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戲劇一直是一門富有創造力與想像力的藝術，而如

今，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的崛起正在為它注入新的活力。

在今年的烏鎮戲劇節中，湧現出了兩部與人工智能相關的

作品，ChatGPT在其中的一部劇裏甚至擔任了聯合編劇、

表演和翻譯等多項工作。當人工智能「站上」戲劇舞台，

它便突破了戲劇傳統的邊界，為觀眾們獻上全新體驗的同

時，也為行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林舒婕 浙江烏鎮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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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冥想般的音樂聲中，觀眾們脫掉鞋襪，爬上
一張0.6米寬的移動床，然後被一一推入位於

烏鎮洪昌弄的沈家戲園。待22位觀眾全部就位後，
身後的大門緩緩關上，燈光暗下來，音樂停止，一
把聲音在耳畔響起：歡迎乘坐由地球飛往「躺星」
的宇宙飛船，這注定是一場有去無回的冒險。我們
以光速飛行，時間約為60分鐘。

觀眾「躺平」觀演 與ChatGPT對話
由薪傳實驗劇團演出的《躺平2.0》就在這樣一
種奇異的氛圍中拉開序幕。在接下來的 70分鐘
裏，觀眾作為乘客，與人工智能「高菩提」進行
對話，了解他們即將前往的「躺星」的一切訊
息。而兩位演員則扮成宇航員的樣子，引導觀眾
們在後半程的互動與交談中，直面「躺平」的最
終狀態——死亡。
「這是一個有關圓滿、有關死亡的故事。」導演

王翀晃着兩條大長腿，坐在一堆移動床間，向香港
文匯報記者講述他的創作與思考。「『高菩提』其
實就是ChatGPT的諧音，當觀眾們前往『躺星』
時，人工智能正在以差不多每半年一次的速度迭代
更新，直至某種意義上的永生。這場『躺星』之
旅，有點兒類似海德格爾所說的『向死而生』。」
作為「新浪潮戲劇」的發起人，「80後」的王翀將

「好玩」作為自己創作戲劇的標準與前提。無論是每
場只有四位觀眾的《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我們
向何處去2.0》，還是利用視頻通話創作及演出的線
上戲劇《等待戈多》2.0版，抑或是顛覆經典的《雷
雨2.0》《茶館2.0》和《鼠疫》2.0版，對於戲劇，他
始終保持着一顆好奇心，去探索它的無限可能性。

初嘗人機合作 如「垃圾堆撿黃金」
「事實上，一年多前，我就有了讓ChatGPT參與

戲劇創排的想法，並在墨爾本的實驗工坊裏進行了
兩周的嘗試。」但王翀「非常失望」，「它無法處
理複雜的提問，你稍微問得深一點，它立即跳回一
個很套路的答案——對不起，我無法理解您的意
思。」

令王翀沒有預料到的是人工智能的發展速度。短
短兩年時間裏，GPT就從3.0升級到了4.0，在強大
的檢索能力外甚至拓展了一定的「想像力」。「3
個月前收到烏鎮戲劇節的邀約後，我決定重啟這份
嘗試，這才有了今天的《躺平2.0》。」王翀將第二
次的嘗試形容為「在垃圾堆裏撿黃金」，「它依然
會給出很多無用的答案，但偶爾的靈光乍現也會讓
人感到眼前一亮。」

