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Percussion  (4)

Vocal Music (11)

Drama (7)

Behind the Stage  (14)

Peking Opera (2)

Ballet  (2)

Puppet Theater (5)Performance Space (4)

Modern Dance  (6)

O
pe

ra
 (4

)
Circus (5)

Experimental Music (4)

Theater Etiq
uette

 (4)

C
la

ssica
l M

u
sic

 (14) Conductor (4)

 FAQ  (5)

Numerical Weiwuying (1)

Theater (
5)

表演藝術 101
Performing Arts 101

B
E

N
S

H
I 

IS
S

U
E

 N
O

.16

本
事
十
六
號

表
演
藝
術
一
〇
一

P
e

rfo
rm

in
g A

rts 10
1

數字衛武營

劇場

古
典
樂

指揮

打擊樂 聲樂

京劇

實驗音樂

表藝空間

舞台劇

馬戲

芭蕾

觀
劇
禮
儀

歌
劇偶戲

現代舞

打開黑盒子
你問我答



Performing Arts
表演藝術



總監的話

我常常被問到這樣的問題：演出時什麼時候適合拍
手？演員們在台上有提詞機嗎？歌劇演唱家真的不用
戴麥克風嗎？音樂廳真的沒有偷藏喇叭嗎……諸如
此類民眾的疑惑，因此在討論這一號的主題時，我們
決定大膽嘗試，蒐集關於表演藝術有趣的 101則話
題，內容包括專業學問、歷史、空間、表演種類、道具
服裝、奇人異事等，希望藉由這次的主題，幫讀者們
解答內心眾多的「為什麼」。

要在短短幾個月內整理完 101則大家的「為什麼」非
常不容易，為此，我們透過衛武營的社群網站蒐集民
眾提問，並邀請藝術家、衛武營職員、業界專家們來
幫大家揭曉答案。

這次的嘗試讓《本事》成為實體的互動平台，就好像
場館人員、藝術家、表團與群眾透過書本進行了對
話！此外，本期我們依然沿襲了《本事》的創刊宗旨
─用淺顯易懂的方式，告訴大家藝術離我們不
遠，它就是生活且為每個人而存在。

你心中有關於表演藝術的種種好奇嗎？趕快來翻閱
《本事》16號「表演藝術101」，一起找答案吧！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藝術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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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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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的 1O1件事
你一定有過這種經驗……

坐在舞台下，驚嘆眼前聲光和演出的瞬間組合、好奇於工作人員耳麥裡傳遞的訊
號，或在進場前，趕緊用手機查詢觀劇禮儀等，儘管表演藝術在臺灣發展已相當
蓬勃，但走出同溫層，表演藝術和多數人的生活仍有一道神祕面紗，越接觸越在
心中種下許多「為什麼」，渴望找到出口和答案。

你的心聲我們都聽到了，《本事》16號為你嚴選101則表演藝術話題，從專業知
識、經典溯源、都市傳說到奇人軼聞、冷知識，還有表演者的初衷和圈內人真實
血淚分享等，精彩人事物一次網羅，以輕鬆幽默的角度，為對此超陌生的你打通
關，無論是渴望輕鬆入門，知識補給、找約會話題、上廁所打發時間，記得翻開
本刊物補充生活維他命。表演藝術101件事，讀完讓你變小博士。

知識就是力量！

OO1 1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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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懂現代舞有方法？
先問問自己，情緒一來時，有什麼肢體反
應，像是生氣時握拳、難過時身體往內縮，
如果你是容易將情緒反應在身體的人，那太
棒了！你一定能很快進入舞者情緒，因為他
們只是將動作做得更大、更劇烈，更美麗地
展現肢體流動。常有人說：「舞蹈好抽象，看
不懂。」現代舞的抽象正提供了自由想像的空
間，看懂反而不好玩了。當你能感受作品當
下的力量，就能和作品產生對話，體會它、
放大它、吸收它，才是有趣之處！所以儘管
讓自己回到三歲小孩的狀態，大膽接觸表演，
就像小孩發覺媽媽的怒氣、起床感知窗外的
天氣，用單純的天性欣賞，就能和舞蹈連結。

