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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戲劇五因分析看藝文團體故事行銷現象 – 以雲門舞集 2008-2013 年度公演

新聞稿為例 

 
江映潔

1
 

 

摘要 

 

表演藝術行銷時除了強調作品的藝術性、卓越性，觀眾購票時是否取決於認同心理大於作品品

質認知，這和團體怎麼與外界溝通是否有關係？成立於 1973 年的雲門舞集，是亞洲第一個當代

舞團，也是台灣第一個職業舞團，創團 43 年間成為國際知名的表演藝術團體，至經歷久不衰，

是運氣，是創辦人暨藝術監林懷民的個人魅力，或有什麼行銷營運的手段？ 

 

本研究依柏克（Kenneth Burke）五因分析法，針對雲門舞集 2008-2013 年年度公演新聞稿，進

行比例分析及內外部分析，試圖瞭解言語被後的言者動機，分析涵概人物的行動、行為的動機

及手段、手段反應的人物價值觀。 

 

歸結出以下結論，雲門對外的溝通語藝中，掌握了故事行銷的原則，以藝術總監林懷民為主要

發聲對象，有意識的強調他卓越優異的台灣之光形像。藉由強化林懷民個人的桂冠成就、作品

的獨樹一格、雲門舞集的國際肯定、雲門紮根於台灣。同時雲門善用了故事行銷的手法，將雲

門價值緊密結合台灣本土，所以在雲門對外溝通的文本中，可以看到明確清楚的雲門價值反覆

的被強化，同時有意識的佐以大量人性化的故事，讓聽者產生認同，感覺雲門的故事，就是你

我生活週遭的故事。 

 

關鍵字 

 

表演藝術行銷，雲門舞集，五因分析法，故事行銷 

 

 

緒論 

 

一、研究背景 

台灣的表演藝術豐富而多元，如果要舉出幾個文化藝術的代表，其中馬上會聯想到雲門舞集，

1973 年，林懷民以「雲門」為名，創辦「雲門舞集」，雲門是台灣第一個職業舞團，也是亞洲

第一個當代舞團，雲門舞者大多是舞蹈科系畢業生，每位舞者都是受超過 20 年舞蹈訓練的專業

舞者，雲門訓練有別於台灣或世界任何一個現代舞團，舞者入團後除持續練習舞蹈基本功的現

代舞、芭蕾之外，還要學習太極導引、靜坐、內家拳等訓練（雲門官網，2016），包容東西方

訓練所產生的肢體，造就了雲門享譽國際、無人能及的動作風格。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雲門創立至今 43 年，形象良好，與企業民間皆有穩定長久的友好關係，同時是年年得到台灣政

府最多輔助的藝文團體之一，也是台灣接近半個世紀以來，少數活躍且穩定營運的藝文團體，

除了獨樹一格的肢體外，創辦人暨藝術總監林懷民也是國際推崇稀有而卓越的藝術家。 

 

林懷民年青時已是一位出色的小說家，大學畢業赴美留學期間，同時參加舞蹈學校的舞蹈訓練，

人生於是轉了彎，回國後創立舞團，開啟經營雲門舞集超過 40 年的舞蹈之路，他常從亞洲傳統

文化與美學汲取靈感，創作風格獨特而優雅，受到世界肯定，獲頒國際大獎。 

 

2009 年，歐洲舞動國際舞蹈大獎頒贈「終身成就獎」給林懷民，評審團讚譽他是「創新舞蹈的

先驅，與喬治•巴蘭欽，威廉•佛塞，莫里斯•貝嘉等二十世紀獨創性的編舞大師同層級的藝術

家。」（雲門舞集官網，2016） 

 

																																																								
1
作者: 江映潔(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研究生) 



Graduate Journal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SSN 2424-7928 
 

	 45 

2013 年林懷民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國際劇場機構邀請，代表全球舞蹈界，為巴黎「國際舞

