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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我們發現藝文領域裡的表演藝術活動，近年在各縣市都發展得有聲有色。但

上課時曾聽聞表演藝術老師提及花蓮除了有「後山」的外號，還曾經有過「文化

沙漠」的稱號，覺得很不可思議。恰好七年級下學期期末時，國文老師給班上同

學看一部與課文有關的影片，是朱德剛及陳慶昇所演出的相聲表演，情節逗趣、

對話幽默好玩，全班看得捧腹大笑，也引起我們對於表演藝術的興趣與關注。因

此，希望能以花蓮在地的表演活動當做研究主軸，進行各面向的理解。由於花蓮

大多數的藝文活動都以文化局辦理的較具規模、表演類別比較完整，另一方面經

過資料蒐集，我們發現有很多表演團體都希望到文化局演藝廳進行演出，所以我

們最後決定以文化局辦理的藝文表演活動為中心主題，進行相關研究探討。 

 

二、 研究方法 

 

(一) 文獻資料探討 

 

1. 相關文獻與報導的查閱： 

由於探討的主題是花蓮地區的表演藝術活動，內容與題材比較屬於地方性，

所以相關文獻十分有限，除了幾本表演藝術類的專書、花蓮縣政府文化局資料、

還有幾本過去文建會做地方文化活動的調查計畫書，其他資料來源多為 

報章雜誌或是網路上的相關報導。 

 

2. 《洄瀾文訊》梳理： 

為了解各類表演活動到文化局的演出頻率，我們參考文化局的出版品—《洄

瀾文訊》，這本文訊每月出版一本，記載每月表演行事曆，不過在資料蒐集 時發

現：網路上僅彙整民 98 年度以後迄今的資料，因此，我們分工整理民 98 年迄今

的文化局藝文表演活動，並做成表演藝術類別的相關統計。 

 

（二）問卷調查分析： 

我們於八月二十七日前往文化局觀賞太平洋藝術季系列活動之－「城人故事

~逗陣在花蓮」台北曲藝團演出之際，藉由此次觀賞節目安排、觀察觀眾參與文

化局表演活動的情形，也做問卷調查，企圖了解前來觀賞表演者的身分背景、及

對文化局安排節目類型的想法。在演出後立即回收問卷，進行分析。 

 

（三）訪談專業人員 

因為本研究與花蓮縣文化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我們得知班上同學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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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芳榮女士曾任職表演藝術科科長，也是現任局長秘書，於是邀請曾女士進行訪

談，希望藉由專業人員的協助，讓研究進行得更順利而深入。 

 

（四）成立討論社群 

組員在暑假期間開始進行小論文研究，因聚會時間有限，無法進行充分討論，

我們便決定在臉書成立討論群組，方便組員隨時分享資訊與進行更多的討論。 

 

 

▲圖一：我們的社群網頁 

 

貳●正文 

 

文化局（前身為文化中心）是管理文化藝術發展的地方執行機關，文化部（前

身為文化建設委員會）是編列預算補助給地方文化活動的中央部會，他們上下都

期望因此能提升地方藝文團體的表演水準與民眾的欣賞能力 (蘇昭英，1998 )。 

民國 80 年啟用的花蓮縣立文化中心演藝廳是花蓮縣內最佳的演出場地，擁有專

業的舞台設備 (吳天泰，1996)，而文化中心則於民國 99 年改制為「文化局」，目

前設置有表演藝術科，管理規劃近期文化局表演藝術活動能以各種型態呈現。 

 

在彙整專業人員訪談、問卷調查與各種文獻資料以後，我們試著從三大面向

來討論本研究內容： 

 

一、 藝文活動分析 

 

(一)、文化局表演的分類： 

 

沿襲《花蓮縣志文化篇內民國七十一年至九十年》之花蓮縣藝文活動出席人 

口概況表之藝文活動分類，我們將表演藝術活動分為以下幾個類別: 

1.音樂類－－旋樂器、管樂器、打擊樂器、撥弦樂器…… 

2.舞蹈類－－民俗舞、芭蕾舞、現代舞…… 

3.戲劇類－－兒童劇、舞台劇…… 

4.戲曲類－－歌仔戲、京劇、客家戲、布袋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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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民俗類－－相聲、獅陣、跳鼓陣、鼓陣…… 

