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年初，筆者和青年導演高天恆合作國立台

灣交響樂團的音樂劇《鼠城魔笛手》時，便明確

地感受到，他有意圖在處理商業劇場的演出上，

產生一種透過形式而又超越形式的意義表達，這

樣的方式，顯然是有別於一般在創作上的結構觀

念，尤其在內容與形式的搭配關係上有不同的策

略，換言之，他並不是簡單的先形成一個明確的

創作意念，然後再思考劇場的形式可能，有組織

地將那不可見的創作意念「藝術的」組構成一場

可見的劇場經驗。

相反的，在普羅大眾的劇場演出中，許多的劇

場形式，其實已經有著既定的要求與典範格式，同

時在通俗的要求之下，其符號與意義的聯繫也傾向

於較直接與單純，然而，如何在通俗的格式中，同

時能夠開展出更多的論述空間，反而促成高天恆想

要脫困的創作欲望，讓表面上具有高度被接受性的

通俗喜劇／音樂劇，仍然保有豐富意義呈現的可能。

今年七月，高天恆的新作品《苦魯人生》在牯

嶺街小劇場演出，所謂「苦魯」就是 Crew，也就

是在劇場中後台人員的泛稱，雖然在其文宣上表現

出的是一個音樂喜劇的類型，但單單選用 Crew為

視角，以及將 Crew翻譯為「『苦』魯」來看，高天

恆顯然已經在這通俗形式中，又找到一個表達其社

會性批判的著眼點了，如他表示，他一直想關注一

些其他人會忽視的角落，而發現其中往往被低估的

力量，且由於他是劇場人，所以就以劇場生態來思

考其中的政治性現象，Crew就是在這生態中隱身

在舞台後，長期被壓抑的勞動階級象徵，他說：

這些人到底平常都在想些甚麼呢 ?在劇場裡都發生

了些甚麼呢 ?這些絢麗的效果都是如何達成的呢 ?

這些精采背後到底都藏著甚麼秘密 ?我想把這些精

采的故事，呈現在舞台上，所以我集合了所有這次

參與者的經驗，並且讓他們都真的站上舞台，讓他

邱少頤 Shao-Yi CHIU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時尚造型表演系助理教授

藝教觀點

The Romantic Revolution in Comedy

喜劇中的浪漫革命
高天恆《苦魯人生》的階級焦慮與詮釋權鬥爭

１ 苦魯們被封閉在與世隔絕的空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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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把這些故事，透過他們自己，與觀眾分享，因此

這齣戲，不僅僅揭開劇場的黑幕，讓觀眾認識這些

劇場和劇場人而已，也可以讓 (曾是 )劇場工作者

的朋友們，好好共鳴一下。

然而，在筆者觀看此作品之後，覺得高天恆

所構織出來的世界，遠遠超過他所陳述那般單純的

「經驗分享」，尤其我在這齣作品之中所解讀到的，

絕不是一種對於劇場生涯的導覽，更不僅是對於演

出生態中幕後工作人員的精神肯定，而是更進一步

地看到，他在戲劇中所呈現出的階級對立、詮釋權

鬥爭，以及浪漫革命的意圖。

在這場浪漫革命的世界中，高天恆表面上將劇

場中的階級分為一種類似「貴族」與「奴隸」的二

元對立，然而在其劇本的運作上，其實並不是如此

的單純，更進一步來看，這個二元對立，非但顯現

出一種不平衡的權力樣態，更呈現出馬克思定義下

那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關係，這一點在本劇開始的

第一首曲子中，已經開宗明義地宣告：

大幕緩緩拉起，掌聲四處響起 

磅礡的音樂裡，劇場魔術降臨 

地下機關開啟，天上布景飛移 

燈光絢爛華麗，歌聲響徹天際 

不過從來沒有人在意

那隱藏在背後的秘密 

如果沒有我 

怎麼會有你！

我們是 

最能幹的 CREW 

不怕那風吹雨打 最能夠耐勞吃苦 

黑暗中的 CREW

幕後的黑暗騎士 全能的隱藏人物 

沒名字的 CREW 

ㄟ喂唷呼那個誰 照片都黑漆嘛烏 

黑暗中的 CREW

低調的超能英雄 最偉大的小人物 

我們就是 

光線的魔術師 

空間的協調者 

色彩的拼湊家 

或許到世界的盡頭 

2　在導演的詮釋權行使下，人人都要配合其意志扭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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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會有人記得我 

