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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剧场化+与*再总体化+

!!!&( 世纪早期日本巡演剧团对西方戏剧%再活性化&进程的历史影响

高!洋

摘!要# 从 "#+ &( 世纪之交到 &( 世纪 )( 年代#先后有三个日本巡演剧团在西方众多国家展开了大范围长时间的公演#
其舞台演出在各个层面上所体现出来的%剧场性&与%总体性&特质给西方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尽管西方人对日本巡
演剧团舞台演出的接受不免带有某种%)误*读&的色彩#但是这种%)误*读&无疑具有一种积极的%自我确证性&#因为它
有力地强化与坚定了富有革新精神的西方戏剧人通过%再剧场化&与%再总体化&的手段来%再活性化&西方戏剧的理想
与愿景#并为此提供了可行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 再剧场化$!再总体化$!剧场性$!总体戏剧$!日本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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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 "#-&( 世纪之交到 &( 世纪 )( 年代'先后
有三个日本剧团!!!川上剧团!-花子剧团"

和筒

井剧团
#!!!在美欧洲诸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巡演

活动+ 在整个海外巡演期间'这些日本巡演剧团
的舞台表演不断掀起轰动性的热潮'并引发了从

普通观众到艺术界人士的广泛的西方公众的热烈

讨论和品评+
日本巡演剧团在西方进行海外公演的 &( 世

纪早期正是西方戏剧经历深刻变革的历史时期+
由于对 "# 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写实主义戏剧
传统日渐陈旧僵死的舞台呈现方式愈发感到不

满'一些富有革新精神的西方先锋戏剧人开始有
意识地从东方世界的戏剧样式与传统中寻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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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剧场化&与%再总体化&

够再次激活西方戏剧的灵感与启示+ 在众多的
东方戏剧传统中'以能剧和歌舞伎为代表的日
本传统戏剧由于在美学精神和形式技巧上的独

特秉性'受到了众多西方革新戏剧人的格外青
睐与关注+

三个日本巡演剧团在西方舞台上的出现让一

些西方先锋戏剧人感到格外兴奋与振奋'这是因
为通过接触这些剧团的舞台演出'这些西方戏剧
人再一次强化了这样一种信念'即日本戏剧的美
学思想和形式特征有助于铺就对西方戏剧进行

%再活性化&的两个具体路径$%再剧场化& (83C
A-3=A8;4=:;,=A;.5)与 %再总体化& (83CA.A=:;,=A;.5)+
%再剧场化&与%再总体化&分别对应着西方革新
戏剧人努力使西方戏剧重新变成%剧场性戏剧&
(A-3=A8;4=:A-3=A83)与%总体戏剧&(A.A=:A-3=A83)的
理想+

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剧场性戏剧&还是
%总体戏剧&'正如田民( ;̀=5 J;5)所指出的那样'
这些概念作为 &( 世纪早期欧洲现代主义艺术思
潮与运动在戏剧界的一种理念化体现'它们被建
构出来的主要原因乃是针对自 "# 世纪以来占据
欧洲舞台核心的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的美学与实

践原 则 的 一 种 % 反 动 的 置 换 & ( 83=4A;.5=:
6;*O:=43N35A)+ 它们在本质上是%地方的(欧洲
的)&'而不具有%普世性& ( ;̀=5 ))+ 因此'当西
方人带着这样的欧洲中心式的概念去面对日本戏

剧这样的异质戏剧传统时'他们对于日本戏剧的
接受并不是在诞生这种戏剧传统的历史文化语境

中去体认与理解其形式与美学上的特征'而是在
一种貌似%普世的&实际上却是%非历史的东方主
义式&(=-;*A.8;4=:M8;35A=:;*A)的视角下'对日本戏
剧的%真实性&进行一种肆意的文化想象(")%)+

尽管如此'这种文化误认在某种意义上又可
以被视为一种具有建设性作用的 %(误) 读&
0(N;*);5A38O83A=A;.51+ 这是因为通过日本巡演剧
团的演出'西方戏剧人看到了从日本戏剧的美学
思想和形式特征中寻找有效的方式与路径来改

革西方戏剧的可能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
方公众在日本巡演剧团舞台演出的各个层面上

所发掘出的种种%剧场性&与%总体性&特质对西
方戏剧的%再活性化&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历史
影响+

一$ 戏剧的*再剧场化+与日本巡演剧团的
*剧场性+

!!"#(Y 年'德国戏剧理论家乔治,福克斯
(e3.8<39/4-*' "'%'!"#Y# 年)首先提出了%戏
剧的再剧场化&(9/4-*&')这个口号+ 对于福克
斯来说'%再剧场化&被理解成一场%戏剧革命&'
其目的在于%为戏剧创造一种新的空间'一种新
的表演'结束(戏剧)对文学的依赖'将音乐和音
乐性的创作原则重新引入到(戏剧中)&(&#)+ 就
某种意义而言'福克斯的%再剧场化&理念代表了
一些西方先锋戏剧人的一个核心关切$ 如何恢复
西方戏剧已经失落的剧场性+

由于%剧场性&(A-3=A8;4=:;AI)这个概念的意涵
的复杂性与流动性'殊难对其给出明确的界定+$

然而'如果放在兴起于 &( 世纪初的西方戏剧现代
主义运动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那么%剧场性&
这个概念则被赋予了一种更为切实的意愿'那就
是对写实主义戏剧的背离与反叛+ 对于那个时代
西方的戏剧革新者而言'写实主义戏剧最可诟病
之处有两点$ 一-对于人类的身心活动及其所处
的外在环境的幻觉式的表象*二-为了实现第一点
而过于依赖文学文本(剧本)+ 作为写实主义戏
剧的反题'一种%剧场性戏剧& (A-3=A8;4=:A-3=A83)
被构想了出来'与%再现的&写实主义戏剧相反'
它是一种%表现的&戏剧形式'摆脱了对现实生活
的照相式的模仿+%

