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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的集體回憶    凌嘉勤 
 
這本劇集刊登了〈反轉玩轉笑哈哈〉和〈走鷄神探與拼圖細路〉兩個劇本。兩劇的其

中一個共通點是它們都是在葵青劇院首演。葵青劇院直至本文撰寫時，仍是香港最新

落成的劇院。這個劇場的設計靈活，它的「前舞台」能上下升降，「前舞台」下降

後，劇場的「後舞台」便能作前後移動，而「後舞台」內更設置了「旋轉舞台」。 

在設計兩劇的演出時，我們決定要盡量利用劇院的靈活裝置，結果使用得最頻密的便

是劇場的旋轉舞台。對於一個有著 30 多名演員的音樂劇，而其中大部分是 10 餘歲的

孩子，旋轉舞台的利用實在涉及非常複雜的操作和排練。 

回味 

〈反轉玩轉笑哈哈〉有一場是大夥兒 20 多人跟搞笑博士攀山涉水、克服狂風暴雨，到

遙遠的山區與貧困的山區孩子會合，一起合作為「禿頭山」植樹。全節近 20 分鐘象徵

不停攀登高峰的連續歌舞，都在搭置了有斜度的橢圓形佈景的旋轉舞台上演出。導演

要求嚴格：舞台必須連續旋轉，卻又要恰好旋轉到適當的位置，好讓每段歌詞的主唱

者都能在突出的位置唱出他們的歌、道出他們的台詞。不停旋轉的舞台，不停攀行的

演員；連續的歌、連續的舞，構成了一節節壯觀悅目的場面。要達到這個效果，除了

演員辛勞的排練、導演仔細的安排和編舞者準確的設計外，臨場的責任便重重地落在

控制舞台旋轉速度的後台工作人員身上，而負責這個沉重任務的，卻是一位中學三年

級的學生。他出色的完成了任務。 

每當我們回味這節演出，都總會眉飛色舞地談到排練中和演出時的烏龍趣事、「蝦

碌」秘聞、不為人察覺，卻又幾乎令演出不能繼續下去的大大小小的意外 ── 這些都

成了我們難忘的集體回憶。 

〈走鷄神探與拼圖細路〉的場景轉換都是以旋轉舞台進行的。一個本來並不十分複雜

的佈景，在旋轉舞台上，以不同角度結合了不同的佈景平台和景片，竟成了變化多端

的有趣組合。 

舞台在劇場內能自由地旋轉，但排練室的地板卻不能轉動，這該怎麼辦？ 

「舞台以順時針方向轉至 Position A。」舞台監督在排練室發出指令。貼在地板上顯示

舞台佈景的顏色膠紙當然絲毫沒動，但排練室的人卻一片忙亂。演員、後台工作人

員、導演、編舞者，所有工作人員都在走動，依從著舞台監督的指示，移動到對準舞

台的 Position A前面，排練繼續。 

舞台監督又喊出指令：「台燈暗。舞台以逆時針方向轉至 Position C，台燈再亮。」又

是一片忙亂，但亂中有序，有條不紊，排練又繼續，然後，又是舞台轉動的指令。 

原來是：地板不轉，人轉；假想的舞台不轉，假想的觀眾席轉。 

我們對劇場的集體經驗和回憶，想起來也有點兒混亂，但卻是充滿生趣。 

懷舊 

iii 



回憶起新光戲院，這是一所既是電影院，又是劇場的演藝場館，剛傳出終於逃不過拆

卸的宿命。1977年 6月中旬，力行劇社成立後的首個演出，便是在新光戲院上演的。

演出的是創作劇〈優勝者〉和布萊希特的獨幕劇〈常則與例外〉。全院 1700 多座位，

大致滿座。演出在早上十時正開始，下午十二時十五分結束，接著十二時半準時讓電

影觀眾進場，而我們則悄悄地在銀幕後面收拾佈景，靜靜地撤離舞台。 

演出前的晚上，我們在最後一場電影放映完畢，搬佈景和道具進場，然後徹夜搞燈

光、搭佈景，並進行彩排，在後台化妝間小睡片刻，便踏上台板，演出去也！ 

從將拆而未拆的新光戲院，回憶到經已拆卸的利舞台，也是一所電影院兼劇場的懷舊

建築。1974年和 1975年，我們大都還是中學生，有些是大學生，在當年香港唯一的中

