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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15  記者 林立真 報導

「每當看著這空蕩蕩的舞台，這舞台上演的是戲還是人生？」

這是戲劇界泰斗李國修在他的戲劇裡編排的台詞。不僅道盡人生如戲的感慨，似乎也述說了現今

劇場就如同人生有終點，劇場發展和文化也漸趨式微的困境。

 

愛看戲的台灣人愛看戲的台灣人

台灣戲劇文化在以往隨處可見，從熙攘的市場或是熱鬧的廟口，甚至大街小巷的一旁，簡易搭起

的棚子，粗糙的道具和聲光效果，都能夠招攬觀眾，完成一齣劇的演出。尤其台灣在戰後，大眾

劇場更是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民國五、六○年代，不僅是外台現場的劇場演出，戲院也十分

興盛，近期的國片《阿嬤的夢中情人》也著實呈現六○年代台灣戲院的風光。

在這個劇場不再雜亂無章，也不會有缺乏完善劇本就即興上演的時期。劇場跟著戲院的發展開始

重視組織性。這兩者也都不再只是表演場地，而是文人的創作空間。

然而電影的普及也擠壓了劇場的發展，與此同時，電視也是讓觀眾遠離劇場的一大因素。至今依

然是這些較為強勢的媒體深遠地影響了大眾對劇場的需求。

台灣傳統戲曲歌仔戲。（圖片來源／藝術暨視聽中心電子報）

 

劇場沉寂　被遺忘的舞台劇場沉寂　被遺忘的舞台

時代推演至今，電視、電影甚至是網路占有一席之地，大眾無需走出家門、特地花錢到一個地點

才能看到戲。電視播放五花八門的戲劇節目，電影有著越來越精彩的特效和拍攝手法，網路可以

讓人輕易觀賞到各種影片和戲劇。因為這些更加吸引人的媒體，劇場已經漸漸被群眾淡忘。

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台灣的戲劇中，從傳統戲曲如京劇、歌仔戲，到傳統技藝的布袋戲、皮影

戲等，都是現在被廣大提倡應該被保留的傳統文化。託政府和學者奮力推廣的福，以及傳統技藝

精緻化的影響，大眾注意到這些表演並且願意投入在這些藝文活動中。然而劇場依然是被遺忘的

一項藝文表演，劇場的價值在上述傳統文藝中反而被大大地隱蔽了。目前在保持傳統的倡導下，

鮮少人會留意現代舞台劇的發展。

 

向前看齊　劇場新出路向前看齊　劇場新出路

根據學者邱坤良在研究中的論述，傳統戲曲多源於中國，現代戲劇則是先後受到日本、中國和歐

美的影響。現今的劇場演出是「新劇」發展至今的模樣，而新劇在日治時期被認為是進步的象徵

，在此即與中國傳統戲曲作出明顯的分野，也影響到如今台灣戲劇的分類。

劇場或者稱作舞台劇，受西方話劇影響，多著重於對話的情節，內容包羅萬象，近期來多為反映

社會現象的輕鬆喜劇。舞台劇與傳統戲曲風格的差異多少也為舞台劇帶來好處，現代人在看這些

舞台劇時較能有共鳴，新穎並且貼近生活的題材也較能吸引年輕族群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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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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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劇場題材相較於以往的主題也不斷在進步，從台灣傳統家庭、男女愛情、江湖恩怨如此通

俗的主題，到現在都市、校園、現代人的各種背景和最新時事都能夠融入舞台劇中。創新的演繹

手法和表現方式也令人耳目一新，例如劇中劇的編排，得以呈現幕前幕後的百態，讓人反思劇場

就如同人生的道理；一人分飾多角以及重疊敘事編排等等的戲劇手法也讓大眾深刻體會到舞台劇

的多方面向和藝術價值。

舞台劇有豐富的表情和誇張動作。（圖片來源／人籟）

 

