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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學，已讀」學生讀劇的舞臺上，沒有華麗道具、繁複配樂，臺南一中的素人演

員透過幾把簡單的椅子，一束燈光的離合，輕輕勾勒出讀劇的純粹；興國中學演出團

隊以不曾老去的「聲音」作為媒介，重返時光隧道⋯⋯

已讀之後

讀劇，是介於閱讀與演出的過渡形式，表演者必須放棄慣用的視覺線索，運用感

官、投入全身感受小說描述的舉止神態、聲調語氣，反覆揣摩人物的思想活動、心理

轉折，為了補遺作家未明白寫出的細節，對於十七、十八歲的青少年而言，相當具有

挑戰性。

「文學，已讀」學生讀劇活動，是臺灣文學館（以下簡稱臺文館）定期規劃辦理

的館校合作專案計畫。為充分將博物館資源與學校共享，擴大文學效益，每年跨界特定

主題，發掘文學可能的樣貌，例如去年以「戲劇」為主題，邀請臺南女中、家齊女中共

同合作莎士比亞戲劇表演，大受好評。今年以「讀劇」為旨，邀請臺南一中、興國高中

學生改編演出臺灣文學作品，並納入與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合辦「臺南文學季」的系列活

動，提高宣傳能見度，加乘文學魅力。

已讀之後，故事餘韻，正要發酵。

在舞臺上讀小說

「文學，已讀」學生讀劇表演於去（2016）年12月18日星期天下午2點、臺文館一樓

演講廳演出。當日貴賓雲集，臺文館廖振富館長、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周雅菁副局長、臺

南一中張添唐校長、興國高中趙效賢校長均親自出席，給予演出學生莫大肯定，並吸引

將近300位民眾索票觀賞，場面溫馨熱絡。

表演開始前，首先由戲劇工作者吳思僾老師進行「讀劇導聆」，向民眾解說何謂

「讀劇」？對於初次接觸「讀劇」的素人演員，可能經歷哪些挑戰？讓觀眾了解讀劇

基本知識。吳老師表示：「從文學文本轉化到讀劇演出，是漫長的藝術探索過程，必須

經歷反覆閱讀、討論，進而深入理解文本，從角色探討人性，再從探索中調整自己，才

能適切詮釋角色核心」。臺文館深知藝術成果並非一朝一夕，五月份便提前辦理「戲說

人生．讀響文學」教師研習營，翻動藝術土壤，培訓種籽教師，鼓勵教師將讀劇放進課

程，改變傳統教學。其中，臺南一中學生經國文老師推薦，亦共同參與研習，為讀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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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打底。

參與演出的學校，從文本轉化為表演的過程，

約莫半年。為了強化演出，臺南一中特聘請「阮劇

團」李佶霖老師指導、興國高中特聘請「影響．新

劇場」呂毅新老師指導，最後正式演出前，由戲劇

老師吳思僾指導兩校學生彩排，並給予寶貴的演出

建議。上半場由臺南一中改編演出作家黃春明短篇

小說〈莎喲娜啦．再見〉，下半場由興國高中改編

演出作家吳明益短篇小說《天橋上的魔術師》。註

對誰說再見

舞臺驟亮，一名身著襯衫、束緊領帶的年輕

男子，面無表情地從布簾後方走出，圓形聚焦燈打

在他身上，彷彿背負著即將揭曉的驚人謊言。只見

他的眼神分別朝向舞臺前方、左右兩側觀眾點頭

示意後，終於按捺不住、敞開金口說道：「慚愧啊

慚愧∼想想這兩天的行徑，竟然為了幹兩件罪惡的

勾當，心裡還禁不住沾沾自喜⋯⋯」輕微激動的聲

調、無奈帶點調皮的眼神，頓時化身小說主角「黃

君」。接著，舞臺指示聲響起，介紹出場人物，眾

男子魚貫走出，最後在舞臺中央並排木椅前停下腳

步，接著依序入座，沒有多餘的鋪陳，精準明快地

打開小說第一頁：《第一幕》七武士。

臺南一中的同學們反覆精讀長達萬字的〈莎喲

戲劇工作者吳思僾老師於開場前進行讀劇導聆。

臺南一中學生穿上襯衫打起領帶，跨越年齡與國籍，演出十七
歲版本的〈莎喲娜啦．再見〉。

娜啦．再見〉，為配合演出時間限制，決定挑選重

要段落，剔除次要對話，濃縮為必然存在的三幕，

在半小時內簡潔有力地呈現文本轉折。故事內容看

似簡單，實則隱藏各種衝突，波濤洶湧，他們選擇

輕描淡寫，詮釋沉重的殖民歷史、國族認同議題。

尤其，面對主角大量的獨白，充分運用聚光燈效

果，做為進出內心與現實世界的開關，反映主角內

心的掙扎與妥協。

在人數有限的情況下，部分演員必須身兼數

角，在戲劇老師的建議下，利用原有服裝進行增

減，作為不同角色的轉換。例如上一場甫扣好襯衫

飾演正經八百的總經理，下一場即大方脫掉襯衫、

露出汗衫扮演計程車司機；為了詮釋老鴇與妓女，

甚至向家人商借女性披肩，反串演出。

除了小說寫出的對白，演員也注意到劇本沒有

說出來的潛臺詞。例如日本人初抵礁溪旅店，準備

開設酒席，飾演「馬場」的演員以單手鬆開緊縛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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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的領帶，流露一絲輕蔑。細微的小動作，不僅透

