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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國際性的戲劇
盛典，烏鎮戲劇

節特邀劇目彙集了海
內外一眾佳作。帶來
了很多世界性潮流性
的作品，如反映人

生、反映生死的開幕大戲《我們走吧》、來自德意
志劇院《卡爾．伯姆》、延續《暗戀桃花源》江濱
柳和雲之凡別離四十年的賴聲川的《江/雲．之/
間》，以及孟京輝的《等待戈多》，各種不同風格
的作品，展示世界各地戲劇人們對生活的理解。
開幕大戲《我們走吧》的波蘭導演克日什托夫稱

烏鎮是「最像烏托邦的地方」。他曾多次造訪阿維
尼翁戲劇節、愛丁堡戲劇節，他認為，這些世界一
流戲劇節的規模更大，比如愛丁堡戲劇節一年上演
上千部戲劇，整個城市都在演出，劇場與劇場之間
有時相距甚遠。烏鎮則是各處步行可達、一應俱全
的小鎮，生活與藝術，閒散與歡樂，嚴肅與激情，
總是恰如其分地融合在同一時空。

新舊環節精彩紛呈
本屆戲劇節，有五部世界首演劇目強勢登陸。

《依娜娜計劃》通過表演者的語言，跨時空唱響古
老的神話詩篇，獻給蘇美爾女神依娜娜；以實驗氣
質與創新魄力見長的戲劇導演王翀，在創作方式上
大膽嘗試，在觀演方式上突破傳統，帶來了一齣可
以躺着看的好戲《躺平2.0》；連續三屆參加烏鎮戲
劇節展演的肖競帶來全新作品《奔月》，顛覆了作
家魯敏同名原著的敘事方式，將真實的人間百態與
古老的神話傳說交織；由中國實力派導演、中國當
代劇場藝術的重要實踐者李建軍執導的《三分錢歌
劇》，也在烏鎮閃亮登場。由音樂跨界戲劇領域的
李魯卡，首次以導演身份帶來改編自尤金．奧尼爾
劇作的作品《可以稱之為人的動物》，將文學中
「意識流」的創作手法運用於舞台表演之上。
青年競演也一直是烏鎮戲劇節最受矚目的單元之
一，今年迎來了18組天馬行空的戲劇創作新人，以
「枕頭、陽光、大恐龍」三個元素進行命題創作，
角逐今年「小鎮獎」。戲劇空間則不止有朗讀與表

「記憶是個盒子。不要輕易打開，
勿擾亂裏面發光的灰燼。」「記憶是個魚塘。每
一條魚都是一個不同的回憶。」……
賴聲川導演的第 40 部作品《江/雲．之/

間》，是他為首演於1986年的經典作品《暗戀
桃花源》中江濱柳和雲之凡的愛情與生命故事續
寫的詩篇。張震飾演江濱柳，蕭艾飾演雲之凡，
劇中融入「台灣民謠之父」胡德夫的歌聲，「太
平洋的風」、「匆匆」再次喚起時代與命運的回
憶。
與王家衛、楊德昌都合作過的張震，第一次演
舞台劇，他在烏鎮戲劇節「小鎮對話」環節上分

享演出感受時說，
「電影表演的時間比較短暫。而舞台
劇不一樣，每天都是一個新的開始，把自己的狀
態調整到零，從頭演到尾重新演一個戲，我覺得
是蠻過癮的。」他還指出，演《江/雲．之/
間》是一個很特別的緣分。因為江濱柳是長春
人，他的姥爺也是長春人，那《江/雲．之/
間》講的就是他們那一代的故事。「我演江濱柳
可以讓我更靠近我的家人，對我祖輩的生活有更
多的線索，去發掘他們的人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生。這個特別的緣
分，讓我比別人有多一點機會可以更
貼近他們生活的點點滴滴，也讓我可以回想他們
在我小時候平時說話的樣子。我的姥姥、姥爺都
是東北人，所以我也會想，小時候一起相處的時
候，他們到底是以什麼樣的心態過他的人生？所
以我很幸運也很開心可以演江濱柳。」

青 年
導演肖競
已經連續三
年來到烏鎮戲
劇節，從《桃花
扇》到《羅曼蒂克
偶爾到來》，再到今
年的《奔月》。每一次
新作登台，她都感受到更
大的壓力與期待，她坦言
道：「烏鎮戲劇節有一批固定
的觀眾，他們看過我的戲，會對
我有更高的期待，我希望不辜負他
們。」
「今年的《奔月》是改一個當代小

