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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時代的全球華人藝術網
與《藝週刊》

專訪林株楠先生01
台灣藝文界，提起林株楠先生，大夥都不

會陌生。林株楠除了是一位戮力於創作的藝術家，

同時身兼財團法人錦江堂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台中市書

畫美術人員職業工會理事長，以及全球華人藝術網負責人（圖

1）。對於前者，作為藝術家的身分，林株楠擅長以抽象的筆墨

線條，再三地衝擊觀眾的視野，帶來深刻的印象（圖 2）。在畫面之

外，另一股經林株楠之手發動的衝擊力，同樣無法忽視，正來自於他

的第四個身分—全球華人藝術網負責人除了是一位戮力於創作的藝術家，

同時身兼財團法人錦江堂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台中市書畫美術人員職業工會

理事長，以及全球華人藝術網負責人（圖 1）。對於前者，作為藝術家的身分，

林株楠擅長以抽象的筆墨線條，再三地衝擊觀眾的視野，帶來深刻的印象（圖

2）。在畫面之外，另一股經林株楠之手發動的衝擊力，同樣無法忽視，正來

自於他的第四個身分—全球華人藝術網負責人

本文將由宏觀歷史的角度說明，塑育人類文明的推手，正來自人與

物關係的時刻變化。二十一世紀的我們處在電腦、網路普及後的數位

時代，已然為傳統的 ｢" 物 "帶來前所未有的質變。由質變的角度觀察，

林株楠手下主持的全球華人藝術網、雙週發行的藝週刊，實已然衝擊

了我們對於傳統藝文的視野，帶來全新的氣象！ 



圖 2，林株楠之畫作《晨曦》，取旭日初昇之景象。旭日在山巒後的遠方升起，射出源源不絕的日光，

穿過層層山巒，行經處，驚動了山中棲睡的鳥禽，為萬物來勃發的生機。｢ 生機 ｢ 是一種自內而外的突破，

無法以現實的表象框限，《晨曦》抽象的筆墨線條出之，藉大幅度黃與白配色，連結至遠古的卵生神話，喚

醒觀者位於潛意識中的深層記憶，再現生機。

一、從有形走往虛擬的時代脈動

年代學（Chronology），作為確定歷史事件發生的科學方法，是我們掌

握歷史脈動的間架之一。 除了傳統朝代的興亡與歷代帝王的演替之外，古代

學者中亦有留心物質文化的演進次序，藉人類使用的各項物品，探問時代的

之消息。《越絕書》卷十一《越絕外傳寶劍紀》第十三載胡風子對楚王言：｢

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至黃帝之時，以玉為兵……。禹穴之時，

以銅為兵……。當此之時，做鐵兵，威服三軍。｢ 



圖 3，全球華人藝術網之商標

胡風子以為自黃帝以來的古

今英雄，無不掌握了由物質由量

變以至質變的秘密，由石而鐵，

軒轅至大禹等人對於功績，正在

於他們開發了新材質，成為歷史

上舞台的重要籌碼。因此，在朝

代的興亡以及歷代帝王的演替背

後，可知尚有一股物質的力量，

遠超乎當事人的掌控之外，等待

有智者前來發動。

過去胡風子述及的石器時代、銅器時代，以至鐵器時代之次序，

業經考古實證為可信；加以今日吾人對於人類文明發展了解的程度

體會益深，總算我們得以評估，上述人與物的互動關係，所產生的

力量，之於文明發展的意義。於是乃有了石器時代的農業革命，至

十八世紀以來，由機械取代人力肇生的工業革命。特別是後者，工

業革命一併帶來了諸如 ｢ 工時 ｢、｢ 工資 ｢ 等等嶄新的詞彙，在具象

的世界以外，憑空創生出另一個虛擬的世界，其中很大部分皆指向

個人對於時間的感覺。精準掌握具體的貨幣與抽象的時間，乍時成

為新一代的決勝關鍵。





圖 4，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由全球華人藝術網發行的《台灣百年藝術家傳記電子書》。是書串聯

起台灣藝術史與藝術資料庫的連接，讓世界得以一睹台灣百年藝壇風采，為美術發展史再添新的里程碑

圖 5 ，2013 年七月新近發行的電子雜誌《藝週刊》。以朱銘美術館為例，關心 ｢ 文創產業在台灣 ｢。

已有八年歲月的雙週刊電子雜誌 (e-Art magazine) 至今已經到了第 151 期，經過嚴格摘選的好文首度在此發

表，讀者可以即時閱讀到國際､在地關於藝術新聞的第一手消息；此外，多功能雲端服務，讓所有藝術開店､

藝術拍賣 ､ 藝企合作等美好事件，真實發生。閱讀習慣正悄悄改變，即使是免費下載，只要能抓住讀者的眼

球和閱讀習慣，也能創造品牌力和影響力。



二、再現藝文生命 全球華人藝術網

今日資訊透過網路傳佈，伴隨智慧型手機、高速網路的便利，科技

與載體的媒合，帶來驚人的閱讀經濟效益。我們處在資訊取得便利、

資訊 ｢ 爆炸 ｢ 的今日，如何有效篩選有價值的資訊，儼然成為另一股

時興的閱讀經濟學。

網路使用者同傳統的讀者一樣，皆渴望在閱讀模式改變、訊息流量

大增的同時。一如傳統書籍兼顧內容本身的深度、要求具獨特觀點的

報導，特別是針對藝文活動，這一類因為數位時代來臨，成為近在呎

尺的現象。儘管我們只能透過電子屏幕晉身參與，然而網路世界中不

存在線性時間的特質，往往允許一場好的展演再三地重現，那麼一場

好的報導，可以說在網路的世界裏頭，決定了藝文重現的生命！而我

們如此在乎藝文的生命，其實正反映了在數位時代下，讀者更希望了

解藝術、親近藝術，渴望一個具有深度的報導。  

    