但我們絕對不退後 

堅守崗位繼續 RUN SHOW 

守護黑暗真正的英雄！！ 1

在這一段合唱中可以看到兩個重點，其一，

這個劇場世界之所以能夠被建立，其實是由這一群

「苦魯」們竭力經營起來的，「地下機關開啟」、「天

上布景飛移」、「燈光絢爛華麗」以及「歌聲響徹天

際」等正代表著這個世界的空間（「地下」與「天

上」）與感官經驗（「光」與「聲」）的總和，換言

之，這是一個由勞動者建立的世界，不只如此，這

世界的整體營運，也是由這些人任勞任怨來維持

的；其二、然而，在這一個由勞動者建立的世界之

中，這些人的地位卻是被刻意忽視的，他們在建立

世界的同時，也成為了不可見光的秘密，一種如歌

詞所言那「全能的隱藏人物」。

當然，在劇場演出中，幕後人員當然是不能

在幕前出現，所以這一段合唱在此也僅只能被理解

為「苦魯」們的一種自怨自艾，但高天恆為了將這

劇場階級的社會指涉表達得更清楚，便將視角放入

劇場製作中更鮮明的階級性來強調，並將階級的歧

視與壓迫加以漫畫式的嘲諷，如以下這一段，一開

始代表管理階級的「舞台監督」，如同管理奴隸一

般的對待失職的「苦魯」，因為其中一位「苦魯」

遲到（名叫：沙宣），不只是語言帶有羞辱性的斥

喝，同時還一腳踩在他的胸口上：

（舞監出現）（ＴＡＮＧＯ音樂進）

舞：  你一定要怎樣？（踩著沙宣，如果把腳移

開，沙宣還會移回來）

沙： 阿！！！阿！！！

舞：  又遲到！每次都遲到，劇場最重要的就是

準時！！還有，講過多少次，不要沒事

就在工作的時候玩 PSP，尤其你玩的又是

一些變態遊戲！真不知道你腦袋在想什

麼！！快點給我準備好！等會要開始工作

了，馬克呢？

4　 舞台監督一腳踩在苦魯沙宣的身上。3　 編導高天恆（左四）與演員們溝通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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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這裡！

