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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作者序

一本・小雪

《形體大師的心得：默劇藝術文匯（上）》在 2020 年中出版，「美
國默劇的祖母」芭莉・羅夫（Bari Rolfe）女士精心編彙的二十世紀形
體表演大師心得共四十三篇首次以中文面世。中文版更突破了原著的
框架，提供二維碼連結，讓讀者在細味每位形體表演藝術家的文字分
享時，有機會看到其表演片段，即時觀摩他們的形體表達方式。

這四十三篇其實只是原書的一部分。英文版本來以時間軸編排，
選文始自古希臘及古羅馬，下溯歐洲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繼而分別
探討十九世紀的法國默劇及同期在英國及歐洲大陸的默劇發展。由於
十九世紀的西方劇場，深深被其「發現」的各種東方劇場，特別是東

方演出的整體劇場（total theatre）形式所吸引，羅夫女士特意選編了
關於中國京劇、日本能劇和印度戲劇技巧的文章。更有趣的是，羅夫
女士加入了「後記：反默劇」，讓我們聽聽那些不理解形體之美的文
人雅士慷慨陳辭。

有別於原書從古到今的順序，我選擇把內容分作上、下集。上集

的現代性讓讀者首先接觸熟悉的名字和流派：艾蒂安・德庫（Étienne 
Decroux）、 賈 克・ 樂 寇（Jacques Lecoq）、 馬 塞・ 馬 素（Marcel 
Marceau）、差利・卓別靈（Charlie Chaplin）等，並可觀看影像；下
集由於年代久遠，沒有影片連結，卻充滿著栩栩如生、充滿現場感的
畫面：八萬觀眾的古羅馬大劇院，中間搭起高台，正中獨站當時最火

紅的默劇人，像不像二千年後的演唱會？ 當薩佛林（Séverin）滿懷
敬愛之情，談起從查爾斯・德畢侯（Charles Deburau） 而來的傳承，
會不會喚起一點文化的使命感？當讀到尚・ 加斯柏・ 德畢侯（Jean-

Gaspard Deburau）1 飾演的管家如何小心翼翼又恭敬地提供「殷勤而無
動於衷的家居服務」，或許您也會像我，想像自己如果是那位可憐的
高貴主人，邊笑邊心寒吧。

原著中，文章作者都假定讀者熟悉他們提及的哲人、名人和演
員，故此單以姓氏、名字甚至是別名稱之。中文版補充了一些人物的
全名及背景，雖然可能干擾原文行雲流水般的語境，但相信對中文讀
者的理解有所幫助。我們另加入了介紹意大利即興喜劇角色的附錄，
亦出於同一目的。

我給讀者的小建議是：如果你喜歡向各位近代形體大師取經，
可從下集的「十九世紀」開始，再讀上集，之後才回到其他部分。如
果你希望了解形體表演由古羅馬直至今天的演變（過程委實是峰迴路
轉、扭盡六壬），大可順時序先讀下集第一部分，再讀上集，最後以
下集第二部分作結。

關於香港表演藝術歷史，無論是話劇、粤劇、舞蹈，資料都相當
豐富，但本地的形體表演如何發展、現況怎樣、將會往哪個方向走，
似乎還沒有系統性的紀錄；另一方面，我相信由第三者整理的歷史，
本質始終歸於學術性的理解；更能激發藝術工作者和資深觀眾的，
是從藝術家自己的分享中感受他們如何找到內在、形體和世界的交接
點。蒙香港藝術發展局提供項目計劃資助，我得以走訪十八位本地形
體表演藝術家、形體訓練導師、導演以至把香港形體劇帶到世界各地
的推動者，用十八個不同的視角，嘗試追溯從八十年代開始令人目不
暇給的發展。

1　�尚・加斯柏・德畢侯和查爾斯・德畢侯為父子，兩人名字在本書多次出現，故用
德畢侯（�尚・加斯柏）和小德畢侯（查爾斯）作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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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慧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 總經理

在編製本書期間，香港即將要上演一套無言的，並且純粹以形體
來演繹的莎士比亞悲劇作品。我期待這次極具意義的實踐，在如此一
個需要思考語言的角色的時代，身體的可能性會令我們更有想像力。
另一方面，我也在思考本地針對默劇和形體表演發展研究的資料其實
相當有限，而出版《形體大師的心得（下）及香港形體劇發展多面睇》
實在是很合時的。

本書的上冊在疫情期間的困難中出版，本書的譯作者一本・小雪
在如此不容易的情況下繼續翻譯的工作，同時進行本地默劇和形體藝
術家訪問和資料整理，即使我其實從來未試過編製一本已出版了上冊
的書籍，我也認為，這挑戰值得嘗試。一本・小雪是一位很認真的譯
作者，當我接到她的電話，進一步了解到她為翻譯這本書所付出的心
力，和知道原來她已經接觸和訪問了接近二十位香港默劇和形體的實
踐者和推廣者，並且著手整理這片可說是本地劇場和表演研究處女地
的歷史，我是非常佩服她的視野和承擔。同時，我亦深知要好好把握
這個機會，讓協會出版的項目，能夠首次包含與默劇和形體藝術有關
的書寫。

其實，是我要感激她，讓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能夠
參與以中文出版這本在默劇和形體藝術發展歷史上極具重要性的專
著，加上對照香港發展的當代面貌，我期望本書能為香港在這方面的
研究澆水翻土，讓這花園繼續芬芳。  

本書的訪談在 2019 冠狀病毒疫情期間完成，部分需依靠視像會
議或電郵往來，「研究團隊」基本上是自己一人。我謹向接受訪談邀
請的藝術家致衷心謝意，他們每位都與我分享了大量的心得，包括他
們如何在香港開創及推動形體表演；本地劇場和觀眾如何接觸及吸納
形體；以及對年青藝術家有何建議等，總共超過十萬字。由於資源有
限，我只能在本書採用一部分。為了不辜負他們的信任和無私分享，
我已徵求受訪者同意，冀把訪談內容集合成一訪談錄出版，將形體劇
的傳承和紀錄再推進一步。

這裡的訪談只包括部分香港形體表演藝術家。研究期間有好幾位
都未能聯絡上，又或因種種原因未可對談。我期待不久將來有機會向
他們請益。

能完成此書，我衷心感謝胡慧敏小姐、Nicole Shi 、陳國慧小姐
和她的團隊的鼎力協助，我也要感謝香港藝術發展局的支持和霍達昭
老師在漫長過程中不斷的鼓勵。如內容有不善之處，文責在我，我的

聯絡電郵是 barirolfebooks@gmail.com，請大家不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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