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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多媒體」，很多人自然會聯想到電腦及數碼科技，而「多媒體劇場」一

詞更經常被用作形容一些應用錄像投映、先進燈光或音效等劇場技術的演出。此

類作品的視聽效果一般比較突出，但如何運用這些創新元素去跟傳統的表演形式

作有機契合，而非只用作宣傳或演出上的綽頭，往往是對創作人及表演者的一大

挑戰。即將於本年度澳門藝術節上演的以色列節目《同床異夢》，就被歸類為「多

媒體舞蹈劇場」，究竟這個演出有幾多媒體？有多創新？還是只是另一個不甚了

了、偶有錄像穿插的現代舞作呢？ 

 

其實在劇場內運用影像投映配合現場表演並非新鮮事，早於電影發明後不久，已

有藝術家在舞蹈演出中以放映機把電影影像投放到背景之上。19 世紀初奧地利

歌劇大師華格納（Richard Wagner）提出的完全劇場（Total Theatre）概念，更認

為要提昇觀眾的美感經驗，表演藝術家應盡量融合各式技術跟演藝元素，於劇院

內製造幻景，令觀眾渾然忘我、全情投入作品世界，而活動影像如電影及錄像自

然大派用場。 

 

可是回到「多媒體」的概念上，當代劇場演出哪個不是多媒體的呢？演者的身體、

劇院內的燈光、揚聲器與擴音系統，都是獨立的傳意媒介，只是我們早已習慣了

它們的存在，而且它們往往都能有機地跟表演緊扣，因此平日在劇場看演出時大

家都不以為然。直到錄像媒體的普及，我們好像才恍然悟到原來劇場可以與其他

媒介互動而呈現更多的可能，所以在過去的二、三十年間，錄像投映無論在戲劇

或舞蹈演出中也越來越常見，「多媒體劇場」比比皆是。 

 

《同床異夢》的演出當然少不免眩目的數碼影像設計與投映，但這個由燈光設計

師尤然．摩勒（Uri Morag）與編舞約南．卡爾米（Yoram Karmi）共同創作的舞

蹈，除錄像以外，還巧妙地用上了不少燈光變法及操控人偶互舞，演繹出一段段

迷離關係，而非如一般只加插了錄像元素就自稱為多媒體劇場的演出。 

 

這場不足四十五分鐘的舞蹈，雖然沒任何說話對白，但透過舞者與多媒體光影互

動，效果有時更勝千言萬語。演出初段一男兩女舞者輪流上場，在舞臺上那大約

六十度直立的床上翻來覆去，跟投映在床上的影像有機配合，把各人的想像或夢

魘有效地以視像化呈現出來。到了演出中段，舞者起床走到一面大鏡前，鏡中的

映像由面前舞者的反映，慢慢變成鏡內另一人的形象…… 

 

這個特別的效果其實並不是用上了什麼最新科技，背後的原理很簡單，因為那並

不是一面真正的鏡子，而是一塊類似單面反光鏡的透明片。當鏡之反光面那邊的



環境光度較鏡面背後的強，那整塊透明片便與鏡子無異；但當鏡後的光較強，整

面「鏡」就會變得透明，因此觀眾就只會看到站在鏡後空間的舞者。雖然此裝置

只運用了極簡單的物理原理去設計，但配合鏡前鏡後的燈光變化，當中產生的神

奇視效，疑幻疑真，與前述的床上投映有過之而無不及。 

 

很多時候創作人為了增強演出效果而扭盡六壬，引入最新科技，但有時回到基

本，用上簡單的光影組合，只要運用得宜，同樣可以令觀眾耳目一新。《同床異

夢》就是一個很好的例子：縱使沒有高科技大型裝置，但只要各樣舞臺元素／媒

體用得其所，整個作品依然流暢可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