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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得知老師選派我們參加「112 學年度全國中小學網路小論文專題暨本土使命式行動研究競賽」

的時候，其實我們有點茫然不知道該怎麼進行，也蠻緊張的，因為不知道該怎麼開始。老師說明了他

們曾經指導學長姊做研究的經驗和過程，也給我們看當時學長姊的研究內容，我們幾個就開始有了點

想法。 

  

    我們最先想到的是過去這幾年生活中最大的變化就是「疫情」，於是我們開始思考有沒有跟疫情

相關的題目是我們可以進行探究的，跟老師們討論了一陣子，就我們可以詢問到的資源協助和研究的

方式，加上看了學長姊寫得題目，我們也對「朱德剛老師」、「相聲」產生了好奇。 

  

    聽老師們分享，其實上次學長姊們的研究結果還可以有更多的發展，還有很多寶藏還沒跟朱德剛

老師挖掘出，經過了這些時日，可以延伸更多問題，此外，我們想到在疫情當下，大家都不太能出門，

即使出門也都必須遵守規定戴口罩，相聲這項藝術表演是非常需要與觀眾互動，也需要用聲音或是表

情來做演出，不知道朱德剛老師的相聲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會是如何呈現他們的表演？「朱德剛相聲

社」在疫情之下有沒有受到影響？於是就訂下了這個題目，希望能透過這次的探究得到解答，或許會

有更多我們意想不到的影響也說不定。 

 

一、研究動機和目的 

 

        透過閱讀疫情相關文獻討論並設定訪談題目，藉由訪談朱德剛老師來映證相關文獻中所闡述

的面向是否吻合，並透過朱德剛老師的回應整理出在花蓮的文化產業發展現況，期能反映出現實

情況，讓更多人能理解並關心在地文化發展的重要性。我們的研究目的有： 

 

(一) 疫情前朱德剛相聲社的營運情況。 

(二) 疫情對朱德剛相聲社的影響。 

(三) 後疫情時代，朱德剛相聲社的未來發展。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文獻探討與訪談法，透過研究疫情下對文化產業的影響相關文獻資料來整理出花  

    蓮文化產業可能面對的狀況，藉由訪談朱德剛老師來了解花蓮文化產業的經營在疫情下受到什麼  

    影響，以朱德剛相聲社為例，討論經營者的因應措施與相關單位的協助對文化產業發展的現況產   

    生什麼樣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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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流程 

 

 

 

 

 

 

 

                                  圖一、研究流程圖 

 

貳●正文 

 

一、疫情前的相聲社 

 

      朱德剛老師的相聲社深耕花蓮經營了九年，學長姊之前的論文中有提到：老師仍希望將來可以 

  做到讓外地人也能被八斗喜說演班的表演吸引到花蓮來，看看花蓮本地創作的表演。不知道老師這 

  樣的理念實現的如何？在疫情之前有沒有達到自己的目標？我們很好奇這一部分。 

 

(一) 初衷 

 

當我們問起朱德剛老師的初衷，老師回應我們：我的初衷就是在花蓮，能夠讓花蓮的鄉親或 

   者是從外地來花蓮玩的這些人，這些觀光客能夠在花蓮晚上看到一個不同的藝文表演，而不是一 

   天到晚只有逛夜市跟吃跟喝飲料，就這樣而已。想想我們的生活安排，好像也不常安排藝文活動 

   的欣賞，即使是在疫情之前。 

 

(二) 目標 

 

朱德剛老師帶著這樣的初衷來到花蓮深耕了九年，我們很好奇他想要達成的演出目標是什 

    麼？是否有遇到困難？老師說，他原本想要的目標就是想要做定幕劇，所謂的定幕劇就是說固定  

    每天或者每個月或每個禮拜，它固定有一個時間在這邊做表演，這個叫定幕劇。那定幕劇的這種 

    形式我當初很想要做的，就是原住民的一個花蓮在地的原住民的故事，然後做成一個歌舞劇，做  

    成一個音樂劇，然後固定在這邊表演，那戲有沒有做出來？戲做出來了！ 

 

    我們心想既然定幕劇的戲做出來了，怎麼沒有聽說有這樣的戲劇表演可以欣賞呢？於是追問     

    朱德剛老師原因：我發現到一個問題，就是在花蓮，雖然我訓練了一批演員來演這個戲對不對，  

   但是我忽略的是周遭有很多技術人員，花蓮沒有技術人員。 

 