 

(二)民國 98~105 年 8 月文化局表演藝術統計分析： 

 

由於網路上僅彙整民國 98 年度以後迄今的資料，因此，我們分工整理 98 年

迄今的文化局藝文表演活動，並做成表演藝術類別的相關統計。 

 

▼表一：民 98～105 年 8 月花蓮縣文化局表演藝術類活動統計 

 音樂類 舞蹈類 戲劇類 戲曲類 民俗類    備註     總計 

98 年 29 12 7 3 7               58 

99 年 31 14 12 0 13 1~7 月沒有紀錄 70 

100 年 39 24 41 1 16              121 

101 年 50 23 8 1 6               88 

102 年 48 13 16 1 1               79 

103 年 52 20 10 0 3               85 

104 年 44 5 15 5 3               72 

105 年 22 2 9 1 2 到 8 月為止    36 

 

1.音樂類表演 

 

(1)除了民國 100 年的戲劇類場次較多以外，音樂類可說是表演藝術活動之冠。 

(2)民國 98 至 100 年一直呈現成長趨勢（29～31～39），尤其是 99 年雖然 1～7 月

洄瀾文訊沒有紀錄，但卻還是比 98 年多。 

(3)民國 101 至 103 年場數均在 50 左右，可說是達到巔峰的狀況，可能是因為太

平洋左岸藝術季提供更多的音樂表演機會。 

 

2.舞蹈類表演 

(1)從民國 98 年～103 年場數一直都是十幾、二十幾場，但是到了 104 年卻分別只

有 5 場，105 年雖然只統計到 8 月，卻也只有 2 場，可以看出舞蹈表演有近兩年

有急遽減少的趨勢。 

 

3.戲劇類表演 

(1)有時多、有時少，最高場數來到 41 場(包含下鄉巡演)，最少卻只有 7 場。 

(2)通常戲劇表演團體來一次就會演出同一齣戲劇幾天，代表最少的那年可能劇場

來得少，而最多的那一年劇場來得很多。 

(3)戲劇類表演中以兒童劇最多，可能是因為在花蓮地區兒童劇最容易有收入。 

 

4.戲曲類表演：場數最少，每年均在五場以下，可能是因為戲曲類表演團體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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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地區的觀眾也較少。 

 

5.民俗類表演：從民國 98 年～100 年一直呈成長趨勢（7～13～16），但是 101 年

開始最多只有 6 場，可見民俗類表演也未獲花蓮地區青睞。 

 

綜上所述，民國 98～105 年 8 月的表演活動，依序為音樂類→戲劇類→舞蹈

類→民俗類→戲曲類，音樂比例明顯高於其他類別的狀況，其實在民國 103 年 1

月東方報的一篇報導中也有提到：2014 年的太平洋左岸藝術季，「12 個入選的節

目由音樂類全包」。這個狀況若反覆思索，去看「戲劇、舞蹈的缺席」（不計入縣

內眾多的原住民族文化藝術團），或許可歸結為戲劇、舞蹈所需的進場裝台時間、

舞台道具運輸成本等等，一般來說都比音樂繁複，成本也較高。 

另外，花蓮縣文化局「 103 年花蓮縣藝文論壇」會議紀錄中則提到表演藝

術發展以音樂為主，目前雖然有舞蹈和戲劇方面的表演團體，發展已相當成熟，

但缺乏整合。雖然民國 103 年太平洋左岸藝術季以音樂活動為主，但有文化部挹

注活化經費，能讓鄉親欣賞到戲劇演出。不過，即使文化局有注意到增加戲劇的

場次，與音樂類相較下兩者間還是有 5 倍之多的差距。 

至於 2015 年 2 月 5 日更生報 :「花蓮縣文化局自二○一三年起將過去

辦理多年集中一個月的國際音樂節，轉變為月月有好樂的「二○一五太

平洋左岸藝術季」，有別於過去以音樂為主軸的系列活動，今年擴及戲

劇、舞蹈、相聲等類別。」其中可以發現：文化局對表演藝術活動的辦

理不斷地調整與改變，為的就是希望活動可以更多元、更有變化，吸引

更多觀眾的參與，以增進活動辦理的效益。  

 