想像力難取代人作詞設計有驚喜
「我印象比較深的是當我與ChatGPT探討『躺星

人會怎樣交流』時，它自己琢磨出了一個『思想網
絡』的答案，並對此作出解釋。」王翀回憶道，
ChatGPT所說的「思想網絡」有些類似於人類的腦
電波，但又具備了一定的原創度。「這已經算得上
是它最有想像力的一次回答了。因此可以看出，至
少在創造力與想像力這一塊，人工智能很難跳出框
架，去取代人的思考。」
在《躺平2.0》首場開演前的這天中午，香港文匯
報記者在沈家戲園門口長板凳上遇見背着雙肩包的
胖哥，他沒有搶到《躺平2.0》的戲票，打算來門口
碰碰運氣，此時距離晚間開演還有6個小時。「我
本身是學計算機的，對於導演如何將人工智能與戲
劇結合起來非常感興趣。」來自上海的他表示，自
己提前做了攻略，戲劇節裏有不少劇目會在開演前
為現場排隊的觀眾再放幾張票。晚間，當記者再次
與胖哥相遇時，他說自己幸運地蹲守到了入場機
會，「從我的感覺來看，人工智能在整部話劇中的
表現，並不是太穩定。有時候可能無法進行有效的
互動。」觀眾的體驗與王翀在創作端的觀察，有一
定的重合度。
不過，在譜曲作詞、海報設計方面，人工智能的
表現令王翀十分驚喜。「《躺平2.0》的主題曲——
《躺星之歌》就是完全由人工智能創作的，其中
ChatGPT與Suno AI共同承擔了作詞的部分，Suno
AI還另外擔任了譜曲的角色，最終呈現的主題曲朗
朗上口，也表達了我們的理念。綜合來看，人工智
能在整部劇裏的貢獻大約佔到了30%。」

奧地利萊因哈特戲劇學院出品的戲劇《人工智能
與亞伯》，是此次烏鎮戲劇節中另一部關注人工智
能議題的劇目。「當代社會對人工智能有很多討
論，比如技術將往什麼方向去，會給人類的生活帶
來怎樣的影響等。」作為《人工智能與亞伯》的編
劇、導演和舞台設計，比安卡．托馬斯做了一件頗
為創新的事：她讓人工智能來寫劇本。雖然在她看
來，這並不比自己創作更容易。

ChatGPT生成劇本錯漏照搬演
具體而言，托馬斯先與ChatGPT閒聊，從而了

解它的思考模式。隨後，她有意識地設置了例如
愛、戰爭、仇恨等議題，與其進行更深層次的探
討。在最終的劇本裏，有一些故事線是由ChatGPT

直接生成的，托馬斯進行後期調整。與此同時，
ChatGPT生成的一些錯誤也在舞台上被呈現了出
來，從而讓觀眾知道人工智能目前還是不完美的。
「我希望通過這部作品審視技術進步的矛盾

性。」托馬斯舉例道，她會有意識地「挑逗」
ChatGPT說出一些自相矛盾的結論。「ChatGPT
總說『我是一個沒有主觀判斷的機器算法』，但事
實上當我用英語、德語和匈牙利語向ChatGPT提
出同一個問題時，它的答案是不一樣的。換句話
說，語言背後的文化會在ChatGPT裏非常明顯地
表現出來。」
有了這次深度接觸，托馬斯明顯感受到，人工智

能與戲劇的結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比如我想
用戲劇大師布萊希特的口吻來說一件事，ChatGPT

的確會用布萊
希特的口吻生成
一段文本，但讀
起來很不通順，有
些段落甚至很奇怪。」
在托馬斯看來，人因為具有
思辨能力，更容易把文本裏的結構
和邏輯梳理出來，人工智能則不行。
除了劇本創作，如果表演者也變成人工智能

演員，會不會削弱戲劇所帶來的感動呢？對此，托
馬斯持否定的態度。不過她也表示，自己更希望看
見兩者共存——《人工智能與亞伯》就是這樣的一
部作品。「在劇中，人工智能有了困惑和掙扎之
後，會跟人類一樣，這才顯得有趣。」

▲▲《《人工智能與亞伯人工智能與亞伯》》導導
演比安卡演比安卡．．托馬斯托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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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劇作審視技術進步矛盾性

戲劇
人觀

後感
：人類「迸發」的情感才最珍貴入場觀看《躺
平2.0》卻收到脫掉鞋

襪的指令，中國新生代戲
劇導演丁一滕腦子裏頓時

「嗡」了一下。沉浸戲劇十餘年
的他可以在舞台上肆意釋放情感，

卻將雙腳視為身體最隱秘部位而「不
隨便解放」。「因為觀眾都是躺着看
《躺平2.0》，我們需要用『腳』來比劃着

與他人互動，最開始挺彆扭的，後來才慢慢
打開自己。」

人與人交流是戲劇的根本
不過，在丁一滕眼裏，正是這樣人與人之
間的互動，才讓戲劇有了獨特的魅力。「波
蘭戲劇家格洛托夫斯基曾有過一個論斷，他
說戲劇的根本特徵是『人與人之間活生生的
交流』。」丁一滕解釋道，「在最後的互動
環節，觀眾要一一談及自己的墓誌銘怎麼
寫，我說了句『戲劇牛逼』，下一個人馬上
接『丁一滕更牛逼』，雖然是一句玩笑話，
但它也是這部劇裏最有趣的地方。」