舞： 皮尺呢？

C2： 這裡！

舞： PL線會定吧！

沙： 這裡！！

舞：  是舞台前緣線，PL線，不是 LP線，你這

個變態！ CREW！！

全： 是！

舞：  等會定完馬克之後，要開始調燈，還有幾

顆燈還沒裝的聽燈光設計 CALL。

（ＴＡＮＧＯ音樂結束）

（助理和燈光設計出現，燈光設計瘋狂搶話）

燈光： ㄟ，舞台做完沒，不要跟我說還沒喔？

助理：  詳宸老師，對不起，就舞台那邊有點

delay……

燈光：  煩不煩阿！真的看那舞台設計很不爽，

CREW咧？最好這次的 CREW給我專業一

點。

助理： 應該會啦……有幾個都是經驗老到的。

燈光：  有帥哥嗎？（看到 CREW）吼！拜託，

不專業就算了，可以找幾個帥一點的、好

看的嗎？不管啦，反正我時間到了，我就

是要用就對了！不然就給我燈暗演戲好了

（彈手指，燈暗）

助理： 老師對不起……

燈光： （彈手指，燈亮）

（燈光設計下場）

舞監：  過程中舞台設計有任何需要幫忙的，就幫

忙，聽到沒有。

（舞台設計出現）

助理： 匡正老師，那燈光設計說……

舞台：  （不說話，用手語：「不關我的事，我要用

就是要用，時間不夠要我出包嗎？」）

助理：  不是阿！！等等，你說什麼我聽不懂

阿……

（兩人一起下場）

C2： 他剛剛有講話嗎……

沙： 我好像看懂了……

幼： 好帥喔……

沙 C2： 蛤？

（ＴＡＮＧＯ音樂進）

舞監：  總之，這些事都做完的時候就開始技排，

聽懂沒？

CREW： 喔……

舞監：  最後一件事提醒，千萬不要跟男女主角要什

麼簽名照還是自拍什麼的，在工作時候讓我

發現你們就完蛋了！開始工作！先把馬克定

好，到底知不知道什麼是 CREW 啊！

（ＴＡＮＧＯ音樂結束）

（舞監離場）

幼： 學長，到底什麼是 CREW阿！

（節奏開始，三人一邊定馬克，歌曲結束時馬克定好）

C2：  基本上 CREW就是 CALL 2個時段 6個小

時，但是每次都被凹到 10個小時，因為人

情壓力就不拿加班費的廉價勞工！

沙：  而且，工作久了都會升級，你可能做了 10

年會升護士長，20年升秘書長，但你有聽

過 CREW長的嗎？！

幼：  我聽說 CREW做滿 50年，可以跟演員一

起上台謝幕耶！

C沙： 沒有這種事啦！

在這一段戲中，表現出一個複雜的階級結構，

大約可以分三層，除了代表管理階層的舞台監督這

一層之外，還有代表行政官員的燈光設計與舞台設

計，這兩個人在表現上，一個是充滿私人情緒任性

的語言，一個是完全不用語言溝通而要他人自己領

會的冷漠，而這兩人在工作上顯然發生了很大的衝

突，然而悲慘的是，他們的衝突後果依然是由下層

階級的「苦魯」們來承擔；最後，還有更重要的一

層，那就是宛若「貴族」的演員們，他們是高貴到

連「主動接觸」都是禁忌，而為了表現這樣的距

離，高天恆戲謔的用量化的方式來表現這一段，苦

魯們在這階級壓力下，幻想自己有沒有從廉價勞

工的地位上「升級」的可能，後來不但發現完全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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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翻身的機會，連希望工作 50年後能跟演員（貴

族）一起上台謝幕的想法，到後來都發現其實只是

一場妄想。這一段戲明白的為「苦魯們」作了一個

定位，那就是身為劇場世界的創造者與維持者的勞

動階級，同時也負擔著只能在黑暗中被奴役以及無

未來的宿命，更重要的是，在這樣的階級文化之

下，他們居然還認為這是一種必須認命的方式（如

之前被舞台監督用腳踩的沙宣，他就很習慣於被

踩，甚至在其中發展出一種特別的樂趣與歸屬感）。

關於本劇中「苦魯」們的階級處境與意識狀

態，可以用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權力理論來

加以分析，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將這種

權力現象分為兩個層面來觀察。傳統上，權力的分

析是從一種「宏觀」的層次來進行，比如國家政治

上的宰制力或是社會制度上的強制性，進而去觀察

這樣的權力在公共秩序中的影響，或是在理性體系

中的地位。然而，福柯卻觀察到，除了政治實體那

強權式的、明確化的權力行使之外，另外還有一種

「微觀」的層次，可以探索到權力在意識層面的隱

幽力量，透過對這種「微觀權力」的分析，福柯預

期探索權力行使的技術和策略，使這樣一種「微觀

權力」的分析，能夠揭露權力透過更普遍或整體性

的形式，轉化、植入和延伸到人的意識層次裡頭。

因此，透過福柯的分類，在權力結構的分析

上，就有了「宏觀權力」以及「微觀權力」兩個向

度可切入。先就「宏觀權力」而言，如前所述，其

呈現的方式為一種政治實體的宰制行為，透過權力

的宣告、體制思維的灌輸、領導中央的認同，以及

強制管束的行使，造成「秩序」與「統一」的要

求，進而達成國家主體利益的目的。

在《規訓與懲罰》中，福柯一開始以「君王

權力」當作「宏觀權力」的代表，也就是說，「君

王」的身分符號是對應著整個權力結構（制度、法

律等）達到某種合一的形式，既然如此，任何人只

要對這個權力結構有任何違逆的情事發生，在「宏

觀權力」的理解之下，就是對君王本身的對立，君

王為了整個權力結構的穩定，便會運用其擁有的權

力對反叛者進行「復仇」，而其方式就是在公眾場

合中，對反叛者進行處決或赦免的權力行使（也就

是對人命的裁度權），為的是彰顯自己崇高的身分

符號，以及呈現他擁有且合法（合權力結構）的行

動符號，福柯認為：

5　苦魯們正進行一場浪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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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在處決時的存在，不僅表現為實施依法報復的