說，這是我第一次改當代小說，在北師大
本科的時候，自己感興趣的方向就是當代文
學，基本上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的先鋒派
開始，更多的會討論現代性的問題，討論人的存
在。這兩年其實看了大量的東西，本來也想再找一
個像《桃花扇》這樣的古典文學去改編，但是發現中
國古典文學絕大多數文本其實缺乏現代性的討論，以及
對現代性的反思，但是當代小說這些是挺多的。」肖競
說。
《奔月》其實是中國一個古老的神話，一代一代人對這個故

事都有不同的闡釋方式。原著作者魯敏的小說，講述的是一個人
從自己固有的日常生活中逃離，從自己已經確定的身份和社會關係
裏逃離。「我覺得這是我們當代很多人會有的一個困境和體驗，並且
我自己也有這個體驗。裏面的人物都非常的鮮活，都是看似正常，但內
心都有一部分的扭曲和空洞。所以我很想改編這個小說。我很喜歡原著裏
面的人物和他的故事的發展，所以基本上整個故事的進程與結局我還是比較
忠於原著的。這次《奔月》用了6個比較職業的優秀演員，場地是一個露天的劇場——
日月廣場，帶來了新的困難和靈感。日月廣場有這麼多樹，更有斑駁的牆，給演出增加
了視覺和感覺上的豐富性，觀眾席抬頭能看到月亮，還是挺讓人振奮的。」
2021年，肖競成立了日常詩研究所，創作了《湧入歷史之前》、《桃花扇》、《動物之

名》、《第二種遊戲》等。作品涉及劇場、裝置、寫作，堅持反思性、非娛樂產品的創作取
向。她也曾多次受邀參加烏鎮戲劇節、阿那亞戲劇節與北京青年戲劇節。「我做了一個紀錄劇場
作品叫《第二種遊戲》，找了6個青少年去演1
個青少年犯罪的案子，我其實一直很喜歡紀錄劇
場，就是跟真實的素材結合的這種戲劇作品，所以那
個時候就給自己起名叫『研究所』，因為我會查閱大量
的資料，我希望秉持着一個社會學或者是人文學科的視角
去進行創作。『日常詩』就是我喜歡日常當中的那些微小的
詩意。大家對於當代文學戲劇界可能關注得還不夠多，或者沒
有找到特別合適的切入的方式。明年我還想再做紀錄劇場的作

品，隔了三年沒有做了，還是手癢癢。」

第十一屆烏鎮戲劇節10月17日晚如期開幕，以「如磐」為主題，表達「精神如炬 信念如

磐」，迎接第二個十年。隨着烏鎮戲劇節發起人陳向宏、黃磊、賴聲川、孟京輝與中國國家話

劇院院長田沁鑫、戲劇大師鈴木忠志、克日什托夫．瓦里科夫斯基敲響開幕大鑼，來自全球11

個國家的24部特邀劇目造訪烏鎮，呈現86場演出，其中5部劇目為世界首演。國內外頂尖大

師力作，在烏鎮11個劇場內綻放戲劇魅力。第十一屆烏鎮戲劇節更開拓了新單元，推出了新

內容，探索了新形式，一場場全新的、多元的戲劇藝術在烏鎮呈現，展開戲劇「新」世界。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茅建興 烏鎮報道 劇照由主辦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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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月》首演劇照。

張震亮相
《江/雲．之/間》

演，還打造了更沉浸的戲劇呈現。《哈姆雷特的七
七八八九九》在《哈姆雷特七七八八》的基礎上迭
代升級，在多重空間裏給觀眾帶來縱穿戲劇史的獨
特體驗；《邊城》嘗試復原故事中最主要的渡口場
景，最大限度傳遞文字的優美雋永；夜色中，《慾
望號街車1933》中的表演者通過音樂與朗讀，帶領
觀眾重溫劇中每個人物的命運。
本屆烏鎮戲劇節還推出全新單元——戲夢糧倉，
在烏鎮北柵藝術園區的糧倉，6位才華橫溢的實力導
演創作新空間戲劇，呈現45場精彩紛呈的演出。3
間戲劇創意互動小屋，利用新技術打破時空限制，
任由創意在互動中流動交融。5場挑戰思維與創作的
工作坊，跟隨戲劇家、藝術家們一同回到創作的原
點，在分享中汲取新養分。

