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前言

戲曲的發展有其一

定的脈絡可尋，源自

古時祈神降福行為，

漸次發展出以手足

舞蹈方式表達，進

而因各地民俗風情、

地理環境、發展背景、經濟情況的不同，

而發展出擁有地方特色的戲曲發展，而這

些民俗的發展在在的描繪著中華民族悠久

文化歷史，然而，面對時代及環境巨輪的

轉動，且隨著科技的轉變、發達後，人民

的生活品質大獲改善，因此，人們的觀念

也隨之改變。

過去的戲曲教育係以「師傳」、「口授」

方式為之，爾今由於時空環境的改變，現

今的戲曲教育必需融入正規教育體系的規

範及教習，因此，其教學方式就需以耐

心、信心為之；過去情景已如雲煙般的消

逝，但伴隨著時代及環境改變的情形下，

如今的戲曲教育工作者，未知有否能擁有

一顆改革的心？未知

有無研擬如何提振觀

賞人口的凝聚？未知

已剖析戲曲內容的

創新可行性？未知

有否規劃戲曲人才

培育的多元化？等

等，這一切都將關係到未

來戲曲教育的發展與傳承事業，因此，且

容筆者以一門外漢的非專業人員觀點，試

以管理與經營的角度，淺談並提供一些拙

見，謹供參酌。

貳、管理與經營的要義

以往當我們在談論部門營運的過程

中，「管理」與「經營」一詞常混同使

用，然而，在實務的運作上，管理與經營

實屬兩碼子事，就筆者的認知而言：

一、「管理」：屬機關部門內部的作為。

「管」有直接接觸的意義，「理」則屬

有條不紊的處理事務。而管理一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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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經營階層的人士以其特定的職位，

並依據職權，施予部屬或本身應為的

職責，將之妥善且有效的整理，並立

定規範俾便遵行者謂之管理，然而欲

使管理上軌道，在位者必須要擁有一

顆赤誠的心，對不良之事務要「勤於

溝通、勇於改革、勇於負責」。

二、「經營」：屬機關部門的外部作為。

「經」有方向定位的意義，「營」則有

營運(包括行銷、推廣、公關、包裝等

等一切對外的作為)的意義。機關部門

要能有所作為，經營理念要新穎、內

容要創新、待人要以誠、態度要良

好、口氣要和緩、服儀端莊，效率及

效益才能彰顯出來。

管理與經營二者間的差異性，旨在區

分內、外之別，而內、外兩者間卻有著密

切的關聯，缺一而不可，機關是如此，學

校及教育機構亦復如此，內在環境的管理

必須確立其制度，並能隨時與外在環境做

互動，在內外兼顧下，如此才不致於喪失

先機。

參、差異化的比較(學制)

