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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表演藝術家馮翊綱先生 

採訪整理：張容綺、陳淑芬 採訪日期：2003/05/16 

人物小檔案： 

馮翊綱，1964 年生於左營海軍眷村。 

國立藝術學院戲劇藝術碩士。 

【相聲瓦舍】創辦人。 

【表演工作坊】核心團員。現任銘傳大學、世新大學講師。 

著有相聲理論《相聲世界走透透》及劇本集《這一本，瓦舍說

相聲》，散文、小說集《也是路上的風景》，及多部劇場原影音

出版品。以長期在相聲藝術創作、展演、出版之貢獻，獲十大

傑出青年薪傳獎及中國文藝獎章。 

 

表演藝術不是機會性行業，而是專業性行業 

Q：先跟我們談談表演人辛苦的創作過程。  

A：我們不強調它是辛苦的、困難的，因為每一個行業有它的特色，我們

能做這個行業就是認了這個份兒，知道自己有這個能力，別人看起

來好像很麻煩，但是對我們來講是常規工作。  

  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先釐清「專業」這件事情的本質，口才再好的

相聲演員不會被民眾信任可以去幫他打官司，民眾應該要信任專業



人物專訪 專訪表演藝術家馮翊綱先生 

8 智慧財產權月刊 54 期  92.6 

的律師來擔任法律顧問或法律事務的代言人，馮翊綱不會被聘請去

法庭打官司，因為馮翊綱不是律師，律師是需要有資格認證的，醫

生要有資格認證，老師也要有資格認證，在台灣至少律師、醫生、

老師要有資格認證這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台灣是一個文化藝

術極端落後的地區，她不知道在歐美文化藝術先進的地區，表演藝

術人是有證照制度的，必須要透過表演藝術相關科系的專業訓練、

擁有證照才能從事這個行業，它不是一個機會性行業，而是專業性

行業。我所受的訓練、我所經歷的工作環境給了我這個觀念，我們

也設法、盡量地用自己專業的表現讓這個氣氛越來越濃厚，讓台灣

越來越接近文化藝術事業開發的地區。在我們國家談文化藝術產

業、談創意產業，不往專業訓練或證照制度去做，那就完全是白費

工夫的。  

專業的演員所著重的是作品創作的過程，而不是掌聲響起那一
刻 

  那麼專業的相聲瓦舍專於什麼業呢？專於排演事業。跟一般人的想

像不一樣，不演戲的人會想像一個演員所獲得的最大肯定就是站在

舞台上得到滿堂彩的掌聲。錯！專業的演員所著重的是在自己的工

作室裡面把作品無中生有的過程，他確實歷經了那個過程，並且在

第一場表演開演前，所有的創意人彼此知道我們已經把所有的事情

都做好準備了。是開演前的那一刻，不是表演結束掌聲響起的那一

刻。這個差別非常地大，你可以用相同的話語去問不同的表演人，

一定有前者的傾向，以及後者不專業的回答。  

  回到你的問題。相聲瓦舍的本業是在劇場裡面從事演出。你帶來的

VCD 是我們的本業被完整呈現後、攝影機在劇場裡面所錄下來的衍

生副產品。台灣的劇場展演分成春秋兩季，春季通常是四、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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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秋季比較理想的是十、十一、十二月，有時候會往前推到九

