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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門舞集 鄭宗龍 《毛月亮》
藝術教育推廣演出

延伸閱讀

版權所有：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什麼是毛月亮？

版權所有：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當月光穿透雲層冰晶，折射

22度角的剎那，月亮周圍泛

起一層銀白色的光暈，俗稱

「毛月亮」。
https://ichef.bbci.co.uk/news/976/cpsprodpb/8B26/production/_131822653_microsoftteams-imag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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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所有：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奇妙又美麗的天文現象，

飄忽又神秘的氣息讓編舞家著迷…

想著有一天，要為它編一支舞。



編舞                                  鄭宗龍

音樂 席格若斯

音樂統籌                          查丹．霍姆

視覺設計暨統籌              吳耿禎

燈光設計                          沈柏宏

影像設計                          王奕盛

服裝設計                          陳劭彥

委託創作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國家歌劇院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首演  2019年4月13日

                                          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所有音樂由環球音樂出版股份有限公司、MÜST授權使用

製作團隊

版權所有：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攝影  李佳曄



2020年出任雲門舞集藝術總監。出生於台北艋舺，從擺攤
叫賣的幼年汲取創作靈感，作品交織街頭張力與人生百態。

2016年編作《十三聲》挖掘台灣古老、俚俗的文化記憶。
2019年與冰島搖滾天團席格若斯Sigur Rós《毛月亮》，獲
英國每日電訊報選為「2023年度最佳舞作」之一。
2020年《定光》融合身體與自然。
2022年《霞》，以薩克斯風版的巴赫《無伴奏大提琴組曲》
入舞，讓舞者用身體訴說個人生命。
2023年《波》，與日本數位藝術家真鍋大度合作，讓舞蹈
和科技的本質，藉由波的物理象徵特性相遇。

2020年鄭宗龍與阿喀郎．汗、威廉．佛塞等，同時入選英
國羅德里奇出版的「50位當代編舞家」。 

鄭宗龍 藝術總監 /編舞家

攝影 李佳曄

版權所有：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點我瀏覽：鄭宗龍簡介

https://www.cloudgate.org.tw/cg/about/artistic-director


演出舞者
黃媺雅   邵倖紋   陳珮珮   黃湘庭   張珮湞   蕭樂恩

葉博聖   侯當立   周辰燁   黃柏凱   黃彥程   張宏茂  吳宗揚

版權所有：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演出注意事項
◎節目全長約65分鐘，無中場休息。

◎遲到或中途離場的觀眾請配合現場服務人員安排進出場。

◎演出部分含裸露、炫光、巨大聲響，請留意並斟酌入場。 

攝影  劉振祥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
                                      —宋  蘇洵〈辨姦論〉

Q：請試著想看看我們處在一個什麼樣的世代？

       未來將走向哪裡？

創作理念

月暈而風，暗喻事物即將轉變的徵兆，在《毛月亮》裡成為

對這個時代的提問。

版權所有：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點我看影片：《毛月亮》影像片段搶先看攝影  張震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u8d-Z7LyuE


現在，我們在一方小小的螢幕前，流覽世界。

視聽感官佔了我們身體感官體驗的極大比例。

那觸覺和味覺呢？那整體的身體感官經驗，是

否正在退化？是否，有一天我們終將遺棄我們

的肉身呢？

Q：試著估算看看每天花多久時間在3C用品上，

如果把使用3C產品的時間運用在其他地方，生

活上會有不一樣的變化嗎？

點我看文章：《毛月亮》完整文字介紹
點我看影片：《毛月亮》編舞家創作分享

攝影 張震洲

創作理念

版權所有：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https://www.cloudgate.org.tw/cg/dance_production/LunarHal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gH2F_EnHLQ


創作理念-音樂

《毛月亮》的音樂由藝術總監鄭宗龍選用冰島搖滾樂團

Sigur Rós 所演奏的二十多首曲子組合而成。

由音樂統籌Kjartan Holm透過舞作的分鏡腳本(Storybook)

擷取靈感，找尋適合的聲音元素重作拼湊完成，也因此誕生

黑膠專輯《 22° Lunar Halo 》。

Q：試著錄下生活中出現的聲音，拼湊出屬於自己的音樂吧！

點我聽音樂：《 22° Lunar Halo 》音樂片段

版權所有：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攝影  李佳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fwkIam5ygs


