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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可立中学任教达十七年，在进校的第二年，校长委派我担任戏剧组的导师，

当时，我对戏剧方面的认识并不深；我觉得带领戏剧组与带领其他学会有很大的分别，

因为很多时，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各有动机。例如参加美术学会、音乐学会等等，都是

由于他们对该科目有很大的兴趣，同时亦更想深入研究而去参加，在这种先天条件下，

通常负责领组的导师，只需对该活动具备应有的知识，和学员打好关系，大家计划一

些专题设计，准备一些活动，便能应付过去，总比带领戏剧组容易得多。为什么我会

这样说呢？因为我发觉在当时报名参加戏剧组的同学，大多是一群比较不喜欢读书，

好动贪玩，不受约束，精力过剩而又喜欢扮鬼扮马和喜欢幻想，与现实生活有很大距

离的年青人，在若干程度上，好动的学生都是顽皮有问题的。 

 

在过去十七年的教学生涯中，我通常要面对一班扎扎跳，专制造麻烦，而基本

上不晓得如何去合群的孩子，而他们参加学校戏剧组是想在这组发挥其活泼不  的心

态，他们把戏剧组当作乐园。作为一个毫无经验的戏剧组导师的我，真不知如何着手

去搞好这个剧社！我相信校长以为我童年时曾参与播音活动，就一定是对戏剧很有研

究，便一厢情愿的任命我带领学校的戏剧组；但有苦自家知，基本上我连一些有关中

国和西方的戏剧常识亦不甚了解，校长则极力要求我去发展校内的剧社，真不知如何

是好！初时，我想依照其他学会的模式去做，但后来发觉戏剧活动与其他学会是大不

相同的；要搞好戏剧组的活动是很困难。首先要传授学生一些戏剧知识，然后实践，

安排学生排练和选择剧本。既要去透过戏剧发挥教育功能；又要去把作为课外活动的

戏剧，视为既有娱乐又有意义而又能达致教育目标的一项活动，真是谈何容易。你若

不具备一些戏剧经验，作为导师，会是一件苦差。我初时亦觉得烦恼，但想深一层，

校长既然任命我带领这组，定必对我有信心，很可能我具备这方面的潜质，于是便鼓

起勇气面对现实。 

 

我发觉加入戏剧组的成员参差不齐，有些是中一学生，很喜欢做戏，有些是中

五、中六的学生，他们亦很投入。问题是我是否愿意接纳那些快要参加公开考试的会

考生或预科生加入戏剧组，因为恐防他们加入戏剧组一两年后便要离校，而戏剧组便

会失去一位刚成长的组员；因为要培育一位好的组员，起码需四至五年的光景。另一

方面，学生的功课亦是一大问题，我会向他们分析，加入了戏剧组是需要花一些时间，

这会否影响了他们的功课，他们应好好的去分配时间。 

 

另一方面，我亦很坦诚的对他们表明我自己对戏剧的知识亦有限，我愿与他们

共同探讨。初时大家都想去找一些现成的剧本来排练，但发觉在那个年代（十五年前），



适合中学生演出的现成剧本，简直是凤毛麟角，我不能胡乱的去找那些莎士比亚又或

莫里哀等的西方翻译剧本来给学生排练，因为剧中的角色，其身份、年纪和性格都不

适合中学生来扮演；他们很难解，甚至作为老师的我，亦不知那些剧本想表达甚么。

我觉得既然样样由零开始，何不尝试勇敢的去面对一些基本上以前未试过的东西，去

探讨一些本地或和本地学生有关的问题，而着手编排一出戏，让学生、教师甚至家长

看后都会产生共鸣。我将这颇具野心的念头向戏剧组的同学表达，共同研究，他们都

很赞同这建议；于是倡议集体创作剧本。在集体创作的过程中，开始时都是由我去了

解学生的日常生活或环绕着他们家庭生活所发生的问题；最初的原意是共同去创作一

个剧本，却带给我另一种收获，那就是透过此种探讨，令我与某一些学生感觉更密切，

更了解；原来当时黄大仙区的学生，家庭背景方面，部份都有很多烦恼；当时有些学

生，放学回到家里，是没有活动空间的，他们宁愿放学后留在学校与同学一起玩乐，

又或借口留校温习而去逃避。他们不愿放学后立即回到那又窄又焗的家；既然学校有

戏剧组的设立，他们更乐意留校直至晚上九时才走。至此，我才发觉自己正承担着一

个看管他们在学校课后活动的重大责任。 

 

