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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 密 C l a u s t r o p h o b i a 》 的 跨 界 創 作 掠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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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曾經說過：「有時候真實比小說更加荒誕，因為虛構是在一定邏輯

下進行，而現實就往往毫無邏輯可言。」回望近年本地社會與政治亂象，相信大家都會有這

種感覺。日常從社交媒體與新聞上耳聞目睹的人和事，大都比劇院舞台上所呈現的劇情更為

荒誕離奇，更見引人入勝；加上自回歸以來，香港人對本土歷史的好奇與尋索有增無減，以

真人真事改編或受其啟發的劇作近年亦見增加，並且也開始出現由「素人」擔綱演出的劇場

作品。

所謂素人演出，普遍來說就是由從未受過專業表演訓練的「普通人」所參演的演出，而且演

出內容亦大多圍繞這些「普通人」的真實生活經歷，或針對其身分特色作為編創重點，從

他／她們的日常生活出發，直接把其個人身分及經驗帶入劇場，再透過不同的藝術處理，為

觀眾帶來啟發。與一般在劇場內上演，由編劇天馬行空創作，然後再交給專業演員於舞台上

演繹出來的表演不盡相同。

過往在本地劇場內出現的素人演出，多為由主人公現身說法的口述歷史劇場，又或是帶有賦

權色彩的一些社區劇場展演，但於 二〇一七、二〇一八年間在香港劇場內出現的一些素人劇

場演出，卻各有不同之創作理念與展演策略，下文將嘗試從這些作品的不同面向，去討論及

淺析這股新趨勢。

RP紀錄劇場的影響
提到素人演出，來自德國的創作單位「Rimini Protokol l」（下稱RP）可說是這方面的佼佼

者。RP成立近二十年來，一直持續進行不同類型的紀錄劇場探索，既有由現實生活中有獨

特身分或職業的人士擔演的傳統劇場與環境演出（如由擁有多重國籍小孩主演的《Airport 

Kids》及由跨境貨車司機領航的流動旅程體驗《Cargo X》），也有根據訪問及史料去設計的

空間裝置（如以有關武器交易的訪問錄音所建構的錄像裝置劇場《Situation Rooms》）。

RP其中一位主創成員Stefan Kaegi 於二〇一五年曾應西九文化區之邀，來港參與當時首度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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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的「國際劇場工作坊節」，分別主持了一節公開講座及一個兩天工作坊，令不少本地演藝

