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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起初之所以會想要做這個專題，是因為我們隊員之一的國小高年級的導師對相聲極富興趣，

常訓練學生相聲表演，而另一名隊員的父親則是聞名遐邇的相聲巨擘朱德剛老師。所以我們兩個

對象生意點也不陌生，而且相當感興趣，於是藉由這次的小論文比賽，我們希望可以著手研究這

已在我們心中扎了根的相聲。但相聲的範圍何其大，於是我們決定縮小範圍從自己的鄉土──花

蓮開始研究，希望能對花蓮的相聲做初步的探討。  

 

 

二、研究目的 

 

        我們以花蓮的相聲為主軸，研究分為三大面向：認識相聲、了解相聲教學現場所面臨的困

境、探討花蓮相聲文化傳承所面臨的挑戰，因此本研究目的有三： 

 (一)認識花蓮相聲的發展。(二)了解花蓮國中小的相聲教學校場所面臨的困境。(三)企圖為花蓮

的相聲發展尋找可能性。 

 

三、研究方法 

 

        本專題研究首先透過搜尋網路資料、觀看文獻及邀請專家及對相聲有興趣的教師們進行訪談，

以錄音及手寫重點紀錄，整理逐字稿後濃縮重點。再沿用專家或老師的說法、看法及做法配合文

獻來進行補充，或者以這些觀點支持本研究的理論，利用這些資料來說明相聲文化、教學和傳承

時的困境。進一步了解相聲的發展，並探討未來可能性，最後針對花蓮相聲發展的現況，嘗試提

出相聲在花蓮教學及傳承方面所遇之問題的解決方法。研究流程如下： 

 

圖 1：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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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認識花蓮相聲的發展 

 

相聲，又被叫做像聲、象聲。首先，最古老的相聲說法-像聲，是指模擬別人的言行，

到後來，到後來，相聲成為一種利用說跟唱的表演，而在教育部重修國語辭典修訂版(2015)

中對相聲的釋義為:「一種曲藝。起源於北平，以引人發笑為特色，分說、學、逗、唱等表

現手法，擅長諷刺。表演的形式有單口相聲、對口相聲、群口相聲等。」而相聲的起源是

在清朝道光年間的天津及北京天橋一帶，前身是八角鼓，因當時多有在街頭賣藝的人們，

所以相聲才漸漸蓬勃起來，其次，相聲分為三種，一是單口相聲、二是對口相聲、三是群

口相聲，其內容如下表 1 所示。 

 

表 1：相聲表演類型分類（研究者自行整理） 

名稱 定義 

單口相聲 又被稱為單春、單笑話，是一種由一名演員於台上表演、演說故事引眾人大

笑的表演形式，甚至是一人飾演兩人的對話及角色，是最早的表演方式。 

對口相聲 又稱為雙春，粵語俗稱為唱雙簧，是一種由兩位演員於台上表演類似對話的

表演形式，其中甲被稱作逗哏，乙方為捧哏，逗哏就像相聲表演的主角，必

須要極富笑料，並要逗大家笑。 

而捧哏則類似配角，讓逗哏的話能夠緊接著下一句話，也像是為觀眾發聲的

人，因此被認為是「老江湖」。 

群口相聲 又稱為群活，後來被稱為多人相聲，過去有個說法是:一人為說、二人為逗、

三人為湊、四人為哄，五個人就亂了。 

 

表 2：相聲的基礎（研究者自行整理） 

名稱 定義 

說 代表相聲的表演方式，其概念就是表演者說笑話、講故事、表演繞口令、相聲、雙簧等。 

學 代表模仿，其概念就是表演者模仿一些人事物，包括叫賣聲、禽獸叫聲、各類人物的風

貌，甚至現代還會學跳舞。 

逗 代表相聲豐富的喜劇風格，這是相聲中重要的一環，其概念就是演員運用滑稽語言和動

作製造笑料讓大家笑，獲得喜劇般的效果。 

唱 代表相聲演員模擬一些曲藝表演的身段及歌唱，或是編一些滑稽可笑的歌詞，用各種曲

調演唱，或將某些戲曲唱詞、曲調故意的誇張演唱，以達到令人發笑的效果，例如:太平

歌詞等，但是跟「逗」不太一樣的地方是:「逗」是指模仿某些事物的聲音，而「唱」則

是演唱，因此會有點差別。 

備註:相聲通常以「說」作為基礎，而「學、逗、唱」則都是環繞著「說」來表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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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相聲三寶（研究者自行整理） 

