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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天》，最美的⾳樂劇
記者 周容萱 文  

⾛進劇場，昏暗的燈光中，只⾒舞臺上的⼀塊⽩布，簡單、純⽩⽽靜謐，直到開
演後，看⾒⽩布上的投影出現、聽⾒⾳樂響起��。

最美的故事
《最美的⼀天》講述⼀位單親⺟親許靜雅在得知⾃⼰因病僅剩三個⽉的⽣命後，
決定放棄治療，讓⾃⼰在剩下的⽇⼦裡好好陪伴女兒順凡，讓剩下的每⼀天都成
為「最美的⼀天」。《最美的⼀天》其實故事平凡，甚⾄有些單薄，簡化其故事
無非就是：⺟親、病倒、女兒以及愛，但是能夠將如此平凡的劇本、趨近於零的
對⽩，化成⼀齣完整度極⾼的⾳樂劇，這是《最美的⼀天》編劇兼導演張仰瑄，
以及全劇⾳樂的作曲⼈張芯慈的厲害之處。

故事的開始到結束，以⼀童話故事穿插比喻：「⼀位『駝背的女孩』如何成為
『有翅膀的女⼈』」。並以此童話故事開場，貼合《最美的⼀天》的故事主軸。
⽽這童話故事隨著主線故事的發展，⽤投影的⽅式慢慢訴說給觀眾聽。

⽤塑膠袋呈現童話故事裡那位女⼈的翅膀。（圖片來源／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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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線故事開始時，舞臺上有三位飾演媽媽的演員，她們不但是劇中的⺟親，更代
表了全天下的⺟親。透過這樣的⼿法，可以呈現初為⼈⺟的⼿忙腳亂，忙碌的⾝
影佈滿家中每個⾓落。以如此熱鬧的氛圍揭開《最美的⼀天》這齣⾳樂劇。

充滿活⼒的新⼿媽媽。（圖片來源／Facebook）

在熱鬧過後
燈光轉暗，⾳樂節奏慢了下來，舞臺上只剩下坐在餐桌上的女兒順凡。⼀樣是
家，卻少了媽媽；⼀樣是家中的餐桌，卻少了媽媽的豬排蛋吐司。

在過去明明是再平常不過的景象，如今卻不復存在。主線時間交錯，空間的呈現
卻沒有改變，透過時與空的變與不變，來對比情緒的差異，並透過演員衣服的顏
⾊來表⽰「媽媽的疾病狀況」。⼀件鮮豔的紅⾊洋裝，那是⾯對新⽣兒的⺟親，
充滿活⼒及幹勁。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洋裝上少了紅⾊卻多了⽩⾊，從⽩⾊的
範圍漸漸⼤於紅⾊，讓觀眾清楚地知道⺟親靜雅的病情愈來愈嚴重，距離向女兒
告別的那天也愈來愈接近。
 

珍惜最美的⼀天
「巷⼝右轉是往學校的路，巷⼝左轉是去醫院的路」⾛在每天出⾨的必經路上，
順凡卻有滿滿的情緒湧上⼼頭，因為「⾛向媽媽的路，和離開媽媽是同⼀條路。
」不知該如何⾯對媽媽的疾病、⽣活的變化，這些⽇常的改變讓順凡和媽媽的每
⼀天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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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後說再⾒，kiss後說晚安，最美的⼀天，就此展開��」——順凡

從媽媽的離開，到⾃⼰成為⼈⺟，順凡發現⾃⼰來到了⼀個和媽媽有所共鳴的階
段。過去媽媽曾經說過的話，也成了順凡⼝中對女兒的叮嚀，她才發現，原來這
就是最美的⼀天。

「離開不是告別，讓我們好好玩，再好好的說再⾒。」⽣、老、病、死，是⼈⼀
⽣必經的過程，但是當我們真的碰上了⽣命的消逝，到底該如何⾯對？在⼀段歌
詞中寫道：「那些我記得的事情，從來不僅僅是回憶，床前的故事、飯菜的香
氣、忙碌疲憊卻還掛在臉上的笑意��」如果我們能夠珍惜⽇常⽣活中瑣碎的每⼀
個片段，珍惜每⼀份⾝邊的愛，那麼，最美的⼀天就不會只是某⼀天，⽽是每⼀
天。

極簡的舞台，就如⼈⽣不⽤過於複雜，當我們活在當下，便會發現每⼀天都很精
彩。擁抱⺟親、擁抱愛，《最美的⼀天》在短短的90分鐘裡，溫柔的提醒了⽇常
中平淡⽽常被⼈遺忘，卻⼜值得珍惜的片段。

順凡和媽媽相處的每⼀天都是最美的⼀天。（圖片來源／Facebook）

最美的貢獻　最美的她們
或許在看戲時不會發現，但是當我⼀遍⼜⼀遍的回味《最美的⼀天》時，才驚
覺：「舞台上竟然全是女⽣！」甚⾄是導演、製作⼈、藝術總監、舞台監督等，
幾乎都是女性。⽽這除了是⼀齣演員全為女性的⾳樂劇，也是⼀齣幾乎沒有對⽩
的⾳樂劇。可能很難想像沒有對⽩的⾳樂劇該如何理解劇情，但是，當台詞配上
⾳樂⽽成為⼀⾸⾸歌曲，情緒能夠更容易地傳達並渲染。⼗五⾸歌串起了90分鐘
的戲，雖然幾乎沒有台詞，但故事仍被敘述的非常完整，脈絡分明且時序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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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觀眾能在⾳樂中立刻進入氛圍，並隨著劇情起伏、釋放。

《最美的⼀天》中演員全是女性。（圖片來源／Facebook）

共創最美的⾳樂劇時代
在⼤家的認知中，舉凡台灣的戲劇、⾳樂或舞蹈演出，通常是在週五⾸演，週⽇
結束，⼤約⼀週共四場演出。2019年，《最美的⼀天》演出了12場，是台灣少⾒
固定地點演出⻑達三週的⾳樂劇。⽽在韓國⾸爾⼤學路上，定⽬劇演出卻是⼗分
平常，如《尋找⾦鐘旭》這齣原創⾳樂劇傳奇，⾄今已經演出了第14年，演出場
次超過8000餘場。這樣驚⼈的數量，或許將台灣14年來所有⾳樂劇場次相加都望
塵莫及。在那裡，藝文展演的興盛是我們難以想像的。

即使台灣的劇場環境還不是非常活絡，但是仍有⼀群⼈不斷在為台灣原創的戲劇
演出努⼒，⽽C MUSICAL就是其中之⼀。他們從2014年開始，製作了許多原創
⾳樂劇，包含《不讀書俱樂部》、《焢⾁遇⾒你》、《最美的⼀天》等，甚⾄在
2018年和韓國⼀起製作了懸疑⾳樂劇《傾城記》，在台中歌劇院以及新北藝文中
⼼演出。

C MUSICAL藝術總監張芯慈在《最美的⼀天》演出後說：「希望能把⾳樂劇帶到
每⼀個⼈的⽣活中，成為⼀個⽇常的娛樂。」在這樣的環境下，他們仍不斷堅
持，盼望著有朝⼀⽇能夠有更多⼈願意⾛進劇場，讓⾳樂劇成為⼀種療癒⽣活的
⽇常。

關鍵字：《最美的⼀天》、C MUSICAL、張芯慈、台灣原創⾳樂劇、⼤邱國際⾳
樂劇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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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圖來源： C MUSICAL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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