更重要的是'%剧场性戏剧&不
会允许其自身从属于文学文本'&

而是要保持其

固有的艺术本体性''
亦即%舞台性&(*A=<3=P;:;AI)

(X=?;*=56 >.*A:3+=;A&")+ %舞台性&也可以被
称为%表演性& (O38@.8N=A;?;AI)'它将戏剧定义为
一种基于表演者在舞台上的身体表现而不是文学

文本的表演艺术'(
而戏剧表演者的身体则被视

为实现%剧场性戏剧&的%舞台性a表演性&的最重
要的工具与媒介+ 对于%剧场性戏剧&来说'身体
应该是%去文本化& (63CA31A/=:;,;5<)的'这意味着
戏剧表演者的肉体不应该仅仅服务于剧本中虚构

人物的物质具象化'而应该是一种自足性的
存在+)

如果从%剧场性&这个概念在西方现代主义
戏剧运动历史语境下所具的特殊意涵出发'那么
会很容易想象出%再剧场化&这一诉求的终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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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于建立一种%摆脱了文学的枷锁'具有自主
的艺术形式'并不模仿实际存在之现实的戏剧&
(9;*4-38CK;4-A3""$)+ 进一步而言'在舞台表演
这一层面'%再剧场化&又蕴含了%反言语& (=5A;C
?38P=:)的意味'这一点主要针对的是西方写实主
义戏剧的舞台表现中文学性与言语性之间的密切

关联+ "# 世纪以降'伴随中产市民阶层在西方社
会的兴起'戏剧变得愈发关注于普通人的日常性+
在舞台呈现上'相较于身体表现(动作与运动)'
各种形式的言语表达(独白-对话)被认为更适于
对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心理状态进行白描+ 正因为
如此'在写实主义戏剧的舞台呈现中'身体表现被
渐渐地从表演者的演技手段库中剥离出来'写实
主义戏剧的舞台也因此沦为了传递言语(文学)
表达的媒介+ 言语(文学)在写实主义戏剧舞台
呈现中所占据的这种优越性地位成为一些有改革

志向的西方戏剧实践者与批评家激烈批判的对

象'同时也是他们宣称西方戏剧已经衰落的原因
所在+*

正如费舍尔 李希特(B8;]=9;*4-38CK;4-A3)所
指出的那样'在%言语凌驾于其他符号系统的绝
对优越性&在 &( 世纪早期的西方几乎已经触发了
一场%文化危机&(%&)的历史背景下'对于西方戏
剧的%再剧场化&来说'一个最为急迫的任务就是
打破言语(文学)元素在舞台表象中的垄断地位+
而这种打破需要借助于一系列非言语(文学)性
手段'其中各种形式的身体性手法与技巧的导入
则扮演了核心角色+ 事实上'%再剧场化&所倚赖
的这种反言语(文学)路径意味着戏剧表演功能
的一场深刻变革$ 通过%再剧场化&的过程'西方
戏剧的舞台呈现将会从 %指示性的& (83@3835C
A;=:)!!!仅仅充当文本a文学意涵的能指!!!转
换(回归)到%表演性的&(O38@.8N=A;?3)'从而确立
一种真正的戏剧本体性+ 如果想要找回这种%表
演性&'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要恢复演员表演中
的%身体性&(O-I*;4=:;AI)+

从 &( 世纪初开始'为了革新西方戏剧'一些
西方先锋戏剧人从西方文化传统之外的戏剧形

式'特别是远东戏剧中获得了重要的灵感与启发+
在各种远东戏剧传统中'日本戏剧对于那些致力
于%再剧场化&西方戏剧的戏剧革新家而言'具有
格外的意义与魅力+ 在日本传统戏剧的诸体裁
中'不同于 "# 世纪的西方学者主要从文学的角度

研究能剧的做法'+,-
身处 &( 世纪早期现代主义思

潮中的先锋戏剧人似乎更加关注歌舞伎的舞台呈

现+ 在这些西方戏剧人看来'歌舞伎在本质上是
一种%表演戏剧&(=4A;5<A-3=A83)++,.

在歌舞伎的舞

台演出中'歌舞伎演员身体表现力的强度之高已
经使这些演员更接近于%运动员&'而不是戏剧表
演者+ 法国的一位歌舞伎研究者就直言$%总之'
(歌舞伎)演员是通过他们的身体行动的+ 因此'
和舞蹈演员的情况相似'他们(歌舞伎演员)其实
是运动员+ 对于身体的训练是这些演员艺术培养
的基础+&(J=IP.5 Z")

虽然在整个海外巡演期间'三个日本剧团都
有意识地通过广告宣传等方式将自己包装成正统

的歌舞伎剧团'但事实上'这些剧团的成员既没有
作为正统的歌舞伎演员登台演出的经历'也没有
在歌舞伎任何演员流派的训练传统中接受过系统

的演技训练+ 即使如此'在日本剧团的舞台作品
中确实能够发现一些歌舞伎演出所特有的表现特

征与手法'例如在演员的表演方式中采用了歌舞
伎演出中的%型&(]=A=)和%见得&(N;3)等表演技
术*另外'在舞台建筑样式与人员构成的选取上同
样也保留了歌舞伎演出中的某些代表性元素(例
如花道与女方)+ 所以'即使日本国内外始终有
声音质疑三个日本剧团的舞台演出是否能够代表

真正的歌舞伎传统'+,/
但是这并不妨碍西方公众

将这些剧团的演出视为能够传递日本传统戏剧实

质精神的媒介'并且从其中%发掘&出某些%剧场
性&特质+ 举例来说'当筒井剧团在柏林巡演时'
一位当地的剧评人曾经这样评价剧团的演出$

由于缺乏关于日语的知识"对我们
而言"言语$在筒井剧团演出中%的作用
几乎为零# 可是"观众却彻底地被舞台
上的行动所折服"迷恋于那些强烈的印
象#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表演中体
验到了纯粹的剧场性之物# $'e9;(D3$
15&#*D3,5 #%