道具 名稱及用途 

圖 2 

折扇，在相聲的表演中，扇子具有著不少的用途，首先，扇子可以

當成刀槍，用來比劃動作；接著，可以將扇子展開當作一封書信；

再來，扇子也可以當作一枝筆，用來寫字等等，而通常演員會展開，

不定時的晃著。 

 

 

 

 

 

 

 

圖 3 

醒木，又叫作“醒目”，其用途主要是用來製造表演氣氛，在說到緊

要關節處時， 拍桌案以使人驚怔，或是演員可以使用醒木來聚集

觀眾的注意力，而在古代判案時，也會有極其類似醒木的用具，名

為驚堂木，作用拍桌以示威嚴。 

圖 4 

手絹，類似手帕，功用也差不多，通常都是在表演某些表演的時候，

用來包頭， 演員就常常會在頭上包上一塊手絹，把自己扮成一個

女子，但是，手絹通常都比手帕大，一般會放置在桌上，比起折扇

及醒木會較少被用到。 

 

如上所述可以得知，相聲的道具有非常多種，不僅只有這相聲三寶，還有許多類似快板、三塊板、

七塊板、雙簧表演時的沖天辮(頭飾)……. 等等，非常多種。 

在看完文獻之後，對於相聲的基本認識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及進步，但是也更想深入理解相聲的一

些發展歷史及來台後的改變，因此設計訪談問題，請教了知名相聲演員朱德剛老師，藉由他的答案來

解惑，訪談內容如下： 

 

訪談問題 專家回答 

您覺得台灣的相

聲和中國相聲有

何不同? 

相聲是從中國北京天橋所發展出來的，因此

講的語言是北京話，十分的字正腔圓，但到

了台灣之後，卻因為加入了台灣的元素，不

論是題材、還是語言、表達的方式都有所改

變，像是閩南語、客家語、甚至是原住民語，

都使相聲的風格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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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相聲的優勢

和劣勢? 

優勢：創作上十分自由，內容無論是政治還是什麼的都不受限制。 

劣勢：很多人對相聲的認知依舊停留在大陸那邊，反而就沒辦法走出台灣相聲的

特色。 

您認為台灣現代

的相聲可以捨棄

傳統嗎? 

傳統的東西我們當然是不能丟棄的，但如果能以傳統為基底，再增加新時代的火

花，就可以變成老少咸宜的表演藝術。 

您認為這樣的改

變是好還是壞? 

如果能在傳統上不斷的改變並受到觀眾的支持，那就是一件好的事情，因為藝術

並沒有對錯，只有觀眾喜不喜歡而已，所以只要觀眾喜歡，那相聲就可以不斷的

延續下去。 

傳統相聲文化有

什麼值得保存的

地方?  

太多了，比方：歷史、文化、禮儀、忠孝節義的故事，這些東西很多都是透過相

聲來傳遞出去的，相聲就是把這些特色變得很好笑，使觀眾在好笑中體會到歷史

的意義，所以，傳統一定有他所存在的重要性。 

脫口秀與相聲的

差異? 

脫口秀是一種即時、現代的笑話展現，所有的內容大致上沒有關聯，譬如說：一

個脫口秀可能就是許多個笑話串連在一起，但相聲不一樣的地方是：一場相聲所

有的段子、故事，都是貫徹到底的。 

您認為相聲最吸

引人的地方是什

麼? 