       所謂的技術人員就是什麼比方說打燈光的啊！設計音樂的啊！控制音響大小聲啊！控制每個 

   人麥克風的大小聲啊！燈光要調整，要調燈啊！然後要有道具啊！要有佈景的這些設計人員、裝 

文獻討論 

訪談 
蒐集資料 確認主題 資料分析 歸納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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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人員，還有服裝的設計跟製作，所有的這些還有搬道具到舞臺上，然後這一場一結束要把道具 

   換下來然後換別的東西的，這種工作人員花蓮沒有。所以我每一次演那個劇的時候，我就要從臺 

   北調一票人來。那這個錢太花錢了！ 

 

       因為從臺北來就要交通、住宿。這是最基本的，那如果一部戲，它可能演三天，可是這些技 

   術人員，他要跟著戲走，所以他不是只待三天而已，他要待一個月！他就一直不斷地跟著戲走， 

   一直不斷地跟著戲走然後甚至於有更改，音樂有什麼，他要馬上更改，馬上換， 馬上什麼。所以 

   這個成本太高了。所以後來我就突然發現做戲太天真了！ 

 

       那我當初說的就是黑盒子的這種形式，剛才那種情境式的戲劇，他就不用這麼多技術人員， 

   因為他就是用現有的這些房子，演員直接在這個房子裡面就演戲，就演起來了。白天就演，他也 

   不用燈光，晚上他可能打兩個燈然後就這樣演。所以那種完全不用很多的技術人員。所以在花蓮 

   反而可行，所以後來我就放棄了這種黑盒子的表演形式，就是沒有做定幕劇，但是當然還是希望 

   能夠有一個表演能夠固定在花蓮。 

 

       聽完朱德剛老師分享的這些困難點，原來我們也想得很天真，我們以為有戲、有演員就可以 

   開始演了，大家就有表演欣賞了，沒想到在經營層面來看，一切都沒那麼簡單。 

 

(三) 理念 

 

回歸到我們原本想了解的問題，就是疫情前的朱德剛相聲社，是否如當初老師說的：「希望 

   在此據點擺上幾張桌子、椅子，準備相聲表演的段子，讓客人願意花費低銷上門喝杯茶，吃吃蔥 

   油餅，並且欣賞欣賞相聲表演，藉此來培養觀眾，能夠吸引本地的觀眾已經是很不錯了，但是，  

   老師仍希望將來可以做到讓外地人也能被八斗喜說演班的表演吸引到花蓮來，看看花蓮本地創作 

   的表演。」這樣的經營理念有達成嗎？ 

 

        朱德剛老師這麼回應我們：其實沒有達成耶！在疫情前的話，因為我是現在，前前後後算起 

    來差不多九年的時間了來到花蓮，那當初很單純的是想要做戲跟相聲兩種。所以那時候叫做八斗  

    喜說演班，也就是說有說唱的藝術，也有演戲的表演藝術，可是到了後來就發現到說在花蓮的整 

    個大環境跟硬體上面來講的話確實對於演戲來講比較不適合。 

 

        原本朱德剛老師的希望做的是能固定在一個表演場館的定幕劇，可以藉此慢慢推廣，然而花  

    蓮反而適合情境式劇幕，不過可觸及的觀眾較少。疫情前為什麼說沒有達到老師的理想目標， 

    就是老師希望能夠有一個固定的表演空間能夠做一些戲劇的表演或者是一些象徵的表演。但是在 

    疫情前顯然是失敗的，就是老師沒有找到一個固定的表演空間，然後再加上公部門的對於這樣子 

    的表演的一種這種合作模式始終找不到一個默契，所以說就一直存在在一個灰色的地帶。這個灰 

    色的地帶就是代表說好像可以做，又好像不能做，好像會成功，好像又不會成功。就一直是處在  

    這樣的環境，於是後來我就放棄了戲劇表演，開始慢慢地走向相聲的表演，在疫情前的時候其實 

    是兩者並進的。但是到了疫情發生的時候就改變想法了，所以並沒有達到我所謂的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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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來朱德剛相聲社的經營方向，在疫情前其實就已經遇到一些困難點，現實層面也讓朱德剛 

    老師一直在思考與改變模式，我們也就更好奇疫情期間的朱德剛相聲社面對的是什麼現況呢？ 

   

二、疫情時的朱德剛相聲社 

 