从这段评论中可以看出'尽管是言语上的障
碍将西方观众的注意力导向了筒井剧团舞台表现

中演员的身体性演技'但不可否认的是'日本剧团
演员表演风格中这种鲜明的身体性导向对于一些

西方先锋戏剧人来说却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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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例如'梅耶荷德就曾高度评价过贞奴表演中
的身体性特征+ 在 "#(# 年的一次演讲中'当谈到
Z 年前观看川上剧团演出时贞奴的身体演技的简
约性与样式性给其留下的深刻印象时'梅耶荷德
表示$%贞奴在舞台上揭示了何为真正的样式性$
一种经济地使用身姿动作来展示总体构成所有美

感的能力+&(^A62;5 ;̀=5 "'&)在贞奴的样式化
身体演技中'梅耶荷德确认了其所构想的%样式
化戏剧&(*AI:;,36 A-3=A83)所需的身体表现的基础
原则!!!经济型与准确性++,0

同样地'在 "#)( 年
于巴黎观看筒井剧团演出时'最使梅耶荷德印象
深刻的是%(筒井剧团的)演员那极具表现力的身
体技术与强度'它们效果惊人地将简单的戏剧情
境演绎得极富戏剧性& ( ;̀=5 "'Z "'')+ 筒井
剧团演员的表演所展露出的高度身体技艺显然激

发了梅耶荷德从歌舞伎演员表演传统中寻求启示

的欲望+ "#)" 年 " 月 "$ 日和 )" 日'梅耶荷德两
次与参加苏联剧作家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
([*3?.:.6 [;*-53?*]I' "#((!"#$" 年)的剧作"最
后的决战#('3$4,*/N$D(*(K$B,//;$)排练的剧组成
员座谈+ 在这两次谈话中'梅耶荷德反复提醒剧
组成员要以歌舞伎演员为模范'要求他们学习歌
舞伎演员在表演中如何爆发出激情与强度

( ;̀=5 "'')+ 可以说'日本巡演剧团演员表演中
所流露出来的强烈身体性确实为梅耶荷德这样的

西方先锋戏剧人反思一种戏剧形式需具备何种特

质才能被称为%剧场性戏剧&这一问题提供了宝
贵的契机+

此外'在实践的层面'三个日本剧团的海外公
演之旅确实介入了 &( 世纪早期西方戏剧的%再剧
场化&进程+ 在这里'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具体的
例证来说明日本巡演剧团演员的表演如何刺激与

加速了西方戏剧的%再剧场化&进程+ 当筒井剧
团于 "#)( 年 "( 月在柏林巡演时'德国戏剧评论
家弗里茨,恩格尔(98;A,B5<3:)在报上发表了一
篇评论+ 在这篇评论中'恩格尔认为自从川上-花
子和筒井三个日本巡演剧团于 &( 世纪初陆续登
上德国舞台后'德国戏剧已经从这些剧团的演员
表演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作为这种学习的结果'
德国戏剧的表演风格已经变得像日本戏剧那样

%身体化&了+ 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德国戏剧演
员在掌握高难度身体技巧上所取得的惊人进步

中$ 如今他们已经能够%跳跃-舞剑战斗以及做出

各种夸张的姿势& (B5<3:%)+ 恩格尔认为这种
强烈肉体性的获得使德国的戏剧演员与那些经过

高强度身体训练的杂技演员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了+ 在恩格尔看来'由于德国戏剧演员表演中的
这种肉体性回归'德国戏剧明显变得更加%剧场
性&了'而这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日本巡演剧
团演员的身体性演技的示范性作用+

二$ 戏剧的*再总体化+与日本巡演剧团的
*总体性+

!!在%再剧场化&之外'对西方戏剧进行%再活
性化&的另一条可行路径就是%再总体化& (83C
A.A=:;,=A;.5)'其目的是使西方戏剧重新恢复到一
种%总体戏剧& (A.A=:A-3=A83)的状态中去+ 尽管
针对%总体戏剧&这个概念有过一些定义的尝
试'+,1

但是仍然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能够囊括

这个概念所蕴含的丰富多样的意涵+ 尽管如此'
如果我们试着去追溯这个概念在西方戏剧史上的

起源与发展的过程'我们仍然能够较为清楚地勾
画出 &( 世纪早期的西方戏剧革新者所理解的%总
体戏剧&是一种什么样的戏剧形式+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德国著名的作曲家和戏
剧导演理查德,瓦格纳(W;4-=86 c=<538' "'")!
"'') 年)在%总体戏剧&这个概念的起源与发展历
程中扮演了先锋者的角色+ 在出版于 "'Y# 年的
两部著名长篇论文!!!"艺术革命#与"未来的艺
术#中'瓦格纳提出了一个名为 %总体艺术&
(e3*=NA]/5*A+38])的概念+ 借助这个概念'瓦格
纳展示了一种抱负'那就是重新将诸种艺术!!!
音乐-文学-舞蹈与动作!!!联合起来+ 在瓦格纳
看来'古希腊戏剧曾经是一种融合了多种艺术类
型的戏剧表演形式+ 然而'随着音乐和舞蹈等艺
术形式被从舞台表演领域中剥离出来'西方戏剧
在其后的发展历程中逐渐丧失了总体性+ 文艺复
兴时期'古希腊文化所具备的总体性特质被重新
发掘出来'这为瓦格纳思索如何恢复戏剧艺术的
总体性奠定了思想基础++,2

