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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木偶”到“物件”
———论邓树荣木偶剧场的美学演变

臧保云

内容摘要: 邓树荣是香港实验话剧的领军人物，他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进行的一系列木偶剧
场实践，形成了香港实验剧场的独特景观。邓树荣进行木偶戏剧探索，旨在将传统艺术符号
引入当代剧场，借以更新和扩充戏剧语言。邓树荣的木偶戏剧创作，由一开始对传统木偶本
体特性的发掘，到逐步扩充木偶的内在精神、拓展其表意空间，再到将木偶抽象为一种舞台
修辞，并最终把木偶精神引申至“活动的物件”，完成了其木偶剧场的美学演变。邓树荣的一
系列木偶戏剧作品，将木偶从传统艺术中一般的表演性工具转化为有丰富指涉空间的戏剧
符号，是香港实验话剧的有力探索。

关 键 词: 邓树荣 木偶 物件 美学演变
中图分类号: J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943X( 2022) 01-0139-08

Title: From“Puppets”to“Objects”: On the Aesthetic Evolution of Tang Shu-Wing's Puppet
Theatre
Author: ZANG Baoyun
Abstract: Tang Shu-Wing is a moving force of the experimental theater in Hong Kong． The series of
puppet theater practices he conducted at the turn of the new century are unique in the experimental
theater of Hong Kong． Tang's exploration on puppet theater aims to introduce traditional art symbols
into contemporary theater，so as to update and expand theatre language． Tang started from seek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puppets，then tried to enrich the puppets and expand the space of
their meaning in the theater，and then took them as an abstract stage metaphor and finally expanded
puppets into“moving objects”on stage，hence he achieved the aesthetic evolution of his puppet
theater． Tang's series of puppet works transformed puppets from ordinary stage tools in traditional
arts into theatre symbols with rich meaning，which proved to be a powerful exploration of
experimental theatre in Hong Kong．
Key Words: Tang Shu-Wing; puppet; object; aesthetic evolution

香港实验话剧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蓬勃发展，“破旧”和“立新”成为实验剧团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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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姿态。当以“进念·二十面体”“非常林奕华”为代表的先锋团体，在 80 年代以颠覆和
反叛完成了“破旧”的任务后，90年代成长起来的“沙砖上”“疯祭舞台”“无人地带”等实
验剧团，其核心任务则是“立新”，即寻求新的舞台语汇、建构新时代的剧场美学。邓树
荣无疑是香港实验话剧界最活跃、对当代剧场影响最大的实践者之一。邓树荣自 20 世
纪 80年代便积极参与业余戏剧活动，积累了最初的舞台经验; 80 年代末负笈巴黎，攻读
戏剧硕士学位，拓展了戏剧视野，培养起当代剧场思维; 90 年代学成回港，积极参与到实
验话剧队伍中来，先后成立前卫戏剧团体“刚剧场”“无人地带”，逐渐成长为香港实验话
剧的领军人物。香港的当代戏剧潮流和个人的专业研修经历，共同催生了邓树荣力图更
新剧场观念、开掘新的舞台表达的创作理念。

作为先锋戏剧家，邓树荣敏锐地意识到当代实验剧场同样面临语汇匮乏、手段重复
的问题:“开放式的实验剧场发展到现在，仿佛亦面对一个困局: 它如何能够不断更新自
己，使我们的创作者及观众能对当代的文化处境有进一步的反思。”①对木偶的发现和开
掘，便成为邓树荣寻找新的戏剧符号，以更新和丰盈当代剧场语言的尝试。邓树荣的木
偶情结源自 1996年南非“手翻傀儡剧团”在香港艺术节演出的《高原上的胡石》，他惊叹
于舞台上人、偶互动产生的奇异效果，由此萌生对于“偶”的兴致。同年，他在香港艺术
发展局资助下，前往广东省木偶剧团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木偶艺术，并将其带入当代剧
场。自此后，邓树荣真正进入了木偶世界。从“生与死三部曲”———《三级女子杀人事
件》( 1997) 、《解剖二千年》( 1999) 、《我的杀人故事》( 1999) ，到后来的《日落前后的两三
种做爱方式》( 2003) ，邓树荣在一系列的木偶戏剧实践中，赋予木偶更多可能性，并以木
偶带来的启示，激发对其他物件的想象，由单纯的木偶展示过渡到丰富的物件隐喻，逐步
建构起其独特的前卫戏剧美学。