在企業經營的道路上，研發部門戮力

於產品的創新及改革，因此，才能使得企

業在不可替代或產品差異下繼續生存，甚

至茁壯。企業如是，學校的經營更係以其

獨特的特殊性而綿延於教育體系中。目前

國內學校的學制概分為一般教育、藝術教

育及特殊教育體制，而在一般體制下的學

制概約可區分為：國小 (六年)、國中(三

年)、高中(職)(三年)、大學校院(四年)等

等，而此等學制的經營則以個別方式為

之，另其等所延用之法令，在國中(小)部分

係以國民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為依憑；高

中則以高級中學法及高級中學規程為之；

高職則以職業學校法及職業學校規程為

之；專科則以專科學校法及專科學校規程

為之；大學校院則以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

為之。

然而，傳統戲曲教育的施行，茲因事

涉身體結構上的伸展，因此，必需從小培

育及訓練，方能有所成。是以雖說戲曲技

藝的扎根要緊，但在人文及藝術相互輝映

的課題下，「術、德兼備」又屬必要，因

此，為使習取傳統戲曲藝術的學生們既能

在技藝上獲取專精教育，在學業上又必需

結合一般學制的教學的考量，據此，藝術

教育類學校在法令的延用上，除一般教育

體系及各層級學校所用法令為必備外，為

符藝術教育扎根之需要，有關戲曲類學校

所引用法令，另加有「藝術教育法」及其

施行細則，俾據以憑辦。在法令俱備，引

用有據下的教學與訓練，才能學、術科兼

俱，進而養成全方位教育的成功。因此，

為祈學子們的未來發展，學校在教學方面

的安排上，就必需衡酌現況及未來之需

求，而予以排定妥適的課程及教習方式，

如此在術德兼備的薰陶下，學生們進退必

能成器得宜，據此，在藝術教育法下的學

校教學與一般學校教育之差異自會產生。

職是之故，為使傳統戲曲教育得以綿

延不致受阻，因此，「藝術教育法」及

「藝術教育法施行細則」中即明訂有，供此

等藝術技藝類科學校引用條文，如藝術教

育法下的有關藝術教育學制就得依第七條

規定：「學校專業藝術教育由左列各級各

類學校辦理：一、大專院校藝術系(所)、

科。二、藝術類科之大專院校、高級中等

學校及其附設之國民中、小學部。三、高

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小學藝術才能班。

前項第二款藝術類科之大專院校、高級中

等學校為教學需要得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許可後實施一貫制學制。」；另藝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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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施行細則第三條規定：「本法第七條第

二項所稱一貫制學制，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藝術類科之大學於報經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許可後，得辦理相當於專科學校以下