學聯校戲劇組織─校協戲劇社中並肩奮鬥。1974年冬天，我們在利舞台重演〈會考一

九七四〉，1975年夏天，我們在利舞台上演了〈樓上〉，我們在星期六凌晨零時進

場，通宵達旦工作，然後在星期六下午、晚上演出兩場，星期日早上、下午、晚上演

出三場。兩天演出四場或五場，包括了星期日早上十時開演一場，這該是一個不容易

被打破的紀錄吧。也許應該說，以業餘劇社的力量在這兩所商業性的劇場作如此演

出，隨著劇場的拆卸消失，這個紀錄已沒有可能被打破了。 

我們何來的精力？何來的鬥志？還不是靠一腔熱誠撐著！難忘的經驗、難忘的回憶，

再來一次已不可能，但這些充滿激情的挑戰，絕對是我們人生歷程上，戰績彪炳的印

證。 

嘗新 

新落成的劇場很多時候都是座落在不為人熟悉的地點。1976年香港藝術中心剛落成不

久，校協戲劇社便在壽臣劇院上演〈牛〉。香港藝術中心所在的灣仔北，在當時的香

港人的集體印象中，仍只是工展會舊址。我們在入場劵的背面，印上交通指南，列出

巴士站的位置和線路，指出橫過那時人稱海傍道的 6線高速馬路的行人天橋的位置。

結果：仍有大量觀眾因為交通問題而遲到！ 

在剛落成的荃灣大會堂，我們重演了貝克特的〈等待果陀〉。地下鐵路的荃灣線剛通

車，我們便在地鐵站出口，沿著行人天橋掛上指示牌，引導觀眾找尋「果陀」，曲曲

折折地走過天橋、橫過馬路，到達荃灣大會堂。在一千四百多座位的演奏廳，兩場演

出竟也賣了個滿堂紅，帶位的工作人員忙個不亦樂乎，手忙腳亂。他們說這是荃灣大

會堂自啟用以來，他們從未遇到的熱鬧場面。 

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當然沒有上述劇場的交通問題。它落成不久，力行劇社便有幸在

大劇院演出了兩次：在 1990年上演了尤金‧尤奈斯庫的〈犀牛〉，由陳敏儀和倪秉郎

分飾男女主角；1993年上演了布萊希特的〈巴黎公社興亡錄〉，導演是那時剛從法國

學成回港的鄧樹榮。接著，在 1994年，我們又在文化中心劇場上演了創作劇〈樂得逍

遙〉。大家都特別記得演出的序幕，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包袱、布袋從舞台上空掉下來 

── 每一個布袋都象徵我們在這一生要背負的責任。這個教人難忘的場面，亦只有該

劇場靈活的空間，才能把「從天而降」這個舞台效果，做得令人驚訝而感到震撼。 

闖蕩 



回味集體記憶，就像一群老朋友聚在一起砌拼圖，每人都拿著很多片不完整的記憶，

希望拼合出一幅有著共同經歷的較完整的圖像。 

「劇場」，並不只限於有空調、有舒適座椅的觀眾席、有完備舞台裝置、音響和燈光

設施的正規舞台。劇場可以無處不是，只要為上演戲劇，可以把任何一個地方變成劇

場。 

在我們的集體記憶的拼圖中，當然缺不了「闖蕩江湖」的演出經驗。筆者「跑碼頭」

的經驗始自中學時代和古天農在大角嘴球場，代表學校為清潔香港運動上演了創作劇

〈垃圾記〉。之後，與校協戲劇社眾友好在很多中學禮堂裏或辦巡迴演出，或組織有

數十間中學參加的聯校「小習作」大匯演。記憶所及，包括了聖保羅書院、英華女

校、皇仁書院、九龍華仁書院、鄧肇堅中學、葛量洪師範學院的禮堂，當然也缺不了

香港大學的陸佑堂、崇基學院的眾志堂和當時仍是理工學院的祈士域堂的舞台，而在

不同場地演出得最多的莫過於創作劇〈五月四日的小息〉這齣「輕騎式」短劇。 

最「另類」的劇場經驗應該是在「六四」之後舉辦的「民主藝墟」中，我們在維多利

亞公園草坪、在安置區公廁前的空地上，上演呼喚民主意識的〈蘑菇與民主〉。另一

次「另類」經驗便是在 1987年，在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重演〈命運交響曲〉。把一