首先就是，站在台上時，能夠說出很多笑話來逗笑別人，使台上、台下都能笑聲

一片，再來就是能夠看到更多小孩上台來表達、說話，讓他們對說話有更大的興

趣。 

 

小結：首先，相聲是一項因地制宜、因人而異的語言藝術，所以會隨著流傳到的地方而有所改變 

，相聲在台的優勢是創作上擁有極大的自由，而劣勢則是：礙於認知的關係，所以臺灣的相聲

依舊難以走出自己的風格，當然，相聲的傳統極具意義，所以，若能將創新的優點及傳統的優

點融合在一起，就有機會能使大眾更喜愛相聲，最後，相聲與脫口秀差異便是在於內容相關性

的方面恰好相反，脫口秀內容較無關聯性，相聲則是從頭到尾都貫徹到底。 

 

二、了解相聲教學現場所面臨的困境 

 

首先，我們之所以能夠接觸到相聲，是因為國小五、六年級導師對相聲很有興趣、家學傳承，再

加上現在的表藝老師都有推動相聲的學習，才有機會接觸到、認識到一些相聲的技巧、知識，但是反

觀本校其他班級或其他學校卻可能會因為沒有師資或意願，而沒有相聲課程，這對孩子的語言表達訓

練來是很可惜的地方。但即使有老師願意教，學生還不一定會照單全收，所以在教學現場有哪些推廣

上的困難呢？。 

  而最直接的是第一線的相聲工作者，他們在表演、傳承相聲又有什麼困難？於是我們先去上網搜

尋以及閱讀文獻、紙本資料，但可惜的是資料寥寥無幾，因此更佳確定：相聲在台灣相當弱勢，在花

蓮更是。這樣非常可惜，但我們對相聲傳承的信念非常堅定：無論如何也要找出問題及解決方法。於

是，在找不到資料的情況下，我們還是邀請朱大師採訪，邀約過程中多了本校兩位對相聲有興趣的老

師，以及我五六年級時的班導師來一同做訪問，想要得知相聲在教學現場所面臨的困境、以及老師們

的解決方法。訪談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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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專業人士 國中表藝老師 國小老師 

訪談題目 

朱德剛老師

 

莊靜宜老師

 

吳佩佩老師

 

林揚順老師

 

您為何要推

廣相聲 

因為台灣的小孩普遍

對說話都是很謙虛、

含蓄的，所以推廣相

聲就是能讓別人知道

語言的重要性，讓大

家對說話有更大的興

趣。 

 

 

來花崗教書之前就

開始對相聲有興

趣，因為推廣相聲的

經費跟準備比起類

似歌劇、舞台劇、電

影等節省，還有就是

學生會聽得很幽默

而有高接受度。 

 

因為相聲是一種有

趣且多樣的表演藝

術，不僅段子富含藝

術內涵(藝術成分很

高)、更可以訓練老

師表達的能力，最後

就是:相聲是一種傳

統藝術所以非常值

得推廣。 

自己本身對相聲也很

有興趣，剛好帶班想

讓小朋友體驗學習一

個才藝，所以想帶領

小朋友一起去學相

聲，也可以讓我自己

繼續在相聲這個區塊

一起學習。 

 

您認為相聲

最吸引人的

地方是什麼 

首先就是，站在台上

時，能夠說出很多笑

話來逗笑別人，也就

是台上、台下都能笑

聲一片，再來就是能

夠看到更多小孩上台

來表達、說話，讓他

們對說話有更大的興

趣。 

相聲就是一種笑的

藝術，因為不管是聽

的人，還是說的人都

很開心，並且還能提

升語言能力，認識傳

統曲藝及文字。 

 

 

 

相聲就如同笑的藝

術，因為好笑，所以

大家都十分喜歡。 

 

 

 

 

 

 

相聲只要一個人、兩

個人就可以上台進行

表演。相聲就好像在

講笑話，因為可以經

過你的不斷練習，讓

你不管是口條也好，

或者是表達也好都能

提升。 

 

請問老師您

在教學現場

上教學生相

聲，是否有遇

到挫折？如

何解決 

1. 學生學一學就跑

了。 

2. 要上台時，死都不

上台所以朱大師會希

望學員會不斷的上

台，在舞台上成長，

如果有學員會因為不

想上台而逃避的話，

朱大師也會檢討自己

是否給別人太大的壓

力。 

讓學生看喜歡的影

片(跟相聲有關

的)，就能引起學生

的興趣，再來看學長

姐表演的影片，最好

是年齡比較相近

的，再來就是將上、

下台的技術拆解教

學，最後就是自願者

先上台表演。 

 