在台灣，林株楠先生作為藝文產界，首先發展雲端商務的前驅之一。

2004 年三月，林株楠首創全球華人藝術網，以無遠弗屆的網路，整合

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二大領域，以化零為整的概念，結合應用程式 APP

系統，打造「一朵文化資訊雲」，回應了當代網路使用者的需求，讓藝

文在此重現，獲得生命力與價值，同時加快台灣藝文匯整的速度感（圖

5）。

在取得優質資訊方面，全球華人藝術網同時串聯有全台二十三個文

化局，各大博物館、美術館等藝文展演活動，以及集合各領域，學有專

長的特約記者成立 ｢ 藝家族 ｢ 團隊，定期撰文發稿，協力合作，打造全

球華人藝術網成為全台藝訊最完善、豐富的資訊平台，在收發與傳遞之

中，與網路使用者對話。林株楠進而指出，以全球華人藝術網作為與網

路使用者對話的資訊平台，其旨在落實「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精

神，盼望透過這朵「文化資訊雲」，永續經營台灣未來的文化養成環境

（圖 6）。



圖 6，《藝週刊》結合應用程式 APP 系統，打造「一朵文化資訊雲」。為積極開闢年輕族群，同時讓藝

術更普及、更具穿透力，《全球華人藝術網》已全面結合「Google Play」雲端商店，網站整合高資訊流、影片、

音樂、電子書、應用程式等各大服務，打破傳統閱讀方式與藝文資訊被動呈現方式，欲引領藝文產業走入「雲

端」科技的市場，創造文化產業與科技藝術新標竿，帶領全臺走向「科技 x 藝術 x 人文」接軌國際的超未來

新趨勢

圖 7，現今人手一機的 e 世代裡，只要你透過一台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數位相機、等科技載體，便

可以將最立即的藝術訊息，發表在《全球華人藝術網》「藝評人專區」與「藝週刊 – 投稿專區」，同時結合

「全球藝文消息」、「多媒體影音專區」兩大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資訊流平台，達到「人人關注藝文界，全

民皆可為記者」的境界。我們可以說，藝術結合雲端不只讓科技更加貼近人文生活，亦同時全面改變藝術的

資訊價值

三、《藝週刊》—

                厚植台灣競逐國際舞台的                                                         "軟實力"

 在成功打造全球華人藝術網為全台最大的藝術入口網站後， 林株

楠於 2008 年十二月推出了首期的《藝術電子雜誌》（圖 8）。作為全球

華人藝術網發行的雜誌刊物，林株楠發刊詞中謙虛地表示，這是為了環

保，是近年來節能、減碳運動的一環。今日站在時代的高度上，重新審

視 08 年《藝術電子雜誌》之發刊詞，除了向為藝文界視為電子書的代

表作之一；《藝術電子雜誌》隨網路進入使用者的電子信箱，這一個單

憑滑鼠點擊即能完成的操作，它已在食指開闔的收放間，無聲地宣示了，

數位革命悄然進入藝文界的消息。 



 值得一提的是，《藝術電子雜誌》更在虛擬的網路之外，巨力衝擊

的傳統的畫廊生態。在數位時代下， 改寫了過去藝術經紀人與藝術家

間的互動關係，新一代的畫廊，終將因網路資訊的傳佈走往更大、更開

放的全球市場，堪比十六世以來由於白銀輸入後，走往世界的中國。迄

2008 年來，華藝網與電子雜誌結合，其間竄流不息的商業脈動，大幅改

寫了當代人的藝文視域。

換言之，《藝術電子雜誌》作為台灣首創藝術電子雜誌的先行者，

藉由數位科技，突破了有形的載具限制，發行量無上限、版面頁數無上

限、在網路世界中突破人為的政治疆界， 由傳統書籍著重的量，走往

虛擬、抽象的質，化身為一種隨時隨地的閱讀，其迴響自是一股穿透力，

一通有效性的文創行銷管道。

2010年五月，《藝術電子雜誌》自第53期起，正式更名為《藝週刊》

（圖9），轉型後的《藝週刊》，新增藝新聞、藝術投資、藝言堂、藝思維、

藝企合作等五大專欄。藝新聞專事報導近期最新的藝文時事，或本期雜

誌主打的藝文訊息；藝術投資專事報導近期藝術市場之動向，藉特約記

者敏銳的筆觸，帶給讀者第一手的目擊報導；藝言堂，提出藝術的多元

觀點，豐富台灣文化內涵；藝思維，以特展、演出等藝文活動為主題，

爬梳其脈絡，分析策展人與表演者的 ｢ 藝思維 ｣，帶領讀者像 ｢ 藝術家

一樣地思考 ｣；藝企合作，報導企業與藝文媒合的大小成果，發掘在單

向的贊助之外，更多值得關注的合作模式。在商業氣息之外，《藝週刊》

藉各大標題蒐羅網路使用者至全民，對於藝文的感覺，秉持多元開放的

立場，邀集全民共同關心此事，塑造台灣文化之新風貌。



作為《藝週刊》發行人的林株楠先生，回首向來，五年來投入的物力、

人力，這些銷擲在虛擬的網路中的成本，經網路非線性的時間無斷地累加，

早已不可計數！著手創辦的最初，單憑的是熱情，今日熱情終隨時間消化

為一股宏願。林株楠由衷盼望，此舉得為台灣文化注入另一股來自數位浪

潮的活水，為台灣站上國際舞台發揮強大的 ｢ 軟實力 ｢ ！ 





左至右，圖 8、圖 9

圖 8，林株楠於 2008 年十二月推出首期的《藝術電子雜誌》。作為全球華人藝術網發行的雜誌刊物，

除了向為藝文界視為電子書的代表作之一；《藝術電子雜誌》隨網路進入使用者的電子信箱，這一個單憑滑

鼠點擊即能完成的操作，它已在食指開闔的收放間，無聲地宣示了，數位革命悄然進入藝文界的消息

圖 9，2010 年五月，《藝術電子雜誌》自第 53 期起，正式更名為《藝週刊》。《藝週刊》以「藝術即

生活，生活即藝術」的精神，針對市場趨勢，每一期以一個專題為主軸，亦定期專訪各界的專家、學者、企業，

邀請該領域代表人物對談，冀望從藝術分享的角度出發，致力於喚起民眾對於藝術的美學感知。除了人物專

訪與報導臺灣各地的藝文活動之外，更加入了文化創意產業專題、時尚設計、科技與生活，讓臺灣文化能夠

透過創意行銷的概念，展現更多元且豐富的面貌；同時亦透過公共藝術、藝企合作方面的專題報導，並將主

題擴及人才培育，讓藝術的人文內涵扎根於教育，收割屬於臺灣獨特創意精神的果實。

圖片來源
圖 1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589307351091944&set=pb.100000380538745.-

