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畫拼圖﹗話表演 

戲劇、劇場網絡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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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合作的重要 
在必須共同協力合作的藝術團體或場
所中，都有各自應負責的工作，並
且需要密切的配合，才能合作無間，
完成演出，而這樣的組織規畫，在
舞團和劇團中也是一樣。 

 



環環相扣的劇場工作 
• 現代劇場分工細密，分為兩部門： 

• 藝術部門與行政部門 

 
   



藝術部門 
藝術部門有導演、編劇、助理導演或
排演助理、演員、音樂及音效設計、
燈光設計、舞臺設計、服裝設計、
舞臺監督、技術執行等，負責作品
本身的完成。 

 



行政部門 
行政部門分為製作人、執行製作、企
畫、公關、宣傳、會計、財務、人
事等藝術行政及演出當天的前臺人
員，支援藝術部門所需資源，也肩
負讓演出無後顧之憂的責任。 

 



• 舉凡舞臺上的布景、道具、燈具等，
以及一起演出的演員之間，或許會
因為一點不小心，而造成無法彌補
的失誤。所以彼此間的分工固然重
要，合作更是不可或缺。 

分工讓合作更完美 



劇作家的基本功 
 

在正式寫作以前，劇作家必須蒐集大
量相關資料作參考，倘若取材自文
學作品，則更需仔細閱讀原著，才
能同時兼顧原著的動人特質，和改
編故事的流暢度。 

 



劇本的靈魂 — 人物 

劇本的構成元素通常可分為「人物」、
「時間與空間」、「事件」，最不
可或缺的就是「人物」。劇作家在
塑造人物時，必須考慮人物的背景、
性格、價值觀等特質，透過「對話」
和「舞臺行動指示」的寫作，表現
劇中人的外在行為或內在感知。 

 



劇本的框架 — 時間與空間 
 

時間與空間，是故事發生的背景。大
部分的劇作都會提示時間和地點，
如果劇本中時空的跨越幅度大，便
會區隔場次，呈現劇情需要的場景。 

 



劇本的推動力 — 事件 
舞臺上的事件通常以衝突為開端。衝
突多半是問題或危機，劇情則圍繞
著「如何解決衝突」發展。 

 



劇作家的代表者 — 莎士比亞 



莎士比亞流傳下來的劇作有三十八部，
風格多元，涵蓋了喜劇，例如：
《威尼斯商人》、歷史劇，例如：
《亨利八世》、悲劇，例如：《李
爾王》、傳奇劇，例如：《暴風雨》
等類型，對話與情節都精采動人，
《哈姆雷特》中「To be or not to 
be」便是經典之一，被賦予許多的
想像和注解。 
 



夢的書寫者 — 湯顯祖 
 



湯顯祖的作品繼承了唐小說和元雜劇
的優良傳統，流傳下來的卻不多，
而《牡丹亭》、《紫釵記》、《南
柯記》、《邯鄲記》這四部作品因
為都與「夢」有關，也都以「愛情」
為主題，所以合稱「臨川四夢」。 

 



表演者和劇本的關係 

表演者應了解時代背景和情境，這樣
就能很快的讓自己和當時的事件或
社會氛圍有所連結，之後要抓住中
心事件和主題思想，尤其是其中的
矛盾衝突，往往是劇本高潮所在，
在角色的琢磨上，則應該認清角色
在劇本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與其
他人物之間的相對關係。 

 



藝術虛擬空間 — 舞臺設計 
 



舞臺設計是以「舞臺」為構思主體的
設計工作，重要性並不亞於統籌全
局的導演，因為舞臺設計必須與導
演、表演者、其他設計者，甚至該
劇所要傳達的意念，建立起良好的
協調關係，以利整場演出的進行。 

 



亮不亮有關係 — 燈光設計 

燈光除了提供舞臺上的可見度，還必
須使焦點凸出，並利用劇場幻覺的
特性，使觀眾自然接受舞臺上的時
間和地點，甚至以不同亮度和顏色
來營造出不同的情緒。 

 





為整體加分 —  
音樂與音效設計 

• 演出中，因為有了音樂與音效設計
的點綴和烘托，將使原本完整的表
演更能引人入勝，音樂設計擔負著
凸顯氛圍的工作，不論是音樂或音
效設計，都應該考量劇中的時代背
景和空間環境，才能夠在不違背視
覺畫面的前提下，顯得調性和諧，
並發揮畫龍點睛的效果 



