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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三地當代表演藝術研討會紀實 

誰在「消費」表演藝術！ 
華文戲劇的走向與未來 
 

在面對「消費時代」下，兩岸三地的劇場界近年來都起了非常大的變化，除了有

各種不同的戲劇形式興起之外，在演員表現、導演創作、經費成本、宣傳造勢等，

各種劇場基本的結構也都產生了大幅的改變。而表演藝術工作者在面對這樣的一

個劇烈變動的環境時，應該要如何自處？是要臣服於「消費時代、觀眾至上」的

巨獸之下，還是要學唐吉柯德，拖著夢想之矛，與其戰鬥？ 

 
文字 黎家齊 《PAR表演藝術》雜誌總編輯 
 
日前由香港藝術中心與劇場組合共同邀集了兩岸三地的學者專家，以「當代

表演藝術研討會—華文戲劇的走向與未來」為題，在香港進行了為期一週的交流

對談。參加會議的學者除了王墨林、傅裕惠、于善祿、林如萍等大家所熟知的台

灣劇場界人士之外，還有大陸的戲劇學者林克歡、林蔭宇、陶慶梅，與香港的張

秉權、周凡夫、梵谷、林奕華等表演藝術界專家參與。會中研討主題甚多，我在

此僅以「消費時代的表演藝術」為主線，作精要摘錄。 
 
「音樂劇」劇場賣座的終極密碼？ 
香港的資深藝評家周凡夫指出：「由於《貓》、《西貢小姐》等音樂劇曾在香

港造成轟動，所以在香港許多表演創作者面對消費時代的改變，便把音樂的分量

在戲劇的結構中加重比重。」他從香港近年的劇場作品分析音樂在劇場的分量，

其重要性漸漸由配角轉為一個重要的元素。「可是音樂劇雖然收入多，但投入資

本也大，演出的場次也不夠多，所以在香港仍沒辦法將劇場產業化。雖然有詹瑞

文劇場組合的《萬世歌王》，火紅地上演了一百場，但仍屬特例。」而且周凡夫

認為，香港大多數加入音樂元素的戲劇表演，都較欠缺深刻內容，就算有，觀眾

亦未必接收得到。 
 
「被擠壓！」小劇場革命精神不再？ 
而台灣的牯嶺街小劇場藝術總監王墨林則憂心消費時代的來臨，造成「公共

空間」被過度擠壓的問題。他除了看到台灣的小劇場過度依賴政府公部門的隱憂

外，也提到藝術在消費時代的價值觀之下，逐漸被商品化、均質化、景觀化甚至

被「誠品化」！他提出小劇場的創作者現在應該重新檢視自己的定位，確認小劇

場非公共化、不受制約且反全球化的自由創作精神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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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被社會邊緣化的問題是一直都在發生的。」香港演藝學院人文學科系

主任張秉權在討論中提出，並也引述文化評論學者薩伊德的名言：「知識分子應

該被邊緣化，唯有這樣，才具有批判性！」他認為在面對消費時代下要把觀眾帶

進劇場，「藝術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唯有更多的人能欣賞表演藝術，才能

產生足夠的消費，支持更多元的劇場藝術發展。 

台灣大學戲劇系講師傅裕惠表示，台灣的小劇場界過於孤芳自賞，對於流行

文化的接受度，相較於香港詹瑞文在《萬世歌王》中，願意擁抱流行文化或甚至

是向流行致敬的態度，相對較低。面對消費時代，台灣小劇場操作商業機制的手

法也顯得尚未成熟，雖然有些團體想標新立異引領話題，但卻未實際抓住中產階

級消費者的胃口，對於台灣在表演藝術的資源整合，各團體應該再努力。畢竟能

有足夠的收入，才可以往理想邁進。 

 

「感傷！搞笑？」各路手法顯神通 

橫跨港台的劇場導演林奕華也提到，在消費時代中「媒體」所扮演的角色不

容小覷。「我們不能否認電視已經是個流在現代人血液裡的一個元素，那它和劇

場有何不同？」他說：「為什麼觀眾要進劇場看戲？在兩個小時黑暗中不說話的

時空裡，劇場創作者是去幫觀眾設計跟建構一個自我對話的過程」。而且他也認

為，「感傷主義」在消費時代下仍然是非常有市場的：「音樂劇是一種手段，愛情

是很好的主題，因為那種不計較成果的浪漫，在現在這個商業化的年代已經沒有

了。」 

此外，除了「感傷主義」，前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院長林克歡表示：「在大眾

通俗文化主導下，從來都不缺乏搞笑高手。」「身為觀眾，我喜歡台上台下無拘

無束的情感交流，演員與觀眾之間的平等對話、溫和與善意的笑聲，其嘲笑的矛

頭不是指向他人，而是指向我們自身時，它讓人們學會接受，而不致被傷害。」 
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講師耿一偉也說：「演員如何展現屬於『人』的魅力，藉由

創作，讓觀眾在舞台上看到自己無法對抗在資本主義或是消費時代下，所失去的

『自由』，進而得到安慰或是昇華，是一個值得參考的方向。」 

 
傳統價值觀不再，藝術製作人的未來 
對於未來表演藝術的發展，林克歡認為劇場已經從作家的年代、導演的年

代、演員的年代，闖入了藝術製作人的年代，是到了一個要完全思考創作的時候。

他也提醒劇場工作者：「觀眾要用錢買笑聲、買娛樂甚至買感動的現象是不會少

的，只會越來越多。所以表演藝術者如何知所進退，就是在消費時代下創作時最

大的考驗」。 
 

－轉載自 2006年 11月號《PAR表演藝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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