2207520000.1375684711.&type=3&theater(2013/8/5)

圖 2 http://sales.artlib.net.tw/albums/20070718li_chu_nan/li_chu_nan_1600_004.jpg(2013/8/5)

圖 3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329677250388290&set=a.151291054893578.24919.

100000380538745&type=1&theater (2013/8/5)

圖 4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549259931763353&set=pb.100000380538745.-

2207520000.1375685922.&type=3&theater(2013/8/5)

圖 5 http://artnews.artlib.net.tw/emagazine/130724Vol150/#/0(2013/8/5)

圖 6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635240763152610&set=pb.100000000753878.-

2207520000.1375686720.&type=3&theater(2013/8/5)

圖 7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598692080153471&set=pb.100000380538745.-

2207520000.1375686767.&type=3&theater(2013/8/5)

圖 8 http://artnews.artlib.net.tw/enewsletter.php?newsletter_id=149&year=2008&month=06&year2=

2008&month2=12(2013/8/5)

圖 9 http://artnews.artlib.net.tw/enewsletter.php?newsletter_id=205&year=2010&month=05&year2=

2010&month2=05(2013/8/5)







文 .  巧翎

請用手機掃描『藝術家專屬導覽 QRcode」

科技改變藝術 

更貼近生活 



當社群網絡時代來臨，訊息的傳遞方式與創意開始轉變，同時也讓

藝術的參與者從個人增加到群體，並且透過群體的持續參與，讓藝術

在科技的輔佐下打破所謂的距離。

當全球華人藝術網開發「藝術家專屬導覽 QRcode」平台開始進行

多元化發展，即可藉由網路的資源共享及社群媒體等……，為具原創

性的藝術呈現開拓出無遠弗屆的平台，藝術成為一個低門檻的普遍標

的，也隨之帶動並延伸出許多藝術的表現形式。網路的發展除了帶動

藝術的多元性，同時也改變了人類文化的產出方式，以「娛樂」的模

式傳遞內容，這將會是下一世代體驗藝術與文化的主要媒介與途徑之

一。



藝術家專屬導覽 QRcode 作為一種連接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持

有者與網頁資訊的媒介，能夠在第一時間利用智慧型手機或是平板電

腦直接讀取網頁，省去許多資訊獲得的時間。全球華人藝術網嗅到

QRcode 這股商機，發想出以 QRcode 結合旗下的畫廊、藝術家、藝術

品等項目，推出一系列的藝術家專屬導覽 QRcode，讓 QRcode 能在網

路上精準且迅速地幫助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持有者了解藝術相關資

訊。

透過 QRcode，可以連結到藝術家介紹、作品介紹、作品詢問和語

音導覽四大資訊，創造出一種即時分享和即時查詢的價值。網頁與網

頁彼此交雜，只會在方便迅速的旗下大玩瑣碎的跳頁遊戲。

如果您是藝術家，那您會需要全球華人藝術網的藝術家專屬導覽

QRcode，讓您的作品透過 QRcode 讓更多人讀取，增加曝光機會；

如果您是藝術愛好者，那您更需要全球華人藝術網的藝術家專屬導覽

QRcode，它減少很多繁瑣的網頁讀取，讓您可以直接一手掌握所有資

訊。





全球華人藝術網長年致力於藝術領域和跨界的媒合，透過「藝

術家專屬導覽 QRcode」的創新經營模式，與藝術家和藝術市場共

同成長。全球華人藝術網已有 4500 多位優質藝術家的作品展示，

只要藝術家向全球華人藝術網申請 QRcode 貼紙，即可在個展或是

其它展覽時，讓更多人利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迅速達成了解所

有詳細資訊的目標。

全球華人藝術網本身擁有的雲端資源已經相當可觀，現今還可

透過藝術家專屬導覽 QRcode 成為貼近藝術的最佳工具，使藝術家

專屬導覽 QRcode 成為全球華人藝術網的藝術識別。

如果您是藝術家，請跟我們聯絡：04-23753250。
我們將為您免費服務，將你的作品、簡資歷、規格、行情做成

藝術家專屬導覽 QRcode，讓您成為全球華人藝術網的藝術家揚名

國際。







2013
「臺前」劇場服務培訓課程 &

                  對前台工作的淺見 - 前篇

《臺前幕後 劇場全包》

本次培訓課程的正確名稱實是「2013 臺前幕後劇場服務培訓課程」，

由台灣劇場技術協會（TATT）與國光劇團合作開辦，基本上是分為「臺前」

前台班和「幕後」後台班，以「共同課—專業課—實習課」的方式完成研

習。共同課是為兩班一起，講授臺灣表演藝術的概況、目前演出製作的

組成、劇場概論以及劇場安全等基本知識，之後進入專業課才兩班分開。