80
編舞家與舞者，有什麼不同？
白話來說，編舞家是大腦，舞者是嘴巴；前
者負責思考，決定要說的話，後者負責說出
來。至於說的聲音大小、聲線粗細或速度快
慢，就是由大腦來決定。舞者出身的董桂汝
分享，她就是有太多想探索的想法和感受，
也想和其他藝術家一起尋找更豐富的話語，
才成為編舞家。而在講求個人感受、放大舞
者獨特性的現代舞中，說什麼、如何說，更
多是雙方的共同決定。編舞家仰賴舞者的肢
體語言，但舞者可不能只像機器人完美複製
動作，還得將自己放進編舞家的想法，掏出
自身感受，彼此才能同步，運用肢體說獨一
無二的故事。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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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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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 101 � 現代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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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編舞家董桂汝的舞蹈生涯始於五歲，一
路跳到高雄的左營高中舞蹈班，最後前往倫
敦當代舞蹈學院完成學業；前途的火苗才剛
點燃，她就從濕冷高傲的北國大都會，回到
溫暖熾熱的南方小鎮。說是為了病中的母親，
但她坦言，自己也受夠大城市了。推掉幾個
前景看好的邀約，頭也不回地離開，回到從
小生長的臺南。

藝術家在每個地方的任務都不一樣，在國外
的董桂汝可以做純粹的舞蹈藝術，但回到了
臺灣，卻是全新課題。一心當藝術家的她，
在進入社區大學教書時，發現藝術根本不是
過去所想的模樣，「藝術要處理議題，而我面
對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生命故事。」她發現，
無論是誰，每個人每一天都在處理生命中的
各種選擇、消化與想法，無需創造，品嘗生
命的每一分滋味，就是藝術。

D A N C E
舞出地方的真性情

WeArt 
表演藝術平台� 
董桂汝

82

Performing Arts 101 � Modern Dance

M O D E R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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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E A R T
表演藝術 101 � 現代舞

董桂汝創立「WeArt表演藝術平台」，彼時
的臺南剛覺醒，長出各種老屋改造空間，
她以細胞為概念的舞蹈創作《一分為二／非
人哉》，在各個空間駐點演出，想像演出是
有機體，在不同空間裡分裂、突變，產生
各種連結。期間，她也在臺南藝術大學帶
學生深入烏山頭水庫，以當地的人文歷史
為索引發展環境劇場。而自小在廟埕邊長
大的她，也將現代舞帶進廟宇，領著地方
老人用舞蹈述說生命故事。這位一路接受
西方舞蹈教育、背對土地文化的舞者，就
這樣被土地溫柔召喚，轉過身，直視黏著
在身上的果實，面對自己。

後來的她結婚生子，到臺東展開生活，在這
個山海相鄰的環境裡，面對大自然的包容、

體驗人類的渺小，讓她更加相信藝術是發生
在每個人身上的細瑣煙塵。人類選擇的吃
食、生活環境與狀態，就是和藝術最直接又
誠實的連結。她在山海間集結更多人的藝術
能量，2021年共同創作地景劇場《海洋之聲
＿島嶼的氣息》，相繼在「臺東藝穗節」與「臺
南漁光島藝術節」的山海間演出，獲兩地一
致好評。

此刻的董桂汝，是編舞家、舞者，也是藝術
家，她將重心轉回臺東社區，陪伴當地孩子
並提供藝術教育。當年她花了許多錢和時間
才擁有的藝術環境，她要親自打造給他們。
她相信只要建立孩子與土地、記憶的連結，
讓藝術成為他們內在的力量，就能長出不一
樣的下一代，成為改變環境的力量。

Interdisciplinary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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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後，特別是高強度鍛鍊造成的肌肉痠痛，
按摩是最快，也最直接排解乳酸堆積的方法；
舞者會自己抓痛點按，也會給人家按摩，有
趣的是，他們本身便是耐痛體質，從小就習
慣痛，不管是拉筋痛、劈腿痛或重複特定動
作的練習痛，早讓他們擁有比常人還高的耐
痛力，小程度的痛對舞者來說反而是享受，
按摩師父若無法按到他痛，基本上跟沒按一
樣，他們寧可自己動手。

除了身體放鬆，心靈紓解也很重要。有些舞
者會透過瑜伽流動或冥想，來釋放內在壓
力，效果等同於到大自然走走，吸收天地靈
氣。此外，舞者演出後必做的還有「大吃大
喝」，補充演出前減肥及演出後消耗的能量，
也藉美食療癒，讓身心靈都滿足，就是最強
的保養術。