界朋友認識到RP以「日常生活專家」為創作與表演核心的理念及經驗，同時也啟發及刺激

了本地的創作及策展人對這一類演出的創作及邀約慾望。比較直接的例子，是「她說創作單

位」後來在二〇一七年第一屆「紀錄劇場節」內發表的劇場作品《O先生與O小姐》（下稱

《O》）。此演出的展演策略與呈現方式，明顯參照了RP的《Remote X》及《100% City》系

列，透過引領觀眾於真實環境空間內作體驗及觀察，加上跨性別素人演員的現身說法，加深

觀眾對跨性別人士的了解。

《Remote X》及《100% City》皆是RP之長青經典系列，先後已在全球不同城市製作過不

同的地區版本。前者以機械式聲音引領觀眾成為參與者，漫步遊走街頭，從多角度思考人與

城市的急速變化；後者就會在每一個巡演的城市中，以對應城市人口特色比例的方式，挑

選一百位素人上台，用遊戲形式展示大家的愛惡、生活習慣，與及就不同公共議題的取態。

《O》劇雖聚焦不同議題，但前半部「聲音旅程」就借用了《Remote X》的模式，被分成多

組的觀眾會聽著手機上的錄音走到街頭，穿過附近的超市、街市、地鐵站，再到彩虹邨內遊

走，想像一直在耳邊以聲音導航的跨性別人士，是怎樣應對日常生活中的各樣眼光與規範；

後半部「真人舞台」則回到劇場之內，七位跨性別素人演員現身舞台，直接向觀眾訴說或呈

現自己的人生經歷、生活軼事，並透過如《100% City》中的發問遊戲等形式，引導觀眾一

同思考性別、公義與幸福等議題。

走上舞台演自己
此類邀請現實生活中特定社群或有特別經歷的「普通人」，走上舞台跟觀眾述說自己的人生

故事，可說是最明顯及直接的素人劇場。其概念有點像自二〇一一年開始引入香港的真人圖

書館活動，容讓有故事的主人公（們）踏上舞台親自發聲，以第一身向觀眾道來自己的所思所

感。演出中所呈現的內容，每每亦是演者的真人真事真情感。縱使過程中或許會加入一些戲

劇上的處理去增強演出效果，但至少當中所呈現的內容多是建基在素人演者的真誠剖白（又

甚或至少是演者自己選擇刻意隱瞞或撒謊，而非由他人所撰寫編排）。

《O》劇刻意選來七位性格與背景各異的跨性別人士參與，並盡量給予空間讓TA們各自向觀

眾表述自己的生活態度與想法，直面觀眾對話；同時也以各種劇場遊戲與設計穿插其中，藉

以強化或回應TA們的分享。不過綜觀整個演出，《O》劇雖然在下半部用上了跨性別素人演

員去呈現TA們的生活故事，但似乎創作團隊的重點並非（單純）想向觀眾揭示這一班邊緣小眾

的二三事，而是希望觀眾結合前半部的漫遊體驗，以及最後在劇場內融入問答表態的行動，

反省自己如何面對禁忌、反思公義。

走上舞台演自己／說自己／做自己  
二〇一七及二〇一八年度素人演出之不同面向
文  

陳瑋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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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在《O》劇之中，素人演員的運用是一面鏡子，用來刺激觀眾去審視自我的話，於 

「香港話劇團」與西九文化區合辦的「香港國際黑盒劇場節」中，由北京「新青年劇團」帶

來的《美好的一天》（香港版）（下稱《美》）則是一面稜鏡，折射出十九道活在香港的鮮明色

彩，展現出香港人的廣闊光譜，給觀眾一個機會去逐一細聽一個個發生於我城的個人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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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先生與O小姐》 （2017）— 攝影：張志偉，照片鳴謝：她說創作單位

《美好的一天》（香港版）（2018）— 照片鳴謝：香港話劇團、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在舞台上說自己
有別於針對特定族群，《美》劇採取公開招募的形式，由導演李建軍聯同香港話劇團的製作

