時期戲劇文本生產的主流。

在戲劇演出場域，官方設有審查管控規定，並對戲劇業課以重稅，使大陸來臺諸劇種在市

場競爭中步履維艱。官方還通過舉辦地方戲劇比賽和訓練班試圖影響本土地方劇團，但這些舉

措並未使「反共抗俄」劇深入民間並產生影響。同時，官方設置的公營劇團和宣傳組織中的演

出多為宣慰性活動，戲劇演出並非首選，「反共抗俄」劇在其中也未占絕對多數。

總之，由於官方未能掌控戲劇生產全流程，加之演劇市場的客觀存在，使臺灣本土戲劇在

演劇市場的競爭中，將國語話劇限縮於臺北地區，進而形成一種「廟堂雖高，江湖猶遠」的戲

劇生態特徵。因此造成了反共抗俄劇未能成為臺灣 1950 年代戲劇主流的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