學生上台時或許不

好意思，可是如果有

搭檔，也就是表演對

口相聲時，通常就會

有意願了，起初老師

會親自帶、給予學生

安全感，後來就是找

厲害、活潑的同學來

一起練習。 

 

 

主要應該是要讓小朋

友上台表演。這個可

能是挫折的部分，可

以靠不斷練習來熟能

生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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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什麼方式

可以刺激學

生對相聲的

學習動力 

用最好的表演，最幽

默的語言來激勵他們

能上台表演。 

 

 

 

 

讓學生觀看校內的

比賽以及校外的表

演。 

 

 

 

 

給他們看一些有

趣、精彩的段子，勾

起他們的興趣，而老

師也會示範一兩

次，慢慢的他們就會

願意上台了。 

 

讓他們享受舞臺，發

現自己一次一次的進

步，就是持續進步努

力的動力，然後當然

要給他們很多掌聲，

也給予專業的指導會

漸入佳境。 

要學好相

聲，需要具備

哪些條件 

要會說話、敢說話，

如果是咬字的清晰度

等，都可以在上台之

後慢慢練習。（P.S.

老一輩的人說：有四

種人會蠻適合表演相

聲：就是帥氣、愛賣

弄、長得很怪、有點

壞，就是愛耍小聰明） 

 

 

首先，幽默、能樂觀

看待事情，再來就是

要有語言表達的基

本能力、咬字要夠清

楚，最後就是愛模

仿、愛表演、愛上

台。 

 

 

 

 

首先是說的人：如果

只是學生，只要有意

願表演即可，但如果

是表演者，那麼聲音

就要夠大、再來就是

對相聲要有極大的

興趣，畢竟喜歡還是

最重要的，創作部份

我就不提，因為太難

了。 

 

我覺得剛開始有一個

好的劇本，如果是對

口相聲的話，好劇本

蠻重要的。拿到了一

個劇本，如果不難又

不太長，上台的表演

又有很熱烈迴響，有

很大的笑聲，就會樂

在其中，還會想要繼

續上台去享受那個掌

聲。 

如果學生對

從事相聲工

作有興趣，您

對他的建言

是什麼 

聽相聲、多看相聲，

有了基本認識就可以

對相聲有更快的進

步。 

 

 

 

 

 

 

不斷練習相聲，有成

功的表演經驗、持續

的練習、也要參加相

聲課程，也就是:多

聽、多看、多表演，

最難的就是累積創

作經驗。 

 

 

 

如果是在學學生會

鼓勵他持續練習，但

如果是即將要踏入

這塊的話，老師就會

說：要夠熟悉相聲，

要練習再練習、至少

要會五十個不同的

段子，要多看表演、

多多磨練。 

 

要拜師，然後要自己

精進，要常常上台，

你一回生、二回熟、

三回就成高手，你常

常可以上去之後，你

對於這個本就可以知

道哪個地方還可以怎

麼改進。常常有機會

上台的話，你的表演

就會越來越熟練。                                                                                      

 

小結： 

  首先，我們得知了傳統相聲是十分值得且需要保存的，不僅極具藝術性質，並且，比起其

他動態的表演來說，製作、經費等都比較方便，最重要的是藉由這門「笑的藝術」來讓大家知

道語言的重要性。其次，我們得知，教學現場上所遇到的困境幾乎都是學生不敢上台、或是對

相聲的理解有代溝，而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利用學生有興趣的事物－包括表演者精彩、有趣的

段子或是學長、姐的表演等等來激發學生的興趣，而老師之所以會考慮先用學長姐的表演來鼓

勵學生，主要原因便是讓他們產生信心，等熟悉到程度之後，在觀摩朱大師的表演，自然就不

會有隔閡。最後，如果學生對從事相聲工作有興趣，朱大師以及老師們對學生的建言幾乎都是

多聽、多看、多表演，而最重要的就是多多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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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討花蓮相聲文化傳承所面臨的挑戰 

