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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万尼亚舅舅》是俄国剧作家契诃夫于 1987 年创作

的四幕戏剧。时至今日，多位导演通过不同的舞台表现

形式，为《万尼亚舅舅》带来了多样性的诠释和演绎，

使这部作品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依然充满活力。

俄罗斯著名导演尤里·布图索夫不仅忠实追随布莱希特

和梅耶荷德的戏剧观，也在他们的基础上发展出独属自

己的风格。他坚信导演是演出的真正创作者，认为作家

的文本只是其创作的材料。正因如此，他以强烈的剧场

性为导向，将戏剧的表达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尤里·布

图索夫版《万尼亚舅舅》既承袭了传统经典剧目的艺术

底蕴，又积极地融入了现代的观念和技术，挖掘契诃夫

戏剧的当代价值，有助于观众接受经典剧作并进行传承

和创新，进而推动俄罗斯剧场艺术的发展。

一、符号化的舞台行动 
“戏剧，就其本质来说，是动作的艺术。”[1]在尤里·布

图索夫版《万尼亚舅舅》中，导演主要依靠形体动作与

言语来演绎剧本故事，而未对契科夫所创作的剧情设定

做大的调整，更未采用多媒体等数字媒体设备服务演出。

尤里·布图索夫的作品因具有强烈的剧场性而独具特色，

但他十分偏爱“内在戏剧性”“取材平淡生活”的契诃

夫。在《万尼亚舅舅》《海鸥》《三姐妹》中，观众都

能看到尤里·布图索夫把契诃夫剧作中原有的生活氛围

完全撕碎，“他把契诃夫原本的生活情调完全打破，变

得现代并充斥着暴力”[2]。但正如彼得·布鲁克曾言：“契

诃夫剧作的对话仿佛是从日常生活对话的录音带上拷贝

下来的，但事实上契诃夫笔下没有一句话不是富于创造

性的……本质上它就是生命，但它处于被压缩的时空中，

是具有更强烈更浓缩的形态的生命。”[3] 尤里·布图索

夫对经典名著的现代诠释基于他对原作核心思想的深入理

解，他让歇斯底里的现代元素和暴力元素为平静的戏剧文

本注入血肉，将强烈浓缩的生命形态呈现于舞台之上。

尤里·布图索夫在进行戏剧创作时，更加注重舞台

表现的戏剧冲突性，相对弱化角色性格的深入塑造。他

认为演员的动作中蕴含着角色的所有性格特征，而不需

要传统意义上的角色性格描述。在尤里·布图索夫版《万

尼亚舅舅》中，剧中人物感情的抒发和交流，以及停顿

产生有关主观世界的描绘，都被无限放大。演出中，万

尼亚舅舅时常跳跃踱步，无处安放的手不断抽搐、摆动，

他将自己对教授、对众人、对爱情、对生活环境的难以

忍受宣泄在舞台上，并用大声呐喊的方式不时发泄内心

的苦闷；铁里金用身体拍击地面，在地面翻滚扭曲，在

每一个角落寻找物品以寻求依靠；叶琳娜在众人争吵的

环境下伴以优雅舒缓的音乐原地舞蹈，探寻表面身份与

实际性格间暗藏的内心焦虑；医生阿斯特罗夫夸张、加

速地作画隐喻了其内心的不安。因此，当契诃夫擅长描

写的日常生活与尤里·布图索夫使用的颇具暴力观感的

角色行动被同时展现在观众面前时，二者产生了强烈的

差异感。一切活跃于戏剧舞台的人物的戏剧动作都展现

了贯穿全剧的焦虑感，揭示了戏剧性冲突和矛盾下更深

放大后的焦虑
——论尤里·布图索夫版《万尼亚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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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人物内心，让观众更为直接地体会尤里·布图索夫