月。因為台灣的藝文人口主要在大專院校的學生，寒暑假的時候很

少有專業的團體會作公開售票的演出，這個對照過去的演出紀錄就

可以清楚得知，所有的專業團體都集中在春秋兩季安排表演，但是

台灣可用的、專業的、好用的劇場相當有限，大家都在排檔期。在

這樣的環境下，相聲瓦舍一年仍然推出兩檔在劇場中的展演，這些

演出不一定是全新的作品，可能有三種情形：第一種是全新完成、

在世界上從來沒有人看過的作品；第二種是以前沒有演過，但不是

相聲瓦舍編劇，老的相聲段子的改編作品；第三種是以前相聲瓦舍

演過，但今年翻新重演的。我現在就針對第一種全新問世的作品的

創作流程作一說明：  

  假設十二月一日是首演，倒推三十天是排演期，也就是整個十一月

是排演期，這代表劇本完成之後，還有一個月的時間可以做身體、

聲音、音樂、舞台等等的練習與配置，這一個月當中我們不是天天

見面，通常禮拜六禮拜天不排戲，我的排戲主張是日常生活工作方

式，不搞不正常，禮拜一到禮拜五的工作時間是下午兩點到晚上九

點半，為什麼要是下午晚上的工作時段呢？因為劇場的展演通常是

在晚上，演員必須習慣在晚上有旺盛的活動，如果安排在早上下午

練習，對於晚上的演出效果可能是不佳的。這樣算起來真正的排演

時間也不過是二十個工作天，這段時間劇本是已經寫好的，至於劇

本要花多少時間完成，那可真是沒準兒的事情，有的時候二、三十

天就寫好了，有的時候三、四個月沒寫好，所以為了安全起見，十

二月一日要推出的劇碼，通常最晚最晚九月一日就已經開工了，九

月一日 idea、大綱都已經調整好，段子的內容是什麼已經清楚了，

只是還沒寫出來，九月一日開始用浪漫編劇法，寫一行就是一行，

寫一頁就是一頁，用集體的創意大量地將想法付諸於平面，希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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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底看到可供排戲用的劇本已經完成，但是這中間會有一些突發

的狀況要應付，例如推不掉的飯局、宋少卿的原住民部落的邀約活

動等等，會導致排演活動的中斷，不利於創意的累積，所以我一定

要提早在七、八月很清楚地寫出創意大綱，九月開始浪漫編劇法，

十月底完成劇本，十一月密集排演，十二月公開演出。為了一齣戲

的完成，花掉半年左右的時間是很平常的事。以上是全新作品的創

作流程。老段子的相聲改作就比較省事，我跟宋少卿在家裡花一、

兩個月的時間就可以將劇本改編完成。這指的都是創意的部分，行

政工作要提早一年，我們這個行業的特色就是前置作業要做得完

全。  

我的作品強調的是表演藝術，而不是傳統藝術 

Q：請問您怎樣累積創作能量，對於老素材的選擇、進行改編有沒有什麼

原則？  

A：只要不是我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都是別人的作品，一百年前的作

品是別人的作品、二十年前的作品也是別人的作品，不過我不會碰

二十年前的，因為會有著作權的問題。傳統相聲的定義是一九五零

年以前的相聲作品，一九五零年以前的相聲作品沒有固定的作者，

那個時候相聲不是一個文化藝術事業，而是一個社會現象。以一部

書為例，一九九三年中國大陸出版了一部中國傳統相聲大全，一共

有四大冊，收錄了三百六十八個相聲段子，從那裡面取樣，並不會

侵犯任何人的著作人格權或著作財產權，我講的是取樣，不是照

抄，照抄的話會侵犯那部書的著作權。所以我的表演是以創作為

主，傳統為輔。  

Q：我原本以為相聲就是傳統藝術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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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對於這種說法，在台灣至少會有兩個人不同意，一個就是我，另一個