一、人与偶同台: 木偶本体特性的当代审视

木偶之于邓树荣，不仅仅是一个带有猎奇性质的传统艺术符号，其目的更在于探索
传统木偶艺术进入当代剧场的可能性。人与木偶同台演出、无限激发木偶在演出中的潜
力，成为邓树荣木偶剧场的突出标志。邓树荣利用和发掘了木偶被操控和虚拟化的本体
特性，将其融入当代舞台叙事，利用人、偶同台对峙和互动，展开对操控-被操控、真实-虚
幻、生-死、善-恶等二元关系的讨论。

邓树荣木偶实践的首次尝试，是根据一则报纸上的新闻报道创作而成的《三级女子
杀人事件》。这部戏系邓树荣与广东省木偶剧团合作的成果，在 1997 年 5 月 15—18 日
首演于香港文化中心广场。作品讲述了两位妓女 A、B合谋杀死妓女 C，B出乎意料地连
A一并杀死，最后以自杀作结的事件。情节简单，演出形态却相对繁复。戏的上半场，舞
台上搭起一个传统的木偶戏台，由 A、B 对应的木偶来饰演妓女本人，还原案件; 真人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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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则饰演她们死后的灵魂，或者站在木偶戏台以外的演区，旁观俗世遭际、解说心路历
程，或者直接走进木偶戏台，参与演出。下半场撤掉了木偶戏台，小木偶变成了真人大小
的大木偶，加入三位演员的演出中，有时像她们的影子，有时像是她们的组成部分，替代
或重复她们的动作。

扮演关系的对调或错置，体现了导演对于操控-被操控关系的反向思索。木偶原是
被人操控的，却饰演了角色本人;具有主动性的真人，却在舞台上饰演了离世后的灵魂。
木偶的被操控性是与生俱来的，具有主动性和独立意识的人( 妓女们) 呢? 她们同样被
命运或者某种力量操控，身不由己，那么这个幕后的操控者是谁? A感情上受过创伤，她
认为只有自己有钱，才能摆脱男人的控制，甚至反过来控制男人; 她是做大戏出身，曾经
聪明、漂亮，现在却渐渐沦为一个皮条客，她帮助过、却也嫉妒着年轻漂亮的 C。而 B，则
目的明确，她需要赚到更多的钱，回到丈夫和孩子身边，为他们提供一个舒适的住处。金
钱、虚荣、嫉妒构成了杀人动机，也暴露出惨案背后的操控力量。正如有评论家指出:“这
种由编导控制的矛盾‘错位’，一方面强化了戏剧演出本质的虚拟效果，另一方面更使人
不能自主的悲凉讯息浸润得更见淋漓。”①邓树荣的舞台上，有社会发展不均衡带来的弊
端，有性别歧视酿成的悲剧，也有人性黑洞带来的致命一击。
《三级女子杀人事件》立足生与死的复杂关系，在创作中一方面强化人在现实生活

中的“偶性”，另一方面对死亡进行了仪式化处理，以死之诱惑反省生之艰难。邓树荣选
择了让真人演员在舞台上边说台词边做手语的方式，使演员更贴近木偶的动作造型，传
达命不由己的悲叹，形成人、偶趋同的美学效果。同时，邓树荣对死亡的处理充满了诗
意。B杀死另外两位同伴后，把自己的木偶吊在绳索上，饰演 B 的女演员仿佛卸下了身
上的重担———生活的、生命的重担，没有鲜血淋漓的舞台效果，观众却在轻浮的生命中感
受到一种无形的重量。妓女 C是舞台上唯一没有对应木偶的角色，她全剧没有台词、戏
份很少，最后却以一段长达十五分钟的舞蹈作结，倾诉了自身为偶、为人宰制的悲剧性命
运。对死亡的诗意处理，迫使人们直面生命本身，残酷而深刻。