(三)、問卷統計與分析：  

根據民國 105 年 8 月 27 日進行的問卷統計分析顯示：當日觀眾最常觀賞的

表演類型是以音樂類最多，戲劇類居次，一方面可能是因為音樂類表演較多，加

上學校樂團到文化局表演，家長或會比較踴躍去觀賞孩子們的表演，此外，根據

小組討論，應該跟教育有頗大的相關，因為不少父母希望以音樂來增加孩子的氣

質和才華，也因此班上同學大部分都有學音樂，連帶地從事音樂或是欣賞音樂類

別的人就普遍較多，當然相對地也就會安排有比較多場次的音樂表演。然而在這

些場次中也有不少是由花蓮在地的學校樂團來演出，而且大部分都時間都是在學

期末，應該不少是為了成果發表而安排。 

此外，問卷統計中也顯示：許多觀眾希望花蓮文化局可以再多規劃戲劇類的

表演，其次則是音樂，民俗、舞蹈與戲曲的票數則相差不多，由此可見花蓮觀眾

對於戲劇表演的規劃確實有較高的期待。 

文化局表演安排方式：除了由表演團隊向文化局提出申請的方法以外，文化

局也會透過對觀眾發問卷調查的方式做統計，雖然有時回收率不高，但可藉此來

分析哪些類別比較受歡迎，增加這類的表演團體到花蓮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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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費編列的理解與討論（專業人員訪談資料:） 

 

（一）表演安排方式: 

 

1.申請：由表演團隊向文化局提出申請， 

收費依據： 

(1) 文化局協辦：免場地費，只收空調等費用 

(2) 共同主辦：免收錢 

(3) 租借：所有費用均須繳交 

 

2.文化局舉辦：例如國際音樂節、太平洋左岸藝術季 

皆為文化局委由專業團隊辦理，太平洋左岸藝術季原則上每月一場，而今年共有

8場。 

 

（二）經費申請與勸募問題： 

 

1.近年推倡收費表演也遇到票房不佳的困難。邀請團體需要有一定的邀請經費

（200萬上下），但不會「一次性」花在一個超優質的團隊，會平均邀請。 

 

2.文化經費在縣裡的預算上只佔一成，花蓮更低，相對較重教育。 

 

3.邀請團隊，團隊來不來表演問題就在於經費，一切就是看經費而定。大部分表

演(300多場)都是團隊租借較多，除縣府特別規劃以外，基本上辦表演等會遇到的

問題就是經費預算。 

 

4.因經費緣故，較有名、優質的表演團隊在大都市表演的頻率比花蓮高。 

 

5.由縣府指定大型音樂會金額較高，例：故鄉，就是由縣府3處集資。 

 

6.因為經費有限，著名的表演團體來表演都需企業贊助，或其本身很會募款，但

公部們仍會贊助。 

 

經費的問題一直是很重要的考量，辛晚教 (1996)就曾指出東部地區經費短少

並且企業家回饋文化建設較少。在民國85年時代是如此，現在在經費上的問題仍

是相當重要的考量。 

 

（三）購票欣賞鼓勵參與動機： 

    藝文活動屬精神層面的滿足，但若經濟狀況不好，沒有基本的物質生活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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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可能想參與藝文活動？也就是說吃不飽，穿不暖，哪會去看表演呀!期待文

化回歸於教育，從小在生活中體會文化的美，去認識他，養成基本的文化觀念。 

我們從兩篇媒體報導中也獲得佐證，民國103年1月東方報的一篇報導中提到：「外

縣市團隊到縣內演出，常常還需要考量有沒有足夠的觀眾來支撐付出的成本。」 

 

    我們覺得說得相當有道裡，因為花蓮本身對外交通較不方便，而且文化表演

方面的預算也不多、門票又相對便宜，加上若安排戲劇或舞蹈與安排音樂相比之

下，相對麻煩許多，學樂器和願意欣賞音樂的人比較普遍，對舞蹈戲劇團體而言，

花了很多心力準備的表演，卻不見得有什麼觀眾願意捧場，當然就減少了戲劇和

舞蹈團體前來演出的意願。 

 

