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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元素如何令參加者投入實驗當中 
 

陳鈞鍵 
 
前言 
 
「應用劇場What’s Next 2023-2024 科技、遊戲、互動應用劇 場跨界實踐與實務實踐」(簡
稱”What’s Next”) 已於 2024 年 6 月上旬完成，是次活動共分三個部分，分別是第一次實
驗室、第二次實驗室、和第三次實驗室。本文將闡釋戲劇元素的「角色」、「目的」和

「衝突」如何影響參與者的投入。 
 
筆者選取這三項元素，主要是因為這三個元素是戲劇活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  
 
「角色」、「目的」和「衝突」的重要性 
 
在戲劇活動中，「角色」是故事的核心，沒有角色，故事、戲劇就不存在。演員必須要飾

演一個角色，並完成該角色的目的，來完成整個故事。 在What’s Next 第一次實驗裡，參
加者分別飾演不同的角色，以了解 Alice 的遭遇；第二次和第三次實驗裡，參加者都是飾
演 Alice 。 但筆者需要強調的是，這種「飾演」有別於舞台或電視電影的飾演，而是參加
者透過不同的科技去作出角色的回應，以了解故事中 Alice 的經歷。 
 
另一方面，「目的」在戲劇活動中亦非常重要，因為它有助聚焦整個表演過程。 以《三隻
小豬》的故事為例，狼的目的就是尋找食物，而《三隻小豬》的目的，就是不要偷懶，

才能有最堅固的成就。 演員也要在戲中保持這個戲的目的去演，以保持這個戲一致性。
如果目的不清楚，那麼整個戲劇的焦點就會變得散渙，觀眾也不知道整個戲的訊息。而

在What’s Next 的三次實驗室裡，參加者的角色的目的每次也不同，但都和 Alice有關。 
 
「衝突」有助推動劇情發展，令故事更引人入勝，甚至令觀眾產入共鳴、投入劇情當中。

又以《三隻小豬》為例，如果柴狼和三隻小豬各自生活，互不影響，那麼牠們之間便沒

有衝突，觀眾也沒有追看的興趣。反之，因為柴狼遇到了三隻小豬，甚至想吃了牠們，

而三隻小豬亦要保護自己，那麼兩者便起了衝突，觀眾便想知道往後的情節會怎樣，便

很想追看下去。在What’s  Next 三次實驗裡，每一次的衝突性的強弱也不同，對參加者也
有不同的影響。 
 
筆者認為，以上三個元素都可以幫助參加者投入活動當中。這裡指的「投入」，是指參加

者可以代入角色去思考、去感受，甚至可以代入角色，以角色的角度去作出回應。 
 
第一次實驗 
 
在第一次實驗室，我們 (創作團隊，即 GINNY、ROSA和我) 設計了 Alice 這個角色，她從
事資訊科技行業，終日埋頭苦幹，朋友不算多 ，和同事的關係一般。她因為長期和電腦
為伴，最終被吸進入電腦世界。而 Alice 在事發前幾天，都有和朋友、同事和家人在 
Instagram 溝通。當然，Alice 被吸進去電腦世界之後，就不能再和朋友溝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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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被安排飾演不同的角色，包括： 
 
1) Alice ：故事中的主角，父母離異，有一弟。她從事資訊科技工作，她對工作非常投
入，經常加班，社交生活不太豐富，朋友不多。 

2) Rab：Alice 弟弟，兩姐弟關係一般，沒有交惡、也不是特別投緣。從事資訊科工作，
經常透過 Instagram 與 Alice 溝通。 

3) 阿 Ying：Alice 的大學同房，二人因誤會而變得熟絡。因為工作地點和 Alice 接近，經
常相約吃飯，但有時 Alice 會因工作而推卻。 

4) Melody：Alice 的大學同學，愛美，經常就資訊科技向 Alice 求助。阿 Ying 對此甚表
不滿，但 Alice 覺得無所謂。 

5) June：Alice 現任同事，工作嚴謹，對同事也有要求。 
6) 阿橙：Alice 舊同事，喜歡戶外活動，有時會約 Alice 行山。 
 
在故事設計之中，所有角色都要透過手機的 Instagram 和 Alice 溝通，看看他們最終能否
發現 Alice 失踪。如成功達到這個目的，我們便會安排這角色舉行一次 Zoom Meeting，大
家要探討究竟 Alice 去了哪裡，事前是否有任何蛛絲馬。參加者在這次實驗室都能成功達
成目的，發現 Alice 失踪，他們更在大會安排的 Zoom meeting 前，以角色身份自行在
Instagram set up 一個群組，商討 Alice 失踪事宜。 
 
綜觀當日情況，參加者都成功發現 Alice 失踪，參加者甚至在發現 Alice 失踪之後，已主
動透過自己的角色，去聯絡其他角色，商討 Alice失蹤事宜， 甚至想開設群組讓所有人加
入！ 
 
美中不足的，是部份參加者不明白 Instagram 的運作，所以要和其他參加者同演一個角色。
根據一名參加者反映，此舉影響了他的投入度，他未能好好擁有一個角色，令他在過程