蹈日」發表獻詞，可以想見林懷民天生具有非常優異的文學、語言天分造詣。那麼，為什麼雲

門可以在普遍營運不易的表演藝術產業裡，如此歷久不衰，是運氣，是林懷民的個人魅力，或

有什麼行銷營運的祕訣？ 

 

表演藝術具有持續改版的特性，新的作品往往到開演前才完成「演出版」，為求作品完美，開

演後隨著演出進行，創作者仍會持續的修改調整，以致於表演藝術行銷，常常在還不知道作品

樣貌時就開始「買空賣空」，以產品性質來說表演藝術近似保險產品一樣是「相信品」，行銷

時除了強調作品的藝術性、卓越性，在百花齊放的表演藝術市場中，觀眾購票時是否取決於認

同心理大於作品品質認知？這也涉及團體如何與外界溝通來尋求觀眾認同。 

 

三、研究問題 

鑑於雲門一向著重向大眾說故事，本研究希望藉由分析觀察雲門對外溝通方式，試圖為台灣表

演藝術團體找出一種可以參考的溝通方向及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為，探討雲門舞集在行銷舞作時如何對外溝通，由誰說？該說什麼？如何說？

藉此提出對表演藝術團體行銷溝通的建議。 

 

 

文獻探討 

 

一、購買動機與品牌經營。 

探就用什麼方法可以促進人們購買之前，應先釐清「人們為何購買」，普遍來說，人們都需滿

足自身有形及無形需求，有形的需求泛指滿足生活的實體需求，而無形需求是指人們心理上，

需要穩定平靜、被接受認同、自我實現的需求，因此當人們認為購買會使他們的現狀獲得改善

時，就會產生購買行為，這時的購買理由也許是情緒化的、渴望或直覺式的。（劉復苓、袁世

珮，2005） 

 

而滿足人們無形需求的方法之一，就是建立品牌，「品牌是行銷之根，沒有品牌的行銷就是

『無根的行銷』。」（高登弟，2001，頁 10）品牌是名字、術語、符號、標記、設計，或以上

的統合，是企業在顧客心中的形象、承諾與經驗的交集組合，可用來區別賣家的產品及服務，

與其他競爭者的不同。（高登弟，2001）產品在製造地產出，品牌塑造於顧客中的心理，品牌

代表產品的形象，代表產品品質的一致性，建立消費者對產品的認知及認同期待，減少顧客下

次收集產品資訊花費的時間與心力，使顧客能在較低的風險下購買同企業的產品。（葉思迪，

2002）因此品牌應該由企業高階管理者者建立並經營，創造清楚的品牌識別體系，打造品牌的

知名度。（高登弟，2001） 

 

品牌就是企業的信譽，因此品牌有責任對顧客提供善意誠信的承諾、不成文的保證提供顧客值

得信賴及低風險的產品。（朱璞瑄、子鳳，2001）但顧客如何看待企業，並不一定和企業想要

傳達的形象一致，因此「企業必須建立與客戶間直接對話的機制，並且有條理地將內容紀錄下

來。」（朱璞瑄、子鳳，2001，頁 65） 

 

根據行銷大師 Philip Kolter（2004）所言，行銷管理是針對目標市場，透過創造、溝通及傳

遞優異的顧客價值來增加顧客的藝術。同時行銷的趨勢，應該是從「爭取」顧客，轉為以「維

繫」顧客為重點，行銷不該再沈溺於行銷的獨白，而是轉為與顧客對話，因此越來越多公司開

始使用感性行銷，發展能夠觸動情感而非說理說教的形象訴求，落實感性行銷的方式，可以從

品牌改造開始，企業應在各種對外溝通的管道明確傳達產品特色，在每一次接觸顧客的層面、

活動、廣告、新聞、電子郵件、面對面接觸時，都反覆強調形象訴求。良好的品牌形象，應該

明確的象徵或指涉明白的方向及意義，它可以是品質、創新、友善的服務或任何其他意義

（Philip Kolter,2004），因此品牌的價值是什麼，如何傳達給消費者知道，就變得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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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故事行銷之理論脈落與內涵 

