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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是個重要年頭。這年香港舉行第一屆展能藝術節，同年成立「香港展能藝術會」。

時光荏苒，那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的事。

展能藝術，從被視為「只是」社會福利性質的活動，到逐漸得到主流藝術界的正視，到展能

藝術會得到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資助，藝術成就得到肯定，更一再獲藝發局頒發年度 

「香港藝術發展獎」，包括「藝術教育獎」二〇〇九年銅獎、二〇一二年金獎，和「藝術推

廣獎」二〇一二年銅獎，走過的道路不平坦。沿路上當然還有其他團體的努力，例如「香港

聾劇團」和「無言天地劇團」聽障朋友的製作、視障朋友演出的《等待明光》，其後又有 

《暗中作樂》聲演會以及於二〇一〇年啟用的「黑暗中對話體驗館」等。香港特區政府衞生

福利及食物局（食物及衞生局前身）與展能藝術會於二〇〇六年合辦國際共融藝術節；二〇〇

七年香港舉行國際戲劇／劇場與教育聯盟（IDEA）大會上的輪椅舞表演，美麗景象一直讓人

津津樂道。「演活藝術」劇團成立於二〇一一年，做了好一些傷健劇場製作；近年「糊塗戲

班」成立「無障礙劇團」，也努力做傷健共融的演出，其《天虹戰隊》是二〇一七年「賽馬

會無障礙劇團跨障別戲劇計劃」活動之一……。可見藉藝術跨越障礙，以實現（或至少趨近）

社會共融，已漸成為不少人的共識。透過各種形式的藝術活動，我們嘗試從不同角度體驗

人際差異是甚麼一回事，也反思「殘障」的深層意義，歧視者本身的心理殘障可能是更要命

的。這都有助促進我們對「異己者」的了解和尊重，以共建更理想的社會。

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展能藝術會的《路 ． 一起走》，是令人興奮的。戲由陳美莉當導演兼

聯合編劇，另一位編劇是卓柏麟，鄭傳軍擔任顧問。由二〇一七年的首演到二〇一九年的重

演，它具體顯示了共融藝術如何達致成熟。它在劇場美學的成就，為香港的展能藝術／共融

藝術設定了高標準。

戲的情節並不複雜，從外國回來的藝術家Mandy（余玉華飾）應邀與廖東梅、鄭啟文和李軒三

位展能藝術家合作舉辦展覽，怎知一開始便觸礁了。原先三位設定以野豬為創作主題，而

Mandy卻認為豬有污穢低下的聯想，堅持要改為白鴿，那既易展示高格調，也自信會有助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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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展能藝術家振翅高飛，衝出國際。然而，廖、鄭、李三位，都覺得豬是個有想像力也富

創造空間的選擇。戲就藉此展現Mandy和其他人之間對藝術理解的差異，也進而帶出藝術創

作如何回應真心這更深層的思考。最後，Mandy接受了三位展能藝術家的原提議，展覽也終

於成功舉辦。

故事其實不那麼重要，戲最值得欣賞的，是它處理演出這個「展能藝術」的方式。真的叫人

眼前一亮！它的方式適切而巧妙，既能達成與觀眾溝通的功能，又能夠提升藝術的美感層

次。溝通功能與藝術美感的互相結合，又反過來更有力地實現戲的共融宗旨，使整個戲圓融

動人。

三位展能藝術家各有不同的肢體障礙。音樂家李軒僅有一成視力，所以在演區內較少活動；

擅長攝影的鄭啟文能言善道，雖下肢殘障卻也把其輪椅控制得活動自如；畫家廖東梅因四肢

痙攣影響說話能力，只能坐在輪椅上由別人推動。導演分別以林芷沿、簡喬和陳頴璇三位演

員來兼飾他們，即兩人共同演繹一個角色：一位是負責扮演的演員，一位就是展能藝術家自

己。這種一真一演的處理非常有效，彼此之間既可以同場出現，又可以互相對答。靈活游走

的扮演者彷彿是藝術家的影子，甚或就是他們的內心世界，靈活極了。

這個戲的視形傳譯安排更是精彩。傳譯人，在一般演出中都被定位為類似「黑子」的角

色。 1 戲曲的檢場人就是一例，他們幫助演員現場化妝、換衣服、遞送道具以及清理舞

台 ； 操 弄 木 偶 的 傀 儡 手 也 是 一 例 ， 他 們 一 身 黑 衣 ， 雖 身 處 舞 台 但 觀 眾 都 默 認 他 們 是 隱

形的。而當代不少導演如Robert Wilson、Ariane Mnouchkine、Robert Lepage、Julie Taymor

等 ， 則 先 後 打 破 慣 性 ， 解 放 這 「 隱 形 」 思 維 ， 創 造 了 不 少 讓 人 耳 目 一 新 的 作 品 。 而 因

「 藝 術 通 達 」 需 要 產 生 的 劇 場 傳 譯 人 呢 ， 既 同 於 黑 子 又 不 同 於 黑 子 ， 他 們 一 般 站 立 在

舞 台 兩 側 ， 以 手 語 以 至 劇 場 視 形（加 上 符 合 角 色 身 分 的 動 作 與 表 情）同 步 傳 譯 ， 他 們 既

不 打 算 讓（一 般）觀 眾 看 到（這 就 類 同 於 黑 子）而 又 想 讓（聽 障）觀 眾 看 到（這 就 不 同 於 黑 

子）。前者會視他們為多餘而有阻礙之憂；後者卻或嫌其身處舞台側而不利兼顧演出。這

種先天性兩難，在《路 ． 一起走》中圓滿而美麗地同時解決了。其關鍵是承認傳譯內蘊的

美，與思考怎樣將這種美融入在本來的戲中，終而達到相益的效果，這就跟當代劇場採取的

手段一樣：積極地解放他們。

1 高桂峪，〈當代戲劇中的「黑子」—— 以朱莉‧泰摩爾的戲劇作品為例〉，《戲劇文學》（吉林省藝術 
 研究院戲劇文學雜誌社），2018年09期，頁7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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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們看到四位穿上黑衣的視形傳譯員，在舞台上自由穿插在演出之中，他們為不同角色

