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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稀缺　台劇演員荒？
陳盈璇 文  

根據文化部2017年電視產業調查顯⽰，近年來台劇主演年齡層有逐漸老化的趨
勢，男女主⾓普遍年資為10~15年，早期偶像劇的⼤牌演員早已將⼯作重⼼移向
中國，尋求更⼤的舞台；年輕演員由於訓練不扎實且經驗不⾜，以致於現階段電
視劇的主要演員重複率極⾼，類似的劇名、熟悉的⾯孔演著類似的劇情仿彿已成
為常態，台灣演員的出⾛潮、新⽣代演員斷層的問題由此可知。

「怎麼電視轉來轉去都是這幾個⼈？」隨著台劇的式微，朋友之間討論的話題已
經從台劇變成了韓劇、陸劇和⽇劇。你能夠喊出名字的台灣演員有誰呢？你能夠
喊出名字的台灣「新⼈演員」⼜有誰呢？

台劇市場⼩　兩岸酬勞差很⼤
⾃2001年《流⾏花園》帶起的F4風潮後，台灣開啟了拍攝偶像劇的黃⾦年代，無
論是呆萌少女追學霸的《惡作劇之吻》，或者是便利貼女孩上錯床的《命中注定
我愛你》，再到讓每個女孩都想要⼀個⼤仁哥的《我可能不會愛你》，在這⼗年
間台劇創造了無數經典⾓⾊，捧紅林依晨、陳喬恩、阮經天等知名演員，不過隨
著台劇影響⼒的下降，這些演員選擇⻄進中國，以尋求更⼤的市場。

台灣電視劇市場本⾝受到⼈⼝的限制，市場價值不⼤，早期憑藉偶像劇風潮將版
權外銷⾄各國，甚⾄⼀度成為華語流⾏市場的中⼼，不過近年來台劇出⼝⾄各國
的比例逐年下降，2017年出⼝⾄各國的⾦額只有9.68億，較去年下降了
11.42%。電視劇利潤的減少，使得投資下⼀部劇的資⾦變少，成本的下降連帶影
響著戲劇的品質，以及演員的「酬勞」，不同於台劇發展上的瓶頸，中國的影視
環境正開始起⾶，每年電視產業的總收入皆呈正成⻑，不論是在投入成本或是⼈
⼒酬勞的給付上，⾦額皆遠⼤於台灣。

劇本雷同遭定型　未來發展受限
如果說演員⻄進的原因僅限於酬勞的話，未免過於膚淺。作為⼀名演員，能夠演
出的⾓⾊類型，與年齡及外型的限制密不可分，試想我們在看校園劇時，找個30
歲的演員出演16歲的⾼中⽣；亦或者找⼀個美女擔綱⼀個相貌平庸的女孩，這些
與⾓⾊本⾝相差甚遠的選⾓不只降低整個故事的說服⼒，觀眾也不免會「出
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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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

鑑於台灣曾在偶像劇上嚐到成功的甜頭，其後的電視劇內容則多以都會愛情
（34.78%／2017年)、家庭倫理劇（31.52%／2017年）兩類為主，對於男女主
⾓的要求不免就是20～30歲的職業男、女性，然⽽⾝為⼀名演員，最怕的就是被
「定型」，倘若今⽇因為⾛紅的甜頭⽽固步⾃封的話，遲早會被市場淘汰，畢竟
剛出道的時候正值青春年華，演出愛情偶像劇⾜夠具有說服⼒，那出道⼗年、⼆
⼗年呢？因此改變、轉型才是讓演藝之路⾛得更⻑遠的⽅式。

台灣偶像劇題材多會都會愛情類。（圖片來源／三立官網）

中國由於市場龐⼤、資⾦充⾜，對於戲劇的製作成本⾼且精良，可以嘗試的劇本
風格更多，包含神話、歷史、武打、科幻等等。此外，橫店集團成立了國家級影
視產業實驗區「橫店影視城」，結合了中國歷史千年來的文化底蘊，打造了清明
上河圖、明清⺠居博覽城等拍攝場地，先前掀起⾼討論度的《延禧宮略》、《香
蜜沉沉燼如霜》皆是在此完成拍攝。因此，更完善的拍攝場地、更多元的劇本風
格以及演員⽣涯更⼤的舞台，也許更是這些⼤牌演員⻄進的主要原因。