各年級之一貫制教學。二、藝術類科之專

科學校於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許可後，

得辦理相當於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各年級之

一貫制教學。三、藝術類科之高級中等學

校於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許可後，得辦

理相當於國民中學以下各年級之一貫制教

學。」據此，有關藝術教育的學校學制為

得以向下扎根計，多會依此法之精神而向

下延伸教育學制，尤其以傳統戲曲為主的

學校，為期使學子們的基本功夫能即早奠

基，因此，在學制上的制定，往往就會以

「一貫制」的方式為之，如大學即得附設有

專科以下的學制；專科學校則得以附設有

高職以下的學制；高職以下可附設有國中

及國小等等，而如此不同學制的融於一

校，在教學上就可使之一貫，另在技藝傳

承上也不致因學制關係而有所中斷；然而

相對的，在學校行政作業上，由於學制的

複雜化，確實也會帶來些許的困擾，但為

延續我中華文化的傳承及發揚，學校行政

從業人員也應有付出的義務及責任，外加

電腦資訊等科技的配合作業，行政作業上

的困擾，應可迎刃而解。

據此，由於一般教育體系下的學制係

屬單一制，因此，在教學上完全以讓學生

瞭解授課內容為主，而其在行政作業上也

較單純；然而傳統戲曲之傳承與教育方

式，茲因在實務上必需要讓學生能上台表

演，因此，在演技及技術上的專業要求較

高，而教師們在教學上體力的耗費也較

大，另為使學生們能結合現狀的需求，一

般學科的教育亦不能忽視，如此才能與現

行教育接軌，因而傳統戲曲學制的特殊，

遂必需依藝術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的規範

來執行，方能確保傳統戲曲藝術的長存。

肆、戲曲傳承環境的變遷

過去由於科技的不發達，祖先們傳承

各項技藝，傳統上泰半皆需仰賴著師傅們

以「口傳」方式來延續，然而，隨著時代

及環境的改變，雖說過去君王為掌理民情

及朝政事務，而仰賴以巫師為主的部落時

期「祈神降福」舉止，隨著環境的變遷，

而漸次將祈神時的姿態轉換成舞蹈、雜耍

等技藝，進而為貼近於百姓，尤有甚者，

如是的活動更融入於地方的民俗風情及特

色，而延伸出深具地方特色的戲曲，供百

姓們娛樂、觀賞，並達教化人心的目的。

如是的種種，為緬懷先人過去的創舉，後

人為免失傳，而將之轉化蛻變並收徒授課

以傳授技藝綿延。然而，為使文化得以傳

承，各地無不努力於戲曲的保留及發揚，

因此，依前所述之發展歷史而言，戲曲的

發展，的確代表著我中華民族的一部發展

史。

由於過去生活及教育環境條件較差，

且固有的「尊師重道」觀念深植民心，因

而，在如是的環境條件下，負責傳承戲曲

的前輩們，無不在艱困環境中成長。然

而，時至今日老一輩傳統戲曲演員的心中

或許會有如是的感覺，就是「江山一代不

如一代」，前已述及，過去由於工業技術的

未臻發達及社會型態處於保守、封閉狀

態，因此，過去老演員們在訓練上所接受

到的教育方式，係以「師傳」、「口授」方

式為之，當時也沒有所謂的教材、教具，

而在此過程中，老師傅們的教習手法，或

以嚴格方式為之，或以打、罵、罰方式為

之，因此，現今活躍於舞台上的老傳統戲

曲演員們，在當時的氣氛下，其等之消遣

活動，可能除了練身段、唱戲之外，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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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身段、唱戲，因此

