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上一期的「劇場觀點」專欄中，我們從

「異議」觀點的角度，介紹了幾位重要的現代

劇作家，並且討論他們的幾部代表作品，可以

幫助我們從制式刻板的思考與文化傳播網路中

掙脫，尋求獨立思考的可能。而在劇場的領域

裡，創作者與觀賞者對於作品的意義與價值，

是具有同樣重要的影響，如果沒有意願接受挑

戰的讀者或觀眾，自然不可能出現像易卜生或

約翰奧斯朋這樣的劇作家。因此，這種追求獨

立思考的努力，不僅表現在每一個劇場作者挑

戰社會常規與主流意識的作品，也同樣表現在

如你我一樣的閱聽大眾，對每一個作品(包括劇

本與現場演出)的評價與批判。

作為一個一般的觀眾，我們檢視的對象是

創作者和他(她)的作品，而作為一個戲劇評論

者，每一篇的戲劇評論，不僅是對創作者，更

是對所有觀眾提出的一個挑戰。

就本地劇場的歷史發展與現狀而論，在整

個劇場生態中，對於戲劇評論所應、所能扮演

的角色，並無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共識。從《表

演藝術》雜誌第一一八期(2002年10月號)專題

報導所做的調查，和其他幾篇相關的文章 1來

看，我們可以發現創作者與評論者之間，對於

戲劇評論的內容重點、批判角度與尺度、對於

劇場發展可能的影響等等議題，都有各自不同

的觀點堅持，或甚至對彼此的不信任與不滿：

創作者希望評論者對於作品的產生能有更多的

同情與理解，對於好壞的評斷能有更加客觀、

或為一般大眾所能接受的標準，評論者則希望

創作者能有接納不同意見的包容，讓理性思辯

有更多的空間。

這種創作者與評論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其

實是正常而中外皆然的現象，就如同在創作的

過程中，編劇、導演、演員、乃至於設計者，

都可能對作品呈現的面貌有不同的看法與想

像，雖然這些差異最後必須被整合成為一個完

整的演出，但我們仍然不能否認每一個參與者

各自的堅持與彼此間的差異。筆者比較關注的

是：同樣作為觀眾，一個戲劇評論者與一個普

通觀眾之間的差異，尤其是針對那些有較大影

響力的主流劇場作品。

果陀劇團近年來以幾個大型歌舞劇製作拓

展版圖，該團二○○二年的年度大戲《城市之

光》(改編自默劇大師卓別林的同名電影)，不

僅賣座成績亮麗，現場觀眾的反應更是熱烈，

筆者卻給了這場演出完全不同的評價 2；另一方

面，筆者在看完屏風表演班創團十週年大戲

《京戲啟示錄》之後，大受感動，並且評為屏

風近年作品之最 3，這齣作品的票房成績卻對

劇團的經營造成困難。

最近筆者觀賞了表演工作坊為影視名人張

小燕量身訂做的《在那遙遠的星球，一粒

沙》，也碰到同樣的尷尬處境：滿場的觀眾為

張小燕、卜學亮、金士傑等人的表演熱烈鼓

掌，筆者卻不但無法被應該動人的故事所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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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故事情節與人物塑造的諸多疏漏與不合情

理)，對於劇場專業在這個演出中不受尊重的情

形，更感到無奈與遺憾。筆者以為：《在》雖

然在票房上取得亮眼的成績，這樣的成績卻無

法真正為本陷入低迷的劇場界，給予什麼正面

的刺激，其原因就在於劇場專業面對影視媒體

巨大的影響時，所表現出來的妥協退縮。4

當然，這種差異並不是絕對的，現場觀眾

的反應絕非一致，筆者的評論也不是唯一的評

斷標準，但票房的成功與現場的熱烈反應(當然

主要來自對演出滿意的觀眾)，卻經常被創作者

用以反駁評論者意見的依據，並對評論者加以

「一言堂」、「自以為是」之類的指責。這些反

駁與指責，與筆者對演出的批評，雖然都只是

不同意見的陳述，但如果這也真是大多數觀眾

的想法，那麼筆者之堅持選擇一種「異議」的

觀點，來檢視主流劇場的演出，似乎就更有其

必要。

如前文所提，筆者希望藉由評論對觀眾提

出挑戰，這不僅針對他們對演出本身的評價，

例如故事的精采與否，演員的表現或設計者的

美感，更包括演出的社會意義。

從筆者最近幾年的觀賞經驗來看，因為大

眾傳播媒體的擴張，對於社會文化的各個層面

都有幾乎難以阻遏的影響，就連處在邊緣的劇

場也不能倖免。因此，流行話題之成為創作素

材，影視媒體的操作手法，影視名人之成為舞

台焦點，就逐漸成為面臨經營壓力的劇場工作

者，不得不然的選擇，只是，這樣的選擇，卻

經常是以犧牲劇場創作的主體性，和劇場不同

於其他文化媒介的特質為代價。對劇場的創作

者與觀眾來說，這就代表了創作空間的壓縮，

創作美學的趨向保守，和品味選擇的更為有

限，對整個社會文化來說，其結果就是多元的

論述空間受到擠壓，大眾文化品味的更趨於一

致與庸俗。

讓我們憂心的是：劇場會不會就變成另一

個有線電視的戲劇頻道，播著和其他頻道一樣

的偶像劇或本土劇？

因此，作一個劇場觀眾，刻意對演出抱持

較為嚴苛的批判態度，或者不輕易地讓自己的

情緒被創作者任意操弄牽引，就變成非常關

鍵，這也就是筆者希望自己的評論文章，能夠

對讀者/觀眾具有的參考價值。

作為一個戲劇評論者，筆者對自己專業的

堅持，並非企圖建立某種言論權威的形象，或

表現「為反對而反對」的態度，而是希望透過

不同觀點的陳述與辯證，建立觀看者在整個戲

劇生態中的主體地位，換言之，讓觀眾在戲劇

作品的創作與欣賞中，能夠扮演更為積極的角

色。劇場中的觀眾願意在演出中扮演這樣的角

色，在社會中才有更可能成為一個具獨立思考

批判能力的現代公民，劇場的社會意義與價值

才能真正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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