      根據經濟日報的報導，疫情對於文化產業造成的影響，包括「電影院上座率不佳，電影   

  總票房砍半」、「各大藝文展演售票平台營收大幅下滑」、「3 年來幾乎沒有大型戶外表演，偏  

  鄉失去觀賞展演型藝文活動的機會」。其他還包括「博物館參觀人次銳減，營運生存面臨挑  

  戰」、「藝 FUN 券照顧不到演藝廳級演出，表演團體仍須振興協助」、「傳統戲曲沒有演出機  

  會、失去舞台」、「實體書店、獨立書店、小型商號、微型文創等地方小型藝文店家消費銳  

  減」，以及「傳統技藝、工藝品傳承困難」等。我們想問問朱德剛老師的相聲社是否也如報  

  導所說呢？  

 

      (一)影響  

 

          朱德剛老師在疫情發生的當下，其實剛開始沒有什麼感覺，但是到後來政府開始宣布了一 

    些規範以後就是停止一切的所謂的表演活動。這個時候老師才意識到它的嚴重性。也就是說這個 

    停是不知道停到什麼時候的，但是我們後續沒有任何的配套或者沒有任何的應對的辦法。相關單 

    位沒有任何的解決的一些支援的辦法或什麼。我們想不到也不知道該怎麼做，只能面臨這個疫情  

    的時候封、停止演出，停止表演。 

 

    這個停止不光是花蓮停止，是整個臺灣，全部都停止。那這個停止下來的時候，它的那個損 

失是很恐怖的。比方說，學校老師他如果說停課的時候，可能教育部他還是會給他一個固定的薪 

水或者是校方會給他一個固定薪水。公務人員如果停班的時候，他也許在停止上班那段時間他沒 

有拿到薪水，但是他還是有一個薪水的收入至少上班的時候他有收入。而且公務人員不可能像表 

演的這種。這種形式是無限期的停止。公務人員他一定要去運作，要上班。所以他們還是有薪水  

可以拿，公司機關行號也是有薪水可以拿，只要裡面沒有發生重大的疫情。那基本上公司都是照 

常運作的，可是餐廳完全停止，不能營運。表演事業完全停止，不能營運。所以說那個時候對於 

表演的劇團來說是零收入。 

 

    (二)因應 

     

    朱德剛老師說，當下他是完全沒有因應策略。而且那個時候還有養職員，就我底下還有員 

工，我還要付他薪水。在那個時候很恐怖，錢一直不斷的付出去，但是沒有任何的收入進來。 

 

    於是開始想到的是做蔥油餅。就是無心插柳，不小心做了這個東西，因為疫情閒在家裡也 

沒事嘛！所以就開始去做，原來就會的一些這種麵食的東西，因為老師是山東人，所以常常做麵 

食，所以就回到家中做麵。反正閒在家裡沒事情，就做做給家人吃，吃著，吃著，開始給朋友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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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著，吃著他們就說你要不要賣。看看那剛好是因為沒有任何收入的來源。所以才想說要不要試 

試看賣蔥油餅。結果，那個時候，因為也是疫情，很多朋友就會看到說朱德剛在賣這個東西。那 

他們也知道，老師一定沒收入，因為是靠演戲嘛！是靠表演，一定沒收入。那他既然賣這個，我 

們大家買一下好了。所以就很多人會捧場。所以那個時候，雖然很多人買，可是老師也做不出來 

那麼多，因為靠自己的一雙手在做。所以眼看著可以賺很多錢，但是賺不到。但是有基本的一些  

固定的小收入，這個東西等於不無小補。 

  

    我們倒是沒有想到原來朱德剛老師希望的小茶館經營模式原來是在疫情期間發想的，讓來聽 

相聲的觀眾們可以喝喝茶，配著蔥油餅，輕鬆地欣賞著相聲表演。而且我們其實也蠻想嘗嘗蔥油 

餅的滋味。 

 

    蔥油餅的製作現在等於變成是一個常態性，這件事情呢！朱老師告訴我們，其實就是覺得是 

說這是老天爺給了我另外的一條路子，那也就是證明是說一個人，你只要有基本的技能，你不要 

去放棄任何的機會，那也是因為這個疫情讓我知道了，你一天到晚想著走表演這一塊，其實有時 

候還是要多去考慮多方面，尤其是在花蓮。花蓮的機會並不會很多，然後花蓮要靠的是「養」。 

 

