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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Violence

柏林雷寧廣場劇院《暴力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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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演出中吸菸場景為劇情需要，吸菸有害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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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雷寧廣場劇院
《暴力的歷史》

衛武營
戲劇院

演出日期 / 時間

演出地點

09.16     14:30六

09.17     14:30日

2023

改編自法國當紅作家艾杜瓦．路易的自傳小說，要了解這個故

事，我們要先回到2012年法國巴黎的聖誕節⋯⋯

聖誕派對結束後，艾杜瓦在街頭遇見了來自阿爾及利

亞的移民雷德，他把他帶回公寓，二人相談甚歡，一

切都這麼美好。但艾杜瓦洗完澡後，發現雷德偷走了

自己的手機。在質問中雷德惱羞成怒，掏出手槍威脅

艾杜瓦；最後雷德強暴了艾杜瓦後離去。這

起 不 幸 而 痛 苦 的 事 故 ， 卻 在 艾 杜 瓦 跟 妹

妹、醫院人員、警察轉述時，變成一個越

來越複雜的故事。我們要怎麼樣轉述被

害者的故事？當我們轉述的時候，是

不是也成為另一種加害者？

言語、性別、種族、歧視等各種暴力無處不在，我們今天身處

的臺灣也不例外。《暴力的歷史》則試著用一個故事，帶我們

反思暴力的發生，以及我們跟暴力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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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臺灣多翻譯成「列寧廣場劇院」，但原文其實跟俄國

人列寧毫無關係，而是一個布蘭登堡的地名。後來歌德學

院統一翻譯成「雷寧廣場劇院」。儘管歷史不及其他劇院

悠久，才成立半世紀左右，但已有多部精彩製作，在德語

劇壇享有重要地位。曾經被引進臺灣的製作包括《茱莉小

姐》（國家戲劇院，2017）、改編文學作品的《同情的

罪》（臺中歌劇院，2018）等。

小知識

《茱莉小姐》

《同情的罪》

延伸觀看

德國？俄國？傻傻分不清楚的

「柏林雷寧廣場劇院 Schaubühne Berlin」

文學Ｘ戲劇 當歐洲劇場界
當紅作家艾杜瓦．路易遇上
當代名導演歐斯特麥耶――

歐斯特麥耶艾杜瓦・ 路易

1992年生，法國作家，以出
版自傳小說為主，非常年輕就
享負盛名。

真名是艾迪・貝爾格勒（Eddy 
Bellegueule），第一部作品
就叫《跟艾迪了結》（The End 
of Eddy），翻譯超過20種語
言，獲得極大的成功。

1968年生，德國劇場導演，
精通德、法、英語。

32歲當上柏林雷寧廣場劇院
（Schaubühne Berlin）藝術
總監至今，是當代最知名的
歐洲劇場導演，作品入選柏
林戲劇節高達六次，是獲獎
無數的導演。

他的書寫經常來自創傷經驗，
關注暴力、不平等、身份認
同、性別認同等議題。

導演風格以強而有力的視覺為
主，常加入多媒體、身體表演
等元素。

也積極參與政治及LGBTQ議題
的討論。

很在乎呈現劇本的精髓，曾搬
演莎士比亞、易卜生、契訶夫
等劇作名家的經典作品。

他是 

←

了不起的是 
←

行走江湖
最大特色是

除此之外，他 

←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6MHQ5s-X7s
https://youtu.be/DYyBlC0T55E


C
ue to Youths

autum
n / w

inter

秋

冬

柏
林
雷
寧
廣
場
劇
院
︽
暴
力
的
歷
史
︾

04

「對方沒有說不
要，那意思就是
我可以觸碰、親
吻或發生性行為
吧！」

「我跟他說如果
他與我分手，我
就殺了他，但只
是講講而已沒關
係吧！」

「 他 講 的 話 真 的 太
讓 我 生 氣 了 ， 我 只
是 想 要 他 離 開 我 的
視 線 ， 才 隨 手 推 開
他 ， 誰 知 道 他 的 頭
就 撞 到 牆 了 ， 但 我
不是故意的啊！」

「國中好朋友跟國文老師常
常放學偷偷見面，最近她在
社群上分享了老師對她做的
事，文末加上 #metoo。我
一直以為她是真的喜歡
他，難道可能不
是嗎？」

你知道嗎，暴力的形式可以有很多種……

面對代替逃避

從《與艾迪了結》到《暴力的歷史》，
艾杜瓦．路易的寫作經常探討自己的創
傷經驗，他曾說：「我要成為一個書寫
暴力的作家。你越去深入談論暴力，你
越有可能去消除(undo)暴力。」

你能分辨什麼是暴力行為嗎？（可複選喔！）

「我只是把對方
的頭 key 上假的
A片上，反正不
是真的，所以沒
關係吧？」

如果你發現有兒童、少年、老人、身心障礙者、女性遭受不當對待，或你本身正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等情
事，請撥打「113」24 小時全天候專線，聽語障人士可以使用簡訊或線上服務，由專業人員提供諮詢、通報、轉介等
服務，一切資訊將循保密原則，請安心撥打。請記得，你不用獨自面對問題，社會上有很多資源和機構希望為你提供
支持和協助。尋求協助是重要的第一步，你有權力獲得保護和幫助。