個體育館改成一個劇場真不簡單，舞台要自己搭起來，燈光、音響等很多裝置，都要

自備，成本真不輕，是注定虧本的演出！這樣的經驗，一次便足夠了。 

我們曾經一起「闖蕩」的劇場真不少。大會堂劇院和藝術中心的壽臣劇院可以說是我

們成長的地方；上環、牛池灣、西灣河文娛中心的劇院，我們都可以算是常客；在沙

田大會堂和屯門大會堂的演奏廳，演藝學院戲劇院、藝術中心的小劇場和小演奏廳的

台板，也留下我們不少的足印。 

場外 

劇場內的演出，離不開劇場外的創作、探索和細微的具體工作。 

堅信藝術源於生活。還記得烈日下我們走訪柴灣安置區、葵盛圍安置區、元洲仔棚屋

的情景；還記得探訪大澳僅餘下的兩位曬鹽工人夫妻、隨漁民出海、幫助鄉民採摘年

桔；訪問破產小商戶，與當年的工運份子、抗日游擊隊員促膝而談；還記得親身看著

沙田舊墟被清拆、上水菜園村被推倒成一片瓦礫、愛秩序灣住家艇大火後一片焦黑的

世界……還有我們一眾友人自身的社會經歷、在制度下的磨練和家庭的變遷……這些

都是我們靈感的泉源、創作的動力。捨此，我們會一事無成。 

我們從上世紀 70年代中至 80年代初，在金文泰中學的「雨天操場」度過了多個暑

假。我們在那裡排練，在那裡搭建佈景。日落，在學校的球場踢波打球；夜了，便圍

坐一塊兒，總結當天的排練和進度，並籌畫以後的各項工作安排。真要多謝金文泰中

學的歷任校長和工友對我們的容納與支持。 

還有演出場刊內的廣告贊助，這是我們戲劇活動的主要財政來源之一。每天，數十位

中學同學跑到商業大廈內「洗樓」，向各公司的負責人介紹我們的活動，游說他們支

持我們。很多同學都因此而得到很多第一次的經驗：第一次用英語跟陌生的外國人交



談，第一次成功的跟商業機構簽下了「商業合同」，那份成功感，直至現在還是那麼

令人津津樂道。 

還有通宵達旦的在街道上張貼演出的海報。要為演出做宣傳，我們自己動手以生粉開

漿糊，然後挽著盛滿漿糊的五加侖紅 A水桶，拿著掃帚，背著演出的海報，以 2 人為

一組，到各大街馬路張貼海報。第二天穿上校服，坐在巴士上學時，沿路數著還有多

少海報能生存下來，心中時而快樂，時而沮喪，至今難忘。 

還有那秉筆直書，要把腦海中所想、心中所感，迸發成文字的創作經歷。也許在家

中，也許在學校，也許在燈下，也許在窗前，但難忘的是在渣華道的祥泰冰室，一塊

錢一杯的熱檸檬茶，就可以讓我們坐上大半天，在空調的環境下寫劇本、寫文章、討

論人生、哲理和感受。茶客講波評馬、高談國事、闊論港情，我們聽之為樂。唯獨他

們吞雲吐霧，最令人難受，奠下我們堅決反對吸煙的立場，數十年貫徹始終，有趣

嗎？ 

劇場外的辛勞和不倦的探索，是劇場內演出成功的基礎。 

牢記 

參加過「滿天星系列」和「搞笑博士系列」音樂劇演出的小演員，在他們的集體記憶

中，應該包括了我們常掛在嘴邊的兩句說話： 

「舞台是一個危險的地方。」  

「得意不要忘形。」 

初踏上舞台，免不了覺得好奇而興奮，卻不知道舞台其實是一個充滿陷阱的地方，演

出其實是一個極容易出錯的繁複過程。在經過辛勤排練，而演出受到觀眾欣賞，我們

難免會自覺得意，但是得意卻不能忘形，成功也不能鬆懈。上一場的演出順利出色，

卻並不能保證下一場的演出同樣理想，如果我們鬆懈自滿，各種錯誤和意外便會接踵

而來。我們要時常心存警惕，把每一場演出都當作該劇的首演，因為大部分觀眾都是

第一次來看這齣劇的演出。 

我們仍堅決不讓演員和工作人員說「我們來玩戲劇」，因為戲劇演出不是「玩」的，

而是一個極費心思、極講合作的集體藝術創作過程。我們這點對戲劇認真、一絲不茍

的精神，相信亦已成了和我們一起走過排練和演出歷程的眾多朋友腦海中的一片集體

記憶吧。 

尾聲 

上面的幾千文字，當然不能包含我們所有對劇場的集體回憶。沒有寫出來卻又最為我

們珍惜的，就是我們對每一個創作劇本和選演劇本的回憶與感情。 

意念的孕育、創作的衝動、感情的激迸，然後是仔細的籌畫、辛勞的排練 ── 這樣一

個苦澀而又歡愉的創作和演出過程，相信都是所有曾參加戲劇演出的同道中人的共同

集體回憶。片片對劇場集體回憶的燃燒，持續不懈地推動著香港的戲劇活動和戲劇藝

術的發展。 



文中的「我們」，就是那些多年來與我在戲劇活動中一同成長、多年來在不同時、

空，並肩奮鬥的一眾友好。 

本文作為本劇集的序，是太長；作為回憶，是太短。但是，請讓我代表「我們」，把

本文獻給所有曾為和正為香港戲劇藝術，貢獻勞力和心力的朋友，包括了「我們」！ 

若果說人生如舞台，而生活就是一幕幕要我們演好的戲，那麼，我們對生命的回憶，

又何嘗不是一份劇場的集體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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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天星日報 
 

