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是一個會進劇場看戲的觀眾嗎 是因為你的學

習背景需要如此 是親朋好友的請託捧場 或是純粹

因為喜愛舞台戲劇 每當你看戲時 第一件會吸引你

注意力的事情是什麼 最在意的事情又是什麼 而在

每回看完戲離開劇場之後 你的心裡和腦海裡會想著

的 會留存下來的又是些什麼

劇場演出的獨特性在於它是一個和 人 脫離不

了關係的活動 並且在其中存在著供與需 give and
take 相對關係的話 這種關係的兩端明顯的都是

人 而兩者的實質供需是建立在一種屬於精神或

心靈層次的雙向並行活動 一種微妙的互生關係

今日二十一世紀網路世界已無遠弗屆 更幾近無

所不能之境 而劇場表演活動 live art 的不可被取
代地位仍然屹立不搖 當代的人們繭居在各自認為安

全而舒適的私密空間裡 透過視訊螢幕以及電腦網路

搜盡可能的訊息資源 或過多的垃圾 經由隨性

消費便可輕易享樂 電腦液晶螢幕講究大小尺寸 解

析度比較數位高低 音響喇叭強調立體細緻 但是

一個人的世界畢竟單向而寂寥 虛擬時空和電子影音

傳訊 完全無法重現舞台演出即時現場的真實而且人

性的本質 這也正是劇場演出和電影電視戲劇在溝通

媒介上截然不同形成的差異

英國劇場大師Peter Brook曾提過 一個人在另

一個人的觀看之下跨越過一個空間 劇場就此成

立 1 觀看與被注視的同時存在 是劇場活動的基

本重要與必要性 走進劇場看戲這件千年之前即已存

在 卻又始終未盡衰微的人類集體活動型態 於是成

為現代生活中珍貴難得的體驗 你當然可以選擇不進

劇場看戲 但劇場活動並不會因此停止和消失

劇場演出既是與 人 絕對相關 那麼表演藝

術應該被視為一種 服務業 觀眾走進劇場看戲應

該是需要被服務的 這種服務的範疇不在物質享受

不是以消費換取爽快的廉價速食 而是一種期待被感

動的踏實需求 幾乎所有的劇場都具備一些共同規矩

也是一般公認的劇場禮儀 譬如 演出進行當

中觀眾被要求不得飲食 不得隨意交談或走動 並且

不得在未經演出者同意之下擅自攝影及錄音錄影 除

了維護演出現場的秩序和尊重創作權益的考量之外

創造一種同時對於所有參與者 包括演出者以及觀

賞者 在一段特定時間必要專注的尊重 也就是對

人 的尊重 恐怕才是最核心的考量

任何一個從事劇場戲劇工作的人 都可能經常自

問著一件事 究竟該如何面對觀眾 也就是 要給

觀眾看些什麼 相對地 做為一個觀眾 又要如何儘

可能更全面 更完整的欣賞一場戲劇演出 自然也就

成為值得探索的的話題

一場戲劇演出完畢之後 經常被討論的焦點就是

看得懂或看不懂 以及 好看或不好看 究竟標

準在那裡 觀眾們千萬不要因為 看不懂 而放棄可

能從中有所獲得的機會 另一方面 也請勿因為覺得

看懂了 就認為反正只是那麼一回事 當討論 如

何欣賞 時 是否具備戲劇的專業背景並不代表你夠

不夠資格評論好惡 個人結論的喜歡或不喜歡往往也

很難絕對斷定一場演出的藝術成就 而能夠看到什

麼 更因為觀賞者的背景 觀看的角度與感受力均不

同而產生相異的結果

近年台灣劇場戲劇活動愈趨多元化 以歌舞劇形

式吸引喜好豐富元素者有之 以前衛實驗為號召吸收

年輕族群者此起彼落 以具國際視野跨越文化或跨領

域為名者競相發聲 基本來說 無論演出的形式和訴

求目標是什麼 在觀看與和討論一個舞台戲劇作品的

時候 建議不妨從下述各面向縱觀之

一 劇本的選擇

二 創作動機 專業素養以及演出整體的完成度

三 演出的空間

四 演出相關服務的規劃與執行

演出是戲劇活動的目的 任何一部舞台戲劇作

品從籌備開始 歷經長達數年或短至數月不一的製作

期 而終能完整的呈現在觀眾面前 這從零到有的過

程 究竟戲劇是如何製作出來的 所謂 戲劇製作

的階段與內容有哪些 有那些人參與 每個人的任務

又是什麼 製作過程中通常會出現什麼問題 如何面

不只是看「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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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１　劇場演出利用燈光創造場景氣氛