權力，而且表現為能夠終止法律和報復的權力。他

應該始終是獨一無二的主宰，唯有他能夠蕩滌冒犯

他本人的罪行……在任何違法行為中都包含著一種

「大逆罪」（crimen majestatis），任何一個輕罪犯都

是一個潛在的弒君者……在理論上，對弒君者的懲

罰必須是集一切酷刑之大成。它應該是無限報復的

體現。（福柯，2003，p. 58）

而這個報復行動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它是一個

「公開」的行動，讓這一個處決現場成為一個頌揚

「君權至上」的傳播場域，也讓一個以物質方式對

人的肉體施加摧殘的現象，成為一個社會輿論的焦

點。其實，這種擴大解釋的罪行，除了要代表君王

身分符號所對應的體制之全面性外，福柯發現，更

重要的功能，是在於顯現權力結構對於維護制度的

穩定，所能發揮的力量展現，福柯說：

這種權力表明自己是一種武裝的權力，其維持秩序

的功能並非與戰爭功能毫無關連。這種權力將法律

和義務視為人身束縛，凡違反者均為犯罪，均應受

到報復。凡不服從這種權力的行為就是敵對行為，

就是造反的最初跡象，在原則上，無異於進入內戰

狀態。這種權力無須說明它為什麼要推行貫徹法

律，但是應該展示誰是它的敵人，並向他們顯示自

己釋放出來的可怕力量。（福柯，2003，p. 62）

而這樣的宏觀權力之行使便發生在舞台監督

對於苦魯的「公開」暴力現象，透過這樣的示眾懲

罰，讓其劇場階級系統得以安全的維持；然而，最

令人注目的是，被壓抑的沙宣以及旁觀者卻不認為

這樣的欺凌「有什麼不對？！」，這一個反應其實

就是福柯所認為的另一種更隱微的權力形態，它形

成一種意識上的原則，福柯稱它為「微觀權力」，

它的目的不是約束肉體，而是「馴服」人，而其所

使用的手段不是公開的刑罰，而是對身體與靈魂的

「教化」，身體也不再是顯耀權力的符號，而是可操

縱的工具。

福柯認為，這種教化是透過「規訓」的建立，

由外在身體與態度的操練、對過程的嚴加監視、獎

懲的交替互用，逐漸內化到內心變成一種對靈魂結

構的馴化，他以教養機構的模式為例：

教養機構則以全然不同的方式活動。刑罰的作用點

不是表象，而是肉體、時間、日常行為態度。刑罰

也施於靈魂，但僅僅是由於習慣寓於靈魂……這種

懲罰干預不應基於一種表象藝術，而應基於一種有

計畫的對人的操縱……至於所使用的手段，就不是

被強化和被傳播的表象體系了，而是被反復使用的

強制方法，不是符號，而是活動：時間表、強制性

運動、有規律的活動、隔離反省、集體勞動、保持

沈默、專心致志、遵紀守法、良好的習慣。而且，

歸根結底，人們試圖通過這種改造技術所恢復的，

不是捲入社會契約的基本利益中的權利主體，而是

恭順的臣民。他應該聽命於習慣、規定、命令和一

直凌駕於頭上的權威，讓這些東西在他身上自動地

起作用。（福柯，2003，p. 144）

福柯在此再三刻意地強調微觀權力和宏觀權

力的差異，對於宏觀權力，那將對人體的宰制當

作表象符號而達成社會宣傳的方式來說，「微觀權

力」則是更內在的將人的身體與靈魂當成工具來

操作，為此，權力結構透過對人的強制活動與教

化，將一切對控制的服從變成一種行為與態度上

的「習慣」，如福柯所透視到的，權力結構是以這

種有計畫的操作訓練，讓人成為「聽命於習慣、

規定、命令和一直凌駕於頭上的權威」的「恭順

的臣民」。

「微觀權力」之所以能夠造成如此大的影響

力，有一個重要的關鍵，那就是「紀律」的形成。

福柯解釋「紀律」不同於宏觀結構對人的控制，因

為就宏觀結構來說，即使有奴隸制度、有服役等等

操作身體的表象，其實都是一種「有距離」的依附

關係，亦即是一種由外在強制的方式宰制人的管理

活動，且由對悖逆者的公開懲罰，變成「被強化和

被傳播的表象體系」；然而對於「紀律」來說，其

控制能力卻是一種「無距離」的掌控方式，因為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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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微觀權力的有系統教化，人由內而外的遵從被設

定好的基本信念，有自覺的、自動的、習慣的、知

行合一的達成紀律所要求的態度與行為。

那「紀律」是如何形成的呢？福柯認為先是對

身體使用上進行細部的分解「操練」，讓人的活動

進入一個處處被規定的體制中，經過長期的監督與

控制，進而被體制化而成為習慣，下一步就是讓這

樣的體制化變成一種價值，使人打從心底相信這樣

的思考與行為是一種自發的最好選擇，換句話說，

就成為一種有自覺的「義務」或「原則」，福柯如

此分析：

它們不是把人體當作似乎不可分割的整體來對待，

而是「零敲碎打」地分別處理，對它施加微妙的強

制，從機制上 — 運動、姿勢、態度、速度 — 來掌

握它。這是一種支配活動人體的微分權力……真正

重要的儀式是操練。最後是監控的模式。這種模式

意味著一種不間斷的、持續的強制。它監督著活動

過程而不是結果，它是根據盡可能嚴密地劃分時

間、空間和活動的編碼來進行的。這些方法使得人

們有可能對人體的運作加以精心的控制，不斷地征

服人體的各種力量，並強加給這些力量以一種馴

順－功利關係。這些方法可稱作為「紀律」……它

們與奴隸制不同，因為它們不是基於對人身的占有

關係上。紀律的高雅性在於，它無須這種昂貴而粗

暴的關係就能獲得很大的實際效果……其目標不是

增加人體的技能、也不是強化對人體的征服，而是

要建立一種關係，要通過這種機制本身來使人體在

變得更有用時也變得更順從，或者因更順從而變得

更有用。（福柯， 2003，pp. 155-156）

從這段論述中，其實已經明白表示「順從」的

對象為何了？那就是執行身體操練、監控、賦予價

值觀等的「紀律」建立者，透過這套權力技術，人

成為一個有自發性、行動力且專心致志的忠臣。而

在本劇中，這一切的基礎都在於劇場這一個封閉性

的空間以及其內部的紀律而加以養成，漸漸的，人

在這封閉空間中逐漸接受在其內的一套遊戲規則，
6　男女主角即為貴族階級。
7　在強力宰制之下，便當（基本需求）反成為最大的安慰。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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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微觀權力所馴化。為了強化這樣的孤立狀態，

