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演戲劇
故事高手

文 / 賈霸

林孟寰  

文壇、劇場 閃閃發亮

的

12歲時林孟寰出版了人

生第一本書，成了

作家，從那時起小說、散文、極

短篇都寫，更是個詩人，曾經以

短篇小說集《天空之門》與詩集

《美村路上》，分別入選台中市

籍作家作品集第11、12輯，與眾

多文學前輩一同躋身市籍作家之

列。上大學後，他成了導演，能

導能演，還能編劇、做舞台設

計。讓人嫉妒的是無論文學或戲

劇，他都得過獎。

對很多人來說，這些事情能

做到任何一項，都已是圓了一輩

子的夢了，但他只有23歲，還只

是個大學生，卻已擁有這許多。

很難想像，有這種成就的孩

子，會全無傲氣，而且深刻地知

道無論在文學或戲劇的路上，他

只是在起點，仍然青澀，還需要

大量的學習。

或許，這跟他做這些事的初

衷有關係。無論寫作或戲劇，他

的初衷都是說故事，「從小我就喜

歡講故事。」寫作是為了講故事，

搞舞台劇也是為了講故事，至於

作家、導演這些頭銜，得獎或不得

獎，林孟寰並不是那麼在意。

從耳聽口述到提筆寫作

他的人生從聽故事開始，小

時候聽最多的是爸媽買給他的錄

音帶，能認字後，他開始看故事

書，再大一些，爸媽就會說他們

自己的故事給他聽，兩個姐姐分

別大他11歲、9歲，所以也分擔

了一些說故事給小弟聽的責任。

上了小學，只上半天課時，

他常被當老師的媽媽帶到圖書室

去看書或畫畫，以等候媽媽下

班。「小時我不愛到處亂跑亂

玩，所以媽媽很放心地把我留在

圖書室。」在這個有上萬本圖書

的房間裡，林孟寰好像進了故事

寶山。

林孟寰說：「小時我立過一

個志願，立志把圖書室的書看

完。」書太多了，他沒看完。

「小一、小二時我就開始想

講故事了。」已聽了或看了一肚子

故事的他，試著用說或寫的方式

把自己想說的故事表達出來，「開

始時講得不好，字也寫得很差。」

十二歲就躋身作家行列

小三他轉到另一所學校的美

術班，「我又多學了一種說故事

的表達工具。」他對畫畫的喜愛

也跟媽媽很忙有關，在家裡媽媽

仍有做不完的事，林孟寰一個人

59 People 藝文新秀

44

導演戲劇的故事高手



無聊，就會去煩她，「她每回用

的招數都一樣。」他說：「撕兩

張日曆紙給我，叫我去畫圖。」

他經常把空白的那面畫完

了，就翻面再畫，這一面通常印

了一大堆字跟數字，包括代表日

期的大大的數字，「說也奇怪，

我總是會把這個大數字想像成一

座山或一個大建築，然後以它為

基礎畫出一幅畫來。」那個醒目

碩大的數字，常常融入他的畫

中，成為主元素之一。

「後來想想，無論是寫文章

或是畫圖，我都是講故事給自己

聽。」林孟寰說：「那是百無聊

賴下的一種打發方式。」

就這麼寫寫畫畫，12歲時

他發狠花了一年寫了一個長達3

萬多字的故事，「算是『女媧補

天』的現代版。」爸媽看了嚇一

跳，親友看了也都讚嘆不已，後

來爸媽找了一家出版社出版，書

名叫《彩石遺事》，他因此躋身

作家行列。

愛上戲劇的挑戰性

國中及高中是他在文學上

最多產的時期，「那時比較敢發

表。」林孟寰說：「現在就會先存

著，因為能看到自己的不成熟。」

就像釀美酒一樣，過去釀好就喝，

現在先存在倉庫裡，讓它慢慢醞

釀，慢慢修，慢慢熟成。

「老實說，文學這條路我還

在摸索。」林孟寰邊摸索，邊找

其他講故事的方式，高中時的戲

劇社團讓他又找到了一條路。

「在台中一中的日子，就是

寫小說，玩社團。」林孟寰開始

喜歡戲劇，台中戲劇活動少，所

以他常跑到外縣市去看，「我姐

那時念台南教育大學，所以台南

是我常去的地方。」他一直記得

在台南看到一齣對他很有啟發的

戲，「那是一齣黑盒子實驗劇，

現代版的哈姆雷特，穿現代服

裝，用爵士樂。」

這對他後來就讀台大戲劇系