2013 年 2 月 18 日洄瀾網報導 

    花蓮縣文化局局長陳淑美局長強調，花蓮國際音樂節自民國 92 年～101 年共

舉辦 8 屆，歷年來均以索票方式提供縣民鄉親欣賞聆聽。幾年來執行結果，參與

觀眾逐年遞減，文化局經與學者專家及民間公正人士會商，審慎研議，決定自今

年(102)起，花蓮國際音樂節將有重大更張。好的音樂、美的事物，須要大家分享;

對的政策需要大家支持，如果我們可以動輒以 200、 300 元去看電影，應該也可

以相同之票價去欣賞音樂會。 

盼望認同新政策的愛樂好朋友，以實際的購票行動支持文化局的創作改革。 

 

 

三、 培養藝術欣賞能力是百年樹人的長遠計畫 

 

（一）培育藝文人才 

為提升花蓮縣表演團體的表演品質，花蓮縣文化局致力於培育在地藝術人

才。 

【2011 年 9 月 23 日東方報】像是表演相聲的朱德剛老師，配合營隊訓練對

戲劇表演有興趣的人；花蓮縣文化局也為提升花蓮縣本地表演藝術人才的視野與

專業能力、開辦「表演藝術‧創意視野」研習講座，共五堂研習課程，研習主軸

為台灣表演藝術發展的基礎、產業環境與可能的實踐方向，課程設計主要從節目

策劃與經營方向著眼。 

 

（二）提升文化素養、鼓勵民間參與率 

 

1.訪談曾女士時她也有提到：「民間的參與對一個表演來說非常重要，若只是官

方辦活動是辦不成的。像是日本的安藤忠雄，透過藝術季吸引年輕人回鄉。」藝

文的培養也需透過教育，近年花蓮文花局與教育處，透過補助機制，安排戶外教

學參觀文化局的館藏、表演或古蹟等，培養美學及文化素養，培植藝文人口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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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 

 

2.藝文的培養需透過教育，近年花蓮文花局與教育處，透過補助機制，安排戶外

教學參觀文化局的館藏、表演或古蹟等，培養美學及文化素養，培植藝文人口欣

賞表演。 

 

（三）戲劇教育的紮根與推廣 

 

1. 兒童劇較受歡迎 

仔細研究文化局安排的戲劇表演，發現有將近八成的場次都是兒童劇的演出，

而此一狀況，在訪問曾女士的過程中也曾提到：「花蓮地區的家長似乎比較願意

花錢在孩子身上，所以兒童劇特別受歡迎，而且近年來文化部積極地在各個學校

推廣兒童劇，期望能從小就教育孩童有文化、表演等的正確觀念。」正因為有政

府的安排和民眾的捧場，兒童劇團前來表演的意願就比其他表演團體來得高。 

 

2. 以兒童劇教育兒童： 

(1) 原因：為了均衡藝文發展，花蓮縣文化局近年來也致力深耕親子藝文活動。 

(2) 採取行動： 

在 2016 年 9 月的教育廣播電台報導中提及： 

為了均衡藝文發展，花蓮縣文化局近年來也致力深耕親子藝文活動。 

 

    民國 105 年邀請蘋果劇團深入北、中、南等十三校園巡演，蘋果劇團並依北、

中、南各區特色分別規劃演出三部不同主題劇目，希望透過表演來教育孩子。 

 

（四）教育程度的提升有效帶動藝文發展 

 

    從我們所發問卷的分析結果，大專院校畢業者佔比例較多，表示花蓮縣民 

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對藝術活動的接受度和參與也逐漸提高。 

 

▼ 表二：100 年與 105 年教育程度人口比較 

   範圍 

年份 

研究所 大專 

院校 

專科 高中職 國中 國小 自修 不識字 

105 年 11000 55000 33000 99000 35000 45000 1000 3000 

100 年 10267 46220 33228 101172 42819 507794 735 3138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民國 100 年、105 年 9 月統計資料) 

 

從 100 年與 105 年兩個資料來看，研究所人數與大專院校人數近期增多，專

科人數比較則差異不大；可以看出花蓮的教育程度是逐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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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三：全國教育程度比例花蓮地區教育程度比例之比較 (百分比) 