行銷常用的溝通方式包含，語言及非語言的溝通，及文字溝通，由於需要受過一定教育的人才

能識字，所以文字溝通侷限於部分的人，因此要達到文字溝通，需先確定溝通目標、選定溝通

對象，以及溝通載體，並針對預期的受眾設計有效的內容，才能達到有效的溝通目的。（林欽

榮，2002） 

 

定義故事與敘事：有些學者認為故事等同於敘事，有的則認為兩者不同，一般來說，對現象的

描述稱之為「敘事」，現象的本身則是為「故事」。本研究所指稱的「故事」包含了現象本身

及經過描述的呈現。故事的要素包含了，訊息、衝突點、角色、情節，而說故事時有三大注意

事項，包含了情節的鋪陳、人物角色的形塑、故事美學的掌握，訊息指的是故事的核心，也就

是言者的動機目的，能夠說服人的核心動機外，需藉由好的衝突點創造好的故事驅動力。而情

節定義了故事中的行動，帶動了故事的發展。當然如果沒有人物角色，就沒有主體產生動機，

也沒有對象發生行動，帶動情節。美學指的是故事的呈現方法與表現手法，也泛指文本的修辭。

（陳品妤與黃光玉，2000） 

 

「在人類的世界中，故事就是娛樂、導引、告知、說服我們的工具。」（David Lewis、Darren 

Bridger，2002，頁 69）。在行銷趨勢轉向感性行銷後，「說故事」的知識傳播方式在現代組

織與專業社群裡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Kahan, 2001）。 

 

「故事管理的主張是，企業組織應該善用說故事的方式來進行組織內外的溝通，提高組織效能

及成員向心力，促進組織的營運效能。具體而言，企業組織的領導者可藉由說故事來介紹自己、

引發行動、傳達價值觀、促成眾人合作......。」（黃光玉，2006，頁 2）漸漸的，說故事的

主張延伸至行銷領域，故事行銷成為行銷溝通的方式之一。 

 

例如 LV（LOUIS VUITTON）所津津樂道的品牌故事，就是知名的鐵達尼沈船事件裡，當搜救隊

伍到達現場撈起了在海上載沈載浮的 LV 行李箱時，竟發現行李箱滴水未進，「滴水不漏」就成

了 LV 行銷旅行箱的最佳案例。（王一芝，2009），反觀表演藝術，故事行銷是行銷作品或成為

品牌形塑不可獲缺的要素，尤其，相較於戲劇有明確的本文、音樂有清楚的曲式，現代舞本質

上是抽像且較少有文本的表演藝術形式，在對外溝通上，故事的掌握與行動就成了重要的工具。 

 

三、柏克的戲劇五因理論脈落與內涵 

語藝批評發展到 1960 年代時，新亞里斯多德批評受到很大的挑戰，語藝學開始尋求「新語藝」，

企圖建立不同與亞里斯多德的批評典範，當時，除了類型批評的概念被提出與應用外，戲劇五

因就是另一個興起的批評觀點（林靜伶，2003）。 

 

戲劇五因起源於柏克（Kenneth Burke）的戲劇理論（dramatism），有別於新亞里斯多德學派，

企圖以心理學的知識瞭解言者的動機，戲劇五因本身就分析研究言者動機的理論基礎。 

 

柏克的戲劇理論有二個假設，第一為語言的使用構成了行動（action），而非單純的動作

（motion），語言及行動的使用及完成，使動作不再只是單純生理肌肉的運用，而是具有原因

及目的的操作，同時語言與符號系統的使用的能力，正是人超越動物性而成為人的原因之一；

第二，預設人類的訊息呈現形式與戲劇的呈現方式一樣。對研究批評者來說，只要能夠知道言

者如何描述情境，那麼批評者便能瞭解言者在不同情境下的行動動機，於是柏克提出戲劇五因

分析法：行動（act）、場景（scene）、人物（agent）、手段（agency），做為發覺言者動機

的方法。 

 

