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內容紀錄 

季別 主題 說明 

第一季 「藝文場館經營」 

藝文場館是藝術家與觀眾間的橋梁，它是藝術家創作的

空間，也是觀眾親近藝術的平台；場館因著屬性或其地

方特性的不同，發展出各場館經營的模型，本季發展之

議題，將從不同場館營運探討起，場館經營管理概念分

享，以及不同屬性的場館營運•思維不同之處，從中找

出未來管理趨勢與脈絡。 

第二季 
「剖析地方藝術節

-團隊觀點」 

近年來地方廣為興辦藝術節，透過藝術節整合相關•藝

文資源進行城市行銷，展示地方藝術的豐富性，並提供

藝術家一個創作的平台。各地的藝術節也因著地方特色

發展出不同的紋理，本季將透過三個城市的藝術節剖

析，以藝文團隊的觀點，探討各藝術節為地方所創造之

效益•，與對藝術節未來•發展之期許。 

第三季 
「藝術旅外經驗 

分享」 

本季議題為藝術家與藝術團隊的旅外經驗分享，•用以

探討藝術輸出所需俱備•條件。自藝術團隊巡演海外•經

驗分享中，解析如何•以有效•資源發揮團隊最高演出效

益；另針對藝術家個人•旅外經驗，分別以常駐及短期

獲邀等不同型式各自細說旅外創作；以及何以•於國際

中立足，展現臺灣文化本位。 

第四季 
「國際藝術輸入 

經驗」 

有別於第三季由台灣在地的藝文團隊來談論其旅外的經

驗，本季主題主要邀請對象為國際知名的台灣藝文工作

者及國際藝文經濟公司，分享國際邀演的經驗及探討國

際表演藝術的新趨勢。 

 



 

 

第一季 「藝文場館經營」 

議

題 
「草地蓋大堂」地方型劇場營運管理淺談 

場次 

時間 

【第一季第一場】 

2014年 01月 15日（三） 

19：00 
講

師 
張世杰（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主任） 

內

容 

張世杰老師以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為例，深入淺出的點出地方上劇場營運的問題及

現今嘉義表藝中心的概況和因應策略，點出「良好的劇場服務」、「擁有肥沃的藝文消

費市場」、「好的表演團體的創作」三種元素，才能形成良好藝文生態。也說明團隊駐

館計畫執行上，除了扶植劇團以外，也配合當地產學合作，培育在地學生，做出最大的

效益。張世杰老師也提出針對在外的藝術工作者們，由地方上提供平台，讓他們有機會

能夠在家鄉作演出，進而使在地的藝文環境更加的活絡。 

現

場

概

況 
 

觀眾與講師近距座談 
 

來了許多想要學習新知的夥伴們 

議

題 

「３０歲的至德堂、１歲的大東、０歲

的小劇場、５歲的高雄春天藝術節」 

對場館營運的策略經驗分享 
場次 

時間 

【第一季第二場】 

2014年 02月 15日（六） 

19：00 講

師 
吳正婷（高雄文化局表演產業中心主任） 

內

容 

吳正婷老師分別從：政治、工程、市民、媒體、藝文界，這五個面向來分享她這幾年的

場館行銷經驗，並以 2012 年新成立的大東文化藝術中心為例，分析對各種不同觀眾族

群的誘因。接著討論到這幾年來，沿著捷運橘線，高雄藝文蓬勃發展：從西邊的正港小

劇場、到位於高雄市市中心的文化中心至德堂、一路往東到鳳山的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建立了一長條的藝文捷運軸線，並以這些場館為主，打造出屬於高雄城市品牌的藝術節

－高雄春天藝術節。正婷老師也跟大家分享她的行銷手法：拉長宣傳期程、打造多重宣

傳話題、如何擴大觀眾或遊客族群，並以時間來換取改善空間。最後，鼓勵在場的學

生，多去爭取實習機會，以及勉勵大家多從經驗與觀摩中學習溝通技巧。 

現

場

概

況 

 
老師的分享內容十分豐富且精彩 

 
觀眾踴躍提問及心得分享 



 

