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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读】形体剧场+东方美学，《麦克白的悲剧》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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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节2019 ─ 艺汇上海”官方网页：

www.festivalhongkong.gov.hk

11月8日至12月1日，由香港艺术发展局筹办的“香港节2019艺汇上海”——春晖粤艺工作坊《粤剧生、旦、

净、丑行当展演》、邓树荣戏剧工作室舞台剧《麦克白的悲剧》、来自“美声汇”的流行歌剧《当莫扎特遇上达庞

蒂》，以及当代舞艺术家李伟能与不加锁舞踊馆的《一城三记》专场演出，将轮番在上海每周六、日上演，为大

家带来一场传统与现代交错的演出盛宴。

其中，由香港导演邓树荣执导、英国莎士比亚环球剧场及香港艺术节委约、四年多以来一直巡演于欧洲及内

地多个城市及艺术节的舞台剧《麦克白的悲剧》将于11月16日、17日在1862时尚艺术中心上演。

邓树荣导演以其独特的形体剧场理念及东西方剧场美学，为莎士比亚经典悲剧注入丰富想像。邓导演的演绎

非常大胆创新，他让身穿现代流行服饰的男女主人公在中国山水风景、中国古代服饰、现场敲击乐的环境中用粤

语演绎莎士比亚这个著名经典悲剧。演出对西方观众的冲击很大，甚至连环球剧场的艺术总监都说这是他看过演绎

得最好的《麦克白》。

《麦克白的悲剧》 10月7日戏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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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白的悲剧》宣传片

莎士比亚的《麦克白》，讲述了 11 世纪苏格兰贵族麦克白，受到女巫蛊惑及夫人怂恿，而将自己的表哥邓肯

国王所杀害，以求自己称王的故事。作为他的四大悲剧之一，篇幅最为短小精悍，却被形容为莎翁最阴暗和最具

感染力的作品。数百年来，被演绎过无数遍。

在这版《麦克白》中，故事讲述了一对现代男女于梦中穿越时空，来到远古的东方，成为麦克白夫妇。麦克

白被三个女巫预言将加冕为皇，他为了争夺皇位，与夫人展开杀戮：先刃皇帝，再除战友，凡阻碍他攀登皇位的必

遭杀身。在这场梦境裡，登上皇位的，既是麦克白，又是麦克白夫人。人类为实现慾望永无止境，最终走向自我

毁灭，不分地域，无分男女，不分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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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舞美 东方禅意 

故事发生时间是中国古代，但这个古代却并非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朝代，只是一个架空，一个想像。虽然

演员手中提的是中国的灯笼，但口中谈论的却是远在千里之外苏格兰的政局，即原作中的政治事件。 

大量留白的布景，简单而用途多样的道具，都是沿用了“一桌二椅”的中国戏曲概念，所谓“千里万里，都一个

圆场；一桌两椅，化一座厅堂”。简洁凝练的设置极富象征意义，留给观众最大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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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体叙事 超越语言 

“在我的剧中，真人是最重要的存在，选择肢体语言讲述剧情，是因为早在语言出现以前，人类正是以肢体行

为进行沟通。

这种方式最传统，也最容易回归人类本源。”邓树荣如此阐释他偏爱形体剧场的原因。 

雌雄莫辨 跨越性别 

剧中的”三位女巫“皆由男性演员出演。另外，在某一特定情节之后，男女主角互换了服装，从而对调了出演

的角色。这一设计表达了“每个人心中都潜藏着阴暗面，差别只在于有没有合适机会向外展示” 的核心概念。

麦克白夫妇或许是一体两面（麦克白有女性不忍的一面，而麦夫人则有男性残忍的一面）。演出同时带出一

个重要议题：虽然在一个男权社会里，但权力有否性别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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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里戏外 如幻似真 

但另一方面，演员们有时会直接对观众说话，甚至暂时离开自己的角色，向观众讲解莎翁创作麦克白的历史

背景。这样的插曲又暂时把观众“拉”出戏外，略带距离地审视这出悲剧。 

两种不同的观演距离，给本剧带来更多的层次感，使观众得以从多个角度来欣赏、思考。

关于《麦克白》

主持人：我们都知道麦克白已经有非常多的版本，可不可以讲解一下改编麦克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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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树荣：这部剧的首演是2015年夏天在伦敦的环球剧场，是他们委约我们去的。创作的构想是在2014年秋

天，那个时候琢磨好几个月，睡觉都很困难，就有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想到麦克白这个戏，能不能够是一男一

女，去到古老的东方，那个男的就是麦克白，那个女的就是他的夫人，所以主要的构想是2014年秋天的时候形成

的。

主持人：我刚才在这个视频看到，这个作品里面男女主角有互换，这是什么设计灵感？

邓树荣：这个互换的首发是我们2017年在欧洲巡演，去欧洲半年以前，我有一天看到一个粤剧，我忘记了谁

演的，就看到一个女生扮一个男生，感受很大。当然我以前就看过粤剧但是那个晚上我看的时候，就和辉哥在思

考，思考《麦克白》的台词，男的应该做一些伟大的事情，比现在更伟大才是男人，我就整个一晚上在想，如果我

的麦克白如果由女的来演怎么办？于是整个晚上我非常感谢当天晚上的粤剧表演，我就马上跟我的演员说，你要扮

女的，就是上半场原来由男生来演，下半场就互换，我觉得那个欲望不分性别，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