导演对契诃夫原剧的别样解读。

各个人物在戏剧动作中外化呈现潜台词与戏剧冲突，

将人物的意志和性格不加掩饰地直接展现给观众。在契

诃夫的原剧本中，医生阿斯特罗夫对叶琳娜的爱情、索

尼娅对医生阿斯特罗夫的爱情，以及万尼亚舅舅对叶琳

娜的爱情，全部以潜台词的形式暗含在人物的行动中。

而在尤里·布图索夫版《万尼亚舅舅》中，角色的内心

戏剧性大多以拥抱、奔跑、热吻、舞蹈、作画等具有夸

张感与假定性的戏剧动作外化展现。同时，人物性格也

大多通过外化得以展现：谢列勃里雅科夫幼稚到天真的

自私自利、叶琳娜女妖般的诱惑和万尼亚舅舅对命运痛

苦的挣扎等。人与人的痛苦与众不同且难以理解，曾经

年轻的肉体和精神早已消失于岁月之中。

在第一幕中，舞台上呈现出扭曲的肢体动作、癫狂

的踢踏舞步、嘶吼般咆哮的台词，内心外化的表现方式

似乎使这部戏剧完全脱离了契诃夫的个人特色。但随着

剧情的推进，万尼亚舅舅对教授絮絮低语般的控诉，强

烈的戏剧张力瞬间呈现于舞台之上，直击观众的灵魂。

当原本温和的索尼娅用斧头一下下劈倒布景时，人物内

心的苦闷和悲凉似乎也随之迸发，那布满疮痍的心灵就

那般堆在地上，让人触目惊心。似乎正如剧中索尼娅最

后喃喃自语那般：“我们受过一辈子的苦，我们流过一

辈子的泪，我们一辈子过的都是漫长的辛酸岁月，那么，

上帝自然会可怜我们的……我们会休息吧！”[4]

在尤里·布图索夫版《万尼亚舅舅》中，一切舞台

行动都与人物的内心相反。剧中人物通常抑制不住内心

焦虑情感带来的冲动，会有意地通过呐喊、跺脚、摔瓶

子等方式冲击规定情境的限制，通过明显的戏剧动作在

规定情境中展现人物内心的矛盾。同样，人物的相互行

动（如对爱情的表达）在尤里·布图索夫的处理后也全

部都是置换后的。叶琳娜对医生发动爱情攻势、医生回

应索尼娅的好感、叶琳娜主动与万尼亚舅舅亲吻和跳舞，

不难发现，这些全部都是人物内心渴望的直观外化。尤

里·布图索夫版《万尼亚舅舅》用十分直观的呈现方式，

辅以大量具有视觉张力的抽象动作，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呈

现在假定舞台空间中，对真实空间与内心空间的界限进行

重新界定。

二、情景式的舞美风格
戏剧艺术的基础为观演关系，而舞台美术创造的规

定情境则是联系观演关系的有效空间。传统戏剧的舞台

美术大多呈现出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特色，但尤里·布

图索夫敢于突破传统，他的作品的舞台美术中所包含的

视觉元素交相呼应，带领观众进入解构后的非线性叙事

情境。尤里·布图索夫不仅是《万尼亚舅舅》的导演，

还担任了该剧的音乐指导和舞台设计，以确保演出的整

体意象与他的创作目标一致。

尤里·布图索夫的舞台设计将传统的舞美观念推向

新的境界，通过采用抽象的舞台设计打破传统的视觉和

透视关系。他不常使用经典剧作中的传统时代背景，也

不倾向于现当代的布景风格。相反，他倾向于创造出一

种荒诞性、无序性和假定性的舞台氛围。舞台上的布景

简约而有力，通过运用几何形状和斑斓色彩，创造出精

确而富有个性的舞台图景，从而传达特定的情感和意境，

使观众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在演员的表演和动作上。这种简

约的舞台设计为表演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表演空间，空间

的开放性也为舞台调度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导演在舞台调

度中可以更加灵活地处理演员的位置和移动，创造出丰富

多样的舞台图景。演员可以通过张扬肆意的身体姿态和舞

蹈动作呈现丰富的视觉效果，增强表演的艺术感染力。

尤里·布图索夫的舞台表现出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

征，他巧妙地运用灯光、烟雾及演员动作等元素创造出

繁复多彩的造型效果。有时候，声音和舞美的表达更为

直接和富有感染力，比纯粹依靠台词传达信息更加生动

和直观。正如阿尔托所言：“戏剧应该是独立于文本之

外的，应该是通过声音、动作、造型、舞美等元素构成。”

尤里·布图索夫用非逻辑的抽象符号和特殊的视觉语汇传

达深层含义，通过重组、嵌入等手法创造出极具感染力的

表达方式。这些元素相互交织，构成了其作品中独特的视

觉语言，将他所希望传达的主题和意境呈现于舞台之上。

在尤里·布图索夫版《万尼亚舅舅》中，最为瞩目

的布景便是刻在灰白色纸墙上的十二扇门。舞美师采用

黑白粗犷的美术风格，将每一扇门绘制在纸墙上，并在

可以打开的门上写下每位角色的名字，被黑色方框圈住

的名字像随手涂鸦般被印在墙上。门的存在形成了一种

障碍与分隔，使得角色们在狭小的空间中无法真正相遇

和沟通。舞台空间的混乱和不规则性加强了角色之间的

陌生感与隔阂。演员在高矮不一的门之间频繁穿梭，在

舞台上来回游荡，仿佛迷失在一个没有方向和目标的迷

宫中，寻找着彼此。各个人物虽然在频繁交流，但总是

徒劳无功。他们的言谈交流荒诞且无意义，他们陷入了

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混乱的舞台、荒诞的交流，观众

被迫置身于这个混乱的舞台世界中，抽象虚无且充满焦

虑感的戏剧氛围在舞台空间里被充分营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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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糊的墙壁、非现实的食物、一桌二椅构成了戏剧

