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伴網站第一階段建置計畫成果報告書 

 

一、 執行單位：代藝室 

 

二、 計畫實施成果 

 

本計劃分為兩個方向進行，一方面與草禾豐視覺設計有限公司討論網站架構、頁

面設計、後台執行…等技術事宜，另一方面則是建構網站內容，包括撰寫文章、

蒐集並挑選圖片、拍攝訪談影片…等業務。 

 

在網站架設執行團隊的建議下，我們首先選擇了適合《群眾》視覺效果的網站版

型，並依據原訂計畫內容精簡網站結構。經過專業會議討論，團隊決議將「創伴

網站」更名為 Open rehearsal，以符合開放創作歷程的計畫精神，架構技術上設計

為支援各式電子用品，如個人電腦、手機及平板電腦使用，更加使用者友善，也

易於網站在國內、外的推廣與宣傳。同時，本團隊也將網站內容聚焦於《群眾》的

創作過程，並將這樣的結構作為未來創作─《爭》(暫名)和《弱者》─的參考依據。 

 

電腦示意 

 



手機示意圖 

 

除了「關於作品」和「創作者」的簡介內容，我們透過「作品面向」和「作品結構」

去呈現《群眾》的創作歷程。前者呈現了動作發展(「動態到靜態」)、材質運用(「無

形到有形」)、感官觸發(「場域與空間」)…等多重面向，帶領民眾一步步認識到作

品的概念、塑形和成長；後者則將演出分為「勞動者形象」、「受壓迫的姿態」、「投



入抗爭」、「身體的訴求」、「消極抵抗」、「力量的延續」等六大部分，讓看過《群

眾》的觀眾能夠依循著演出結構，重新回味這部作品，並進一步梳理創作的演進。 

 

我們除了利用文字內容精簡描述《群眾》的概念和發展，也藉由文獻資料和排練

照片，讓民眾了解創作的推演。此外，團隊拍攝了藝術家的訪談影像，依據主題

鑲嵌在每一篇文章之中，讓他們闡述自己如何將抽象的想法化為實踐的行動。透

過創作者的親身解析，民眾不但更貼近他們的思緒脈絡和真實的面向，也更認識

他們彼此腦力激盪所迸發的藝術花火。在本計劃執行期間，本團隊共累積了 9 篇

文章及長達 3 小時的訪談影像。這些文字與影音資料將會隨著網站的公布與推廣

陸續發表，使大家深入《群眾》創作歷程的每一個環節。 

 

 

三、 網站內容說明 

 

除了首頁之外，Open rehearsal 網站共分為「關於作品」、「作品面向」、「作品結構」

和「創作者」四個項目。 

 

首頁包含了演出簡介、三種創作手法的細部解析、主創團隊介紹和台新藝術獎為

團隊剪輯的影像訪談。 

 

「關於作品」和「創作者」分別提供了《群眾》的演出介紹和四位獨立藝術家的個

人經歷。 

 

 

 

「作品面向」是本網站的核心，內容包含了「動態到靜態」、「無形到有形」、「場域

與空間」三個子項，分別透過舞蹈動作的發展、材質實驗、場面調度和氛圍營造

去解析《群眾》的創作歷程。目前的文章集中在「動態到靜態」之上，由導演和編

舞家暨表演者的對談，引伸出兩人如何透過繪畫文獻和社會觀察，延伸出雛型姿

態，並透過舞蹈運動讓觀者產生不同的感官變化。 

 



 



「作品結構」則提供觀者另一種切入作品的角度，使他們透過演出順序重新認識

作品背後的創作歷程。 

 

 平板電腦畫面 



 

四、 整體效益 

 

Open rehearsal 網站目前已具備「首頁」、「關於作品」、「作品面向」、「作品結構」和

「創作者」五大項目。如原計畫進展，本網站目前已完成結構的建置、演出內容

的建構(包含了演出簡介和創作者介紹)，部分文章的編撰與上線。在「作品面向」

的「動態到靜態」之中，觀眾已可透過 5 篇文章，瞭解導演與編舞家暨表演者如

何從社會觀察延伸出創作靈感，並擷取經典繪畫中的姿態發展舞蹈動作。 

 

隨著《群眾》2021 年 12 月 3~5 日於雲門劇場重演之際，Open rehearsal 網站也將正

式對外發表，屆時希望讓舊雨新知的觀眾能夠更深刻認知作品背後創作的累積與

紋理。在這段期間，本團隊也會依照觀眾的回饋調整文章內容，讓網站架設成為

一種 work in progress 的過程，也促進團隊與民眾之間的互動。 

 

在網站架設期間，團隊意識到原先計劃的規模過於龐大，因此必須不斷縮編，重

新找回計劃的核心價值，因此將網站聚焦於擁有豐富資料的《群眾》之上。另外，

疫情延宕了團隊採訪藝術家的時程，導致計劃的延期和有利的宣傳，只能趁著《群

眾》重演的時機，做為第一波推廣網站的活動。希望觀眾的回響能持續推動網站

的建構，讓它不僅是即時的交流平台，更能成為創作歷程的公開資料庫，提供更

多對表演藝術有興趣的朋友更進一步了解跨領域集體創作的方法。 

 

五、 綜合檢討 

 

此次計畫為代藝室首次執行網站架設業務，誠實地說，的確為團隊帶來很多的挑

戰，但同時也透過這個計畫，學習到許多新的知識，甚至讓我們更進一步檢視計

畫目的與方向，計畫明顯指引團隊可持續進步之處，經驗彌足珍貴。 

 

1. 技術挑戰 

由於對網站架設技術的不熟悉，計畫前期團隊花了許多時間與網站設計師溝通，

企圖在藝術與技術、內容與形式的兩個世界，尋找共同的語言，認識每一種技術

能夠為網站或使用者提供的服務，進而規劃網站內容。同樣的原因也使得計畫在

時程規劃上出現一些誤差。例如目前團隊已經完成 9 篇文章，與大量的影音訪談

影片，但由於不熟悉後台編排技術，使得上傳編輯所需時間比預期要長，亦無法

預估後台可能出現的問題，及解決該問題所需要的時間、對進度可能造成的影響

等等。 

 

2. 使用者習慣挑戰： 

本網站提案之初所做的規劃，至實際設計時出現因不熟悉使用者習慣而發生的

落差。雖得幸有專業網站設計夥伴提供諮詢協助，但仍必須因此做出些許調

整，並重新思考網站目的與方向。 



 

例如，一般人在網站頁面停留的時間，以及閱讀時的圖文比例安排習慣，團隊

在規劃之初並沒有考量進去，以致對訪談影片的想像為單篇長版，後經專業建

議調整為短版影片搭配文字的使用，較能吸引注意力短暫的現代人停留；唯，

此調整表示影片成品數量增加，費用也會成長，進而影響預算分配。 

 

另外，亦經科技專業人士提醒，方將手機和平板電腦介面納入本網站設計之

中，以便更友善地靠近更多觀眾，達到推廣與分享目的。 

 

綜上所述，經由國藝會支持而執行的網站建置計畫，第一階段就在懵懂跌撞中

告一段落，團隊透過實際操作，更加認識網站建構邏輯、技術可能，及內容創

意實驗，實為難得的操演經驗。我們也自信，下一階段能更清楚計畫的限制與

發展可能，期待有機會能完善本網站，繼續進行 Open rehears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