主持人：那来到上海巡演版本会有什么不同吗？

邓树荣：有一点点不同，因为这几年从首演到现在差不多4年，在4年里，一，我大了四岁了，慢慢成长了，

看的东西希望越来越简单，因为我觉得人生很多事情其实很简单，但是人类太复杂了，所以我的版本越来越简单。

包括身体动作，因为在一个舞台上，演员的身体跟他的思想、内在是应该有一个存在，所以我在动作上是更简单

了。

比如我们站在这里，如果我们的膝盖这样子走路产生出来的感觉跟平常不一样，膝盖弯了前面也弯了，这样

子走路头这样望再回来，产生出来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身体的动作我们要更好表达他的解构，所以在这个戏

里面，这一种动作的构成是稍微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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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也了解你有创立专业形体戏剧青年训练课程，怎么把形体融入到剧作创作中？

邓树荣：所谓形体创作是一种训练的方法跟一种创作的方法，它就是一个剧种，这个剧种叫形体剧，因为现

场所有表演都是用身体，只是你有没有心去用到身体表达而已，所以形体是从身体的解构出发，要去了解我们心

里面的状态。比如说，我这样子看你，再表达一些东西，所以这个是解构的一个行为，所以形体对身体的解构，由

解构再重组，看看我们如何利用每一个视角。所以我们的学校训练的年轻人希望他们从身体的感受再用声去表达内

在，因为艺术是感受跟表达的关系，中间有一个内在的转化的过程。

这个过程不单是表演者自己觉得有，还要观众觉得这个人，这个表演者真的由内在转化，形体剧很简单，就

是如何从外在身体找到内在心里状态，然后内在跟外在有机总体的存在舞台，这个方面我们的戏曲是非常棒的。

当然他们以前不是用这种的语言去讲的，但实际就是追求这种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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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莎翁

悲剧《麦克白》的改编与创新，并通过深入解读邓树荣所代表的简约美学风格、形体剧场元素，揭秘创作背后的故事

莎士比亚在21世纪的打开方式

《麦克白》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于1606年创作形成，距今已有四百多年。21世纪的我们，与这部作

品之间，隔着时间的洪流和变幻的时代背景。2015年，为纪念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受英国莎士比亚环球剧院邀

请，邓树荣导演的《麦克白的悲剧》在环球剧场首演。与其他版本的演绎相比较，这部作品有何不同？四百多年

前的这部经典，与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何关系？

借由“香港节2019·艺汇上海”的举办，香港艺术发展局与建投书局合作“上海·香港双城艺术季”，通过五天三场

讲座和两场工作坊的形式，在与艺术家近距离的接触中了解创作意图，感受作品魅力。

9月4日晚上，邓树荣导演来到建投书局·上海浦江店，与策展人杨青女士进行对话，探讨邓树荣作品风格的形

成过程，重新思考经典与当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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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邓树荣戏剧形成的过程

杨青：

我刚才跟邓老师细数了一下，他的大部分作品我都看过了，香港艺术节我是常客，因为香港艺术节是亚洲最

大的艺术节，也是全球十大艺术节之一，每年3月份基本就是全香港的盛世，全亚洲的盛世。我在香港艺术节看过

邓老师指导的歌剧《麦克白》、《泰特斯》，我在北京看过邓老师指导的《安提戈涅》，非常另类和大胆的演绎和

诠释，用了几个女生表达原来男生的角色，我也一直有看《麦克白的悲剧》，在香港的版本，也有看大陆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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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目前11月份将要到上海演出的《麦克白》的版本，其实我在深圳已经看过了，深圳是大陆的第一场，我特意从

北京飞去深圳看这一出戏，因为我想先睹为快。

邓老师说这次的版本就有些变化，和我在香港艺术节看到的《麦克白》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刚才说他是我

的爱豆（编者注：偶像），虽然我今天是以一个策展人，一个评论者的身份坐在这里，他一直是我的长辈，我今天

也是抱着讨教、交流的态度，来和邓树荣老师做一些对话。我前面说了这么多，我们这次对话的缘起因为《麦克白

的悲剧》11月份在上海演出。

但是今天的对话不是演后论坛，因为大家还没有看过这出戏，我们不想涉及到关于这出戏具体细节的技术性

分析，更多想从艺术家创作思路，艺术家观念的形成请邓老师谈一谈，为什么作出这部戏剧来或者戏剧理念是什

么。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追根溯源的人，我想任何一个人的艺术生涯的起点都会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出发点，对邓老

师来说，我觉得他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起始，邓老师是香港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之后从事三年的法律工作，可是后来

