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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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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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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戲是外來語，在東方統稱為雜技，疊羅漢、丟球、軟骨功
都是基本功，廣義來說，能做到常人無法辦到的動作技藝，就
統稱為「馬戲」。

早期雜技是純粹的練功，像是倒立、劈腿、下腰等，當時表
演仍停留在「讓人感覺到驚嘆」的思維，甚至有些馬戲印象，
是戲班裡總有各方奇人、動物一起參與，現代馬戲早已沒有
動物，取而代之的是更精緻的表演。現代馬戲可以有文本，不
單單讓別人驚嘆於常人所不能，同時也會有想表達與詮釋的
意念，它有觀點，不像過去每段表演都追求觀眾驚喜的掌聲，
是雜技、也有舞蹈、戲劇的成分，甚至能夠跨越種族、語言
傳遞，能為人帶來歡樂，也能陳述沮喪悲傷，變得亦剛亦柔，
有千萬種表現方式。

馬戲是什麼？ 
傳統跟現代哪裡不同？

馬 戲

表演藝術 101 � 馬戲

圖片提供�FOCA福爾摩沙馬戲團

Contemporary 
Circus

Traditional 
Cir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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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失誤， 
還是假失誤？

傳統雜技會有一種套路，一顆球不慎掉到地上，
表演者會立刻拿出三顆或更多，佯裝自己是故
意的，為接下來難度更高的表演鋪哏，接著玩
更厲害的招式。但現代馬戲的表演不是量化的
段落，過程充滿了流動性，厲害的表演者，不
會讓觀眾看出失誤，就像舞台劇演出時，只有
演員跟導演知道哪個段落講錯了台詞。（當然，
若表演者整場都瘋狂掉球，下次大概也沒機會
上場了。）

成為馬戲表演者要有的特質？

馬戲是一種相當具有危險性的表演，要對自己負責，也需
要守護夥伴安全，有責任感、團隊合作的意識十分重要，
也需要有勇於挑戰的心及自我約束、自我對話的能力，此
外，思維和觀察力也很重要，才能挖掘獨特性，將在地特
色融入表演。

例如一直在思考「臺灣馬戲是什麼」的 FOCA福爾摩沙馬戲
團就曾想，臺灣人很喜歡跳舞，甚至連去看棒球都會跳舞，
生活裡就有許多舞作素材。他們嘗試過具象符碼，例如作品
《一瞬之光》就是用臺灣十元商店的物件，作為道具表演。技
術是底子，唯有思想才能創造文本。

馬戲就在生活中

最初的馬戲特色其實就是「奇人怪事」。日本有
些某項技藝特別強的能者，如會用各種道具打
乒乓球，打得爐火純青、學生上課無聊甩筆，
能甩上幾十、幾百圈等等，都算是馬戲的範疇
之一。通常專業馬戲演出者會稱這類人為「招
人」，有一招特別強的人。你呢？有拿手招嗎？

Performing Arts 101 � Cir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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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行動十年之間

FOCA 
福爾摩沙馬戲團

與 FOCA福爾摩沙馬戲團（後簡稱 FOCA）團長
林智偉約好碰面的那天，陰雨多日的臺北出現
久違的暖陽，點杯黑咖啡之後，他便興奮地分
享：「今年將會有第一座馬戲棚空降在臺灣，那
是 FOCA創立十週年的里程碑，也是初次在外
國馬戲棚表演時，對自己許下的目標──希望
有一天能在自己的馬戲棚裡表演。」

十年是汗水及淚水的綜合，林智偉 24歲就創團，
起初只是不甘於戲曲學院畢業後只能去當廣告
臨演、明星的武打替身，雖然學習系統與舞蹈
系不一樣，但同樣擁有肢體技能，出路卻相對
地窄。他於是與志同道合的朋友們共組「MIX舞
動劇坊」，沒有排練室，就在公園的路燈下排練，
沒有演出經費，憑著一股熱血就衝到兩岸論壇
發傳單，他們心想，或許活動會有很多大人物
造訪，結果真的有位中國老闆，從保全人牆中
接下傳單，幾個月後邀請他們到當地演出，為
他初創舞團的拮据注入活水。

2015年林智偉在雲門舞集的鼓勵下，咬牙將四
處兼職的表演者納為正職，以淡水八里為起點，
正式扛起一個組織，只盼表演藝術的環境能變

得更好，若沒有這樣的傻勁，FOCA可能也很
難有今天的光景。「我們從來沒有把去國外表演，
或以登上哪個藝術節為目標。我們只是一直想
做好玩的事，一直做一直做，然後有一天被看
到，回頭一看才發現走了十年，走了好遠，去了
好多地方。」

他仍抱持著初心，也還記得初次看國外表演的
震撼。以往在臺灣學雜技，表演是技術量的堆
疊，一顆球、兩顆球、五顆球、十顆球；疊羅漢
兩個人、五個人，最後變成一層樓高，國外的
馬戲演出可能只有兩人，但全程無冷場。國外
養分對他們影響極深，除了雜技外，也融入現
代舞蹈、戲劇，有了劇情跟主題，肢體能發揮
的情緒也有了更多蔓延，不斷地嘗試，逐漸成
為現在大家所看到的 FOCA。

問及創團以來最辛苦的，林智偉帶著開朗的笑
容，輕輕說了一句：「常常很辛苦啊。」但深刻烙
印於心的，不是演出，而是看著一路跟著他的
夥伴，畢業、買車、結婚生子、買房，看見大
家能在表演藝術裡安頓下來，把 FOCA當作圓
夢的地方，一起去了世界，回到排練場又是家。

FOCA福爾摩沙馬戲團
團長ﾠ林智偉

表演藝術 101 � 馬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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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馬戲的元素很多，時常會加入流動的舞蹈表現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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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ING ARTS 101

  歌劇、音樂劇傻傻分不清？

 指揮棒曾是人間凶器？

Staff Only！舞台特殊機關大公開！

表演藝術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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