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墨林

從「第三劇場」至IJ r行動劇場」
王菲林對劇場的反思

「行動劇場」是解嚴以後的產物，在社會運動裡出現的頻率很高。

不可否認，沒有1986年以後的小劇場運動，大概就沒有1988年的「行

動劇場」產生;而「行動劇場」是更進一步把小劇場運動與現實社會

的對話關係具體化起來。在解嚴以後的社會運動，文化上有兩種東西

被客觀環境創造了出來，一個是「報告劇J' 一個則是「行動劇場」。

這兩個東西都是台灣左派青年，在發展社會運動的策略上，通過各種

經驗總結的辯證思考，而用實踐來完成的文化行動;雖然放在藝術層

面上，仍嫌其內容具有宣傳意味的粗糙性，但是在那個激動的年代裡，

也算可以被歷史拿來做為檢驗台灣左派運動的軌跡。

「行動劇場」第一次被提起，是在小劇場運動之後的第二年，適

逢台灣社會進入解嚴的歷史階段，各種以政治、社會等題目為訴求的

街頭運動蔚然成風;在一次由王菲林召集對小劇場運動做出階段總結

的討論會上，左派文化工作者進行了一場以小劇場如何與社會大眾結

合為主題的批判檢討。這個會議記錄一直沒有公開發表，但從以下摘

出的王菲林部份談話記錄，可以讓我們知道，由王菲林訂下的「行動

劇場」初階段綱領被確定的過程;更從王菲林的談話中，讓我們看到

那個已經悄然退去的「激動年代J '只留下左派青年充滿意氣煥發的意

識型態，在與這個大論述已被歷史的火車頭崩壞的當代，做出尷尬的

微笑。

「行動劇場」的綱領在被確定之後，未久即正式揭起了第一次行

動之旗，也就是1988年2月 20 日在蘭嶼島掀起的〈驅逐蘭嶼的惡靈〉的

反核運動。這次的行動在經過「行動劇場」成員及「零場劇團」周逸

昌的精心策劃下，終於完成了被稱為是「一個高品質的示威遊行j;當

時報紙、雜誌等大眾媒體紛紛予以大篇幅的報導。「行動劇場j 這個名

詞自此以後，也就變成了台灣街頭運動中不可缺少的一項文化活動。

王菲林:我想從勞動過程來談;一個人對於自己的概念，是逐漸地從

勞動過程獲得的。我想問一個問題:小劇場的工作者，在小劇場的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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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過程中獲得了什麼?我去看了《拾月 〉 、 《海盜版﹒我的鄉愁我的歌:>

之後 ，我覺得這些劇場工作者，在勞動過程中，最重要的是解除他們

自己內在的危機，而不是台灣的社會問題 。

小劇場與大劇場最大的不同點有三:第一，它可以即興 :第二，

流通性大:第三，在最短時間內可以獲得表演 。 對於很多想從事戲劇

工作，或在這方面有潛力的人來講，到大劇場演戲並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到小劇場做表演，是一條蠻合理的道路 。像六0年代，莊靈與聶

光炎等人，利用耕莘文教院搞《等待果陀卜 根本和黨政系統沒有扯上

關係。當時最主要的表演場地，如:國軍文藝中心、中山堂都是給黨

政系統用的。莊靈他

們有特定的計劃與內

容，當然只能找耕莘

演出。

台灣很多小劇

場，若如王俊傑所

言，他們不希望被納

入大劇場的體制，又

希望能鞏固自己的內

部。現在小劇場的人會不會進入大劇場工作並不重要，而是他們估了

一席之地以後，流通性就減低。以前隨便十個人就可以湊成一個劇圈，

現在流通性減低之後，若是第十一個要進來，還得經過民主討論的方

式，或者是考試，這種劇團形式逐漸脫離了小劇場，而變成次一等有

體制的劇場。

在急速都市化的過程中，所謂社會不適應症已經在某一部份的年

輕人之中出現。轉移社會不適應症的方法不一定藉著劇場，也可以藉

著繪畫或文學創作。而小劇場除了讓內部成員取得生活資料以外，小

劇場本身也是一個可以提供治療社會不適應症的場所 。

但是，小劇場必須注意到，第一:不能做為少數人心理治療的一

個場所;第二:小劇場不能企圖一方面怕被大劇場吸收，一方面又降

低自己的流通性。

一一小劇場的工作者已經進入形式化的圈套， 他們宣稱在「馴的IJ J ' 

