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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北京人藝）本
周三（18日）在台北西門紅樓演出
話劇《丁西林喜劇三則》。該劇結合
愛情、婚姻等題材，以幽默方式呈現
上世紀 20年代尋常百姓的生活形
態，希望懷舊題材能引起台灣觀眾共
鳴。
《丁西林喜劇三則》選自劇作家、

物理學家丁西林的三部喜劇短劇《一
隻馬蜂》、《酒後》和《瞎了一隻
眼》。劇中，三個演員飾演了九個人
物，循着「談戀愛」、「論人生」、
「過日子」三部曲，有序地展開人生
故事，傳達出人們對內在交流的珍
視，及對靈魂伴侶的渴望。
當天演出前的記者會上，該話劇製作人戴

貴江表示《丁西林喜劇三則》表面上是喜劇，
博取觀眾會心一笑，更深層的意思則希望通過
劇中細節，點綴出人生的酸甜苦辣，讓觀眾有
更深刻的體會。
戴貴江還說，自己曾多次隨北京人藝來台

演出，寶島觀眾對表演的接受程度很高，與舞
台的互動也很好。他希望此次北京人藝特別帶
來的喜劇短劇表演，能夠再次贏得台灣觀眾的
喜愛。
據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宣傳策劃處處長孫丹

介紹，自1993年以來，北京人藝已是第八次

到台灣演出話劇。此前《茶館》、《雷雨》、
《天下第一樓》等經典作品「登台」，都引起
熱烈反響。
孫丹表示，兩岸擁有共同的歷史記憶，希
望此次《丁西林喜劇三則》演出反映的時代背
景和講述的故事內容，可以喚起台灣觀眾的共
鳴。
據了解，《丁西林喜劇三則》是2018北京

文化周系列活動在台灣的首場演出。18日
起，北京文化周系列活動陸續在台北、高雄、
台東等地舉辦，以「傳承．融合」為主題，重
點展示北京文化傳統與現代相融合的特色，體
現兩岸同根同源的文化魅力。

中新社

剛剛過去的復活節，再度揭起歐洲反
猶太主義者心底裡的瘡疤。他們認為：
耶穌被釘上十字架，不是羅馬人處決耶
穌的過錯，而是貪心的猶太人出賣了耶
穌。歐洲街道上，經常聽到那些咒罵猶
太人的穆斯林，不是高呼「真主偉
大」，而是「希特勒萬歲」。加上以色
列軍隊又再槍殺巴勒斯坦平民……反猶
活動如雨後春筍，遍佈歐洲。
英法兩國最近發生兩宗反猶事件，激
發了民憤和政治紛爭。上月底，法國一
名85歲猶太老婦遭反猶分子謀殺，身中
11刀，還被燒屍。另外，英國工黨黨魁
科爾賓在臉書貼上一張反猶壁畫，掀起
軒然大波，遭敵對黨促下台謝罪。
此壁畫名《為人類自由》（Freedom
for Humanity），六年前曾經張貼於倫
敦東部一樓房的外牆上。畫中，六名矮
胖的銀行家和商人圍着枱面玩「大富
翁」遊戲，他們有猶太人的長鬍鬚和勾
鷹鼻，其中一人在數鈔票。枱下，眾多
黑皮膚的工人，躬身為他們托枱。
地區政府後來接到投訴，將此壁畫清

除了。投訴者認為，畫中內容與二戰時
納粹德軍的反猶太人宣傳畫風相似，目
的是強調猶太人企圖操縱金融、政治和
媒體，有征服世界的陰謀。此畫被清除

時，科爾賓曾公開表示不
滿，更寫信給作畫者表達同
情。今次他將此壁畫貼上臉
書，理由為「言論自由」。
科爾賓的言行，並沒有引來
千夫所指，但為了制止反猶
風氣繼續蔓延，歐洲媒體促
請各國政府須及早採取行
動，免得種族仇恨發大。
醜化或詆毀猶太人，自古

有之。中世紀時代曾經流行
「血祭誹謗」（Blood Li-
bel）的傳說，指猶太人殺害基督徒兒童
後，取其血液用來烤製逾越節吃的無酵
餅，製造補藥和止痛藥。
描寫猶太人企圖征服世界的作品，亦

早於百多年前出現。英國《衛報》署名
文章指出，1903年由俄羅斯秘密警察組
織印刷的《猶太人賢士議定書》（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裡指
出，猶太人藉着控制媒體和金融來操縱
世界；同時利用宗教衝突以制服全球的
非猶太人。該書後來被反猶主義者引用
和再出版，更被指控為猶太人秘密結社
的證據。文章認為，此書意義重大，是
現代陰謀文學的開山祖。
歐洲反猶情緒近年愈來愈高漲，比較