很有影響，「本來想念電影，後

來覺得戲劇比較好玩。」

林孟寰說：「電影有7成是

靠機器操作，舞台劇絕大部分都

是要操作『人』。」人是活的，

人是有意見的，所以要掌握一群

人完成一齣戲，挑戰性及樂趣就

比操作冷冰冰的機器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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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說集《天空之門》。

2 詩集《美村路上》。

3 舞台劇《十年後請愛我》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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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生之犢的熱情與勇氣

跟文學一樣，林孟寰在戲劇

上也算早產兒。每年暑假各大學

都會有劇展，通常輪不到大一菜

鳥參加，只有做觀眾的份，但

林孟寰像個特別好奇的小孩，當

學長問他：「要不要來做個戲

啊？」他把學長的客套當真，心

裡想的唯一念頭就是：「來做

吧！」

文章可以自己寫，戲可不能

自己一個人做，林孟寰說服了班上

同學一起來，「我跟他們說劇本我

寫，導演再找就好。」當然，最終

林孟寰連導演工作都包了。

這齣戲也一樣，大一沒教什

麼專業課程，還沒上過真正的表

演課，更別說導演課了，只有劇

本難不倒他，「演大人的故事太

難，我們決定說高中的故事。」

這齣戲叫《畢業紀念冊》，說的

是高中時的事，「很文藝青年式

的作品。」

「生手做戲」很爆笑，「讀

完劇本覺得好無聊，排戲時我這

個導演也看不出來好壞，不知道

要幹嘛，也不知道自己要的是

什麼。」有次借不到場地排戲，

只好在操場排，之前連著幾天下

雨，場地很濕，「那天沒人給我

好臉色看。」

戲做出來了，「最大的收穫

是我建立了一個班底，我也知道

我要學的東西還很多很多。」他

也喜歡上導演的工作，因為，

「導演是在既有的創作下進行再

創作，要能指揮人，也要指揮機

器，很有趣。」現在他樂於擔任

導演助理的工作，「跟著老師能

學到很多東西。」

今年他大四，這幾年他還是

不停地推出新戲，東西越學越

多，戲也越來越好，「《五個同

衣女子》是一齣類似六人行美式

喜劇的戲，背景是南台灣，講台

語。」林孟寰說：「票房OK，

但反應兩極。」

享受戲劇的煎熬及痛苦

獲得第十屆青年才俊．大學

生競演戲劇節評審團特獎的作品

《十年後，請愛我》，雖是個小

情小愛的戲，但這次演出剝除四

面牆，呈現四個演員五個角色在

一個傾斜的四面台上活動，是對

於空間利用與時空轉換的一個新

嘗試。

《六度分離》是講信任與背

叛的故事，戲中男同志吻戲頗引

起驚世駭俗之議，這部戲評價也

相當兩極。

戲場演出最刺激的就是觀眾

回饋很直接，「壓力很大、很煎

熬，有時很痛苦。」林孟寰說：

「但我也很享受這種煎熬及痛

苦。」

對林孟寰來說，無論文學或

戲劇，並不只是興趣而已，它還

傳達了他關切的一些議題，以及

他對一些事物的觀點，「我關心

性別、暴力及母語，所以這些議

題都可以在我的作品中發現。」

未來，無論文學或戲劇，這

三個主題都將持續在他的作品中

出現。

未來，無論用文學或戲劇的

形式，林孟寰還要繼續講故事，

他就是愛講故事。

▲ 舞台劇《六度分離》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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