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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蜷川幸雄是日本著名戏剧导演，当代戏剧的代表人物之一，莎士比亚戏剧

是他导演作品的最重要内容，占到了２０％左右。蜷川幸雄打破了之前日本新剧
（话剧）以英国舞台演出为正统的莎剧演出的做法，创造性地实现了更接近日本

观众的演出形式。蜷川幸雄导演莎剧时所持的核心观点是莎士比亚作品内容

不是外国的故事，而是日本人自己的故事。蜷川幸雄的莎剧作品在日本获得了

大量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喜爱，对在日本普及莎士比亚作品作出了很大贡

献，也在以欧美为主的外国得到了高度评价，告知欧美戏剧界莎剧还有另类的

演绎形式，丰富了莎士比亚戏剧的舞台演出形式，促进了日本与欧美国家的文

化交流。蜷川幸雄所导演的莎士比亚作品是日本人探索怎样演出莎剧的成功

典范，笔者相信这对中国戏剧界也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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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蜷川幸雄（ＮｉｎａｇａｗａＹｕｋｉｏ，１９３５—２０１６

年）是日本著名的戏剧导演，当代日本戏剧的

代表人物之一。虽然蜷川幸雄导演的作品在中

国很少演出过，但在中国也慢慢受到了关注，已

经出现了几篇研究他的中文学术论文［１－４］，蜷

川幸雄的自传性散文集《千刃千眼》［５］也已在

中国公开出版。蜷川幸雄导演的作品很多，有

近一百部，其作品涉及的范围也很广，从古希腊

悲剧到当代欧美戏剧，从日本传统戏剧到当代

日本戏剧，其中莎士比亚作品是蜷川幸雄导演

作品的最重要内容，占到了２０％左右。本文拟

主要研究蜷川幸雄导演的作品概要和导演特

色，探讨其执导的莎士比亚作品的特征以及在

日本演出莎士比亚戏剧（下文简称“莎剧”）的

意义。

　　一、蜷川幸雄的戏剧生涯

　　蜷川幸雄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５日生于日本

玉县川口市，川口市是靠近东京的一座小工业

城市。蜷川幸雄的家庭是经营服装店的，他有

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是末子，家庭虽不富裕，

但也不算贫穷。蜷川幸雄的母亲喜欢看戏，经常

带着幼小的蜷川幸雄去东京中心的剧场看戏。

１９５５年，蜷川幸雄高中毕业后想要成为画

家，便报考了东京艺术大学美术系，但没有考

上。一个偶然机会，蜷川幸雄看到了剧团青俳

演出的《制服》（安部公房的处女作剧本），受此

影响，他开始向往戏剧，成了剧团青俳的研究生

（养成班学生），从此系统地学习了新剧（话剧）

的表演。当时俳优座、文学座和剧团民艺被称

为日本三大新剧团，青俳剧团只是一个中等规

模的剧团，地位居三大新剧团之下。２０世纪

５０—６０年代，日本新剧主要是指所谓的现实主

义戏剧，尤其是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很

深，表演方式属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当

时在包括新剧团成员的日本知识分子中间，左

翼思想很流行，蜷川幸雄也受此影响，参加了这

方面的运动。

那时对新剧主流不满意的年轻戏剧人慢慢

多了起来，有的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演戏的

做法不满，有的是对新剧团的不民主作风不满，

他们之中有些人组建了自己的小剧团，但由于

经济实力不够，无法租用正规剧场，只能租赁地

下室等小空间，所以他们的演出被人说成是

“小剧场戏剧”或“地下戏剧”。蜷川幸雄也慢

慢地对剧团青俳感到不满意，于是，在１９６８年

他退出了剧团青俳，创立了现代人剧场，退团的

直接原因是他希望自己当导演。他的朋友清水

邦夫为他写了剧本，但剧团某些领导不允许他

当导演，他们认为，能当导演的人都是表演能力

非常出色的人，要不然演员会不听你的话，而蜷

川幸雄的表演能力“很差”。创立现代人剧场

后，蜷川幸雄导演了清水邦夫的作品《真情洋

溢的轻薄》，这是蜷川幸雄真正第一次导演的

作品。《真情洋溢的轻薄》的演出一炮走红，蜷

川幸雄也一跃成了“地下戏剧”的旗手。现代

人剧场继续演出清水邦夫创作、蜷川幸雄导演

的作品。后来蜷川幸雄在回忆现代人剧场时

说：“在剧场外面，新左翼的示威队经常跟警察

机动队冲突。我们也参加示威，同时做舞台演

出。排练场经常放着头盔。《真情洋溢的轻

薄》的导演助理有四个，他们大部分是极左派

学生……斗争一直都是失败的，但当时还可以

维持。不久我们就陷入了僵局。”［６］现代人剧

场后来慢慢出现了一些内部矛盾，１９７１年解散

了。１９７２年蜷川幸雄和伙伴们创立樱社。樱

