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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
觀 舞台

文：小西

本欄隔周見報，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藝術工作者對於鄧樹榮堅定地發展長壽劇
目大多抱持正面、甚至羡慕的態度。早前一
舖清唱的藝術總監趙伯承出席「2013文化領
袖論壇」時便公開表示：一舖清唱能否像
《打轉教室》一樣，做一個長壽劇目？

長壽劇目儼如成為舞台藝術工作者的一個
理想，大家都期待 未來的西九能夠提供場
地讓他們去做。而早已跑出的鄧樹榮，對此
又有甚麼想法？

香港欠缺長壽劇目

「任何一個文化藝術比較發達的城市，都
有長壽劇目。」倫敦西城區的《歌聲魅
影》，百老匯的《貓》，拉斯維加斯的「索拉
奇藝坊」，韓國的《Hero》、《Jump》，泰國
的《夢幻王國》劇場，甚至澳門也有《水舞
間》，但香港恰恰沒有此類劇目。「沒有長
壽劇目的話，香港的文化藝術作品會很鬆
散，每一個作品可能只做幾場，其實凝聚不
了甚麼力量，當愈來愈多人想從事這個行業
時，恆常買票的觀眾並沒有太大的增長，這
是一個議題，在經濟上應該怎麼辦？」鄧樹
榮認為長壽劇目結合了文化、經濟、旅遊元
素，能夠解決舞台藝術現在面臨的一些問
題，包括藝術家可以透過創作表達權利和陶
冶性情、群組為創作而實踐共同的價值觀、
藝術作為社會服務的工具、帶來娛樂效果，
及是一個帶動經濟的活動。
能夠平衡以上五個屬性，長壽劇目可說是

彰顯城市文化實力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打轉教室》也是在這個前提下走出來。

鄧樹榮說，做長壽劇目必需符合一些元素。
參考外國例子，不難發現長壽劇目的模式不
外乎那幾種，必須是有特色的音樂劇或奇藝
式的演出，不然就是用特別的形式去做的節
目，如英國的敲擊節目或韓國的《Jump》
秀。前兩者香港並不具備條件去做，那只能
選擇以不太依賴語言的形式去做，「一個長
壽劇目不只吸引本土觀眾，更要吸引國際觀
眾，所以不能有語言障礙。」而可以突顯香
港文化，又沒有語言障礙，內容必須具共鳴
感的話，《打轉教室》確實是一個好的載
體，因為中學生在一個留堂教室裡搗蛋，這
是一個宇宙性的話題，幾乎沒有文化隔閡。

場地是最大的問題

從沒有到有，建立的過程是困難的，而且
香港幾乎沒有長壽劇目的紀錄，當年華富閣
戲院裡做的「人妖show」，比較像是娛樂性
的表演更勝於是文化背景產生的創作。而對
鄧樹榮來說，發展長壽劇目面臨的困難是找
不到場地。
倫敦做長壽劇目的地方大多是歷史建築，

歷史建築不能隨便拆，用來做戲或做文化活
動是最好的方案。百老匯的長壽劇目是私營
的，因為紐約是一個移民城市，在十九世紀
末二十世紀初，由於移民的關係，人們集中
在42街、百老匯附近，於是很多劇場成立，
政府覺得這可以帶動文化旅遊，所以也推出

一些地稅優惠給百老匯的劇場。澳門、新加
坡、拉斯維加斯都是因為發展賭業，政府間
接促成這樣一個產業。韓國則因為政府近年
大力推動文化產業，長壽劇目在這種背景下
衍生出來。而在香港，現有的政府場地實在
難以去經營一個長壽劇目。
「長壽劇目有兩個可能性，要有一個固定