是資⾦不⾜　還是不願花錢？
儘管台灣觀眾對於老套劇情的厭倦早已反映在低迷的收視率上，戲劇節⽬的產值
也在逐年下降，不過由於⾃製戲劇較直接進⼝外來戲劇的風險⾼太多，廣告商投
資的意願也趨於保守；加上台灣電視台過多，廣告商投資分散，使得能動⽤的資
⾦繼續減少，以致於製作成本不⾜以拍攝更⾼品質的戲劇，有些電視業者甚⾄選
擇直接購入中國、韓國等地的戲劇，以確保利潤的回收。

根據文化部2017年電視產業調查顯⽰，台灣戲劇的重播比例⾼達67.05％，同年
只有61部全新⾃製劇播映，播出時數較去年低了19.26%。由於市場的萎縮、電視
業者的「不敢冒險」，台灣能夠給予演員發揮的舞台同時也在縮⼩，更別說是啟
⽤、培養新⼈演員。不過，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台劇並非沒有賺錢，只是賺的不
多，⽽且越來越少，但這其中的原因是否是因為電視業者「害怕花錢」，以消極
的⽅式回收微薄利潤，再砍掉拍攝經費，然後再繼續購買國外劇集、砍成本，惡
性循環直⾄無路可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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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循環直⾄無路可退呢？

培養新秀　破除⼤牌迷信、顏值⾄上
撇開出⾛潮不論，新⼈演員的斷層是否真的是戲劇圈的「演員荒」呢？或者只是
我們不願意積極培養⼈才，只顧著消極進⼝外國戲劇，並嚷嚷著因為⼤牌出⾛，
⾃怨⾃艾的抱怨呢？

2017年台劇出現⼀股不⼀樣的清流——「植劇場」。由王⼩棣等八位知名導演籌
劃，領軍⾦鐘編劇，以培養新秀為⽬的，邀請⼤牌演員，期待以「前輩帶新⼈」
的形式激發年輕演員的潛⼒，其中陳妤、孫可芳更是獲得⾦鐘獎的新⼈、女配⾓
獎的肯定。植劇場跳出過往台劇單⼀的戲劇風格，製作了「愛情成⻑」、「驚悚
推理」、「靈異恐怖」與「原著改編」四⼤類型風格的八部迷你劇集，扎實的訓
練與多元風格的類型，讓每個新⼈演員嘗試不同風格的劇本，打磨演技。

植劇場第⼀部作品—《戀愛沙塵暴》。（圖片來源／台視官網）

過去台劇篩選演員的標準以俊男美女為主，對於演技的要求並不⾼，各家星探甚
⾄會在⻄⾨町等多數年輕⼈聚集之處，尋找明⽇之星，不過這些演員並未接受過
專業訓練，多為戲劇前期的簡單培訓就「半路出家」，戲劇功底薄弱。植劇場的
出現的確是台灣戲劇「⼀場溫柔的⾰命」，在前期的演員訓練上花了超過⼀年的
時間，包括京劇的⾝體訓練、發聲練習、⼩丑等表演課程，讓植劇場的戲劇真正
的好看，⽽非只是過往的顏值⾄上，臉蛋確實是讓⼤家注意到你最直接的⽅式，
但演技才是⾝為⼀個演員最有利的武器。

是否還有下⼀個「黃⾦⼗年」？
2001年《流星花園》打開台灣偶像劇的黃⾦年代，⼀直到2011年《我可能不會
愛你》為這段時間的輝煌畫下了句點。這些經典劇集對七年級⽣來說是青春，對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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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你》為這段時間的輝煌畫下了句點。這些經典劇集對七年級⽣來說是青春，對
八年級⽣來說是童年，每⼀部都成為了某⼀群⼈的記憶、成⻑歷程，甚⾄是驕
傲，然⽽黃⾦⼗年過後呢？台劇該如何去擺脫偶像劇的框架，創造屬於下⼀代⼈
的「戲劇記憶」，找到屬於台劇的獨特之處，也許才是最根本的解決⽅式。

《流星花園》開啟台灣偶像劇風潮，2017年仍在⽇本重播，可⾒其影響⼒。（圖
片來源／IM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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