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文、戲劇與中文的交匯

在生活的
吉光片羽中找尋所愛

羅仕龍教授，法國巴黎新索邦大學戲劇學博士，現任清大中文系教授。曾任

教於法國巴黎狄德羅大學、法國保羅梵樂希大學等校中文系。譯有多部法國當代

戲劇作品，包括拉高斯《遺忘前的最後悔恨》、《只是世界末日》，卡繆《卡里

古拉》等。長期為《戲劇與影視評論》、《國語日報》等刊物撰稿。採訪當天，

羅仕龍教授與我們侃侃而談他的職涯故事。 

受訪人 | 羅仕龍 -- 清大中文系教授
採訪人 | 洪子勝、王冠婷、戴妤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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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生涯的探索

面對老生常談的自我探索問題，教授也跟我

們娓娓道來他的求學歷程。教授畢業於新竹高中，

高中時選社會組。與大多數學生一樣，第一次做

重要的選擇就是在高中邁入大學階段，因為喜歡

把文字和社會做結合，教授當時曾想過要念新聞

系。因為當時很喜歡寫作，國文老師建議教授推

甄上中文系，儘管喜歡中文，但考慮到未來還是

卻步了；而當時歷史老師建議熱愛欣賞文學、喜

歡創作的教授可以考慮外文系，成為了影響教授

一生的契機。

聯考成績出來後，教授的分數意外的高，身

旁開始有勸說他念法律、商管等科系的聲音。「但

誠實說，當時的我還不太確定自己要做什麼，又

想到歷史老師的建議，所以就到了一個還不用那

麼快決定自己未來要做什麼的系—台大外文。」

教授笑道。

爾後就像大多數大學生一樣，到了大二時很

多人會開始考慮未來的方向。可能是輔系、雙主

修，當時教授便去修了政治系國關組的課，不過因

為沒有想像中喜愛而停止。後來因為參與了系上的

戲劇比賽、畢業公演發現了自己對戲劇的興趣。當

時台大恰好在 1995 年成立了戲劇研究所，於是教

授跑去旁聽戲劇研究所的課程，並發現自己在戲劇

所融合了中國、西方文化的課程中找到了某種平衡

點，也埋下了之後前往法國深造的種子。

種下熱愛戲劇的種子

當我們詢問教授是從何時開始發現自己對於

戲劇的熱愛，教授表示與其說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不如說是自己的心中一直有個喜歡演戲的種子，

有些人可能天生就是對某些東西有興趣，只是沒

有放大檢視。但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們可能會遇

到一些老師、會開始思考人生，而當我們開始認

真認識自己時就會有某種作品突然被觸發。教授

說自己就是在開始讀現代戲劇的課程時找到了和

自己的連結，慢慢覺得幾百、幾千年前的作品並

非如想像中是很遙遠的東西。

「戲劇是一個溝通的藝術。」如同先前提到

教授對新聞系的憧憬，對教授來說，戲劇和新聞

的本質是很類似的，都是為了讓他人理解。教授

說：「我覺得在生活的吉光片羽中，就會慢慢找

到自己熱愛的事物。」 

不一樣的留學路

認識仕龍教授的學生，可能第一印象都是教

授曾經留法，但實際上教授的第一個研究所是台大

戲劇所，在後來決定要出國時也曾想過去北京的中

央戲劇學院，出國前教授也因為想做跟學術相關的

事，在師大西洋藝術史研究辦公室工作。幾經自我

探索後，教授發現自己的本質是喜歡選擇、探索比

較少人知道的事物，而非跟隨主流，所以最終到前

往法國巴黎新索邦大學攻讀戲劇博士。

走 進 人 文 社 會｜ 117 



在法國的生活感受 ? 

在法國居住十多年後，教授印象深刻的事情

之一就是法國人很愛聊天！在法國很多事情解決

不了時就會討論，包括吃飯、買菜、排隊結帳，

整個文化建立在溝通之上，學問都是聊出來的。

教授說這與民主有很大的關聯，法國的歷史發展

與文化鼓勵大家要發表意見、提出問題，他們認

為人會想學習，就一定會有意見想表達出來。

教授也分享到，剛到法國研究所上課時不太

敢講法語，但在課程的要求與同儕的影響下，他

也開始嘗試發言，並獲得老師與同學的鼓勵，漸

漸的對於上課發言感到自在許多。教授認為語言

要多講才能訓練自己的組織能力，從對方的文化

邏輯思考對方有沒有聽懂，並進一步設想要從什

麼角度切入、要怎麼講才能讓對方理解，又不傷

人際關係。

除此之外，教授也表示在日常生活中，法國

給他的感覺是盡可能讓每個人在環境中都過得自

在，這是民主很重要的精神。不管是何種需求都

不會逼迫你改變，不強迫大家都要一樣，而是讓

弱勢方在社會中也能很自在的和他人相處在一起。

教授以台灣的便利商店為例，對台灣人而言，

便利商店除了提供各項服務，更是一種安全感。

然 而 剛 到 法 國 時， 教 授 卻 被 提 醒 商 店 大 多 晚 間

7:30 打烊。在與友人就便利與工作機會的觀點討

論後，了解到對於法國人而言，這樣的企業型態

不但容易使員工變成老闆的奴隸，也對於規模較

小的店家十分不友好，造成市場壟斷。

透過談話，教授受到不同文化思考邏輯的衝

擊，也進而了解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生活方式，就

如同法國並不覺得沒有便利商店的社會有何不便

的地方，這就是不同文化的習慣，兩者間並無優

劣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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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選擇