筆者參加的是前台班，故本文將主談「劇場服務」的層面。

筆者目前是戲劇所研究生，除了學術課程之外，在學校每學期的製作

課裡都是擔任行政工作，目前是累積了兩年的學校或業餘實習經驗。我

必須說，在從事劇場行政實習的過程中，有一些漫長和矛盾的心路歷程，

也有諸多對於這份工作在產業定位的懷疑，本文並不打算贅述過去的經

驗，只以與課程相關的所見做初步的討論。

文 .  湯曄



《我們總是忽略「基礎」》

由於課程著重在前台服務，其角度也多是從場管出發，這與從劇團或

演出單位出發的服務即有些不同。同樣是服務觀眾，場管並不能完全掌

握演出的狀況，也對演出的前製作業，即「執行製作」的前置工作並無

太多了解。場管前台掌握的是「現場」，也就是從整個製作的高潮處「演

出」切入，其最重要的工作對象，是享受表演的「觀眾」，並能以其對

場地的熟悉度，做最適切的動線規劃。

這是一個非常基礎的概念：前台服務是藝術的「服務業」。但在筆者

過去的經驗中，前台服務實際上常是附屬的部分，尤其演出單位經常都

是招募臨時義工來擔綱這樣一個重要的「對外」工作，臨時義工多為免

費看演出，或是對劇團熱愛而報名，甚至有時是請親朋好友來支援，如

此一來，經常是人情大過於專業，也難以要求服務品質。

目前有些大劇團有自己培訓的義工，到演出前台時確實比較能照顧到

觀眾的需求，但是只能招募臨時義工的演出單位，到演出時就必須與場

管相配合，這當中當然還有雙方的協調程序，但這已顯示對前台服務專

業的要求日趨提升，前台與演出本身已是密不可分。



服務業在面對客戶之前，首先要了解自家的產品；前台服務在迎接觀

眾之前，也必須對於劇場知識有透徹的了解。在這樣一套研習課程裡，劇

場藝術本身的特質是什麼，服務流程架構等等，都是重要的功課。筆者

認為課程最核心的，是講求心態的準備。所有的工作都必須建立認同感，

前台服務能夠建立的認同感，其實就是對「現場」的處理。

李慧珍老師提出一個看法：「都要做出差別，差別就是價值，有你沒

你的差別。」許多的瑣事人人都可以處理，但要做得漂亮，讓觀眾感受到

服務的誠意，進而為整個演出的表現加分，這卻是一門需要實踐的學問。

我們需要面對的是形形色色的觀眾，你要讓自己盡可能萬能。

建立於短時間的人與人關係，這其中的印象儀態，都是講師一再提醒

的重點。簡練而不失大方的招呼問候，學員演練起來常是緊張而拘謹的，

因為你必須從容不迫的行走並保持笑容，並能迅速掌握觀眾的需求，這

是需要練習的，甚至你要準備一套標準的話術，以尋求準確的資訊傳達。

愈是熟練於流程與場面，將能離優質服務更進一步。

《技巧報你知 修行在個人》



另外在票務和遇災處理上，則是兩個難得以課程講授的環節。票務不

只是一張憑證或票房的收入而已，在前台，它考驗我們對場地及演出的認

識，並能夠控管觀眾的進出，以維護安全及品質；遇災處理方面，前台

必須是最可靠的引導，讓觀眾能夠安全無憂。這在筆者的戲劇系教育中，

幾乎是以實作學習，但總是盲目摸索，未能見一套完整的課程訓練。本次

培訓突出並加強這方面的知識，可以說讓有志於劇場服務工作的學員們，

有更多細緻的體會。

實習課程是這個研習的亮點，這讓課程不只是如講座般聽過即忘，而

是真正與觀眾面對的大好機會。在國光劇場進行服務工作，將課程提點

的溝通、態度和專業知識應用於其中，這比起單純的義工有更多對細節

的注意，同時也注意到自己的不足，並記取教訓，增進各方面的資訊，

在下一次的觀眾前來時，你比上次更好，更有自信也更有誠意。

如果說對未來課程有什麼樣的期待，筆者認為還是要連結「前台服

務」與「執行製作」或「藝術行政」的工作層面，因為課程較著重在場

管的角度，想必與劇團運作的觀點會有不同的對照，這在實習課的演練

也確實是一個可以再補足的部分，我們更了解劇團或演出單位的需求，

可以讓工作目標更形一致。未來在場管的介紹，可以更多地講述臺灣目

前各場管狀況，包括設備、制度等等；與劇團協調方面，能夠邀請劇團

的行政或前台經理做講師，以達成產業裡更為牢固的鏈結。

 



TATT 與國光劇團為引領新世

代進入劇場工作而設定實用的教

學目標，對於將要走進專業劇場

的學員們，不只是夢想的起點，

而是一次難得的訓練。這樣一趟

培訓下來，我們將重新看待劇場

本身，夢想與實際的綜合體，是

需要多少人員的配合才能呈現一

次趨近完美的演出？你怎麼看待

自己投身藝術？當劇場服務也歸

納在演出整體時，我們將對這項

工作重新定位，並試圖尋求它與

劇場其他工作的平等性與價值，

方能讓這項產業更健全。

《肯定人才培育 專業更上一層》



「前台服務」的工作，筆者是將之歸於「執行製作」工作的一環；

當然在與「執行製作」相類的工作職稱中，尚有「藝術行政」的名詞。

如果讀者有機會到國藝會等的藝術徵才看板瀏覽，將可見這些職稱當

中，有許多工作項目是重複或大同小異的。「藝術行政」本身並不限制

是哪種藝術類別，而在表演藝術當中，像是劇場，確實是有「執行製作」

的位置。

由於影視產業亦有「執行製作」，筆者在此僅討論劇場工作的「執

行製作」。這個位置，簡單來說，只要不涉及編、導、演和技術的事務，

均歸執行製作的職責範圍，在學校或小型劇團裡是如此，到大型劇團時

會再有一些細微的分工，像是財務、公關和宣傳各自專責。執行製作的

上面通常還有「製作人」，但製作人本身並不完全是由執行製作上去的，

所以暫先不論。所以在劇場的行政裡，就是根據劇團大小，來決定行政

事務是可一人一手包辦，或是需要編列一組分工。

《肯定人才培育 專業更上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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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湯曄