練就了一身扎實的功夫

底子。雖說傳統戲曲界中

的老一輩演員們是在一種

極其惡劣的環境下成長，

並接受有嚴師的教導，然而，

更重要者，係憑恃其等一股熱

忱及為延續傳統文化而奮鬥

的使命感，戮力於戲劇的投

入、專研、苦練；也由於如

是的投入、專研及苦練，終而

獲取美名。每臨展演活動開啟

時，均掀起一股狂熱的風潮，甚至於觀

眾會追逐「偶像級」演員的展演，而

動員親朋好友前去捧場、支持。然

而，這些前輩們也從不負眾望，以其

扎實的功夫、精湛的演技及嗓音，回饋給

觀眾，觀眾也不吝嗇的給予熱烈的掌聲，

而如是的迴響，其代表的意義就是對一個

演員、一個團隊的肯定。

時至今日，由於時代及環境的變遷，

在科技的發達、社會的開放、民主意識的

建立下，導致戲曲觀賞人口的丕變，年青

一代對戲曲的喜好轉移(如電影、電玩、上

網咖⋯等等取代)、熱愛度減低，而如此的

轉變，確實讓人有著一種寧可時光倒流的

感觸，而此之感觸來自於：一、轉變導致

傳統戲曲的發展，遭受到了沒落；二、轉

變之後投入傳統戲曲傳承的種子雖有，但

在環境及教法的改變，借重科技已形成潮

流；三、轉變後「愛的教育」轉化成教習

上的困擾：四、轉變後的教學必需有教

材，但為數卻有限；五、轉變後學生的

吃、住環境變好了，但刻苦精神卻不足

了。諸如以上各類形式的產生，因此，在

戲曲種子培訓的過程中，優秀人才的培育

已漸屬不易，遂此，在人才演藝表現及觀

眾缺乏誘因下的惡性循環，再加上人民喜

愛轉變、休憩習慣改變，

終於使得傳統戲曲日漸凋

零、觀賞人口減量與老化

現象的同時產生。

伍、戲曲闡揚的系統觀念

承上所言，是不是傳

統戲曲就注定要淪落到此

境才是呢？是不是因此就

一蹶不振了呢？依筆者之

見，應不至到無解或沒救

之境吧！因為還有很多的潛在客

源尚待我們用心的去開發、去

經營。筆者之會如此之說，

實乃筆者親身歷經恭逢一

場盛會。而此盛會且容筆者細說如

下：在一個炎熱的夏日季節中，我雖遊走

於台北市愛國東路的街頭，但我卻看到了

有無數熱愛戲曲的群眾們，成群結隊的走

向了「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的演藝廳，時

間正好是九十二年七月十八日的下午六時

五十分左右，而此時演藝廳的檔期，正好

是「榮興客家採茶劇團」所排定的客家戲

曲《喜脈風雲》首演日；由於好奇心的使

然，尾隨而至，一路走來所聽所言泰半人

均是以「客家話」在交談，到了七點鐘，

演藝廳兩側大門敞開供觀眾入席時，更讓

人有著一種惜福的感覺，因為眼前所呈現

的景象是 ─ 客家鄉親們扶老攜幼的那種熱

情與愛戴情景，而此景已好久不在我這個

門外漢眼前出現了(由於工作上的機緣，得

以窺看到京劇觀賞人口的老化及凋零現

象，與此時確實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榮劇團《喜脈風雲》在國家戲劇院共

演出三天的時間，筆者每場必身歷其境於

大門側觀察，從觀眾的出席人數而言，不

可否認的這齣客家戲曲「喜」劇的演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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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因為場場出席的觀賞人口數均達

七成左右(在SARS病症侵犯嚴重之時，藝

文活動能獲如是成績，實屬難得)。然而在

此成功的背後，我們相信該劇團除了就劇

情及內容的改良、創新外，在諸多面向上

應該是付出了有相當多的代價，才能有今

日的成就。

戲曲的展演，旨在於發揚及傳承文化

的功能，因此，如何以一個動作來闡釋過

去的種種及其代表意義，這些都是吸引人

們觀賞之所在，而一齣戲的成功與否，從

觀眾的出席率即可明顯分野！《喜》劇演

出三天來的出席觀賞人口(含老、中、青三

代)，可以「人山人海」來比擬(尤其是在

SARS來襲期間)，而所展現出的意涵同時

也代表著「客家戲曲」無窮的希望，而此

希望來自於，比如說，《喜》劇的演員陣

容，在台上的演員群們包括了有老、中、

青等三代；三代齊聚於一堂，並同時於舞

台上展演。如是的展演方式，除師祖輩表

演功力的展現外，更有意義的是「老、中

二代在台上的風範及演出技巧」同時間要

展現給觀眾，也要展現或傳授給第三代，

而第三代的學子們恰可利用此時去揣摩、

仿傚，如此的教育養成方式，國內目前已

少見了，因為現在的教育好像給人有一種

感覺，就是將以前的所學傳給下一代就算

了結了！沒有刺激及進步的空間，如勉強

要教師們與學生同台演出，幾乎是不可能

的事，這可能也是戲曲教育目前所遇到的

一個瓶頸。

「瓶頸」之事各行各業都有，但最主要

的還是在執行者的思維與付諸執行；然

而，當艱困之事來臨時，如何的去突破困

境及解危？依筆者之見如是的困境若予有

效解決，從管理的立場言，應從人的思維

及確實執行著手。倘凡事內部均能以「虛

心」、「謙卑」、「步步為營」、「積極」之

態度，戮力朝向「改革」及「創新」之路

挺進，雖恐無法達百分百解決功效，但也

相去不遠矣！然，在此思考的過程中，更

須特別注意與外在環境的接觸(互動)，方可

有效為之。而前所指榮劇團的展演《喜》

劇之所以會成功，演團員的投入自不在話

下，主要即在於該劇的內容能與現實結

合；該劇演員的說詞，以特有的鄉音俚語

編入，讓觀眾有著無比的親切感、熟悉，

遂此得以有效讓人投入劇情情境。如是的

種種，在在的彰顯出了內、外兩者環境的

結合與密切關係。及此，筆者試擬以伊斯

頓(D. Easton)的系統論為解釋藍圖詮釋如

下：

上圖中四週所帶來的均是為一變動不

拘的環境，亦即所謂的外在因素，而這些

外在因素會隨著時代環境的不同而有所更

替，因此，身為傳統戲曲界中的一分子，

在此情形之下要否隨之改變？不變，隨即

而來的事實與殘酷─沒落、消跡，這是一

個不折不扣的現實情景，若要變，則以本

圖所示之輸入項說明之，由於觀眾及環境

上的需求，戲曲傳承單位就會依此需求投

入做一修正的機制，另方面在經費、人員

的支持下，工作方能順遂執行，當「需求」

與「支持」項具備齊全後，隨之投入「轉

換過程」(又稱黑箱作業)中，而在黑箱作業

下，從業者如「編劇、導演、演員、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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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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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環境

