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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禾劇團封箱作於10月16日至19日於國家戲劇

院演出，但截至15日票房僅有四成。(圖片來源)

政見寫再順暢，文詞修飾再文雅，如果沒有付

諸實行，就僅僅只是文字遊戲而已。(圖片來源
)

春禾封箱春禾封箱 現實與理想的分飛現實與理想的分飛

2008-10-26  記者 陳怡秀 文

 

經過四年蟄伏，春禾劇團於二○○八年十月中旬再度推出

最新詮釋的黃梅調《梁山伯與祝英台》，只是這次熱鬧上

演之餘，卻有著更多的悵然，因為這齣歷久不衰的古老經

典將成為該劇團的封箱之作。成立八年半，團長郎祖筠也

在演藝圈內有著相當程度的名氣，然而在郎祖筠誇張逗趣

、劇團風格多變的光鮮表面下，卻從未停歇地面對著慘澹

經營的困境，為理想咬牙硬撐的苦澀，不僅僅只出現在春

禾劇團，更可說是台灣表演藝術界共同的衝擊。

 

 

政府文化政策不彰政府文化政策不彰 表演藝術漸式微表演藝術漸式微

手搖摺扇、輕捻蓮花指，舞台上的梁與祝細細吟唱出他們的悲劇愛情，在劇中反串演出的郎祖筠

，藉由梁山伯之口，將八年半的苦撐終究不敵現實面的無奈心情，融進一句「想不到我特來叨擾

酒一杯」。當十九日的最後一場演出結束，演員謝幕時，合唱出不僅是梁山伯也是自己的心聲：

「我是個大笨牛呀，大笨牛！」自嘲的哼唱，內藏著多少心酸無奈，恐怕只有同樣處境的劇場人

才懂得箇中滋味。

表演藝術做為一種文化創意產業，既然稱之為「產業」，所謂商業性考量便是無可避免之惡，然

而縱觀台灣表演藝術界，能夠賺錢的有幾人？不只春禾劇團，成立十五年的金枝演社近日也傳出

財務困難的情形，金枝演社在官方部落格中表示，「如果不幸，至少過去的歷史沒有留下空白，

也希望同樣的問題不用再出現別人身上。」就連極富國際盛名的雲門舞集，也在二○○七年一場

大火燒掉排練舞場後，大眾才驚覺台灣「養不起」藝術團體，如果連推崇至國寶級的舞團排練都

必須在違建鐵皮屋中，是否政府的文化政策有待商榷？

 

二○○八年五月，歷經了又一次的政黨輪替。新政府選戰

期間打出了「文化治國」口號，揚言一年內文化建設委員

會將升格至具有到國家戰略地位的「文化觀光部」、完成

《文化創意產業法》立法，並且在四年內將文化預算從1.3

%提高至總預算的4％，卻在走馬上任的同時，文建會以

因尚須完成之行政繁複，宣布短期之內無法成立文觀部，

使得政見形同跳票。其實，就連當時總統選情激烈時，謝

營5%與馬營4%的文化預算政見，都曾讓雙方筆戰、口戰

不休。但文化的提升不僅只是在數字上做文章，而是付諸

實行。可惜截至目前為止，相關政策仍是只聞樓梯響。

 

文化包容性雖高文化包容性雖高 人民素養漸下滑人民素養漸下滑

不過，相聲瓦舍藝術總監馮翊綱於相聲瓦舍的官方討論區中表示，除了經費來自教育部的國光劇

團之外，「劇團是『完全私營』的，換句話說，國家沒有任何義務要『補助』或『挹注』演劇活

動。國家資金挹注演藝活動，從開放性思維觀之，反而是一種『意圖控管』的行為。」的確，台

灣雖然以文化包容性著稱，但市場的需求量卻仍過小，身為劇場人，若要繼續經營，並不能只癡

癡等待國家單位的補助，也必須持續找出其他出路：開設表演訓練班、接案表演、製作周邊商品

，或者近期頻繁的進軍大陸等。然而前三項畢竟不能作為一個劇團的經濟主線；前往大陸發展看

似是趨勢，其中卻有很多地方有待商榷。雖然有賴聲川表演工作坊的紅透半邊天，但能在大陸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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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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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正立足的人卻不多。就算是能在大陸一連搬演數百場，賴聲川在媒體訪問時也表示希望能夠「根

留台灣」，畢竟大陸風氣並未像台灣開放，表演藝術作為一種創意，受到箝制實屬大忌，況且，

所謂文化事業，志在與人心靈交流、使觀眾有所感受、有所領悟，進而引發感動，對於這一點，

台灣仍有較大優勢。

 

但話雖如此，表演藝術在台灣仍屬小眾。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張藝曦表示，他在紐約求學

期間時，整天接觸到的都是百老匯舞台劇，優良的品質、合理的價格，讓他能自在不匱乏地欣賞

表演藝術，然而台灣卻沒有這樣的環境，過高的票價導致陽春白雪，讓好戲無法擴展影響力。目

前任職於交通大學數位內容製作中心的研究助理張義宏則表示，他每個月花在看表演的費用約兩

千到五千不等，而他認為，雖然觀賞表演的票價可能會讓觀眾因經濟考量而打消念頭，但更重要

的是人民素養。以藝術電影作為例子，在法國人們都把台灣定位的藝術電影當作商業電影，原因

就在於當素養到達一定程度，民眾所能接受的領域就能擴展，所謂的小眾便不存在，實驗性表演

也會被接納。知名劇場製作人丁乃竺也在媒體詢問時指出，表演票房的衰退原因出在年輕人不再

進場，而是沉迷於網路、遊戲中。

 

然而回歸基本面，雖然政府得試圖提振風氣和文化教育，最重要的仍是表演團體本身必須提升作

品水準與表演內容。馮翊綱、宋少卿的相聲瓦舍乃從學生社團起步，享譽國際的太陽馬戲團、西

班牙拉夫拉前衛劇團也都是自街頭表演起家，雖然不免得歸功於一些「運氣」成分，但前提都是

必須擁有優質的內容。如同郎祖筠在《Cheer雜誌》專訪時提到的：「春禾不再做戲，但郎祖筠

仍在劇場裡。」理想經由不同形式延續著，也許當環境更成熟、當民眾更具感受力時，面對這些

在表演藝術中努力發光發熱的藝術家，台灣才能夠有能力以更成熟的方式，去保護、珍惜這些瑰

麗的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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