空间的转换，尤里·布图索夫没有像自然主义那般将时

空完全还原，而是创造出一种介乎于表现与现实之间的

舞台美术。相比于现实布景，抽象的布景使舞台美术本

身的扭曲感与非现实主义的表演结合起来，进一步放大

了人物在戏剧空间中的焦虑。

尤里·布图索夫独特的舞台设计风格赋予了舞台更

大的灵活性和变化性，使观众对舞台的感知更加丰富和

真实。他通过运用易于移动的舞台道具和随意的换景方

式，为观众带来了一种与传统舞台设计不同的体验，观

众可以看到道具的摆放和移动，以及换景人员的活动过

程，这种参与感增强了观众的互动体验。尤里·布图索

夫敢于挑战传统的戏剧观念，打破了正常逻辑的空间限

制，使戏剧作品具备更强的感染力和独特魅力，同时将

观众从传统叙述体戏剧的沉浸式体验中抽离出来，引发

观众内心的深思，使观众获得了难忘的舞台艺术体验。

三、狂欢外化的音乐音响
在尤里·布图索夫的戏剧作品中，音乐扮演着关键

的角色，这些音乐都经过了他的精心选择和处理，以简

约而独特的方式呈现在舞台上。尤里·布图索夫试图通

过音乐表达戏剧作品中复杂的情感和记忆，并通过音乐

营造喜悦、兴奋和狂热的氛围，为作品注入丰富的狂欢

色彩。他选择音乐时通常不受传统乐器的束缚，有时可

能会选择非常规的声音来源，如噪声和环境音，富有独

特旋律的音乐展现了他的个人风格，同时将舞台行动从

视觉空间延伸至听觉空间。

尤里·布图索夫非常注重舞台的节奏和音乐，在排

戏中强调演员的真实感受和表现力，并巧妙地运用听觉

元素诠释故事情节和角色的内心世界。同时，他借助音

乐的节奏、音调和音色的变化，为观众营造出与剧情相

呼应的氛围。尤里·布图索夫会根据剧情设计与戏剧氛

围相符的音乐，但他偏爱激昂、快节奏的摇滚乐风格，

即使是悲剧也经常使用此类音乐，为悲剧氛围平添几分

戏谑之意。

在尤里·布图索夫版《万尼亚舅舅》中，万尼亚舅

舅将一个由木质铁锹支撑的麦克风置于舞台中间，通过

独白宣泄出自己对教授姐夫的不满，这种单独唱白的部

分在尤里·布图索夫的作品中发挥着独特的表达作用。

通过演员的独白或独唱，观众能够深入了解角色的内心

世界和情感表达，从而获得情感共鸣。音乐表演的多样

性和交错展示进一步丰富了舞台的视听效果，将观众带

入戏剧情境中。同时，尤里·布图索夫借助音乐有效地

展示了剧情的情感层次和人物的心理状态，通过独特的

旋律风格和简约的处理方式，为整个戏剧增添了一种特

殊的艺术氛围和情感基调。

尤里·布图索夫灵活借鉴了布莱希特所推崇的“陌

生化效果”，他希望观众能够主动思考和参与，成为舞

台表演的参与者。尤里·布图索夫版《万尼亚舅舅》中，

观众可以聆听到贯穿全剧的跺脚声、呐喊声、震耳欲聋

的环境音与空气摩擦的尖利声音，甚至演员手中的锅碗

瓢盆也可成为演奏乐器。导演将这些声音进行混响处理，

再加之效果器的基础变声，让音乐音响直击观众的心灵。

尤里·布图索夫对音乐的选择和处理展示了他的艺

术概念与创作风格。他通过音乐和肢体语言所表现出的

视听表现力，为《万尼亚舅舅》注入了丰富的狂欢色彩，

且未与文本产生冲突，展示了文本之外的更广阔意义。

这种独特的艺术呈现方式使他的作品脱离了传统的戏剧

框架，展示了自身的创新和独特价值。俄罗斯戏剧自梅

耶荷德后发展至此，由舞台“假定性”引发的手法的处

理在尤里·布图索夫的《万尼亚舅舅》中得到充分的表现。

结 语

尤里·布图索夫是当代俄罗斯戏剧领域十分杰出的

导演之一，他开创了俄罗斯戏剧的新时代，使俄罗斯戏

剧学派变得更加丰富多元。他的戏剧作品具有鲜明的风

格，吸引了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群体。在尤里·布图索

夫版《万尼亚舅舅》中，导演以戏剧剧本的人物行动与

内心情感为抓手，凸显处于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个体的焦

虑，并将焦虑进行形象化的处理。同时，他对经典作品

的再创作并未拘泥于重新排演，而是以经典名作为基石，

结合时代意味，力求创作出独具个人特色的当代经典，

给观众带来陌生化的审美体验，用新的形式抓住观众的

眼球，这是在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在快节奏的生活中

追求变化的最好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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