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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接 國 際 劇 團 演 出

烏鎮戲劇節烏鎮戲劇節
越越玩玩越越有有意意思思

幕後揭秘

「烏鎮戲劇節每年這麼多國際

劇目上演，說得直白一點，就是

靠玩出來的。」從第一屆烏鎮戲

劇節至今，烏鎮戲劇節舞台技術

負責人金紅峰承接了一個個國際

大戲的演出，見證了每年開閉幕

大戲上演，國際劇團的各種落地

劇場需求在他這都能得到解決。

每屆戲劇節演出之前三個月，

金紅峰和他的團隊，都會根據劇

團提供的一些信息進行評估，看

能不能實現，如果不能完全實

現，就思考如何來變通實現。

「需要跟他們不斷交流，相當於

藥方是他們開，但是要得我們來

抓藥，我們是一個技術支持團隊，

但不能純粹地從一個技術的角度

來看待問題，要靠玩出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茅建興

烏鎮報道

部分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10月29日夜，第十屆烏鎮戲劇節落幕，來自五湖四海的戲劇
人、嘉賓、媒體共同見證了這場長達11天的戲劇盛宴。明年烏鎮
戲劇節的舉辦時間和主題也同期公布：2024烏鎮戲劇節將於該年
10月17日至27日舉辦，主題是「如磐」，意思為：精神如炬、
信念如磐。
烏鎮戲劇節發起人、主席陳向宏希望：「未來的烏鎮戲劇節可
以更多元、更純粹。依託木心美術館、當代藝術展等開展眾多的
文化活動，吸引不同風格的戲劇藝術來到烏鎮，繼續發展真正引
領中國戲劇藝術的重要力量，讓烏鎮戲劇節這一文化現象得到更
多的推廣。我希望烏鎮戲劇節能夠成為一個世界性的節慶，並在
未來成為中國的一張文化名片。」

161部青年原創戲劇作品脫穎而出
在烏鎮大劇院內，烏鎮戲劇節發起人、總監製黃磊、青年競演

評委何炅作為本屆烏鎮戲劇節閉幕式主持人，和大家分享了本屆
烏鎮戲劇節的在場魅力。
青年競演小鎮獎評選結果正式揭曉。經過烏鎮戲劇節評委會慎
重評審，《蚌與珍珠》和《我和劉紅梅在車站》同時獲得特別關
注獎。鳳莉則憑借《蚌與珍珠》獲得最佳個人表現獎，最終大
獎——最佳戲劇獎花落《五樓九樓》。
此次青年競演作品普遍體現出青年創作者們對現實主義題材的
關注，着力在作品中表現人世間的關係、情感、困惑和煩惱。母
女關係、女性的普遍共情、歷史與鄉愁、人類困境、飲食男
女……種種社會關切紛至沓來。
十年蚌灣劇場的光最終照亮了161部青年原創戲劇作品。在這
場名為青年戲劇的選拔中，陸續走出了許多如今活躍在中國戲劇
舞台上的中新力量。

28部特邀劇目呈現多元文化
11天來，烏鎮戲劇節上演了橫跨亞、歐、美三大洲，來自11
個國家和地區的28部國內外力作，構成了特邀劇目七大板塊——
「大師佳作」「文學舞台」「經典新排」「當代先鋒」「舞蹈劇

場」「環境戲劇」與「學院觀察」。戲劇藝術
可以跨越時空、文化與語言的界限，凝聚人類共
同的智慧與精神。從《雪》中一窺波蘭戲劇對歷史
的深邃反思，《布拉斯．庫巴斯死後的回憶》則為人
們提供着了解巴西當代社會的入口。《落花流水》《水
．問》《雙下山》以東方美學意蘊表達人類共通的哲學命
題。「世界實驗戲劇領軍人物」的美國戲劇大師羅伯特．
威爾遜、法國戲劇國寶級大師喬埃爾．波默拉、國際公認為
二十世紀戲劇大師之一的希臘導演西奧多羅斯．特佐普洛
斯，分別為烏鎮戲劇節帶來《H-100秒到午夜》《童話傳奇》
《等待戈多》三部代表着國際級頂尖水平的力作。
無論是《「數位系列」13/14》《沉沒之城》等舞劇，還是

《暴風雨》、《培爾．金特》、《終局》等經典劇作，或是
《洞》、《帶小狗的女人》等校園作品，烏鎮戲劇節對多元文化
的尊重和接納，為藝術創作和交流提供了一個寬廣的舞台，不同
種類的戲劇都可以在這裏找到自己的聲音。

