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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藝會第二屆「表演藝術追求卓越專案」的

合作企業，除了這項計畫的發起單位建

弘文教基金會之外，還加入了一個新的合作伙

伴——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以下簡稱台新

基金會）。台新基金會董事長吳東亮表示，這次

會參與這項計畫，主要是基於國藝會「國藝之

友」會長洪敏弘的「好康湊相報」，基於第一屆執

行的成果很好，所以洪敏弘邀請台新共襄盛舉。

 吳東亮進一步說明，由於台新基金會的主軸在

舉辦「台新藝術獎」，以支持現代藝術這個領域，

但在行有餘力的情況下，也會選擇其他項目進

行長期的投入，就計畫內容而言，「台新藝術獎」

是在藝術家完成作品之後，才給予肯定與支持，

而「表演藝術追求卓越專案」則是預先提供資

源，以協助藝術團體完成最好的創作，吳東亮認

為這個前後的作用，有一個連貫性，如此將能協

助整個藝文生態發展的更為完整，這是台新願意

參與這項計畫的主要考量。

針對國藝會以相對基金（Matching fund）的

方式來設計與企業的合作計畫，吳東亮認為這是

一個很好的作法，從國藝會的角度來說，結合企

業的資源可以把計畫作的更大一些；而從企業的

角度來說，一般而言，企業對整個藝文環境的運

作不是那麼熟悉，如果由國藝會以相對基金的方

式邀集合作對象，也代表這個計畫有國藝會的背

書，而以國藝會在藝文專業上的表現，會讓企

業更有信心來參與。因此吳東亮不僅個人十分支

持這樣的作法，在其擔任「國藝之友」會會長任

內，也大力向其他成員推介此種合作的模式。

對於參與「表演藝術追求卓越專案」的成

果，由於第二屆獲獎助的製作截至採訪時還尚未

發生，所以吳東亮也抱持高度的期待，在獲悉這

些製作將於今年（2007）11月起陸續展開後，他

表示如果時間允許的話，絕不會錯過去看演出的

機會。

■第一屆獲獎助者
▪表演工作坊《這一夜，Women說
相聲》

▪亦宛然掌中劇團《驚見虹霓關》
▪舞蹈空間舞蹈團《三探東風》
▪舞蹈空間舞蹈團《明日世界之天堂
海》

▪創作社劇團《影痴謀殺》
▪朱宗慶打擊樂團《「非」常活力——
朱宗慶打擊樂團非洲樂舞情》

▪外表坊時驗團《恐怖酒吧》
▪舞鈴劇場《嬉遊舞鈴》
▪唐美雲歌仔戲團《人間盜》
▪如果兒童劇團《誰是聖誕老公公》
▪十方樂集《十方．音樂．李泰祥》
▪三十舞蹈劇場《城市灰姑娘》