我們在尋找有關花蓮的相聲資料時，發現在朱老師來花蓮深耕之前，相聲演員、表演團隊等幾乎

為零，可是我們因為迫切的想要了解，並且也想探討花蓮縣相聲未來發展的一些可能性，於是我們便

再設計了相關問題來訪問老師們，我們提出一些與花蓮縣相聲發展極具關聯性的題目，也得到了很不

錯的解答，也因為有了這次的訪問，讓我們很期待能夠得到不同角度的看法，也能漸漸的拼湊相聲在

花蓮的這些故事與藍圖。 

 

對象 專業人士 國中表藝老師 國小老師 

訪談題目 朱德剛 莊靜宜 吳佩佩 林揚順 

若以傳統文化

（海報）方式推

廣相聲會比現

代文化（網路）

方式推廣相聲

還要好嗎?為什

麼 

關於推廣的部分，

如果能用與時俱進

的方式自然會更

好，跟時代做結

合。 

 

 

通常校內的比賽會

用海報方式宣傳，

對外的比賽或表演

就可以用網路宣

傳。 

 

 

有在使用網路的年

輕人，便可以用網

路宣傳，如果是遇

到沒有用網路的，

就可以用海報宣

傳。 

 

還是在網路上那邊去做宣

傳，所以現在來講的話，應

該是網路上推廣相聲的效

果應該會好一點。 

 

 

 

培養出相聲演

員與學生，有何

困難 

因為台灣的課業壓

力會使小孩子們無

法或是不想來學習

相聲，使口語表達

越來越退步。 

 

一般的學生至少對

相聲要有基本的認

識，要做表演者的

話就得精雕細琢，

還要多練習。 

 

除非是對相聲非常

非常有樂趣、能夠

真正的投入，否則

現實經濟問題還是

很重要，可以先當

個業餘的表演者。 

第一個困難就是練習時間

不夠。第二個是表演的次數

太少。 

 

 

 

您認為花蓮人

對相聲的喜

愛、接受度高

嗎?為什麼 

非常高，原因是因

為花蓮有很多退休

教師，所以他們對

語言這方面很有興

趣，尤其是相聲的

幽默部分，但如果

是要花錢買票就不

一定了。 

 

因為有朱老師的深

耕花蓮人更認識相

聲了，再加上有不

少的相聲演員跟花

蓮都有關係，所以

花蓮的相聲會越來

越蓬勃。 

 

 

接受度頗高，原因:

族群多元，以前因

為有外省人，所以

會產生:都是外省

人在說相聲的傳統

觀念，而在現今已

慢慢消除。 

 

 

之前台北曲藝團來或者是

朱老師表演好像人數都沒

有太多，算小眾市場。但是

對於相聲的接受度的話有

比較高，但終究不是流行文

化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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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大家

對相聲文化的

認識及喜愛 

要靠不斷的開課、

演講、演出，提升

大家的興趣，當然

還是會有人不認識

相聲，所以這時就

要拍一些舞台劇、

電影，把知名度慢

慢的提升。 

 

讓他們有更多聽、

看相聲的機會，所

幸花蓮接觸相聲的

機會蠻高的，因此

大家也都很喜歡。 

 

 

 

 

自然就是在課程內

推廣或是用方法提

高學生的興趣。但

在現今卻是難以看

到這種景象，當然

如果持續有現場表

演團隊就是不一

樣。 

 

建議花蓮進行年度相聲的

比賽，每年有這樣的比賽，

聽相聲的人口就會慢慢的

增加，利用表演的方式，邀

請全校的老師帶著小朋友

一起來看表演，慢慢從因為

認識，然後變成習慣進而練

習有機會就可以上台表演。 

 

請和我們分享

一下您在花蓮

印象最深刻的

一場表演 

每一場表演都很印

象深刻。而朱老師

也有想法要在花蓮

經營一個相聲茶

館，並且他也很感

動有許多花蓮人十

分支持。 

 

 

 

 

 

 

 