他毅然决然放弃在香港人看来是金饭碗的职业，医生、律师这些专业人士在香港是非常吃香的行业，为什么他放弃

了一个人人艳羡的职业，转而投身到了戏剧，从头学起，转身投入到了戏剧学习、研读，包括实践过程当中来。

1986年从香港去了法国巴黎，在法国的读书和在法国的实践对它形成艺术观念特别重要的关键，首先想简单

问一下邓老师，当时促使您离开法律这个行业，投身到戏剧这个领域里边来最关键的戏剧魅力是什么？就是什么推

动你做了这个选择？包括法律的学习对您之后从事，好像很感性的艺术创作，戏剧舞台情感以及丰富舞台表达这么

一个领域，法律到底对您后来从事戏剧有没有什么影响的关系？

邓树荣：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当时的法律学院念法律的时候，基本上所有老师都是英国人，有很多在专业里

面做不了的，他们觉得当个老师可能比在外面打拼多一点，他们在业余的时候这帮老师就搞乐队，就搞戏剧，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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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英文唱，用英文演，但是后来他们就搞一些广东的歌，但全是老外来搞。所以在那个时候受到他们一定的影响，

特别是有一个老师非常喜爱布莱希特，所以对我有一定的影响，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像他们这样子好像业余来搞一

搞戏剧不够过瘾，暂时离开法律的行业，当时的想法是这样子，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另外学法律对创作确实有一些影响，理性跟感性的平衡，因为法律是非常讲理性，但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讲，

它的理性也是一场戏，你看一个案情实际上好像看一场戏，律师的工作就是如何去将有利于自己的案情组成一场

戏。就是另外对方的律师如何让案情组成对他有利的一场戏。

杨青：它是有节奏的而且有关系。

邓树荣：对，所以后来就觉得是理性跟感性的平衡，理性的部分是从学习法律那方面学过来的。

杨青：您去了欧洲、法国之后，我想对您艺术观念的形成会起决定性作用，非常深刻的影响，那您曾经说过

对于艺术观念形成有三位老师，跟您的冲击特别大，像梅耶荷德、布莱希特、斯坦尼像一个引发一个触动您对戏

剧演出的思考，这三个人的戏剧美学理念对您戏剧观念到底形成什么样的烙印？是怎么影响您的？

邓树荣：我想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在欧洲我发现很多艺术家爱打架、吵架，就是斯坦尼不满意以前那种演绎

的方法，觉得以前表演非常假，于是他就觉得应该从人的心灵的深处去找灵魂的东西，梅耶荷德说斯坦尼你这样

做的话只能演绎某一部分的东西，有一些西方传统的历史上的文本是演绎不了的，比如希腊悲剧、意大利的戏

剧，他就觉得应该从身体出发，所以他就觉得戏剧应该是戏剧性的，不是模仿现实的，梅耶荷德也受东方戏剧影响

不少，他看歌舞剧跟梅兰芳演出都有看到，同时在苏联年代写了很多文章赞扬梅兰芳演出，但是后来当然他有一些

意见跟主流的社会不太，就是他“够呛”，“够呛”是我在内地学的名词，就是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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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希特也是很喜欢吵嘴的人，人家说东他说西，东方戏剧就是吵嘴的情况，这个吵嘴是有建设性吵嘴，我

们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名词，就是在辩论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戏剧的理念跟戏剧创作方法，基本上我不太满意你的做

法，所以我搞另外一套，他看到我搞这一套就跟我说，他不满意我搞这一套，所以他就搞另外一套，当他有他们的

理念，这种理念都是有见地的理念，不是随意说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吵嘴的气氛对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非常重

要，因为这样子你才能有一个良性的竞争，而不是只是你说了这样子，我们在80年代、90年代，欧洲学到看到的

东西，其实是跟20世纪初期这种吵嘴的情况基本上一样，就是没有中断原来的吵嘴这个历史性的发现对我来讲很重

要也有趣。

另外，吵嘴的人在生活上都有各种各样的尝试，比如说如何看“戏”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在中国社会，当然在

西方的社会他们有自己一套的想法，比如说我们知道的一个哲学家沙普跟他的老婆关系很有趣，就是你是我的老

公，我是你的老婆，但是不代表我不可以跟另外一个人好，你也可以跟另外一个人好。

杨青：他们是开放式关系。

邓树荣：这种关系在中国社会上来接受，或者在法国当年社会也不是很容易接受，但是这种将生活作为一种

艺术来考虑，我记得有一个德国的艺术家他在大战的时候有参加打仗，后来回来了，他就说其实我是被人救了，这

个人怎么怎么好，就启发我艺术的观念，其实都是说谎的，他没有被人家救了，是其他士兵救他的，后来他讲为什

么这样说，他将自己的生命当做一个艺术品。

杨青：所以他提出社会雕塑的观念。

邓树荣：我在法国接触的东西，除了学科本身的东西以外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背后的一些家族关联

跟理念，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情况。同时，那个时代的法国跟今天的欧洲也有很大的分别，因为他们面对的东西跟

问题，那个时候全球化还没有这么厉害，特别法国非常完美的时候，在戴高乐的时代已经是完美了，但是他们又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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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美国有非常大的成就，他们口说不喜欢麦当劳，但是转过头就去，人就是这样矛盾，我觉得那个时候看到感受