84
排練或演出後， 
舞者都怎麼保養？

喜憂參半的舞者職業病： 
腰瘦 VS.腰痛

「小鳥胃」可以說是每一個舞者的職業病。倒
也不是真的胃口小，而是習慣小胃口，他們
會苛刻地看待身體每一吋變化，老覺得自己
吃太多，「好像」胖了一點。這樣的習慣不但
會延續到老，就算不當舞者，還是會有意識
地控制飲食，不食過飽。長期飲食管理加上
動得多，也讓他們腰部比常人纖細。

不過腰瘦歸腰瘦，舞者和所有運動工作者都
一樣，常會面臨「腰痛」的職業硬傷。腰部支
撐了身體的上下區塊，一般人平日多走點路
就會腰痠，更不用說舞者們天天都在揮霍腰
的能量，肆意使用肌肉，就算擁有被鍛鍊過
的腰，腰痛還是舞者逃不了的宿命。

83
Performing Arts 101 � Modern Dance

舞者身體是一把尺？

江湖上流傳，舞者都不容易撞到東西，就算跌倒也能迅速
回正，彷彿身體內建一把尺，能自動精準丈量距離。事實
上，舞者平日的訓練就是要讓他們能夠將動作做到最精
準，不管是完美弧度、延伸尺度，還是肢體距離，每個舞
者都會被要求做到進退有度，一切都剛剛好。所以別看
舞者動來動去，他們的身體可是有內建 360度距離監測，
快摔倒、快撞到，都能完美閃身而過，不落漆。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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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

表演藝術 101 � 芭蕾

路
易
十
四
不
只
是
國
王 

還
是
位
專
業
的
芭
蕾
舞
者
！

圖片來源�Everett Collection/Shutterstock.com

Louis XIV
a.k.a  le Roi Sol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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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浪漫主義影響，歐洲吹起一股神祕風潮，
為了更完美的表現在天上飛的精靈、天使等
角色，開始出現有飄逸質地的白紗蓬蓬裙，又
叫「Romantic Tutu」，並發展出鞋尖較厚，
方便站立舞蹈的足尖鞋，蓬蓬裙、足尖鞋於
是成為芭蕾舞標配，當長舞裙蓋住舞者腿部，
視覺就會轉移到足尖變化上；到了古典芭蕾時
期，為展現優美的腿部線條與炫目舞姿，發
展出紗質短裙，又稱為「Classical Tutu」，
1860年代，更易於踮立的鞋型出現，並變化
出不同軟硬材質，可以根據腳型、技巧難易
挑選，穿上它們，舞者能更輕盈地做出姿態變
化，挑戰力與美極致。

芭蕾痴狂接力賽， 
皇室貴族全員跳起來

翩翩起舞好朋友 
蓬蓬裙、足尖鞋

韓劇《如蝶翩翩》中，七旬老爺爺勇敢追求芭蕾
夢的故事，讓人感動。古典高雅的音樂，與輕
盈優雅的舞姿合一，常讓人誤以為它來自浪漫
法國，其實它起源於義大利民間，文藝復興時
期才傳入宮廷成為貴族社交舞，而芭蕾也隨著
義大利公主凱薩琳出嫁，如嫁妝般被帶入法國，
並在當地刮起旋風。不過彼時，芭蕾會由男性
貴族穿著金光閃閃的服飾進行表演，連女性角
色也是男子反串，據記載，第一位女性芭蕾舞
者直到 1681年才正式出現（所以不要笑英國喬
治小王子學芭蕾啦）。

這股芭蕾痴傳承了許久仍未消停，凱薩琳的子
孫「路易十四」也為它痴狂，這位人類史中的時
尚大帝在 15歲時就登上舞台，並因曾演出希臘
故事中的「太陽王」而得稱謂。1661年，他成立
了全世界第一所芭蕾學校，其舞蹈形式、舞步
與相關術語也就此被制定，芭蕾正式邁入新紀
元。從服裝、儀態、舞步、妝容、音樂、舞台等，
各種對美的追求，都讓法國成為歐洲的嚮往之
境，甚至戰爭時也會持續舉辦舞會，以彰顯王
室力量，起到鼓舞人心的效果。

Performing Arts 101 � Ballet

Battement  
Relevé 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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