在瓦格纳之后'陆续有一些西方戏剧人和艺
术家对%总体戏剧&这个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与瓦格纳相似' 法国诗人斯特凡 , 马拉美
(FApO-=53J=::=8Np' "'Y&!"'#' 年)也构建了自
己的%总体艺术&观+ 在马拉美看来'%总体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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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一种戏剧形式'它%包含了舞蹈-音乐-诗
歌'还有哑剧-布景以及所有戏剧所需的艺术形
式&(\:.4] #))+ 瑞士戏剧理论家和舞台美术家
阿道夫,阿庇亚 (Q6.:O-3QOO;=' "'%&!"#&'
年)则%尝试按照音乐形式的秩序来整合舞台表
现的各种视觉层面'以此来拓展瓦格纳式的音乐
与戏剧的结盟&(b;8PI11;)+ 对于阿庇亚来说'表
演者韵律性的身体运动在他所构想的%总体戏
剧&中占据了核心位置+ 而法国戏剧理论家安托
南,阿尔托(Q5A.5;5 Q8A=/6' "'#%!"#Y' 年)提
出的著名戏剧概念!!!%残酷戏剧&( -̀puA8363:=
D8/=/Ap)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总体
戏剧&'这是由于它致力于使%所有表现手段都能
被舞台表现所利用& (Q8A=/6 )#)+ 对于阿尔托
而言'%残酷戏剧&的目标在于用一种%造型性语
言&!!!依托于人类身体表现中的肉体造型
感!!!来取代戏剧表演中的 %言语性语言 &
(""))+

通过上述对%总体戏剧&这个概念的起源与
发展的历史性考察'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关于%总
体戏剧&的诸多构想都包含有一种共通的倾向'
那就是强调表演者的身体性表现之于%总体戏
剧&的重要性+ %总体戏剧&原则上应该囊括各种
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段'但是'在西方戏剧改革者所
构想的%总体戏剧&的舞台表现中'与文学息息相
关的文本a言语性元素似乎却处于较为边缘与次
要的位置+ 有学者甚至直言不讳地将%总体戏
剧&称为一种%反文学戏剧&(佐藤正紀 "%&)+ 而
使%总体戏剧&染上这种反文学色彩的主要原因
还是对写实主义戏剧的强烈反叛意识+ 正如前文
所论述的那样'写实主义戏剧的舞台呈现过于聚
焦于通过各种言语表现来揭示文学文本(剧本)
中所描绘的人物心理与情感活动+ 文学a言语元
素在写实主义舞台表现中的这种一家独大的地位

严重弱化了演员的身体表现和其他舞台构成元素

的作用'从而使写实主义戏剧沦为一种%部分戏
剧&(O=8A;=:A-3=A83)(小島達雄 "Y")+ 与之相反'
%总体戏剧& 则是一种 %完全戏剧& (4.NO:3A3
A-3=A83)(\=88=/:A$Y&)'尽管对于 &( 世纪早期的
西方戏剧革新者来说'一种戏剧形式获得%总体
性&和%完整性&的先决条件是悖论性地大幅降低
文学a言语性表现在戏剧演出中的存在地位+

在一些西方人看来'能剧和歌舞伎这样的日

本传统戏剧样式体现出了典型的%总体戏剧&特
征+ 对于能剧'尽管一些西方学者和艺术家主要
从文学的角度来对其进行研究'但是他们也发现
了能剧在表演层面所具有的总体性特质+ 例如'
费诺罗沙特别指出能剧的演出具有一种所谓的

%乐剧&(J/*;]68=N=)性'这种特性将诸如假面-
舞蹈-音乐与合唱等元素综合囊括到能剧的舞台
演出中+ 费诺罗沙还将能剧与古希腊戏剧进行了
对比'而古希腊戏剧长久以来被视为%总体戏剧&
在欧洲古代戏剧传统中的典型范例+ 同样地'爱
尔兰著名诗人和剧作家威廉,叶芝 (c2\2
S3=A*' "'%$!"#)# 年)之所以如此迷恋能剧'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能剧的舞台演出中发现

了一种诗-音乐与舞蹈的和谐融合(S3=A*&&"
&)Z)+

对于那些从来不从文学视角理解歌舞伎的西

方戏剧革新者来说'歌舞伎在舞台演出层面上的
总体性是不言自明的+ 例如'俄国著名的戏剧和
电影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 F38<3;B;*35*A3;5'
"'#'!"#Y' 年)!!!其广为人知的%蒙太奇&理论
的创建据说就从对歌舞伎演出的研究中得到启

发!!!就将歌舞伎的舞台表演称为一种包含了
%声响 运动 空间 话语& 的 %一元综合体&
(N.5;*A;435*3NP:3) (B;*35*A3;5 &()+ 而美国剧
作家保罗,格林(>=/:e8335' "'#Y!"#'" 年)曾
经就歌舞伎表演的总体性特质有过如下的评价$

歌舞伎正是我所期望见到的那种纯

粹的表象戏剧艺术# (..)$在歌舞伎
演出中%戏服的颜色何其华丽"舞蹈!哑
剧和音乐的运用何其精妙/ (..)在
歌舞伎中我第一次发现了所有的元素"
所有用于舞台创作的有机的和无机的材

料# $ e8335" + 8̀;P/A3A. A-3 b=P/];
-̀3=A83, L"%

对于格林来说'歌舞伎无疑是其所构想的
%交响戏剧& ( FINO-.5;4X8=N=)+,3

的一种日本化

体现+ 正如有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歌舞伎演
出对于西方戏剧人的强烈影响来自其所具有的

%总体旋律&'而这正是西方戏剧的剧作法所不具
备的(塩谷敬 &$!&%)+

正如一些西方人声称在日本巡演剧团的舞台

,#(,



%再剧场化&与%再总体化&

呈现中发现了%剧场性&特质'某些西方人同样在
三个日本剧团的演出中找到了%总体戏剧&的表
征迹象+ 事实上'这些西方人主要在演员的表演
和舞台演出整体风格两个层面上'体认到了这些
总体性特质+

