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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恋桃花源 红色的天空》

前言

　　我心中偷偷微笑 人生中很多事很难解释。1995年年初，【表演工作坊】刚从美国回台， 在台湾高
雄演出最后一场《红色的天空》。想到这么好的一组演员，我便起 了一个念头：《红色》剧组中本来
就含有《暗恋桃花源》的金士杰、李立群 、丁乃筝、林丽卿、陈立美等，多么容易就能增加几员，然
后到大陆巡回演 出，《暗恋桃花源》和《红色的天空》两出戏轮流演。这样能让第一次与我 们接触
的大陆观众看到我们创作上的两种不同风格。 这计划还真的有认真付诸行动，但后来因为种种理由而
停摆，变得1998 年的《红色的天空》是我第一部面对大陆观众的戏；《暗恋桃花源》又多等 了8年才
在剧场中与大陆观众见面。 而如今，我的剧本要在大陆出版，编辑的建议是把这两部合在一起当第 
一集，我心中偷偷微笑，确认当年的逻辑无误。对于初次接触我作品的读者 ，把这两部放在一起思考
或许是最丰腴的选择，对比性强，但同构型也不弱 。对于我所使用的『集体即兴创作j方法，可看出
完全相反的两种策略与逻 辑。而贯穿这两部作品有一种不知是否能称为精神的东西，一种质感，能让
读者感受我们八、九○年代在台湾做剧场创作时的强烈氛围与态度。 感谢促成这本书出版的所有朋友
们，更祝福读者朋友，愿你的人生因剧 场而更丰富。 赖声川 2007年6月14日于台北汐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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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恋桃花源 红色的天空》

内容概要

关于《暗恋桃花源》：《暗恋》和《桃花源》，两个不相干的剧组，都与剧场签订了当晚彩排的合约
。演出在即，双方不得不同时在剧场中彩排，遂成就了一出古今相对、悲喜交错的舞台奇观。该
剧1986年在台湾首演，引发观演狂潮。1991年复排巡演，奠定国际声誉。1992年，电影版《暗恋桃花
源》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等众多奖项。1999年《暗恋桃花源》在台湾第三次复排。2006年，海峡两
岸同时推出《暗恋桃花源》20周年纪念演出的不同版本。2007年推出“两岸三地版”。
关于《红色的天空》：透过演员还年轻的身体。诠释人老年老化以及生命末端的种种情境。由8位演
员贯穿全剧，其编剧手法比较接近诗或音乐的原理，而非传统的戏剧架构。《红色的天空》为[表演工
作坊]成立10周年纪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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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恋桃花源 红色的天空》

作者简介

赖声川，创意源源不绝的创作人。1954年生于美国华盛顿，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戏剧博士，现任国立
台北艺术大学教授、美国史丹福大学客座教授及驻校艺术家、【表演工作坊】艺术总监。他29岁开始
剧场创作，至今编导舞台剧27部（包括轰动亚洲的7小时史诗《如梦之梦》）、电影2部（包括享誉国
际的《暗恋桃花源》）、电视影集300集（包括家喻户晓的《我们一家都是人》），另有剧场导演作
品22部（包括莫扎特歌剧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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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恋桃花源 红色的天空》

书籍目录

序　我心中偷偷微笑—写在出版之前第—部分　《暗恋桃花源》  　剧本·全收录　历次演出主要演
职员表　特别回顾：五位《暗恋桃花源》主人翁的五次蜕变　注解：《暗恋桃化源》关键词索引　后
记一：悲喜，快乐，忘我——《暗恋桃花源》的二三事　后记二：集体即兴创作的方式 　《暗恋桃花
源》各版本历年演出时间及地点第二部分　《红色的天空》　剧本·全收录　《红色的天空》首演演
职员表（台湾版）　《红色的天空》演职员表（大陆版）　注解：《红色的天空》关键词索引　后记
一：回答关于《红色的天空》的一些问题　后记二：倒数计时的音乐或诗  　《红色的天空》各版本
历年演出时间及地点第三部分　附录　赖声川作品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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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恋桃花源 红色的天空》