能夠行使行動者，需要具備三個條件：自由、目的、動作，也就是人擁用具有自主意識的，自

由選擇的機會及能力。經過戲劇五因的分析，可發現不同狀態、不同比重、不同重點的五因組

成，藉此可瞭解人們的行為動機，一探其目的。 

 

柏克理論的行動及言說理論中，隱含哲學觀是揭露言者都未曾自覺的動機，因此除了戲劇五因

之外，柏克關心的是文本中的「階層」、「完美」、「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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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層是一種排序，如判斷、偏好、趨向，階級的頂端代表「完美」，趨向完美的欲望便成為人

們行動（言說）背後的動力（動機），柏克認為階層是語言「負面」概念的產物，「負面」是

一種在真實世界裡沒有指稱對象的概念，此一概念經由語言創造而產生。「不是一隻狗」，是

「是一隻狗」的負面概念，「考試不可以作幣」是「考試要誠實」的負面概念，頂端的完成是

人們行動的誘因與驅策力量，但伴隨而來的是不完美的狀況，柏克稱之為「汙染」的狀態，需

要經過「淨化」，才能達到「救贖」，淨化與救贖經由言言符號行動達成，柏克稱之為「重生

的語藝」。柏克認為以語言符號行動達成淨化的二種方法： 

 

一是尋找代罪羔羊：將問題或罪惡歸咎於言者以外的對象，語言形式如譴貴、抨擊、隔離一種

是自我懲罰：言者自己承擔罪過與問題，語言形式如自我否定、承認錯誤。從言說中發現階層

關係、完美的目標、淨化與救贖的策略，提供我們瞭解言者價值和趨向的機會（林靜伶，2003） 

 

柏克的理論本來是用五因對文本做內在的語藝分析，但後來的研究者將其應用在外在分析，也

就是把語藝行為本身當做一種「行動」，關心的不是言者如何在一個情境中，如何描述，而是

言者使用的語藝，如何影響閱聽眾，因此，可以用來深入檢視雲門對外行銷使用的故事元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戲劇五因分析進行雲門舞集的對外溝通的文本分析，說明如下： 

 

一、戲劇五因法的適用性與適當性 

任何文本，或多或少都涵蓋了不同程度的戲劇元素與組合，戲劇中的主要五個因素場景、人物、

目的、行動、方法，應用在很強調功能性，以推廣與溝通為目的的新聞稿上，文本元素幾乎都

不脫戲劇五因的組合，因此具有其適用性。 

 

本研究試圖以年度公演新聞稿，分析雲門舞集所隱含的價值主張及對外彰顯的宣傳意圖。戲劇

五因則是透過對文本的分析，試圖瞭解言語被後的言者動機，分析涵概人物的行動、行為的動

機及手段、手段反應的人物價值觀等，因此使用戲劇五因法是適當的。 

 

二、研究範圍與樣本 

分析對象： 

 

雲門舞集對外溝通的載體，包含年度公演節目單、網站、文宣、eDM、新聞稿等，考慮網站為常

態架設，大約五至十年才會改版，無法用來做歷時研究；文宣、eDM 篇幅有限，每篇文案篇幅

有限僅 100-300 字左右，相較之下新聞稿每篇約 2000-3000 字，每篇產出的質與量較穩定。 

 

因此，本研究以雲門舞集新聞稿為分析對象。研究範圍為 2008－2013 年年度公演宣告記者會新

聞稿，共三篇新聞稿，含括 2008 年《花語》、2008 年《水月》、2010 年《流浪者之歌》、

2010 年《屋漏痕》、2013《稻禾》五個作品。 

 

三、研究步驟 

分析步驟： 

 