邓树荣受梅耶荷德假定性戏剧理念的影响颇深，“认为艺术的真实并不来自模仿，而
是来自想象。”②邓树荣的木偶戏剧实践，试图透过真人和木偶的同台呈现，探讨真实与
虚幻的复杂关系。“木偶以假拟真，而这种真又属于模仿性质，其中的美学过程，便又较
演员的模拟来得更为复杂，因为从接受论来看，又增添了另一层次的虚拟性。”③邓树荣
刻意复杂了舞台上的虚实关系，以虚演实、以实演虚，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在“人与非人
( 木偶) ”的布局中，追求一种虚实相叠的诗意。同时，台中台的舞台构成，营构了恰到好
处的审美距离。从还原事件的木偶，到回望尘世经历的游魂，再到观望演出的观众，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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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耕: 《物在人亡———评〈三级女子杀人事件〉》，邓树荣、罗贵祥、陈志桦: 《生与死三部曲之剧场探索》，第 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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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梓勋: 《其独木偶之于人也———评“无人地带”的〈三级女子杀人事件〉》，《香港戏剧评论选( 1960—1999) 》，国际演
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 ，2007年，第 423页。



逐层削弱了凶杀案的悬疑色彩，将观众成功地拉离了命案现场，引领观者旁观并思索悲
剧背后的成因，审视现代人日益膨胀的欲望和社会高压下的病态心理。

在传统木偶戏中，木偶往往是舞台主体，其制作工艺和木偶师傅的操纵技艺是观赏
焦点。邓树荣在进行木偶实践之初，便确定了人、偶同台演出的基本表演形式，让真人演
员与木偶进行双向观照。人、偶同台演出的形式，是邓树荣将传统符号引入当代实验剧
场的尝试，演出对木偶的被操控性进行发挥，使其兼具传统艺术的展示性与当代剧场符
号的表意性，确立了邓树荣木偶剧场的基本美学精神。

二、文化表述: 木偶表意空间的拓展

特殊的社会形态和历史际遇，造就了香港当代话剧举重若轻的文化品格，也促使戏剧
人在开发当代剧场符号的同时，着重拓展剧场符号的所指。当邓树荣成功将木偶带入当代
剧场，并完成传统艺术符号向当代剧场语言的转换后，其接下来的创作，更注重扩充木偶的
内在精神，以一种特殊的戏剧实践，隐晦地回应了上世纪末香港人无所适从的心理现实。创
作和首演于 1999年的《解剖二千年》，在延续对木偶本体美学进行发挥的同时，更多了一重历
史向度和宏观视角。《解剖二千年》的创作，标志着邓树荣的木偶戏剧实践从对社会奇闻的改
编，转向了自觉的文化表述，亦即从对个体命运的关注，转向了对香港人集体情结的纾解。

据邓树荣的阐释，《解剖二千年》的创作理念基于当时香港人聚焦的两件事情: 千禧
年的来临及生物科技特别是基因复制技术。① 前者带来的是世纪末情绪笼罩下的不安
与恐惧，后者则为科技汇入木偶剧场提供了启发。对历史的解剖和对人类命途的思索成
为邓树荣创作的起点。《解剖二千年》以一名医生的现实遭际开端: 这位解剖学医生，自
身带有家族遗传病，婚后妻子怀孕，他试图改变胎儿的基因，但遭遇失败，妻子和孩子去
世。医生开始解剖祖父的干尸，希望用祖父的基因复制一个胚胎，以延续血脉。配合着
医生的行动，其独白贯穿始终，交代出了祖父的人生轨迹: 喜爱木偶艺术并拜师学艺，却
因拍摄木偶题材的实验电影而获罪，下场凄惨。厚重的历史、不堪的当下、不知所终的未
来，组构起医生的命运图像。