這樣的工作要有如同作品集或照片來敘說並不是很容易，因為它和

一般行業的行政以及服務業比較起來，在工作形式的概念上差別不大，

真正關鍵的不同是在於內涵，也就是產品是表演藝術，在行銷表演藝術

作品的過程中，執行製作是必須擁有相關的背景知識，同時要以獲得外

界贊助來維持一檔戲的製作，也不完全是純商業的利益交換；到了前台

服務時，產品已然售出，顧客則是來到劇場享受產品的成果，此時的「服

務」已非為獲得顧客的消費，而比較像是售後服務，當然也並不完全等

同。

於是如此的差異使得目前在產業的劇團並不是特別重視前台服務，

因為前台服務已經是票券售價的步驟之後了，劇團與觀眾的契約關係早

已成立，前台服務便如附加的工作而已。筆者日前曾與一位劇團的行政

總監請教過，她表示自己劇團的主創者就認為前台服務只需要朋友或志

工來幫忙即可，何必多花錢請人？這除了顯示劇團經營在經費上窘迫之

外，有限的經費在使用上，前台服務或甚至行政項目永遠是最先被縮編

的。同時也表示前台「亦是一種服務業」的觀念並未真正在產業當中建

立起來，劇團自然是希望觀眾都能好好享受作品，對前台會有一些基本

的接待要求，但又不完全重視這個工作項目的獨立性；劇團只需要前台

完成基本的任務即可，前台本身的專業度如何並沒有標準可檢視，也不

被關注。



國外的前台服務情形如何，筆者目前手邊並無相關資料，但可略就

國內學術研究中提到的外國文獻來觀察。梁雅婷在 2011 年國立中山大

學劇場藝術學系碩士論文《表演藝術演出前台工作手冊建構之研究》曾

提到：「如 Griffiths(1982) 認為，參與表演藝術時，觀眾體驗的不

只是節目本身而已，他們更多的滿足來自於前台的許多細節，像是效率

高的點心服務、方便選購的節目冊、服務周全的劇院人員等。」這樣的

一種觀念在本研習課程裡，經常為講師群一再提及，這點亦顯示了國外

對前台人員的認知，在國內已為場管經營的工作者所注意，由於專對場

地進行管理，完全是行政考量，服務的觀念較能建立，也能在對場地的

熟悉了解上建立 S.O.P。

如果說場管對前台的要求，是已然將「建立觀眾愉悅的劇場體驗」

維繫在一起，那現在產業裡所要加強的鏈結，是劇團 - 前台與場管 - 前

台的合作關係。通常一個演出的前台人員，會是劇團派出的人員與場管

本身的人員共同組成，必須共同處理各種動線、票務、週邊商品及觀眾

需求等等，這當中經常涉及劇團因為作品或理念，希望觀眾可以有更舒

適的觀戲經驗；場管固然亦是如此，但為維護場地本身的安全性及既定

的制度，會與劇團意見相左。舉例而言，通常演出遇到颱風來襲，會因

為安全問題而取消，但是講師曾碰到劇團不願意取消演出，因為票券已

然售出且有檔期考量，堅持非演出不可，同時場管方面人員，因為風災

關係多數已解 call 休假，無法再回到場管值班；這樣的情形兩方面就

必須溝通，最後的解決方式是場管方面兩位主管自己臨時值班，並要求

劇團必須派遣更多前台人員做支援，以使表演能夠順利進行。



這個例子顯示了劇團與場管有認知上的歧異，同樣都是為了給觀眾

最佳的劇場經驗，劇團希望履行與觀眾的合約，不因延期或取消而影響

觀眾的權益；場管則因為安全問題，既要保護觀眾，也要確保場地工作

人員的平安，制度上實應取消演出。這樣的立場問題在一般狀況的細節

上也有溝通協調的空間，像是觀眾進場的座位安排，劇團希望觀眾自由

選擇，場管會因為遲到觀眾可能影響已然進行的演出而主張從一開始即

「由裡坐到外」，或是設計「保留席」；節目本到底是由劇團前台負責

向觀眾做介紹，還是場管前台也要一同參與？這當中種種「各為其主」

的考量，都必須在「為觀眾著想」的最大前提下，進行溝通協調。

這也是我在前文當中對課程所做的建議，也就是兩種前台的對應性

認識，讓學員可以在課程當中了解，身處不同的立場，該如何理解對方

的思維？這不單單只是一門課程學習，事實上產業當中劇團與場管之間

的交流，除了每次演出的交涉，舉辦演講、座談會、研習甚至研討會，

都是可以讓兩方面的人員發表看法、分享實例的交流方式，而一個主辦

此類活動的單位，在前台服務的觀念上要有全面性的認知，因為像國光

這樣的單位，在不同的演出中，有時是劇團，有時是場管，相信在前台

的立場上會有豐富的感受。



對有志於劇場的劇場人們，當要完成一部理想的劇場作品，必須先

理解作品的完成有賴於團隊合作，作品的推廣有賴行政的配合，而在最

後的演出環節，觀眾對整個演出的評估，已然將第一線的前台服務包括

進去，形成一個整體；故對於劇場行政的重視度應該要更加提升，並視

之為專業、平等而獨立的位置。前台服務亦是一個劇團演出必須規劃好

的制度，而不僅僅只是接待取物而已，它所能帶給觀眾的，除了態度，

亦是劇團的品牌形象行銷，可以決定觀眾的「下一次」是否回流。筆者

曾請教的劇團行政總監，以她多年的專案管理經驗告訴我：「留住老客

戶，比開發新客戶更重要。」而她希望可以帶著這樣的理念到劇團的經

營當中，以能使行政工作與前台服務更形提升，也增進劇團的專業形象。

國光所舉辦的研習已經在前台服務的一個面向努力，有的劇團也正

在對這方面的人才做培育，筆者認為這種來自產業本身的覺醒力量是值

得發展和觀察下去的。這是學校教育無法達成的成果，因為它有賴實戰

經歷，光以理論並不能進入核心，而且學校與產業的要求標準也不同，

不能一概而論。我們將期待產業自身的力量，尤其是從事行政工作者對

此項職務的要求，推展更多制度建立的可能性，並拉抬自我認同，對於

產業體質提升的同時，也能夠意識到行政工作對於劇場的貢獻絕不亞於

創作本身。 







文 . 林珮芸

藝文空間的經營
與管理 -

以宇禾空間設計
老屋改建為案



本文分為兩篇刊登

藝文空間的經營與管理 -

            以老屋改建為案例 ( 上 ) 