導演用了兩首合唱來表現這樣的困境，其一是與世

隔絕感：

當你一腳踏進這裡，要知道已經無法回頭

這七天像是個詛咒，只能工作和忘掉自我

和外面的世界道別，因為他們永遠不會懂

身處在無盡黑暗中，來到傳說中的劇場週

為何變數充滿這週

到底何時才能逃脫

喝下這碗神奇的劇場粥

讓你忘掉一切身陷其中

在這一首合唱中，顯現的是一個人被微觀權力

化的背景，那就是失去與世界連結的結構性存在，

然後在不斷的勞動之中，忘記自己的存在定位，漸

漸的，在這體制中，被教化成一個全力付出的勞動

者。而在另一首合唱中，甚至表現出「苦魯」們已

然安於自身的卑賤，對於基本的生存供給（只是便

當）便能產生極大的情緒滿足：

千萬別小看這四四方方的小東西

它可以在無盡的黑暗之中安慰你

或許在普通的生活裡它平凡無奇

但在黑暗劇場週裡它是唯一真理

簡單的白飯加上一塊豆乾

各式的主菜擁有好多選項

油亮的青菜配上一點辣椒

短暫的時間帶你重遊天堂

喔！便當，放飯時間因你而存在

喔！便當，帶走我的痛苦和悲傷

喔！便當，打破心中那冷漠的牆

為這個劇場帶來希望

直到目前為止，高天恆已經成功地將這樣的

階級狀態表現得十分具有效果，也讓「宏觀權力」

以及「微觀權力」的影響層次，具娛樂性地呈現出

來，接著，劇情便慢慢移轉到「苦魯們」在這樣的

身心制約下的覺醒、掙脫以及革命。

其實，在劇中的「苦魯」並非全然的被「微

觀權力」化，即便在外在的羞辱與內在的體制化之

下，其內在本於「主體」的意志，只是壓抑在表面

8　 舞台監督行使
宏觀權力宰制
眾苦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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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順服下，等待機會甦醒，然後將其所建立的劇