團隊，特意選來十九位不同背景、種族、年齡、社會階層，甚至個人經驗與政治立場迥異的

香港人，以其獨特的互動設定，於話劇團的黑盒劇場內跟觀眾分享最個人的生命故事與生活

態度。 

整個長約個半小時的演出中，十九位素人演員皆一直戴上無線咪，面向觀眾平排而坐，侃侃

而談：從各人當天的生活日程談起，再慢慢帶出自己的身分、人生經歷、個人體會與展望等

等。一個個這些真實小故事，有日常生活點滴，也有曲折離奇的人生經驗，相互交織成關於

這個城市的大故事。觀眾可以在名副其實眾聲喧嘩的情境下，透過劇場提供的手提收音機及

耳機，選擇不同頻道，自主決定集中聆聽舞台上其中一位，又或者隨心挑選任何一位素人演

員之說話內容，構建自己獨一無二的敘事線。

同樣也是故事分享，但跟前述的《O》劇不同，《美》劇中的十九位素人演員完全不用作任

何「扮演」，也不用顧慮太多現場表演上的問題（例如：走位、道具、說話節奏等），唯一的

挑戰就是要好好坐著，面對觀眾無間斷講話。每一位獨特的素人演員，在如此設定下都能夠

更坦然道出自己背後的故事與個人想法，尤其當時社會撕裂開始嚴重，能讓不同立場人士同

場各自表述，更見珍貴；觀眾也可透過選擇接收不同聲音的這個行動，進一步思考多元社會

與訊息控制的議題。

零包袱演身不由己
二〇一八年香港國際黑盒劇場節另一齣同樣由香港話劇團負責製作香港版本，由兩位澳洲劇

場藝術家Zoë Coombs Marr與Mish Grigor共同創作的《伊狄帕斯．豬亦拍屍》 （下稱《伊》），亦

是透過公開招募找來一大班素人演員擔綱演出，但其表演方式與導演策略，卻跟前述兩齣劇

作殊不一樣。

首演於二〇一四年澳洲的《伊》劇，曾以英語及西班牙語於世界各地巡演；香港演出的粵語

版，就由甄拔濤負責翻譯及改編。香港話劇團演員郭靜雯及文瑞興會在每場演出中擔任主持，

同時每場演出都會有二十五位不同素人參與，他／她們全都只會在演出開始前三個小時，才踏

進舞台，而且也不會有所謂的排練，導演只會向他／她們作簡短介紹，在演出正式開始前各素

人皆不會知曉演出流程，以及自己將分配到甚麼戲份。每個演員會先被編配一個號碼，在演出

進行期間，各人要根據後台及向舞台展示的屏幕中出現的指令，即時作出回應行動。例如：7

號演員要躺於舞台中央、單數演員退場、全體演員跟著屏幕內的舞者一同舞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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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劇中之素人演員並不會有任何個人意見或故事分享，而純粹作為整個演出中的一分