1. 以作品為單位，登錄三篇新聞稿的五個舞蹈作品。以主角人物為主軸，主角人物面對

不同的行動，與所對應的目的進行登錄。 

2. 比例分析登錄。戲劇中的五個因素比例各有高低，不一定會平均分佈，通常較突出的

因素，也是左右其他因素化變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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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 

 

本研究共計分析三篇新聞稿，五個作品，共 111 個五因元素。其中行動及場景較為單純。 

 

行動 1.雲門舞集三十五週年秋季盛宴《花語》世界首演。 

 

行動 2.流浪全球一票難求的黃金之舞《流浪者之歌》重新獻演。 

 

場景 1.  數萬朵紅色花瓣鋪躺在地面上，舞者在巴赫無伴奏大提琴組曲的快板樂章裡輕盈起舞，

繽紛飛揚，修長青春的身體在空中盪漾，雲門舞集秋季年度新作《花語》，是一支歡躍的篇章。 

 

場景 2.  1973 年創立的雲門舞集邁入 40 週年，藝術總監林懷民以「米之鄉」池上的泥土、日

光、風和水，以稻米的生命輪迴為靈感，創作「稻禾」。 

 

表 1:雲門舞集新聞稿五因分布比例 

作品 手段 場景 行動 目的 人物 總計 

1.《花語》 6 1 1 3 5 16 

2.《水月》 10 1 1 5 2 19 

3.《流浪者之歌》 5 1 1 2 11 20 

4.《屋漏痕》 10 1 1 8 2 22 

5.《稻禾》 7 1 1 5 20 34 

小計 38 5 5 23 40 111 

 

這是因為本研究的文本為新聞稿，有很明確的目的性，是宣佈及溝通雲門舞集年度公演，如此

一來不同作品的行動其實是一致的，也就是該作品演出的發生，而場景也是一致描述演出的情

境。 

 

故事中所描繪的場景充滿著畫面、符號與想像。這些故事中大自然的元素建構出一幅美圖晝⋯⋯	

 

乍看之下，手段及人物元素最為多元豐富，人物比例高於手段元素，但實際上，貫穿所有文本

的人物，其實只有「雲門舞集藝術總監林懷民」及「雲門舞集」，依據本研究觀察，兩者所指

涉的意義在某種程度上幾乎重疊，因為所分析的文本是由「雲門舞集」所發布的新聞稿，所以

很明確的，發言權就是掌握在雲門舞集（也就是藝術總監林懷民）手上，在文本中的其餘人物，

多不是行動的核心人物，如公演合作藝術家、贊助者，縱使完成行動不可或缺的舞者，在這些

文本中，也是相對扁平面目模糊的。這顯示雲門的故事主角始終只有一人林懷民－他也為成故

事的聚光燈所在。 

 

一、好事不嫌多，需要反覆說－目的 

將本文中的 19 個目的元素歸納為四種類型，分別為：桂冠成就 11%、國際推崇 21%、向下紮根

26%、藝術肯定 42%。 

 

桂冠成就：林懷民獲美國舞蹈節終身成就獎。 

 

國際推崇：歷經十年之後，《水月》依然有著綿延不絕的後續力，林懷民以「欲罷不能」來形

容此作品目前在國際上受歡迎的程度。 

 

向下紮根：當年創辦舞團，全憑一股衝勁，但能持續到今日，全是台灣社會的支持，掌聲與鼓

勵林懷民代表雲門舞集深深感謝。 

 

藝術肯定：巴赫無伴奏大提琴組曲是所有大提琴家夢寐挑戰的作品。 

 

可發現雲門想要對外溝通的核心價值就是，立足台灣、國際發揚，而林懷民優異的創作，使他

的藝術成就不容懷疑，他也成為非凡卓越的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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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雲門舞集新聞稿五因「目的」分布比例 

分類 目的 比例 

桂冠成就 2 11% 

國際推崇 4 21% 

向下紮根 5 26% 

藝術肯定 8 42% 

小計 19 100% 

 