創作理念-視覺

《毛月亮》的視覺呈現由藝術家吳耿禎、王奕盛、沈柏宏，

利用3大幅LED螢幕，透過影像、燈光，創造出舞台空間與舞

蹈的對照關係。讓真實的舞者，在巨大、誇張卻虛擬的影像

前跳舞，企圖從不同的情緒狀態，找回肢體動作的原始動機。

Q：有嘗試過在大螢幕或電視機前面跳舞嗎？如果沒有，在家

的時候試試看，並在舞動時觀察自己有什麼感受。

版權所有：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點我看影片：《 毛月亮》視覺創作分享

攝影  李佳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pM9-yLL9ko&list=PLn53q16xcqjbcCScaJRgNVHTdkPT_ks3S&index=4


創作理念-服裝

點我看影片：《 毛月亮》服裝創作分享

版權所有：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毛月亮》的服裝由設計師陳劭彥以異材質為舞者大膽裁製

舞衣，在舞者強勁有力的肢體動作中，找到異材質穿搭的可

行性。

Q：有挑戰過穿不同材質或是布料在身上嗎？試著將不一樣

質地的布料裹在身上，感受身體與平常穿衣服有什麼不同。

攝影  李佳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xQwcqOrelQ&list=PLn53q16xcqjbcCScaJRgNVHTdkPT_ks3S&index=2


版權所有：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肉身與LED：當我們開始關注身體的時候，世界不會有太多問題

從身體來的事，從來不只是身體而已。好比當這次的《毛月亮》也觸及當代人身體感知與科

技間的思考，鄭宗龍就請來了龔卓軍教授給舞者們上哲學課。從幾部火紅影集《西部世界》、

《黑鏡》等開啟討論，或是聊些切身的哲學問題，如「你覺得你自由嗎？」、「你會讓小孩

去學校上課嗎？」等，開啟舞者們面對自身當代處境的思考外，也同時撞擊鄭宗龍對於人性、

感知與科技的思辨。

鄭宗龍談《毛月亮》
專訪鄭宗龍：暗處見光，從身體看見世界(節錄)

點我閱讀全文：專訪鄭宗龍：暗處見光，從身體看見世界

https://artouch.com/people/content-11092.html


1973年，林懷民以中國最古老的舞名「雲門」為名，創辦「雲門舞集」。這是臺灣第

一個職業舞團，也是所有華語社會的第一個當代舞團。2020年，領導舞團四十六年後，

林懷民退休，鄭宗龍接任雲門舞集藝術總監。2023年，雲門迎來50週年。

雲門除了在正式劇場演出外，演遍臺灣城鄉，每年夏天的大型戶外公演，更是臺灣社

會的夏日慶典。舞團也長年海外巡演，是國際藝術節與重要劇場的常客，獲得熱烈讚

賞：亞洲第一當代舞團（倫敦泰晤士報），世界一流現代舞團（法蘭克福匯報）。 

版權所有：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點我瀏覽：雲門舞集簡介
點我看影片：雲門舞集光芒背後的故事

https://www.cloudgate.org.t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CWRYf11j4k&feature=youtu.be


版權所有：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雲門的舞者跟許多人一樣，每天上班：上午磨練技巧，下午排練舞作，一天工作八小時；遇到
演出，在假日也「加班」。閒暇時，他們也和一般人一樣，上網，看電影，逛美術館，做自己
喜歡做的事。他們平均每四天演出一場，一年有三、四個月離開家人在國外巡演。

舞者「上班」一天平均要換掉四件T恤，跳到腳長繭，膝蓋瘀青，腳也磨破皮。這些傷痕，成為
一名專業舞者的美麗印記。舞者消耗的體能有時遠超過足球員，卻吃得很精簡。他們午餐常以
水果、餅乾、麵包裹腹，因為纖細結實的身材，能讓他們更容易找到肌肉，更自如地運用自己
的身體。下班以後，他們花很多時間按摩、泡澡，安慰肌肉。處理完自己的身體以後，吃點東
西，讀書，睡覺。

舞者必須經過幾十次，甚至幾百次的排練，才能把作品完美地呈現在觀眾面前。他們不怕辛苦、
精益求精的堅持，創造了每一次完美的演出。舞者經常重複演出同樣的作品。但不管在臺北、
紐約、巴黎、倫敦的舞台上，舞者都把每一場當作第一場那麼投入。