議

題 

「小孩玩大車?」屏東場館營運理念與作

為 場次 

時間 

【第一季第三場】 

2014年 03月 15日（六） 

19：00 
講

師 
徐芬春（屏東縣文化處處長） 

內

容 

徐芬春處長從講題『小孩玩大車?』的意涵與我們談起：屏東縣之於國土規劃一直以

來是如此弱勢，中央政府是如何忽視地方文化建設，以及從新聞媒體不看好的落點分

析，看見社會大眾不夠信任的認知落差等屏東文化處在爭取屏東新廳建設預算時，所面

臨的種種前提挑戰有哪些。再深入以中央各部預算比例及各地方政府年度經費預算相互

比較，漸進分析出地方文化建設預算在中央政府各項政策中的不足之處，而屏東文化處

之文化活動經費預算相較於其他縣市文化局更顯式微，幾近只夠用於場館基本營運。然

而，儘管面對如此困窘的地方預算編列，文化處處長一心以屏東文化不落人後為信念，

並堅定秉持落實地方文化在地性，持續推動各項文化設施與活動，期許未來能跳脫外界

對屏東「文化沙漠」的刻板印象。 

而這份期許又將如何冀望於屏東演藝新廳落成發展？處長以歷年來屏東藝文觀眾資

料分析與屏東舊式展演場館使用上的優缺點，詳細說明屏東演藝新廳之建設特點與未來

想像。 

現

場

概

況 

 
老師精闢的解說與分享 

 
大家正聚精會神地凝聽 



 