第十屆烏鎮戲劇節閉幕
陳向宏：望成為中國一張文化名片

在烏鎮戲劇節十周年之際，著名戲劇家
賴聲川專為烏鎮定製了其創作生涯第42部原創作品

《長巷》，於10月25日世界首演，這一天也是賴聲川69歲
的生日。
演出場所設於烏鎮西柵內有着上百年歷史的弄堂——洪昌弄及巷弄

東側的沈家戲園。這是烏鎮西柵最長的巷弄，81.5公尺長，平均1.5公尺
寬。「當然它本身會是一種人生的比喻，81.5公尺，中國女人的平均壽命是

81.5歲，很巧，這個象徵意義是跑不掉的。」
賴聲川以烏鎮最常見的「導遊」方式，將觀眾從洪昌巷的南北兩端引至沈家戲

園，戲台上僅置一桌二椅，一個屏風。賴聲川的人生智慧，在劇中通過一老一少兩
位主角來展現，對話、爭執、互相指責、謾罵，在彼此身上尋找時光的意義，回憶、
展望三次人生中得到幸福的機會。老人、年輕人，及往來於二人間的女人、小丑、打更
人、樂手等角色寓意一個如戲人生。
《長巷》的旅程貫穿虛無與真實，徜徉過去、當下與未來，創造出如夢般的一場自我邂
逅和對話。值得一提的還有最後的謝幕，賴聲川劇本裏原來寫的是不謝幕。記者參加了
24日深夜場的綵排，就感受原初的不謝幕版本，演員說：「離開洪昌弄的時候，希
望大家能安靜地一個一個的單獨離開」，大家就這麼一個一個安靜地走出了長
巷。後來首演第一天賴聲川決定還是要有謝幕，結果沒想到所有觀眾轟隆隆就跟
着出去了。「我在劇場裏面已經40年了，應該沒太多事情可以像這件事把我
一下子逗樂。所以第一天徹底失敗，雖然可能是個美麗的錯誤，但對於我來
講是一個巨大的挫折，我安排的一切都沒有按照我想像的來進行。」賴聲
川笑着說，「演出的最後兩場我忍不
住，我從來沒幹過這個事情，我在謝幕
之後拿着劇本出來跟大家說，其實這部
戲劇本裏有三幕，第一幕是在洪昌
弄，第二幕在沈家戲園，第三幕是：
觀眾一個人安靜地離開，自己完成長
巷之旅。這部戲是由觀眾來一起完
成的。」
這正是如賴聲川所要表達的，
「這部作品如果有意義的話，這個
意義也是來自親愛的觀眾你的身
上。單獨地走完長巷的旅程，這部
戲，是你在完成」。
《長巷》是賴聲川繼《落腳聲——

古厝中的貝克特》(1988，台北)、
《夢遊》(2014，烏鎮)、《遊園．流
芳》(2018，洛杉磯)之後第四部上演於
實景空間的戲劇作品。在《長巷》第二
場，塔羅牌算命師說道，「我們以為人生
這一齣戲，我們是主角？人生這一齣戲
的主角就是人生。所以要學會看

戲，看一部比我們所有人加起
來，比所有戲都大的一部

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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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鎮戲劇節每年有許多國際劇目上演，背後離不開舞

台技術團隊的努力。 圖為《暴風雨》。

▼▼烏鎮戲劇節舞台技術負責人金紅峰烏鎮戲劇節舞台技術負責人金紅峰
見證國際劇目上演見證國際劇目上演。。 記者茅建興記者茅建興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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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鎮戲劇節間的街頭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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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鎮大劇院每年都是開閉幕大戲的演出地，導演孟
京輝的《茶館》、《紅與黑》、《第七天》等多

部大戲在這裏上演，可忙壞了金紅峰團隊。「他們的舞
美比較複雜，孟老師還有個特點，隨時在玩，玩到快開
演了還不斷有創意變化，對我們的配合工作也帶來很多
挑戰。他會在現場很久，看着哪裏不順眼的話，就會調
整布置，不僅僅是小部件，還有大部件。去年《第七
天》上演前，裝台的一位機修師傅，天天被他拉着燒電
焊。每年戲劇節都是在不斷挑戰自己，特別是像國外劇
團過來，不像我們國內的一些巡演，一輛貨車拖到底，
提供固有的設施就ok了。第一屆烏鎮戲劇節時只有6個
場地演出，這屆已有28部劇87場在12個各具特色的場
地演出，每個場地會有兩三個劇團，每個劇團有不同的
場地需求，還有很多特製的道具。我們的場地不一定完
全能符合，但是既然來了，我們肯定要在場地裏做進
去，達到導演的藝術要求。」金紅峰說起來帶着一分驕
傲。

