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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獻給所有離開劇場行政崗位的人，本文獻給所有駐守劇場行政崗位的人。崗

位指向守護與瞭望，兩個簡潔樸素幾乎至於形而上的動詞，耗費了多少形而下的腦力

口齒四肢十指浩繁勞作才得以成。 

我進劇場將近十年。十年不過一瞬間，卻足夠無數次場燈明滅，暗了重亮，再見

桃花人面，已代謝一回，自演員、導演、設計以迄行政，無不如此。為了社會化，為

了謀生，或者為了成家立業的自我期許，舞台內外人的來去汰換洶洶，彷彿比其他行

業來得不容情些。

所有劇場分工角色當中，行政是最不為人所見的。它的生產線拉得很長，作業目

標以協助發表創作、推動組織業務為主。前者從初期的策展統籌、投案補助、申請空

間、調度人事，以至後期預算掌理、宣傳、票務、庶務等。推動組織業務者，常與組

織的藝術總監相輔相成，掌管帳務收支、文書作業、影像記錄、美術設計、場地維持等。

目前劇場生態裡，行政的身分可能落在劇團行政、專案、製作人或執行製作、場地館

方或公部門之間流轉，不同位置所需張羅凡百雜務各自差別，不在話下。

採訪  

藍貝芝│ Betsy LAN

2012 台北藝穗節協同策展人

鄭尹真│ Yin-Chen CHENG

劇場工作者

文字 

鄭尹真│ Yin-Chen CHENG

妳的劇場行政人生
Lives in Theatre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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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幾位具名主要受訪人，王惠娟、石佩

玉、張麗珍皆為台灣現代劇場界卓有所成的女性工

作者，這十年間，她們經歷過各種身分，劇團內、

外，民間、政府，底層第一線執行、後方策劃，資

歷完備。莊菀萍與盧崇瑋則是新一輩的劇場行政女

力。她們成就了不只觀眾，還包括導演、演員、設

計者，在劇場的夢幻時刻。

劇場行政做得好，不見得有掌聲，金錢收入

也不會比其他行業多，因此恐怕需要更大的信念與

喜愛，波濤不驚，冷靜甘心，以堅持在這行立足。

它的工作質性，先天就決定了從業者須如史坦尼斯

拉夫斯基所言：「愛你心中的藝術，而非藝術中的

你」。

妳為什麼做劇場行政？問離開或者不離開的

人們。

「可以看好表演囉，我以為。英文系畢業又

不想教 ABC。」十年來她勝任愉快。

「舞者能舞到幾時呢。我從劇團行政轉到舞

蹈教室櫃台，也算小小『館方』。整天對電腦處理

文書，雖然家長帶小孩來上課時會聊聊，其實大部

分時間很悶。我後來離開，到幼稚園工作，陪小朋

友長大，比較開心。」她國小開始跳舞，曾是傳統

戲曲演員。

「劇場行政，就是喜歡表演藝術的全部，但

1 王惠娟（右）與莊菀萍（左）。（黃珮涵攝）

妳的劇場行政人生
Lives in Theatre Administration

不作表演也不碰設計的行政人。和一般上班族差不

多，不過暗無天日 — 演出總在暗裡。家裡人不懂，

我就說工作的地方像雲門舞集，不過我負責賣票，

不上台。幸虧父母沒叫我一定得做什麼，只問劇

團會不會倒，能養活自己就好。」她念企管出身，

搞統計駕輕就熟，之後在職考進藝術管理研究所，

和音樂美術電影等不同領域的行政同行八竿子打

在一塊兒唸市場分析，畢竟都學過了，她把時間花

在劇場裡，忙到沒去上課。

「以前在大學負責國際教育交流計畫，薪水

比較高，工作時間不至於這麼長。劇場行政的付出

與收入不成比例。很多外國唸藝術管理回來的，也

轉行了。」她細心又謹慎，月底即將離開傳統劇團

的行政工作。

「十年前台灣沒有劇場行政這名詞，大家不

懂。直到台北藝術大學辦藝術行政管理研究所，才

慢慢明確，知道我們在做什麼。」她曾為慰安婦阿

嬤演出。

「雖然念藝術管理，我仍然不相信市場操作

可以用在劇場。從前跳熱舞接商業場，一比一的

對價關係很清楚，我付出時間與技術，廠商付錢，

行情明確，沒什麼好殺價。然而劇場不是這種等價

關係，無法如此換算。藝管所裡，大家似乎更相信

把藝術做成一門生意，或用術語『產業』，產業成

就了，讓更多人進來，也允許更多流動，似乎很美

好。我就是無，法，相，信。課也很少去上。」她

一襲黑衫隨著噪音跳起鋼管舞。

「不談錢，靠熱情和精神潔癖能存活多久？

熱情和精神潔癖能強到有人願意為此掏錢贊助

嗎？不知道。哈哈。」

 「十多年一轉眼，有時想想，不知道自己做

行政是為了什麼。這身分不受尊重，連同一環境

的演出人員或老闆都不認為它是門專業。但它是

的。」

「它是專業。人們常以為服務別人的就低一

等，可能我有時候也這麼以為。但，我不喜歡跟演

員導演一起慶功，明明是大家一起慶祝合力完成演

出，前台後台收完又約餐廳訂包廂，有人喝醉負

責照顧叫計程車送回家的都是我。我寧願跟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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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w 一起喝酒，慶祝這一切落幕。」