我和学生们共创的初期剧本，我自己亦觉得较为老土；内容不外乎是父母不了

解子女，学生要面对烂赌的兄长；误入歧途的姊姊；酗酒的父亲等等，这些虽然是每

个家庭都可能发生的事，但若果是太典型化而永远停留在这层面，则学生的演技是毫

无进步。适逢当时，有校际戏剧比赛举行，我悟出道理，我可以和学生认真的去创作

一个剧本，经过排练，然后参赛，藉此获取经验，扩阔视野，展开和校外的戏剧界接

触。有了这次机会，我反而更大胆。我记得当时作为一个老师的我，竟不断写信到社

署、老人中心、展能中心、职业辅导处及戒毒所等机构，要求访问他们，以期取得灵

感和资料用来编写剧本。在这段期间，我和学生们都透过访问，学会了如何去理解别 

人的心路历程；尽管客观的与人沟通。最难忘的经验是访问戒毒中心，面对以前曾经

吸毒的人，应该用甚么态度去令别人接受你，同时又肯向你倾诉自己以前的一切。这

次访问亦令学生知道与人相处，除真诚外亦需技巧。我们把采访得来的资料组织、编

排，发觉我们集体创作出来的剧本，有血有肉，内容丰富，我们于是报名参赛。当然，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们每次参赛都获得奖项。我最兴奋最难忘的是第一次参赛便

获全场总冠军、最佳演员奖和最佳编剧奖，这些鼓舞令到我和我的学生，愿意继续去

发展剧社。 

 

原来「鼓励」真是推动一个人努力向前的必需因素，想不到就是因此而改变了

我的一生。十七年后今日的我，已经不是一个中学教师；我由一个曾经努力去搞戏剧

课外活动的教师而变成了一个今天在电影和舞台编剧都略有成就的我。在带领课外活

动，尤其是戏剧活动时，当然会遇到一些困难，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经费问题。学

校给予各组的经费往往是不够的；作为一位教师，不应整日抱怨经济资源不足，应抱

着多有多做，少有少做的态度，所谓穷则变，变则通。 



虽然在教师的工作范畴中，从没有规定教师要从自己的薪俸中，奉献若干给学

生，但我作为教师亦很认命，我宁愿自己花费少一些，而节省部份金钱用来资助戏剧

组的一些开支，例如添置小道具。我有时亦会垫支部份的开支。我自己有两个概念，

一个就是觉得自己所赚的薪俸，就算拿部份出来使用，亦无所谓，有时眼见戏剧组的

同学，排练至晚上九时，滴水未沾，饭仍未吃（虽然家里或会留饭），我亦会自掏腰

包给他们买饭盒裹腹；有时学生们亦会替我省钱，只买面包甚至不喝汽水而只喝白开

水。他们的表现实在令我感动。另一个概念就是：我觉得因为我很努力去参加校际戏

剧比赛，而校方对有单据的必要开支甚或超支都一定支持。同时很幸运地，我校每次

参赛除获奖牌奖杯外，很多时亦会获发奖金，这亦可帮补了我组的经费。 

 