到的就是这种矛盾。

杨青：那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熔炉，您把自己抛到陌生文化环境，陌生语言里，邓老师到法国之后，我觉得

是在拼命学习法语，融入法国环境里面，我记得您说您去英国看望朋友，您在英国的时候，朋友说你的英文有法语

口音。在戏剧看到这么多的大师，他们之间的辩论对你产生思想上的冲击以外，可能还有国家大的文化环境，我

记得在一本书里面说到，您在法国的时候，其实除了看戏剧以外也在看展览，看别的很多不同艺术门类，其实都是

在把一个您所从事的领域放在大环境下去观看。

刚才说到的几位大师，其中有一个是您特别愿意去分析的就是梅耶荷德，您称之为他是您的影子老师，既然

用这么重的词，在法国读书的时候，毕业时候的硕士论文也是在研究梅耶荷德美学理论，我想听听您对梅耶荷德的

理论对戏剧有什么影响，包括您又是怎么在后面慢慢实施和践行这样的观念？

邓树荣：刚才我有说一点，他提倡的戏剧应该是戏剧性，不怕告诉观众我们是作假的，我们是在演戏，因为

戏剧性背后不是模仿生活而是制造一个神秘，推动让观众来看戏，因为背后的神秘感，他们要看看后面是什么东

西，不是原来你要说这个东西，我明白了，他觉得这种戏剧不太有趣，因为如果让每一样东西一看就知道是你说的

东西，没有神秘感，那样艺术的魅力都没有了。所以他特别强调德国艺术家叔本华，叔本华的戏很多关于视觉艺术

的东西，他其中有一个说法是梅耶荷德经常沿用，叔本华说一个好的艺术作品，应该是留白，让观众完成最后一

段的美感的历程，这就是想象力，它在整个艺术观念的地方是梅耶荷德。

另外，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导演，他说过导演一个剧本对他来讲最重要是导演那个剧本的精神，而不是剧本

的文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要找出剧本的精神的话，实际上就是用很多解构或者用现在语言来讲，解构、重

组，什么东西应该是强调什么东西，就是剧本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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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他觉得演员的身体才是引领最原始的东西表达的工具，而不是语言，语言在很多年以后生出来的一种

方法，他非常强调身体，从西方戏剧传统、东方戏剧传统去梳理出来的一个概念，而他非常的注重演员的实际能

力，这从意大利喜剧里面，1917年成立了一个剧来研究雌性的能力，到后来建立一个生化机械论，将人体当成机器

来研究，这在20年代已经非常前卫。后来他写的很多东西，同时也拍了一个片段，就是关于生化机械论如何帮助演

员身体表达能力，已经有一套的方法。

第四，是他强调内在，因为他原来拉小提琴，所以他是一个耳朵非常灵的，他非常强调没有语言的时候，演

员内在的节奏上，所以他生化机械论跟内在节奏有不可分的关系。这四点对我影响很大。

杨青：您刚才说到他演员的训练对您包括生化机械论有一套非常系统的方法，这个方法当然要去实践，要去

感受，要去训练自己，把自己融入方法去。您当时其实是在法国还参加了耶日.格洛托夫斯基的工作坊，这个工作

坊其实只有7天，但是对邓树荣老师身体训练的感知以及后来去训练演员，和自我训练产生非常深的影响，您也说

过这7天对你终身不忘，受用不尽，我想知道这7天经历了什么，而且这7天以后也没有再有过交集在他的这套方法

里面您经受了什么样的历程？还有您自己身体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照或者觉知？

邓树荣：最重要的经验是觉得非常辛苦，辛苦到自己忘记自己了。

杨青：怎么样训练才能让人这么辛苦？

邓树荣：比如你在这个空间里跑三个小时，他没有告诉你跑多久，你就跑，非常辛苦，到某一个阶段你都忘

记了你在哪里了，我好像在中间还是在旁边，旁边是不是有人在？有一天晚上很晚，因为他是分两段时间工作的，

有时候是下午的4-10点，有时候是晚上10-4点。

杨青：选用这么特殊的时间段。

邓树荣：因为他觉得人在不同时间段能量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少在晚上10点钟到凌晨4点钟跑，但是就在

这6个小时里，您觉得非常辛苦，但是最后你觉得好像经历了一个你都说不出来的历程，后来跑完以后有一个同学

说，你刚才跑的挺不错，因为那个时候他让我们跑的不要有声音，跑没有声音怎么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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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青：您现在还能做出来吗？

邓树荣：暂时有一点难度，先说那个时候跑完了，3：30差不多4：00，有一个同学说你刚才真的有一段时间

跑的没有声音，我说什么时候？他说好像大概2：30，我完全没有这个记忆。

杨青：凌晨吗？

邓树荣：对，凌晨，所以那个辛苦是提升了一些东西，这个东西如果要用语言去形容的话，就是可能到一个

忘我的阶段，就是这样辛苦你都忘记了你是谁，或者你在做什么，你只管在做。我觉得这个经验对我来讲就好比一

段旅程，用身体的方法，他不太说话，他进来的时候就是一瓶红酒，然后吸烟，就跟他的助手说了两三句，助手就

跟我们讲。那7天对我的感觉是，原来辛苦的东西可能是个意念觉得他辛苦，跑了三个小时要没有声音这怎么做？

这是个理念的东西，这个概念很多时候是压迫我们创造力的，一个概念告诉我们这样不行，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亲身