露出遠道而來的疲憊、花裡尋歡的放鬆，也暗示內

心深處仍擺脫不掉殖民心態的傲慢。

這齣戲最精彩的橋段莫過於，日商與臺灣大

學生原本互不認識，透過黃君的居中「假譯」，反

而讓雙方互道珍重，各自帶著美好的想像與省思離

去。劇末，準備打道回府的三位日商，各有所思坐

在椅子上，有的雙手抱胸、有的低頭沉思；或者疲

倦靠在椅背上，他們究竟更愛自己的國家？抑或對

這份愛國心產生罪惡感？臺南一中同學們選擇以理

解、包容的心，試圖在盤根錯節的歷史沉痾，尋找

柔軟敏感的人性共鳴。

沒有華麗道具、繁複配樂，臺南一中的素人

演員透過幾把簡單的椅子，一束燈光的離合，輕輕

勾勒出讀劇的純粹。他們洗去了商場老將的狡猾與

匠氣，讓觀眾看見十七歲版本的〈莎喲娜啦．再

見〉，多了一份真摯、誠懇，令人低迴。

重返魔術時刻

興國高中演出團隊則傾其全力，打造一座穿越

真實與虛幻的魔術舞臺。

一幅偌大的手繪彩圖，投射在舞臺布幕，吸引

目光。那是故事發生的真實地點，位於臺北市中華

商場已拆除的天橋。為了召喚歧路走散的觀眾，共

同逼視記憶消失之處，試圖說服人們破敗中仍有真

實，停留原地揮之不去。

興國高中演出團隊以不曾老去的「聲音」作為

媒介，重返時光隧道。響徹市井的冰淇淋叭噗聲、

香腸伯賣力扯嗓吆喝、算命師徐徐揮動扇子，警察

檢舉攤販的哨聲，交織成富有人情味的聲音地圖；

不僅勾起往日情懷，也讓敘事聲線多了溫度。其

中，飾演香腸伯的演員打破舞臺界線，悄然從觀眾

席現身、走上舞臺，引起滿堂彩，掀起熱鬧序幕。

興國高中演出團隊多達十人，幾乎網羅《天橋

上的魔術師》出現過的角色，組織成更完整、有機

的讀劇小品。短短半小時，主角隨著養鳥事件的發

展，逐漸長大成人，而非著眼於斷層。整體演出充

滿流動感，穿插著過去、現在與未來，互相呼應。

演員對於角色性格也詮釋到位，每個人走進故事的

方式，都有專屬的聲調步伐，辨識度高。例如神秘

又嚴肅的魔術師、舞步歡快卻保持沉默的小黑人、

舌燦蓮花的算命師、時而潑辣時而炫耀的媽媽，以

興國高中改編演出作家吳明益短篇小說《天橋上的魔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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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切不造作的演出方式，讓觀眾在不同角色上找到

熟悉的影子。

除了角色塑造成功外，也兼顧許多細節。例如

小黑人跳舞的音樂，特地邀請畢業校友針對劇情量

身譜曲，原創性高。道具的表現也可圈可點，銀色

鳥籠、人造香腸、雞毛撢子等等，歸功於幕後道具

組的支援，甚至為演員設計專屬戲服，提高表演整

體性與細緻度。

這是一段「遇見鳥」、「擁有鳥」，最後「失

去鳥」的故事，看似簡單的劇情，卻隱含著殘酷的

人生課題。自始至終，觀眾從來沒看見那隻籠中

鳥，這也是這齣戲的高明之處。它設下一個陷阱，

提醒我們如何定義「真實」？當所有的秘密，終將

隨時間流去無痕，還有什麼會永遠留在心底，每個

觀眾都有不同的答案。

誠如劇中最後一句擲地有聲的獨白：「多年

以後，我重新認識我的童年，那些天橋上的每個面

孔，那些由謊言包裹的話語，一如魔術，全都停留

在那個魔術時間裡，安安靜靜，不被驚擾」。興國

高中演出團隊，以細膩早熟的演技，成功挽留時

光，讓觀眾暫時待在此地此刻，打開心中緊閉的鳥

籠，允許感情出界，讓想像自由。

座談與迴響

演出完畢後，吳思僾老師邀請兩校演出學生

上臺，與現場觀眾分享演出與籌備心得。臺南一

中同學表示，為了尋找適合改編讀劇的小說，幾

乎翻遍學校圖書館有關臺灣文學的作品。經由這

次讀劇演出，不同於過去視覺閱讀的刻板經驗，

特別注意到聲調、手勢及肢體語言在小說裡代表

的意義，是寶貴的收穫。興國高中以全校海選方

式挑選適合的演員，出線者可謂百裡挑一，無論

在外型、個性或氣質上相當符合角色設定。此

外，還特地招募美工設計與團隊助理，成立完整

的劇組，加深團隊向心力。

觀眾除了肯定同學們的精彩演出，也把握機會

提出問題，進一步交流。例如《天橋上的魔術師》

為何設定三位敘事者擔任旁白？興國高中回覆，其

實三位敘事者皆為同一人，分別代表孩童時期的主

角、當時的主角，以及長大成人的主角，以不同

階段的視角回顧這段故事。也有觀眾對於〈莎喲娜

啦．再見〉這篇具有民族意識的小說感到好奇，置

身「全球化」下是否仍然適用？臺南一中同學表

示，小說不是要告訴我們什麼是對或錯，而是如何

以寬容的角度來處理複雜的國際情勢。廖振富館長

也特地上臺，以學者角度分享他對於日本時期臺灣

文學的看法，為在場民眾上了一堂特別的臺灣文學

課，獲益良多。

故事說完了，透過交流與分享，又打開新的篇

章，興味盎然。讀不完的臺灣文學，一頁續一頁。

廖振富館長與演出學生座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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