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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欣賞活動的意義與設計 
 

張秉權 

 

一．序言 

  戲劇，作為藝術品類之一，其特點在於綜合性強、貼近生活和容易參與，所以特

別利於在中小學推展。無論同學的才情傾向怎樣、高低怎樣，都可以在戲劇製作中找

到自己的位置。即使是只做一個普通觀眾，也常可以在欣賞的過程中感到愉悅，得到

情緒上的刺激與安慰；其尤進者，是在心靈上得到滌蕩以至長久的感情，這是難得的

美好經驗。 

 
  事實上，觀眾本來就在戲劇產生的過程中佔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戲劇的元素很

多，不少人故意要逐一裁撒，不要導演，不要劇本⋯⋯，但無論你怎樣試驗，怎樣反

璞歸真，觀眾最後還是絕對不能少。而古今中外絕大多數的戲劇工作者，也都是從觀

眾的身份開始，這點更是毋庸置疑的。 

 
  任何人都有起碼的感受美的本能，海上生明月、楊柳挽春風，討厭的人到底不

多。但是，戲劇既是藝術的一環，而「藝」與英文的「Art」一樣，本來就有人為的含
義１，需要一定的修養工夫是必然的。製作如是，賞鑑亦然。「渾然天成」，「妙手偶

得」，指的是人力施於不覺的最高狀態，基礎自是長久的沈浸琢磨，這裏指的是創

作。至於賞鑑，〈文心雕龍〉說的：「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２，正是強

調欣賞者需廣博的認知作為條件。因此，我們要引導同學從「感美」的本能進而有

「審美」的能力。要是同學能夠積累一定的分辨正俗的審美知識，又能夠保持並培養

納眾美的敏感心靈，從戲劇（以至其他藝術）中獲得的自會更多。 

 
  這麼一來，他們日後的人生自會更豐盛活潑，也更能自作主宰。本地的藝術教育

說了不知多少年，但成績仍未令人滿意，主因之一正是整個社會對美育還是持比較功

利的褊狹看法，認為其價值只在德智等的補充。行有餘力，姑且為之。殊不知「美」

之為五育之一，其可貴處正在於是前四者的完成。孔子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

樂。」３決不是隨便說的話。現代人若能審視身邊的紛紜美醜，能在眾人諸物萬事中發

掘美，以至創造我們獨特的美，我們才能更深入持久地敬德、悅智、健體、樂群，我

們的教育才能發揮更長遠的意義。 

 
  話似乎說得遠了。這篇文章要討論的，終究只是從上文的觀眾角度說起，探討設

計戲劇欣賞活動的原則及具體辦法，幫助學生養成良好的審美態度，積累欣賞以至於

評鑑戲劇的知識及方法。這是學校戲劇活動中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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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的價值及欣賞 

  藝術的本質是審美。在學校中推動戲劇，儘管會有傳意、教育、娛樂、促進群體

意識，以至鼓吹某個具體活動等不同目標，但是，種種目標必得以美為基礎，若戲劇

演得不美，欠缺效果，以上種種就無法達成。因此，審甚麼美？怎樣去審？就成了我

們要注意的第一個基本問題。 

 
  有些人說美是主觀的。同一樣事物，甲看說美，乙看說不美，沒有甚麼客觀性可

言。對中小學同學來說，牽涉這麼深奧的美學討論自然不必。老師可以做的，是引導

他們從常識共感開始，以生活中親切的事例為基礎，具體地討論美醜的因素何在。 

 
  例如廣告，就是非常有效的施教材料。老師不妨有意識地翻錄若干電視廣告，然

後跟同學細談其特點及得失。假如能夠做得更有計劃，甚至可以區分成親情、愛情、

友情、溫情等不同寫情傾向，或者幽默、懷舊、色彩、節奏等不同「賣點」，逐一討

論分析。由於這是生活中常接觸的東西，同學感到親切，必然會踴躍發言，場面氣氛

不會差。而一些戲劇的基本法則如選材、提煉、結構、語言等，也必然會在過程中涉

及。 

 
  再例如校內的壁報，也是很好的輔助教材。電視廣告是動態的，校內壁報是靜態

的；前者是高成本的外界專家製作，後者是低成本的同學作業，各有不同特點。同學

若能透過討論加深對美感所以發生的認識，進而就實際條件逐步美化身邊種種事物，

就是我們的希望了。 

 
  要注意的是，有效的討論過程應包括以下四個步驟： 
  （１）仔細地審視作品的特點； 
  （２）坦誠地表達自己的觀感； 
  （３）認真地參考別人的見解； 
  （４）切實地反省自己的看法。 