章节摘录

　　◎悲喜，快乐，忘我——暗恋桃花源的二三事 文/赖声川 《暗恋桃花源》演出第四次了，还不算
中间的电影拍摄。再次撰写文章 ，「我还能说什么？」我可以重复回忆那创作过程中一切的辛酸与成
就感， 当年所有伙伴的同心协力，以及那特殊时代所给与的特殊灵感，但那一切似 乎都已经说过很
多次。我可以说明这次和明华园合作的兴奋，他们团体所带 来的活力，而他们的演出多么符合我当初
（最当初！）对「桃花源」演出风格 的期望。这些，也都在不同的媒体中说过。想来想去，我决定写
的是以下， 关于悲剧、喜剧，快乐，忘我。 ◎脑神经科学家 前两年我在美国加州，刚好我的朋友，
《僧侣与哲学家》作者马修．李 嘉德（Matthieu Ricard）也在湾区。这一位修行人正在参与一个脑神
经科学 实验计划。计划的目的是要更深入了解人是否真的可能「快乐」，从脑神经 科学的观点，有
没有可能规范出「快乐」和「痛苦」的明确定义？以一位禅 修多年的藏传佛法僧侣身分，马修每天要
到实验室，身上挂上300多条感应 线，然后需要他进入禅修状态，来测试脑神经波动。科学家会试图
干扰他， 甚至于曾经在他的耳边开枪，看看他的脑波会有什么反应。 明显的，透过多项实验，马修
的脑波在受干扰或威胁的时候，与其他实 验对象的脑波呈现完全不同的波动形态。心灵禅修确实影响
了马修的生理反 应。更有趣的是，禅修的境界符合科学家在数据上所定义的「快乐」。 这项计划后
来在美国《时代杂志》作封面故事，马修邀我到主持计划的 科学家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在柏
克莱山上的家作客。艾克曼一生都在 研究人类脸部表情与情绪之间的关系。他跟我说他几十年研究的
结果认为， 人的脸部肌肉摆成什么姿态会直接影响情绪，于是，如果我们硬将一个人的 脸部扳成微
笑的姿态，不久之后，他会比较快乐；相反的，把他的眉毛皱起 来，不久之后他会开始感到烦恼。 
这个话题太吸引我。多么微妙的因果关系！到底是里面在影响外面，还 是外面在影响里面？还是这两
者有一种神秘的相同性？ 我跟艾克曼说，我曾经创作过一部舞台剧，叫作《暗恋桃花源》。这一 部
戏是把两个剧团摆在同一个舞台上，一个在演一出悲剧，一个在演一出喜 剧。 ●希腊「悲」剧 站在
艾克曼家落地窗前，我鸟瞰着整个我熟悉的柏克莱和旧金山，想到 住在附近不远的，我的研究所指导
教授奥格登（Dunbar Ogden）。我就是在他 的「古典剧场研讨会」课中第一次打开自己的脑袋瓜思考
这个问题。 画面 回到1979年秋天。在柏克莱奥格登教授的课上，我们通盘研读所有流传下来 的希腊
悲剧，研究雅典在公元前第五世纪的剧场文化，惊然发现在悲剧演出 的「大酒神庆典」中，每一位悲
剧作者用一天的时间展现自己三部悲剧作品 之后，还要演出一部「羊人剧」（SatyrPlay）才散场，观
众才能回家。 「羊人剧」是一种闹剧，由装扮成半人半兽的演员热闹演出。古代流传 下来的「羊人
剧」只有一部是完整的——尤里皮底斯（Euripides）的《独眼 怪兽》（Cyclops）。除此之外还有多部
其它「羊人剧」的片段，这些残片让 我们窥视到它低俗、热闹的属性，而它的内容通常是在讽刺三出
悲剧中的剧 情或人物。 连续演三部悲剧早就在我认知之内：古希腊作家都是以三出戏为单位， 通常
是连贯的，称为「三部曲」。艾斯其勒斯（Aeschylus）的《奥瑞斯提亚 》（Oresteia）是唯一流传下来
的完整三部曲。我以前在台湾念大学的时候也 看过这三部曲的剧本，当然认为它是完整的表现。但现
在，我的逻辑被打乱 了，我发现在这古老的剧场形式中，三部悲剧的完整呈现不等于一次完整的 艺
术表现。作者还多了一部「羊人剧」，在一天演出的最后奉献给观众。可 惜，《奥瑞斯提亚》三部悲
剧之后的「羊人剧」失传了，我们无法得知其面 貌。 我极为好奇：为什么在看完三出悲剧之后，还
要再看一段大闹剧，观众 才能够回家呢？这让我对希腊悲剧有一种全新的感官，认为在「悲」、「喜
」之间，有一种特殊对话，一种神秘、原始的对话，始于人心深处的对话。 ●日本「能」剧 画面转
到1981年，京都。我旅行到日本，正在研究能剧，在京都古老的 金刚能乐堂中，我观赏着「羽衣」的
演出。在那剧场中，没有所谓「场灯」 明暗的问题，观众席的灯永远是亮的，观众坐在榻榻米席上，
一边翻着剧本 ，时而抬头看戏，时而低头聆听。在这里，没有所谓「疏离」的问题，所有 观众都融
人台上的演出，不管他看的是哪里。 观赏日本能剧的时候，我发现在这600年前发源的剧种中，有与
希腊悲 剧中同样的「能」与「狂言」之间的对话。一部能剧分上下两部分，「能」 演出到一半，每
每被安插一段「狂言」。狂言和「羊人剧」一样，是一个闹 剧，与能的语言相比，也是低俗、平民化
的，内容通常也在讽刺或清楚说明 前面能剧中的角色与剧情。 在求学过程中，在这两种古老文明中
，我认识到，悲剧与喜剧似乎不是 相反词，而是一个演出中必备的两种面貌。我观察到，在现代的剧
场中，通 常这两种剧种被隔离。我同样也观察到，在现代生活中，生与死这两个最原 始的能量也刻
意被隔离。 ◎七情六欲 画面跳回到柏克莱山上艾克曼的家。我们的对话继续，我跟艾克曼讨论 起当
年在柏克莱思考希腊悲剧和日本能剧的事，我跟他说我自己有一些观察 ．发现我所看到的朋友或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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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恋桃花源 红色的天空》