是賴聲川。應該不能說是我啦，我的搭檔也不會同意。一般愛好相

聲的人會跟你講傳統，因為是傳統所以要回歸到什麼規矩上面來討

論，我不這樣說的。  

任何一段相聲在它所處的時空背景下都在反映現實社會 

Q：現在受歡迎的相聲作品都融入了大量的時事素材。  

A：這樣說好了，百年前的相聲難道不是時事嗎？楊小樓的老闆怎樣怎

樣，站在後人的眼光看是傳統，但是回到那個時空背景下觀察，楊

小樓老闆的言行也是在反映當下的時事。任何一段相聲在它所處的

時空背景下都在反映現實，只是演變到我們這個時代比較特殊，因

為我們累積的能量比較夠了，所以會有一些借古諷今的段子出來，

故意地用一種假古典的方式來借古諷今，相聲發展了一百年，現在

的相聲形式最為奇特，而樣式最多。  

Q：很高興聽到有創作人在創作的過程中就已經小心處理智慧財產權的問

題，訪問一開始您有提到現在盜版情形還是很嚴重…  

A：這不用講了，我們現在出一張 CD 就預估會有五張盜版在市面上賣，

查緝盜版是應該通案加強的問題。  

簽訂一紙好的合約可以保護智慧財產權 

Q：請跟我們談談其他跟智慧財產權相關的糾紛。  

A：具體個案我不能講得太詳細，法律的判斷交給法官去做，因為我們相

信法官，但是簽訂一個好的合約不但可以解決問題還可以保護自

己。合約的簽訂是一個風險，不論是與唱片公司、劇場、導播等等

的合作，劇團身為創作人、著作權人，可以決定要讓渡多少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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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相對地唱片公司有多少權利義務等等，這些在合約裡面都必

須約定清楚，所幸我們的劇團經理是東吳法律系畢業的法務專才，

所以我們的合約都簽得非常謹慎。不僅劇團經理是法律系畢業的，

企劃也是，我們劇團還有專門的會計、財務人才，每一個人都在自

己的位置上做專門的事。  

對劇團來說重要的是良好的名聲以及社會形象，版稅只是少量
的 

Q：請問您在選擇合作對象時通常會考慮哪些因素？  

A：續約的話，長期合作的對象會是首要考量。我們是專業的表演人，最

關心的是如何做好表演，其他的東西其次，唱片公司能夠保證我們

的是幫我們做好行銷，以換得更好的社會形象、劇團名聲以及少量

的版稅，我必須強調版稅是固定而且少量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幫

我們建立良好的名聲以及社會形象，這個劇團的宗旨以及精神才能

持續被經營下去。過去相聲瓦舍在建立良好的社會形象上已經有累

積的成果。  

表演藝術的發生必須是本人與表演人在同一個空氣的媒介當中
進行 

Q：科技的發達加深了盜版的嚴重性，您的作品可能正在以無法想像的速

度快速地被無權地散佈，現在又有數位影音的傳輸設備，您會不會

擔心您的權利遭到過度的損害？  

A：我必須要正本清源：相聲瓦舍是一個表演藝術團體，本業在劇場。表

演藝術的定義是活人在劇場的空氣當中直接演戲給你看，這是沒有

任何科技可以取代的，現在的科技不過就是把我們表演的副產品-影

像在流傳，其實我可以不予理會，那是我把我的本業做完了以後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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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來的副產品，我的本業並不是在做那個副產品，我並不是從那