對於人生各階段的抉擇，教授表示人的選擇

經常與外部環境有很大的關係，做你自己想做的，

大環境會讓你水到渠成，如果環境不允許，再強

迫也很難發生。譬如留在法國大學中文系任教，

是因為有次在法國參加研討會認識了某一大學的

中文系系主任。在教授剛念完書，像大多數留學

生在當地找工作時，接到對方的電話，提到有學

校需要中文母語人士擔任教師，便詢問教授有沒

有興趣。主任認為若由教授以戲劇方法授課，能

使課堂變得更活潑，讓學生敢開口說中文。當時

教授雖然經驗不夠仍還是答應邀約，一教便教了

很多年。在法國教書的過程中亦是教學相長的過

程；授課過程中的文化交流，也使教授學到如何

將台灣的文化表達給法國人。而在法國教學多年

之後，因為思念家人，也希望能就近照顧父母，

教授決定回來台灣。有趣的是因為教授在法國任

教於中文系，所以回台後履歷就投中文系，從來

沒想過外文系。

對於自己的人生經歷，教授說從小到大沒有

念過一天的法文系，卻到法國讀完博士還在當地

教書；沒有念過一天中文系，但在大學教書第一

天就是從中文系開始，這兩件事在生命中非常有

意思。其實不用太去想自己到底是什麼專業，走

到人生另一個階段再回過頭看，會覺得知道自己

是怎樣的人比自己是什麼系還重要。

業界與教育界之間的選擇

不同於中文系其他畢業後即投身教育界的教

授，仕龍教授曾在業界工作過。教授說在念台大

戲劇所時，不知道怎麼寫論文，身旁也沒有人一

步一步教，當時覺得很痛苦。因此在讀研究所過

程中曾試著去做其他的事，例如教授曾在台大戲

劇系當過第一屆課程助教；另外曾去過以前老師

的學生成立的電影公司上班。那時 .COM 產業剛

出來，大家對網路有各種想像，而自己從學生變

成上班族，有識別證又在東區上班，感覺很光鮮

亮 麗。 那 段 時 間 雖 然 也 很 開 心， 認 識 很 多 朋

友，但一年後仍覺得自己比較喜歡念書，對戲

劇還是有熱愛，因此回歸學術研究。但教授心

中 對 媒 體 還 是 有 感 情 聯 繫， 因 此 2020 年 3

月開始又回去做廣播 -IC 之音。教授說，儘

管重心在教育界，但自身與業界也沒有真的脫

離，依然有在做跟業界連結的事情。

找出屬於自己的道路

教 授 說 在 法 國 住 了 十 幾 年， 起 初 也 沒 想

過要回台灣，但人每個階段的想法都不一樣，

很 難 預 測 之 後的想法。後來覺得回台灣也可

以，是因為有一次回台灣，看著父母突然覺得

雙親怎麼變這麼老。尤其是教授高中畢業後就

在台北念書、工作，後來又在國外待了十多年，

對於父母的印象還停留在十多年前。當有一天

突然發現「老」這件事就發生在自己身邊時，

突然覺得不忍心，心想即便法國比較符合自己

的人生與生活想像，但回台灣也未嘗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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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對人生迷惘的同學的建議

最 後 對 於 迷 惘 的 問 題， 教 授 笑 說：

「我覺得迷惘是人之常情，我自己的人

生 也 很 多 迷 惘 有 很 多 想 像。」 對 迷 惘 的

建議就是多交朋友多出去看看，會發現

世界未必只有你想像中的樣子，在跟不

同人接觸的過程中會發現世界上有很多

不一樣的可能性。

教授相信很多事情都會有安排，不論是想要出國念書或是出國工作，

know yourself 才是最重要的，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人、知道自己想做要

什麼事情，而不是被外力驅使去做某件事或往某個方向。儘管在做決定的

當下未必會很清晰，但仍會往一個自己比較自在的方向前行。

譬如教授的經歷可以說是跨領域的典範，但對於教授而言，這件事並

未特意去想過，一直以來都是看自己有沒有興趣去做。唯一一次比較認真

思考跨領域，是在念戲劇博士班時，論文內容比較偏向中西比較，因此曾

困惑的詢問當時的指導教授是否該轉去念比較文學系？但指導教授說那是

次要的東西，把論文做好才是最重要的。教授因此豁然開朗，論文不會因

為換了主修就變比較厲害，把東西做好反而能使他人不去在意你的科系。

所以不管是跨領域、跨文化，把東西做好、清楚的掌握本質，才是最重要的。

教授認為人生有時後就是這樣，有些人是從一而終，把一個東西做到

很極致；而另一種人是會有很多新奇的東西，一直有新的 idea、新的連結

與創新。這兩種人都很好，只是人生的不同選擇而已，沒有誰可以取代誰，

重點是你想把自己經營成什麼樣子，你自己的本質以及你最想做的東西才

是最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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