，在「喜」的极致状态中，以及在「悲」的极 致状态中，他们脸部表情是一样的。在我的观察及经验
中，「笑到傻」以及 「哭到傻」不但最后脸部表情神似，同样，「去的地方」也是神似的。这两 种
被认为是相反的情绪，居然推到极致（只要不停地笑够久，或不停地哭够 久）会变成一种类似的感受
。或许叫「麻木」，但也不是；或许叫「忘我」 。我向他请教，他是专家，怎么说？ 艾克曼跟我说
，根据他的实验研究，人类的七种主要情绪（我很惊讶他 一下就说中了我们传统中国说法中的「七情
六欲」），只要推到极致，「他 们都是到同一个地方」。 ◎忘我 什么叫「忘我」？ 陶渊明《桃花源
记》中的武陵人所发现的地方可能是吧。那里面的人「 怡然自乐」： 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 叹惋。 「桃花源」里面的人不知道历史。他们被我们遗忘
，于是他也就能「忘 我」而单纯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桃花源」三个字早就和「香格里拉」、 「
失去的地平线」同义。它是所有人心目当中的理想国，与世隔绝所以不知 道历史，这意味着我们的历
史多么惨不忍睹，唯有忘掉或不知道一切，才能 尝到怡然自乐的幸福。 是这样吗？《暗恋》中的江
滨柳，透过他对过去（历史）的执着不放，是 不是也走入某一种极致，让他的世界已经没有其它东西
了，只剩下回忆？这 难道不也是一种「忘我」吗？ ◎《暗恋桃花源》 这一切，都是属于《暗恋桃花
源》当年创意的内在逻辑。我很高兴当年 做了这一部戏，让我有机会理出这些内心的疑惑，关于悲剧
，关于喜剧，关 于人生。20年来，演出4次，我每一次都很荣幸能够坐到导演的位子上，在 那位子上
，我感到一种特殊的幸福，舞台的交通让人生如此在我眼前展现开 来。 而在创作20年之后，我还在探
讨这些问题，还在想陶渊明，他这么敏锐 的看到世界、历史、人心。到如今，我们的世界又走到什么
地步？能够不知 道，是不是更幸福一些？ （首发于2006/8/25台湾《联合报》联合副刊、《暗恋桃花源
》2006年台 湾版说明书。）P14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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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恋桃花源 红色的天空》