二、 成就不會憑空而降，只能一步一步努力而來－手段 

將本文中的 38 個手段元素歸納為四種類型，分別為：台灣元素 16%、舞者訓練 16%、作品描述

32%、國際經驗 37％。 

 

台灣元素含括創作取自台灣自然元素、台灣企業團體的支持贊助、台灣文化的底蘊等。 

 

台灣元素：創作結合東西方元素：美濃客家歌、西方歌劇詠嘆調、亞洲鼓樂、池上稻浪風聲。 

 

創作源起、幕後故事等，凡提到作品，而無明顯有助於建立品牌價值的描述，皆歸於此類。 

 

雲門《水月》從首演時即採用以色列大提琴名家麥斯基於 1985 年灌錄的版本。麥斯基採用了沒

有人嘗試的慢速度，而這恰好呼應了林懷民《水月》的沈緩與厚度。 

 

舞者訓練類別，可見到雲門並不是只想談談舞者的風花語月，而是企圖以舞者的反應，強調作

品的困難、訓練的紮實，其中提到雲門在八里排練場工作，鐵皮屋熱的發燙、屋外還有路邊沙

石車呼嘯而過的躁音，帶出雲門經營的刻苦，及舞者幕前光鮮亮麗，要經過多少幕後辛苦訓練。 

 

舞者訓練：「不要抵抗，要和傾斜地板做朋友！」排練場上，林懷民對著汗水淋漓的舞者大聲

喊。林懷民形容，就像穿著三吋高跟鞋跳舞，舞者卻哭笑著補充說，其實更像是一腳高跟鞋，

一腳平底鞋。卻還要舞出如「身手矯健的俠客、輕盈的水墨精靈」。 

 

占 37%的國際經驗，就會發現雲門擅長以國際來對應雲門的地位－出於在地，立於國際，因此

不論是國際舞評，或雲門到了世界許多團隊，想到還去不了的國際的劇院演出，甚至是全球知

名舞蹈家碧娜鮑許看完雲門舞蹈，流流不止的哭了半小時，再再顯示雲門以國際對應雲門地位

的目的。 

 

國際經驗：《流浪者之歌》今年底演出就將突破一百六十場，被國際舞評譽為林懷民的「黃金

之舞」。法國進步報評論：「神聖化的肢體語彙恰似無盡的承諾祝禱。」巴黎費加洛報：「看

了一輩子舞，沒看過這種場面，演出結束了，觀眾仍然戀戀不捨，不肯離去。」挪威奧斯陸午

報：「一次偉大的劇場經驗，觀眾的心充實得幾乎迸裂，不禁流下喜悅的眼淚。」 

 

表 3:雲門舞集新聞稿五因「手段」分布比例 

分類 手段 比例 

台灣元素 6 16% 

舞者訓練 6 16% 

作品描述 12 32% 

國際經驗 14 37% 

小計 3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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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著重不同「因」，產生不同果。 

在前後一致，有組織結構的語藝文本中，批評者應該可以找出語藝使用的邏輯，其言者著重的

二個因素，並可歸維出間的因果關係，一探言者的思想結構及脈落，歸結出言者的核心動機。 

 

因為當言者強調「行動」元素時，反應言者「唯實主義」的立場，即言者相信人定勝天，努力

做就會成功；若言者是「唯名主義」主場者，言者喜好強調的是抽象、主觀的理念，如榮耀、

歸屬感。；強調「場景」元素，言者接近「物質主義」，也是場景或情境因素，是造成人類行

動的主要原因，外在環境狀況可以決定一個人的作為；強調「人物」元素，是「理想主義」，

相信自由意志與心靈自主，認為動機和目的可以決定行為的成敗；強調「手段」元素，為「務

實主義」，著重人物用來達到目的的工具或手段，以目的合理化手段的工具；最後，是強調

「目的」元素，貼近「神祕主義」，認為人是被超出自己所能控制的力量（如宇宙的力量）和

目的所統御，人類的行動都是為了一個崇高的目的而努力。 

 

