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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9 月，第三届亚洲导

演戏剧节在铃木忠志的

戏剧王国利贺艺术公园举行。铃木忠志

在上世纪 80 年代建立的利贺艺术公园，

是他戏剧实践的王国。每年夏季这里都

上演着他的保留剧目，亚洲导演戏剧节

更为这里带来了无限的活力。他不仅以

知行合一的方式影响着青年一代，更让

我们明白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戏剧是

一种生活方式。

9 月 3 日，来自日本、韩国、台湾、

中国的四个剧组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命题

作文的较量，作文的题目是田纳西·威

廉斯的《满满 27 车棉花》。

四位导演和他们的团队在四个风格

完全不同的剧场里带来了对此剧的不同

解读。青年导演刘阳代表中国参与此次

戏剧节，我也作为舞台和服装设计参与

到创作中。

田纳西创作于 1946 年的《满满 27 车

棉花》，描写了美国密西西比州的一位

中年男子杰克，在黄昏时分烧毁了他的

竞争对手维卡诺的制棉机，于是获得了

制造 27 车棉花的生意。维卡诺对于所发

生的阴谋心知肚明，他并没有去揭出真

相，而是将复仇的计划放在了杰克年轻、

单纯、优雅的妻子弗诺娜身上。

利贺村里的棉花
利贺艺术公园内的室外剧场岩舞台，

由日本的团队搭建了一个高约四米的黄

色秋千，在秋千的上端落着一只巨大的

知了。知了的语言用得极好，一个小细

节展现了故事的季节。女性角色弗诺娜

用男性扮演，是日本导演的一个精妙处

理，暗示着作者田纳西的同性恋身份。

他们还有效地利用了周边的物理环境构

建故事发生的背景，比如远处的新利贺

山房就成为故事中的远景，代表日本民

间文化的长鼻也成了演员面具的一个部

分。日本的作品开场有一个极为聪慧的

亮相，遗憾他们没有把这种智慧延续到

剧末。

经过一道长长的、类似于古希腊的

朝圣之路的阶梯，才步入利贺山房剧场。

这是一座传统合掌建筑，台湾的创作团

队将白色的粉末铺满舞台，后区白色的

气球很容易看出象征棉花，但在剧中它

们似乎也仅仅起到了装饰作用。剧本中

提到的秋千由舞台上的跷跷板所替代，

演员妆面有极强的龟裂面具处理，看得

出导演极强的表述欲望。但是有想法是

一个方面，能否自圆其说是另一个方面。

在导演阐述中，我们欣赏他对作品的解

读，只是在舞台上我们却没有看见这些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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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9 月 3 日，中国剧组呈现出的《满满 27 车棉花》  摄／席冰

在艺术交流所的排练厅，韩国团队

在这个中规中矩的空间里呈现出了一部

非常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面貌的作品。由

白色纸面铺就的走道、白色的门框以及

一个平常的秋千。导演没有使用更多的

外在手段，很容易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

在演员身上，那些出色的演员很圆满地

完成了这个戏剧。

新利贺山房剧场，是由日本著名建

筑师矶崎新设计，一个充满了剧场能量

的剧场，具有很强的视觉语汇。如何利

用这里的剧场空间来呈现这部戏，是我

们中国剧组创作的重要命题。于是我们

做了一个该剧场的微缩模型，在开场时

用偶戏的方式寓言这部戏。鉴于田纳西

原剧中秋千是人物行动的重要支点，设

计中我们将婴儿摇床和秋千结合在一起

使用，完成弗诺娜这个女性角色的软弱

无力，依附性的视觉外化。

演出结束后七位评审委员轮流对于

当晚的演出进行评论，并对导演提出各

种尖锐的问题。这真是一次极好的导演

课：我们从中看到诠释一个剧本的不同

路径，看到了自己对剧本了解的深入程

度，也了解到上个世纪 40 年代的剧本在

当下语境中的意义。完成作业的思考以

及回答评委问题的过程，就是在这堂课

上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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