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曙明：如何為華人挑選海外的節目》——專題演講記錄 

 

     在此次 ATYA 周年大會上，ATYA 主席朱曙明先生和大家分享他多年來

在藝術節挑選海外節目的寶貴經驗。朱團提到，他在每年的一月前往韓國的

藝術節、三月到土耳其的藝術節、七月份再去印度和沖繩的藝術節，僅是在

這半年的時間裡，他就已經看了近 100 齣戲，對於這麼大量的劇目，該如

何進行篩選，帶品質上乘的劇給小觀眾們呢？朱團輕聲說：其實印象深刻就

是好劇了嘛。朱團這話可是幾十年的經驗累積而成，沒有這種修為的一般人

又該怎麼選呢？朱團也給出了一條「修仙之道」： 

 

首先我們來討論一下兒童劇的目標對象是誰、他們在考慮什麼？一般兒童

劇都是面向 0-12 歲兒童及家長，所以考慮他們的需要肯定是首要條件的。

那麼，觀眾們都在考慮什麼呢？當觀眾走進劇場去選擇一部劇來觀看時，大

小觀眾都傾向選擇熟悉的經典故事或大 IP 故事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智

慧產權，泛指可轉移授權的品牌、圖像或角色），比如「爆紅」的動畫衍生劇

等。其原因也不難理解，如果這個週末只能看一齣戲，那麼與其冒險去選擇

一個沒聽說過的原創作品，不如選擇一個有熟悉內容的經典劇目，因為熟悉

感給了家長「孩子會喜歡的保障」。之後家長觀眾可能還會關心演出是否有

互動？是否搞笑？舞臺的美術設計是否「炫酷」（時尚而引人注目）？「聲

光電(舞台效果)」是否華麗等。 



除了觀眾的想法，出資引進劇目的公司還會注重場地是否大型，畢竟觀

眾的數量才能保證售票的數量。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政府出資的項目，那麼

出於政府角度對劇碼的考量也是不容忽視的。  

 

但我們是否就因此要順應著觀眾和大眾的「需要」去選擇大、酷、炫的

節目嗎？ 

 

朱團提到，戲劇就像一種「武器」，能「擊中」多少觀眾的心是有「射

程範圍」限制的。如果是嬰幼兒劇，射程只夠「擊中」15 組家庭的心，兒

童劇的射程就可以直擊 200 名觀眾的心。這也是為什麼觀眾對象年齡越小、

能容納的觀眾數目便越少的原因，然而這種小型的劇目給市場和成本造成

一定壓力。 

     

除了觀眾和出資方的主觀考量，還有關於兒童劇的客觀事實：兒童劇的

服務的對象與付費的對象不同。表演是演給孩子看的，但是出錢買票的卻是

家長，所以挑選兒童劇時，到底是迎合付款買票的人，還是真正觀眾—孩子

的需要呢？ 

 

      

朱團提到了挑選節目的一個關鍵且基本理念，我們要思考「除了娛樂性

還有什麼？」兒童劇是人生的模擬場而不是遊樂場。劇場中的故事雖然是假

的但情感是真的，觀眾通過故事看到如何克服困難，但他們走出劇場後，那

瓶「人生的解藥」會在他們人生中的某一天在心中開花、癒合受到的傷害。 



朱團為我們總結了幾個選劇的角度：首先從兒童角度選擇—包括認知：

身體感官、色彩、造型、聲響、自然現象、藝術形式；議題：生命教育、自

我認同、情感教育、文化認同；娛樂性：高、低層次。 

     

其次從專業角度：首先是藝術性，考慮劇目的原創性、情感及形式是否

新穎。之後是教育性，這裡的教育性不是指說大道理，比如以美感教育的角

度來說，是否與素雅的舞臺有著統一的藝術形式。接著是技術性，技術和能

力能夠達到所需要表達的藝術性和教育性的水準，這有賴當演員本身的專

業技術是否足夠，舉例來說，演員本身呈現樂器的演奏能力可能只有百分之

一的展現。最後是感受性，這是觀眾最直觀的感覺，它包含著前面三項。 

     

最後，我們來看看朱團的習慣「評星」作為選擇節目分類：「三顆星」

是自己喜歡的不錯演出，但不一定適合觀眾；「四顆星」是在呈現給觀眾前

還需要做出一些努力的演出，比如安排翻譯和舞臺設置等；「五顆星」是演

出在以上四項都非常完美，適合觀眾，直接可以放進選擇邀請的名單內。

 

 

當然選出了節目、內容和品質本身，還有一些其他考量，比如經費預算、

劇目的互動性，是安排常規演出還是藝術節演出？或者是特邀的互動活動？

又例如，考慮場地屬性，是安排在室內還是戶外？需要在專業劇場還是可以

在校園等公共場所？比如本身計劃的表演場地是在戶外，那就可能不適合

邀請黑光劇來表演。最後，如果要請幾個劇目，還要考慮如何安排幾個劇之



間內容的難易程度和接受度的比例分配。例如，如果要邀請 30 多個節目，

那麼中間可以放入 10%理解難度較高的劇目，讓觀眾學習和提升，但如果

只邀請幾個劇，那就要小心選擇。  

 

朱團為我們客觀的揭示了在節目選擇時面臨的問題，不論是觀眾、投資

方、甚至是審核方的角度都做了很細膩的分析，同時提供很好的指導方向和

寶貴的選劇經驗，讓未來可能到去海外尋找適合亞洲孩子的劇目時作為參

考，就像朱團最後說，希望我們「對得起孩子、更對得起他們的未來」。 

 

記錄/陳岑‧明日藝術教育機構教育項目發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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