環境環境

需求

輸

入

輸

出



執行者」等，即應作出對應措施，如：劇

情內容、詞曲、對白、基本功夫、情感的

融入等，接下來的即屬公關、行銷與宣傳

了，然而，要如何才能將一齣戲很生動的

推廣並讓人能接受？這也許需用相當的智

慧來執行(有關行銷與推廣，非本議題所探

討者)，而這些動作都需在轉換過程中去完

成它、並定案，俾便執行，隨之才會有產

出(抉擇)，而在產出後，並非如此即可告一

段落，劇團、演職員們在演出過程的前、

中、後段，隨時都應有一種檢討機制來執

行監控，而這種檢討與評估的機制，最主

要是用來改善現今及未來，俾利獲取更好

的業績，如此的機制就叫做回饋，倘回饋

機制沒落實，將無法且有效的去發掘問題

之所在。戲曲教育的作為亦復如此，茲因

傳承及發揚的需求，再加上國家政策的支

持，而創設培育戲曲幼苗的學校，在學校

的運作過程中，外人可能無法予以知悉，

因此，此階段又屬黑箱作業期，然而在此

期間學校對於師資的安排、課程的安排、

教材及教具的提供、身段及嗓音的練習、

適才適所的安排、生活規範、實習演出等

等，皆需於此階段完成，而此階段主在於

培育一個人格健全及學術與技藝並進的戲

曲人才，繼而產出階段是為演藝人員的養

成及檢驗，倘於產出階段遇有不遂，則學

校應即再進行下一波的改造行為，俾利要

求達致盡善盡美之境，而如是的反饋檢討

機制，在傳承及發揚上也才不會形成空

窗。

陸、展望

每一件事情的興盛與衰敗，基本上必

有其一定的源由發生，而當我們在進行檢

討的機制過程中，通常就有一些解決方案

會出現，如調整授課內容、增加助教或評

估SWOT(即指分析或評估本身的優勢、劣

勢、可能轉折的機會、外在的威脅等)，但

當我們在靜心思考的同時，在「既得利益」

及「不願得罪」的種種因素下，我們會發

現此困境主要係來自於「人為」因素。而

此「人為」因素又概約有人員老化、體力

不支、欠缺激化酵素、鈍化等等不一而

足，然而這些因素終也導致學生在受教時

的挫傷，再加上學生奮鬥機制不復存在，

在如是的反覆惡性循環下，老觀念、舊思

維、新作風無以搭配時，功夫自然就有如

「日落西山」了。

戲曲節目的演出是一場「群體戰」，上

了舞台個人功力固然重要，但也別忘了，

群體的戰力更為重要，因為觀眾要看的是

整體呈現(當然也有不少觀眾是因仰慕個人

之名而光臨的)。然而，戲曲的觀賞既然是

一個整體，負責傳承者的責任就顯得重要

多了，倘稍有差池，文化的傳承就可能為

之變化。

筆者雖非習戲劇出身，對於戲曲也非

專業，但從經營及管理的立場上而言，筆

者對於傳統戲曲實懷有著一股熱忱，此

外，更希望傳統戲曲能日新月異、壯大精

實，名揚國際。因此，想趁此機會建言如

下：

1.  為厚植學生演出技藝並養成純熟的台

風，可考量術科整合型

教學，亦即高、

低班學生同時

訓練並搭配演

出，另為奠

定技藝的展

現，學生的基

本功及嗓音的訓

練不可忽。

2.  戲曲教育的資源仍有相當的再結合、共

享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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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戲曲教育的培植，應植基於師生聯台演