去体验，可能就不停留在概念上，这是我想最大的一个发现。

当然那个时候没有马上能够从理念总结的这么清楚，是后来很多年以后，慢慢慢慢的总结经验，源头回到那

个时候的7天，原来辛苦是一个概念。人如果是永远生活在概念里面，我们就不是真正的生活，我们不能够生活在

概念里，但是我们又不能够没有理念，这个是一个矛盾，这个等一下再讲。

 

二、邓树荣戏剧的关键词

杨青：因为今天讲座给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只有一个多小时的交流，我们也是可以有一些比较经验去回

答，在欧洲法国6年时间，您当时回国的时候特别感慨，有一种隐隐脉动牵动着你回到中国，回到自己土地来发觉

您这六年所收获、总结、体会到剧场的实践方式，其实是开拓了全新的戏剧表演方式、实践、教育当中去。我想

提到您戏剧理念，我想有几个关键词，经常被人提及的就是简约美学、形体剧场、浅语言，我想您对这几个关键词

有没有解读？这几个词是理解邓树荣所有作品的一把钥匙，所以我想您可以就这几个概念来去讲一讲简约美学，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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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可以是简约的吗？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形体剧场，剧场不是形体的吗？剧场都是用形体来表达，浅语言是什

么？是沉默吗？仅仅没有语言就可以被称之为浅语言吗？您可以做关键词的解读。

邓树荣：简约美学在西方30年代提出来的，就是一种简约主义，它永远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什么才是叫简

约，要看你做什么事情，但是这是一个对空间环境的感受的窗口，如果你有这个感受的话，再有这个技巧的话，你

就能够发现简约是一个学识，不光是一个美学，可能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化繁为简。

杨青：为什么会觉得是根本的本质和因素？

邓树荣：因为思考这个创作的时候，很多时候很多东西同时出现，你又想这样子又想那样子，最后又问自己

十个东西里面哪一个最重要，你答的出来的话其他九个就不重要。

杨青：就找到核心的东西。

邓树荣：跟你找男朋友一样，十个男孩子找一个，另外形体剧场其实是一个没办法集中的名词，没办法找到

一个名词来形容，形体剧场不是一个剧种，是一个方法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从身体出发，从身体出发当你没有语

言进入的时候，身体靠什么去表达你的感受，而不用外来的东西，比如我现在拿麦克风这是外来的东西，如果我用

麦克风去敲打这个东西，就是用一个外在的东西，但是如果我是用手，就不是外在的东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杨青：就是要去掉除了身体以外的东西。

邓树荣：你是一个人有头、有身体，就是你这个东西如何去表达你的感受，所以形体剧场其实是一个重新来

看一看人的身体如何能够表达的最好，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面，如果应用到有语言的剧场怎么办？语言是一个沟通

的方法，我现在从语言去讲我的思想出来，但是我讲的时候我的手也动了，我的眼睛也在看，我还在呼吸，我还有

一点面部的表情，这是浅语言的表达工具，语言加浅语言是两个可以互动的与会。

杨青：你把语言和身体拆离了。

邓树荣：也可以重组，你先讲台词再做动作还是先做动作再讲台词，还是边做动作边讲台词这都是很有趣的

实验，所以浅语言跟形体其实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但是很难说这个东西。但是真的要沟通讲出来的时候，才知道

其实我说的这个，一个作品最后的结果可以是没有语言的舞蹈，可以是一个话剧，非常现实主义的话剧，好像没

有处理过的身体一样，但其实处理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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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麦克白的悲剧》

杨青：邓树荣除了是导演、演员，也是一位教育家，他在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做院长的时候，我有听过

他的一堂课，包括在训练演员工作坊我也有去旁观过，我对刚才他讲的词汇，一些形容、表达，我自己有比较感性

的认识，所谓的浅语言，在他训练语言的时候，我觉得把一个人的身体所能调动到的所有机能，应该所有可能调

动的机能把它比喻成一把剑，磨炼到最光最利最有爆发力，最有杀伤力的那一点。所以我在他的课堂上看到他训

练他的学生，还有剧场演员的时候，可能眼神、动作、节奏、空间的感觉，因为身体在空间里面，在不同空间里面

不同舞台上面其实会产生不同的张力和能量、气场。

我看到他把身体当成一个材料，因为我现在更多是做当代艺术，当代艺术要面对材料、媒介，雕塑家要面对

雕塑的材料，画家要面对水彩，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材料，邓树荣这里身体是最关键的材料，你把每个演员训