▪金枝演社劇團《浮浪貢開花》
▪優人神鼓《與你共舞》
▪台南人劇團《利西翠坦》

■第二屆獲獎助者
▪創作社劇坊《倒數計時 夜夜夜麻
完結篇》

▪台灣絃樂團《消失的王國》
▪金枝演社劇團《山海經》
▪稻草人現代舞蹈團《1805安徒生

1875-2008》
▪優表演藝術劇團《追風英雄》
▪采風樂坊《東方器樂劇場  西遊
記》

著眼於藝文生態的 
整體發展

吳東亮
談「表演藝術追求卓越專案」

「表演藝術追求卓越專案」小檔案

資源整合 創造利基

洪敏弘 

談「表演藝術追求卓越專案」

國
藝會「表演藝術追求卓越專案」設立於2003年9

月，由建弘文教基金會與國藝會共同發起，迄今

已執行至第二屆。這項專案公開徵選優質並具有潛力的

製作計畫，期望藉由及早規劃與提前獲得高額製作經費

的條件，能夠達成演出預定的規模與水平，同時獲致最

佳的發表管道與成效，進一步以出色的成果與效益帶動

表演藝術整體性的提升。這項專案是建弘文教基金會駐

會董事洪敏弘與國藝會共同發起。

建弘文教基金會駐會董事洪敏弘，是催生這項計

畫的關鍵人物，他表示由於產業西進造成失業率高漲以

及產業結構改變的現象，成為台灣必須面對的棘手問

題，當時政府提出了「文化創意產業」的觀念與研究，

令他印象深刻，而他也深覺以台灣多文化的背景，在

發展這個新領域的面向上，比其他華人地區具備更有利

的條件。這個背景引發洪敏弘對「文化創意產業」的興

趣，在觀察到國外歌舞劇的成功經驗後，他認為在廣泛

的文化藝術領域中，「表演藝術」可能是較具產業化條

件的項目，因此，他也擇定以此作為介入此新領域的具

體對象。

在實際行動之前，洪敏弘曾徵詢過表演藝術界的

需求，獲悉原創劇本可能是最被需求的資源，在這個基

礎上，洪敏弘邀集復華文教基金會、吳火獅文教基金會

及吳東進基金會共同參與，募集了七百萬元資金。方向

有了、資金有了，接下來就是規劃、執行的工作，曾經

擔任過國藝會董事的洪敏弘，認為國藝會的專業性與公

正性具備相當的公信力，而在請託國藝會協助評選工作

的過程中，促成了這項由國藝會提撥相對基金的藝企合

作案。

第一屆「表演藝術追求卓越」專案共有15個製作計

畫獲補，在各個團隊陸續首演的過程中，除了個別演出

的觀賞經驗外，國藝會也安排了多次機會與受獎助團隊

進行意見交流，因此，在表演團體的期待下，不僅延

續本計畫而產生第二屆「表演藝術追求卓越」專案，同

時也提高每一個製作的補助金額（從100萬提高到200

萬）。針對在這項專案執行成果，洪敏弘表示：「成效比

我們預期的還要快，還要大，因為我們合作的對象（國

藝會），是這方面的專業，所以整個資源的運用與配置

的成效都看得出來。表演藝術

團體也很appreciate有這樣一個

計畫，所以他們希望不要只作一

屆，希望做個五年、十年，所

以我們也很努力的去做。我們的

投入要能夠與表演藝術團體的需

求契合，我想這才是最重要的基

礎。」

在參與「表演藝術追求卓越

專案」的經驗中，不僅讓洪敏弘

接觸到更多台灣優秀的表演藝術

團隊，也讓他對表演藝術的發展

進行更多深刻的思考，他認為，

除了實務上「面」的擴大之外，

在理論方面也需要進行深化，而

這方面可以著力之處在於教育，

因此，建弘也將展開與大學相關

系所的合作，為國內表演藝術理

論的基礎建構再添一分助力。

撰文⋯⋯秦雅君
撰文⋯⋯秦雅君

追求一場卓越的表演

建弘文教基金會駐會董事洪敏弘，也是催生「表演藝術追求卓越專案」的關鍵人物。（攝影／蘇怡如）

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吳東亮，談到加入贊助第二屆「表演藝術追求卓越專案」的緣起。