就好像我們在臺北的話，我可以買一個很漂亮的花放在這個地方馬上就吸引很多人的目光，

但這個花不是你種的，是你花錢買來的。但是花蓮的話你買一個很漂亮的花其實吸引的目光並不

多，但是你在花蓮如果說自己慢慢慢慢種出來一個東西，慢慢發芽，慢慢慢慢的變得越來越大，

反而會有很多人去注意，因為他會說這是你自己弄的，所以自己弄的這一件事情。在花蓮來講的

話，反而比較容易會被注意。你那種一般來講的話就是說我隨便從外面花了錢，弄了一個東西，

這種東西反而不會被人家注意。所以說一技之長是很重要的。你自己要學會任何的東西。要有機

會你就去多學，有機會就多接觸。你只要接觸了以後，你放心你所學到的東西就是你的。你永遠

別怕有人偷，偷不走它。等到有一天，搞不好他就派上用場了。 

 

    (三)後疫情的朱德剛相聲社 

 

  現在疫情解封一陣子了，我們也很好奇後疫情時代的朱德剛相聲社會用什麼樣的模式來 

     迎接觀眾呢？ 

  

         朱德剛老師提到，我這個相聲社，搬到這邊來現在已經兩年多了。那我們從搬來是前年， 

     前年的 12 月，正式開始在做表演，就所謂的固定的表演從 12 月開始一直演，演到現在。 

 

         其實在去年的上半年還有一點疫情的影響的時候，我們還是繼續做，我們並沒有停下來， 

     因為那個時候政府就沒有嚴格要求說停止表演活動，只是說大家全部戴口罩，所以我們那時候 

     免費供應茶點的這件事情就變成得被迫暫停，因為觀眾進來他們都戴口罩，所以他們不能吃他 

     們不能拆口罩吃而且觀眾也不敢吃，他們就覺得這麼小的空間，他們也不敢把口罩拿開，可是 

     很感謝的是觀眾真的還是很踴躍，就是他們還是都買票然後都支持我們這樣子的一個表演，那 

     很多的觀眾也希望我們不要停下來，所以我們就一直堅持在演出，在演出而且我們每個月都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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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表演內容喔！每個月都換喔！所以演員壓力也會很大。可是在這樣子的情況裡面我們一 

     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我們沒有任何的停，我們都沒有停下來…一直到今年的四月，我們就 

     恢復了茶點的供應，然後觀眾開始慢慢慢慢的就開始趕把口罩拿下來然後一邊吃。因為我們在 

     前年的十二月剛開始的時候就是用這樣子的形式，就是喝著茶，吃著點心，看著表演。 

  

         前年然後到去年的上半年，然後突然疫情了！以後我們就停了，從下半年開始一直到今年 

     的上半年。幾乎都停下來沒有供應，但是我們的觀眾跟我們的表演還是沒有停的。所以我們一 

     直演下來也就是因為堅持。所以造成了很多，很多的觀眾變成是一個固定觀眾跟死忠的觀眾， 

     就是他們都會固定，買票來看表演。堅持是很重要的事情。 

 

  原來在疫情期間朱老師的小茶館相聲表演並沒有因此停歇，除了無法出門看表演的那段日  

     子之外，演出反而因為堅持累積了不少觀眾。雖然是一個小小的小茶館，但是他至少建立了一 

     個形式是什麼叫做定幕就是每個月固定都有在這邊表演，所以觀眾現在越來越多，現在這邊的 

     觀眾能容納 24 個人，可是現在來看表演的這一些所謂的固定觀眾幾乎已經佔了五成了，就是每 

     個月固定買票，每個月爸爸、媽媽帶著兩個小朋友，每個月就是固定買一進來就是四張票，有 

     很多家庭已經佔了五成，然後剩下的幾乎是外縣市的這些觀光客，他們來花蓮玩，晚上來這邊 

     看表演，所以變成只要定幕劇慢慢慢慢的去堅持下去，看的人就會越來越多！ 

 

         朱德剛老師認為現在其實這邊場地已經不復使用，所以希望能夠有一個 100 人的場地能夠 

     讓更多人能夠來看這個表演，而且以後，如果說像是禮拜六跟禮拜天，搞不好未來會做到禮拜 

     一到禮拜天，那禮拜一到禮拜天的話，這中間每一天的晚上可能安排的是不同的表演形式，可 

     能有我們花蓮的歌手，可能有我們花蓮的這些小的戲劇或者是邀請一些脫口秀等表演演出，這 

     樣的話等於讓我們的花蓮人晚上至少有一個藝文的這個時間，讓更多的人能夠接觸更多的不同 

     表演形式，這樣子才是不要造成城鄉的這種差距這麼大！畢竟花蓮的藝文表演真的太少太少！ 

 