台北曲藝團-朱德

剛與樊光耀的「逗

你沒商量-訪英台」 

 

 

 

 

 

 

 

 

 

 

 

台北曲藝團-朱德

剛與樊光耀的「逗

你沒商量-訪英

台」，是現場看的，

很棒的體驗，再來

是朱德剛大師在王

記茶鋪:因為老師

是坐在第一個位

子，所以感覺又不

一樣了，老師也

說：看明星就要看

實體的，不僅看得

更清楚、氣場也差

很多。 

有一次台北曲藝團都會到

花蓮來做演出，主題是把國

中的文言文內容用相聲的

方式呈現，有時候你找一些

方法，就可以讓你要講說快

速記憶、或者是說你讓學習

變有趣，這樣就是一個很不

錯的方法。 

 

 

 

 

 

 

您覺得政府支

持相聲表演

嗎？您認為政

府應該如何支

持相聲文化 

有點不太支持，因

為花蓮縣政府要管

太多事情了，所以

很難注意到一個相

聲表演團體，所以

要想辦法提高自己

的知名度，並在表

演中推廣、表演縣

府政績，才有可能

受到注意，而我認

為政府如果能舉辦

一個中小學的相聲

比賽，就是最大的

支持。 

 

雖然課本有編相聲

課程，內容不一定

很齊全，而且授課

老師也不一定會教

到，有可能很快就

帶過了，再來，就

表演界方面表演者

生活大多很辛苦乏

人投身。如果能辦

縣級比賽，也是不

錯的。參加過縣賽

的他們不一定會成

為表演者，但至少

是比較理解相聲藝

術的人。 

還蠻願意支持的

(近年)，以前就比

較會不聞不問，當

然，如果能夠多辦

研習、多給補助、

大力的支持相聲表

演團體，當然，如

果能辦理縣級比賽

就更好了，畢竟相

聲就像是某些能力

的底子，像是如果

練完相聲了，我們

的表達能力、作文

能力基本上都會進

步。 

我覺得有縣政府支持的那

個接受度就更高，所以對相

聲來講的話，如果可以有更

多的關注，更多的支持，不

管是經費上的支持，或者是

他用比賽的方式，我覺得，

應該相聲在花蓮慢慢的扎

根，然後慢慢地推廣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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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花蓮地區

傳承相聲文化

有遇到什麼困

境？ 

困境就是傳承者的

年齡對語文的表達

有認識或是他對相

聲是否有興趣。 

 

 

 

 

 

最大的困境或許就

是學生有可能因為

學業壓力而無法學

習相聲，通常到

國、高中就會形成

斷層。 

 

 

 

就是可能會有斷

層，也有了解與不

了解的問題，例

如，十年前的學生

或許都很熟悉相

聲，但現今的學生

就會認為那是老人

家在看的、因此而

不瞭解。 

學生沒有學習的意願。 

您對相聲在花

蓮未來的展望

是什麼 

希望花蓮成為也固

定相聲表演的基

地。 

 

 

 

 

 

 

 

 

 

首先，就是有專門

推廣相聲的劇團，

可以漸漸茁壯，再

來就是有專門推廣

相聲的表演，以及

可以舉辦相聲同樂

會。 

 

 

 

 

 

首先是最重要的培

養觀眾，作法就是

多一點的推廣、研

習，這樣的話大家

會比較願意去看表

演、最難的是培養

演員，老師說:真的

肯說很難，但要說

的好更難，所以也

只能多推廣研習、

提高大家的興趣 

 

考試領導教學，如果相聲比

賽能成為會考的加分項

目，那大家學習的意願就高

了。然後會有專門教授相聲

老師會出現，工作機會若多

了產業才會發展起來。如有

辦比賽可以開放大家來欣

賞，讓民眾看看國小國中的

相聲教育發展。 

 

 

 

 

小結：我們了解到要如何推廣、宣傳相聲，若能將顯眼且有效在小範圍內做宣傳的海報與快速且方便

在大範圍內做宣傳網路的做連結，也許就能達到良好的宣傳效果，而且花蓮人對相聲其實是有

蠻高的接受度，所以相聲應該可以在花蓮慢慢地蓬勃起來，但是如果在教導學生相聲時，多少

就會遇到斷層，所以要辦理縣級的比賽，或是有固定的大型相聲表演，對於推廣相聲就會有很

大的突破。 

 