首先'在演员的表演这个层面上'正如一些西
方先锋戏剧人主张身体性表现在戏剧演出中的恢

复是实现%剧场性戏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
条件'他们同样认为人类的身体性展示是戏剧表
演能够获得总体性特质的基础+ 正如法国戏剧演
员-导演让 路易斯,巴洛(_3=5CK./;*\=88=/:A'
"#"(!"##Y 年)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当人类(在
舞台上)孤身一人不被任何事物所环绕时'他才
能够凭借所有身体性表达手段四处游走+ 而这已
经是一种总体戏剧& ($Y$)+ 这清楚地表明一种
戏剧形式的总体性首先体现在它的表演者的总体

性上+ 换句话说'%总体戏剧&需要一种%总体演
员&(A.A=:=4A.8)'这种%总体演员是一种受过严格
训练的演员+ 他已经习得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使
用自己的声音-四肢与面孔'用一种别致的风格来
处理 重 要 的 事 物+ 他 是 一 名 超 技 大 师 &
(>8.5]."'#)+ 也就是说'%总体演员&在身体表
现上的多才多艺性与超技性可以被视为戏剧总体

性在人的层面上的具体体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人在日本巡演剧团

演员的表演中所发现的高度身体技艺性正是这些

剧团舞台演出总体性的一个重要面相+ 例如'针
对川上剧团的演员'一位美国评论家认为他们
%不仅展示了何为日本式的演技'更是将它的技
巧性完美地体现了出来& (%QP./AX8=N==56
MO38=& #)+ 面对川上剧团演员表演中显露出的
富有高难度技巧的身体表现'一位波兰评论家这
样评论道$%这些日本演员同时还是杂技演员+
他们是至高无上的超技大师+& (b.534,5I)Z&)
至于花子剧团'一位评论家特意表扬了剧团男演
员们%完美的剑术和柔术& (%_=O=53*3Q4A83**H*
F/443**& ))+ 而在见识了筒井剧团演员身体表
演的多才多艺性之后'一位评论家发出了这样的
感叹$

在日本"一个戏剧演员必须也是一
个兼具身体柔韧性和坚硬性的杂技演

员!一个才华横溢而又无所畏惧的剑士!

一个天才的哑剧演员# 他必须时刻准备
着+让他自己进入,那些构成表演!歌唱
和舞蹈的身体性行动当中去# $D=88"
+ -̀3_=O=53*3>:=I38*,%

日本巡演剧团演员在表演中展示出的这种身

体表现手段的多样性正与某些西方先锋戏剧人将

身体性演技凌驾于言语性演技之上的%总体戏
剧&观不谋而合+ 例如'英国导演与戏剧理论家
戈登,克雷(e.86.5 D8=;<' "'Z&!"#%% 年)的%总
体戏剧艺术理念就强调身体运动与姿态之于言语

的优越性&( ;̀=5 $Z)+ 尽管对于贞奴与花子这
样的日本巡演剧团女演员的表演持一种激烈的否

定态度'+,4
戈登,克雷仍然以一种隐晦曲折的方

式'对于川上剧团在演出中相比于言辞表达更突
出身体表现的做法'表示了赞许与认同++,5

川上与

贞奴表演中的身体性演技'特别是那些样式化的
运动与姿态显然符合戈登,克雷极端排斥言语a
文学元素的%总体戏剧&美学观'因为在他看来'
%戏剧的起源并不在文学剧本而是在舞蹈之中'
不在言语而是在运动中&(K33&&#)+

进一步而言'日本巡演剧团演员表演中总体
性特质的展现'不仅依赖演员作为个体所展示的
高超而全面的身体性技艺'更需要通过演员之间
平等的配合协作'在舞台上营造出一种整体而和
谐的表演效果+ 不可否认的是'三个日本巡演剧
团中都存在贞奴-花子以及筒井德二郎这样的引
人瞩目的明星演员'他们在这些剧团的舞台演出
中确实也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但是这些演员从
来没有将自己视为高于剧团其他演员的存在+ 事
实上'三个日本巡演剧团的舞台演出并没有刻意
地过度聚焦于特定演员的表演'而总是致力于通
过所有表演者的协同行动来创造一种整体性的演

出效果'在这之中'每一位演员的表演都具有同等
重要性+ 例如'在看过川上剧团的演出后'法国作
家安德烈,纪德(Q568pe;63' "'%#!"#$" 年)曾
经发表过这样的评论$

$表演者%从来没有将自己的眼光
从表演的整体效果上移开"他们$在舞
台上%都被赋予了应当应分的时间与空
间# 这正如独奏家们的抒情演奏都必须
满足保持一只协奏曲的精准平衡这一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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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样# $e;63%'%

在纪德看来'川上剧团演员之间的这种平衡
协作创造了剧团舞台演出中的和谐与整合+ 而德
国戏剧评论家赫伯特,伊赫林(U38P38A_-38;5<'
"'''!"#ZZ 年)在评论筒井剧团演员的表演时曾
指出'筒井剧团的演出%并不突出单一的角色'也
不呈示一种个体化的解释或者过火的表演'而是
传递剧本以及不可违背的传统的固定基调&
(_-38;5<#$)*另一德国评论家则将筒井剧团演
员的舞台行动称为一种 %集体合奏& (4.::34A;?3
35*3NP:3)'在这之中'每一名演员%在保持各自的
个性和个人生活的同时'也要服务于一种整体性
的舞台生活的创造&'%每一名表演者的韵律向着
(演出的)整体韵律汇合'追随并被融合到整体的
运动进程之中去&(L,\$//$#$4,5*,&&$Z)+ 这一
评论显示'作为拥有独特性格的个体存在'筒井剧
团的演员们在舞台上的表演仍然要服从于建构一

