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序．7《國家劇院的絆腳石》

出版序
胡海輝 

一條褲製作藝術總監

2019 年 8月我們舉辦了紀錄劇場月，其中一項活動是讀劇演出，

介紹了幾個外國特別的紀錄劇場劇本，《國家劇院的絆腳石》是其

中之一。德國是紀錄劇場的發源地，所以當我想到要選讀一個完整

的紀錄劇場劇本，便想到必然要選一個當地較為近代的德國劇本，

《國家劇院的絆腳石》是不二之選。首先此劇原作者 Hans-Werner 

Kroesinger及 Regine Dura 二人是 2017 年第一屆紀錄劇場節的來

賓，他們秉承德國紀錄劇場的傳統，嚴謹地進行資料搜集，從大量

文獻中梳理出故事脈絡，證明只要具有獨特觸覺，編排得宜，枯燥

的檔案文件也可成為充滿戲劇性的文本。

此劇雖然聚焦 1933 年納粹上場之初那段歷史，但是它不忘放眼今天

德國現況，多次與 Hans 及 Regine 談起今天新納粹主義冒起，他

們都憂心忡忡，我想正是這原因促成他們重訪這段「黑歷史」。不

得不佩服德國劇院主事人的胸襟，原本是為了紀念建城三百周年的

誌慶演出，居然願意抖出自己的「黑歷史」，換著是華人社會，恐

怕早在萌芽階段已經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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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雖然迥異，但是人性卻多相類之處，無論早前演讀，以至現在

落筆之際，在當前香港社會氣氛下，翻看這個劇本，那些官式文字

縱然冰冷，卻看得我冷汗直冒。演讀之後的座談嘉賓唐晉濱先生也

直言，當年的事態有很多今天香港值得借鏡之處。真的不希望獨裁

政府的禍害在德國、香港，或者任何地方重演。或許像《國家劇院

的絆腳石》這樣優秀的紀錄劇場文本，最大作用正是警惕我們不要

重蹈覆轍。

前言
Regine Dura 及 Hans-Werner Kroesinger 

胡海輝  譯

《國家劇院的絆腳石》描寫了納粹時期，德國西南部卡斯魯市巴登

州國家劇院四位職員的人生：莉莉．殷克，一位本來甚有前途的年

輕女演員及女高音；凱文．白蘭德，一位甚受歡迎的演員及歌唱

家；愛瑪．格蘭狄，一位勇敢而受愛戴的提詞員；還有，保羅．甘

米克，一位著名的配角演員。他們的共同之處是他們都是猶太裔，

只有保羅例外，他的妻子是猶太裔。1933 年 1 月，希特拉奪權後幾

個月之內，劇院中這四位員工及其他猶太裔職員都被開除，權利被

剝奪。

《國家劇院的絆腳石》探討巴登州國家劇院如何剝奪猶太人的就業

權利，它是當時整個文藝界的縮影。劇院的劇目被納粹主義意識形

態主導，利用戲劇及文化作宣傳工具，特別針對青年人，宣揚納粹

主義，以納粹觀點重新詮釋克萊斯特等德國經典戲劇家的作品，把

不公不義的規條變成法律。《元首報》等宣傳報章，滿紙謊言，散

播及煽動仇恨，令德語變得庸俗粗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