         我們理解了老師的經營理念，想來老師已經開始執行這部分的想法，不知道有沒有遇到什 

     麼困難？老師跟我們談了一些現實層面的困難點。 

 

         首先是，24 個觀眾的空間確實是不夠，其實老師當初也是因為沒有辦法。就是花蓮有很 

     多很多的老舊住宅或者是花蓮有很多很多的閒置空間。但是呢！老師始終不得其門而入，也就 

     是說我們不了解這些空間到底市公所或者是縣政府他們到底要做什麼用？那每一次在打聽這方 

     面的事情其實都是弄得頭破血流的，頭破血流的意思不是真的頭破血流，而是說你忙了半天， 

     但最後這些空間始終就是給餐飲業。我們這種表演的永遠拿不到，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餐飲業 

     能夠創造佳績，也就是餐飲業能夠有收入，餐飲業有了收入，它能夠付得起房租給縣政府或者 

     是給市公所，所以他們是站在這樣子的角度。他們寧願給餐飲業可是他們不願意去試試看給藝 

     文團隊，因為在他們的概念裡面總認為藝文團隊就是一個賠錢的，賺不了什麼錢的一個單位， 

     所以他如果把這個閒置空間給了你，他搞不好都怕你付不出月租費來，你連租金都付不起， 

     他搞不好會擔心這件事情，可是他沒有給機會，他怎麼知道呢？老師現在在這邊做這個小茶館， 

     其實就是一直不斷的在告訴自己也想要告訴公部門的，縣府的或者是市公所的這些官員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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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們知道花蓮多麼需要一個固定的藝文表演空間，不光是說藝文團隊需要，花蓮的鄉親都需 

     要！ 

 

         其次是，花蓮缺演員。我們訓練演員，因為不可能一天到晚從臺北請演員過來，技術層面 

     的東西若從臺北請，就是交通住宿費，所以我們要訓練自己的演員，那老師在花蓮這九年一直 

     不斷的訓練演員，一直不斷的訓練演員。但是很多演員就因為現實層面可能就是前一陣子疫情 

     的關係反而演員多因為大家都沒事，開民宿的也沒有生意，開餐廳的也沒有生意，所以反而都 

     跑來這邊學相聲。可是當疫情結束以後他們都回去做他們的事情。這邊就沒有演員了，所以現 

     在這邊缺的就是演員。希望的是說要有對相聲表演喜愛的人，喜歡的人然後能夠加入這樣子的 

     一個表演環境讓我們這邊的表演的團隊越來越強大。這樣的話我有大場地的時候，我才能夠在 

     節目上的調配上才能夠有所豐富！但是現在演員真的是比較吃緊訓練了。有一個現在念大學 

     了， 所以跑到新竹去了，然後還有一個也訓練得不錯，但他現在當媽媽。所以這個都是現實問  

     題啦！但是老師還是不死心，還是持續的要培養我們花蓮在地的表演者。老師覺得這個是重點， 

     這是重要的事情，那現在這邊還有一個花中的老師，在我這邊固定就是來學相聲，他已經上 

     臺很多次了，然後還有。兩個東華附小的六年級的小朋友，還有一個是國風國中二年級的小朋 

     友，都在這邊學相聲，而且有上過臺三次。所以一直不斷的在累積像這樣的經驗，像那個念清 

     華的那個他就是從小六開始學，從小六開始一直學、一直學，學到現在念大一，他是用特殊選 

     材，然後他是寫相聲的報告申請到清華進去，所以他沒有考試，他直接申請然後就過了！所以 

     說學相聲沒有不好喔！說真的，除了本科之外任何任何的這些其實有興趣的話不要放棄，不要 

     認為說反正這個學這個沒有用，但是他一直不斷的在這一塊上面累積結果，他竟然用相聲的方 

     式去寫一個報告然後申請清華進去。所以這些東西都是我們沒有辦法預料到的，也希望未來在 

     花蓮能夠找更多對於相聲喜歡，喜歡表演，喜歡說相聲的這一些人，這些朋友一起在這個環境 

     裡面，大家一起努力，這是朱德剛老師未來希望的。 

 