世 界 設 計 之 都（World Design 
Capital， 簡 稱 WDC） 是 國 際 工 業 設

計 社 團 協 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ocieties of Industrial Design， 簡 稱

Icsid）所發起的全球性活動。WDC 的徵

選每兩年進行一次。每次皆是由專業的評

審團，從眾多申請的城市中選出最具有

典範意義的一座，將其命名為世界設計

之都。至今獲選為世界設計之都的城市

分別為 2008 年義大利杜林（Torino）、

2010 年韓國首（Seoul）、2012 年芬蘭

赫爾辛基（Helsinki）、以及 2014 年開

普敦（Capetown）。評審團將這些城市

評選為世界設計之都，不僅僅是因為這些

城市積極打造適合設計產業發展的環境條

件，更是因為這些城市懂得運用設計思考

（design thinking），針對城市所面對的

重大發展課題，提出令人欽佩的解決之道

（solutions）。每一座世界設計之都，都

懂得運用創新創意的方法，去追求城市發

展的願景。而臺北市積極申辦 2016 世界

設計之都願景，精神為 : 打造具有設計遠

見的城市



以上資料引自臺北邁向世界設計之都 

官網 http://www.taipeidesign.org.tw

2013 年的台灣城市

很熱鬧，不只跟上世界設

計之都的浪潮，各地縣

市政府也將「老屋再生」

的成果視為政績的重要指

標，看似一片轟轟烈烈的

嘉年華思維背後，是否真

正解決都市問題與文化保

存的目標 ? 歷史老屋開放

為民營咖啡廳是唯一的路

嗎 ? 老屋真的有保存的價

值嗎 ? 當人們堅持保護老

樹與古蹟時，是否有扎實

的文化論述，還是緊握著

「對美好舊時光的迷戀」

而忽略了當前都市有待解

決的問題，宇禾空間建築

事務所創辦人許智凱有不

同的見解，受訪時他開宗

明義說：「在追求環境品

質、歷史建築和古蹟之

間，需要清楚且嚴格的規

範和定義。」



「如果我們喜歡的是老屋的空間品質與使用強度，我們應該回頭檢

視我們的都市計劃或建築管理相關規定；如果我們在乎的是老屋的歷

史事件或空間意義，我們應該讓這樣的意義在再利用的過程中展現；

如果我們在乎的是古蹟的文化藝術的價值，我們應該好好地保存讓他

免於受到破壞。」開業建築師許智凱長期關注老屋政策的議題，站在

專業建築的角度分析。



老屋開放成為藝文空間亦或是文創咖啡店是一種再利用的可能，許智凱認

為，如果把空間價值界定清楚之後，才更有機會深入討論再利用的多元可能。

「我認為保存或再利用，會根據其歷史脈絡價值，而擁有不同的層次與策略觀

點。藝文咖啡廳創造觀光經濟價值，吸引人潮，繁榮地方，是策略中的一部份；

但如何對建築物價值深入且中立的釐清，就得傾聽老房子告訴我們的聲音，而

讓每個房子扮演最佳角色；是我們面對老屋再利用所必須理解的重要課題。」

許智凱真誠地說出他的觀察。

專注在建築本業鮮少接受採訪的他，應本刊邀請分享對於臺灣的現況問

題。小時後幻想建築是最接近藝術又可以餬口的工作，所以選擇東海大學建築

系，受到洪文雄老師的影響，接觸了古蹟修復規劃的工作。之後進入台大城鄉

所，受教於夏鑄九教授，接受建築與城市規劃的洗禮。





大學時研究的案例，是作家劉慕莎父親 ( 也是作家朱天心的外公 ) 所

自力興建的重光診所，成為畢業後開業的第一個老屋業主。「當時我們希

望可以研究日本殖民對台灣民間建築的影響，但不想從殖民者的角度開

始。而日本新式教育下產生的階級流動所培育出來的台灣醫生，是民間較

有能力蓋自己房子的階級，研究殖民文化如何影響他們的建屋過程。」回

憶起 2004 年的工作經驗，許智凱至今仍與劉家人保持良好的關係。對於

老屋再生，這位年輕建築師沒有過多的浪漫想像，只有專業與務實的辨

證。

之後接觸了日式古蹟紫藤廬的修復 --- 老屋咖啡店的建立，宇禾空間

團隊始終相信好的空間品質是值得被期待的。對於老屋的情懷，以建築師

的角度首先要釐清，保存的是那個美好的環境品質 ( 如庭園、建屋、老傢

俱等 )? 還是特定的歷史事件所發生的現場 ? 又或是該建築有保存重要的

彩繪或藝術雕刻就不應該被任意地再利用，或被開放。「傾聽，然後老屋

會告訴我們他們自己的使命和責任」許智凱堅定地說。

又因為政府相關法令的不夠嚴謹，造成台灣瀰漫著對「老屋」的迷戀，

而使他們成為咖啡廳、餐廳，也許只是一種對再利用的想像的困境。因為

對過往尚未經歷的空間產生好奇，促使越來越多人想進老屋一探究竟，是

不是所有的老屋都應該被再利用進而開放，建築師心中留有疑問。

( 未完待續 )