（攝影／蘇怡如）



故
事發生在 2008年來臨前的午夜時刻，劇中的人

物歡聚在一幢堪稱為豪宅的大廈頂層樓中樓，準

備「倒數計時」，迎接新年。創作社今年在過十歲生日

之際，以回顧第一齣作品《夜夜夜麻》到加演《驚異派

對》，接下來就是邀請觀眾進劇場《倒數計時》，接力完

成劇團「夜夜夜麻」系列三部曲。

1997這一年，香港回歸中國，在世界歷史中算

是大事，創作社首演《夜夜夜麻》，在一場牌桌上的同

學會描寫四年級男人的頹廢喪志、憤世嫉俗；2003年

SARS讓全球生命恐慌，《驚異派對——夜夜夜麻2》卻

在劇場裡講五年級男人的權力慾望與沈淪；紀蔚然對於

過去二十多年來社會、政治、文化變遷轉型下，現代台

灣人的處境及內在有深刻的探觸，可是他不追潮流，尤

其不想隨波逐流，在逆境中反而想尋找安靜；於是，面

對即將來臨的「北京氣勢」，他冷眼旁觀來場《倒數計

時》。

對於新世代種種，紀蔚然是有些冷眼旁觀，他骨

子裡有四年級生的悶騷，頗羨慕五年級能夠情感釋放，

對於時下追流行、崇品牌的六年級生，他有幾分不屑新

世代的那種「斯文氣」，他老覺得斯文隱藏另一種野蠻、

冷漠，《倒數計時》裡他寫了幾個新世代角色，一個追

求流行、崇尚品牌的六年級男人，自我而冷漠，腦子裡

有點東西，卻是個狠角色。

紀蔚然在這部新戲裡對女人解禁，《倒數計時》裡

兩個女人不同風格，一個沒腦袋、沒深度、沒自我，把

資訊當知識般毫無消化地吸收；另外一個個性強悍，人

生事業兩得意，也許生命到達一個極端點，倒數計時這

一夜，她瀕臨崩潰。第三部曲裡仍然有代表四年級角色

的「山豬」，五十歲還值壯年，平庸有面臨失業的苦惱，

這裡的山豬是大廈管理員，也正因為非住戶，可以冷

眼旁觀住戶的一切。還是安排五年級生的角色「大牛」，

一個嘗過學運世代甜頭的投機分子。

《倒數計時》雖說是「夜夜夜麻三部曲」的完結篇，

編劇卻透過表演形式中尋找生命舞台的疏離，透過「三

代同堂」刻劃人物，表演角色與演員內在疏離的概念正

成就一場戲的表演。

紀蔚然認為，我們正處於表演氾濫的年代。有太

多精心設計的自殺事件、有太多的自拍行為，有太多語

焉不詳的電視表白，有太多的部落格，有太多內容空洞

的姿態，他看不慣這一世代人們喜歡擺「姿態」。

為了實驗這部戲的疏離狀態，舞台上一直有一部

開著的電腦，場景設定都會住宅密集的樓中樓，看似居

紀蔚然 創作社《倒數計時》
撰文⋯⋯王凌莉

高臨下，其視野卻被其他大樓阻隔，看似人生隨著時代

飛梭之際，其實依舊封閉，某種程度展現另一種空間疏

離。劇中人物在言談裡表現自我時，總有另一個「自我

表演」的層次。客廳就是他們的舞台，旁人就是觀眾。

同時，他們自己也是這個人生劇場裡最理想的觀眾，他

們以自戀的方式欣賞自己，為自己鼓掌。

紀蔚然的戲充滿強烈的語言魅力，由語言反映各

世代文化共通性也是劇本主要特色，不過和前兩部相

較，《倒數計時》髒話輕了許多，他要呈現六年級生的

「斯文」。這第三部曲接下來怎麼演？他說：「就請觀眾

進劇場一起《倒數計時》。」

紀蔚然

11 2007追求一場卓越的表演

《倒數計時》劇照。（創作社提供）

《夜夜夜麻》系列編劇，紀蔚然（攝影／許斌）

《夜夜夜麻》透過一場牌桌上的同學會，描寫四年級男人的頹廢喪志、憤世嫉俗。

（創作社提供）

紀蔚然作品最大特色在於語言魅力，透過動作視覺對語言產生另一種舞台

效果。（創作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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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異派對》劇照。（創作社提供）