丁一滕指出，自戲劇誕生以來，它受到
過多次前沿科技的衝擊，「從早先的電
影、電視，到後來的互聯網，再到現在
的人工智能，都對戲劇產生影響，
卻無法去取代。尤其是在戲劇表演
這個層面，它永遠無法替代人與
人之間的真實的溝通，包括
《躺平2.0》，如果沒有
人的參與，純粹由
人工智能『自

導自演』，它不會變得那
麼好看。」
深度參與烏鎮戲劇節11年，丁一

滕從無人問津的「戲癡」一路升級，成
為今年「青年競演」評委會中的一員。看着
年輕的演員們在舞台上綻放光芒，感覺像是
看到了多年前的自己。
幾個月前，OpenAI宣布推出了最新版本、
可以檢測人的情緒並給予回應的GPT-4o，
《躺平2.0》中的「高菩提」即由它來扮演。
可以預見，伴隨着迭代更新，人工智能將越
來越「懂」人類的情緒，並給予積極的互
動。「即使如此，我依然堅定地站在真實的
演員這一端。」丁一滕坦言，無論人工智能
如何進化，它都只能「創造」情緒，唯有人
類「迸發」的情感，才最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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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6年開始，王

翀在相當長的一段時

間裏不使用手機，還把「無手機、

無微博、無微信、無臉書」印在自

己的名片上。無論是戲劇節的工作

人員，還是想要找他合作的同行，

抑或是對他感興趣的記者，都只能

通過一個郵箱與其聯繫。

因此，當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烏鎮

戲劇節酒會上用「人眼識別」認出

他時，差點激動得蹦躂起來。「我

現在有微信了！」王翀像個調皮的

小孩，猛地掏出手機向記者亮了

亮。

「有趣的思考」放首位
「我怕自己會控制不住想打遊

戲。」談及不用手機的理由，王翀

顯得十分坦誠，「身處信息過載的

當下，人類注意力已全盤淪陷，戲

劇是最後的底線」。為了排除干

擾，王翀甚至一度將自己的家裝修

成「停電亭」——整套房子裏沒有

鋪電，也沒有任何電子設備，就連

訪客也得遵守規則，進屋前必須將

電子設備鎖進門外的保險箱。

大眾眼裏的「行為藝術」，被王

翀用一句「好玩」帶過，正如他所

創作的戲劇，永遠將「有趣的思

考」放在第一位。「坦白講在做

《中央公園西路》以前，我也有過

票房迷思，希望某天能整出一台巡

演百場的話劇來。但當你真的做出

來了，抬頭看看巡演了數千場的

《 戀 愛 的 犀 牛 》 、 《 暗 戀 桃 花

源 》 ， 你 會 反 思 自 己 的 存 在 價

值。」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 王 翀 的 戲 劇 到 底 應 該 是 什

麼？」他問自己，然後交出了一系

列「新浪潮戲劇」的答案。「人們

認為觀看戲劇是一種集體行為，那

我就改變觀眾的人數；人們認為看

戲就是看演員演出，那我就讓演員

化 作 耳 機 裏 的 聲 音 ， 退 出 舞

台……」正如他所喜歡的歷史人物

真田幸村，「對於自己所堅定的信

念，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一個「四無」導演的堅持
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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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躺着看觀眾躺着看《《躺平躺平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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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中的投影中的「「高菩提高菩提」」由由GPT-GPT-44oo
扮演扮演。。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坐在一堆移動床裏的王翀坐在一堆移動床裏的王翀。。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舒婕香港文匯報記者林舒婕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