點我閱讀全文：雲門舞者的故事

雲門舞者的故事
練習 練習 再練習！(節錄)

https://www.cloudgate.org.tw/node/534


攝影 林百里

林懷民 創辦人

版權所有：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林懷民原是一位著名的小說家。

在留美期間開始正式習舞，1973年創立雲門舞集。
1983年創辦國立藝術學院（今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
1999年創立雲門２。

林懷民經常從亞洲傳統文化與美學汲取靈感，編創充滿當代意識的
舞作，泰晤士報推崇他是「世界最重要的當代編舞家之一」，作品
屢獲國際重要媒體選為年度最佳舞作。 

2019年年底，林懷民從他主持46年的雲門舞集退休。他退休後，
在2022年出版的《激流與倒影》（時報出版社）連獲臺灣文學獎的
金典獎、臺北國際書展的非小說獎首獎、亞洲週刊中文十大好書、
金石堂年度十大影響力好書。

點我瀏覽：林懷民簡介

https://www.cloudgate.org.tw/cg/about/founder


版權所有：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點我閱讀全文：藝術是稍息，不是立正

舞蹈拙於敘事而長於抒情，那甚至是像「詩」一般的抒情，而不是小說或散文，不一定有
「故事」。

舞蹈，是人類身體表現出來的藝術。舞蹈提供姿勢、動作、能量、音樂性、表情豐富，帶給
人美感、力量。觀眾用眼睛看，用耳朵聽，只要覺得美，很舒暢或很刺激，那就對了。有時，
一個完全沒有情節的舞蹈，卻讓我們感動莫名，那就是舞蹈的魅力：它跟我們的本能直接溝
通。

我們的教育一向著重文字思考，一看到新鮮事物先要急著問：「這代表什麼意思？」舞蹈不
是每個動作都有特殊的意思。一面看跳舞，還要一面看圖說話，忙著拼湊故事，挖掘隱喻，
那會很辛苦。

再說一次，看舞蹈不是考試，沒有對和錯。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感受去詮釋，每一種詮
釋都是最好的，因為那是想像力的發揮。舞蹈比文學繪畫更能提供你想像力的翅膀。

林懷民：「藝術是稍息，不是立正」
舞蹈不一定有故事(節錄)

https://www.cloudgate.org.tw/node/533


劇場禮儀，你知道多少？

點我欣賞影片：「劇場禮儀」你知道有哪些嗎?

版權所有：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5Bkvh3D6lU2-8wk9CyvNuMjJpBfNAXuV


劇場禮儀有哪些？

穿著整齊，注意禮貌

進劇場時，不能大聲吵鬧與奔跑，以及不適合穿著睡衣、背心、拖鞋，整齊乾淨

的服裝對演出、自己和別人是一種尊重跟禮貌。

版權所有：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劇場禮儀有哪些？

準時進場，對號入座

觀看演出，為避免影響演出及場內已就座的觀眾，遲到或中途離席者無法馬上進

場，須遵照現場規定，並由服務人員帶領入座。

版權所有：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劇場禮儀有哪些？

愛護劇場，不可飲食

劇場裡是不可以帶飲食進去的，因為劇院的設施維修不易，不但容易弄髒環境、

招來蟑螂、老鼠，還會製造噪音，影響到表演者及其他觀眾。

版權所有：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劇場禮儀有哪些？

尊重演出，遵守規定

開演前，會聽到關於今天演出節目的廣播或視覺畫面，提醒我們在觀看演出時，

記得將手機調整為靜音與相關注意事項，例如：不能攝影、錄影、和錄音。

版權所有：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劇場禮儀有哪些？

掌握時機，適時鼓掌

演出到中場休息前與謝幕時，或是有特殊表演、特別劇情記得鼓掌（例如：演員

請大家拍手）。其他時間大部分是不需要掌聲的，如果表演者的演出很棒，也不

能隨時鼓掌，一定要耐心等候，等到整段表演都結束再給予表演者掌聲。

版權所有：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Kahoot！時間

掃描 QRcode 加入Kahoot!

看完延伸閱讀後，對《毛月亮》

有更多認識了嗎？來場Kahoot!

確認自己了解多少吧!

版權所有：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演後Ｑ＆Ａ 

好康再加碼
獲選提問問題者，可獲雲門好禮1份

攝影 李佳曄

演後會有Q&A環節，如有

對《毛月亮》的提問，歡迎

填寫Google表單。

掃描 QRcode 提問

版權所有：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攝影 李佳曄

3/29(五) 我們臺南見！

版權所有：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