练成了一个有灵魂有生命有驱动力的生命体，其实在舞台上不仅仅大段大段背诵台词，我想可能这种表达，我们

待会可以看几段视频，可以看到经过这种训练方式之后的身体，在舞台上是怎么展现的，我觉得给通常观众的冲击

力非常大，刚才我们说到求学经历，邓树荣老师戏剧形成的过程，包括戏剧几个关键词，我们现在回到《麦克白的

悲剧》，邓树荣老师对莎剧情有独钟。

您在莎士比亚400诞辰纪念全球的演出上面，您也是受邀香港导演之一，带了《麦克白》剧目去到英国伦敦演

出，像《泰特斯》是莎士比亚的第一部悲剧，那《麦克白》是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悲剧，两个悲剧一头一尾都被邓

树荣老师拿来做经典改编了，我其实想提问，回应一下今天讲座题目，在21世纪莎士比亚打开方式，您首先对经典

为什么情有独钟？经典在我们当下已经是千百年来大家永远在传颂，在阅读在不断解读的东西，它在当下经典还有

意义吗？因为经典其实是不变的，在我们当下怎么去看待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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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树荣：1962年有一本书是波兰学者写的，叫《莎士比亚我们当代的人》，他非常详细分析莎士比亚剧作重

点和结构，他得出的结论就是莎士比亚的戏就好像一个历史的记载，原来历史不断的重复都没有改变过，特别在

历史的剧里面，他在特定的剧目或者《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四大悲剧里面，学者分

析到，这四大悲剧其实是呈现人类的，差不多总体的经验都在这四大悲剧里面能够找到，所以很多当代剧场导演

都希望在他的一生里面，导演一个莎士比亚的戏，特别四大悲剧。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样子，比如说《哈姆雷特》他是年轻观众看起来很好，我要报仇，我要怎么样，《麦克

白》是个中年人，我上面有老板，下面有我的员工，我怎么办？我不努力的话，我就当不了老板，我不努力的话

我的下属就上来了，所以《麦克白》是刚刚这一种欲望我要当老板，然后《李尔王》就是还讲什么老板，我都这么

老了，但是他还是不放弃，他口头上叫做我分给你一点土地，但是我还有100人，每个月要住一个月，另外一个女

儿又一个月，从用一个现代语言来讲，他不想再当行政的工作，但是继续享受行政的福利。

《奥赛罗》是有色的，那一个年代写出这个东西出来，是前瞻性，今天很多问题都是种族的问题，所以你说

这四个戏，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差不多所有人生经验都写出来了。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莎士比亚只

是一个名词，这个人是真正存在在历史上面有很多争论，但是这不重要，重要他就是有37个作品写出来了，就好像

古典音乐，好像粤剧戏法，为什么总隔几年来演。

所以有日本那个导演，他导演过八次《哈姆雷特》，所以从戏剧专业的创作人来讲，莎士比亚是非常好的源

泉，我们去吸收养分，我们去反省自己，我们拿他的东西看一看能不能用在其他创作层面上面，我想也没有一个创

作人是说我永远导演莎士比亚的戏，其他的戏我不导，这也不行，莎士比亚是一个源泉，你隔几年搞一搞是很有

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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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青：经典长读，经典是人类绕不过去最核心的命题和永恒的价值观，应该是所有人的精神源泉，在这找到

所谓人的起源，但是在经典势必要和当下进行碰撞，您并不是在老老实实翻演经典，所以为什么您的《麦克白》在

伦敦参加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被称为是他们看过最好的《麦克白》？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您处理剧场和处理表演

的独到之处，为什么区别所有导演《麦克白》的剧目。

中国人面对西方的经典还是有一个二元对立，总会有一个他着站在那里，这个问题日本人也会碰到，我刚才

也跟您聊过日本著名导演铃木忠志也排演过《麦克白》，他排的是《麦克白》的边沿式，他因为在日本非常擅长

用能剧方式训练演员，在他莎士比亚的戏剧舞台上，他就融合能剧的训练方式东方的表达和西方文本结合在一

起，我知道您对他非常赞赏有佳。当然都在东方语境下面作为日本人，也作为在香港的中国导演，您是怎么把西方

的经典和您现在叠加形体剧场、浅语言、简约美学在《麦克白》这出戏体验美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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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树荣：《麦克白》从首演2015年到现在已经四年多了，这四年多其实我对《麦克白》有一种爱也有恨，每

天起来都要对着他，但又不能不对着他，我发现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所有创作到最后都是回归到那个主创人，第二

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用一个方法搞了这个东西很好看，你还能够放弃这个方

法吗？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对我来讲，我现在觉得所谓一种流派其实是一种语言的构成跟定型的过程，慢慢有一

种新的东西出来，然后定型形成流派，非常开心。我干了十年非常开心，到后来觉得你定型以后，你要再更新自己

的时候，如何去变革？我现在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种流派的形成有很多原因，有市场的原因，有很多很

多相关的原因出来。

如果这个主创人员只能说是某一种流派的话其他流派怎么办？生命不应该在一个流派里面，应该是开放。我

今天下午讲，学习是永远没有停止的，什么时候你坚持自己的看法，什么时候你开放自己去吸收其他的东西，所以

《麦克白》这个东西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变革跟反思，所以很多时候我的演员跟工作人员都说，今天晚上睡一觉明