根據表 1.的五因分析，雲門的新聞稿比例以「人物」居多，顯示雲門的故事主角始終只有一人

創辦人林懷民，這也顯示雲門的成就由林懷民崇高的理想與情操所帶領，「傾斜的舞台，是

《屋漏痕》夢幻的密碼。為了完全顛覆雲門舞者的基本肢體訓練，開發更豐富的表現可能，林

懷民不惜在八里排練場大興土木，比照劇院規格搭建大型斜坡舞台。」（《屋漏痕》新聞稿，

2010）同時，次高的「手段」元素，則說明了雖由意見領袖的帶領，但雲門的成就其實是腳踏

實地而來的，例如「薪傳」創作時雲門舞者到新店溪河床訓練搬石頭體驗先民篳路藍縷的精神、

「稻禾」創作時舞者到池上體驗收割。 

 

四、階層、完美、重生 

依照柏克的理論哲學，戲劇中應該存在有關人事物或價值的階層？戲劇中有沒有代罪羔羊？戲

劇中何種行為被犧牲或被懲罰？ 

 

經由反覆分析，本研究的文本顯示了「外國月亮比較圓」國際優於本土的價值傾向，一個表演

藝術團體，如果不能到國際大城、大劇院演出，其藝術價就不值得討論，所以林懷民才會說

「通往台東、花蓮最近的路，其實是經過紐約和倫敦」，雲門才需要反覆的將自己與國際並列，

然而，本土雖靠近土地，但並不代表低俗、不是落後，而是美的泉源，所以有池上稻浪翻飛的

美景，有堅持機耕種的農民。 

 

雲門雖然辛苦，舞者要在很熱、有外部噪音的鐵皮屋裡工作（《屋漏痕》新聞稿，2010），為

了揚名全球代表台灣站在國際舞台，佳節無法與家人團聚，所以當駐英大使拿出粽子時，舞者

感動的哭了（《屋漏痕》新聞稿，2010），雲門，其實就是雲門文本裡的代罪羔羊，為了台灣

背負了不得不的犧牲。 

 

五、內在分析 

從本研究分析可歸結，已在國際得到桂冠成就的林懷民，始終認為台灣這塊土地是提供生養雲

門的母親，創團 43 年來的成就，應回歸給台灣，所以對外溝通，總是先言謝，不居功。 

雲門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秉持著這分感念，林懷民的創作基礎，也都是台灣這塊土地的

自然元素，如稻米、花、竹子、荷花、風、火、水⋯⋯。 

 

1973 年創立的雲門舞集邁入 40 週年，藝術總監林懷民以「米之鄉」池上的泥土、日光、風和

水，以稻米的生命輪迴為靈感，創作「稻禾」。 

《稻禾》新聞稿 

 

台灣嘉南平原平凡的稻米，在林懷民手中卻鋪灑出求道者的修煉之路，黃金稻米如河、如雨、

如路、如丘，成了舞作中最撼動人心的風景。 

《流浪者之歌》新聞稿 

 

雲門不論國內外得到多少的獎項榮耀，或多少的國際舞蹈評論讚喻肯定，對於沒有「自我實現

需求」或未受感動的「多數」來說，現代舞抽象的本質仍舊不變，雲門對「多數」而言，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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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距離及不相干的存在，為淡化雲門的作品都「看不懂」的觀感，所以在對外文本中仍反覆強

調林懷民作品的「明亮美麗」。 

 

《稻禾》成為林懷民近年來最明亮美麗的舞作。 

《稻禾》新聞稿 

 

《花語》可說是他（林懷民）這十年來最色彩繽紛的一支作品。 

《稻禾》新聞稿 

 

六、外在分析  

台灣視雲門為台灣之光，對於雲門寄予厚望，所以雲門認為有「社會責任」強調雲門為台灣爭

取到什麼榮耀（美國舞蹈節終身成就獎），或真正的關心台灣的文化，因此創作素材取自池上

的稻米。 

 