作为一个老师，我觉得对学生的关心和爱心是十分重要的。我并不是鼓励学生

去贪心，有吃有玩才参加这一组课外活动，今时今日的学生是成熟的，他们知道自己

是甚么心态，在这种情形下，师生间的思想距离自然拉近。我了解学生的心态，他们

参加戏剧组，可能是对功课的一种逃避；不肯读书但又不想一事无成，于是参加戏剧

组。我有时亦甚觉矛盾，因为有些学生真的不是读书材料，但戏剧天份却很好，他们

很多时借口排戏而不交功课，令到科任老师抱怨，甚至走来向我投诉，埋怨他们只知

排戏而不做功课。我私底下亦和那些同学谈过，他们承认有时是因为懒惰，但有些则

因对该科真的没兴趣。我于是鼓励他们，对他们说每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每一个理

想都建基于基本的学问上，他们就算喜欢演戏，都先要把书读好才能进入演艺学院，

才可以在演艺事业上更上一层楼。有过一段时期，我自觉相当迷惘，就是如何与其他

同事沟通，他们是否真的了解你为何每天这样傻，与学生们排戏直到晚上九时，为的

是甚么？校长的信任和鼓励亦是令我废寝忘餐去推动校内戏剧组发展的主要关键，他

对我很好，若不是他的鼓励亦不会使我因搞戏剧而获致有今日的成绩。校长曾对我说，

学生是有很多类的，有的是在基本成绩上找不到自己，如果能因透过戏剧活动，令他

能找到自己的话，那对他的帮助和他的成长是很重要的。校长已经这样想得通透，何

况我是负责推动戏剧活动的教师。所以我听了校长这一席话后，反而令我如释重负，

因为我自己知道要面对的是那一类学生，我应该让他们被别人认同。有时家长亦会投

诉，他们觉得自己的子女在学校用心读书便足够，为什么还要搞那劳什子的戏剧，每

晚弄到九时许才回家。家长们实在是不了解子女的真正心态。今时今日搞戏剧的老师

较我那个年代容易得多，因为已出了很多位由读书时期开始参与戏剧演出而现今在演

艺事业上很有成就的人物，透过他们的表现，令家长更了解自己的子女应走甚么路，

而现今传播媒界事业的蓬勃发展，亦会令家长觉得就算子女读书不成，但如果能成为

电视明星或演员，亦会是一条很好的出路，也是一份正当职业。因此，今天学校要面

对家长的投诉机会不大。 

 

 作为一个「留九」（每晚留到晚上九时）的老师，我和学生亦要看校内工友的

面色，因为很多时会超过晚上九时才走，这会剥削了他们的休息时间，如果那晚当值



的是一位通情达理，对学生有爱心的工友，他会在十时前苦口婆心的劝谕学生早点回

家；如果遇着那些公事公办的工友，那可要小心了，但亦正好是训练学生们搞好人际

关系的良机。在最初的几个月，我会给工友们视作「傻小子」，但日子久了，他们会

觉得我为人爽朗，进而对我了解及支持。在众多工友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年纪相当

大的李伯（他现已退休），李伯见证着可立中学戏剧组每一年的成长，每一位毕业后

的戏剧组成员，每当回校探访，都会先问候李伯，因为李伯陪伴他们渡过了很多个「留

九」的岁月。 

 