中要和對方商量、決定角色張做什麼，令他不能完全按自己的心意去做決定。對於有參

加者不熟悉 Instagram 的操作，這是我未預計到的，因為當初設計時，我們都集中於
Alice 和家人、朋友在 Instagram 如何溝通，而忽略了「如果兩個人共同飾演一個角色，
會出現哪些問題」當參加者須以角色的身份去思考和行動，但在過程中、行動前都要和

合作夥伴商量，才能做決定，這就會變成由兩個或以上的演員去決定一個角色的思考和

行動，倘若大家的思維不一樣，就可能會令角色變得不完整。 這次經驗令我反思到，參
加者希望有一個獨立的空間去透過角色去完成他/她的目的。 
 
另一方面，第一次實驗室沒有安排衝突的元素或情節去推動劇情。這次實驗室主要是讓

參加者透過角色去達到目的，即是是否成功發現 Alice 失踪及他們會如何處理。即使沒有
衝突，也無礙參加者完成第一次實驗室的要求。 
 
第二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室，故事發展至 Alice 被困在 Cyberland ， 主要角色分別有 Alice 和 Cyberland 
的主人。 Cyberland 的主人要 Alice 留在 Cyberland，不得離開，但 Alice 則想返回現實。
兩者的目的十分清楚，衝突亦很明顯。 
這次的實驗室的實踐方法跟第一次實驗不同。第二次實驗裡，參與者只要在電腦介面上，

就 Cyberland 提供的數據和選擇，去承認或否決 Alice 是一個孤獨的人，這是一個被動的
舉措，而筆者亦相信這個遊戲規則(去按承認或否決)局限了參與者的發掘其他可能性的機
會。 另一方面，在這個設計之中，Alice 並沒有強烈要離開的動機 ，例如要返回現實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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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或朋友、或如果她在指定時間都未能返回現實，那她就永遠不能回去了。而在遊戲

的開始部份，我們沒有安排太多 Alice 和 Cyberland 主人的對話，所以對參與者來說，他
們未能掌握為甚麼 Alice 非回去不可，或留下來會有怎樣的後果。 
  
如果再設計第二次實驗室 ，我們可以設計成 Cyberland 的主人要把 Alice 「數碼化」，令
她永久留在數碼世界；而 Alice 終於覺醒家人和朋友的關心，堅決要打敗 Cyberland 主人，
並決心返回現實世界。而我們也可以在遊戲設計提供一些空間，例如設計一個迷宮，如

果參與者在指定時間之內離開迷宮，便會得到武器對付 Cyberland 主人。筆者相信，強
化動機會有助增加參加者協助 Alice 返回現實的決心，而設計其他遊戲的玩法會刺激他們
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第三次實驗 
 
到了第三次實驗室的創作階段，我們都互相提點「要有一個較完整的故事」，而我們亦安

排參加者各自代入不同情緒的Alice ，用這些角色去掃描不同的QR Code，以去了解Alice
在 不同階段所遇到的事情，例如初中時父母離異、之後每個學期尾都要轉校、大學和同
房的誤會等等，而當去到尾聲時，他們亦要以自己的角色(例如是開心的 Alice 、傷心的
Alice) 去就 QR Code 的內容，說幾句話回應。另一方面，我和團隊成員會飾演「迷宮的
小鬼」，和這些 Alice 製造明顯的衝突或障礙：我們會在迷宮各處遊走，並停留在他們身
邊，以說話去催逼他們盡快完成掃瞄所有 QR Code ，否則時間一到，他們便要離開迷宮
了。衝突。    
 
就筆者所見，參加者難以進入「不同情緒的 Alice」，因為我們未有安排特別的儀式角色
(例如戴上不同顏色的帽子) ，而他們進入角式後，只是掃描QR Code，最後只說一些話去
回應 QR Code 的內容，並不需要按自己角色去做任何舉動、行為。由於他們要在指定時
間內掃描 QR Code，並要確保沒有遺漏，所以他們當時是很忙碌的，根本沒有時間以自
己的角色去思考或回應。 
 
如果再設計第三次實驗室，我們可以安排 2至 3個不同情緒的 Alice 為一組，然後他們就
QR Code 內容分享其感受，令參與者對 Alice 有更立體和深入的體驗。筆者認為，安排這
種小組合作，能使他們互相補充資料，甚至乎可以按自己的角色去分享感受，以發揮自

己角色的功能(表達自己的情緒)。如果參與者缺少了類似的步驟，即使他們只是掃瞄 QR 
Code，那就太過表面了。又，「迷宮的小鬼」可以在不同的 QR  Code 設限，令不同情緒
的 Alice 未能順利掌握到 Alice 過去的遭遇，使他們之間必須合作，以對抗這些「迷宮的
小鬼」！ 
 
總結 
 
綜觀三次實驗室的過程，雖然是科技和遊戲是重點 ，但在故事結構方面，戲劇元素也發
揮著重要作用，如果能夠強化「角色」、「目的」和「衝突」等功能，相信對參與者投入

遊戲方面，必定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最後，筆者在此鳴謝「陳玉蘭應用劇場工作室」的陳玉蘭博士，撥出時間為筆者在反思

實踐、文章撰寫過程中提供寶貴見和協助，讓筆者能夠好好梳理在 What’s Nex 過程中的
得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