社继续演出清水邦夫创作、蜷川幸雄导演的作

品。但蜷川幸雄他们很快发现观众变了，这表

明日本“政治的季节”已经过去。

１９７４年春天，东宝公司邀请蜷川幸雄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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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是一次偶然的邀请，选

择《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莎剧的是东宝公司

的制作人，而不是蜷川幸雄本人。因东宝公司

邀请的外国导演有事不能来日本，但剧目和演

员已经定了，所以东宝公司要找别的导演，便跟

蜷川幸雄联系了。蜷川幸雄认为换一下环境也

很好，《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工作结束就回樱

社，所以接受了邀请。但是蜷川幸雄导演商业

戏剧引起了樱社成员的尖锐批评，因为樱社演

出的作品内容都是反映参加左派斗争青年的苦

闷的，从樱社成员的眼光来看，蜷川幸雄参与商

业戏剧是向资本主义演出公司投降的不可容忍

的行为。那年夏天的一天，樱社成员彻夜开会

讨论蜷川幸雄参加商业戏剧的是非。而蜷川幸

雄坚持接受商业戏剧的导演邀请，其他成员都

予以反对，结果樱社解散了。

幸好《罗密欧与朱丽叶》作为蜷川幸雄的

第一部商业戏剧演出作品比较成功。此后，蜷

川幸雄基本上在商业戏剧演出中担当导演。但

樱社解散事件给蜷川幸雄留下了很深的精神创

伤，此后在好几次谈及此事时，他都表示再也不

谈政治问题了。

此后，蜷川幸雄的事业发展得很顺利，很快

成为商业戏剧领域的明星导演，到了１９７０年代

末，蜷川幸雄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一些著名演员，

还闻名海外。１９８３年，由蜷川幸雄导演的古希

腊悲剧《美狄亚》在雅典和罗马演出。这是蜷

川导演的作品首次在海外演出，演出很成功。

１９８３年，蜷川幸雄的名气在希腊还很小，所以

演出场所是雅典郊区的剧场。第二年蜷川幸雄

又受到邀请，这次是在雅典市中心的剧场演出。

以后几乎每年他都做海外演出，且都获得了很

高的评价。１９８５年《ＮＩＮＡＧＡＷＡ麦克白》在荷

兰阿姆斯特丹、英国爱丁堡戏剧节演出，蜷川幸

雄赢得了很高的评价，１９８７年该剧在伦敦演

出。蜷川幸雄获得世界性的高度评价就是从

《ＮＩＮＡＧＡＷＡ麦克白》的成功演出开始的。蜷

川幸雄导演的作品１９８３年以后几乎每年都在

海外演出，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在中国内地演

出（在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演出过）。２０１８年

ＭＵＳＡＳＨＩ《武藏》在上海演出，这是蜷川幸雄导

演的作品第一次在中国内地演出。１９９３年，蜷

川幸雄当上了桐朋学园大学短期大学部（现在

的桐朋学园艺术短期大学）戏剧专业教授，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任该校校长。

１９９８年，蜷川幸雄受邀任彩国玉艺术剧

场的莎剧演出的艺术总监。这对蜷川幸雄导演

莎剧来说十分重要。彩国玉艺术剧场是玉

县设立的剧场。以前商业戏剧中演出莎剧时不

得不考虑票房收益，所以不敢演出历史剧等日

本人比较陌生的剧目，但彩国玉艺术剧团不

需要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可以演出所有莎

士比亚作品。彩国玉艺术剧场首次上映的莎

士比亚作品是《罗密欧与朱丽叶》。１９９９年蜷

川幸雄担任东京涩谷文化村剧场的艺术总监，

这是个商业性大剧场。２００６年蜷川幸雄升任

彩国玉艺术剧场的最高艺术总监，趁这个机

会他创立了玉金色剧场，这是一个由５５岁以

上的演员组成的剧场。２００９年他还创立了

玉下一代剧团，这是一个由２０多岁的年轻演员

组成的剧团。玉金色剧团、玉下一代剧团

都演出了蜷川幸雄导演的莎剧，而且都获得了

高度评价。

２０１０年日本政府颁授给蜷川幸雄文化勋

章，这是日本文化界最高的荣誉。２０１６年５月

１２日蜷川幸雄因病去世。据说在他去世的病

房中，放着三本要演出的剧本，其中一本是《哈

姆雷特》。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６日，日本为蜷川幸雄

召开了追悼会，戏剧界有关人士、戏剧爱好者等

１３４４人参加，很多电视节目也做了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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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戏剧导演的离世，日本社会表现出了