第二季 「剖析地方藝術節-團隊觀點」 

議

題 

「藝術節與表演團隊的合作經驗與模式」 

以雲門舞集為例 場次 

時間 

【第二季第一場】 

2014年 04月 15日（二） 

19：00 
講

師 
劉家渝（雲門舞集行銷經理） 

內

容 

劉家渝老師首先分享了雲門舞集過去所參加過的藝術節，並且有條理的介紹了藝術

節與團隊間的合作型式，例如將舞團本身既定演出併入藝術節的節目內容，可以減少單

打獨鬥的風險，共同與其他節目創造更大的商機；或者是受到國外藝術節的邀請，若是

較為大規模的藝術節主辦單位，則會一併支付出國所有的演出或製作經費。同時，他更

具體的分享了什麼樣的藝術節是民眾較為喜歡的？例如：行政及工作人員的態度是基本

的因素，而藝術節本身的特色、藝術節總監及經紀人購買節目的眼光及參與團隊間是否

能有機會互相了解及相互交流則是影響團隊及民眾再次前來參與的重要因子。透過分析

以上經驗，使我們了解藝術節的製作及行政需要多方合作才能產生優良的節目。而後又

分享一連串他與團隊出國參加的藝術節經驗，活潑地說出了各個藝術節的特色及趣事。

最後，老師勉勵現今台灣的創作者應盡力創作好的作品，如此才可以將作品順理推銷出

去；而行政創作者則應全心投入，輔佐團隊使之順利運作。 

現

場

概

況 

 
家渝老師提醒許多行政應注意的小細節 

 
老師分享雲門舞集赴國外演出親身經歷 

議

題 
「為誰作嫁的藝術節」 

場次 

時間 

【第二季第二場】 

2014年 05月 15日（四） 

19：00 
講

師 
呂柏伸（台南人劇團藝術總監） 

內

容 

台灣共有三大藝術節，分別於台北、台南及高雄舉辦。對於這些藝術節而言，團隊

的付出除了建立觀眾外，整個社會、政府能給予什麼回饋？呂柏伸老師提出了「為誰作

嫁的藝術節」這個問題，以相反的角度跟我們參與藝術節時的感想及心得。台灣的藝術

節目前依然傾向於大拜拜的型式及一次性的活動，無法有效地將藝術節的特色建立出

來，加上某些藝術節時間越拉越長，若整體規劃不足，很容易失焦而使觀眾不想參與。

接下來又舉出英國愛丁堡藝術節及法國的亞維儂藝術節為例，提到台灣的藝術節規劃易

使團隊來匆匆去匆匆，降低本地團隊與其他國家的對話機會，喪失藝術節本來的善意規

劃。最後，老師提到現今台灣藝術節應思考的面向：除了主題的訂定之外，還應思考觀

眾想看什麼？如何改善場地規格不同等問題，並且提醒我們有效的藝術資源除了培養觀

眾之外，更應思考觀眾的接受度，如此才能創造更雙贏的觀賞頻率。 



現

場

概

況 

 
老師與觀眾熱烈討論 

 
聽眾感性回饋 

議

題 

「台北夏天 vs. 高雄春天」 

台北國際藝術節及高雄春天藝術節參與分享 場次 

時間 

【第二季第三場】 

2014年 06月 15日（日） 

19：00 
講

師 
劉建華（奇巧劇團創辦人） 

內

容 

劉建華老師從自己自小耳濡目染的豫劇環境出發，以專業表演者的角度講述傳統戲

曲在台灣生存及發展所面臨的狀況，並且以台灣豫劇團的近期製作《梅山春》及《美人

尖》等，帶領聽者思考創新製作與跨界合作的各種層面，其中當然不乏不同類型及門別

的藝術性融合與開創，更是考驗著創作、製作和行政團隊之間合作與協調的功力。 

身為高雄在地的演藝團體，除了在豫劇深耕外，劉老師姊妹創建的奇巧劇團以更多

元新形態的演出在表演藝術中尋求突破，因此以自製的節目在高雄春天藝術節中擔任開

場節目當之無愧。然而無論是高雄春天藝術節或是台北藝術節，都希望演出團隊帶來創

新製作的首演，新製作所耗費的經費和創作能量總是十分龐大且得來不易，在劉老師的

分享中可以看見藝術團隊的開創、經營與延續性亟需觀眾及各方單位的支持。 

現

場

概

況 

 
建華老師充滿熱情 

 
觀眾從老師的演講中獲得滿滿能量 

 



第三季 「藝術旅外經驗分享」 

議

題 

「文創調研×城市探索」 

－遇見亞太地區的文創網絡 場次 

時間 

【第三季第一場】 

2014年 07月 15日（二） 

19：00 
講

師 

葉維俐（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

究所博士候選人） 

內

容 

葉維俐老師上半場先分享她對亞太地區的文化創意產業觀察，造訪中國、東南亞十

幾座城市，藉由田野調查及深度訪談，研究了兩岸經貿關係、文化創意產業、文化消

費、藝術市場的調查研究經驗，同時強調智慧財產權對創作者的重要性。下半場維俐老

師帶著觀眾一起瀏覽調研過程中以及旅行時所拍攝的照片，一邊解說照片背後的故事以

及趣事，在老師豐富及生動的演講中，觀眾彷彿親身經歷般的造訪了十幾座城市，對亞

太地區的文創網絡也有了更多的認識。 

現

場

概

況 

 
維俐老師的分享生動活潑 

 
現場來了許多維俐老師的小粉絲 

議

題 
「從國際看國內看國際」 

場次 

時間 

【第三季第二場】 

2014年 08月 15日（五） 

19：00 
講

師 
王詩尹（台北兒童藝術節節目總監） 

內

容 

過去曾旅居西班牙的詩尹老師先以其親身參與當地藝術節之觀眾角度細部分享西班

牙馬德里春、秋兩季藝術節之演出節目挑選要點、整體活動辦理細節及形象宣傳設計意

涵等精彩開場說明了一個好的藝術節中最重要的品牌經營概念，再透過澳洲雪梨、墨爾

本藝術節、英國曼徹斯特國際藝術節及英國愛丁堡藝術節等國外大型知名藝術節觀察案

例一一分析各自優劣與特點，讓觀眾對藝術節如何策辦有了初步的了解與更開闊的思

維。接著，詩尹老師又以其身為兒童藝術節策展人的專業角度精選六部各國榮獲國際佳

評的經典兒童劇目演出片段與觀眾分享國際兒童劇場創作深度之成熟，是如此令人驚艷

與震撼，並從中帶出國內兒藝教育普遍過度幼童化的挑戰與問題。延伸最後，詩尹老師

再與回談其對臺北兒童藝術節的規劃與台灣整體兒藝教育的未來期許。 

現

場

概

況 

 
王詩尹老師以各大藝術節舉例 

 
觀眾聚精會神的聆聽 



 

 

 

 