种和谐的演出效果这一共同目标+
日本巡演剧团演员之间的协同合作所塑造的

这种表演上的整体性确实能够为西方戏剧的%再
总体化&提供有益的启示+ 从德国戏剧导演梅宁
根公爵(e3.8<77' X/]3.@F=13CJ3;5;5<35' "'&%!
"#"$ 年)起'以戈登,克雷-阿尔托以及法国戏剧
导演安德烈,安托万 (Q568pQ5A.;53' "'$'!
"#Y) 年)等为代表的一些西方戏剧革新者一直致
力于使导演成为舞台艺术创作过程中的核心存

在'以使其全权负责舞台整体演出效果的营造+
尽管日本巡演剧团中并不存在一名负责协调演员

表演风格的导演'但是'剧团的每个演员在舞台上
平衡平等的协作确实创造了一种整体的%合奏&
(35*3NP:3)演出效果'而这无疑为西方先锋戏剧
人探寻%再总体化&西方戏剧的可行路径提供了
宝贵的模板+

在这方面'筒井剧团的演员们在舞台演出的
整体氛围中展露出的高度组织性与纪律性'给法
国著名戏剧导演雅克,科波 (_=4̂/3*D.O3=/'
"'Z#!"#Y# 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长期倾
心于日本传统戏剧'特别是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将
能剧的美学与技术原则应用到演员的训练与实验

演剧中'科波对筒井剧团的巴黎公演给予了格外
关注'一连四天观看了剧团的演出'并在第五天亲
自前往后台拜访了团长筒井德二郎及剧团一行成

员(田中徳一 )#$)+ 除了对筒井剧团演出的艺
术性大加赞扬之外'最令科波叹服的乃是筒井剧
团的演员为了实现与维护舞台上的整体演出效

果'而在表演中表现出的一丝不苟+ 这不仅体现
在筒井德二郎这样的剧团核心成员身上'用科波
的话来说'%就是扮演极微不足道的龙套角色的
男演员在说仅有的几句台词时'他的身体动作-声
音的调子以及与其他演员的台词配合都没有分毫

的差错&(D.O3=/ &$%)+ 作为一名常年投身于演
员教育的戏剧革新者'科波在其戏剧理念中最重
视的就是演员在舞台上的纪律'这对于导演中心
制下的舞台整体演出效果与目标的实现是至关重

要的+ 显然'筒井剧团演员在舞台上严谨的协作'
为科波理想中的戏剧形式提供了最有力的确证+
在一篇题为"舞台艺术的真正精神#的论文中'科
波这样描述了筒井剧团演员表演的启发性作用$
%我想这应该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 在自己的
艺术精神中燃烧的一丝不苟的演员集团在不久的

将来一定能够诞生出一种新的戏剧形式吧+&
(D.O3=/ '()

在演员的表演总体性之外'日本巡演剧团的
整体演出风格在西方人的眼中也呈现出了强烈的

总体化色彩+ 正如上文所论述的那样'作为%完
全戏剧&的一种理想形态'%总体戏剧&致力于找
回那些随着戏剧总体性的流失而被逐出舞台的各

种艺术形式+ 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巡演剧团的演
出中所包含的多样艺术成分及其与演员表演之间

的紧密结合就使得这些剧团的舞台演出成为了对

%总体戏剧&的一种完美诠释+ 例如'川上剧团最
著名的舞台作品"艺伎与武士# ('3$L$(*3, ,&#
/3$J&(93/)就被认为 %富于舞蹈-歌唱与打斗&
('3$62$/D3 Z)+ 当川上剧团受邀于 "#(( 年在巴
黎世界博览会期间进行公演时'一位看过剧团演
出的波兰评论家表示'在观众看来'川上剧团舞台
表演的非凡之处在于%哑剧-美-动作-歌唱与舞
蹈的密切融合& (b3NO538')+ 而针对筒井剧团
的舞台作品'一位评论家声称它们是%在体现了
日本艺术明晰性的精致而又色彩光鲜的布景衬托

下的音乐-行动与舞蹈的结合品& (>.::.4] Z)+
筒井剧团海外巡演中最受欢迎的舞台作品"影之
力#('3$63,#"-!,&)因为%在欧洲永远无法想
见的言语-身姿-戏服-布景与音乐的完美协和&
(4$6"(%$)而受到了观众的高度赞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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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言之'在%总体戏剧&的舞台呈现中'演
员的表演和其他舞台元素的关系不应该仅仅是一

种单纯的联合+ 正如巴洛所指出的那样$

上演一出戏的最重要之处在于找到

有效的方式来升华舞台元素$布景!道
具!灯光!音响效果!音乐%"以使其不再
满足于充当艺术的+框架,或者混合物
这样一种次要的角色*恰恰相反"要使其
成功地+人性化,$-/N=5;,;5<%自己到这
样一种程度0 它们实际上变成了演员行
动的一部分# 总之"要让它们服务于戏
剧的总体性111只有在这个时刻"总体
戏剧才能实现整全# $\=88=/:A$Y)%

也就是说'要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戏剧演出的总体
性取决于人之外的舞台元素不再仅仅是演员表演