空前的关注。

　　二、蜷川幸雄导演的作品之概况和

特色

　　上文已说过蜷川幸雄导演的作品有近１００

部。根据日本著名戏剧评论家扇田昭彦的统计，

其中，莎士比亚作品１８部，清水邦夫作品１４

部，井上厦作品５部，唐十郎、秋元松代和古希腊

悲剧作品各４部，以及契诃夫作品３部等［７］１３－１６。

由此可知，蜷川幸雄导演的最多的剧作是

莎士比亚的作品，其次是清水邦夫的，对其他剧

作家的作品显然导演的数量不多。从蜷川幸雄

选择导演作品的倾向我们可以了解到：其一，他

导演的作品主要是欧美的经典作品，尤其是莎

士比亚的作品；其二，他主要导演同时代的日本

剧作家作品，这些剧作家大多是新剧、非主流剧

作家和地下戏剧的剧作家。也有蜷川幸雄几乎

不导演的作品群，主要有易卜生等作家的自然

主义作品、木下顺二等日本新剧、主流剧作家的

作品（所谓现实主义作品）、音乐剧和情节剧等

纯娱乐性作品、布莱希特的作品、日本以外亚洲

国家的作品（２００８年导演了《霸王别姬》，这是

根据李碧华的小说改编的，不是纯粹的亚洲国

家戏剧作品）。

蜷川幸雄不喜欢所谓现实主义作品，这与

他所走的戏剧道路有关，因为他是从反对日本

新剧主流即所谓现实主义戏剧起家的。蜷川幸

雄不喜欢布莱希特的说教作风。他不导演音乐

剧和情节剧，这有点意外，因为商业戏剧很大部

分是娱乐性很强的音乐剧和情节剧。蜷川幸雄

虽然是商业戏剧的重要导演，但他不喜欢纯娱

乐性作品或讨好观众的作品，他更重视作品的

艺术性，强调要把商业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自如地运用华丽的灯光、

音响效果和奇观场面吸引观众。他的一些成功

作品实现了票房收益和作品艺术性极高这两种

表面上看似矛盾的戏剧价值的完美结合。蜷川

幸雄之所以受到大家的重视和尊敬，其重要原

因就在这里。蜷川幸雄多次谈到讨厌僵化的写

实表演，重视表演的真实性，强调表现人物的内

在情感。蜷川幸雄说他并不否认真实的写实表

演，而是讨厌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日本新剧的

表演，如日本新剧的启蒙性的、居高临下的说

教。他尤其讨厌当时日本演员表演欧美戏剧、

模仿欧美人的表演。他认为这是假表演。从这

一点看，蜷川幸雄还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信

徒。为了激发演员的内在情感，蜷川幸雄经常

在排练厅辱骂演员，有时还向演员扔烟灰缸。

　　三、日本接受莎士比亚作品的历史

概要

　　在讨论蜷川幸雄导演的莎剧以前，我们先

要了解莎剧在日本演出的历史。莎剧在日本演

出的历史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江

户幕府末期明治维新到１９１１年前后，第二个阶

段是１９１１年（文艺协会《哈姆雷特》演出）到

１９７５年前后，第三个阶段是１９７５年（莎士比亚

剧场）到现在［８］。

第一个阶段是在日本缺乏西方文化熏陶的

环境下根据自己的理解接受莎士比亚的阶段。

这个时候日本新剧尚未出现，演出莎士比亚作

品的戏剧形态是歌舞伎和新派剧。

第二个阶段是以新剧（话剧）演绎莎士比

亚作品的时代，以西方尤其是英国的莎剧演出、

解释为正统，认真严肃地模仿、移入莎剧。通过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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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活动，日本人已经能够从本质上理解莎士