對這些難題和障礙 如何變通 同時又如何解決才適

宜呢 當然 若要完整的探索和回答以上這些問題

自然又是另一個大課題了 而在此之所以提出這些種

種 是提醒身為劇場觀眾的你我 在看戲的同時 不

只是看 戲 而已 可不可能進一步看到它究竟是如

何成形 而後能夠更加理性客觀的討論

首先談到劇本的選擇 劇本的來源通常有以下幾

種

一 全新自創劇本 為演出量身訂做的全新創作文

本

二 已出版的華文劇本 包括全球各地華語或非華語

地區 以中文寫作的文本

三 翻譯外文劇本 依世界各不同語言原創劇本翻譯

成為中文的文本

四 改編自其他文學形式的文本 例如 2003年創作
社劇團改編幾米繪本 地下鐵 於台北國家戲劇

院的演出

五 集體即興創作 2

目前台灣的戲劇演出團隊紛紛開始積極建立團隊

個別形象與特定作品風格 著力推動大眾化的同時

也不忘分眾化的藝術堅持 而劇本選擇的標準 則就

不免與以上所說形象與風格的抉擇直接相關 當提到

所謂 主流 中產訴求 大眾 或是 商業

路線 的時候 人們會自然而迅速的聯想到某些特定

團隊和它們的戲劇作品 譬如 屏風表演班 果陀劇

場 綠光劇團 表演工作坊等團體 而在討論到 實

驗 前衛 創新 或 另類 的時候 則另

有一些名稱和演出紀錄就會出現在腦海裡 諸如

臨界點劇象錄劇團 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 柳春

春劇社 外表坊時驗團 差事劇團 身聲演繹劇場等

等 然而 無論劇本來自何處 有些演出甚至不具備

完整的敘事性文本 對於劇場演出而言 如何選擇

一個值得二度創作的文本並不容易 同時兼具藝術的

堅持和市場的現實考量是一大考驗 而另一方面 演

出團隊的製作能力以及製作預算的規劃 更是可以從

作品的最終問世的面貌中觀察評量出來的 劇本選擇

得當與否將會直接影響演出製作的過程和結果 好劇

本可能因為某些因素被糟蹋 而水準差的劇本也很難

以製作出成功的演出

其次談到創作動機與專業素養 劇場演出的分工

原則依工作性質和內容通常可區分為藝術創作 技術

執行以及製作行政等三大部門 三者之間形同一個等

邊三角體 沒有誰重孰輕 一旦任何一方出現傾斜或

缺損 這個共構體就會破裂解體 製作規模的大小和

精緻程度的要求是一種慎重的專業選擇 這其中牽涉

到經費預算的管控 參與人力的多寡 人員的專業能

力和經驗 合宜而有效率的分工以及作品的訴求 戲

劇創作的動機各不同 要問最始和最終為的是什麼

是僅為滿足個人本位自戀自溺的創作欲望嗎 是真正

希望透過作品與觀賞者進行溝通交流嗎 還是將演出

視為光鮮亮麗的一場舞台娛樂秀而已 又或是藉由通

過作品激醒大眾的某種沉睡意識呢 戲劇本身的好壞

自有觀賞者主觀的見解來詮釋 然而 一部作品是否

可稱為誠意和用心之作 觀眾的眼睛從來都是清澈雪

亮的

表演 是站在最前線與觀眾見面的劇場元素

也是大多數觀眾走進劇場看戲的主要目的 而演員可

視為執行表演這項工作的 工具 表演技巧的學習

圖２　同於圖１的場景 不同的燈光設計產生不一樣的視覺效果

圖３　服裝造型說明劇中角色



和舞台經驗的累積 可以造就演員表演時

的純熟和精準程度 然而 對於劇中角色

的詮釋 除了來自專業歷練 身為一個表

演者 演員 還有一門更重要的功課叫做

生活 對於日常生活的體認 對人生

事件的體悟 以及對於自我生命的坦然誠

懇 舞台表演這件事的發生和存在是短暫

的 而觀眾的感動能夠持續多久遠 不僅

來自舞台上那個角色所帶來的形象和說服

力 更因為透過那一個角色能否讓我們看

到了 人 也認識了 人

舞台燈光和舞台布景 除了塑造和說

明場景時空與環境氛圍 同時還需要表達

或暗示出全劇的主題和內蘊意涵 如何說

服觀眾相信 make believe 進而產生置

身其中的感受 如何讓燈光 布景以及造

型等其他視覺效果相輔相成而非各自突兀

甚至相互牴觸 這些都是討論舞台景觀時

