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何在「魔術界奧運」中大放異彩，成為台灣年輕一代魔術師第一人。陳昱昊攝

2015年七月，FISM國際魔術大賽的會場上，吳何在迷幻的燈光中翻
動紙牌，看似不經意的動作，普通尺寸的卡牌竟在翻轉之間逐漸變
大。滿堂掌聲與驚呼中，吳何神秘的笑著，抱回有「魔術界奧運」
之稱的FISM大賽冠軍，以來自台灣之名，在魔術領域劃下一道璀璨
的光痕。 

源起　敞開魔幻的窗口

夏日午後，身為中央大學英文系校友的吳何排開許多事項，回到母
校接受採訪。他首先提到，自己最早的啟蒙來自國二逛書展時，楊
連益老前輩在販售魔術道具的攤位前，以自創道具在吳何面前展現
出千變萬化的戲法，他的世界像是開啟了另一片宇宙的大門，從此
為魔術而沉醉。

「後來才知道，劉謙的第一個魔術道具也是來自那位先生手上。」
吳何說，他對於魔術的好奇藉由當時火紅的魔術節目不斷擴充，同
時開始努力摸索不同的技巧與手法，讓自己從一個觀眾變成魔術的

手中紙牌化為神秘幻覺　吳何踏夢而行的魔術之路
文／校園記者陳昱昊

20150924



演出者。

大眾都以為學習魔術需要拜師學藝或找家教，但吳何卻是自學，他
認為，很多資源都存在於日常生活當中，例如書籍、網路、社團…
等，不一定要老師手把手的帶領，藉由國外的魔術書或教學光碟，
同樣也能完整且有系統的學習。

魔術除了充實多元且大量的魔術知識外，更重要的是觀賞表演以及
與同好交流，魔術師之間相互請教不只彼此學習，也可以激發更多
新的靈感；最後如何組織成真正的表演，吳何形容這像是科學實驗
的排列組合，「把這些知識加以延伸或是組合應用，就可以迸出新
的可能性。」 

瞭望　結合所學發展不同的「魔術觀」

為了讀懂外文的魔術書籍，吳何選擇了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大
學期間他不斷的累積表演經驗，高中就自創魔術社團的他，在大一
就以傑出的表現擔任了中大魔術社內的教學長，並且成為成發上台
次數最多的紀錄保持人。如潮的佳評讓吳何接到了校內各系與行政
單位的演出邀約，在校外也擔任許多社團的指導老師。

「魔術同時融合了理性與感性。」不只是單純的研究知識與手法，
一場好的表演，還得建立在與觀眾之間的互動關係，手腦並用之
外，兼顧考慮到音樂、道具以及氣氛的種種配合，這讓他想起在系
上修的「自然書寫」課，他認為這和魔術很像，同是把自己的聯想
力與生活產生共鳴，並產生新的可能；系上所學不僅精進他的外文
能力，他同時藉由閱讀文本並分析培養了批判性思考，用不同的角
度去看待一件事物。

魔術事業的繁忙又加上學分壓力，他究竟如何在之間取得平衡？吳
何以「截長補短」作為結論，如同一般大學生，自己同樣趕報告、
打工、打電玩，但是他了解並掌握自己課業上的時間分配，在有限
的時間中專注自己偏好的科目，盡力取得高分。 

植樹　「有夢要追」勉勵莫忘初心



努力實現自己魔術夢的故事想必激勵許多想朝自己夢想追尋的學弟
妹，吳何鼓勵追逐夢想，但同時更建議「仔細思考自己是怎麼樣的
人？什麼是你真正的夢想？」起初家中擔心魔術所費不貲而不支持
吳何向此發展，但是觀察後發現其實不然，在學習魔術中他反而找
到最純粹、沒有負擔的快樂，進而轉為支持。追夢即是如此，找到
原初的快樂與理想為要，而不須強加別人的成功經歷於己身、或太
受限於社會價值觀的框架，若是一味看向物質面，反而會失去了更
重要的無形之物。

夢想是道直線，只是路上的誘惑與阻礙太多，莫忘初衷才能抵達目
標。「等到你的能力到了，一切資源都不會是問題。」他舉自己出
國比賽為例，不該一直擔心枝微末節，而該好好充實自己的能力，
如果魔術技巧不到家，籌足再多旅費也是枉然。 

超越　「因為自身的才華而餓死，是世界的悲哀」

FISM大賽的冠軍獎盃被視為魔術師的最高榮譽及名聲，但吳何卻謙
虛的揮手道：「其實不能說是頂峰，沒有這麼高!」比賽每三年一
次，而自己不過是得了其中一個部門的冠軍，這不代表已達頂點，
只能說是在同期世界上研究紙牌魔術的人當中較認真而已。「或許
得獎最方便的地方是以後自介時，不必得再變幾個魔術來證明自己
是魔術師。」他幽默笑道。

獲獎對他來說同時是一個起漲點，吳何擁有了更多邀約出國表演或
是教學，酬勞令人咋舌。然而這也無疑是把雙面刃，他形容獎盃很
像是「魔戒」，面對接踵而來的工作機會讓他一度陷入金錢的掙扎
與不斷演出的疲累當中，吳何發現昔日最無負擔的魔術，而今卻是
不快樂的主因，他靜下心想，這些工作機會固然能賺到許多錢，但
是自己冠軍的光環三年後就會更替，三年之間，該做什麼事才符合
自己對於魔術的初衷。

他選擇推掉大部分的演出邀約，將時間留給自己，實驗新的魔術點
子、探索魔術領域，並且接受演講邀請，希望用自己的故事來感染
年輕人，讓他們找到人生的方向與熱忱。 



未來 從自己的土地萌芽

未來他規劃投入魔術產業中，不只是全職魔術師、顧問，他更希望
可以成為魔術的推廣者。「台灣還沒把表演藝術當作平時休閒娛樂
的習慣。」吳何說，魔術平時都被視為商演或廣告噱頭，少了多元
化的認知與觀賞的態度。「大家可以接受同時各類歌手唱不同類型
的歌，但卻希望每個魔術師都變成劉謙，都變一樣的魔術…」其實
台灣的魔術水準是國際認可的亞洲前三名，但是魔術產業要在台灣
生存，要得到自己人的認同卻還得跨上一大步。

訪談之中，吳何親切幽默，講話不急不徐，像是鄰家的大男孩而不
是傳統印象裡，在舞台上從飛舞的銀粉與卡牌中亮相的魔術師。或
許像他對於魔術的定義一樣，魔術不是一種迷幻的戲法或騙局，而
是從多方面思考切入的生活態度。我們要思考如何讓手中硬幣消失
不見，用各種角度達成這個可能性，並且去嘗試，同時觀眾也再用
不同的觀點去思考與猜測你的手法；魔術存在於生活與你我之間，
理解事物的不可思議，創造更全面與宏觀的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