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体说谎 

吴家禧 

一起说谎 

「观看舞台剧演出的观众跟看电视和电影的有甚么分别？」 

我的答案是：「需要跟演出者一起说谎！」 

甚么是说谎？ 

「提一些并非真正存在的东西当作真实般表达出来，意图使别人信以为真。」

我们甚么时候看见过一座石屎水泥造成的屋子、大桥、高楼、平房结实实的搬在舞台

上？小溪、大海、原野、外层空间⋯ ⋯ 等一切你能想象或从未想象过的东西都可以在

「布景」两字的谎话下，便能活灵活现的出现在舞台上。然后演戏的和看戏的都一起

把这些木头、铁架、油彩⋯ ⋯ 甚么的当作真情实境。在这些虚假的东西上谈情说爱、

高歌欢舞、论人生、评公理、作戏场、变安乐窝⋯ ⋯ 这一切的七情六欲也只是另一层

的谎话，却又能把台上台下弄得如痴如醉、五内翻腾，尽管他们谁都在事前早已知道

这些都并非真实的。 

到底是甚么力量能在无声无息间驱使一些互不相识的人，围在舞台的前后，自

然而然的一起说谎？把眼前一切虚假不实的都认真起来？ 

想象力 

一股神秘力量就是「想象力」。 

戏剧人凭想象力把虚拟的布景放置在舞台上，演员们凭想象力把角色情绪消化吸收，

再透过自身的情感演绎在舞台上挥放传达；观众们凭想象力体味台上景致营造的氛

围，投入角色思绪情欲的起伏间。把虚化为实，证假逆转为真，端赖人类最宝贵的财

富之一 — 想象力。 

试想像在数百人的剧院里，台上台下有些是连踫面机会也从没有过的，但在这

丛丛陌生的脑海里竟都能同时透过想象力的诱发，在充满局限的舞台上下，在沟通、

在交融。这正是舞台剧享寿了逾千年，仍能在科技和新媒介的夹击中茁壮成长的原因。 

「想象力」就是构成舞台剧的主要元素，因此我们在学校里要引领同学们认识、

掌握的，也应以它为目标。 

事实上「想象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之一，不需移植也不必孕育，但它却

会随个人的阅历而丰富或萎缩。而创造力更是建基在想象力之上，一旦想象力出现衰

颓，更强的创造力也会变得摇~不稳，最后还会一倒不起。 

无敌资源 

有些老师总以为让同学们掌握了表演技巧、编剧方法和导演的章规，便能把学



校的戏剧工作引进轨道，却不知道发展同学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性。事实却是

纵使同学们都学懂了诸般技法，极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些高质素的工匠，终究也不能在

艺术上进步。 

青少年时期的同学还未受到过多的绳规法则所捆缚，脑子里的想象力活如脱缰

马，只怕过野，少见不足。我们需要做的就只是从旁提示，尽力协助。不过可不要以

为这是一个简单的差事，要负责任的，积极的从旁尽力提示协助，比直接了当的掌管

控制、指挥调度、分配安排来得更吃力，弄不好还会是各方也不能讨好，可是换来的

却是一个个无限量资源的发掘。 

也有不少老师和同学跟我埋怨学校就是缺乏开发戏剧活动的资源。我的响应是

学校里其中一项最大的资源和优势就是——缺乏。是的，正是缺乏方使我们得思量如

何去面对问题；得千方百计的去寻找消解问题的方法；得试从更多不同的渠道去解决

问题。在资源极度缺乏的景况下，只要有一些充满想象力的脑袋，叫人惊喜的创造力

便会有机会涌现。  

 