比亚作品。模仿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在

舞台上用本国语言表现作为异域文化的西方剧

本，毕竟需要相当多的知识储备并付出巨大

心血。

第三个阶段是脱离以西方为正统的束缚，

根据日本人自己的理解演出莎剧的阶段。这一

阶段，莎士比亚从“神仙”变成了“邻居”，其作

品也从“西餐”变成了“日餐”。１９７３年彼

得·布鲁克导演的《仲夏夜之梦》在日本演出，

这次演出多用空中秋千、转飞盘等民间曲艺的

手法，打破了以前正规的莎剧演出方式，给日本

戏剧界带来很大冲击，日本戏剧界认识到了莎

士比亚作品可以自由地演出。蜷川幸雄在谈及

１９７３年彼得·布鲁克的《仲夏夜之梦》演出给

他带来的巨大影响时说：“布鲁克的舞台给了

我决定性的影响，可以这样自由地以现代戏剧

的方式演出莎士比亚作品，我很吃惊。知道在

演出莎士比亚作品的时候要演什么就可以演什

么，我感到了一种大解放的气氛，但也觉得布鲁

克的导演过分简练。”［７］９５

１９７５年出口典雄主管的莎士比亚剧场开

始演出莎剧，标志着第三阶段的到来。在莎士

比亚剧场里，一些年轻的无名演员穿着牛仔裤、

Ｔ恤衫等便服演出莎士比亚的作品。他们在东

京涩谷的咖啡店里每个月连续五天左右演出了

莎士比亚作品。出口典雄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导

演莎士比亚所有剧本的导演。蜷川幸雄也是代

表这一阶段的导演。目前，莎剧及其相关作品可

以说基本上每天都会在日本的某个剧场演出。

　　四、蜷川幸雄导演的莎士比亚作品

之特色

　　上面我们谈到蜷川幸雄导演莎剧是一件偶

然的事情。在１９７４年导演《罗密欧与朱丽叶》

以前，蜷川幸雄没有导演过莎士比亚作品。那

么，为什么莎士比亚作品成为蜷川幸雄的重要

导演对象呢？蜷川幸雄在现代人剧场、樱社时

代已经很喜欢舞台上要出现群众的做法，这种

群众不是理想化的纯洁的人民群众，而是包含

着下层的、杂乱的、几乎被近现代社会所遗忘的

群众。在１９７４年《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蜷川

幸雄也突显出群众剧导演的魅力。他通过导演

《罗密欧与朱丽叶》可能发现了莎士比亚作品

是可以发挥自己才华的作品，有其自由发挥想

象的余地。这是后来莎剧成为他的重要导演对

象的理由。这里也有受１９７３年彼得·布鲁克

导演的《仲夏夜之梦》影响的成分。一次偶然

的成功决定了蜷川幸雄以后的戏剧道路。

蜷川幸雄说他不喜欢像现实主义戏剧那样

把现实如实地演绎的戏剧，所以他很喜欢莎士

比亚的包含着很多现实主义戏剧丢失、抛弃、抹

杀某些东西的作品。他一直都在思考和探索日

本人（非西方人）怎样演出莎士比亚作品。他

还说：“原来莎剧是从欧洲移植过来的，是在日

本本来没有的戏剧，还有（因为主要是新剧初

期人士的爱好）这种演出成了日本戏剧的一种

规范。因此在日本演出莎剧时不得不需要两种

拆毁，除了拆毁移植的原型之外，还要打破没意

思的规范。”［９］３６蜷川幸雄所说的“日本戏剧的

一种规范”就是笔者所说的日本接受莎剧的第

二个阶段的演出形态，即以西方的莎剧演出和

解释为正统的莎剧演出。蜷川幸雄认为这是

“贫血”的莎士比亚作品。

蜷川幸雄认为莎士比亚作品内容不是外国

的故事，应该是日本人自己的故事。基于这种

看法，尤其是在他当商业戏剧导演的前期，他用

日本风格的东西把舞台道具、时代背景都换成

了日本的，但台词一句也没变。蜷川幸雄导演

的莎剧可以说是日本化（本土化）和国际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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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的结合。他执导的舞台不是讨好欧美人的