參●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相聲教育的困境與斷層     

在近期的教學現場上，當老師在講到相聲時，學生普遍會認為相聲是長輩在看的東西，因此有可

能會被排斥，即使是對相聲有興趣的學生，如果到了國、高中時，因為面對難以負荷的學業壓力，可

能會放棄原本對相聲的熱愛，直到進了社會，想要重新學習相聲，或許就會變得非常陌生，就無法點

燃對相聲的希望，也捨棄了重新學習相聲的機會。有的時候，學生也許會遇到某些藝文課本版本較不

齊全的問題，因此需要老師補充，可是也會發生老師直接草率帶過的情形，這樣就會澆熄了想學相聲

學生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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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聲文化在花蓮的發展與認同 

  在八斗喜說演班來到花蓮之前，花蓮幾乎毫無相聲發展的事蹟，僅有幾名相聲演員勉強能跟花蓮 

沾上一些關係，因此在以前，大家對相聲依然很陌生，政府也不怎麼關注，可是在大約 10 年前相聲

瓦舍的崛起，學生幾乎都知道相聲是什麼了。而當八斗喜來到花蓮之後，政府與民間開始關注起相聲，

學生們卻因為沒有看表演的機會，且有那是長輩在看的東西的刻板印象，不認同也不想學習，逐漸形

成斷層。 

（二）相聲在花蓮未來的展望 

  如今相聲在新生代中逐漸沒落，花蓮也幾乎沒有相聲表演團體，唯一有的就是朱德剛大師創辦的

八斗喜說演班，朱老師不定期開班授課，對象男女老少皆有，是想學相聲卻苦無管道的民眾的好選擇。

而相聲源自於庶民文化，在茶館一邊喝茶一邊聽相聲是何等的愜意，之前朱老師和王記茶鋪合作，在

茶鋪表演相聲，頗受好評，場場爆滿。目前朱老師也規劃疫情過後將在他的工作室，固定表演，並提

供茶點，日後觀光客來花蓮白天可以看山看海，晚上則是到茶館聽相聲，用笑聲洗滌一天的疲累，相

信未來花蓮的夜晚會很文藝。 

二、建議： 

（一）利用表演、研習、演講等方式將相聲好處深植學生心中 

相聲雖然廣受大人們喜愛，但對於學生來說，因為學校不教、考試不考，且長久欠缺表達訓練，

多表現得興趣缺缺，而且若採取傳統嚴格的訓練方式更使學生視學相聲為畏途。但若能利用相聲幽默

的表演方式，引起學生的注意，再加上藉由與學生年紀較相近之學長、姐的表演段子給學生看，或是

請厲害的同學上台表演，讓學生能夠有學習相聲的信心，等到他慢慢熟悉相聲之後，就能讓他看更高

深、精彩的表演，使學生逐漸有興趣投入相聲，能夠慢慢地愛上相聲，甚至後來可以邀請學生出校外

表演，並多多鼓勵學生，刺激學生對相聲的興趣，而相聲的多元能力，更可以有效改變學生的語文表

達能力、增廣文化見識、增加文學底蘊。 

（二）用相聲比賽來作技術交流 

希望政府能多辦一些相聲的比賽、縣賽甚至全國賽，參賽年齡可分為成人組及青少年組與兒童 

組，使三個年齡層的同好者一起互相切縒及交流，將各地不同的相聲風格及文化傳到各個地區，使各

地文化能更多元，也因風格及主題的不同，將各種不同的風格取優點改缺點並進行創新，以傳統為基

底，再增加創新的內容，藉由各種風格的趣味之處，吸引他人學習相聲，進而增加更多關注相聲的觀

眾；爭取將相聲表演比賽獲得名次納入會考超額比序，自然就會有教學相關的產業出現，有聽眾有考

試加分誘因就有產業，能養活更多相聲從事者，促成相聲藝術的傳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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