精彩短评

1、这本书其实收录了暗恋桃花源和红色的天空两个剧本，而且附上创作人员的心得感悟
2、如题，选择我所喜爱的艺术形式，真的不错。
3、想看话剧了⋯
4、暗恋和桃花源是两个话剧剧组，因为失误，被安排在同一个时间段做演出前的排练，两个剧组在
一起排练引发各种矛盾冲突，交叉互动排练，将两处戏表演完。
5、有机会的话再去剧场看看
6、两个剧组共用一个舞台
7、好书!明天将去现场感受这一部经典剧目!
8、当时对戏剧很感兴趣
9、你是午夜的流星
10、许多年以后终于看完了当年觉得太破碎的《红色的天空》，脑补时发现还是好啊
11、书里有剧本，有话剧背后的故事，还有演员的表述，很喜欢。没有话剧看的时日，看看剧本也不
错。看了其中摘录的金士杰的文字后迅速粉了这个永远的江滨柳，然后发现他近年常常出镜演太监，
真是糟蹋了
12、即使看的是剧本 云之凡出现的时候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 
「阅读20160803」
13、原来是两场剧 一场《暗恋》一场《桃花源》台词好妙
14、关于《暗恋桃花源》：《暗恋》和《桃花源》，两个不相干的剧组，都与剧场签订了当晚彩排的
合约。演出在即，双方不得不同时在剧场中彩排，遂成就了一出古今相对、悲喜交错的舞台奇观。该
剧1986年在台湾首演，引发观演狂潮。特别回顾：五位《暗恋桃花源》主人翁的五次蜕变......
15、站在图书馆就读完了
16、两出戏在同一个舞台上的互相问答，才是赖声川最想表达的吧，一个要走，一个要等，暗恋表达
的是思念，桃花源讲述的却是离别，台湾人犹豫、徘徊的家国观念。
17、看过电影版，看过六哥的《读库》版，买这本书纯属满足自己的占有欲。要是仅仅看这一出戏，
电影版足矣，要是收藏剧本，《读库》最好，彩印多，排版好。要是想看点多余的东西，这本书还可
以一观。
18、因爱而始，亲情而终。躺在病床上的老其实是个幸福，去过桃花源的渔夫才是可怜。
19、非常不错。当年一个人守在电脑前看《暗恋桃花源》，感动了好半天，也震撼了好半天。除了上
学的时候班级集体组织看过的《茶馆》和《雷雨》，这应该算是我看的第三部“话剧”了。在此之后
，又看了表演工作坊的其他作品，太精彩了！在当当网上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毫不犹豫就买了，闲时
拿起翻翻，重温那份感动⋯⋯
20、没看书，看的是表坊的碟，《红色的天空》给我的感觉就是冲突不够，难得的是演员的表演，不
带老妆仅靠表演就已经让人认同了人物。
21、买这本书主要是读完赖声川的创意学之后，想验证一下他创意的产物，还是不错
22、《红色的天空》基本就是陪衬了《暗恋桃花源》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这部话剧我看过三遍，每
一遍都能生出不同的体验，回归剧本本身，更是余味深长⋯⋯
23、剧本已看完！坐等看现场版了！
24、看的是剧本⋯⋯寻找刘子骥的女人，真是安排的经典（看了评论才知道的）
25、就是看文字有点累！很喜欢林青霞的版本
26、好像漫长的梦越在时光海洋咫尺天涯相思长人各在一方秋千随风摆荡话还在我耳盼一朝醒来发苍
苍心事却依然许我向你看每夜梦里我总是向你看在这滚滚红尘心再乱一转头想你就人间天堂许我向你
看美好记忆只因为向你看竟然青春是如此短暂暗恋才因此漫漫的延长许我向你看每夜梦里我总是向你
看在这滚滚红尘心再乱一转头想你就人间天堂许我向你看美好记忆只因为向你看竟然青春是如此短暂
暗恋才因此漫漫地延长向你看向你看
27、不知道是因为失眠了看着它，还是看着它失眠了，总归是看完了。《暗恋桃花源》。在台湾看的
第一本竖文繁体书。
28、这是一本很难得的书，至少看完能让你思考一些问题．故事只是故事．看完能让人去思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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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建议各位购买再说一句，这本书设计的还不错
