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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香港教育署不遗余力举办「香港学校戏剧节」，大力推动全港中小学

的戏剧活动，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我有幸被邀担任了多届「戏剧节」的评判工作， 

过程中一直很敬佩在学校带领戏剧组的老师所付出的辛劳，很欣赏老师及同学们已克 

服了重重困难后所得到的丰硕成果，也看了不少好的制作。我觉得其实奖项并不是最 

重要，主要的是把戏剧带给了同学们，使他们得到艺术的熏陶之余也从中得到无限乐 

趣和教育。 
 

在担任评判工作中，有不少老师提出了一些关于如何在校内搞戏的问题，这里

我想和各位老师分享一下。 
 

选择一个合适的剧本 

所谓剧本，“一剧之本”，剧本选得好与不好已决定了演出的先天性问题。无

论选怎样的剧本，是创作剧也好或者采用现有的剧本也好，都要注意要有健康的主题

和趣味性，而内容和台词方面亦要适合演出者和观众的程度，是他们熟悉和容易掌握 

的，千万不要太艰深和花巧。特别是小学生，不要让小演员讲大人说话。童真是要珍 

惜的，别轻易丢掉。而且太深奥的内容和台词，演员难消化、难表达，因而观众也难 

于接收剧本传递的讯息，浪费了演出的机会。 
 

剧本的长度不宜过长 

分场也不要过多，分场太多不但令剧本变得松散，同时也会影响演出的节奏。

舞台剧不同电视电影，它不可通过镜头的剪接而达到转换时空的效果，舞台剧的转场

会牵涉到灯光的转换，场景变化的移动等，太多的转场会令后台技术上的配合复杂化， 

而且对剧情的推进也没好处。我曾看过一些长度只有廿多分钟的戏竟然有十多个分 

场，换言之，差不多一两分钟就有一次转场，灯光与布景的转换太频密，剧情的发展 

也不能在一两分钟内做得好，人物故事的交待也不够时间去说清楚，而且观众还未投 

入这场戏就要被迫去另一个环境中，令人喘不过气来，故这不是一个好的做法。 
 

处理手法要统一 

导演要选择这个剧是写实还是不写实，是古典还是现代较生活化的，是喜剧还

是童话剧？决定了风格就要从布景、服装、道具、甚至音乐音响来使这剧风格统一。

排童话剧设计的布景和服装就可以色彩缤纷，道具的比例尺寸可以完全不真实。看过

一个小学制作，剧名一时间记不起了，但我却记得导演用演员去扮门、窗、家具、时

钟等，很有效果，而且也看得出演员们也乐在其中。但用了这样的手法时，服装设计

就不能太平实，要不然就给人一种不统一的感觉了，而道具方面也要作相应的调整和

夸大。 

 

开始进行排戏工作 

在整个过程中除了读剧本，记台词，开台位外，最好能因着演员们的程度，多

搞一些有关的工作坊。也就是多用游戏启发的方式去进行一些声线的训练，与剧情有



关的事件或故事的讲解即兴排练，甚至组织出外参观访问。例如：很多年前可立中学

演出《五月圣诞》，内容是讲弱智人士，当年的戏剧老师杜国威带着戏剧组的演员去

参观弱智中心．让演员对弱智的人多一点了解，对他们的举止行为多一些观察，这样

演起来就有真实感，而且通过参观同学们因此也上了人生宝贵的一课，懂得不会歧视

弱智人仕，结果这演出在汇演中获多个奖项。 
 

戏剧是一种集体的创作 

要让同学们认识这点，应鼓励前台演员也担任些他们能力范围以内的后台工

作，甚至就是负责自己的戏服，帮忙搬布景等。培养群体合作观念，演员不是明星，

后台工作做得好亦保障了前台演出的顺利和成功。有的老师会以为大堆头的演出就代

表整体合作，动不动在台上安排二、三十个演员，其实人多了，处理不好反而会显得

混乱。人多的场面，特别要注意焦点问题，让观众看清楚谁在说话，谁人出场了，或

者那一个是这场戏的中心人物等。这就要小心台位的调度、演员的组合等等的问题了。 
 

灯光和音响 

灯光和音响配合得宜，对演出是有极大帮助的。但一般学校礼堂的灯光设备都

比较简单，若要有特别效果就要老师们花点心思了。而在音响的运用上则要清楚每段

的音乐和音响（音响是指环境效果声，比如车声、雷声等）的作用是甚么？是衬托气 

氛？是加强力度？是过场音乐？是连接上下两段戏？不同作用选用的音乐也不相同。 

除非有特别原因，尽量不要用太流行的音乐，这会令观众的思维很容易跟着音乐走而 

忘记了看戏。风格的统一也很重要，不要一段用中乐、一段用钢琴。另外要注意不要 

让音量掩盖了台词，音乐是衬托而不是主导，但音乐剧是例外。 

 
临场演出 

有些学校会由司仪去介绍有关的演出，有些学校也会印制场刊派发给观众，这

些都是与观众增加沟通的方法。让观众对演出的戏多点了解和增加对演出的印象，都

是值得鼓励的。 
 

其实，如何搞好一出戏，就同如何把故事说清楚一样。 

 

以上各点只是一些个人的经验和见解，说出来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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