出的基礎上，俾便考驗師資及提供學生

模仿揣摩的機會。

4.  戲曲的展演應再加強於推廣、行銷，俾

便深根於下一代，培養更多的觀賞人

口。

5.  戲曲人才的培育，應以學生的資質施以

多角化養成，如編劇、行政、箱管、導

演或演員。

6.  戲曲教育體制下，學生未來的就業生

涯，校方的實習就業輔導工作仍應加強

關注及規劃。

7.  戲曲教育的傳承應勇於創新、改革。

8. 戲曲教育的師資應加強交流或以指派方

式為之，且明定規範，以為刺激效應發

生。

9. 戲曲教育應建立完善的評鑑制度(如授課

內容、課程規劃、授課態度)及監督機

制，俾期使戲曲的再生。

10.為利九年一貫教學需求及戲曲藝術的拓

展，可規劃各國中、小學表演藝術師資

之培訓，俾開拓普及性之觀賞人口。

戲曲文化的延續，代表著一部中華文

化的發展史，然而在時代及時空環境的轉

變下，近年來在戲曲觀賞方面，確實有了

很大的改變，如觀賞人口的減少、觀賞年

齡層的提高、習取者的意願降低等等的因

素，在在困擾著戲曲的發展及戲曲教育的

延伸，但我們也不可否認，在現今的社會

中仍有一群很投入的喜好藝術及戲曲者。

然而，在現實面上，更恐怖的是我們忽略

掉了一群廣大的潛在客戶(觀賞者)遊走於周

遭，卻未被發掘，倘這些潛在的客戶能經

發掘，往往就成了固定客戶，甚至於是另

一個免費的宣導者(就如客家戲曲扶老攜幼

般的壯觀)，因此，為了確保戲曲教育及傳

統戲曲未來的發展，「創新」、「改良」結

合「傳統」是免不了的，而在創新的過程

中，尤應以現代思維方式考量為是，茲因

傳統是為了保存過去，而創新的意義則是

在吸取更多的中、少年人口加入行列，而

這些目標能否實踐，將有賴於戲曲教育方

式的改革及啟發，然而，就事實面向而

言，欲使戲曲得以持續及發揚，強化戲曲

藝術教育的內容更重要，因此，傳統戲曲

教育的改革及啟發式教育應即啟動，傳統

戲曲文化的傳承才能達到永續經營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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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年度徵選活動

藝術生活叢書徵稿

第二屆全國藝術教育教學設計徵選

詳情請上全國藝術教育網（http://ed.arte.gov.tw)下載，

或電話洽詢：(02)23965102 轉251、(02)23110574 轉110

藝術大擂台
聚焦不一樣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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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三不運動︰危險公共場所，不去。標示不全商品，不買。問題食品藥品，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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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術 教 育 — 國 內 外 教 育 體 制 、 藝 術 人 才 之 培 育 、 教 學 教 材

之 研 發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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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藝 術 思 潮 或 新 美 學 觀 之 建 立 。

其 他 — 藝 術 史 、 藝 術 理 論 、 鑑 賞 與 批 評 、 本 土 與 域 外 展 演

活 動 之 透 視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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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正 文 ／ 參 考 文 獻 ： 一 般 稿 件 每 篇 字 數 以 四 千 至 八 千

字 以 內 為 原 則 ， 圖 片 務 必 精 良 ， 本 刊 有 篩 檢 權 。 撰

稿 體 例 請 於 本 館 網 站 下 載 ︰

h t t p : / / e d . a r t e . g o v . t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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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違 反 著 作 權 法 之 情 事 ， 除 由 作 者 自 行 負 責 外 ， 其 經 本 刊

編 輯 部 查 明 屬 實 者 ， 本 館 得 予 以 取 消 稿 酬 或 退 稿 ， 稿 酬 已

支 付 者 則 予 以 追 繳 。 譯 文 與 圖 片 需 取 得 原 著 作 人 之 同 意 書

， 並 刊 印 授 權 註 明 。 凡 經 刊 登 者 ， 需 同 意 授 權 本 館 及 國 家

圖 書 館 以 電 子 出 版 品 方 式 發 行 。

四 、 來 稿 請 以 掛 號 寄 至 臺 北 市 南 海 路 四 十 七 號 ， 國 立 臺 灣 藝 術

教 育 館 研 究 推 廣 組 《 美 育 》 編 輯 部 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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