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政府提出「挑戰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

中，提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文建會在其

編印的《文化創意產業手冊》(2003/3/21)中已經初

步擬定視覺藝術、音樂及表演藝術、工藝、設計產

業、出版、電視與廣播、電影、廣告、文化展演設

施以及休閒軟體等是台灣十大文化產業範疇。對於

台灣表演藝術界來說，這個政策給了表演藝術界一

個寬廣的發展空間與願景。

目前台灣的藝文環境，要談到產業化，政府的

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都亟有待建立，以塑造一個

適合文化產業生存的空間。首先談何謂「產業

化」？「產業」的特性，有複製、量化、標準化的

生產特徵，從創造、生產、流通到消費者有一個完

整的產業體系。這是一種工業製造的流程，在先進

國家已普遍運用到文化藝術活動製作與經營管理的

層面。這個課題在台灣部分的表演藝術團體內部已

逐步摸索實驗中。多數表演團體對「文化創意產業」

政策的反應是希望政府能增加對藝文團體的補助，

畢竟資源、人才與資金是產業的三大要素。目前，

台灣表演藝術團體的支出與收入的狀況幾乎都是赤

字現象。一般來說，表演藝術團體製作一個表演藝

術活動，製作費用多則上千萬，少則三、五百萬。

每個新製作的演出場次，少則三、五場，多則幾十

場。其票房的收入與製作的支出，往往無法平衡。

表演藝術團體的生存，幾乎必須仰賴政府或企業的

補助，才能勉強存活。成立二十多年的雲門舞集，

其全年相關演出收入僅佔全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一，

另外百分之四十九必須來自企業及政府的補助。表

演藝術界在這種入不敷出的窘境，如何能成為一個

有創意的文化「產業」？ 一些先進國家的成功範

例，可以在我們發展文化產業之時，給我們一些方

向與啟示，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也讓我們

以他們的成功範例共同思考台灣表演藝術產業化的

未來。

在歐美先進國家，文化產業已經與都市發展緊

密地結合在一起。世界的主要大都市，如紐約、倫

敦、巴黎與東京等，都積極利用文化產業從事都市

建設，同時大量輸出其特有的城市文化產品，以維

持其全球城市的地位與競爭的優勢。以美國紐約市

為例，「文化造市」是紐約市建設的目標。早在半

個世紀前，紐約市政府就透過各種鼓勵文化藝術發

展的法令規章及優惠措施，歡迎全世界的藝術家移

民美國。同時也鼓勵企業興建文化設施，贊助文化

藝術活動。如此，讓紐約原本平凡無奇的商業港

口，一躍而成為全世界數一數二的文化藝術之都。

表演藝術的蓬勃與多元化及博物館的鱗次櫛比，吸

引世界各地的觀光客擁向紐約一睹藝文活動的風

采。在這個都市，同一座劇場，同一個舞台，成功

的一齣戲可以演十幾或二十幾年。這類一演十幾年

的好戲，在同一時期，多則三十幾齣，少則十幾

齣，供挑三揀四的紐約客和爭先恐後的觀光客隨意

選看。根據紐約觀光局的統計，在一九八八年，紐

約劇場戲票的收入總數超過兩億美元。在這個都市

中，表演藝術活動的競爭是十分激烈的，每天晚上

都有近百家的劇場同時上演不同的劇目。紐約市提

供了一個適合表演藝術生存的環境，在百老匯的劇

場，大多數的演出能否自給自足或一本萬利，首先

看他們的演出整體製作是否能為絕大多數人喜愛。

且每個劇目都會訂定每場平均收支的平衡點，若新

劇上演第一個月，票房收入不佳，不論多好的製

作，都會面臨停演的命運。因為百老匯劇場的運

作，是以市場為導向，以營利為目的。所以從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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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演出、行銷、包裝、通路都有完善的產業體