轟動的如：2012年法國圖盧茲大學襲擊
案、2014年布魯塞爾猶太博物館被炸、
翌年1月巴黎猶太超市槍擊案、同年2月
丹麥哥本哈根猶太教堂襲擊案、同月巴
黎200多座猶太人墓碑遭毀壞……
《衛報》引述一項「世人對猶太人的

態度」統計，反猶的西歐人有24%，東
歐人有34%。他們反猶的原因基於：猶
太人控制了美國政府、世界上所發生的
戰爭，大部分歸咎於猶太人、憎恨猶太
人的行為方式……反猶情緒更藉着選舉
來發洩，2014年希臘、匈牙利和德國，
同時選出新納粹分子進入國會當議員。
報道說，法國猶太人有75%考慮移

民。

余綺平 反猶主義席捲歐洲
《丁西林喜劇三則》「登台」
盼懷舊題材引觀眾共鳴

出自楊富閔手筆的小說《花甲男孩》，
頗受讀者歡迎，也是近些年台灣新生

代文學創作的標杆作之一，後來更被改編成
電視劇《花甲男孩轉大人》。作為今次光華
新聞文化中心舉辦的「台灣周」（年度主題
為「吹台風」）活動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他
來到澳門進行的文學分享更是他第一次在台
灣以外的地方暢談自己的寫作故事。

非常緊密鄉土人際
楊富閔將這次分享定位成是「1987年出
生的台灣人的知識養成」。他表示，其實過
去他都不曉得該如何寫作，只是想和大家分
享自己想說的事情。他自己18歲之前都在
台南，生活在一個並不為人知的農業區：一
個叫大內的地方。
談及家庭，楊富閔表示自己出生在一個大
家族，小時候以為自己住在世界中心，而非
鄉下。最令他感觸深刻的，乃是非常緊密的

鄉土人際聯繫，家的附
近都是姓楊的居民。而
居住的環境中，家附近
有古厝，但是自己當時
並不知道住在古蹟邊。
論及兒時生活，他自

小的生活並不無聊，直
言那是一個「不能夠做壞事」的地方，因為
看到小孩的頑皮，鄰居或親戚會向家長通風
報信。而在學校中，一個班級裡邊一大半都
是姓楊，老師也姓楊，鄉長也姓楊，一對族
譜，會非常近。因此，這在楊富閔看來，自
己生活的周遭都是親近的人，似乎有關係，
但又似乎沒關係。
古厝、朝天宮、小學，形成了楊富閔家鄉
最熱鬧的街，他說台灣很多的老街都是如
此。晚上，能夠非常安全地躺在路上看星
星，因為根本不會有車進來。這在自己的腦
中也形成了家鄉的一個空間概念。正是在這

樣的鄉下，如果有了某一種品牌的便利商
店，前去購物的人們如同通向了外太空。學
校的畢業典禮會安排頒獎環節，但獎品數量
比人還要多，人人都有禮品拿，如同熱鬧的
尾牙。
楊富閔的父母都是工人，沒有時間管自

己，成長過程用他的話形容如同「放山
雞」，沒有人管。有時家長簽名也是由自己
代簽，但這也養成了自己對自己負責的習
慣。
父輩都是親戚，人與人的確很近。正是在

這樣的環境中，在學校作文時，寫「我的家
鄉」這樣的題材令楊富閔覺得很麻煩，也很

無聊。因為家鄉其實很小，
怎麼寫都一樣，而那時也不
會去深入思索這樣的話題。
但這麼多年來，他的寫作卻
其實都是在回應「我的家
鄉」這個題目。

民間禮俗文學體驗
楊富閔直言，自己的寫作

中是較多生死，因為這和從
小到大自己一直目送不少長
輩離開有關。自家的古厝四
周，自己大致知道鄰居家的
位置，因此他自小一直專注
觀察家鄉的喪事禮俗。每次
葬禮，都會感覺失去了一個

朋友；每次葬禮的嗩吶聲，都想知道誰離開
了。
這直接投射到楊富閔和自己祖母的互動

中。他表示和祖母感情很好，祖母人生有自
己的風格，大家經常在客廳中聊天。小學
時，楊富閔學習吹奏直笛，祖母則在一旁睡
覺，是非常有趣的場景。
台南的葬禮會在自己家的住宅進行，在戶