同步傳譯。當傳譯員、演員和展能藝術家自己，有默契地同步去演繹同一個人的時候，其間

發生的呼應一點都不累贅，反因彼此有機配合而見特異趣味。導演更加強形體設計，讓傳譯

員與Mandy來一場雙人舞，以呈現角色的內心世界。諸如此類，成就了演出的藝術特色。

我在二〇一七年看過戲的首演，五場中的三場安排了視形傳譯。傳譯員站在演區中後方稍高

的平台上，不再是配角，他們已經被承認是演出的一部分，並且和演員不時發生互動。兩年

後的重演，更讓他們從平台走下來，滲透到整個演出中成為不可或缺的元素，他們的角色不

再是「補充」而是無分主次的「互補」，這個進化讓作品達致真正的共融。

我還有幸在首演時看到廖東梅親自亮相呢！首演場地牛池灣文娛中心文娛廳演區比較小，演

員和觀眾距離很近，在其中的一場戲中，燈光轉暗而復明，真實的廖東梅和父親竟取代兩

位演員出現在觀眾眼前。那突然而來的真實感既錯愕而又震撼！而重演的場地是香港演藝

學院賽馬會演藝劇院，演區寬大得多，導演不免應需要而在藝術技術上做了不少加工，戲的 

「可觀性」加強了，而三位展能藝術家不能全部現身卻是個遺憾。不過，導演也有個很妥善

的交代：

展覽成功開幕了，首演版本是廖東梅坐在輪椅上由父親推出來，和另外兩位展能藝術家一起

出席。重演時，就只有她父親和李軒、鄭啟文一起了。東梅進了醫院了，戲這樣交代。她的

「缺席」除了因為一直扮演她的陳頴璇當時要演另一角色外，更是恰如其分地顯示了「扮

演」的分寸，怎樣扮演？甚麼時候扮演？甚麼時候不扮演？這個演出做了非常合適的示範。

這 讓 我 想 起 演 出 《 次 神 的 兒 女 》 的 一 段 歷 史 。 那 是 個 作 者Mark Medo f f 本 來 就 特 意 為

聾 人 演 員P h y l l i s F r e l i c h 寫 的 戲 ， 所 以 一 九 八 〇 年 在 美 國 首 演 後 一 直 都 由 聽 障 者 演 出

主角Sarah Norman。其後的El i zabeth Quinn和L inda Bove等都是著名的聽障演員， 

M a r l e e M a t l i n 更 藉 主 演 同 名 改 編 電 影 而 獲 得 一 九 八 六 年 奧 斯 卡 最 佳 女 主 角 獎 。 可 惜 

「香港話劇團」在一九八五年和一九九六年兩度演出都不能由聽障演員主演，當時已經有一

些疵議。隨著展能藝術的發展，假如香港現在要演出這個戲，可能會有更理想的選角吧？而 

《路 ． 一起走》由三個人去處理同一個角色，始終最重要的位置還是歸於展能藝術家本

人，歸於展能藝術本身。陳頴璇「演」廖東梅，實踐的是表演藝術；陳頴璇「不演」廖東

梅，體現的是尊重——其中又以美來拿捏得恰當的平衡。是的，在演出資源上我們暫時未

能一如倫敦「DV8形體劇場」或紐約「馬布礦場劇團」等，製作出《玩唔玩得起》和《玩偶

家》這樣的作品。它們分別在二〇〇〇年和二〇〇六年訪港，參演前者的David Toole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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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形傳譯員在舞台正中央與演員們一同演出 — 攝影：黃昌華，照片鳴謝：香港展能藝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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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ao Guiyu, 
“The ‘kuroko’ in 
contemporary 
theatre—a case study 
of the theatrical work 
of Julie Taymor,” in 
Drama Literature 
(Drama Literature 
Magazine Division 
of the Jilin Province 
Academy of Arts), 
issue 9 2018,  
p.73-80.

張秉權
在香港中文大學取得學士、哲學碩士與哲學博士學位，為香港資深戲劇實踐者、戲劇教育工作者、研
究者與藝評人。曾擔任多項公職，自一九九六年至二〇〇七年經民間推選而被政府委任為香港藝術發
展局委員，多年來均擔任其戲劇組主席。現已退休，專心撰寫其香港戲劇歷史專著。現為國際演藝評
論家協會（香港分會）主席。

一個角色由兩人飾演：展能藝術家李軒（左）與在劇中飾演李軒的演員林芷沿 — 攝影：黃昌華， 
照片鳴謝：香港展能藝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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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舞者，參演後者的Mark Povinelli是侏儒，都是演出不可或缺並藉之體現作品意旨的關鍵角

色：前者挑戰肢體障礙的定義，後者則彰顯「小」男人如何擁有「大」權力。而展能藝術會

這個製作，則根據自身的條件，樹立了良好的藝術態度和方向——

坦然承認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並且接受這種差異，更提出學習處理差異的必要和困難。而差

異，恰恰又是創造美的起點和助力。「共融」說易行難，它對創作者和觀眾都提出不容易的

挑戰，《路． 一起走》的成功經驗，實在值得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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