   範圍 

地區 

研究所 大專 

院校 

專科 高中職 國中 國小 自修 不識字 

105 年全

國 

6.14 24.16 11.45 31.15 12.73 12.58 0.30 1.50 

花蓮 3.9 19.50 11.70 35.11 12.41 15.96 0.35 1.06 

100 年全

國 

5.1 21.3 12.3 31.8 13.4 13.9 0.3 1.8 

花蓮 3.6 16.2 11.6 35.5 15.0 17.8 0.3 1.1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民國 100 年、105 年 9 月統計資料) 

 

    以數據來看，不論是民國 100 年或是 105 年，研究所與大專院校的教育程度

百分比，全國較花蓮為高出許多。以研究所來說，100年到 105年全國增進 1.04%，

花蓮增進 0.3%；大專院校部分全國增進 2.86%，花蓮增進 3.3%。表示花蓮的教育

程度逐年提高之外，在大專院校部分增進得最多。教育水平的提升，使得花蓮縣

民對於文化藝術的認知較強，也較願意參與藝術活動。 

 

(五)培養藝術消費觀念 

 

花蓮文化局於民國 103 年起的太平洋藝術季，提倡「使用者付費」觀念，表

演者往往付出極大的心力，且花蓮人較欠缺「使用者付費」的觀念，偏好免費看

表演，花蓮民眾習慣不收費，在外縣市門票貴多了(花蓮相對便宜，約為 200~300

元)，在大都市裡一樣的表演常是要貴到 3~4 倍以上(3000、4000 元)，若是票房不

好對表演團體來說是一種不尊重和一種打擊，因為一場表演往往都是花很大的心

力去準備的，所以公部門(文化局)會進行補助以降低團隊的表演成本，不要讓他

們損失太大，而降低受邀表演的意願。 

 

肆●結論與建議 

 

一、過去潘小雪(2003)認為文建會與花蓮民眾對於文化局的文化策略及執行成效

大都持肯定的評價，由以上分析所見，近期亦可看出文化局在藝文活動上不斷求

新改變與推動的努力，演藝廳硬體設施不斷更新，也使得許多著名的表演團體願

意來到花蓮演出。 

 

二、從研究中我們也發現文化局必須更積極的向中央文化部爭取經費，才能強化

藝文團體展演的動機與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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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讓藝文團體有效爭取企業贊助刻不容緩。從研究中我們也看出藝文團體

的演出經費份欠缺，公部門經費仍有不足，若企業團體能大力贊助，如國泰人壽

贊助雲門舞集戶外演出經費，且可以介入輔導培養募款的能力，如此多管齊下，

花蓮的藝文活動才有動能向前衝。 

 

四、藝術教育應不只在於文化局推廣的活動，學校教育中就需重視藝術課程所給 

予相關的概念，亦能培養藝術欣賞的觀眾；而文化局更需持續藝文活動多向推廣

的發展，如目前各種不同年齡層的表演藝術研習營，與表演藝術團體行銷、規劃

節目等，才能使花蓮的表演藝術環境更多元的展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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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27「城人故事~逗陣在花蓮」問卷調查統計表 
 

基本資料 

性別 
男 女             

20 61             

年齡 
6~12 13~18  19~23  24~39  40~64  65 以上     

6 7 4 25 36 3     

學歷 
國小  國中  高中（高職） 大學  研究所以上       

8 8 12 38 15       

職業 
學生  軍  公  教  商  工  服務業  待業中 

16 1 12 19 3 4 20 6 

問卷開始 

是否第一次來花蓮縣文化局看表演？ 
  是  否             

13 68             

一年平均來花蓮演藝廳看表演多少次？ 
1~2 次  3~4 次 5~6 次 7 次以上         

38 26 10 7         

這次購買的票劵是多少元？ 
200 元 300 元  500 元           

49 24 8           

若文化局所有表演都是購票入場，您可接受的票價？ 
100 元  200 元 300 元  400 元  500 元       

10 28 31 3 9       

您可接受的最高票價？ 
400 元  600 元  800 元  1000 元  其他       

21 24 16 11 9       

平常選擇觀賞的表演類型是？ 
音樂類  舞蹈類  戲劇類  戲曲類 民俗類       

51 22 48 22 18       

您覺得花蓮需要再多規劃哪一類型的表演？ 
音樂類  舞蹈類  戲劇類  戲曲類 民俗類       

32 20 45 19 22       

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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