可是他們已經成為一種新的體制 ，讓後面的年輕人來反對他們 。

一一台灣小劇場繼續發展下去 ，走入絕境還是事小 ， 根本沒有新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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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產生，問題才大，只是在形式上閑來鬧去。

王菲林:我真的佩服你們不斷地反體制，不斷地在體制內反體制。

小劇場要做顛覆和對抗，它屬於上層建築這個事實就已經決定

了。歸根究底地說，要在這個社會上從事顛覆和對抗，必須從物質基

礎著手。你把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奪到手上，你才能重新控制和重

組。在上層建築中，用文化對抗文化，用思想對抗思想，這個東西到

最後，將對社會進行某種程度的影響，而這種影響的結果，體制會把

它裝扮成為「多元化」。

一一圳、劇場反抗的意識與反抗的形式來講， 小劇場走的還是議會路

線，它並沒有吸收氏乘的力量結合在一起。如采小劇場在中正紀念堂

的門口演出 ，就是小劇場運動， ((拾月 》跑到金山海邊演，廢棄工廠是

一個空間而已，海灘也是一個空間而已 ，走的還是議會路線。

王菲林: 為什麼在台灣要有小劇場?總要有個動機，如果只是讓少數

幾個人有表演機會，這個說服力絕對不夠強;如果把問題帶到台灣現

階段資本主義的發展，可能比較容易找到方向。

基本上，資本主義的發展會影響到人的勞動過程，由於這樣的影

響，人在人格上或精神上會有物化的情形產生。所有的藝術，不只是

劇場，還包括音樂、美術等，在人的物化過程中，可產生精神的對抗。

藝術的力量，可使得個人或集體在物化的過程中，反省這個 「物化」 。

如果物化是魔咒，藝術就是破魔咒的力量，這種力量使得人回到真正

屬於人的精神狀態之中。

小劇場今天的存在，相對於體制內龐大的藝術環境，是面對一個

物化的社會。小劇場是在與這種東西在對幹，方式有兩種，一種是顛

覆，一種是對抗。

我們反對的戲劇有兩種特性，第一:它反映一個虛假的社會;第

二:它反映一個片斷的社會。所以小劇場必須將這種特性顛倒過來，

第一:它反映一個真實的世界;第二:它反映一個整體的世界。小劇

場為什麼要顛覆?是要在藝術形式和內容上，產生一個完全不同的東

西。除了小劇場之外，就不得不談到「第三劇場」。

我們認為小劇場在對抗來講，只是階段性的對抗，當階段性的對

抗過渡之後，它還是要走到「第三劇場」。我們必預承認，小劇場在客

觀上，是意識型態對抗意識型態，或是文化領域對抗文化領域，這並

不能取得真正的勝利點，況且，這裡還有某些危險性，也許你以為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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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7. 其實是對方打勝了。

在「第三劇場」裡，最後文化是要對抗物質基礎的:我們的對象

是物質基礎，歸根究底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而不是文化。

一一事實上 ， 小劇場沒有顛覆性，只是對抗性。它的顛覆性在哪程? '

只有結合群束的力量，才能在物資基堤上創造出它的顛覆性。

王菲林:用「第三劇場」這個名詞還是不夠真體地表現出一種行動力

量，那不如用「行動劇場j 一詞比較適合。如果「行動劇場J 真的搞

起來，非得工不行，非得農不行;像布萊希特的戲劇，有工、有農、

也有兵，重要的是，他的革命不是在題材上表現革命，也不是在人物

角色上表現革命，而是他的生命內在就有革命性在裡面。

我們幾個入如果要以工人為題材做齣戲，可能超出自己的極限之

外;超過你的現實面去做東西，一定觸礁。將來「行動劇場J 搞起來，

• 我們不做工人的題材， 把劇場的工具交給工人自己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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