相較於第一部《夜夜夜麻》而言，《驚異派對》描寫的五年級生情感釋放許多。 
（創作社提供）







古
砲台在成為古蹟之前，是具有重要防禦功能的軍

事及戰略要地，對於沿海設有非常多古砲台的台

灣而言，這一座座古砲台不僅記錄數百年來島嶼重要的

海事地位；背後更隱含著荷、西、漢人與在地原住民不

同時空交流的人文意涵，而這一層人文意涵就是金枝演

社新作品《山海經》的基底。

《山海經》是中國古籍，有〈山經〉、〈海經〉、〈大荒

經〉及〈海內經〉，可以說是古老的世界地理書，山川之

外，也描述動物、植物、礦物、巫術、宗教、民俗、古

史等，裡面還記載了包括夸父追日、女媧補天、后羿射

九日、黃帝大戰蚩尤、共工怒觸不周山從而引發大洪水

等光怪陸離的神話故事。對導演王榮裕而言，《山海經》

是古代巫書，即有通天地、鬼神，又能領悟宇宙奧秘；

書中的各色神話，更融合陰陽、五行、四季、四方及

五原色，形構整個宇宙的運轉。他想做一齣《山海經》

的戲想了十多年，1996年發表的《潦過濁水溪》，他藉

「女媧」試了點戲，女子身纏極長的紅布條橫過舞台，

象徵產道或臍帶，從授精、懷孕到生產的過程全由肢體

表達，男主角最後從落下的紅布堆裡慢慢爬出，表徵新

生，這一段戲描取材女媧的意象。

「我從何而來？台灣從何而來？」王榮裕說，自己

一直想透過作品探索人的源頭，從小跟著媽媽歌仔戲

小生謝月霞在戲班生活，戲劇成長背景讓他更執著於

尋找戲劇源頭。14年前，他帶著金枝演社從外台戲「胡

撇仔」的概念起家，一路由小劇場到大舞台再到環境劇

場；從莎士比亞的劇作追到希臘文明及悲劇，多年的創

作歷練，現在他更迫切想知道台灣人的戲在哪裡？《祭

特洛伊》之後他要搬演《山海經》。深受道家思想薰陶的

他，這次運用《山海經》裡的神話，結合仙道概念，在

作品中展現「人」的源生與化生，他希望呈現的是「台

灣神話在哪裡？」

台灣有神話嗎？王榮裕的答案是肯定的，他說：

「台灣是『蓬萊仙島』，是《山海經》裡的仙境。」他的演

員身著花襯衫，下穿夾腳脫鞋，操台語口白，整個舞台

「俗」到不行，加上他自小外台歌仔的體會，給人「台

客」形象，王榮裕聽到外界的感覺笑得靦腆，卻不避諱

地補充，自己其實也很「大中國」，「台灣文化對我而言

是多元且豐富，中華文化是台灣的母文化。」他相當自

豪地說：「我認同這塊土地，台灣文化的特色是什麼？

全然是思考角度的問題。」他要以台灣觀點來思考《山

海經》的意義，描繪出真正的「人間仙境」。

「仙境」是王榮裕創作主軸，雖然以古籍為基底，

卻不能完全仿古，於是仙境裡的時間無性，空間無限，

王榮裕讓自己的獨子王品果進到劇場裡實踐，他帶著兒

子王品果從劇團中體會人生，這次要在《山海經》中讓

他體驗「人」。一個平凡的現代小孩進入無限性的時空

中，宛如平凡的肉身落入無止境的輪迴裡，或者只是超

科技的世代無意間穿梭於小叮噹的「任意門」，一場場

神鬼獸交戰的神話交錯於劇場演區間，道、僧與人貫穿

整齣戲。整齣戲既不能仿古，就以「原」味為主軸，運

用古蹟劇場的環境風貌，舞台材料強調木條及竹等自然

風，裝置概念取材五行及八卦，因應《山海經》裡動、

植、礦物的形，皮毛、枝葉成為設計的主要概念。

王榮裕說，台語是中原古音，是此次演員唸白的

語言，再加上吟、唱等強化簡樸的調性。表演場地除了

主要舞台之外，還設計花道、樹叢，藉由四面演區的

概念將演出場域擴散，與觀眾全方位接觸，形成觀演交

融的面貌，是宇宙的大我制約小我，還是個我宰制大宇

宙？演員和觀眾一起走進劇場裡體驗導演對於「人」的

悟念。

「台灣真是仙境，在遠古還沒為這土地起名之際，

它就是中原人口中的『蓬萊仙島』。」王榮裕說，數百年

來，台灣幾乎不曾鬧過飢荒，台灣的富庶吸引所謂唐山

的祖先來此開墾，面對世紀轉折，社會、政治變遷所產

生的紛擾，他感慨很多，這段時間也有許多思考，他想

找到中原脈絡，對他而言，《山海經》要表達一種意念：

「台灣是一個人間天堂」，透過他的作品呈現，驅離古砲

台的煙硝味，讓觀眾隨著他在無情的世界裡找到一片有

情的天堂。

4 2008追求一場卓越的表演

王榮裕

王榮裕 金枝演社《山海經》
撰文⋯⋯王凌莉

金枝演社《祭特洛伊》。（攝影／陳少維）

王榮裕與兒子王品果。（攝影／李銘訓） 金枝演社《浮浪貢開花》。（攝影／陳少維） 金枝演社《祭特洛伊》。（攝影／陳少維） 金枝演社《台灣女俠白小蘭》。（金枝演社提供）

金枝演社藝術總監、導演王榮裕。（攝影／許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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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沛瀅經常會為她的作品編一個故事。　　　　　　　　　　　　　　 