議

題 

「泡菜、烤肉、搞劇場」 

－南、北韓與大陸旅遊經驗談 場次 

時間 

【第三季第三場】 

2014年 09月 15日（一） 

19：00 
講

師 
傅裕惠（台大戲劇系講師） 

內

容 

傅裕惠老師以她獲選雲門舞集流浪者計畫至中國東北與北韓旅行、以及與南韓劇場

界互動交流執導的經驗，從文化的角度分享她對韓國劇場的觀察，內容包含了食物、空

間、聲音及語言等有趣的異同，讓觀眾更認識了韓國的劇場生態。 

    一開場老師就點出從韓國、日本等亞洲國家的角度看不見台灣的危機，也勉勵在場

年輕人可以多跟韓國交流，因為韓國進步的速度是不容小覷的！傅裕惠老師接著分享她

至北韓旅行的特別經驗，彷彿替神祕的北韓揭開了一層面紗，在場觀眾都聽得津津有

味。 

現

場

概

況 

 
傅裕惠老師的分享精采有趣 

 
觀眾不時發出讚嘆的驚呼聲 



 

 

第四季 「國際藝術輸入經驗」 

議

題 

「文化經紀的未來」 

－經紀人的市場敏銳度與文化價值觀 場次 

時間 

【第四季第一場】 

2014年 10月 15日（三） 

19：00 
講

師 
李承翰（專業文化經理人及策展人） 

內

容 

近年來隨著普民對人文生活的重視，文化產業呼聲高漲，而藝術價值與商業產值卻

在其中成了最有趣的矛盾關係。本月講師李承翰-西蒙老師先以其在法國留學歐派藝術

管理之專業學術概念式深入淺出地為我們一一釐清普常迷思(比如:藝術經紀與藝術行政

兩者間的差異、藝術價值與市場價值的取捨等…)，再以自身在業界中國際策展之豐富

經驗直白剖析藝術經紀中的學院派與實務派之爭論觀點，最後，在這 1510 親密而深度

的藝文小聚會裡，西蒙老師更是毫不保留地與我們分享了專業經紀人的養成秘訣! 

現

場

概

況 

 
老師分享專業經紀人養成秘訣 

 
現場來了許多新朋友 

議

題 

「讓上帝的歸上帝，讓專業的歸專業」 

－表演藝術經紀的分工 場次 

時間 

【第四季第二場】 

2014年 11月 15日（六） 

19：00 
講

師 
李惠美（國家兩廳院藝術總監） 

內

容 

李惠美老師先從國內國外表演藝術經紀的歷史緣起及差異談起：18世紀開始，國外

的經紀人將藝術家當成自己的事業在經營；而國內由於買家較少，私人公司無利可圖，

因此以大型經濟公司引進國外節目較為盛行，並非實際經紀藝術家。接下來惠美老師以

專業的角度分享經紀市場的機制，並呼籲公部門投入資源提升軟硬體。最後勉勵在場觀

眾身為優秀經紀人所需培養的能力：必需時時掌握時代趨勢及藝術家的發展動態，培養

表演藝術專業及鑑賞力，並藉由穿梭各大藝術節、藝穗節及出席表演藝術市集、大型國

際會議組織來建立起豐富的人脈，得以提供藝術家更多的創作資源。 

現

場

概

況 

 
惠美老師勉勵在場觀眾 

 
觀眾熱烈分享自身經驗 



 

 

議

題 

「藝文政策服務的對象該是消費者還是

公民？」 場次 

時間 

【第四季第三場】 

2014年 12月 15日（一） 

19：00 
講

師 

黃宏文（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永華管理中心

科長） 

內

容 

  宏文老師從政府推動文創產業政策至今面臨的瓶頸談起：以前的文化中心比較像社

教中心，但如今，文化中心不斷增多，使用人卻尚未培養完全，形成僧多粥少的局面，

因此各個文化中心的「定位」及「目的」須先有明確方向，而各地的文化中心建構起各

自的「特色」則為問題核心。接下來，老師帶領觀眾再探討到臺南市政府傑出表演藝術

團隊扶植政策，除了經費補助外，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同時也為表演藝術團隊規劃：補助

交流、焦點培育、行銷推廣、觀摩交流、教育研習等輔導培育計畫，藉此鼓勵團隊下鄉

巡迴演出及加強團隊行政企劃能力等等。 

現

場

概

況 

 
老師鼓勵團隊多加運用公部門的資源 

 
觀眾認真的聆聽及做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