2019 年後在社交媒體上出現的標籤，鼓

勵遭受性侵犯或性騷擾的受害人分享她們

的經驗，讓社會正視暴力議題。透過網路

的串連，#MeToo 在全球各地形成巨大的

影響，促發有關性別暴力的討論。

創傷經驗

創傷經驗是心理上和生

理上超越了人們承受範

圍的事件，即使事件已

經結束，但仍然對當事

人造成長久的影響，他

們可能會持續感到害

怕、無助、恐懼或悲

傷。不少文學、劇場和

電影作品都從創傷經驗

出發，探討心理、社

會、情緒、階級、種族

等造成的創傷。

《陰道獨白》

美國劇作家伊芙．恩
斯勒的戲劇作品，探
討女性面對的創傷、
性 別 暴 力 等 議 題 ，
1997年獲奧比獎最
佳劇本獎。

《此生，你我皆
    短暫燦爛》

越南裔美籍詩人王
鷗 行 的 書 信 體 小
說 ， 回 溯 移 民 家
庭、戰爭、逃難、
性與成長的議題。

《感傷之旅》

2019年臺南藝術節
由「再拒劇團」演出
的作品，以夢境與現
實的拼貼方式，表現 
#MeToo事件中受害
人的創傷經驗。

連連看



C
ue to Youths

autum
n / w

inter

秋

冬

柏
林
雷
寧
廣
場
劇
院
︽
暴
力
的
歷
史
︾

05

文學改編作品搬到到舞台有什麼難度？
・ 這本書好長，變成演出可能要演很久很久很久很久⋯⋯
・ 這些抽象的描寫，要怎樣轉化成舞台、服裝、道具、燈光等舞台元素？
・ 角色有大段內心思考和獨白，全部唸出來會不會太多？

Anonymous

把原著小說的核心主題和情感，透過視覺、聲音和表演元素呈現在舞台
上，遠比想像中困難，但劇場提供了跟文字閱讀完全不一樣的感受！

Thomas Ostermeier

什麼是第四面牆？

Anonymous

劇場演出中，演員和觀眾之間有一道想像的界線。演員假設觀眾不存
在，觀眾也假設演員看不見自己，是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但我很常在
演出中打破第四面牆，像是讓演員使用麥克風直接跟觀眾對話，創造
「疏離效果」來讓觀眾思考，嘿嘿！

Thomas Ostermeier

演出當下，演員直接看著觀眾或跟觀眾說
話，創造喜劇效果、親密感，或乾脆提醒觀
眾「欸～你們正在看戲！」

小知識

什麼是「打破第四面牆」？

除了增強聲音和視覺效果，也為觀眾創造疏離效
果或提供多重視覺。觀眾一方面看著舞台上的演
出，另一方面透過麥克風和錄像聽到或看到其他
平常難以觀察的細節，更完整地呈現作品的主題
和內容。

為什麼戲裡會出現「麥克風」和「錄像」？

一種戲劇和演出的技巧。平常看演出時，我們多半會完全忘卻自己的身份，沉浸在故事和情節中，但當我們發現「眼前是一個演出，而我們正在看戲」時，就會進一步思考：為什麼作品這樣呈現角色？為什麼要以這個方法說出這個故事？作品跟我們身處的生活和社會有什麼關係？　　　是一種引發觀眾思考與後續討論的小技巧！

什麼是「疏離效果」？

＊註：「疏離效果」最早由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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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歷史》探討了性暴力、移民、權力結構等議題，不少
藝術家也會透過戲劇、文學、音樂、電影或遊戲等方式，探討
他們關心的議題和事件，以情感、具想像力和創意的方式與觀
眾對話。

透過流行音樂把
過去的事件與現
今的狀態串連起
來，促使大家反
思社會上的性別
暴力。

藝術作品

手法特色

葉永鋕事件

歌曲
《玫瑰少年》

延伸觀看

以校園暴力為主題
的電視劇，呈現被
霸凌者與身邊同學
的關係，探討悲劇
是如何一步一步發
生的。

藝術作品

手法特色

校園霸凌

劇集
《漢娜的遺言》

延伸觀看

以 2017 年失聯移
工阮國非案切入，
探討移工在臺灣面
對的生活和歧視。

手法特色

越南籍移工
阮國非案

紀錄片
《九槍》

藝術作品

延伸觀看

想想近期有哪個社會事件特別引起你的注意？試著用藝術的方式

表達你的感想或感覺吧！

小試身手

找 一 首 歌 詞
能 呼 應 這 個
事 件 的 流 行
歌 ， 試 著 唱
唱看。

唱
歌

想想這個事件裡的人

會有哪些情緒，試著

將 情 緒 帶 入 自 己 身

上，用肢體表現出你

的感受（配一首歌試

試看？）

跳
舞

把你對這個事件的
觀點、心情、想法
統統寫下來吧！

文
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eOq6MWeUXA
https://youtu.be/3yKaCnYe5zs?feature=shar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pt3zhu5f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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