文 .David K. W. Wu

在民生社區

漫

步





周末，欣然漫步在台北市的民生社區；在這個悠閒的下午，偷個浮

生半日閒。在富錦街的咖啡廳裡面隨手捧著微涼的拿鐵，輕快地敲打鍵

盤、抑或是托腮讀著原文小說；又或者騎乘著 U-bike，穿梭在綠林蓊蓊，

到民權橋畔，看基隆河綿延劃過那內湖的高樓大廈；又或者在夜幕將斜，

尋覓著隱身在巷弄的小酒館，點來一杯龍舌蘭日出，沉靜在史坦蓋茲的樂

音中，與吧檯那頭對酌、迷濛地相視而笑。



 在台北市，民生社區一直亦是小資與文青等消費族群，所喜愛留連

忘返的地方；在榕樹交拱的巷道旁有許多的輕食餐廳與咖啡廳，還有些文

創設計品的店鋪與工作坊，加上電影、電視劇時常在此取景拍攝，例如「向

左走、向右走」、「36個故事」等，也因此逐漸成為小有名氣的觀光地點；

儘管如此，在這些觀光客駐足的老公寓裡頭，居住的是台北社經地位頗高

的白領階級，像是將官門後、高階文官、或是台塑、外商及金融者的從業

人員等，而且許多的政商界人士也都是民生社區的居民；這也就在社區發

展與文創經濟中，如何取得唯妙平衡的議題中，或許民生社區可以成為參

考的案例。

  前些年，同樣是小資與文青等消費族群，所喜愛留連忘返的地方

──「康青龍商圈」──在住戶抗議的波潮中逐漸沒落了；這個曾經以台

大、師大為發展軸心的文創商圈，奠基在過去多外籍生而出現的異國美食

街，以及為學生需求而林立的人文書店，發展到後來得到產官學的關注，

吸引到源源不絕的觀光人潮，小吃攤商與成衣店也不斷進駐，從既有的師

大夜市擴大到周邊的住宅區，使得住戶不斷反彈；最終，不但這些進駐的

攤商、店家必須退出，不斷升高的衝突也使得本經營己久的──如「地下

社會」等──也在此壓力之下歇業了。





 同樣是以白領階級為主

的文教區，也逐漸成為觀光地

點的民生社區，是否會走上康

青龍商圈的覆轍？在都更推

動、房價飆漲的相同環境中，

加上未來鄰近捷運線的開通，

所帶來的觀光人潮，或許也會

帶來消費的刺激，但是也將

會有排擠到居民既有生活的隱

憂。民生社區，這個自六零年

代就存在的「全台第一美式社

區」，隨著這些白領居民的生

活想像，萌生出獨特的社區特

色 (township specialty)，

這也是其文創空間的營造中所

奠基的；近鄰松山機場、長庚

醫院，享受著生活機能方便的

社區居民，「民生」兩字也將

會是他們未來面對文創經濟發

展的政策必須解決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康

青龍商圈的曇花一現，就在於

缺乏「生活空間」的發展，無

法將文創經濟成功嵌入居民生

活；就目前觀察，儘管富錦街

的咖啡館如春筍般，但尚未見

到附近居民在門口張貼「請勿

在此亂丟菸蒂喧嘩」的字條；

也不會在假日散步在喬樹灌木

的綠蔭之間，與熙來攘往的人

群不時碰撞；民生社區就目前

來看，在有節制的商圈發展

下，並不會影響到社區居民既

有的生活想像，而且更重要的

是，如何將此文創空間成為社

區居民的生活空間，才能使得

社區發展與文創經濟如何取得

唯妙平衡。









 在文創經濟發展的文化政策，地區特色的營造亦成為各地培力的議

題。但是除了追求經濟上的產值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將其文創特色成

為地方生活圈的一部份；尤其是這些不是依靠文創經濟作為收入來源的居

民，如果觀光發展使得他們的既有生活想像受到影響，進而造成偌大的反

彈，那麼無異是殺雞取卵。







如果不能與天使飛翔

就和小丑一起跳舞吧！
If you can't fly with an angel,Dance with a clown!





如果不能與天使飛翔

就和小丑一起跳舞吧！
If you can't fly with an angel,Dance with a clown!