劇場行政第一步：庶務打雜。

森林系畢業後人生第一份專職，張麗珍進了

九歌兒童劇團，做行政助理，負責票務。那年代去

今不遠，卻是現在的我們無法想像的網路史前時

代，各縣市售票尚未連線，她用 Excel 程式土法煉

鋼，畫出由南到北每個鄉鎮文化中心的觀眾座位

表，一張接一張。票房大小，成本盈虧，點滴在心。

又逐筆建立劇團聯絡名單，各環節有哪些人在，

一覽無遺。進團時九歌已成氣候，團員各有所職，

甚至包括三位專職演員與一名團內舞監。為了餵飽

所有人肚子，劇團活動得不斷向前滾，一年時序常

如此劃分：半年巡迴國內，三個月跑國外，另三個

月籌備來年。眾人可合體打團體戰，也可拆夥出外

游擊。只兩三人跑外地巡迴時，人人分身有術：下

鄉拜票，跟小學教師搏感情，四海皆票樁；或者充

助教當演員，管服裝化妝，裝拆燈收器材電纜線，

2 張麗珍在牯嶺街小劇場。( 張麗珍提供 )

隻身上中南部電台節目打廣告，甚至在幾百名觀眾

的沸騰前台一夫當關。工作與生活無二，回到家接

電話也脫口：九歌您好！

石佩玉大學進了行銷公司打工，正是行銷剛

在本地發展起步的年代。學著賣五花八門的商品：

衛生棉，巧克力，優酪，也辦試吃，人群中看盡眾

生相。公司發展到打電話推銷信用卡，當然也是辦

卡業務員的濫觴，越打越懂得怎麼用溫和的字眼說

服別人。業績太出色，公司想留下她。可她同時間

在鞋子兒童實驗劇團當道具志工，手巧，劇團也邀

她入行。她選擇後者。能在不見面的情況下說服陌

生人，她當然有掌握全局的能力，對自己的路也看

得很遠。一進劇場，就希望有一天能做到有選擇

權，可以決定接什麼，不接什麼。所以她什麼都

做，賣票，設計舞台，寫劇本，換景，演員的衣服

也洗過，在劇團各部門實習，成為鞋子「七公主」

之一。七公主個個能獨立帶戲跑巡迴，亦可協力成

就年度大製作。在鞋子，她遇見偶，隱隱知道了是

她將來要繼續作的。

王惠娟，美國俄亥俄州讀完藝術管理，應徵進

紐約外百老匯劇團，在專營亞美族裔主題（Asian-

American，就是在美國的亞洲老外移民或移工）的

社區劇場，同樣專職，帶演員跑校園巡迴，寫教案

活動，忙碌奔走。

劇場行政第二步：製作人兼庶務打雜。

張麗珍從九歌轉進臨界點劇象錄。那年臨界

點甫獲政府扶植補助，需要正職行政。踏上大稻埕

巷弄中窄細的階梯，坐進通常只有一個人的辦公

室，田啟元大頭照高掛牆頭，長伴左右。臨界點氣

氛與兒童劇團完全兩樣。團長管理非常開放，團務

由團員討論決定，大家說要開咖啡館，她便兼職店

長，一邊處理行政一邊站吧台，上上下下一二三

樓，生成了自家主辦的匠心讀劇祭、華山尚且荒蕪

一片的《白水》、進軍國家實驗劇場的《陽台》等

等。

石佩玉進了創作社。創團之初，只有一商業

大廈入口辦公桌，那兒成為她的寫字樓，快遞先生

上門送件總錯問她簽收。創作社由八位創作者組

成，八個老闆與一名員工，湊齊開會的機率可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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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中八行星連線。開會時，待決定的事項必須經