29、错过了林青霞的首演同名电影，错过了《暗恋桃花源》在西安的演出，还好，没有错过这本书，
捧阅着，错觉着，仿佛置身在那个小剧场里，自己就像个跑龙套的，不，应该是剧务或者拉幕布的人
吧，默默地观望着，两群看似不相干人的阴差阳错、悲喜交加、光怪陆离！看似一场闹剧，其实，那
正是戏外人生的缩影，我们努力的抗争、努力的想寻找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在一次次的挫折和不甘
之后，才幡然醒悟，原来人间并没有桃花源！
30、圆了我一个梦，谢谢～
31、喜欢赖声川的戏，更喜欢《暗恋桃花源》。
32、悲剧和喜剧的同台演出，戏中戏的设置，还有演员们出色的表演都很赞，也喜欢语音中夹杂的台
湾腔。追寻，等待，爱情，乡愁或是其他，主题又怎么可能是一两个关键词就能说得明白的呢。无论
是《暗恋》还是《桃花源》都有一种深刻的悲剧色彩，能够打动人心，戏剧的出彩处也在于道出了一
个普遍的现象：人永远无法追寻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失去是时间性的悲剧，也是永恒的遗憾，但这就
是生活的常态。结尾处舞台上那个到处寻找刘子骥的疯女人，拾起舞台地面散落的纸钱，往空中抛撒
开来，落幕，全剧终。那些纸钱或许是用来祭奠所有人的失去和未果的等待。
33、一生暗恋，只为桃花源。一直想看这部话剧，一直想要读这本书，终于在俩天前让我拿到了这本
书，俩天的时间读完了剧本，也走完了一段人生。这种集体即兴的创作方式都是无比真实的，纯粹的
，能够和群众产生共鸣的。很难组织起语言来分析这种“共鸣”，可能这就叫“不言而喻”。
34、赖声川。
35、很喜欢的一本书。。。
36、直触剧本的面貌，导演后记也很有含金量，体会一路走来真实的创作历程。
37、资料比较全，后面还有另一部戏《红色的天空》的剧本，不错。
38、喜欢中间对于不同版本人物的描述，还包括了“红色的天空”，又勾起了在剧场里的回忆。。。
39、冲着林青霞和赖声川买的，比较有小资情调的书。
40、人生大抵就是荒诞不经的。
41、真是经典 怀念原版的云之凡
42、有创意有品位，不错的书，值得收藏欣赏。
43、大爱赖声川！！！最喜欢99年金士杰和萧艾版的《暗恋桃花源》了！！！
44、en ~~  很喜欢赖声川~
45、想看很久了
46、第一次看剧本，跟看书不一样的感受。有点不是很适应这种阅读方式。刚开始看，看完再写感受
。但印象深刻的是里面有一张林青霞的剧照太漂亮了。
47、很全面。还有另一场剧。
48、赖老师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看过话剧后再看书仿佛情景再现，非常过瘾。在一部喜剧里体会
悲喜之间跌宕起伏的感受，必须有颗强大的内心。
49、林青霞好美~嗯活在当下就是活在桃花源里！
50、赖声川太有才了！
51、读完剧本，确实感动，但远未至震撼程度，几处幽默戏笑点亦不高明。然而做到实验性和娱乐性
兼具、时局写照和人文关怀并行本就不易，不难想象会轰动一时并成为情怀之作。看到林青霞两条辫
子的云之凡差点想哭啦，明明之前没看过任何一版。何时能看个现场啊。“那么大的上海我们都遇到
了，小小的台北却不能相见。” 四星给剧本，书本身质量减一星。
52、哭了。。。。
53、真是经典中的经典，看完暗恋桃花源后，我又到网上搜索了一下电影，真是超赞！！！！
54、错过一个桃花源，暗恋半个世纪
55、“偌大的上海，我们却相遇了。”
56、关于暗恋桃花源的评论部分蛮好用的。但是比起人艺出过的《雷雨》剧本分析差很远。
57、还是想买票看一场的
58、剧还是比剧本好看的，这样刚刚好。
59、暗恋桃花源这么熟悉的戏，看剧本还是能看哭。红色的天空也好喜欢。
60、好书，好剧本，好导演。一直认为赖声川先生的表演工作坊出的都是精品。唯一可以的就是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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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当当没有货。可惜了啊~