民間公司或企業，為追求為自己的品牌加分，所以會贊助目前國際知名，同時也是台灣最大的

藝文團體雲門，並要求在廣告的通路露出贊助 logo。 

 

舞作未成已吸引國際劇院出資製作：一年前，舞作尚未開始編創，僅憑一紙創作概念，便獲台

灣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香港新視野藝術節、英國倫敦沙德勒之井劇院、

德國德勒斯登歐盟藝術中心等劇院投資製作，約定訪演的檔期，並有更多劇院陸續接洽。 

《稻禾》新聞稿 

 

雖然雲門具備國際知名度，但可以發雲門還是有意識的、反覆的強調雲門及林懷民的品牌形像，

因此不斷次強化雲門是台灣之光的形像，強調美國舞蹈節終身成就獎的等殊榮。 

 

2009 年歐洲 Movimentos 國際舞蹈大獎頒發「終身成就獎」給林懷民，典禮上《狂草》精華贏

得如雷掌聲，評審團表示「林懷民重大地影響，豐富了世界當代舞蹈。是與喬治．巴蘭欽，威

廉．弗塞，莫里斯．貝嘉等二十世紀獨創性編舞大師同層級的藝術家。」 

《屋漏痕》新聞稿 

 

同時，雲門很常使用「國際加持」的手法，利用國際的獎項、舞評、演出場次、知名人士的愛

好，來強化雲門的品牌價值。 

 

1998 年編舞家碧娜鮑許首度邀請雲門到烏帕塔劇場，謝幕時，碧娜上台獻花給舞者後回到座位，

看最後一位舞者把滿台稻米畫成同心圓，看著看著就流下了眼淚，觀眾走光，她還坐在觀眾席

哭了半小時。 

《流浪者之歌》新聞稿 

 

《水月》創作於一九九八年，今年正好滿十週年，迄今在歐、亞、澳、南美及北美洲演出一百

二十九場。 

《水月》新聞稿 

 

 

結論與討論 

 

一、故事行銷是成功形塑表演藝術團體品牌形象的重要手法 

依柏克五因分析法顯示，雲門的對外溝通，掌握了故事行銷的原則，以藝術總監林懷民為主要

發聲對象，有意識的強調他卓越優異的台灣之光形像。藉由強化林懷民個人的桂冠成就、作品

的獨樹一格、雲門舞集的國際肯定、雲門紮根於台灣。 

 

二、釐清自己的優勢，善用故事行銷強化優點 

雲門很瞭解自身的優勢在於受到國際推崇、藝術成就很非凡等，當然雲門也懂得自我行銷的重

要，但能夠讓雲門形像深植人心，是因為雲門善用了故事行銷的手法，雲門價值緊密結合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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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所以在雲門對外溝通的文本中，可以看到明確清楚的雲門價值反覆的被強化，同時佐以

豐富有趣的故事，讓聽者產生認為，感覺雲門的故事，就是我生活週遭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

這也就是雲門故事獨到之處。 

 

三、研究限制及未來研究建議 

表演藝術團體最本質的核心價值就是他的作品，不過本研究因為不是關注舞蹈表演的研究，因

此對舞蹈美學不多著墨，但不可否認雲門這麼成功的前題，是他獨特而不可仿冒的肢體語彙，

這應是做雲門研究不用多費唇舌解釋，但又不可忽略的一點。 

 

一個表演藝術團隊對外溝通的管道非常多，除了新聞稿外，還有節目單、網站、文宣、eDM⋯⋯等，

在有限的能力及時間下，本研究無法全面照顧，僅能專注於其中一項。 

 

本研究自雲門舞集「新聞稿資料」進行語義分析，也許未來的研究者可以針對雲門其他資料進

行研究，甚至聚焦至林懷民個人的文字或影音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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