我觉得编剧在戏剧活动上占很重要的一环，因为要先编好剧本才能着手训练学

生排演。编写剧本最难是如何去达成目的，负责编写剧本的人，首先具备有想写点甚

么的心态，才可着手编剧，如果勉强从事，便觉得有压力和力不从心。我和学生每次

参加校际戏剧比赛，共同创作的剧本，每年都很出色和被接受。大家会觉得这和导师

很有关系，我想这或许和我在童年时曾参与播音有关，因为我不自觉的吸收了很多故

事，又发觉很多故事有很多模式，正如作文章的有起、承、转、合，高潮，悬疑和结

局，这些对我们编写剧本很有帮助，使我们能较易得心应手。我相信在带领戏剧组活

动方面，是很倚仗领组导师的投入和感性，和具有喜欢艺术的性格，这样他会在尝试

中不断寻求改进。我的编剧技巧不外乎从经验中获取。戏剧就是将生活中的细节呈现

于舞台。为了找寻题材，我鼓励学生多阅读报章，从中发掘题材，又多留意身边的人

与事，把这些触觉升华到舞台上。我们把搜集到的资料进行讨论，看看是否可变成剧

本；用自己丰富的思想，把剧中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活灵活现。从访问中采得的资

料，模仿被访者的神态语气，套入剧中的角色，大大增加了人物个性的真实感。现今

负责戏剧的老师，有机会参加很多戏剧的工作坊，这有助他们更了解戏剧，不再像我

们那个年代要由自己去摸索。现在很多时亦有角色扮演这玩意，这证明了现今的学校

相当注重戏剧活动，能令学生更易发掘自己的潜质。在求学时期参加戏剧组，到将来

为人师表，担任戏剧组导师时，就会有信心而且更易掌握各种窍门。但编剧这一环，

始终是较难和较复杂的，不是有很多人愿意或有能力去带动学生参与集体编剧。以我

所得的经验来说，首先要向学生分析各类不同的剧本，例如舞台剧本便不像电影剧本

那么复杂。编剧时，首先要布局分场，找出主线，循此线构造人物，发展剧情，这就

要靠同学们一起去讨论，在讨论过程中自然会发展剧情和剧中人物的性格和对白。在

编剧这环节中，最重要是鼓励学生执笔，虽说是集体创作，但执笔者仍是最重要，在

众多参与戏剧组的学生中，做导师的应着意去发掘那些思想较成熟和有潜质的同学，

去引导他们创作，带动他如何去写：先写大纲内容，然后分析。有些剧情是靠环境影

响；有些则靠人物的带动；深化塑造人物的性格个性；了解剧中人物的背景，教育及

健康状况，将心中构思的人物形象化，用生活化的对白及人物的冲突，自然会带动剧

情的发展。在讨论过程中，所有戏剧组的成员都可参与。到执笔写的时候，则需冷静

的去构思剧情，分析人物性格。写对白比较上需要技巧及多观察，要靠说话表达情感

已不是最高境界，有很多时是尽在不言中的。我常拿诗经中的赋、比、兴来形容舞台



上对白，「赋」的表达方式是直接了当—例如爱侣久别重逢，就会直说「我很挂住你」；

「我好开心」一语中的。「比」的表达手法是因有些情感不易说出口而用另一种比喻；

例如说：「你像花一般美丽」；「我像雀咁开心」。「兴」则是言外之音，例如在求

婚这游戏中，有学生曾用：「我妈妈很想饮一杯特别的茶」，这言外之意是向爱侣求

婚。同学们在参与我校戏剧组活动中，得到很多乐趣，故很少缺席。我自己亦发觉与

同学们一起搞戏剧组活动亦很有满足感。我对自己亦很严格，要衡量戏剧组的成绩，

便须透过各类观摩演出或比赛，同时了解外间戏剧的发展。既然我们是一丝不苟的去

经营，自然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多年来获奖不少。我有时亦觉得自己太过份，我把

学校的戏剧组当作专业的剧社般去严格训练，我训诲他们就算自觉有艺术细胞，亦先

要把书读好，否则无法做一个好演员，无法投考演艺学院或其他须凭学业成绩才能踏

进演艺事业的途径。 

 综观我搞戏剧组这十五年来，我得到甚么？我和我的学生亦得到些甚么？反复

思量，我觉得最大的收益，是我和我的学生透过戏剧这课外活动一起成长，我对人处

事不断地成熟，学会了如何沉默地面对困难而不抱怨；我知道戏剧的功能不单丰富了

学生的生活，更丰富了我的感情；丰富了我对人生的感觉。我大学毕业出道，因成绩

不是很标青，只好迫着去为人师表，自己当时觉得「教书」总是次等的工作；因在那

个年代，多数大学毕业的同学不是做行政官便是政务官，而在同学们眼中沦为「教书」

很不是味道。「金钱并不是最重要，开心与否才重要。」这句说话的涵义是要经历磨

练多时才能真正体会。我曾有一段时期真的很迷惘，觉得自己是否真的很没出息，自

己去教书都觉得没用，那如何去面对学生；慢慢地我参透出这道理，我不是觉得为人

师表很伟大，但觉得当一个人去做一件事，而他的动机和出发点是不把自己看做很伟

大的时候才像回一个人。我担任戏剧组导师后，我发觉我的视野扩阔了，思想豁达了。

我带领学生去访问别人，去构思剧本时，我会客观地去看人；我发觉做回自己，仍有

价值。今天，我已养成一种去观察别人的习惯，我如果再无兴趣去观察别人，就是我

写作生涯完结的时候。在这多年来，我和我的学生学会了自信，我不再怨天怨地，我

不再自卑，不再觉得自己不如人。我觉得自己曾经很努力地从零开始，到今时今日能

改变自己的生活，是靠我和我的学生们，曾经咬紧牙关，努力地去探索和发掘自己的

兴趣，把这兴趣培养成自己的事业，这事业解决了我的心魔，令到我觉得人生最终目

的不是吃喝玩乐，大鱼大肉，颢贵发达，而是在你面前仍有很多奥妙值得探索，仍有

很多的路让你走，而你亦能走得到，这才是真正的人生。一班顽皮的学生要你整天的

去接触，他们整天闹哄哄嘻嘻哈哈的，而你要去培育他们透过戏剧活动让他们发挥，

让他们找到自己。如果他喜欢捣蛋，我便会对他说；与其在现实生活中做坏蛋不如在

舞台上做歹角，既可发挥自己捣蛋的本领，又可赢得别人的掌声，在现实生活中想表

现的令人讨厌行为，化为舞台上的演技，既可发泄又可找到自我，这样，那平日给人

感觉是捣蛋鬼的他便会觉得很开心，甚至去教别人演戏，因为他已找回自我的价值。

一般学业成绩不大好的戏剧组成员，当然考不上演艺学院而在社会上亦不会担任高



职，只是担任一些普通职位，例如文员、侍应、搬运等，但他不会去做社会的败类。

他虽然职位低微，但绝不自卑，对自己亦很有信心。身为教师，看见他们这种表现，

比诸看见一个衣锦荣归的学生，那种欣慰同样是金钱也买不到的，因为你觉得自己曾

经启蒙一位青年人的心态。 

 

在过往十多年的教书生涯中，我觉得无悔，不单教会了自己，亦令我与学生们

的关系更密切。看着学生们不断成长，我亦同步成长，透过戏剧活动，我学会了自信，

学会了如何去爱别人，更学会了去爱自己。 

注：本文由杜国威先生口述，编辑小组整理。 

杜国威：前资深中学教师，现为职业编剧家，多次获奖，现职香港话剧团驻团编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