滿天星日報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咪走雞大人細路又重聚  

小記者玩轉反轉最樂事  

【本報訊】力行劇社《玩轉反轉笑哈哈》、《走雞神探與拼圖細路》兩劇的台前幕後

工作人員和大小演員在昨日又聚首一堂，難道他們打算籌備重演？不，他們是參加力

行劇社舉辦的「咪走雞玩轉反轉台前幕後大小演員又重聚」活動。這次活動目的是讓

大家敘敘舊，和透過重溫演出時的感覺，好讓大家能整理演出過程中的收穫。  

聚會昨天下午在香港小童群益會舉行，總共有三十多位演員和工作人員參加。雖然大

家已經很久沒見面，小演員們都長高長大了，但仍很熟落。小演員一見面就開始聊

天，大人一見面就噓寒問暖。但當主持人開始說話，大家又回復排演時的認真，全神

灌注地聆聽指示。當主持人一聲令下，大家都很投入地玩第一個遊戲──拼圖遊戲。  

活動的高潮是互相訪問「演出時我感到最＿＿的事」。小演員飾演小記者，分成三

組，訪問在座的演員和工作人員。訪問的題目包括：演出時我感到最害怕、困難、開

心、難忘和感動的事，及我最喜愛的片段。小記者在訪問後，在家長的協助下，運用

他們的小宇宙，組織訪問得來的材料，再作口頭報告。小記者的報告大綱形式各異，

有些圖文並茂，有些則很有系統。 

根據小記者的報告，不同工作崗位的工作人員最害怕的事都不同：演員和歌隊最怕忘

記歌詞、台詞和走音；家長則怕子女生病，不能排戲；後台工作人員則怕演出時發生

意外。對演員和歌隊來說，最困難的事和最害怕的事是相連的。導演則認為最困難的

是要在極有限的時間內排好一齣戲，因此在排戲中要想盡辦法令小朋友聽話和做到要

求。後台工作人員認為要在短時間內熟悉表演場地的運作也是極具挑戰性的事。 

就如《玩轉反轉笑哈哈》其中一首歌的名字：「患難見真情」，演員感到最難忘的是

有小演員跌傷和排戲時分享飯盒的經歷。小演員學會關心朋友和分享，還體會到友情

的可貴。除此之外，演出的過程本身，對台前幕後所有參與者都很難忘，因為各人在

當中都有獨特的經歷和收穫。 

演出成功，是大家感到最開心的事。觀眾的掌聲，令大家很有成功感。結果固然令人

高興，過程也十分值得享受：能認識新朋友、能分甘同味「一起吃雞翼」、更能享受

合作所產生的火花。這一切，都令演出者感動。小記認為，各人在演出中的成長最令

人感動。 

  

( 文：丘露璐 ) 

「滿天星劇場」第四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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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愛的歌曲投票結果 

 

《玩轉反轉笑哈哈》我最喜愛的歌曲 
 

 

 

《走雞神探與拼圖細路》我最喜愛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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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最受歡迎歌曲 

 
第一位 同聲一哭 

第二位 福中不知福 

第三位 患難見真情 

第四位 咬咬牙關繼續爬 

第五位 桃花樂園 

第六位 咪當我透明 

第七位 曾經如今 

第八位 交換小拼圖 

第九位 請天天 Say Cheese 

第十位 神探冇心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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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迷的話 
 

《玩轉反轉笑哈哈》工作人員： 

我最喜歡《咬咬牙關繼續爬》，因為那首歌很多人一齊唱，場面很盛大。 

《玩轉反轉笑哈哈》演員： 

我最喜歡《桃花樂園》、《福中不知福》和《患難見真情》，因為歌詞有意思，好

聽！ 

《玩轉反轉笑哈哈》、《走雞神探與拼圖細路》演員： 

我喜歡這些歌是因為它們有快、有慢、有高潮，又很動聽。 

《玩轉反轉笑哈哈》、《走雞神探與拼圖細路》演員家長及工作人員： 

我喜歡這些歌曲因為歌詞勵志、旋律動聽，能夠說出我心中所感。 

《玩轉反轉笑哈哈》、《走雞神探與拼圖細路》工作人員： 

慢歌感情豐富，十分感人；快歌有趣；歌詞很有意義。 

《走雞神探與拼圖細路》演員： 

我喜歡《神探了不起》、《同聲一哭》和《請天天 Say Cheese》，因為我有份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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