珍惜這時代給我們的可能性
1300年歷史的烏鎮，經歷了十餘年歷史的戲劇節

慶，成為了當代中國的一個大IP。一個英國藝術家
稱讚烏鎮戲劇節是「A Small Town's Ambition」
（小鎮雄心）。
「重新開始的感覺還真是有。」烏鎮戲劇節藝術

總監孟京輝這樣形容，「在新的十年裏未來我們要
怎麼做，我覺得除了亮相之外，我們也開始做一些
核心內容。之前十年主題詞都是一個字兒，第十一
屆是兩字，仔細想想，如果要到了7個字兒，『一
江春水向東流』，那個時候會越來越有意思。就是
不着急，但是要對得起我們這個時代，對得起我們
周邊的所有的有夢想有創造力的人。」。
站在新十年的起點，孟京輝坦言當時的夢想實現

了，「當初我們最早的這些設計，國外先進的潮流
性的戲劇美學，確實是在烏鎮得到極大的展示，在
別的地方看不到的東西，在烏鎮真的就能看到。還
有最重要的就是年輕化，年輕人帶來不同的希望、
不同的狀態，跟他們能在一塊再創造一個新的東
西。」
「烏鎮戲劇節就是真的有各種各樣的好的東

西。」他篤定地說，「它的魅力、它的可愛、它的
年輕性、它的深度，它的美學，它的勇氣，它的信
心，它對人的這種心靈的滋潤……有了這些，就會

更加堅定地嚮往美好，這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兒。對
於未來十年，我沒想得特別多，但是我在想要珍惜
這個氛圍，珍惜這個時代所給我們的可能性。」
向國際性戲劇節不斷進發，於烏鎮戲劇節的選戲

標準到底是什麼？孟京輝直言，必須要知道世界的
脈搏，「現在我們必須要站在一個戲劇文化的高
度，同時要站在一個世界戲劇發展的美學高度上來
看。並不是高大上，而是要找到特別內在的年輕活
力，賦予戲劇以一種不斷延展的生命，我覺得這個
特別重要。有這個標準以後，不一定都是我選。烏
鎮戲劇節這十年以來，我做藝術總監，有我的特
點，但更重要的是來我們戲劇節參加展示的這些藝
術家，讓他們的特點展示出來。還有好多戲對我來
講太好了，但又並不一定適合烏鎮。」

先鋒戲劇是一種姿態
1991年6月，孟京輝把《等待戈多》作為他中央

戲劇學院導演碩士學位的結業作品，在中戲四樓的
小禮堂正式亮相，由胡軍、郭濤等主演，張楚擔任
作曲。30多年後，孟京輝再次將《等待戈多》帶到
烏鎮戲劇節。「我是要帶給觀眾30年前的那種感
知，還是當下的感知？毫無疑問是當下的，當下的
戈多是什麼？本來我就沒有答案，但是我要讓觀眾
知道我沒有答案的答案，這樣的話大家都沒有答
案，就是有答案。《等待戈多》裏面還是比較強
調跟觀眾的聯繫，用這個方法告訴觀眾，所有
的等待都是跟你有關的，戈多的等待沒有
變。我認為荒誕就是從具象中看到抽象，
從抽象裏邊延展出具象，一種挺有意思
的一種美學和哲學關係。」
作為中國的先鋒戲劇之父，孟京
輝直言先鋒戲劇首先是一個姿
態，它跟整個社會的發展和人
們的文化狀態有着直接的關
係。「越是在現在這時
候，我覺得越應該體現
對未來的信心和勇
氣。我們的出路就

在腳下，你走就行了。也許你不知道目標是什
麼，甚至你的理想可能會左右搖擺，會不斷
改變你，但是路——《等待戈多》裏有一
句話：路是大家都可以走的。」
烏鎮戲劇節每年邀請的國際劇目質
量有目共睹，孟京輝說，「與國際
交流，重要的是要說你的思想，
你對全人類命運的關心和你內
心作為一個個體對這個世界
的感知，讓別人覺得你是
一個值得共語的一個朋
友，特別重要。我覺得
中國的當代戲劇文化
也開始呈現出一個
不自說自話的狀
態了，越來越
好了。」

●●雨中的烏鎮戲劇雨中的烏鎮戲劇
節依然充滿熱情節依然充滿熱情。。

●烏鎮戲劇節「小鎮對話」環節。

●《等待戈多》劇照

●《美狄亞》劇照

▲《我們走吧》劇照◀《酒神》劇照

●著名導演孟京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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