小劇團大劇場　難生存小劇團大劇場　難生存

劇場因為這些劇團衰弱的營運狀況而逐漸難以生存。政府對藝文活動的輔助在近幾年來看似用心

投入，推出對演藝團隊的獎助計畫並且撥經費給這些劇團。實際上民國九十八年和九十九年的「

演藝團隊分級獎助計畫」的輔助金額也都還有兩億多元，卻在下一年被縮減為一億七千多萬元，

從一百年至現在的輔助都不如以往。

政府在表面上的支持事實上對劇團生存並無任何起死回生的作用，僅能讓劇團維持在不至於解散

，然而還是無多餘經費發展的尷尬位置。

無故刪減的預算、沒有連貫性的政策，再加上推廣藝文活動的計畫經常無故取消，這些都是讓劇

場文化逐漸消聲匿跡的因素。更不利的一點是，政府沒有從根本解決問題。台灣缺乏中小型劇場

讓小劇團和新興劇團得以發展，政府投資興建的場館規模動輒幾萬人，不適合中小劇團的演出。

表面上看來，大小劇團的演出十分蓬勃，在台灣隨處可見表演活動的興盛，事實上卻是供給大於

需求。政府提供些許的經費輔助，讓他們能夠完成一兩場表演，然而卻難以持續下去，最後僅剩

規模較龐大的劇團能夠維持生存。

現代社會現象是劇場經常使用的主題。（圖片來源／屏風表演班）

 

電視網路　雙面刃電視網路　雙面刃

劇場先後因為電視、電影和網路，鋒芒不再耀眼，同時，劇場發展至今卻也因這些媒介的雙面刃

而有所進展。熱衷於劇場表演的大學生許同學表示：「我會接觸到劇場和劇團是在電視和Youtu

be（網路影音平台）上看到的。」目前的劇團利用網路推廣自己的舞台劇表演，網路的發展雖然

把觀眾都留在家裡，同時也是一種宣傳方法，能夠讓廣大的網路用戶都接觸到劇團的魅力。

正因為有了電視和網路的宣傳，人們在最近才又開始看見舞台劇的魅力。許同學還表示，儘管在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www.erenlai.com/
http://www.pingfong.com.tw/pingfong2011/index.html


Powered by  DODO v4.0
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
© 2007-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資深配音員蔣篤慧，娓娓道來身為臺灣配音員
的酸甜苦辣。

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

大地音樂製作人吳金黛，藉著音樂的力量，使
聽者重新審視自我與土地之間的連結，並以尊
重的態度看待生命。

電視和網路就能夠看戲劇表演，現場的氣氛卻是電視、網路遠遠不及的。「在現場看會有一種想

要站起來拍手叫好的感動。」劇場表演的臨場感以及演員與觀眾的互動性正是劇場表演獨有的魅

力。

劇團《魚蹦》短劇表演，在網路上引發迴響。（影片來源／Youtube）

 

劇場人生　價值不滅劇場人生　價值不滅

台灣人普遍對藝文活動的重視還是略嫌表面，小孩從小就被教育只需要專研學科，而藝術是最不

重要的科目。由於這樣的觀念已經根深蒂固的關係，台灣對藝文活動的需求遠小於表演工作者的

供給。政府應該從基本教育著手，而不是一味地給予劇團輔助，造就更多「吃不飽也餓不死」的

劇團生態。

幸好，不僅是電視和網路的發達讓大眾可以看見舞台劇之美，校園對藝文活動的推廣也不遺餘力

，能夠讓年輕族群開始接觸，甚至親身投入藝文。學生劇團和小劇團的發展在近期也十分活絡。

「舞台裝好，觀眾看戲，演出謝幕，觀眾回家，一切從無中生有，又從有變無，人生不也是如此

嗎？」李國修在他的劇本裡寫了這段台詞，加進他的喜劇中。人生如戲，戲如人生。人的生命有

高低起伏，而劇場也有幾番盛衰。但生命的價值會在它結束後延續，劇場的演出也有它的歷史，

以及長存的深遠文化意義。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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