場重新取回。尤其劇中有一位叫做「C2」的「苦

魯」，他是一個認真努力的藝術工作者，但在這個

體制中不被接納而成為「苦魯」，但是他只是將他

的理想壓抑／隱藏起來，如以下對話：

C2：  我告訴你噢，要不是她是導演的菜，你真

的覺得她會歐上這個角色嗎？告訴你，我

隨便演都演得比她好～有種導演就ｑ我上

去演啊！

幼：  你那麼想當演員，幹嘛要來當 CREW啊？

沙：  你以為他不想啊！他可是我們學校表演組

第一名畢業，每次找他，一開始都說要給

他演。可是導演就是個膚淺的人，只喜歡

帥哥美女。

C2：  我最大的夢想就是，想成為像費翔那樣，

專業的歌舞劇演員。在我的 CREW服底

下，隨時準備著一套戲服。

這句「在我的 CREW服底下，隨時準備著一

套戲服。」是一個關鍵的宣告，除了代表著一個心

理層面上的自我壓抑之外，同時也預告著他本身的

革命意圖，這在本劇一開始的時候就已經布了局，

當時演員不止一次向助理以及服裝設計抱怨，他的

戲服常常消失：

IKKO：  那是你先逼我的！我的戲服呢？每次演出

前我的戲服就會突然消失！

帆婷： 我怎麼知道你戲服在哪阿？ 

（服裝設計只有聲音，助理出現）

服裝： 什麼！！整套戲服都不見了？

助理： 我一定會找到的，對不起！

帆婷： 搞不好是哪個暗戀你的小助理偷走的阿！

助理： IKKO桑，對不起我還是找不到。

IKKO： 沒關係。 

助理： 對不起，我還是太糊塗了！

IKKO： 沒關係。

助理：  對不起，我還是太喜歡你了！唉唷，我在

說什麼啊！

帆婷： 噁心……（下場）

IKKO：  （被激怒）沒關係，不是你的錯，為什麼你

慌張的樣子也這麼可愛。（自拍）

（助理害羞下場、IKKO下場，服裝設計上場）

服裝：  真 的 不 知 道 該 說 什 麼 耶 ……CREW

（CREW超喘的樣子）都沒有找到嗎……

 好吧，沒關係……我只好再做一件了……

可以想見，這一件戲服正是被懷才不遇的 C2

所竊取，目的是等待一個機會來取代那膚淺自戀

的「花美男」男主角，有趣的是，導演在本劇中

所設計的革命模式非常具有創意，首先，扮演男

主角的演員 IKKO誤飲了真的酒，在演出的同時

居然醉倒了，換言之，這也象徵以貴族為代表的

上層階級開始崩潰了，劇中的導演面對這樣的狀

況，只好將階級的分界開一個罅隙，讓有能力的

人往上取代：

帆婷：  kerk，我求求你，我已經經歷過悲劇的發

生了！我不想再經歷一次……

（IKKO完全醉倒在地）

帆婷： KERK！！！！ KERK！！！！

舞監： ㄟ！！ㄟㄟ！！！他怎麼了？！

幼： 他好像喝醉了！

舞監：  天啊！！！這到底是首演場還是彩排場

阿！！！ CREW！！！

CREW： 是！！

舞監： C2，就決定是你了！！上吧！！！

（C2脫下CREW服底下是一套和 IKKO一樣的戲服）

全： 原來真的是你偷了戲服！！

（C2戴著魔術帽子站了起來）

C2：  哈哈哈哈哈哈，終於讓我等到這一天

了！！！ 來 了！ 來 了！！ 我 感 覺 到

了！！！真正的魔術，真正的魔力！！！

在這一段中，C2等待到階級崩潰的剎那，讓

自己的內在理想「趁機」轉化為取代階級地位的現

實，不只如此，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女主角帆婷身

上，她因為誤食了油炸的食物（便當），因此鎖喉

失聲，這時：