裡獲利。  

  表演藝術工作者是無可取代的，今天羅曼菲跳一支獨舞、吳興國唱

了一齣劇都是獨一無二的，我們不需要在本業當中去過度焦慮我們

的副產品是怎樣被盜錄的，否則就是本末倒置了。我再強調一次，

相聲瓦舍不是以出版 CD、VCD 為業的團體，我們的本業在劇場表

演，表演完之後就沒有了，盜錄又怎麼樣？他錄走的不是表演藝術

本身，表演藝術的發生必須是本人與表演人在同一個空氣的媒介當

中進行，你在家裡看不論螢幕有多大都不是表演藝術，螢幕上的畫

面已經是經過詮釋的東西，那是導播取鏡的作品，不是你自己看到

的，就算是同步播出也不算，演員變成只存在於電視框框裡面的影

像，你沒有來就是沒有來。表演藝術在人類的文明當中已經有兩千

五百年以上，近代科技發展也不過一、兩百年，你以為二十世紀科

技發達就可以取代表演人，那我們還活著幹什麼？  

盜版不會使表演人權利受損，受損的是唱片業 

  有一部電影叫做虛擬偶像，艾爾帕契諾演的，是在講一個用電腦設

計出來的人物，讓全世界的人為之瘋狂，甚至入圍奧斯卡最佳女主

角，這裡面就很弔詭地在評論道德或是藝術的觀念，是不是活的演

員不需要存在，只要虛擬偶像就好了？這跟表演藝術的定義與認知

有關。盜錄的問題受損的對象不是我，我只是那個少量版稅的獲取

人而已，受損的是那個商人哪！表演人以為自己的權利受損了，但

是究竟哪裡受損了？他以為這樣會導致票賣不出去，可是票賣不出

去跟作品絕對有關，跟你自己的常態性經營、行銷方式出了問題有

關，不要把問題賴給科技。除非你的本業是做唱片、做傳播事業

的，可是相聲瓦舍不是，盜版對我們來說是道德問題，是盜錄者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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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行之間的問題，我們不需要把焦點放錯了地方。  

Q：請跟我們談談最近的創作，SARS 流行對劇團的演出有沒有影響？  

A：相聲瓦舍從去年底開始推出校園巡迴專案，這個專案遞出去，讓各大

專院校來跟我們簽約，反應熱烈一共拿到了七十幾張合約，很過

癮，但是在專案的最後這十幾場，因為 SARS 的關係，教育部通令

下來所有的活動暫停舉辦，所以從五月五日開始幾乎所有的場次都

被取消，不過還是有部分的院校跟我們保持聯繫，商量是否挪到下

學期再演出，有些學校因為擔心工作交接的問題，所以就直接說不

辦了，總之，學校預備怎麼辦我們就怎麼配合。  

  在自辦演 出的部分 ，六月二 十一日在 新竹市立 演藝廳， 是有售 票

的，本來那兩場是設定為這套專案的總結，我們在那裡作這兩場演

出，面對社會大眾，相聲瓦舍自負盈虧，現在這兩場票非常難賣。

但是既然已經宣佈要演出，已經有人買票了，在政府沒有宣佈緊急

命令說我們這個行業必須暫時關閉之前，我們都必須對購票的觀眾

負責。  

Q：這部戲的內容跟什麼有關？  

A：我們從去年十二月到今年六月只有一個劇碼叫做「影劇六村」，上半

場是「戰國廁」，講一大幫人在村子裡面搶廁所管理權的故事，姓劉

的跟姓項的兩家人聯手佔據了公共廁所，劃下了楚河漢界，可是劉

所長手下有一幫兄弟把項所長一家人打了一頓，廁所就歸劉家人

管，村子裡面有太保姓王，把劉所長打傷了，太保就佔所為王，可

是劉所長又找人來把太保打傷了，廁所又歸劉所長管，一路講到清

朝結束，故事最後有一個老巫婆，她是村長夫人，大家把一筆錢交

到她手上，本來是要打掃清潔用的，可是老巫婆把它拿來蓋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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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一把火把廁所燒掉了，一個醫生出來當村長，他申請到一筆經