61、喜欢看赖声川导演的作品，买这本书是为了《暗恋桃花源》，期待《这一夜，women说相声》!
62、你没有办法否认暗恋桃花源的力量。每观看一遍，这力量便变换一次。
63、起初看片子的时候也许是外界太多干扰，并未觉得这故事有多么动人，反倒是被那原声音乐深深
打动了。买下这本书很久也没来得及看，某夜想起来，趴在床上一口气翻到最后，竟掉下泪来了。
64、看了暗恋桃花源让我产生一股强烈的冲动:我要排演这出话剧!
65、很喜欢戏剧。。
66、暗恋桃花源，话剧电影都看过，忍不住还是买了这本书，印刷质量很好，超级喜欢
67、送货员服务态度很好！赞一个！
68、我是先在网上看了以前台湾版的话剧才买的书，真的是物超所值！！！现在我特别好奇黄磊版的
“暗恋”，真想现场体验一下，肯定又是一番滋味吧！！！！！
69、赖声川同名话剧原著剧本，经典的戏中戏与剧中剧的故事。《暗恋》和《桃花源》两个剧组都与
剧场签订当晚彩排的合约，演出在即，两个剧组彩排撞台，反而成就一番古今相对、悲喜交错的反差
风格。更喜欢《暗恋》部分，演绎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颠沛与离合，自身命运尚不能掌控，遑论爱
情。“你是一朵栀子花，开败在时间里；你是一场桃源梦，碾破在现实中。” 看一次现场版是人生的
to do list
70、这次到货比较慢，将近一周才收到，由于配货原因可以理解，书的质量还是很好，赞！
71、最喜欢的剧本之一。08年第一次听到赖声川这个名字，第一次知道《暗恋桃花源》，看过剧，但
一直没过剧本，看完后真是有说不出的感觉，感动，悲伤。《暗恋》和《桃花源》两出戏穿插得很巧
妙以至于到最后其实可以合二为一，彼反应此。最耐人寻味的就数从未出场的“刘子骥”，不知道他
和那位陌生女子之间又有这样的一出戏。
  另外，我很喜欢赖声川的《全民乱讲》就是总也买不到。
72、只看了暗恋桃花源的书，感觉看着有些混乱
73、想看舞台剧！
74、一直很喜欢同名电影，于是买了这本书，很好。
75、最近看了很多这本书的一些介绍和消息，特别的感兴趣想要买本来读读试试，还没有读，读了之
后在写
76、最是不屑江滨柳，百无一用是深情
77、对于喜爱戏剧的朋友绝对值得珍藏
78、刘子骥终找不到桃花源 每个人都找不到桃花源
79、只看了暗恋桃花源，真的很不错。可惜错过了话剧!
80、“暗恋桃花源”在近代话剧史上的影响、在很多人的情感所向上都是无以取代的，巧妙的结构，
经典的搭配，两幕戏节奏上交融，哎，总之，戏是好戏，书是好书.......
81、喜欢戏剧或是写作剧本的朋友们都可以看看。
82、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花了几元钱特意到图书馆的小小放映厅去看的就是这部话剧。在黑暗里，
看着荧屏上的人物来来去去，心里有说不出的悲伤。
83、一气儿看完，感觉不错，《暗恋桃花源》的创作过程很有趣，因为看过电影，回忆起来还是很有
触动。不足之处是定价比较高，另外发现好几处错别字，不得不说一句，东方出版社的书总是免不了
错别字，连《脂砚斋全评石头记》这样的书里都有，不太严谨哦。
84、云之凡，自从上海一别，至今已二十余年。
85、时隔几年再次看到介绍该剧的书，今年有望可以亲临现场观看，很期待。一个剧二十多年，几代
人的追寻与记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
86、《暗恋·桃花源》的确是相当有张力的戏啊！等手头的事告一段落了再来好好写你。
87、大一时读的。看完以后迷上赖声川。暗恋桃花源的悲喜交加特别让人唏嘘。
88、2014.11.22
89、和我预想的一样，纸质和设计都不错，只是送的那个书签不是我喜欢的那个版本。。是袁泉的，
为什么不是金士杰老师和青霞呢。不过，还是很喜欢，哈哈
90、真正开始接触话剧是赖声川和孟京辉，赖的暗恋桃花源和入梦之梦一直在我的清单里，却一直没
能成行。在图书馆借了这本书，第一次读剧本，看着里面的剧照，也能想象一二演出的场景，别有一