約自1996年起，黃沛瀅開始使用瓦楞紙為創作材料，並逐漸發展出一

系列以「蔓延」為概念的作品，她藉由切割、撕剝與黏著的過程，組構出一種

具有結晶粒子的造型，這些結晶粒子彷彿像是有生命的細胞，可以不斷繁衍、

擴張，進而朝向一種未可知的規模一直「蔓延」下去。當這些無以名狀的「物

體」，大大小小地黏附在牆面、角落，或驀地從地面竄起時，更讓人覺得它們

似乎正以我們無法察覺的速度與方向，持續「成長」著。

於此，黃沛瀅的故事是這樣說的：「原本就是一種生命的牠，彷彿犯了錯

而被下了魔咒。幻化成某種形式化的模樣：原本溫柔的性格，得強裝剛毅；原

本自由的生長意志，得被箝制在既定的規格之中；而這一切唯有滿足了人類的

包裝與生活上的需求，牠才能贏得存在的價值，否則就得被遺棄。」（註）從具

有生命的植物，到經過工業程序製成的瓦楞紙，在原本的材質面貌消融之後，

一種新的材料——保溫管，其無論在色彩、造型，以及

組構的彈性上，都更為符合她接下來的創作需求，在黃

沛瀅近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這項新的素材扮演了吃重

的角色。

2007年的個展「小洋春」，是黃沛瀅結合了種種過

往經驗，所打造出的又一個異想空間。在這個展覽中，

依然可以看到那蔓延中的特殊「物種」，不過它們躍然

以鮮紅色彩出現，同時也不再僅是攀緣在壁面，更多是

群聚著漂浮在半空中，間或出現在那些有機物之間的鏡

面，其可映照的特性與在故事中經常帶有的隱喻，在在

為整個空間增加了神秘的質素。

無論在東方或西方的故事裡，都不乏一個類似的

情節，故事中的主角，走進了一面鏡子或是一幅畫中，

隨即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在「小洋春」的展覽空間裡，

除了隨處可見的鏡面外，在一方角落上，也掛了一幅鑲

著金框的畫，然而當觀眾信步走近，便會發現那其實是

在牆上打通的一道門，原來這正是一幅可以「走進去」

的畫。它像是一個時空轉換的渠道，只要一個輕鬆的跨

越，我們就從一個奇想世界走進另一個奇想世界⋯⋯

對黃沛瀅而言，在「生命」這個議題，所關注的顯

其既有的生命狀態也被忘卻，而被視為理當為人所用的

工業產品。但在藝術家一連串勞力密集的手工操持之

後，卻又被賦予另一種類生命的情狀，那些被禁錮的靈

魂，於是重新獲得了解放。

黃沛瀅的創作，始終與「生命」脫不了關係，不過

其作品所呈顯出來的，多半不是對現實世界的感知，而

是她腦中各種奇想世界的孕生。與瓦楞紙這項材質的遇

合，使她的創作從平面延展到立體，更逐漸擴充到整個

空間。2006年在台北市立美術館的個展中，黃沛瀅創

作了一件尺度龐大的作品——《流》，她用上萬片瓦楞紙

在偌大的空間裡堆疊出宛如迷宮的隧道，那些生活中隨

處可見的材質，經過解構與再結構的過程，被轉換成截

然不同的形貌，因而創造出一種既陌生又熟悉的情境，

伴隨著唯恐迷失其間的些微焦慮，我們可能在此異境中

頻頻打轉，卻也可能在頃刻之間重返現實。

在以空間裝置作為主要創作型態的背景下，使得

黃沛瀅必然得藉由展覽的機會，進行實驗與發展，因此

她的創作過程總帶著些許冒險性，不過對她而言，那

也像是一場場有趣的遊戲。在與瓦楞紙交戰許多回合之

後，她逐漸感覺到這項材質的侷限性，於是她又找到了

「異種」持續蔓延中⋯⋯
黃沛瀅創作中的奇想世界

註： 黃沛瀅於北美館個展畫冊中之創作自述。《黃沛瀅》，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6年4月。