可以依循的基本原則 劇場裡的燈光常被

形容就如同 如魚在水中游 只見魚兒而

不覺得水的存在 所謂的 好 並非明

顯搶眼 最好的設計往往是不落痕跡卻已

說盡千言萬語

舞台服裝造型的功能和人物角色是共

生共存的 換句話說 當一個演員出現在

舞台上時 應該要讓觀眾能夠分辨他 或她 的性

別 年齡 種族 生長年代與背景 身分職業 社會

地位 經濟狀況甚至心理狀態等等 這些個人資料的

來源除了在戲劇行動與對白中逐漸被顯示出來之外

最足以詮釋角色的外在塑造即是由服裝和化妝造型而

來 成功的服裝和化妝可以為角色加分 而不適當的

裝扮則會令人產生啼笑皆非的錯愕感 劇場演出中常

見一種所謂 常識性的錯誤 也就是說 在人物造

型的考據上出了差錯 讓觀眾一眼看出在屬於特定時

空的狀態中所不應出現的裝束 這種現象也常發生在

舞台道具的選擇和使用

至於音樂在劇場裡通常分為情境音樂 營造氣

氛 和聲音效果 如雷雨聲 電話鈴聲 街市噪音

等 兩種 適當的背景音樂可以為氣氛營造加分 而

且有別於布景 燈光等視覺呈現 音樂的深植人心

動人心弦之效 往往是不可言喻的 音樂的取得可由

已出版的錄音帶 ＣＤ 甚至老唱片中轉錄得到

近幾年劇場演出逐漸跨界邀約樂曲創作者共同參與製

作 也不失為值得積極鼓勵的專業分工方式 至於聲

響效果部分 有時是在錄音室轉拷預錄音效帶在演出

時播放 也可以在演出時由舞台左右或後方 請工作

人員配合執行 如電鈴聲 電話聲 鼓聲 敲門聲等

更具現場感的效果處理

所有的視覺與聽覺元素就如同綠葉 一致服務

的對象是舞台上的演出者和戲劇的本身 而統籌這

所有劇場元素的靈魂人物就是導演 導演的工作難以

簡單說明 而要說其究竟複雜的程度 卻又其實很單

一 以創作者的身分詮釋文本 幫助演員進入情境和

角色 整合所有劇場藝術元素的一致性 當然 承擔

作品的最終評價往往也是身為導演者必要面對的 劇

場導演的工作可以用各式名稱來形容 但無論是那一

種 他都必須是具宏觀視野的 同時也是能夠掌握全

局的

演出的空間對於一個戲劇演出的重要性在那裡

空間形式的適合度為一切之首 包括觀賞區和表演區

的相對位置3 相對比例大小 所選擇劇目的場景製

作規模 製作經費考量以及技術條件的要求 台灣劇

場活動長久以來所亟待解決的場地荒問題 來自於缺

乏適度的中型室內劇場的需求 不是大場地太昂貴

就是可用空間不足難以施展 一些有趣而另類的演出

空間 例如 位於關渡的台北藝術大學戶外荒山劇場

的設置原為美意與創意的結果 然而 或許由於地理

位置略顯偏遠 加上天候狀態難以掌握 使用頻率明

顯偏低 差事劇團和日本野戰之月劇團近年陸續合作

的帳篷劇演出自成獨特風貌 吸引的是一批強調內容

訴求重於劇場美學形式的死忠觀眾 觀看此類演出的

圖 　導演利用舞台畫面構圖說明角色關係



心態當然完全不同 由場地而來的局限反倒成為另一

種趣味 沒有舒適的座椅也缺乏完善的周邊服務 而

觀戲現場的過程體驗 正是這類空間與演出本身相互

呼應後的特殊產物 此外 在討論空間運用的同時

劇場安全是否合於標準 演出設施的專業和齊全程

度 場地的管理是否合理而且具效率 以上這些條件

都在在檢驗著一個演出能否讓包括表演者以及觀賞者

在內的所有人安心而安全的完成參與

通常 演出檔期包含從進館裝台 進入劇場裝置

演出設備器材 技術彩排 燈光 布景道具 音樂

音效以及造型更換等舞台技術的程序排練 總彩排

比照正式演出的最終排演 到正式公開演出 檔期

的安排考量大致可分幾點 應否避開各級學校考試期

間 颱風季節 連續假期或過年等可能影響民眾活動

參與度的因素 是否為了便利觀眾前來看戲的時問

而考慮將演出排定在週末或假日 同時儘量避免平常

工作日 又或是究竟多少場次的演出才算合適 才叫

足夠

最後來看的是演出相關服務的規劃與執行 戲劇

被稱為是一門綜合藝術 但是無論再好的藝術產品

都必須經由適度的包裝與行銷才能達到 眾樂樂 的