的地方天天做或是不斷地巡演，如今香港都
不具備這兩個條件，政府基本上是以為市民
提供服務的概念去做文化藝術，所以很難讓
一個節目長期在一個場地做，認為為甚麼只
讓這個做，不讓那個做，會變得很政治。」
這也是為甚麼大家都期待西九落成。「西九
未來的營運模式不應該是現有的社會服務式
的政府資助為主體的藝術模式，他們應該去
找另一個方式，讓藝術在社會服務式的政府
資助以外有一種新的可能性，這樣才可以彰
顯文化藝術的本體意義。」所謂的本體意義
是重視作品本身，而不只是將之當成是社會
服務或教育的工具。
如今的問題是政府在審批場地時，必須做

到公開公平公正，等於是「你做一個星期，
下個星期到我做」，這樣不僅對藝術工作者
沒好處，連發展觀眾群也很難。「這種模式
在六七八九十年代，是很好的，因為當時的
活動很少，而且百廢待興，香港當時甚麼也
沒有，用公帑資助，觀眾可以付很低的票價
去認識、學習藝術，也有一個平台讓藝術家
去發展藝術。但踏入千禧年後情況有所改
變，愈來愈多年輕人想投入這個行業，但社
會環境又形成不了一個自給自足的行業。」

審慎樂觀看待發展

對於舞台藝術的未來發展，鄧樹榮頓了
頓，說：「審慎樂觀。」樂觀的是，他看到
了政府的改變。以往藝團幾乎完全依靠政府
的資源去發展藝術項目，藝術工作者透過藝
術發展局、民政事務局及康文署得到一些資
助。
藝術發展局主要資助行政費用、藝術項目

及文化交流基金，近年也提供場地資助，如
大學和藝術中心的場地，如果是藝發局的資
助團體去申請的話，會得到資助。康文署轄
下的文化節目組每年會舉辦一些節目（即買

Show），提供製作費和場地給某些團體或藝
術家；而藝術節辦事署每年負責兩個藝術
節，分別是「國際綜藝合家歡」及「新視野
藝術節」（與「世界文化藝術節」交替舉
辦），會委約藝團創作節目。另外團體可透
過康文署近年推行的「場地伙伴計劃」，進
駐某一場地、搞節目。而民政事務局以往也
資助九大藝團及提供文化交流基金申請。
但2012年4月1日開始，民政局推出名為

「藝能發展基金」的項目，這個項目透露出
政府有意改革現有的資助模式。藝能發展基
金分兩種資助模式：配對資助和計劃資助。
在推廣《打轉教室》方面，鄧樹榮主要申請
配對資助。「配對資助的內容有點像大學籌
款，你籌了一塊，政府會補貼兩塊，但有上
限，它鼓勵你去找自己的資源。要成功申請
這個計劃，必須在兩年內有一百萬的收入，
這可以是票房收入，但不能是政府的現金資
助，而一百萬當中有25%必須是私人或商業
的贊助，這才符合條件。」資金分兩個階段
資助，第一個是兩年，每年最多給一百五十
萬，第二階段是三年，每年也是一百五十
萬，總共是七百五十萬，但五年後無論你做
得多好，它也不再資助。香港第一次實行這
種計劃，目的在於透過前期的資助讓藝團日
後可以獨立發展，也讓藝團付出相當的努力
（籌款）去換取資助。

「這有它的好處，它迫你想清楚你要做甚
麼，為甚麼要做，做這種東西背後的經濟運
作又是怎樣，某程度而言，這是正面的推動
力。」
結構性的東西始終需要時間去改變，而鄧

樹榮也說：「如果有些項目不用拿資助的話
就不拿，這是我的理想。」《打轉教室》要
發展成長壽劇目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目前
他還是挺樂觀，8月2日至18日一連33場的演
出，是一個試點，測試一下水溫，看未來要
以哪種模式繼續發展。
現階段的營運並不容易，但透過每年的海