費，蓋了四十幾間廁所，結果家家戶戶都有廁所了。上半場結束。      

  下半場叫「八街市場」，因為大家家裡都有廁所了，所以要買穩潔、

通樂、肥皂等等東西，八街市場是村子裡面很有生意頭腦的康董事

長跟他的學生梁總經理，康梁二人所創立的，八街市場的設計非常

好，很乾淨，可是有一個袁大頭想要獨占經營權，故事一直進行到

後來講蔣校長如何帶他的兒子阿經、阿緯與學校裡面的家長會長毛

主席對抗。  

在學校跟學生保持一種知識的往來是一種人生的需要 

Q：您也有在學校教書，學校也是創作靈感的來源？  

A：我有在銘傳、世新、台北藝大教書，我的興趣除了表演以外，我有正

式的學位以及正式的學術研究的根基，這樣的背景讓我覺得在學校

裡面跟學生保持一種知識的往來是一種人生的需要，這對我來說已

經不是職業的概念。  

藝術是一種讓生活舒服的方法 

Q：您的許多作品對於社會的關懷一向是滿深的，對於後進的表演藝術工

作者，您是不是也想要傳承這樣的觀念給他們？  

A：講到這個可能會有點沉重，因為我是很典型的長懷千歲憂的那種人。

我們國民的人文素養一直沒有刻意地被提示，在不理性的社會期待

自我覺醒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必須要靠告知。正如現在的媒

體也是相同情形，載舟亦能覆舟，昨天晚上撞進交通部大門的那輛

車，媒體一查到車主的名字，就說某某某開車撞交通部自殺，如果

開車的人不是車主呢？所以資訊這樣爆炸，如何利用媒體的正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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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來告知我們的民眾要自覺起來，要自覺地讀點書、自覺地跟別人

交談、自覺地關心別人，這些小行動累積起來就是一種人文素養。

你過度地關心升了官沒有、錢進了口袋沒有，卻沒有注意你今天高

興了沒有，你的家人今天高興了沒有，你的態度讓你身邊的人舒服

了沒有，大家都想用名或利去換取舒服，卻沒有想到你今天睡好覺

會舒服、吃飽飯會舒服、跟家人相處愉快會舒服，我期盼我的同胞

會注意到這些，而藝術是一種方法，我提供的服務是一種方法，你

可以選擇包括我在內的許多藝術家的作品進入你的生活，是可以改

善過度物質化生活的一種方法。  

先提高國家藝術文化預算，藝術文化品質才有機會提昇 

Q：最後我們來談談國家在藝術文化領域所應該扮演的角色。智慧財產權

是法制的一個小環節，雖然它可能是重要的，還有沒有其他軟體或

硬體設施藝術工作者會需要國家的協助？  

A：我從我非常羨慕的一件事情講起，我非常愛看一部漫畫叫「柯南」，

柯南的作者是青山岡昌，青山岡昌先生的家鄉有一條小河，小河上

有一座橋，橋上每一根青銅的柱子上都有柯南的雕像，而且青山先

生還沒有過世，是一個還在創作的創作人，不是他死了才要紀念

他，這代表他是現在大家所認同的文化人，更不要提日本人為已故

漫畫家手塚治蟲在大阪北部的寶塚設立一個手塚治蟲博物館，此外

還有美空雲雀博物館等等，日本真是一個重視文化工作者的智慧結

晶的國家。  

  龍應台跟我講過一個數據，我記了起來，她說法蘭克福市政府每年

預算的百分之十一撥給文化局，反觀台北市政府每年撥百分之零點

八，文化經費太少，沒有辦法做什麼事，政府常常在講拼經濟拼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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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可是我們的教育文化把人民教成走在大馬路上都帶著 N95 口

罩，我真想跑過去跟他說：「這樣會窒息耶！」醫院裡面的醫護人員

現在正缺口罩，他們才是真正需要 N95 口罩的人，我們一般人只要

做到正確的防護措施就可以了，SARS 事件正好可以反映我們現在

的人際關係形成一種多麼封閉而自我保護過度的狀態。  

  話說回來，我非常肯定近年來文建會的工作成果，在國家預算編列

明顯不足的情況下，文建會被逼著一定要做文化藝術獎助條例，陳

郁秀等人尚且努力幫忙爭取預算弄了一個傑出表演藝術工作團隊計

劃，組成一個評鑑委員會來決定要給哪一個藝術團體獎勵，這個委

員會很難得地過半數的成員是藝術創作者，還有會計師、建築師等

社會公信人士，所以到目前為止我覺得他是公正的，並不是說相聲

瓦舍已經連續兩三年獲得評鑑第二名，所以我說他公正，而是這樣

的組成任何人都會服氣。總結而言，國家投注在藝術文化事物的總

預算一定要提昇，政府應該幫藝術文化工作者爭取更多的資源，而

不是分配者的角色，因為分配的標準會產生爭議，另外，一些社會

人士例如陳國慈律師、張忠謀、辜振甫等人把錢浥注在藝術工作者

身上的一些捐助行為應該多多地被鼓勵，整體國家藝術文化品質才

能徹底地提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