由每一位老闆同意，必須蜿蜒過每一顆創作者思惟

的腦袋，必須感動每一個聰明複雜又不近行政世務

的心靈，因此討論如巨鵬翱翔長空，渺茫美麗永不

著陸，她守在地面忍耐盼望，舉步不得，動彈不

能，心急似焚，做完第一檔《夜夜夜麻》便想走人。

緊要關頭上有誰說了句：如果還想待在劇場，想熟

悉劇場，想了解劇場人，就應該留下。她記起連演

員衣服也洗過的最早初衷，連陌生人也聽她的一面

之詞任她安排辦了卡，不知道怎麼寫兒童劇劇本怎

麼設計舞台也寫出來畫下來了，怕什麼，便重振旗

鼓檢視錯誤，調整工作流程，朝「簡化老闆的事」

努力：詢問前，考慮過所有細節，幫老闆再多謀

算一點，並把所有選項與評估形諸文字畫成圖表，

老闆只消說 yes 或 no，行政即可繼續推進。比如，

到底應演五場或六場？把票房估計各賠多少寫明

白，會議上帶大家朗讀一遍，好，五還六？暢快解

決。

王惠娟渴望進更主流、更多人看見的劇場，

紐約的亞美社區劇場不夠，寧為雞首不為牛後。回

到台北，在大安森林公園等當代傳奇劇場來面試，

約了正午，陽光毒辣，公園甫拓成，林木還禿著，

無蔭可蔽，影子都無處可躲。等了很久，沒有人，

工作卻是她的了。那時當代傳奇剛上演《奧瑞斯提

3 張麗珍帶團前往上海兒童藝術節工作實況。(逗點

創意劇團提供 )

亞》，來來去去總有兩位行政在團，共同支援太古

踏舞團與當代傳奇。交到她手上的是國外巡演，便

揣著《慾望城國》奔走法國、德國、西班牙等地，

正經活兒如亞維儂藝術節搶時間凌晨四點進宮廷

劇院彩排不在話下，執行演出之外，也要分神照顧

七十多位京劇演員與誰家的小孩，解決亂局諸如外

國航空公司不懂中文姓名，將王大、張三三、李四

的機票劃成「王大張」「三三李」「四？？」牛頭

不對馬嘴，並且應付演員在法國想吃台味焢肉便

當、在德國要買魚肝油等突發狀況。有件事在記憶

裡還新：西班牙酒水物美價廉，聖地牙哥演出結束

後，團員轟飲醉倒一片，眼看凌晨得趕飛機，還有

許多人酣夢不醒甚至沒收行李，託技術大哥一間間

拍開房門，叫爬得起床的拾齊傢什，叫不醒的「挖

喉嚨也把他挖起來」，兵荒馬亂衝到機場，竟然風

雪太大，原班機折回，班師不得返，功臣名將在大

廳一條條躺平了繼續沙場大夢。

其後。

三年入江湖試身手，東風電視台標下藝術節，

張麗珍接手專案；大風劇場大型音樂劇，她掛著執

行製作的名牌人前人後忙進忙出。再入牯嶺街小劇

場駐館，擔任館方行政經理，直到離開。

石佩玉從《地下鐵》月台轉車，下一站往自

由接案人，身體氣象館《敲天堂之門》、莎士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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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妹妹們的劇團《膚色的時光》，同時籌劃著，直