然並非揭露什麼現實，而更在於擴充或逾越自我與觀者

的想像限制，她藉由各種材質與技術，營造了一個具有

特殊氛圍的空間，這空間裡多少帶著一些抽象繪畫的氣

息，彷彿說了些什麼，卻也並不明確，而那曖昧模糊或

意在言外的部分，就是創作者留予觀者的無限空間。

創作新星會

撰文⋯⋯秦雅君　圖⋯⋯黃沛瀅

黃沛瀅作品《源源》。

黃沛瀅個展「小洋春」展出一景。

黃沛瀅作品《流》。

黃沛瀅個展「小洋春」展出一景。

黃沛瀅獲國藝會補助記錄：2004-2期美術類創作、2007-1期美術類展覽

黃沛瀅個展「小洋春」展場一景。





34 35國藝會02 2007秋季號

不
論是坐上捷運淡水線，還是開車馳騁大度

路，台北人知道的，是仿舊金山的淡水漁人

碼頭、筆直大度路旁一望無際的關渡平原，獨特

浪漫的綠色稻田，對我們而言都只是路過的風景、

相機裡的記憶、快樂的時光，但在洪淳修的《河口

人》與《城市農民曆》中，淡水河口和關渡平原這

兩處台北的邊緣，是與生存搏鬥，農漁民真實體會

的所在。

洪淳修說，一開始對關渡平原的想像，「有觀

音山、淡水河，日落餘暉映照在稻穗上，那時直覺

想像住在這裡一定很浪漫」。等到在關渡當完兵，

單純地想開始紀錄關渡的生活，他才看到想像與真

實的差距。「進去之後接觸到這些人，會發覺是很

真實的生活，因為北投焚化爐在這邊，連呼吸的味

道都有戴奧辛，每天面對退潮時會發臭的河流，待

久了你就不會覺得浪漫。」

主，變成等待政府開發的大財團持有，雖然無償給農民耕種，但興建

捷運的廢土傾倒在關渡平原造成耕種的問題與污染，卻不被「地主」

所關心。而一旁就是關渡自然公園，是遊客假日休閒的好地方，但另

一方面俗稱「海鳥」的鳥類啃食阿郎種植的蓮藕，被海鳥啃食過的蓮

藕完全不能賣，阿郎也不能捕捉這些造成損失的鳥類，因為捕捉到保

育類鳥種會遭罰⋯⋯

洪淳修紀錄了兩個發生在淡水河口、關渡平原的故事。在《河口

人》與《城市農民曆》映演的過程中，觀眾的回響，以及透過部落格

連接、傳遞所造成的回應，在在說明這兩個現實生活，是大部份生活

在城市中的人未曾深刻了解過的，原來在田園風光及浪漫想像以外，

還有在惡臭與污染中，掙扎生存的現實。這除了對習以城市生活為中

心的台北人造成震撼，也間接點出了環境問題。只是不論是淡水河的

污染、關渡平原的開發或傾倒廢土，這些現況所牽涉到的社會結構，

以及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所衍生的問題，其實並非一個紀錄片或一篇批

判、倡議的文章，所能簡單道盡。

對洪淳修而言，紀錄片工作者比較像是觀察者和整理者，可以活

用的是取捨和組合。這兩部紀錄片的意義或許在突顯「影像」的價值，

提供一個樣本，作為討論的基礎與參照。「只是剛好我拍到的農漁民

台北人：河流、土地vs. 影像、記憶 

洪淳修與《河口人》、《城市農民曆》

議題有批判性，所以（片中）呈現批判性。我

自己認為，紀錄片是要比較大眾性的、能夠討

論，所謂的大眾性就是我們相處的場域、地域

性、時間性、歷史性有共通。」就像拍攝《河口

人》和《城市農民曆》這三年的時間，發現另一

種與城市截然不同的生活，這些影像說明了真

實的故事，故事就是觀點，而這個觀點，可以

與有著共同熟悉的環境、土地的台北人進行討

論。他舉例在片子於關渡自然公園及敦南誠品

映演過程中，邀請紀錄片中的阿郎與小朋友陳

楷元的座談、討論，或是請環保團體來示範，

怎樣把家庭廢油回收，做成肥皂，推廣使用苦

茶粉來減少家庭廢水的污染⋯⋯。而從這觀點

延伸出去，或許會有許多漣漪與回響，雖不在

洪淳修所預設的紀錄片的責任之中，但誰也不

能否定它們之後的眾多可能性。

洪淳修獲國藝會補助記錄：2006年紀錄片映演專案。

洪淳修坦誠自己對於影像的詮釋與熱情，或許出於一種

浪漫，認為影像可以連接土地的記憶、深化土地縱深的浪漫。

他想到小時候就讀光復國小時，火車冒著煙經過國父紀念館，

開進信義計畫區裡圍牆很高的兵工廠⋯⋯「也許十年、二十年

後關渡平原就會變成跟信義計畫區一樣，如果有一天可以用影

像跟下一代說，以前這裡有一個叫阿郎的在種田，也許會打

破他對這地方的想像，也許會讓他覺得以前這地方是這麼的特

別，這樣對土地的認知，就不再是金錢、商業交換而已。」

影像會建構人們對土地面貌的真實想像，這種建構是台

灣很需要做的。而之所以需要土地的記憶，或許是因為我們

都需要人與人之間的共通背景及交集，代與代之間有著可供傳

承、連結的生活軌跡，有了這些生活的回憶記錄，我們於是產

生了一個社會的認同與超越語言、共同的情感所在。

從《河口人》中看到一個發展受到都市化影響

的末代漁村中，陳萬生一家人如何面對受到污染難

以維生的淡水河，天真爛漫的小主角陳楷元要將死

在岸邊的魚放生，阿公、爸爸如何在談話中緬懷

以前比較好，感嘆他們既非都市又非鄉下的邊緣性

格，淡水河的清淤疏浚整治工程，卻造成河水更加

混濁，他們的重要漁獲鰻魚苗因而死亡等。

而《城市農民曆》中，當初是因為都市發展，

台北人都跑去工廠作工，而從屏東北上割稻的阿

郎，就留在關渡種田。久而久之關渡平原的農地易

撰文⋯⋯蘇怡如　圖⋯⋯洪淳修

創作新星會

洪淳修進行拍攝工作時的情景。

洪淳修進行拍攝工作時的情景。

左起一、二為洪淳修紀錄片作品《河口人》、三至五為《城市農民曆》之畫面擷取。

洪淳修《河口人》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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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四季，台灣接替上演著各類傳統與新興節慶，伴隨夏日熱浪潮湧而來的，便是