Page 10



《暗恋桃花源 红色的天空》

番滋味。里面有赖导的创作导演心得，也有演职人员的心路历程，很难得的一本全景再现的书。留一
颗星作为没能去看话剧的遗憾。
91、貌似和在图书馆看到的有点质感上的区别。。。
92、1983年11月30日，戏剧导演赖声川在自家客厅里宣布：话剧《暗恋桃花源》，最初创作的《暗恋
桃花源》是一部将其框架在“两个剧组争夺剧场”这样一个主题和两个“戏中戏”的表演形式上
。1985年11月30日正式排演，1986年首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获得了台湾金马奖，2016年11月有
幸在票牛网上看到今年3月将在上剧场演出30周年纪念版，虽然不是由黄磊，何炅，谢娜这些著名艺人
出演，但我也立即买了两张票，期待共睹赖声川的这部话剧佳作。
93、赖声川，你太有才了！《暗恋桃花源》绝对地经典！经典！
94、以前从没有看舞台剧，这次想从书里看看暗恋桃花源。
95、飞机上翻了一下
96、喜欢戏剧的朋友可以看看！
97、书籍设计的很漂亮,阅读起来很舒服.两个剧本,我都很喜欢
98、在机场就着又甜又暖的秋日特品咖啡看完剧本⋯⋯我们一定会认识。
99、算是了却心头一件大事吧~剧本看起来还是要费劲一些
100、觉得赖声川的剧本废话好多的说
101、印刷质量很不错，排版也很讲究。完整的剧本格式，另外又附带了评论和描述，很好。读的时候
有到现场观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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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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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暗恋桃花源 红色的天空》的笔记-

        一個人，除非他是犬儒的厭世，否則大概皆不願意自外於所屬的社會圈子的。

2、《暗恋桃花源 红色的天空》的笔记-第20页

        当年参加创作的那一群人，都觉得那一次的工作好像一次怀孕的心情和喜悦，又像恋爱。我丢给
演员一粒种子，演员们就去全心全意孵蛋了。慢慢地，大家看见自己如果怀的是黄豆，生出来的也许
是黄豆也许是绿豆，甚至是瓜。排练像游戏，演员们由生而熟成为知己。好像一群大人在玩小孩子的
游戏，搞童年往事，好玩极了。"赖声川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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