外搭一個棚子，夜晚的警報燈會閃亮。楊富
閔很遠看到燈光時，就知道某一個同鄉離去
了。他打趣說，自己通常會從花圈上的輓詞
來猜測是誰離開了，進而判斷逝者的姓名、
性別、年齡；或是從遺照等諸多訊息中拼湊
逝者的形象和記憶。
回到家，楊富閔再告訴祖母是誰離開了。

因為祖母腳不是很好，所以多坐在家中，他
就成為了那個說故事的人。在與祖母的談論
中，大家都會為每一個生命的離去而驚恐哀
傷，祖母也會感慨。這種互動次數非常多，
也會出現更加意外的場景。他表示，自己有
一次出門，又看到搭建的棚子，便猜測有人
過世。回家告訴祖母之後，便出門補習。但
補習歸來之後，祖母卻非常詫異地表示，那
個原以為已經離去的那個人下午從自己家的
門前走過。原來，是自己的逝者訊息傳遞錯
了。楊富閔認為，這個例子說明，生活中的
互動一定要講清楚，讓聽者能夠聽明白。這
算是文學養成的一個面向，更加不能放棄深
刻理解自己與周遭的人事物。

同樣，楊富閔與曾祖母的互動也是一種值
得回憶的文學體驗。他告訴聽眾，自己的曾
祖母出生在民國前12年的清朝，具有強烈
的時代縱深感。曾祖母在楊富閔看來是生命
中的無價之寶，高壽的她在當地是百歲的人
瑞。他曾經走入曾祖母的房間「尋寶」，發
現她為身後準備的精緻壽衣。讓他倍感溫
馨、每年給五百塊壓歲錢的曾祖母去世之
後，楊富閔和自己的母親開始準備悼念用的
訃文。在訃文中看到了不同的姓氏，看到了
許多早過曾祖母離開的晚輩；也在其中看到
了曾祖母一生的記錄。因為耗費了很多心
力，訃文製作完成之後，自己面對這樣一份
的「文本」，反而有了一絲成就感。正是這
樣的訃文，觸發了文學的思考，因為是生命
中活生生的故事。

發掘身邊的小故事
與楊富閔在講座中對談的澳門作家李展

鵬，非常讚賞這種挖掘身邊小故事、書寫在
地生活的文學思考。李展鵬在講座中說，
「日常」在一些人的手上變成精彩的文學作
品。他在教堂邊長大，20多歲前卻沒有問過
教堂的歷史、周圍劇場的由來。再例如，今
天的渡船街是沒有船的，但過去是海岸線，
有造船廠。因為資料的殘缺，歷史沒有被好
好整理出來讓大家知道。
從這個意義上說，本土或地方志書寫和觀

察身邊和本土文化元素非常重要。

台作家台作家楊富閔楊富閔
趣談自身本土寫作趣談自身本土寫作

台灣青年作家楊富閔台灣青年作家楊富閔，，日前來到澳門與文學愛好者分享日前來到澳門與文學愛好者分享

自己的寫作起源自己的寫作起源。。這位來自府城台灣的年輕人這位來自府城台灣的年輕人，，用輕鬆用輕鬆、、

詼諧和幽默的方式告訴聽眾詼諧和幽默的方式告訴聽眾：：自己的寫作起源來自和長輩自己的寫作起源來自和長輩

的互動的互動，，以及曾經在家鄉經歷過的一次次民間禮俗以及曾經在家鄉經歷過的一次次民間禮俗，，而而

這一切也在某種程度上開啟了他的本土寫作這一切也在某種程度上開啟了他的本土寫作。。

文文、、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徐全

■■楊富閔日前在澳楊富閔日前在澳
門分享寫作經驗門分享寫作經驗。。

■■今年今年「「台灣周台灣周」」
的主題是的主題是「「吹台吹台
風風」，」，標記設計也標記設計也
遵循此風格遵循此風格。。

■■晚間寂靜的台灣古寺晚間寂靜的台灣古寺，，是台灣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台灣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澳門作家認為澳門作家認為，，澳門舊建築澳門舊建築
的本土文化價值有待挖掘的本土文化價值有待挖掘。。

■■古厝乃是閩南風格的建築古厝乃是閩南風格的建築。。

■■《《花甲男孩花甲男孩》》

■■《《為人類自由為人類自由》》壁畫壁畫。。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員在台北表演喜劇短劇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員在台北表演喜劇短劇《《一隻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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