 
  因此，順理成章的，活動成敗的關鍵之一是老師搜集材料的預備工夫。老師必須

首先對自己錄影得的廣告或者選擇討論的壁報有真切的感覺，然後才能興致勃勃地引

導同學能否對「美」的主觀性與客觀性建立合情合理的認知態度的最重要因素！ 

 
  這一點必須再加強調。美的存在自有賴均衡、和諧、穩定、對比等不同的建構基

礎，也有雄奇、婉細、流轉等不同意蘊，看來存有一定的客觀性；但是，上文的「建

構基礎」及「意蘊」其實到底又繫於人心，而不同時代空間的人，以至同一時空裏不

同出身教養的人，對這些特質的感受其實總有或大或小的差異。老師一方面要引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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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體會較穩定的共同美學價值（如上文提出的均衡，和諧之類），另方面，更重要的

是啟發同學認識這些價值的相對性，了解別人可能有不同感受，而這種感受與數量多

寡無關，無所謂「少數服從多數」。珍視少數人的美感觸覺，正如珍視花園中稀罕的

花品一樣，會使同學養成尊重異己的良好品德，更會使同學因這世界有各種不同的姿

采而感到愉悅，最終使他們活得更踏實，更快樂。 

 
  這是美育的要義之一。 

 
  推動戲劇欣賞活動要注意的第二個基本問題，是如何引導同學樹立審美的主動

性。上文已經說過，美的存在雖有其基本的建構基礎和意蘊，總還仗賴具體的人來感

知領受。也即是說，沒有受眾，「美」是沒有意義的，甚至可以說是不存在的。沒有

讀者，文學作品就只是一堆文字，是讀者使作品「重新」發生意義；換句話說，作品

存在於作者與讀者之間。這是個互相依存的不可或缺的三角關係。同樣的，沒有觀

眾，戲劇也就不存在。觀眾的主動創造，是戲劇之能成立的必需條件。老師可以運用

各種方法，引導同學從不同的角度去詮釋作品的意義及特點。假如老師發覺某同學在

小組討論中一貫以極褊狹的角度看事物，從不肯開放自己，那就不妨多加誘發鼓勵，

使他切實看到；同一作品以不同的方法詮釋，都有其圓滿自足的可能；因此，同一作

品以不同的角度去欣賞，也都有其相對自足的意義。 

 
  藝術的欣賞，其本質是二度的創作。欣賞之樂其實是另一層次的創作之樂。假如

老師能使同學從中深深體會的再創作之樂，將使他們一生受用不盡。 

 
 
三．活動模式 

  談到具體活動模式的設計，我還是主張因應不同學校、不同同學的特點靈活安

排。這是絕對的「校內活動」。以曹禺、田漢等名家劇本來精研細讀是不必要的。儘

管同學對戲劇行動、戲劇語言、結構、人物等有所了解是好事，但是，中小學校的戲

劇活動若過多地糾纏於本文分析，只會使活動流於沈悶，其不受同學歡迎是可以預見

的。 

 
  上文談的廣告與壁報其實不只是預備工夫。老師應多帶領同學多看畫、聽音樂、

觀雕塑，以至賞花跳舞，甚至看足球。５戲劇和生活本來就緊緊掛�u，戲劇的綜合性也

不應拘限我們不得化整為零，從似乎較瑣碎而其實更親切的生活小節開始，熟習戲

劇，把握審美原則。 

 
  可以把報章上的社會新聞改寫為短劇嗎？ 
  可以把學校生活片段改寫為活報小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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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早會講話改寫得更具戲劇性，使之更吸引人嗎？ 
  可以把活動程序稍加改動，使之煥發不平凡的新意嗎？ 

