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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論文提要


在臺灣的傳統劇壇中，京劇的演出一直佔有重要的地位。國民政府撤守來臺後，於傳統戲劇表演方面，由於政策、環境等因素的影響，使得京劇成為重要的演出劇種。準此，為了充實演出的內容，除了排演傳統劇目之外，在關於京劇劇本的改編與創作中，俞大綱先生無疑的具有重要影響地位。除了擔任戲曲的教學工作之外，他更以文人的身份從事京劇劇本的改編，延續京劇文士化的重要歷程。因此本論文的寫作，企圖由俞大綱劇作的分析研討之中，探究在臺灣特殊政治環境和大量外省移入居民的影響之下，京劇的發展，對臺灣劇壇所形成的衝擊，並經由海峽兩岸同時期的戲劇活動與觀點，來審視不同的背景所各自營造出的戲劇風格。更將就俞大綱先生的生平及其戲劇意識分為若干部份進行探討、研析，以期瞭解俞大綱創作的思想內涵及藝術特質。藉由對戲劇作品的解讀之中，為臺灣傳統戲曲影響甚大的「現代戲劇導師」--俞大綱先生作一番整體性的定位。


首先，由於家庭背景的因素，強化了俞大綱先生對於古典戲曲的欣賞與喜愛；並進一步藉由對文史相合的深刻感悟，從而發出關懷傳統戲曲的熱情。除了致力於京劇的改良之外，他並對臺灣傳統藝術的各個層面，賦予高度的關心。在長期的研究過程中，跨越出傳統的模式，不斷地融合東西方的文化，匯集古典與現代的特質，進而提出關於中國戲劇，在文化發展與傳承方面的具體看法，並影響日後傳統戲曲的演出及發展。因此本文由對俞氏生平的探討，綜觀其投注心力於中國戲曲脈絡因素。


而由於其從事戲劇研究的時間，回溯於當時的社會環境及政治局勢，所呈現者是兩岸衝突對立、撲朔迷離的詭譎氣氛。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訴求的文化重點與思想自然就大有不同，所提倡的主題亦各有千秋。從時代背景的考察，做為研究俞大綱先生劇作的導引，從中解讀他個人受時代影響的戲劇意識，並比較臺灣本土與中國大陸間，在文化意識型態上的差距，通盤了解影響俞氏戲劇創作的時代背景。


關於實際的創作方面，俞大綱先生的劇作雖多為改編舊有劇目，但最大的意義，在於他以文人的身分為臺灣京劇環境注入生命力。經由對其劇作主題思想、情節架構、人物塑造、語言特色等諸多方面的整理分析，歸納出俞氏的劇作採用優美的文詞、豐富的內容，使編劇凌駕於演員、劇種之上，成為具有高超藝術價值的文學作品。


本文由歷史背景與作品特色進行探討，結合俞大綱先生對中國戲劇獨特的體悟與關懷，發掘其劇作在演出中的具體成效與深刻的文學價值，呈現出劇作家的藝術風格與對時代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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