翻著搖滾樂浪頭的音樂節。今年截至目前為止，至少已舉行了包括正義無敵音樂

會、春浪音樂節、春天吶喊、墾丁春豔硬地音樂節、台客搖滾音樂祭、白色海洋音樂祭

⋯⋯等多個音樂節活動，其中大部分是以搖滾、電音為主要的音樂類型，主要的表演

者亦非主流偶像歌手，而是獨立音樂創作者或尚未出片的地下樂團。是什麼原因讓年輕

人願意頂著豔陽為一群沒見過、沒聽過的樂團搖滾吶喊？而原本只是地下暗流的獨立音

樂，如何藉由音樂節的形式，翻越主流音樂的界線，進入年輕族群的領地？ 

這個時代的青年失去了抗爭的對象與環境，獨立音樂與搖滾樂所隱含的獨立與反

叛性格，帶有一種符號認同，讓叛逆因子得以靠攏；而音樂形式本身，在多元文化環境

中，也不再帶有距離與艱澀。多年來累積的獨立音樂創作者與聽眾，原來零星散佈在不

同的光譜上，藉著節慶的形式得以聚集在一起，宣示其蓬勃的生氣。獨立樂團既增加演

出的實戰經驗，也在無形中進行音樂的交流與擴散。

而群眾參加音樂節，除了追求對音樂的嚮往，以及尋求對社群、非主流價值、生

活品味的認同以外，音樂節的活動氛圍，更是不斷吸引人參加的魅力所在。互異的音樂

類型與各個大、小樂團，依著行程表輪番上陣，各自綻放光亮。夏日夜晚徐來涼風，在

創意ABC
「創意ABC」代表的是一個跨域

的觀點、滾動的論述，與一種

美學的實踐。本專欄將透過系

列案例探討台灣當代有關藝術

（art）、商業（business）、文化

（culture）／創意（creativity）

／社區或社群（community）

三者之間交流媒合所碰撞出的

新文化課題。

搖滾熱潮vs.獨立態度

草繪這個時代的音樂節
撰文⋯⋯洪菁珮

1 台灣搖滾祖師爺團體濁水
溪公社（台灣音樂展演協會

提供）。

2 收容叛逆態度的搖滾音樂
節，年輕人也從中獲得群

體認同（台灣音樂展演協會

提供）。

3 海洋音樂祭觀星舞台前，
民眾坐臥在沙灘上，到了

晚上氣氛越發高漲。

4 海洋音樂祭活動第一天的
活動人潮。

5 7-ELEVEN於海洋音樂祭會
場販售攤位。

6 面向大海的國小操場。即
使天氣炎熱，大家還是撐

傘認真上音樂課。

7 洋溢純真氣息的小草地 2
年級的課程表（節目單）與

學生證（入場券）。

8 小草地福利社，販售周邊
設計商品與唱片，買到紀

念意義也填充了對活動的

認同。

1
2

3

4

5

7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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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灘、草地上隨意的或坐、或躺，喝著冰涼啤酒，你盡