 
  一如上節所述，同學若能在老師的引領下，參與，然後討論，必能對戲劇的種種

元素以至審美知識有所體會。即使未能參與改寫，只做「觀眾」，也可以在討論過程

中有所得著，只要他是認真的話。 

 
  為了具體掌握戲劇的綜合性，完整的舞台演出當然還是要看的。但從上文論述的

邏輯看，你知道我不會放棄以電影與電視劇（當然以錄像為便）作為示例；從經濟的

角度看，這比帶學生進劇場便宜得多。當然，這也得靠老師自己選材。假若條件許

可，邀請劇團來校巡迴表演，或者結隊到劇場看正規的演出都是好事。學校戲劇節之

類，能增加同學全面接觸戲劇的機會，自也應力求參與。 

 
  對中學高年級同學來說，老師應引導他們從分析技巧發展到看整個作品的風格。

為了使不同風格顯現得更具體，我建議設計些「多風格排練」作業。 

 
  這是有趣的習作：挑選一個同學感興趣的、最好是比較熟悉的劇本片段，讓同學

分組排演。不同組別有不同的排練條件和要求，例如： 

 
  一組不准使用道具； 
  一組只分派同性別的演員（對男校或女校來說，這當然已不是大問題）； 
  一組的限時比其他一組少一半； 
  一組要穿上校服演出； 
  一組要面對四面觀眾。 

 
  老師還可以就自己學校的不同特點，設計其他「限制」，讓同學思量解決。其

實，任何真正的演出，都是從利用客觀條件、克服具體困難開始的，這是建樹演出風

格特色之初要考慮的事。這「相同片段」當然不必長，短短十多分鐘的戲已經可以很

可觀。其可觀性蘊藏在嚴格的「限制」與並存的「開放性」之中。 

 
  對參與者來說，這是「遊戲」的回歸（戲劇本來就是「戲」），他們會因不同挑

戰的刺激而倍感愉悅。 

 
  對觀眾來說，這是生動具體的風格示範。看過幾個片段演出之後，齊來討論他們

的感受，相信是很有趣味的。這種「同片段的多風格排練」可以訓練同學不會把眼光

只放在「細微細眼」的枝節上，而是看到森林，看到全局，這是重要的審美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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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這世界有醜，但也有美。兩者的消長變化，構成生活的奧秘與趣味。 

 
  但是生活中的美、人與人之間的美，是要以敏感的心靈去發現的，是要以主動的

力量去詮釋、強化和創造的。 

 
  戲劇活動以其獨特的集體性和綜合性，最宜在中小學裏推廣，使同學真切感受到

美的原則、美的可貴。 

 
  觀賞戲劇的過程，就是真切地把握「美」的要義的過程。我們不必要求每一位同

學都有同樣的或者同步的得著，我們畢竟不是要在這個過程中培養小演員或者小評論

家（雖然，這也是好事）。我們更要著重的，是希望同學保有對「美」的感情與觸

覺，並且勇於表達自己，懂得反省自己。 

 
  在當代這價值多元的社會中，懂得反省真的很重要。上文強調同一作品可以有不

同的欣賞及詮釋的可能，這不等於說任何作品都可以任人胡亂來演、胡亂來說。我們

一定得反覆思考，要在演出之前、在欣賞過程中、在發表評鑑意見之先，建樹個人見

解的內在邏輯。要是學生在「自圓其說」的過程中，曾仔細地琢磨過作品，曾認真參

考過別人的意見，曾仔細地反省，自然可以減低見解的主觀隨意性。這個「審視－表

達－參考－反省」」的全過程，並且會在日後處理類似事例的時候實踐得更好。他會

看得更遠，也看得更深。 

 
  這篇文章故意不推薦具體的劇目或者文字，因為，我深信，原則是一切的關鍵。

在上述的人方向之下，老師，以至同學，必會就性向所近，尋找喜歡的、有助進步的

材料。 

 
  讓我們和同學一起進步。 

 
１ 〈說文解字〉三篇下「藝」字作「埶」，後又作「蓺」，「種也。」「齊風毛傳曰：蓺猶

樹也，樹種義同。」所以無論「六藝」之為禮樂射御書數也好，之為易詩書禮樂春秋也

好，都有人為之義。〈論語〉中、〈子罕〉的「吾不試，故藝。」，〈雍也〉的「求也

藝，於從政乎何有」及〈憲問〉的「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都有技

藝的含義。 
２ 〈文心雕龍〉，〈知音篇〉。 
３ 〈論語〉，〈泰伯〉。 
４ 例如「同作品的多風格排練」就是很有效的方式，見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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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西西說：「世界盃是一部長篇小說，是巴赫金所說的『複調小說』。」（〈看足球〉，收

於〈耳目書〉；又見於〈從頭說起〉，〈時間的話題〉－西西、何福仁對話集）同埋，足

球賽當然也可以是一齣戲劇。 

 
張秉權：資深戲劇工作者。 

    任教中學二十多年，現職於香港中文大學語文自學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