系。以目前仍在紐約市上演的〈歌劇魅影〉為例，

由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六日首演至今年六月二十二

日止，已演出了六千四百二十二場。每週演出八

場，一年大約固定演出四百一十六場。這齣戲的劇

情感人、音樂動聽、佈景設計和變換與劇情銜接巧

妙，引人入勝。當曲終人散時，讓人意猶未盡，回

味無窮，而且想一看再看。因為這個作品製作的特

色，從首演至今，這齣戲門票的收入就已超過三億

多美金，折合台幣十二億多。製作單位也安排這個

劇目在世界各大都市同時上演，充份發揮「產業」

可被複製的特性，行銷全球，同時也帶動當地相關

週邊產業的經濟效益及產能。例如，該劇到香港巡

演時，台北許多喜好藝文的朋友，飛到香港觀賞，

其間的交通、食、住及購物的需求，讓香港的餐飲

業、旅館業、銷售業、航空業受益良多。另外，該

劇的製作單位亦衍生許多週邊產品：如CD音樂、

樂譜、相關書籍、T恤、面具、海報、節目專刊等

相關產品，製造更多的利潤。再者，〈歌劇魅影〉

為吸引日本的觀眾，在日本演出版本完全改以日文

發音。以適應日本觀眾的需求，製作單位可因應不

同種族的差異做語文的調整，以使該劇走向全球

化。

這個例子顯示表演藝術的產品，未必永遠要靠

補助才能生存。現在如果把〈歌劇魅影〉這種好戲

放在我們的首善之區台北演出，連演三個月，有人

看嗎？到最後一定是門可羅雀，草草收場。原因是

目前我們的週邊相關文化設施及及行銷規劃，無法

吸引外來的消費群。紐約看戲的大部分不是本地

人，大多數是來自全美國或全世界的觀光客。紐約

市政府文化造市的建設藍圖，吸引許多外來客做文

化之旅，而給予表演藝術一個發展的優質環境。表

演藝術的製作是「高成本的」，沒有足夠的消費

群，再好的作品也只能束諸高閣，不然就是仰賴政

府或企業補助，才能生存。

政府要傾全力建造一個文化之都，吸引全世界

的觀光客到台灣一遊，還需假以時日。沒有足夠的

消費市場，台灣的表演藝術界，將永遠是個仰賴企

業與政府的支助才能得以生存的弱勢團體。很多事

「窮則變、變則通」，雖然目前環境不佳，但回想台

灣經濟起飛是靠「外銷市場」而非「內銷市場」。

表演藝術產品考慮「外銷市場」的消費群，也是政

府及表演藝術工作者一個新的思考方向。電影〈臥

虎藏龍〉的案例應該能給台灣的表演藝術界一些啟

示。〈臥虎藏龍〉榮獲美國二○○一年奧斯卡四項

獎項，其創作與製作群是結合兩岸三地與好萊塢的

精英於一堂。該劇運用西方的資金與經營管理、東

方的人才，販賣屬於東方的故事，而成為美國有史

以來最成功且票房收入最高的外語片。

這部電影的成功，不僅演員及製作群吸引美國

大眾，行銷策略的成功，更使這部電影財源滾滾。

所以，香港亞洲哥倫比亞電影總裁羅瑞(Barbara Ro

bison)說〈臥虎藏龍〉的成功，不只是李安一個人

的才幹而已，還包括一群製作，發行和行銷的國際

工作團隊。負責行銷的新力影片公司，為了克服美

國人看外語片要看字幕的難題，策畫草根性播映的

活動。首先在功夫及壘球學院播放，並通過這些觀

眾把訊息傳達出去。自從首映之後，上映的戲院慢

慢增加到一千七百間戲院。且同時設立網站，播放

預告片段。其受歡迎的程度不僅限於銀幕，在DVD

與錄影帶的發行也名列前矛。這部片子雖然是中文

影片，卻成為美國非常受歡迎的主流電影，跨越不

同的電影類別，諸如外語片、功夫片、愛情片，而

達到超過兩億美元的票房收入。這是〈臥虎藏龍〉

製作費(一千萬美元)的二十倍！

〈臥虎藏龍〉的成功，基本方式是結合大故

事、大製作和大明星，使這個作品行遍天下。它紿

台灣表演藝術界的啟示是「拓展市場的視野」，比

照台灣經濟奇蹟模式，製造優良的藝術品，立足台

灣，行銷全世界。

所以，台灣的表演藝術要發展成為一個文化產

業，首先產品要好，要有經營能力和獲利觀及國際

意識，才能因應台灣內銷市場過小的困境。短期之

內，台灣要塑造一個文化之都，需假以時日，〈臥

虎藏龍〉的案例給我們一個「結合多方精英」與

「外銷」的啟示。我們與對岸中國大陸同文同種，

據統計一九九八年至二○○○年中國全國文化消費

總量為七百億至八百億人民幣，同一時期中國全國

文化的消費潛力為三仟億人民幣。若我們的文化產

業的市場目標能考慮彼岸市場的需要，對表演藝術

界來說，不啻是一新契機，但其間的法令規章的修

訂與相關配套措施，還需政府、產業、學界及民間

表演藝術相關人士共同參與，以使文化創意產業政

策成為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文化經濟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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