的一种次要的-装饰性的附属物'而是积极地融入
演员的舞台行动之中'与其发生互动+ 换句话说'
仅仅依靠演员的表演总体性并不能构成一种完整

的戏剧总体性'还需要舞台上的各种艺术元素作
为演员表演的辅助与延伸积极介入舞台演出总体

性的建构中来+
在一些西方人看来'在日本巡演剧团的演出

中'演员之外的舞台元素确实发挥了协助演员的
身体表现来构建舞台总体性的积极作用+ 例如'
尽管川上剧团舞台演出中的声响性和音乐性元素

在西方人听来很是奇怪'甚至显得诡异'但是一位
评论家还是作出了如下的评论$

日本戏剧很大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

哑剧# 因此需要对它的意涵进行解释
(..)在日本吉他$三味线%的伴奏下"
一名歌者出场了"以一种高亢紧张的断
裂声调咏唱出了接下来的舞台行动所要

展 现 的 故 事# $+ -̀383 7* = [=*A
X;@@383543, "'%

这段评论清楚地表明'在川上剧团的舞台演出中'
各种声学性因素辅助并与演员的身体性表现发生

了互动'从而一起构筑起了一个完整的舞台情境+
至于筒井剧团'一名评论家指出'在其舞台演出
中'%演员们的表演风格使他们好似哑剧演员一

般'这种卓越的肉体演技揭示了(剧中人物的)情
感*不仅如此'演员-舞台布景-三味线以及歌者共
同作为一个整体将人物的情感显露了出来& ( 4$
G(9,%" ')+ 这说明在筒井剧团的舞台演出中'在
演员的身体性演技之外'其他舞台构成元素也被
视为与人类演员具有同等作用的%表演者&'其在
与演员的身体动作的协作与互动中'构建了一个
能够将人物角色的内在情感具象化与外在化的舞

台共同体+ 同样地'作为雅克,科波的得意门生'
法国戏剧导演查尔斯,杜兰 (D-=8:3*X/::;5'
"''$!"#Y# 年)虽然对筒井剧团演出中使用的西
方自然主义式的布景与演员的样式化身体演技之

间的不协调性表示了极大的遗憾'+67
但是仍然高

度评价了演出中的听觉性元素对于演员表演的辅

助性作用$%构成乐队的乐器的选择-对音乐的真
正戏剧性的使用-音响-人声-噪音'所有这一切的
竞合给人一种戏剧艺术的原理就从这之中诞生的

印象+&(!"##$%&'( Z()正如田中所指
出的那样'筒井剧团演出中演员的表演与其他舞
台元素的互动让杜兰更深切地体认了到了日本戏

剧舞台演出中各种艺术要素既相互独立又紧密联

动的%总体戏剧&性(田中徳一 Y(()+

结:语

通过在日本巡演剧团的舞台演出中发掘出

%剧场性戏剧&与%总体戏剧&所具有的某些特质'
西方人曲折地表达了将西方戏剧%再剧场化&与
%再总体化&的改革理想+ 不可否认的是'在 &(
世纪早期的西方'无论是富于革新精神的先锋戏
剧人还是一般评论家'其对日本戏剧的历史传统
与现状发展的认知都是非常匮乏与粗疏的'再加
上那个时代盛行于西方的%东方主义&对于日本
戏剧这个%文化他者& (4/:A/8=:MA-38)的%欧洲中
心主义式的置放& ( ;̀=5 ))'以及日本巡演剧团
本身暧昧的艺术身份'这些复杂的历史文化因素
夹杂在一起'从而使得那个时代的西方人关于日
本巡演剧团舞台演出的%剧场性&与%总体性&特
质的论述不免带上了某种%(误)读&的色彩+ 但
是'这种%(误)读&无疑又蕴含着一种积极的%自
我确证性& (*3:@C=@@;8N=A;.5)+ 也就是说'无论这
三个日本巡演剧团在西方世界里的舞台表象是否

能够代表%真正的&日本传统戏剧'通过%发现&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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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日本巡演剧团在舞台演出各个层面上所具有

的某些风格与特征'西方人明确了这样一种认知$
日本戏剧乃是已经在西方失落的%剧场性戏剧&
与%总体戏剧&在东方的活化石+ 而这种认知又
无疑极大地强化与坚定了那些有志于通过%再剧
场化&与%再总体化&的手段'来实现西方戏剧%再
活性化&的西方人的理念与愿景'并且为他们提
供了崭新的路径选择与启示+ 从这个意义上说'
日本巡演剧团的海外公演无疑在西方戏剧 &( 世
纪早期的自我革新进程中发挥了独特而又不可磨

灭的作用+

注释%=/#%(&

! 川上剧团由日本著名的新派剧演员川上音二郎
("'%Y!"#"" 年)创建与领导+ 川上音二郎的妻子川上贞
("'Z"!"#Y% 年)!!!以艺名%贞奴&闻名于西方'是这个
剧团的另一名核心成员+ 川上剧团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先后在美-英-法-俄和波兰-立陶宛等东欧国家的
众多城市中进行了两轮海外巡演+
" 花子剧团的主要创建人为太田久("'%'!"#Y% 年)'
%花子&为其艺名+ 花子最初是以艺伎的身份于 "#(& 年
前往欧洲的'在随后的 "$ 年时间里'花子和她的剧团成员
进行了一场地理空间跨度极大的西方巡演之旅+
# 筒井剧团由演员筒井德二郎("''"!"#$) 年)创建并
任团长+ 筒井德二郎于 "#)( 年 " 月率领 && 名成员前往
美国进行公演并于 Y 月下旬之后继续前往欧洲进行演出+
在为期一年三个月的巡演期间'筒井剧团一共在 && 个国
家的 %& 个城市举行过演出+
$ 正如波斯特韦特所指出的那样'%剧场性这个概念所蕴
含的意味极为宽广'它可以是一种行动'一种态度'一种
符号学系统类型'一种信息媒介0//1很明显这个概念
包罗万象然而又超脱于任何具体观念之外& (X=?;*=56
>.*A:3+=;A")+
% 正如戈列克所指出的那样'%剧场性戏剧是一种现代新
样式化舞台形式'它基于这样一种原则$4戏剧就是戏剧'
不是生活5&(e.83:;] Y#Y)+
& 诚如巴什所言$%什么是剧场性. 剧场性就是4戏剧减
去文本5 (A-3=A38CN;5/*CA31A)+ 它是立于舞台之上的那些
动作与感官的浓密集合体+&(\=8A-3*&$)
' 索特指出$%剧场性致力于体现戏剧作为一门艺术形式
和一种文化现象所具有的本质上的或者可能拥有的属性