舞監： ㄟ？他的聲音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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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報告，剛剛阿達說，他給帆婷吃到炸的便

當……

舞監：  什麼！！！！！ CREW，緊急救場模式！

啟動！！

CREW： 是！

舞監：  沙宣，你上！ PA大哥，把聲音切換到沙宣

的MIC！

（以下由沙宣配音）

在這次的機會之中，沙宣成為了女主角的「發

言人」，在另一個意義上來看，這些「苦魯」也在

這場演出當中，進行了一種藝術上的篡位，在視覺

上與聽覺上都取代了原先的男女主角；其實若在劇

情中回溯來看，高天恆已經預告了一種上層權力的

形式，那就是「詮釋權」的行使，比如說，在本劇

中所排演的戲是一齣魔幻愛情悲劇，在其中一段的

情節是女主角死亡，男主角在當下悲傷得情緒崩

潰，而當排演到一個不錯的狀態時，導演卻一直氾

濫地使用他的「詮釋權」，要求演員和「苦魯們」

不斷地隨著他的詮釋，加入更多的動作（事實證

明，後來引發了一連串的失誤，造成上層階級的崩

潰），在一連串加加減減之後，導演索性要全部的

詮釋一次發生：

導演：  停！！！不行！！不夠！！不可以！！我

要一種澎湃宏偉的結束！！！這樣結束太

沒有力氣了！！我知道了！等會 IKKO死

的時候！！！要大叫！！！

IKKO： 大叫？我嗎？

導演： 對！！大叫！！你們全部都要大叫！！

CREW： 全部？

導演：  對！！！大叫！！除了大叫之外！！還

要旋轉！！！旋轉之外，我還要舞台

震動！！！ IKKO指到哪，哪裡就要震

動！！！燈光要閃爍！！！最後，要一起

爆炸！！！舞監！！！

舞監：  嘿……好吧！！ BACK！！照導演說的試

一次！！我們從 IKKO最後一句開始！！

燈光，音樂，走！

而這一種導演詮釋權的任性發揮，也正給予了

這一場階級革命立下了遊戲規則，引起了苦魯們對

於詮釋權主導性的爭取，如前所述，整個劇場世界

是由「苦魯們」建立並維持，同時他們也在整個劇

場的論述系統被宏觀權力與微觀權力宰制，然而，

這樣的封閉與孤立並不能壓抑掉「苦魯們」內在那

最深刻的主體意識，最終，他們要在覺醒中，重新

在這空間奪回權力，因此，這場革命讓他們在體制

未崩壞前先行準備（將戲服取得穿在裡面，以及對

劇本熟悉），等待最後體制崩壞之際，能成功地將

詮釋權再次地收回到自己的身上，讓自己創造的世

界由自己來界定規則。

高天恆的編導，再次的讓筆者更了解其所表現

的社會視角，即便在這麼通俗與輕鬆的基調中，他

仍然有意識的讓其藝術能量，更透徹地貫穿到當代

社會的階級困境裡，同時也在其中揭露了從權力體

制中覺醒而至詮釋權的取得這個路徑，讓這一代青

年藝術工作者，能在這貌似壓抑的局勢中，有一個

發現自我並參與自我建造的希望。

 你知

歐上

此為 audition 的諧音，在劇場慣用語中，指的是演員甄

試的結果，歐上或歐不上，代表著爭取到角色，或被

淘汰的結果。

報

注釋

1 本文引用的劇本與劇照皆由《刺點創作工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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