內外巡演加本地演出，鄧樹榮希望可以為劇
目打造出聲譽，某程度也是迫當權者去思考
香港未來的文化發展方向。
「這是挑戰，也是鼓舞，有危才有機。」

潘詩韻的劇本《房間》，近日終於中文首演了，算
是完成了她的一樁心願。潘詩韻是青文書屋已故老闆
羅志華紀念文集《活在書堆下》的編者，《房間》的
寫作受2008年羅志華葬身書堆事件「啟發」，也就順理
成章。

無以名狀的傷痛

從一開始，《房間》便令人好奇，創作人將會否/
如何呈現塌書事件中最關鍵的一幕：羅志華置身空間
狹窄的貨倉中，四周疊得滿滿的書本突然塌下，把羅
志華活活埋葬。我猜這也是不少買票進場的觀眾的期
望。然而，我認為如此「戲劇性」的事件，從一開始
便難以呈現。首先，相對現實中震撼無比的塌書悲
劇，任何戲劇再現都會被比下去，顯得蒼白無力，甚
至虛假。
第二，對於不少羅志華的親友來說，羅志華給自己

書店與出版的書本活埋這件事本身，便在在是個無以

名狀的傷痛。呈現傷痛，也就不單是個藝
術再現的美學問題，除了透過個別事件提
煉出某些普世的意義與情感，《房間》的
創作人更必須「直面」與事件相關人士
（包括羅志華的親友，甚至潘詩韻自己）的
集體創傷，至於能否從此走出陰霾，則是
後話了。換言之，從一開始，《房間》的
創作人便給了自己一個頭號難題。然而，
我得說，就現在的整體表現來說，《房間》
的創作人始終無功而還。

無法直面資本主義的荒漠

究其實，雖然《房間》的創作人最後安
排了葬身書海的出版社總編青華「上身」
人偶，跟劇中主角劉教授直接對話，但我
得說，在大部分的時候，青華以及塌書事
件卻始終只能以「缺席」的方式，籠罩

整個演出。青華的死
亡以及塌書悲劇主導
了劇情中所有人的命
運，但它們卻像無以
名狀的創傷一樣，有
冤無路訴。這樣也解
釋了為甚麼《房間》
大量充斥 以劉教授
為代表發出的知識份
子囈語。這些囈語是
如此長篇累贅，充滿

自怨自艾自戀自憐，卻鮮有正身直面血淋淋的現
實。或許，面對無法言說的創傷，所有的說話都只能
是蒼白無力與意義空洞的兜兜轉轉。
或許，劉教授的創傷/意義「短路」，正正源自知識

分子對龐大的資本主義體系的無視或無從把握。事實
上，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才是導致青華的「死亡意外」
與出版業困境的真正主因。但劉教授卻把自己「誤認」
是這一切的主因。可見劉教授的創傷/意義「短路」，
其實源自更龐大的結構性意義「短路」，讓我們無法
看清現實，做就無數的人間悲劇。就此而論，《房間》
正是「短路」之作，創作人也就被迫無功而還。

空洞的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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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離開演藝學院開始，鄧樹榮對於舞台藝術已

有明確的想法，就是做長壽劇目。《打轉教室》

推出之初，他已將之定位為「香港未來的長壽劇

目」，即使花上三五七年時間，他還是會堅持發

展，他說，有些東西必需堅持，因為沒人知道是

否會一定成功，肯嘗試肯堅持就有機會成功。

因而，《打轉教室》在香港演出了三次，海內

外巡迴演出三十多場，今個夏天，它又回到香

港，一連33場，一群學生繼續與你留堂搗蛋。

長壽劇目不是一個不切實際的想像，而是實實

在在地前進，鄧樹榮在2010年擲下的小石頭，早

已在藝壇泛起一波又一波的漣漪。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伍麗薇

圖：鄧樹榮戲劇工作室提供

■《打轉教室》可能是香港第一個長壽劇

目。

■鄧樹榮與《打轉教室》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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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資深工

作者鄧樹榮

鄧樹榮的舞台藍圖
長壽劇目的可能與可行

■《打轉教室》是一齣適合

一家大細欣賞的動作喜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