意義 儘管有些劇場非以營利為目的 但戲劇活動的

推廣與鼓勵參與 卻始終是劇場演出的一大目標

以宣傳的方式來看 最常見的就是利用ＤＭ 宣傳

單 的分送擺放 海報的張貼 口耳相傳的邀請 甚

至採取企業公關行銷整合的概念 結合民間團體或與

相關機構進行專案合作 共同推動 以ＤＭ的設計而

言 形式尺寸材質的選擇 成為演出作品之外的另一

種創意發想 酷卡 書籤 書本 手扇 甚至立體書

形式 多元化的呈現只為了要在五花八門眼花撩亂的

文宣品擺置平台上爭取目光焦點 當然 現今速度最

快並且最具傳播效力的宣傳管道非網路莫屬 透過網

站的設置 部落格 吸引瀏覽者進入點選 而內容的

創意和充實與否可以明顯左右市場詢問度甚至票房氣

勢 另外 為配合演出主題舉辦系列活動如 演講

座談 展覽 簽書會甚至義賣等等 既可達到演出活

動宣告的作用 另一方面更可以廣泛而多元化地扮演

社會教育的角色 宣傳與公關算是演出行政事務中

最耗費心力時間卻又不易立竿見效的工作 而無論操

作的方式是哪一種 重點仍是不脫創意之外展現誠意

以及忠於演出內容勿誇飾虛張這兩大重點

票務的處理是演出相關服務的另外重要一環 票

券的處理是一件相當複雜的工作 不論選擇自行印

售票或由電腦售票系統代售票券 票券的分級與定

價 貴賓券的分配 稅務問題 退換票的處理 等

等事宜都需要非常詳盡地安排

現今網路售票系統提供購票服務的極大便利性

然而便利之下卻也不應讓 使用者付費 流於僅是一

種交易行為 雖然目前為止 台灣的劇團生存仍以票

房收益為主要收入來源 但人性化的服務依然是為了

創造更多潛在觀眾的不二法門 在劇場裡 人 的

存在永遠是一切考量的出發點和終點

演出現場的觀眾服務是一種主動積極的信仰 不

論觀眾是抱持何種心態 期望與目的走進劇場 來

者是客 的精神是基本信念 共襄盛舉 的參與是

歡欣的期待 觀眾服務不僅是演出當日前台及觀眾席

的接待 其實從一開始的行政事務洽商 宣傳公關活

動的參與及洽詢 票券的洽購或索取 一直到演出日

的現場服務 都是觀眾服務的一環 而這種服務看的

是長遠 為著未來的演出發生而做的準備

前台經理 House Manager 是演出日前台的觀眾
服務負責人 服務的項目從詢問方向指示 公用電話

或洗手間的位置 觀眾席或演出場地的出入口等

寄物 外套 雨傘 大型隨身物品 等 海報

節目單及紀念品的索取或購買 甚至失物招領的處

理 另外 還有驗票 領位 解決重位的問題 觀

眾席突發狀況的處理 火災的緊急疏散 觀眾發生急

病需送醫 甚至有人鬧場或製造騷亂 等 前台

就如同一個演出的門面和窗口 面對各式各樣的人與

事 需要的不只是耐心和愛心 更重要的是智慧

台灣表演藝術的環境生態近年來出現許多明顯變

化和嶄新現象 部分演出場地的失去以及可再利用的

他類空間陸續被開發 企業集團設置不盡符合理想但

可供演出活動的空間場域 表演團隊經典舊作密集重

演巡迴 演出活動淡旺季的區隔界線逐漸淡化 北中

南地區劇團的往來交流互動密切 新興團隊紛紛成立

並積極活動以及國際交流 包括兩岸 的益見頻繁

劇場始終是一個充滿無限可能的地方 原因很簡

單 它是因為 人 而存在 而人的夢想可以創造無

限

■ 注釋

英國劇場導演 在他著名的戲劇專書 中

開宗明義的提出 他認為一個劇場演出行為能夠成立的基本要件 該段落原

文為

簡單的說 集體即興創作是由導演首先提出創作議題或主題概念 集結演員們

共同針對情節鋪排與角色發展 進行階段性去蕪存菁式的討論 最終仍由導演

剪裁 編織出清晰而完整的排練文本

劇場舞台型式以觀賞區和表演區的相對位置而言 一般常見可分為以下

幾種 鏡框式舞台 三面式或稱為馬蹄式

四面式或稱開放式舞台 黑箱劇場或實驗劇場

面對面觀眾席式 戶外劇場或露天

劇場 無規則式或另類空間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