協助特定道具製作
這次在環湖劇場演出來自意大利都靈國家劇院的《暴
風雨》，是莎士比亞經典劇作的改編，導演亞歷桑德羅
．賽拉多次獲得歐洲大獎，要求很細緻，其中有一個關
鍵道具是樹皮面具，因為樹皮等植物材料入關需要熏蒸
處理，難以帶進帶出，就希望烏鎮能協助製作。「當我
們看到這個樹皮面具的照片時，感到難度非常大，用什
麼東西做，用什麼材料，心裏都沒底，本來想通過淘寶
找一些雕刻面具，較為接近的給他們反饋，但劇團說不
行，這是他們民族藝術的一種文化體現，達不到他們的
要求。找了一些工廠，卻提出要先3D掃描，機械化製
模來完成。最關鍵這是通過手工藝的舞美師來完成的，
再去找專業公司，時間已經來不及了。」烏鎮戲劇節技
術專員王鳳智說，「我們只有自己嘗試玩玩看，就去找
了一些樺樹皮，去森林裏剪了一些樹枝，然後用一個安
全頭盔做模仿。每天半夜開始邊琢磨邊動手製作，連續
做了五六個深夜，做到第三個，終於做出了劇團滿意的
面具，後來一共做了八個面具。」
「戲劇演出舞美製作有很多特別的要求，當時第一屆

戲劇節在國樂劇院上演的一個美國劇團，舞台上要呈現
一些鋼軌、鐵板之類的道具，我們不能在這個老建築裏
真的去給他們燒焊鋼鐵，然後在那邊生銹什麼的。我們
就找了團隊飛來援助，用木板做出來鋼鐵銹蝕的味道，
我們做好形狀，他們來繪，這個場景製作當時對我觸動

很大。所以這些年來和劇團
接觸中，我們常

常都要

多動些小心思，怎麼能呈現藝術家想要的效
果。」金紅峰說着，指着舞台說：「這次的
開幕大戲《H-100秒到午夜》是著名導演羅
伯特．威爾遜的作品，要求非常嚴格，也很
嚴謹，他們需要高低不同的4棵樹。一開始我
想去找園藝公司幫助解決，落實的時候，劇團
就要尋訪圖片上類似的樹，帶些枯死的樹，但還
是要有樹葉的。當時提要求是暑假之前，可就算當時選
中，等到演出的時候，隔了幾個月，這棵樹可能就不是
這個樣子了。後來我就在園區修剪大樹木的時候，多次
跟着他們去修剪，然後找到幾個和圖片上類似的樹，再
做了防腐處理，否則到戲劇節開始的時候，保留不了當
時的細節，樹葉等戲劇節快到時再採集，粘到樹枝上
去。這4棵樹如找專業綠化公司至少1萬多元，現在通
過我們製作，成本基本為零了。還有我們的吊杆系統無
法滿足，他們就要創造吊杆，而且要在場地上用水平儀
打出來。很多藝術家就是一個idea，具體呈現需要彼此
很好的溝通。」

完成舞美設計超導演預期
不僅是國際劇團，這次賴聲川專為烏鎮定製的《長

巷》劇目，演出場地設在百年歷史弄堂——洪昌弄及巷
弄東側的沈家戲園，這是烏鎮西柵最長的巷弄，乍看之
下是不可能成為戲劇演出空間的。得到要求後，王鳳智
給這個巷子做了一個數字建模，巷子一路過去，哪裏有
門，哪裏有窗，哪裏的圍牆
多少高，哪裏下面有門檻台
階，有收縮有擴展整一個建
模建出來，反饋給劇組後，
舞美就可以在巷子裏設置燈
光音響設備等等。「確實很
不容易，當然也很好玩，每
個劇團來烏鎮演出，之前幾
個月都會將具體要求發來與
我溝通，我們會不斷視頻會
議，再不斷地確定細節要
求。劇場不同，要求也不同，最難的還是會展
中心場館劇場和大劇院，大劇院是開閉
幕大戲演出，如這次閉幕大戲《魔
山》多媒體的要求就很多。會
展中心是完全空白的場
地，要圍起來形成一個
劇場，再做舞美，
《曾經如是》上
演時就需要再
搭建一個蓮

花形態的舞台，尤為不易。」王鳳智說
道。
在南印度擔任一個戲劇節總監的印度

著名導演迪潘．斯瓦爾曼，這屆帶來了
經典劇作改編《培爾．金特》，他坦言
說，從來沒有像烏鎮的觀眾讓自己感到如

此隆重。「那麼多的戲劇從世界各地帶到烏
鎮來，不可避免地存在技術上的挑戰。作為一個藝

術家，我們每次帶着團隊巡演時，都會覺得很緊張。烏
鎮的團隊是我見過非常專業的團隊，無論是技術團隊、
接待團隊都給我們藝術家提供了非常好的體驗。包括舞
美設計。《培爾．金特》舞美設計實際上都是在烏鎮上
完成的，我們把技術草圖給到烏鎮，由烏鎮這一邊來完
成，最後我們看到的呈現是超過我的預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