天会有不同。

就是我看到这个东西产生出来的意向又不同，因为我想一个艺术作品最有趣的就是刚刚我们说到叔本华，他

说要观众完成最后一道美感的里程，有一种神秘感在后面，才能够维持观众的关注力。所以我觉得莎士比亚就有

这个空间给不同文化剧场创作人，传统的也好，当代的也好，一个重新去建构想象力的空间。所以我明年要打算在

香港搞一个国际莎剧节。

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将莎士比亚这个东西拿出来给我们已经叫成熟一点的艺术家来玩一玩，另外给年轻艺术家

来看一看，真的你要学习他不太容易，因为他很难读那个剧本，又长，特别在当今的年代要年轻人去读这么多文

字，其实很困难。可能当年的7天的训练给我一种辛苦，让我凑上去看看怎么样，我觉得从事一个剧场艺术或者所

有艺术形式都要有一种撑得住，能够顶受辛苦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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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青：刚才谈到《麦克白》、《泰特斯》，我们其实可以看一看当时演出的剧照，邓树荣老师也会根据剧

照、视频讲一讲。

《泰特斯

2.0》剧照，邓树荣戏剧工作室提供

邓树荣：因为环球剧场响应伦敦奥运会，就邀请37队国资队伍用自己的语言演绎所有的莎剧，我们就用粤语

演出，他们看了以后非常惊奇，我们用他们想象不到的方法来演绎他们的作品，特别形体跟语言的应用，在一个

基本空的舞台。这是一个非常残暴的戏，我今天看不觉得很残暴，但是当时环球剧场看了以后，他觉得能够给到

他们一些启发，就是身体的运用跟语言的互动，只能看到我们的嘴巴跟身体发出一些声音，但是有人晕倒，就是

观众晕倒，就是很暴力，在德国的时候也有人晕倒，但是这个戏我后来觉得不太满意，因为他还是给剧情、人

物、时空所限制，不能够完全去探讨浅语言表达方式。

所以后来一年以后我就做了《泰特斯2.0》，这个是将戏剧文本改成说书的文本，7个说书人说《泰特斯》的故

事，说到某一点他们又扮演戏的角色，有一点像中国的评弹，但是我们是用身体去说，由于是说书人，就不在乎他

是男的女的，所以对我浅语言的表达很重要，现在还有人去演这个戏。这个戏由于没有框架，靠一个程度，所以

在创作的开头的时候非常过瘾，因为没有框架了，只是按照一些理念去探讨再探讨，最后演员都不晓得最后的结

果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到演出的时候还在调整一些东西。

有趣的是他们很多演员都是演过戏剧的版本再演说书的版本，对他们来讲也过瘾，从说书的版本他们发现很

多浅语言表达的可能性，跟戏剧剧场假定性。我在演这个戏之前和布莱希特那个导演启发了一些东西，就表演跟

扮演的东西，同时7张椅子如何能够像戏曲一样写意，有的时候是一些桌子、椅子、物件。有很多评论说《泰特斯

2.0》比戏剧版本更恐怖，因为看不到具像的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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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特斯2.0》宣传片

杨青：而且这个舞台演员没有任何的道具、场景。

邓树荣：7个说书人由头到尾都在台上没有离开过，这个就是环球剧场的演出。很多人都问中间演员的性别换

了，我想到我们这种人生阶段，对性别那个东西又有另外一种看法。不仅仅是生理的分别，每一个男的都有一些女

的元素，每一个女的都有一些男的元素在里面，我们只是在说你是女的，我是男的，就这样分开来，但是这个在当

代社会里面是从社会学，从人文科学到艺术创作，特别是表演艺术创作都有很多的吵架、争论。

比如说在近几年英国舞台，都有很多女的去做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甚至会做《李尔王》，一个女的来

做李尔王，就以前戏曲也一样，女的角色都是男的来扮演，莎士比亚的那个年代，所有女的角色没有女的来演出，

都是小孩来演出，所以这个角色的互换就是今天下午我讲看到一个粤剧，那个女生扮演男生很过瘾，她相信自己是

男的，其他人又因为她相信她是男的都觉得她是男的，然后到后台跟她拍照的时候，她就非常娇媚起来了，所以台

前和幕后分别很有趣，所以就触动了我想性别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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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青：因为大家还没有看到这出戏，邓树荣老师说的性别互换，就是麦克白夫妇在剧情推进过程当中，应该

在中间部分他们性别发生了互换，就是麦克白着装已经变成麦克白夫人的着装，麦克白夫人的着装变成麦克白的着

装，好像生理性别上的转换，剧情推演的时候两个人的性别也发生了转换，他们两个人在故事的推演当中，两个人

的心理身份，心理性别已经发生转换，这个是邓树荣老师在详读莎翁剧本的时候，发现的一种微妙之处，呈现在

舞台演员的角色置换上面。

我觉得也造成一种张力，当这两个人互换角色的时候，观众都会懵了，下半场包括我也是懵的，为什么这两

个人互换，在深圳这一场演出结束之后，邓树荣老师问我杨青你有什么问题？我当时就提出来为什么两个人性别互

换，但是会产生另外一种，加了一层滤镜产生另外一种拉力，让观众带着对角色的疑惑，就是慢慢它会在下半场

观众理解导演用意，非常巧妙对剧本再诠释。

邓树荣：其实在欧洲演出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在中间转换的，欧洲人就觉得我看错了，因为他们两个高度也