可以跟著節奏又唱又跳一起吶喊，也能隨時離開，去逛

逛獨立唱片、飲食、創意商品等販售攤位。相較於在音

樂廳的正襟危坐，參加音樂節更像是在逛市集、趕廟會

一般，不受拘束且悠閒，十分符合現代人期盼的休閒方

式。只是原本非主流的獨立音樂節漸漸成為一個受大眾

歡迎的主題時，我們便見到各地不約而同的舉行類似的

音樂活動，品質亦參差不齊，幾乎跟所有一窩蜂現象類

似，等待時間去蕪存菁。 

於此藉著描繪以下幾個今年度舉辦的幾檔活動，

或許我們能夠某種程度勾勒出這些音樂節可能的形貌。

2000年起始的「貢寮海洋音樂祭」，因為參加人數

續創新高（今年創下單天18萬人的驚人數字），是近年

最受矚目的搖滾音樂節之一。大部分官辦節慶活動皆選 類型，並試圖凸顯搖滾與社會連結的精神，除於會前舉

辦座談會外，會場闢立「公共議題區」，包括台灣加入

WHO、蘇建和案平反連署、綠色公民聯盟搶救海岸線

等議題都可以在此設攤發聲。野台以邀請國際性的搖滾

大團為主要賣點，與其他以國內團為主的音樂節區隔，

今年度即使三天聯票票價攀升至3200元，仍有上萬搖

滾樂迷買票入場。只是，為了維持主辦單位的主導性與

商業利益，國外團體的節目比例偏高，忽視國內樂團，

亦招致不少獨立樂界的議論，質疑「野」、「台」精神是

否尚存？

海洋音樂祭是某種程度的極大化，野台走的是兼

顧多元與商業的路線，由默契音樂主辦的「草地音樂

節」（小草地二年級）區隔出的音樂類型、活動主題及

設計包裝上，則又更加鮮明。小草地強調 indie pop，

風格走輕質、自然的路線，帶著草地學生證入場，好似

小學生去上音樂課一般。相對於前兩者，小草地沒有政

府資源挹注，場地小、人數少、沒有超級大團演出，因

而票價也低，只是著眼於周邊商品、唱片銷售等附加價

值，亦能帶來相當的間接經濟效益。2007年的小草地

二年級在宜蘭大溪國小舉行，操場的舞台正對龜山島，

如果累了便可進海裡衝浪玩水，具體而微的活動內容，

巧妙地結合自然風景。不管是音樂類型或是活動調性，

很有一種尋求簡單自然的樂活味道，也因此遠離城市的

小草地，反而凸顯出都會個性的本質。

上述的三個搖滾音樂節清楚掌握核心價值與主體

定位，塑造出各自的獨特性格。獨立音樂節的對象雖然

小眾，但無論是表演者或參加者，都充分投入與樂在其

中，音樂的分享和互動所散發出感染力，再透過活動

設計與生活體驗的轉移，讓獨立音樂從小眾慢慢走入大

眾。從產業面來看，在文建會揭舉設立三大流行音樂展

演中心、致力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此時，獨立音樂經由

節慶形式連結產業鍊中的各個節點，走入商業機制，似

乎可見展演產業化的可能，音樂產業因此受到連動，無

論是生產者或消費者，也必定產生一定質變與量變。而

台灣獨立音樂節隱含的精神，與其所帶來的解放與想

像，應該能作為其他小眾藝術與展演活動的參考，試圖

去尋求更多的可能性，走出形式的框架，在泛美學化的

時代中，找到多樣與觀眾建立關係的形貌與方法。

擇以地方特色、傳統文化或是精緻藝術為主題，台北縣

政府卻罕見地投入千萬經費支持年輕的非主流文化（但

也必然的與貢寮在地性脫鉤）。值得讚許的是，官辦並

沒有扼殺活動的想像力，搖滾依舊生猛夠力，執行細節

的精緻度逐年累積，競賽獎項也在搖滾樂界樹立了一定

的指標性。

在政府的資源支持下，海洋音樂祭對於提高獨立

音樂能見度功不可沒，只是多了攜家帶眷鬥熱鬧的觀

眾，小眾的搖滾味被稀釋，真正的搖滾迷反而被擁擠的

人潮嚇得興味喪失。7-11（統一企業）看中高曝光與經

濟效益，大舉投入贊助，行銷活動效益雖高，但每年

佔領的販售區位與宣傳也越發擴大。海洋舉辦至今，雖

然獲得了高參與人數的免死金牌，但必須思考的是政府

主辦活動的任務與海洋的獨立精神是否存續，否則只剩

下活動發包的公務程序，以及在商業宰制下漸失的主體

性。

除了官辦形式，若是設想獨立音樂活動如何自給

自足、往產業模式前進，或可將鏡頭轉到「野台開唱」。

野台掛名的主辦單位雖歷經更迭，但主要策辦的核心人

物卻能傳承與延續，這個12年前北區大專搖滾聯盟時

代的學生活動，發展至今已是一個經費規模上千萬的大

型音樂節。野台經費來源包含門票、政府單位補助與企

業贊助，雖然牽涉的公私單位眾多，卻能巧妙的維持平

衡，保有一定的獨立性。在上下游產業尚不成熟的環境

中，運作這樣大規模的活動，野台藉著聯合其他音樂組

織共同策展與小單位發包的方式來突破瓶頸。

在今年的活動中，野台八個舞台區呈現多元音樂

因演出時全裸而遭罰的日本團「銀杏BOYZ」（台灣音樂展演協會提供）。

搖滾吶喊的氣氛，參加者獲得群體的歸屬感

與情緒的釋放（台灣音樂展演協會提供）。

野台開唱今年在中山足球場新增活動最大的「道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