日本趣味，而是日本化的舞台和莎士比亚作品

本质紧密结合的产物，所以很受欧美国家尤其

是英国观众的欢迎。不过笔者认为，虽然蜷川

幸雄讨厌和批判第二个阶段的莎剧演出，即新

剧的莎剧演出，但是有了第二个阶段的基础之

后，蜷川幸雄才能导演好自己的莎剧作品。

上面已经谈过《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蜷川

幸雄第一次导演的莎士比亚作品。蜷川幸雄认

为过去的导演只注意优雅感，而他注意到，《罗

密欧与朱丽叶》写的是十几岁少男少女的青春

冲动和狂奔，是燃烧的身体和灵魂的故事，其要

表现青春的疾驰感。蜷川幸雄回忆接受东宝公

司的邀请时说：“为什么是《罗密欧与朱丽叶》

呢？因为从年轻时候我被这个故事奇妙地吸引

着。如果有人问我被吸引的原因，那我只能回

答，是那样爱着别人、那样非常快地死去的爱情

的速度……所以我导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都成了疾驰的爱情故事。”［９］８－９

１９７４年《罗密欧与朱丽叶》首演时市川染

五郎扮演罗密欧，中野良子扮演朱丽叶。首演

以后，１９７９年重演、１９９８年第三次演出、２００４

年第四次演出。第三、第四次演出的道具变得

简朴了，第四次演出时道具都贴着无数年轻男

女的照片，这些年轻男女都是为爱情自杀的。

蜷川幸雄前期导演的莎剧作品的代表作是

《ＮＩＮＡＧＡＷＡ麦克白》，１９８０年首演。麦克白

由平干次朗饰演，麦克白夫人由栗原小卷饰演，

演出背景改为日本安土桃山时代（１６世纪后

期），就是日本的战国时代，服装都是当时日本

武士的衣服，然而台词没变。演出开始后，两个

老妇人从观众席走上舞台打开佛龛，情节故事

就在佛龛里展开，演出结束后两个老妇人关闭

佛龛走下观众席退场。蜷川幸雄在谈到安排佛

龛的缘由时，说：“我回老家在佛龛前焚香，关

了佛龛的小门。那时我从像网眼的小门空隙看

见了佛龛里面。我觉得：对啊！《麦克白》的登

场人物大都死了。我们面对佛龛时唤起死者，

就好像子女在跟死者对话。如果想到这个戏是

现在的我们窥视祖先的故事或者是反映我们怀

念祖先的心理的，那么在佛龛里演出《麦克白》

就是给普通日本人传达这本剧本的意义的有效

办法。于是我就产生了这个灵感。”［１０］

在《ＮＡＮＡＧＡＷＡ麦克白》中，起重要作用

的还有樱花。勃南森林被改为樱花，第五幕马

尔康等的士兵背着樱花前进。蜷川幸雄说樱花

是代表日本的国花，自己觉得樱花有死的气氛。

蜷川幸雄后期所导演作品的舞台道具是简

单化、抽象化了，但“莎士比亚作品是日本人自

己的故事”这种观点没变。虽然不用日本化的

道具，但是演员和观众也能理解导演的意图。

１９９８年蜷川幸雄担任彩国玉艺术剧团的莎

剧演出的艺术总监，以后陆续导演了莎士比亚

的其他作品。蜷川幸雄在彩国玉艺术剧场第

一次导演的纪念性作品是《罗密欧与朱丽叶》，

这次是他自己选择的，可见蜷川幸雄对《罗密

欧与朱丽叶》的喜爱。２０１３年演出的《威尼斯

商人》，也属于彩国玉艺术剧场的莎剧演出，

那是蜷川幸雄导演的《威尼斯商人》的首演。

这次演出跟平常的莎剧演出不同，是与著名歌

舞伎演员四世市川猿之助的合作，由他扮演夏

洛克，其他演员都是男性，女性角色也是男扮女

装的。《威尼斯商人》基本上把夏洛克表现为

坏人，用歌舞伎的演出技巧来加以表现。

遗憾的是因蜷川幸雄逝世，他只导演了莎

士比亚的３２部作品。２０１８年新的艺术总监吉

田钢太郎（彩国玉艺术剧场莎剧的主要演员

之一）到任后，继续导演剩下的莎士比亚剧本，

到２０２１年演出了《终成眷属》，完成了所有莎

士比亚剧本（共３７部）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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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语

　　蜷川幸雄打破了之前日本新剧（话剧）以

英国舞台演出为正统的莎剧演出的做法，创造

性地实现了更接近日本观众的演出形式。蜷川

幸雄导演莎剧时所持的核心观点是莎士比亚作

品内容不是外国的故事，而是日本人自己的故

事。蜷川幸雄的莎剧作品在日本获得了大量观

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喜爱，对在日本普及莎士

比亚作品作出了很大贡献，也在以欧美为主的

西方国家得到了高度评价，告知欧美戏剧界莎

剧还有另类的演绎形式，丰富了莎剧的舞台演

出形式，促进了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的文化交

流。蜷川幸雄所导演的莎士比亚作品是日本人

探索怎样演出莎剧的成功典范，笔者相信这对

中国戏剧界也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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