特征+&(F=/A38$()
( 正如波斯特韦特所指出的那样'%表演艺术不是剧作家
的戏 剧' 而 是 表 演 者a创 造 者 的 戏 剧 & ( X=?;*=56
>.*A:3+=;A&%)+
) 费舍尔 李希特就指出$%通常在表演艺术中表演者的

身体仅仅作为其自身被突显或展示出来+& (9;*4-38C
K;4-A3&"')!
* 在俄国戏剧导演梅耶荷德([*3?.:.6 J3I38-.:6' "'ZY

年!"#Y( 年)看来'西方戏剧已经退化为一个人们%穿上
戏服-化上妆'然后开始大声朗读剧本&()*+,-.$
/01#23. "(%)的地方+
+,- 这种文本a文学的接触视角最集中地体现在一些西方
学者和艺术家对能剧的研究中+ 正如有日本学者所指出
的那样'对日本能剧采取文学视角的研究反映了西方人
赋予%书写之物&以绝对价值的取向+ 沿着这条文学中心
主义的研究路径'"# 世纪的西方学者不是将能剧视为一
种戏剧形态'而是将其看作一种 %诗的形式& (塩谷敬
#)!#$)+

+,. 布兰登就指出'歌舞伎是一种%表演艺术在其中占据中
心地位的戏剧&(\8=56.5 "ZZ)+

+,/ 这种声音主要来自一些日本进步知识文人与西方的某
些%日本学家&(_=O=5.:.<;*A*)+ 详见戸板康二$ 9演劇五
十年:+ 東京$ 時事通信社$ )%-"#$% 年*93:;1\=/N=552
%X=*R=O=5;*4-3̀ -3=A382& Bf3&$5&# ?$;/=&2")("#(#)$
$)& $Y$2
+,0 正如梅耶荷德所指出的那样'%0演员1的表现手段必
须是经济的'这样才能确保动作的准确性& (J3I38-.:6'
!$0$%3";# "& '3$,/%$"#')+
+,1 例如'国际戏剧研究所(75A385=A;.5=:̀ -3=A8375*A;A/A3)

的机关刊物"世界戏剧#曾经在 "#%$ 年出版过一期关于
%总体戏剧&的专号+ 在这期的编者卷首语中'%总体戏
剧&这个概念被赋予了一个%临时的定义&$%总体戏剧是
一种综合了各种表演的表演+ 它综合了戏剧-歌曲-舞蹈
与哑剧等等+ 为了整合文本-图像-声音与运动'它的创
作者可以运用各种技术设备'诸如得到改进的剧场机械-

电影与电声设备等等+&见 W35pU=;5=/12%B6;A.8;=:'&
?"%;# '3$,/%$"Y2Y("#%$)$ $Y(2

+,2 柯比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一种主流的观点0//1
认为希腊经验是一种整合了的总体性经验+ 正是这种总
体性的再发现'而不是对戏剧形式本身的探索'唤起了对
一种未来戏剧的渴望+&(b;8PI1;?)

+,3 在格林的构想中'%交响戏剧&包含了%对所有戏剧元
素!!!特别是音乐!!!的一种交响乐式的运用& (e8335'
%FINO-.5;4X8=N=& )%")+
+,4 这种负面观感主要源自戈登,克雷极端的%女演员憎
恶&(Q4A83**=P.N;5=A;.5)态度+ 在戈登,克雷看来'西方
戏剧由于女演员的出现已经走向衰落'如果日本戏剧因
为允许贞奴这样的女性登台演出从而重蹈西方戏剧的覆

辙的话' 那么 %等待日本的将会是同样的灾难 &
(D8=;<&)))+
+,5 当川上音二郎与贞奴于 "#(' 年进行他们最后一次出
洋考察时'曾经于 ) 月 & 日至 Y 日在阿姆斯特丹进行过短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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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的演出+ 在首演日'戈登,克雷的好友'荷兰著名演员
威廉,罗亚尔德(c;::3NW.I==86*' "'%Z!"#&# 年)观看
了川上一行的演出并于随后几日在报上发表评论文章高

度评价了川上与贞奴的表演+ 一个月后'戈登,克雷使
用化名%_2?2U& (_=5 ?=5 U.:A)在其自办的杂志"面具#
('3$!,*2)第一卷第二号上转载了罗亚尔德一篇评论的
英文版+ 尽管戈登,克雷在这篇转载文章中删除了许多
罗亚尔德对于川上与贞奴的演技表示赞扬的话语'但是
仍然保留了这样的语句$%当看到他0川上音二郎1那极富
力量感与美感的身体动作时0//1(我)对于另外一件事
也有了更全面的理解*也就是说'戈登,克雷先生在戏剧
艺术中的目标乃是使言语再次臣服于身体动作之下+&
(U.:A&")

+67 筒井剧团的代表作"劝进帐#(J,&8(D3h)的舞台布景尤
其令杜林感到失望+ 杜兰本来期待能够在这部戏的演出
中看到%日本戏剧的传统舞台&'但是这部作品采用的却
是被杜兰斥为%反戏剧的自然主义&式的二维平面绘画式
布景+ 相比之下'杜兰对筒井剧团演员身体性演技所体
现的样式性特征却不吝赞美之词'认为其%直接-雄辩-比
现实更富表现力的&(X/::;5 $# %")'并指出筒井剧团演
员对自己身体的高度掌控力会给欧洲戏剧界带来有益的

启示+

引用作品%7/)8(9"#%0&

%QP./AX8=N==56 MO38=2& 6,& G%,&D(*D">3%"&(D;$"' _/53
"'##$ #2

Q8A=/6' Q5A.5;52'3$'3$,/%$,&# H/*N"5];$$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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