化身另一個自己 —  
舞臺服裝設計 



  「舞臺服裝設計」是經由服裝設
計師與導演討論溝通後，針對角色
的差異性，運用不同布料的材質、
顏色與剪裁來表現，同時與其他幕
後設計達成風格上的統一。 

 



換上另一張臉 —  
舞臺化妝設計 

  「化妝」，其實就是設計表演者
的臉。舞臺上的燈光較一般燈光強
烈，不化妝便會顯得蒼白模糊一片，
畫上舞臺妝可以使氣色紅潤、五官
立體。 

 





幕後領導者-導演 
• 不論劇場或電影電視，導演就是
將劇本文字，以畫面形式呈現，
並將劇本意涵傳達給觀眾的人。
劇場導演的工作是一脈貫穿的過
程，從選閱劇本、挑選演員、排
練，及舞臺、服裝化妝、燈光等
設計都是。電影則因為有更專精
的技術，如攝影、錄音、後置等
工作，導演便支配其下屬的各成
圓一齊意志工作。 



導演現身 
 



導演的基本功 
• 想像力和同情心：深入生活中挖掘
題材，培養文學修 養，才能對劇本
投注情感和客觀分析。 

• 理性的邏輯和組織能力：可以掌握
整體的戲劇行動，並表現時間與空
間的組合變化。 

• 視覺構圖的概念：由靜止到流動的
美術涵養，可以運用在舞臺上人與
物之間高低、前後、傾斜、平衡、
對比等關係的規畫。 
 



導演的基本功 
• 對音樂有一定品味：使音樂音效與
戲劇行動有機的結合。 

• 全面的戲劇知識：擁有廣泛的學問，
才能夠和所有成員有效率且成功的
合作。 

• 對觀眾心理的分析和掌握：在作品
中自我實踐與社會責任的平衡，更
是所有導演不能輕忽的。 
 



表演者與導演的關係 
 

開始排戲之後，導演依照原本的規畫，
進行畫面的處理、演員的走位和場
面調度，演員除了發揮創意，賦予
角色生命。演員和導演出現歧見的
時候，演員必須退讓，因為導演是
所有問題最後的決策者，也擔負作
品的成敗。 

 



導演做什麼  一 
 

•籌備階段 
導演必須反覆的閱讀劇本，了解整個
劇本的情節發展、人物關係、思想理
念，並且決定詮釋的手法。 



導演做什麼  二 

•排演階段 
導演必須先帶領演員讀劇，讓全體演員初
步了解自己在這齣戲的位置，以及和他
人的相互關係。正式開始排戲，導演必
須安排演員走位、場面調度，修正演員
情緒和動作。 

 



導演做什麼三   
合成階段 
進入到表演場地，和所有設計、技術相互
配合的階段，導演可以檢視之前的構思
和規畫，是否具體而清楚的被呈現。 

 



導演做什麼 四 
演出 
導演都必須信任演員，並且給予鼓勵和打
氣，讓演員在信心滿滿的狀態下面對觀
眾。 

 



在生活中應用導演的能力 
在我們的生活中，都有成為「另類導演」
的機會：也許是小組報告的組長、班級
的各種幹部、家中弟妹的哥哥或姊姊，
未來有可能是一個公司的主管階級、一
個家庭的家長，這樣如同導演領導一群
人的能力，是我們都應當擁有的。 

 



舞臺類型的四大天王 

•鏡框式舞臺 
• 最常見的舞臺類型，就像在觀賞框中的
一切演出。 



舞臺類型的四大天王 

•伸展式舞臺 
• 又稱三面式舞臺 

• 通常於演唱會的表演，類似T字形的舞
臺，可讓表演者走向觀眾。 



舞臺類型的四大天王 

•環形劇場 
• 屬中心式舞臺，意指觀眾席圍繞著舞臺，
因與古羅馬競技場相似而稱之。 

 



舞臺類型的四大天王 

•黑盒子劇場 
• 與觀眾的距離十分接近，表演者的細微
動作及表情都很容易看的清楚。而觀眾
席與舞臺的相對位置，常因應不同演出
內容而有所不同。 



活動進行程序 
• 分組抽名畫，各組工作分配。 

• 舞蹈拼拼湊湊。 

• 名畫置裝。 

• 名畫拼貼大風吹。 

• 成果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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