待水到渠成，成立自己的劇團飛人集社，為成人、

為老去的孩子們作偶戲。

流年似水，王惠娟也經過了流轉遊走的接案

時期，在台新藝術獎聯繫國外評審，與匯川劇場與

越界舞團合作，古名伸舞團把她留下，同樣以政府

補助扶植團隊的機緣，轉為正職行政。現在落腳台

北市文化基金會，已經是資深節目部經理。工作環

境以行政主導，如魚得水。

還有一個盧崇瑋，喜歡跳舞，大學邊讀中文

系邊辦舞展。應屆考進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管理

所，卻連一個台北劇場人也不認得，上課討論時發

現實務經驗太少根本插不上話，找到詩歌節當志

工，主辦單位發現她進入狀況快，又有刀筆功夫，

讓她負責多則新聞稿之外，添派好些工作給她。之

後她上網搜尋，找到一則「音樂舞台劇尋找宣傳助

理」訊息，還沒點開連結網址就寄去履歷，原來是

《歌未央》，編劇兼女主角正是她的中文系老師。

她跟著前輩打電話推票，拜訪婦女合唱團，踏上她

們曾經的第一步。

劇場行政，有人說，就是圓滿完成幕後的工

作，讓演出成功。「成功」除了藝術成就，當然也

包括經濟層面。有製作人不愛管錢，已經是偶戲劇

團團長的她說，不行，這是製作人最基本的責任，

雖然盡量不以預算限制創作，也不可以把大家弄到

不拿錢工作甚至倒貼的地步，「有多少錢做多少

事」才能長久，好好規劃，以補助案來配套，是有

可能過關的。

比方說，預估全局大概有四十萬可用，如何

跟團隊說明清楚，不要去想八十萬的花樣；或者這

麼說：四十萬做不到的，請用「創意」彌補。她說，

重點是務必要溝通，絕對不可以放任不理，以為導

演「一定知道」錢不夠該收手，那是不可能的。若

企劃提四十，補助只拿到二十，製作人必須立刻修

正，告知導演縮小規模。製作人身分若屬於外案，

則要連帶詢問劇團：還缺二十，團裡要不要拿一點

出來補上？接著評估票房，加總後可能到六十，第

一次開會時便嚴正聲明：「請從六十萬思考這齣作

品，之後每次花錢，都要經過製作人，因為有預算

限制」，聽見舞台設計發出哀號「為什麼我只有

十五」時，可以問他要不要自己捐一點。假設導演

與你都是團外人士，劇團話說在先，希望此製作能

有一定比例票房回饋，那麼回饋的金額比例要先扣

住，算作成本；導演若為美學效果必須動支此部

分，絕對要告知劇團，開會，確定劇團同意與否。

同意便罷，不同意呢，冤有頭債有主，導演就知道

製作人不是他該恨的對象了。以上，皆屬製作人的

4 臨界點劇象錄的行政辦公空間。（臨界點劇象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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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

台灣現代劇場的製作方式依然以導演制掛帥，

通常是導演想導某齣戲，請來製作人或劇團幫忙完

成。導演制優點在於作品完成度高 — 只要導演知

道自己在幹嘛，製作人負責協助導演把路打平，並

且處理、安撫過程中人的互動。在創作與美學思考

上，是導演說了算，製作人並無法提供太強勢的意

見。

然而新一代的劇場行政想像逐漸湧現：製作

人是作品成形的原點，製作「想看到的作品」，去

提案，邀請導演、劇團演出。它的原始動力可以是

製作人預見了不同表演者碰撞的可能性；或者就商

業考量，力求臻至最大可能利益。以製作人制來

說，若行政團隊夠強，資源便能豐富，票房也可衝

高。不過資深製作人也提醒，小心別太一廂情願，

以為某某組合一定很棒，有可能妳請來的導演並無

同感。所以，與創作者的溝通還是很重要。即使無

法要求創作者有製作概念，至少製作人要有創作概

念，否則落差會很大，到了製作人與導演各走各的

時候，作品是看得出裂痕的。 

因為，在劇場首先要解決的是，人的問題，

連小劇場運動的波蘭祖師公葛羅托斯基也這麼說。

不必急著應付現象「她不導了」「她壓力太大」「那

我們照合約走，誰誰誰接手」；要觀察現象背後是

人怎麼了，「壓力哪裡來的」「解決壓力源」。處

理「人」與「人」的本質，永遠是劇場最具魅力之

處。

溫柔，憐恤。愛劇場藝術，並使工作之中人

人和睦。加上有市場眼光，不為數字利益繫縛，

「何必曰利，打平而已」。這一切可以用女性特質

概括嗎？張麗珍說，母性肯定得算，它讓行政女人

願意為了作品包容一切；石佩玉說，不如講個性，

不管面對異女或直男或同志導演，什麼人什麼個

性，左右了事情對位，在劇場，無論性別出身，等

待攻克的一樣得克服得完成。石佩玉強調，她認為

毋需為劇場「犧牲」生活本來可以經歷的，例如締

結終身、養孩子，劇場的養分應該來自好好生活。

擔任劇場行政到十年以上，往往有類似的幸

運背景：堂上兩老或家人不需要供養，家裡也不強

硬施壓要求成家，頂多詢問什麼時候去考公務員。

在台灣，十對父母裡至少有七對想要小孩當公務

員，這倒不必太緊張。

而是，一個人打電話發手機簡訊寫信傳真聯

絡，沒回應的之後要記得釘在工作表上再聯絡；開

會要召集要記錄要有決議要執行決議；對電腦擬預

算對核銷寫文案還有美編設計要發不然宣傳太遲；

啊要查票房，漏了可以在哪裡推票嗎不對差點忘了

結案期限，演出過了一個月沒；導演演員設計都走

光燈亮著妳還在；票價訂六百還是賠。

團內行政，三年（如果妳撐過三年）坐同一

個辦公室座位，在同一個馬桶大便，不但薪水增幅

有限，頭銜更不會經歷繁複的變態如直銷以不同礦

物界定妳（紅寶石副理與藍鑽經理）。放假日與

別人都不同，好不容易出門見劇場以外的老朋友，

又難以言明妳職業的挫折與榮耀，生活恍若與世隔

絕。

如果作品不夠燃起妳的熱情。

「現在考慮未來要怎麼辦，和我小孩子的時

候想像以後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本質是一樣的。」

做到資深製作人了，然後呢？

以致於已身經百戰的她們之中，有人私下把

履歷送上人力銀行，意圖拿無法一言蔽之的人生經

歷轉譯成舉世通行的價值語彙，找回連結感，順便

秤斤兩，確定有朝一日尚存退入世界的後路。求職

網站精算後公布：她值得月薪六萬元。

採訪中轉述這個結果時，她們臉上露出在海

上漂浮太久終於靠岸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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