差不多，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很过瘾，可现在你们知道又不同了，所以现在关于《麦克白》的东西。

杨青：刚才看到《麦克白》的视频已经是现在演出的版本，我看到舞台非常的有中国元素，水墨山水大的幕

布在后面形成超强的气场，包括音乐上面的运用，在音乐层面好像形成了东西文化，好像很乱，有点像一锅炖的

感觉，但是又非常和谐，您是怎么把它融合在一起的？

邓树荣：台湾的乐评人看过觉得很香港这个戏，只有香港人才能做得出来。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中学时代

我有一个同学，他的爸爸在警察局，可是有时候他又带我去警察局吃东西，香港警察局除了英女皇的像就是关云长

的像，英女皇的像在这，关云长的像就在旁边，然后警察就吃蛋糕，吃意大利面，然后有粤剧，这是一个什么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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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青：您就是这样长大的，呈现出来的就是这样的。

邓树荣：不光是警察局，很多商店都有关公像。

杨青：广东传统风俗。

邓树荣：就算卖高等的东西也有关公像，所以我们自小在这种氛围里面产生对中国文化想象，英女皇要忘了

我们。

杨青：关公也盯着。

邓树荣：你吃着意大利东西还要听着粤剧，总之很混，这个就是任何创作都有一个回忆在里面，所以我想谁

都有一点点回忆在以前的事情影响当下创作的手段。

杨青：下一个播放的片子是邓树荣老师另外一个，跟您反差特别大，又指导戏剧巅峰的作品又指导普罗大众

的作品，就是《打转教室》，在大陆演出叫《教室也疯狂》，这就是无语言纯肢体剧，就在于大家突破台词的障

碍，刚才听粤语听不懂是吧！但是《打转教室》就没有国界，无国界的演出，演了100多场，可以去到任何一个地

方，我也很荣幸上次邀请到这出戏到了广州，大家可以看一看是怎么无语言的肢体剧场。

邓树荣：这个戏也有很多人说非常香港，因为只有香港的教室才能这样疯狂，我经历过，那个时候我中学三

年级，是怀春期，就有一个同学拿了一个黄色的书回来看，所有同学都看着他，有老师进来，然后马上所有人都回

到座位上但是那本书就露出来了，老师就问谁带来的书，所有人举手说他，如果是老师没发现一个人的话，所有人

都要受罚，这是我们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左边一个关公，右边一个女皇，桌上就是黄色的书，所有人在上课的时

候说英语，我们就在这个环境下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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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青：因为《打转教室》体现了邓树荣老师一个理念，他希望把最好作品带给最多的观众，这个本身是矛盾

的，有时候最好的作品可能导致观众市场迟迟不能打开，但是《打转教室》邓树荣老师希望把更好戏剧更有感染

力戏剧带给更多人。我们刚才说到形体剧场，对身体训练身体觉知等等。您首先肯定需要实践者，如果您对自己身

体运用和体验没有到某个程度，就很难传授给剧团成员或者学生，我想您肯定有一套自我修行方法，因为在法国您

接触到瑜珈，2004年邓树荣老师专门去印度学习一段时间，最近他也刚从珠峰回来，并且去了西藏，之前在广州见

到的时候也都聊过这个体验，我很想知道您这次去爬珠峰，您自己能够感受到什么？您自我的发现，自我内在的挖

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

邓树荣：很简单，就是几个体会，一，人生事情本来很简单，但是人将他污染化。二，因果永远是不断的出

现，身体不行了就产生什么什么果，你身体好了就产生什么什么果。三，领悟人生的真理永远不会太晚，所以你

可以去，你可以去。四，可以的话，不要用语言说太多，因为语言只能表达你知道的东西，如果你能够听的话，

可以听到很多不知道的东西。五，最后一样很重要，如何将负面的能量变成正面的能量这是人生其中最重要的东

西，就是这个。有趣的是，有时候你会感受到非艺术的活动也不要轻视他们，不要老觉得我是艺术家一直都是艺

术活动，有时候跳出来参加一些非艺术活动，才会有一些其他的体会。

其实去珠峰、西藏，是因为家庭发生的事情，才让我感觉到我要去走一趟，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这种契机，所

以有这种契机出来的话，就不要放手，不然的话可能十年以后，就会觉得为什么当年我不去，现在去不了，就后

悔，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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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艺术月

话剧《麦克白的悲剧》

120分钟 无中场休息

演出地点

1862时尚艺术中心

（浦东新区滨江大道1777号）

演出时间

2019年11月16日 周六 19:30

2019年11月17日 周日 14:00演出票价：380/280/180/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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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原文

演出票价

380/280/180/80元

长按二维码购票

点击“阅读原文”，直达购票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