邓树荣在《解剖二千年》中，一方面继续探讨“操控-被操控”的二元关系，另一方面
则进一步地模糊真人和木偶之间的身份和界限，将人的“偶化”充分暴露出来。祖父的
干尸、医生、吊在上空的胚胎的标本，带有明显的木偶特质———被操控性，暗示了难以摆
脱的家族命运。医生手持解剖刀，掌握着医学界的先端技术，貌似舞台上的操控者，想要
改变家族基因，从而改写下一代的命运。但当现场乐师化身祖父的游魂，游走在他身后，
做着木偶师一般的操控动作时，医生的被动性也暴露出来: 他患有家族遗传病，他的命
运在一出生便被决定，无法选择、无可逃避。更具悲剧性的在于那个一直吊在舞台上方、
装在玻璃箱里的胚胎标本。这是医生的成果，他以一种自以为是的方式，控制着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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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树荣: 《“生与死三部曲”的创作意念》，邓树荣、罗贵祥、陈志桦: 《生与死三部曲之剧场探索》，第 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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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孕育和出生，这个标本本身又何尝不是个被操控的木偶?
舞台上解剖的也便不仅仅是一具触目惊心的干尸。医生掌握着两套话语体系，一则

他充满感性地讲述自己的家庭故事，二则以冷静、理性的语调介绍解剖学和基因复制原
理。前者的沉痛记忆检视了现代人割不断的历史负重，后者则提供了一个期许未来的机
会。然而将人类的未来寄望于以基因复制为代表的高科技是否可靠呢? 邓树荣亲自扮
演医生，作为掌握着解剖主动权的主角，最后竟然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穿着戏服的人偶，
定格在舞台上。即便基因复制成功，人类的未来，也并未握在自己的手里，一方面，历史
包袱难以丢弃; 另一方面，人类很可能会被科技控制。解剖二千年，二千年既是一个历时
的概念，又是一个即将到来的时间刻度，邓树荣在反思历史的沉重和前瞻千禧年的恐慌
中，看到了人类渐渐物化的未来。

木偶剧场成为了邓树荣进行多媒介合成的实验场，传统木偶、木偶电影片段、独白、
肢体表演、现场音乐、同步录影等共冶一炉，高科技和传统艺术符号“相反相成”。邓树
荣在进行木偶戏剧实践初期所追求的观赏性和技巧性，在《解剖二千年》中，更多让位给
了木偶作为一个当代戏剧符号的抽象意义。无论干尸、玻璃箱内的胚胎标本、空中常常
垂下的两个穿着戏曲服装的木偶，还是邓树荣最后的化身为偶，都与传统木偶形象已相
去甚远，却承担起重要的表意功能，建构起复杂的思辨空间，加重了文化和历史层面的反
思力度。

三、抽象的隐喻: 作为舞台修辞的木偶

邓树荣在总结了《三级女子杀人事件》和《解剖二千年》的创作经验之后，肯定木偶
作为一种剧场表现元素有其优点的同时，也意识到木偶表演的局限:“木偶表演需要有技
巧的木偶师操纵，木偶制作亦需要专人负责。这些技术上的要求有时会成为创作的焦
点，有点儿喧宾夺主。同时，木偶的动作毕竟有其限制，所以只适宜于容许高度假定性的
剧种。”①邓树荣再次强调了自己的创作理念并非做单纯的木偶表演呈现，且进一步确定
了木偶剧场的美学方向，即最大限度探讨木偶作为一种抽象的舞台修辞，对戏剧的叙事性
及剧场性所产生的影响。故邓树荣其后的木偶戏剧作品，在美学风格上更为抽象和晦涩。

邓树荣与编剧陈志桦一起，在《我的杀人故事》中构思了一个高度假定、有荒诞意味
的叙事框架: 妻照顾卧床已久的丈夫已十年之久，多年前离开村庄的情人回来了，与妻
旧情复燃。妻难以忍受脾气暴躁的丈夫，更想与情人长相厮守，于是求助于山上的巫婆。
妻借巫术杀死丈夫，情人却拒绝与她远走高飞。情人想要离开村子，而经常找他玩、与巫
婆一起住在山上的少女，却以巫术将情人的灵魂永远留在了山上。

表演性木偶在此剧中基本退场，木偶作为一种抽象的舞台修辞甚至哲学表述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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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树荣: 《“生与死三部曲”的创作意念》，邓树荣、罗贵祥、陈志桦: 《生与死三部曲之剧场探索》，第 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