武士屠龙 

这是一个我乐于一说再说的真实例子。多年前，在一间中学的舞台上，一位中

三同学决心要演一出武士屠龙的戏。他自己写成了剧本，也选定了其他的角色，但就

是解决不了巨龙的问题。怎样才能最便宜地做出一头能跟他这武士厮杀的巨龙来？他

费了很大的劲，最后他终于想出了方法来。表演的时刻到了，他用最简单的服饰把自

己装扮成武士，手执木制的长剑。大幕打开，他全力以赴的跟台上那条十多呎高的凶

猛巨龙扭打起来，观众都看得乐极了。当这武士以利刃刺进巨龙心脏的一刻，台下即

发出为他欢呼的喝采。在大幕拉上的一刻，布幕把大片观众席传来的热烈掌声一并卷

进这学校多用途礼堂的舞台上。演出完毕，观众散去。同学们把大幕再次打开，然后

兴高采烈的为台上那堆得十多呎高的椅桌松绑解结，接着把数十张桌椅悉数回复原来

的模样。 

是的，那条巨龙便是由绳子和数十张桌椅堆捆绑而成。制作费多少？三元一捆

的绳子就是了。但巨龙的价值却是难以估计的，因为这就是一个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

的脑袋，鼓舞了更多的兴奋学习的脑袋一起完成的作品，这样的成品你能为它订价

吗？ 

最终境界 

要是那同学因为困于学校资源的缺乏不敢把自己的心愿付诸实践；要是那同学

的戏剧老师听到他要演出的题目后便以资源缺乏的理由来压倒了他的表演梦；要是那

学校有更多的资源给那同学作制造巨龙的费用；要是⋯ ⋯ 那么这么叫人感动的故事便

不会出现。 

事实上这例子不单说明了丰富的想象力能诱发无穷的创造力，它也同时肯定了

剧场就是一个表演者与观众想象力交通互融的地方。 



要是那次置身在「武士屠龙」表演礼堂里的同学都是一群想象力贫乏的观众，

他们看到的会是甚么？一个着了魔的学生，披着稀奇古怪的简陋服饰，拿着一支木棒

子，对着一堆砌起来的桌椅发疯地自语、狂吼、怒打、闪避、劈刺，最后还激烈地把

木棒推塞进桌椅堆中，然后便爆出满足的傻笑，这情景多吓人！ 

观众能看得满意，能投进「武士」的「大战」，全赖他们也有丰富的想象力，

随着「武士」的视野而看到「巨龙」；而看到「恶斗」，最后更看到「胜利」。然而

他们欣赏的不单是武士的英勇，更重要的是飞驰在舞台上的动人的想象力和叫人喜出

望外的创造力，这一切就洋溢在那平素淡然无奇的学校礼堂舞台上。 

戏剧观众要追求的正是这种感觉；戏剧人致力要达到的也就是能提供这种境界。 

练习方法 

过去不少负责学校戏剧活动的老师都要求我能为他们提供一些戏剧活动的内

容，由于对大部份学校里的戏剧情况都未有较多的了解，因此在大部份的情况下我能

提供的就只有这既容易也很困难的「想象力练习」。 

容易的是想象力早已是每人都懂的一回事，并非那些必要多费唇舌去解释介绍

的表演概念。困难的是如何释放和培养想象力正是目前这弹丸之地的教育所最欠缺

的，不进则退，只怕有些老师也逐渐丧失了这本能。庆幸的是只要我们愿意平静下来，

便能发现我们身边可成为「想象力练习」的素材竟是那样丰富，俯拾即是。且举一例：

椅子便既可以是长途旅游者的背囊、路边的围栏、战场上的掩护体、大厦天台边缘的

建筑⋯ ⋯ 它可以是任何东西，只要我们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去「看见」它，相信它，然

后认真的以它的身份去看待它。就这样它的每一个身份都可以发展成一个小故事，这

些小故事和小故事间又可扣连成另一故事。小故事的先后不同调动又会引发出更多新

的故事，就这样串来扣去，一张椅子已能发展出无数的故事来。这就是练习，这就是

开始丰富我们想象力的方法，就是这么简单。 

也许你现在已发现身边的教材实在数之不尽，也许还发现了更多有趣的练习方

法。是的，就是这样，要学习掌握练习想象力方法的导师，自身也得有丰富的想象力。

情况就如玩双人秋千般，一定得双方发力，否则这玩意是玩不下去的。可是一旦双方

都懂得配合协调后，彼此能够看到更高更远的风光；尝到更有动力、更有趣的分享滋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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