【當代小丑工作室】

「你能想像今天台北的街頭被七彩繽紛的小丑們給填滿嗎？」台

北的生活步調太快，你有花過三秒鐘，好好停下腳步看看身邊美好

的人事物嗎？

四個七年級女生，為了一個夢想，決心要將當代小丑文化引進台

灣。平日工作裡忙的焦頭爛額，下班後，四個女生聚在一起開會開

到 12 點，只為了一個小小的信念，我希望這個世界能因為我們，有

那麼一點點的改變。

幾年前，因緣際會之下，這些女孩在義大利邂逅了當代小丑藝

術，看見了歐洲的街頭因為有她們，處處散發了愛與溫暖的氛圍，

那時候她們在想，如果有一天場景換到了台灣不知道會如何？



幾年後，陸陸續續，為了這樣的夢想，她們分別前往了義大利研習當代

小丑文化，連絡上歐盟當代小丑訓練師，幾次規劃之下，決心將這樣對亞洲

來說新興的藝術文化帶來台灣。於是，去年 12 月，首創全台唯一當代小丑

工作坊，全省招募 30 名有心學習的志工，培育出全台第一批當代小丑，並

陸續於台大兒童醫院、台北車站、台北捷運等地將溫暖與歡樂帶給群眾。這

些志工來自各方，有藥師、有學生、有街頭藝人，有旅人，不變的是，他們

都是自費前來學習，只為了為這個社會帶來一份溫暖的愛而已。

就在今年八月，來自義大利的歐盟訓練師決定再次來台，培訓台灣第二

批當代小丑，並將於 2013，8/16( 五 )，帶著近 50 隻小丑步上街頭，並一路

踩街到台大兒童醫院，為醫院病童送上溫暖。

｢



｢ 備註：

何謂當代小丑文化

當代小丑融合傳統小丑歡樂、繽

紛精神與現代藝術療癒與內在探索，

成為新興於歐洲的一種藝術文化。

當代小丑文化強調，人人都與生具

備有給人歡樂與愛的天賦，只要用

心探索，每個人都能是療癒他人也

療癒自我的療癒師。

在亞洲，幾乎找不到可以系統學

習當代小丑文化的地方。我們擁有

很多不同的藝術療癒模式，但為什

麼就是沒有人是用這樣小丑的方式

呢？也許是因為普遍來說，亞洲地

區對於小丑的印象多半還是停留在

詭譎、神秘或甚至是滑稽的形象吧，

但當代小丑不是，他們有七彩繽紛

的裝扮，散播著愛與溫暖。

現在，台灣是亞洲當代小丑文化

散播的第一站，未來每一年，都會

特聘一次歐盟當代小丑訓練師前來

台灣培訓小丑，期以未來能讓台灣

成為當代小丑文化的亞洲培訓中心。

｢



 影音資料：http://www.youtube.com/watch?v=Q_hZC7FzEHQ

 其他媒體報導：自由時報－ 2013.05 －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may/13/

  today-taipei6.h  媒體連絡人：

當代小丑工作室 黃冠螢 0918-316-958/ clownheartstudio@gmail.com

當代小丑工作室 陳琬婷 0975-800-012

當代小丑工作室 楊子葳 0937-099-885







臺灣百大藝術家
D r e a m M a k e r



呂    冠慧

   我對藝術有一種特別奇妙的感覺，像是予生

俱來的………..

用圓點來做『章結』，它會讓我在表現作品的

張力與構圖上產生焦點，

簡單的說就像文章裡的符號，讓作品在做詮釋

時更具說服力 ...................         

     

   喜歡用墨色來創作的我，常把水墨的意境融

入西畫中，

把『意、境』表現在抽象元素裡，

把書法的線條、勁道、飛白，呈現於作品…

揮灑的內斂、空靈的氣象

在整體的構圖中，思索、遊走，其間的佈局、

氣韻、明暗以及空間呼應，

樣樣都是經過思考、蘊釀

既想表達視覺的感受，又要展現作品張力；空

間沒有界限，思想沒有盡頭。

林株楠

臺灣百大藝術家
藝術家嚴選推薦D r e a m M a k e r

作品名稱：抽象畫 思索的記憶 / 作品規格

(cm)35x28/ 作品說明：用大塊的白表現意境，線

條、墨色、表現作品的張力，豐富作品內涵。

作品名稱：抽象的意境之 2

/ 作品規格 (cm)72X50

作品說明：無



臺灣百大藝術家

作品名稱：歡喜就好

/ 作品規格 (cm)5X5X5 

作品說明：林株楠創作園區

作品名稱：無所得

/ 作品規格 (cm)67x67 

作品說明：無所得 無為而至

作品名稱：銀河系之二 / 作品規格 (cm)91X60 

作品說明：銀河系



臺灣百大藝術家

陳國洺

個人非常喜歡以大自然萬物為創作題

材，強調人與人或與萬物間情感的表

現，讓繪畫不拘限於是一種平面的視

覺藝術，更是一種具體情感的傳遞與

思想的表達。

作品名稱：人非磨墨是墨磨人

作品規格 (cm): 30x60 cm

作品說明 : 陳國洺 - 警察畫家



呂    冠慧

洗

臺灣百大藝術家

作品名稱：寄情山水間

作品規格 (cm): 132x90 cm

作品說明 : 陳國洺 - 警察畫家 -2012 陳國洺 -p.17

款釋：自喜軒窗無俗韻，聊將山水寄清音 歲在二○○九年十一月國洺作 居碧峰

小室南窗

鈴印：虛其心 澄懷 心聲墨痕 陳 國洺

創作感想： 創作的過程是孤獨的，唯有不斷地透過自我對白，才能記錄點點滴

滴，這件作品的確能反映出當時自我的心境，畫面有孤獨感，自我遺世獨立，

只能將心話寄情天地山水間，隨波逐流吧 ! 



臺灣百大藝術家

陳石連

   本人作品，以強烈彩度，並以油畫、透明式多重疊

彩色效果之改現方法，啟引整體畫面，明亮調和之

空間與舒適之感，表達個人開朗豪放之個性。

作品名稱：七家灣溪 / 作品規格 (cm)20F

作品說明 : 陳石連油畫創作五十年展。

作品名稱：太魯閣 / 作品規格 (cm)30F 



臺灣百大藝術家

作品名稱：石窟裏釋迦牟尼佛 / 作品規格 (cm)30F

作品說明 : 陳石連油畫創作五十年展。

作品名稱：西湖晨間荷花湖 /

作品規格 (cm)50F

作品說明 : 陳石連油畫創作五十

年展。

作品名稱：壽山公園望南港 /

作品規格 (cm)20F

作品說明 : 陳石連油畫創作五十

年展。



臺灣百大藝術家

作品名稱：鄧伯樹上眾鳥飛 / 作品規格 (cm)69x139 ( 10.66 才 )

鄒恆德

我用 10 年的歲月圓夢，圓一個小時候最想擁有的夢 ─ 當畫家，在我們四年級生那個年

代裡，國家尚在開發成長、經濟尚在建設中，「台北」是個很遙遠的地方，「高速公路」

還沒聽到的名詞。當別人問你是讀什麼，「美工科」上一代長輩們的答案「喔！將來是

要畫看板廣告的」，同學們畢業離開學校後，紛紛轉行去了，在那個時代裡能走上「純

美術」當畫家，是個多麼遙不可及的夢想。



臺灣百大藝術家

作品名稱：尋幽覽勝 /

作品規格 (cm)61X91

(6.17 才 )

作品名稱：谷深不見葉 /

作品規格 (cm68x137  

(10.35 才 )

作品名稱：幽谷賞色 /

作品規格 (cm)69x94

( 7.21 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