參●結論 

 

    藉由這次對朱德剛老師的訪談，讓我們也開始對藝文表演有些了解與接觸，也讓我們知道疫情緊

繃的那些日子，不僅僅是我們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響，藝文表演的經營者也面臨很多經營上的考驗。

透過討論，本研究得到以下結論： 

 

一、疫情前理念難實現 

 

疫情前，朱德剛老師想要做的是固定時間的黑盒子形式的劇場表演，希望透過觀光也將花蓮 

   的原住民文化劇場推廣給更多人欣賞，但是現實是，花蓮比較適合情境式的表演，但是那卻是較 

   難固定，能容納人數也較少的表演方式，所以老師只好放棄這樣的想法，調整自己的方向。 

 

       老師轉而將重心放在相聲表演方面，也積極推廣花蓮在地的相聲表演培訓，在府前路經營朱 

   德剛相聲社，仍舊希望是固定式的表演，容納 24 人的小茶館，讓花蓮鄉親或是觀光客，在周末夜 

   晚可以來輕鬆喝茶，吃吃蔥油餅，欣賞相聲表演。即使當初來到花蓮的最初目標較難實現，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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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仍持續透過相聲表演在深耕花蓮的表演藝術文化。 

 

二、疫情時的因應 

 

其實在疫情封鎖的當下，要說朱德剛相聲社完全沒有受到影響是不太可能的，畢竟在無法外 

   出的狀況下，政府也禁止演出以及觀賞表演，所幸朱德剛老師透過自己的手藝，成功讓自己的手 

   作蔥油餅賣出名聲，以解決沒有演出收入的窘境。 

 

       疫情期間，也因為各行各業無法做生意，也吸引一些對相聲有興趣的朋友來跟朱老師學相聲， 

    所以當時反而培養了不少表演人才，以至於後來微解封後，老師的小茶館可以堅持維持固定的表 

    演，也努力更換表演內容，累積了不少觀眾，至今若有表演場次仍座無虛席。 

 

       因為老師的堅持，所以他仍舊希望花蓮能有固定式的表演場所，他也開始感覺他的小茶館不 

    敷使用，疫情對於朱德剛老師來說雖有損失，但也是一種轉變的新開始。 

 

三、後疫情時代的理念與實現的困難 

 

疫情微解封時，其實朱德剛相聲社已經維持了固定式的場次表演，因此也累積了固定的花蓮 

    觀眾，也有一些觀光客來花蓮玩，晚上配合場次會來看表演。但是離朱德剛老師的理想仍有段距 

    離，他希望有大一點的空間，有一個 50 人或 100 人的一個空間。現在他也一直在找，這是老師 

   的目標，找到以後我就可以跟旅行團合作。至少花蓮有一個看表演的地方。晚上，不是一天到晚， 

   只有去東大門，沒有地方去了，白天遊山玩水，到晚上真的沒地方去。我問過太多太多觀光客就 

   是到了東大門買一些吃的回飯店，然後大家就在房間裡面喝東西、吃東西、聊天，沒有任何的一 

   個可以在藝文方面的，在另外一個精神層面的東西他沒有得到。 

 

       上述的理念在實現起來有兩個困難點，第一，就是場地尚未找到，公部門只要有閒置場地的 

   規劃都會優先考量給餐飲業，幾乎不會給藝文表演機會。第二，演員與技術人員不足，雖然在疫 

   情期間老師培育了不少表演者，不過因為疫情後現實考量，不一定能配合老師這邊的演出，更別 

   說是技術人員。本來老師也有心在花蓮培養一批表演技術人才，但是因為當初黑盒子形式的表演 

   理念沒有辦法達成，也就解散了，真的很可惜！然而現在八斗喜說演班，也形同虛設，因為公部 

   門和教育單位沒有很在意相聲的推廣，因此要培育表演者可說是難上加難。 

 

       儘管如此，朱德剛老師仍然沒有放棄他的理想，在經濟考量下，老師努力接演了一些外地的 

   舞台劇以及電影的演出，就算忙也還是在每週三維持和一些對相聲有興趣的學習者排演，也依舊 

   努力排定每個月的固定相聲表演，讓朱德剛相聲社的表演能持續獲得累積與推廣。期待政府相關 

   單位能看見老師的努力，給予藝術文化表演者更多的鼓勵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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