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別企畫 FEATURE／劇場演員的大銀幕挑戰／現象觀察 
 
國片「春天來了」，好演員在哪裡？ 

尋找下一位台灣電影巨星！ 
二○○六年，國片總觀影人次攀上近五年來的高峰，這個令人振奮的現象，更讓

不少影人相信低迷已久的國片已經逐漸回春。但是，除了已經有資金的投入，國

片的製作環境，還亟需有實力的演員，而訓練有素的劇場演員，是否可能成為未

來的「國際電影巨星」？！ 
 
文字／廖俊逞 
 
過去，國內電影產業被戲稱為燒錢產業，然而，從前年《十七歲的天空》在市

場異軍突起，以四百萬的低預算創下八百萬的票房佳績開始，很多人對國片改

觀，發現原來本土電影也有市場潛力。二○○六年，國片總觀影人次攀上近五年

來的高峰，這個令人振奮的現象，更讓不少影人相信低迷已久的國片已經逐漸回

春。 
 
國片回春，但「台灣電影缺乏國際巨星」

遑且不論這樣的判斷是否過於樂觀，這一道寒冬中的曙光，確已為電影業燃

起一線生機，許多投資人紛紛探向這個產業，便是最好的證明。國內龍頭產業鴻

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以三千萬資本額成立電影發行與製作公司「山水國際娛

樂」，從幾年前投入發行歐美藝術電影、本土紀錄片，最近開始往商業市場發展。

不僅郭台銘進軍影視界廣受矚目，倫華集團總裁林靖倫也在去年宣佈成立影視創

投基金，將籌募到八十八億基金，預計在今年開拍五部電影。 

有了龐大資金、製作與行銷資源為後盾，新一代國片導演得以無後顧之憂地

實現自己的創作企圖與野心，然而相較於台灣自九○年代以來的電影新浪潮，主

力於國際影展得獎、大師或導演主控的創作模式，他們也必須更積極地迎戰市場

機制與觀眾口味的考驗。然而，要如何突破目前國片市場小眾，難吸引觀眾進戲

院的瓶頸？相較於兩岸三地的電影現況，台灣電影生態出了什麼問題？向好萊塢

類型化商業題材靠攏，真的是條捷徑嗎？ 

根據奧斯卡金獎導演李安的觀察，一國的電影工業如果沒有國家領導，很難

不被好萊塢化；華語電影要能生存，就得研究出如何在國際上，走出一條跟好萊

塢不同的路。在兩岸三地中，中國大陸的現象是要找演員或導演就「找最大的」，

「失敗了也無妨，最重要的是能出名！」但只要有好的演員、導演或劇本，「就

會被搶爛，一下子就會被這樣的環境腐爛了！」相較於大陸創作環境的諸多限

制，香港的自由則「太商業化了，以致常瞎鬧。」因此，台灣的自由創作空間最

活潑反而是很好的條件，不過「台灣電影缺乏國際巨星」，李安不諱言，是國片

市場萎縮之後再起，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新一代劇場演員轉戰電影，企圖心更旺盛 



國片春天來了，但好演員在哪裡？要讓國片衝出新的觀影族群，的確不是靠

面孔姣好，人氣指數高的明星、歌手、名模，就可以提振電影票房，而是需要長

期培養屬於台灣在地的專業電影演員。任教於台北藝術大學戲劇系，曾擔任楊祐

寧、張孝全等明星表演指導的林如萍就認為，台灣演員根本問題是缺乏專業的訓

練，她說台灣的年輕演員一定要練口條，因為演員百分之七十的魅力要藉聲音來

表現，不能光靠表情或擺擺姿勢就算了，電影畢竟不是電視劇，電影演員需要更

多的教導、學習及磨鍊。 
因此，去年李安為籌拍新片《色，戒》回台選角，吸引了大批演藝圈高知名

度的明星前往試鏡，最後演員名單卻跌破大家眼鏡，向來不迷信大牌明星的李

安，選了湯唯、朱芷瑩、高英軒等新人出線，三者雖名不見經傳，卻都出身專業

劇場訓練，早已經在校內外大小不一劇場製作中，累積飽滿的演出實力。以《一

年之初》拿下金馬獎福爾摩沙獎、台灣新電影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的鄭有傑也表

示：「不用兩億元，只要有好演員」，而他長期合作的演員黃健瑋便是出身劇場，

《一年之初》中莫子儀、高英軒、王鏡冠更是台北藝術大學戲劇系前後期的學長

弟。 
事實上，劇場演員踏入電影並不是新鮮事，早期楊德昌、侯孝賢的電影都大

量使用劇場演員，例如陳湘琪就因為楊德昌的《獨立時代》才踏入電影圈，開啟

和蔡明亮的合作之路；然而，新一代劇場演員轉戰電影，對於將電影工作當成表

演生涯經營，展現更旺盛的企圖心。 
「把表演視為一種『專業』的態度，是劇場演員較其他明星演員勝出的地方。」

經紀人丁乃竺、李烈不約而同地表示，劇場出身的演員，有一套方法，較其他未

受訓練的演員更容易進入狀況。曾以《石碇的夏天》拿下台北電影節最佳新人獎

的黃健瑋則認為自己和其他同輩演員能做的，「就是演示一種表演格調，把一種

表演的標準呈現出來。」 
 
學校教育也為學生未來鋪路 

此外，學校訓練也一改以往的消極做法，近年北藝大增設電影所，開設電影

表演課程，讓有志往電影之路發展的學生更能掌握鏡頭語言。林如萍說，不少學

生在學時就立定志向走向電影，積極參加試鏡，爭取銀幕演出機會，優秀的還沒

畢業就給經紀人簽走了。「學校雖然以培養舞台表演人才為主，但我們也會透過

人脈，找影視導演到學校觀賞學生的呈現，為將來鋪路。」 

「台灣電影一年沒有一兩百部出來，不僅我們很難找出台灣電影的方向，就

連台灣的電影明星也沒法培養出來。」電影巨星的誕生除了得具備有量上的問題

外，李安強調，起碼還需要五年的時間。而年紀輕輕的黃健瑋心中早已有一套關

於培訓明星演員的「十年大計」：「我和我的老師朋友們有個想法，你看好萊塢有

那麼多具明星外型，演技又好得不得了的人，也許，未來我們可以在有足夠資金

的情況下，用師徒制的方式培訓一些有明星氣質的人，讓他們也能有專業級的演

技，起碼可以到從事影像表演的程度。」他信心十足地表示，以後要找好演員，

請到劇場來！ 
 

－全文轉載自 2007 年 2 月號《PAR 表演藝術》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