子、一組展演的工具，直接聽從導演指令去作即興演繹。其創作策略不在挖掘素人們的人生

經歷，而是讓演者去除需要扮演的包袱去投入玩樂，善用素人們面對突變時的真實反應，直

接呈現生活中各式各樣身不由己，以及隨時面對不可預知的死神召喚，去呼應原文本中有關

死亡的種種處境與想像。

在建構空間中演活自己
除了上述三齣在傳統劇場內進行、由素人擔綱演出的製作，於香港醫學博物館內進行的二〇

一八年「新視野藝術節」節目《像是動物園（二）》（下稱《像（二）》），也邀請了一班素人參

與其中。嚴格來說，這其實不是一個正式的劇場演出，場刊內的介紹是：「介乎展覽與表演

之間，衍生出一場社會潛規則實驗歷程。」

《像（二）》延續了二〇一四年在北角「油街實現」，形式上既展且演的《像是動物園》創

作。各觀眾可於指定時間內進入前身為細菌學檢驗所的醫學博物館，遊歷館內各層不同空

間，進行體驗及參觀。創作團隊把整座博物館重新佈置成一所「珍奇屋」，當中設有候診

室、餐廳、網紅直播間、實驗室、檔案室及夜店等處境，有些地方會有演員跟觀眾互動，有

些則以靜態的展示方式呈現。大部分參與演出的，其實都是非職業演員，即使有演出經驗

的，也非傳統劇場演員，當中更有好幾位完全是表演素人。

《像（二）》的素人演員們在演出內，都是在做著或曾經從事該角色的工作，包括：護士、護

衛及夜店保鏢。某程度上，他／她們需要在作品的特定設定下進行扮演，但基於他／她們對

其角色職業的透徹認知，這一重扮演就來得比較自然。創作團隊把這些擁有真實角色經驗的

素人，放入其構建的非寫實魔幻空間內，讓他們認真地在這個虛構幻境內幹活，恰恰呼應了

作品中刻意模糊的真真假假，以及在權力階級下不由自主等議題，為作品加添另一個層次。

引入素人演員的經驗
最後，我想從創作人的角度去分享一下跟素人合作、創作及排演的經驗。二〇一七年初，我

以「William et al. 創作研究室」的名義，參與了由「天邊外劇場」主辦的「西九外劇場節」，

並在水泊劇場演出了《這一夜，聽我（城）的故事》（下稱《這》）一劇。針對「西九外劇場

節」的主題「被消失後的城市」，我早於構思演出內容初期，就決定邀請前學民思潮發言

人，並且曾在二〇一四年雨傘運動期間，於金鐘佔領區進行過絕食行動的黃子悅參與，希望

通過她的切身經驗去談談經歷過佔領的年青人，對我城有甚麼不一樣的想法。

《這一夜，聽我（城）的故事》 （2017） — 攝影：Wisley Chan，照片鳴謝：William et al.創作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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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瑋鑫
資深藝評及媒體製作人，自一九九八年起於港澳不同媒體上發表有關劇場、舞蹈及視藝等評論與專
題文章，並為業餘劇團「友好戲體」創團藝術總監及「William et al. 創作研究室」主席，歷年創作過
超過二十個小劇場及多媒體劇場作品。近年主要從事表演藝術研究、紀錄劇場創作及媒體教學工作。

《這》劇內容以包括我在內的五位創作演員的真實成長經歷作為編創藍本，從回憶及思考已

逝的舊事舊物，訴說個人歷史與城市發展的故事。演員中有人曾在旗艦劇團當過全職演員，

也有人是演出經驗甚豐富的業餘演者，而黃子悅在參演《這》劇前就只參與過一個小型戲劇

工作坊與展演，所以以正式劇場演出來說，還是一個素人。

無可否認，由於黃缺乏演出經驗，在咬字、說話節奏及對空間的掌握程度都比其他人弱，所

以我們花了好些時間去跟她一起尋找，如何在舞台上有效地鋪陳及演繹她的故事之方式。不

過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在自我挖掘的編創過程中，素人比經驗演員更為得心應手，較易打開

心窗說出自己感受；相反，經驗演員在過程中卻顯得力不從心，失去能夠有所依靠的「角

色」，突然要他放下「扮演」的習性去演自己，一時間甚難適應。

當然，說到最終在舞台上的演出效果，兩者還是有一定分野：經驗演員在演出時比較從容自

在，甚至能夠有即興的膽量與空間去帶動氣氛；素人演員始終以較本色的方法演繹，狀態較

飄忽，每場能量亦不一：其中一場演出可以十分投入，情緒盡現，但在另一場次卻可能表現

較抽離。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把一位大家只曾在新聞媒體上見過的真實人物帶入劇場，置於

演出敘事當中，將屬於她自己的真實小故事娓娓道來，絕對能提升整齣戲劇的移情效果，比

較容易引領安坐於劇場內的觀眾重拾有關佔領區的個人回憶，達到我希望讓觀眾思考我城發

展得與失的目標。

小結
除了以上提及的五個演出，其實二〇一七及二〇一八這兩年還有不少由素人擔綱主演，又或

者參與研究訪問，跟其他專業演者合作的不同戲劇演出。當中包括有由長者負責編創與演

出，自二〇〇八年開始一直擴展至全港十八區，「中英劇團」主辦的「社區口述歷史戲劇計

劃」；訪問了一百位香港人，然後以錄影片段置於演出裝置中，並把當中內容整理轉化為表

演內容的「前進進戲劇工作坊」《會客室》；還有走訪長洲居民，分享島民日常，並且邀請

個別受訪者在演出中直接現身與觀眾講解交流，「進劇場」的環境劇場《長洲沿途》等等。

這類素人演出的出現，或者跟近年於華文地區愈來愈受重視的紀錄劇場發展有關係。在現實

比劇場更荒謬、更戲劇化的時代，劇場製作如何做到不離地，並且強而有力地回應社會環境

變化，素人的參與，絕對是其中一個相當有效的戲劇手段。

綜觀以上各製作，創作單位以素人作為演出與創作策略的目標皆相當鮮明，能靈活運用素人

的真實性與去表演性，架設起不同框架讓他／她／TA們發揮自我，既做到挖掘（個人）歷史，

也呈現出多元日常，效果普遍理想。至於素人演出會否成為未來本地戲劇創作的其中一個主

要發展方向，則仍需作更長時間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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