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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不说可能很多年轻的戏友不知道，晓角剧社已经成立34年了。从创社至今，晓角一直是本澳最活跃
的戏剧团体之一，多年来在戏剧题材的开拓，表演形式上的进步，优秀演员的发掘和培养进行着努力
不懈的尝试和发展。这34年间，晓角见证了澳门戏剧／澳门剧场的天番地覆。“由早期的实习形式作
半公开性演出，免费派门劵或以极廉价售票，观众进场多属捧场性质，拖男带女，有如进戏棚看大戏
，扰扰攘攘的，可用得上‘热闹’的字眼来形容。而且观众看戏也不容易投入，反应并不热烈。演出
后，报章除了例行式报道外，从没有人投稿谈论。”(见李宇梁《澳门的戏剧 (一九七五—一九八五)》
一文)，到现在的独立期，就正如剧评人莫兆忠所说，不管是小剧场抑或在文化中心的大型演出，演的
都是大题材居多，不是关于当下社会问题就是一些人物传奇。剧场的功能不只在响应社会，甚至是在
评论社会，两者的关系是可以互动的。观众的水平也跟过往不一样，他们会主动买票走进剧场，凝神
地欣赏剧目的演出。08年晓角制作的《灭谛》便是一个份外成功的例子，上演后大获好评，观众反应
激动，多位影评人在报上撰文褒扬，值得一提的是，幕后功臣是本澳著名剧作家，晓角剧社的创办人
之一李宇梁。《红颜  灭谛——李宇梁长剧选》收录了李氏写于澳门回归后的《水浒英雄之某甲某乙
》、《红颜未老》、《捕风中年》、《海角红楼》、《灭谛》等五个剧本，各具特色，是当前(过去)
本澳生活的录像，有很强的社会象征意义。例如《红颜未老》中有这一场特别有寓意的戏──他：“
恐怕我们是无法短时间内走出赌场⋯⋯”，她：“离不开赌场，就不能转世再生，作个完完整整的人
。”；《捕风中年》也有这样调侃澳门社会现实的一幕──男：“你不是说没工作的吗？”，汉：“
谁说我没工作？我在赌场里工作。”，男：“既然已经找到了工作，何来失业？”，汉：“赌场那份
工是工作，不是职业。”《灭谛》中一个人在临死之际自我与本我的对话，更有都市人面对来自社会
、家庭、婚姻、及自身的压力时出现不同的困惑及矛盾心态，产生一系列“千方百计地把自己往一个
虚拟的世界里藏”的无力感。事实上，这五个剧本的题材也几乎来自社会──“《捕风中年》的故事
源自我某次看到电视的新闻，一个失业中年汉子对记者作出无奈的控诉，很简单的一两句话，却引发
我很多的联想，于是一直拓展故事，最终写成此剧本；某天我在报上读到一位老人家以轮椅推着老伴
上松山看日落的报道，脑海立刻浮现出一个画面，并引发一连串问号：为甚么他们要费力地把轮椅推
上松山去？两位老人家背后有甚么故事？一般而言他们也许是一对夫妇，但会不是夫妇而是旧情人吗
？他的想象加上创作，逐渐形成故事框框，最后想到用一个红伶的轶事作骨架⋯⋯结果，《海角红楼
》就这样诞生了。《灭谛》故事根源亦是新闻，来自‘交通事故伤人，司机不顾而去’的消息。”(见
澳门日报2月19日文化演艺版《二月廿九的梦想》一文)，由此可见，李氏的剧本以传递社会讯息为主
要功能，对社会、民生均起着反映、批判、甚至驱策的作用。金融海啸下很多人在现阶段的社会中找
不到真正的自己，看看李宇梁的长剧说不定能还原自己一些活力，读读《捕风中年》、《灭谛》的故
事，说不定能释放自己不愿面对的那个“被抑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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