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世纪以来日本戏剧在中国的演出、翻译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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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 2000 年至 2024 年间 WISESearch 新闻数据库、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文献以

及中国知网学术资源，从演出活动、剧本翻译、学术研究三个维度出发，系统梳理了新世

纪以来日本戏剧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脉络。通过深度剖析数据资料、题材类型、参与群体

以及实践方法，研究发现：当前日本戏剧在华已构建起“演出-翻译-学术”的复合生态体

系，但同时也面临区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展望未来，为推动日本戏剧从文化外交层面迈

向文明互鉴的更高阶段，需在资源优化配置、数字化技术应用等方面实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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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Japanese Theatre in China since the 21st Century: Performances,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Abstract: Based on data from the WISESearch News Database,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collections, and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academic resources (2000-2024),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theatre in China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performances, script transl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By analyzing 

data patterns, thematic genres, participant demographics, and practical methodologie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Japanese theatre in China has established a pluridimensional ecosystem. However, 

challenges such as regional disparities persist. Looking ahead, advancing Japanese theatre from 

cultural diplomacy to civilizational mutual learning will require breakthroughs in resource 

optimization and digital technology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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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世纪以来，中日两国戏剧交流在全球化浪潮与本土文化坚守的碰撞中持续发展。日本戏剧在中国

舞台的传播，不仅是两国文化交流的缩影，更成为观察跨文化互动规律的独特窗口。若回溯中国话剧的

现代化进程，会发现其发展轨迹始终与日本戏剧保持着深层共振——从春柳社借鉴新派剧的话剧萌芽，

到当代戏剧人的跨国共创，两国戏剧的对话已绵延百年（陳凌虹，2012）。这种艺术渊源既造就了东亚

传统艺术的相互启发，也使当下的文化互动在互联网时代新技术与商业化的双重挑战中愈发复杂，急需

通过系统研究揭示其发展规律与未来方向。本文将从演出活动、剧本翻译和学术研究三个角度切入，基

于 2000-2024 年间依据 WISESearch 新闻数据库、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文献及中国知网（CNKI）学术资

源，通过梳理发展历程和分析结构特征，探索日本戏剧在华传播的全景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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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戏剧演出：多维呈现与差异发展 

从演出频次与历时性分布上看，新世纪以来，日本戏剧在中国的演出活动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

其频次波动与中日政治互动、文化政策及国际戏剧节周期高度相关。200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 30 周年成

为首个关键节点，上海、北京等地举办“日本戏剧月”、中韩日戏剧节等活动，仅 2002 年便有《幸会，

我们又见面了》《蝶·恋》《新释<源氏物语>》等近 10 部剧目上演，形成首个演出高峰。此后，2007 年

中日邦交正常化 35 周年、2014 年戏剧奥林匹克、2018 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等事件持续推动

演出热潮。例如，2014 年铃木忠志的《李尔王》《辛德蕊拉》《大鼻子情圣》三剧同年在京沪两地亮相，

标志日本戏剧在华演出的二次高峰。另外国际戏剧节逐渐成为常态化载体，如中韩日戏剧节（2002-2024

年共 20 届）累计引入日本剧目 20 部左右，乌镇戏剧节（2013 年至今）则在 2016-2023 年间吸纳《樱之

园》《北国之春》《宇宙飞船中间的窗口》等近 5 部先锋作品。2023 年后，演出市场逐步复苏，《白条

肉》《绿野仙踪》等新作登陆上海、嘉兴等地，但年均演出量仍不及高峰期，反映出文化消费市场的调整

与谨慎。 

从演出剧目类型与题材特征上看，新世纪以来日本在华上演剧目呈现传统与现代的双轨策略。就如

村上赢彦（2018, p.55）所说的，在中日戏剧交流上，无论是中国戏剧抑或是日本戏剧都是在不断创新和

重塑传统的路上持续推进。具体而言，新世纪以来日本传统戏剧通过创新改编降低文化接受门槛，如 2007

年松竹大歌舞伎的《倾城反魂香》以程式化动作与华丽服饰展现古典美学，流山儿祥的《西游记》通过

荒诞派叙事解构中国神话，以日式幽默与哲学思辨实现跨文化转译。而现代戏剧则以实验性解构探索普

世议题。例如铃木忠志的《特洛伊女人》将在理性与疯狂、传统与现代的裂隙中，持续追问着现代性的

本质困境——当集体意志吞噬个体理性，剧场如何成为照见文明病症的镜子（岸田真，2025）；铃木忠

志的《辛德瑞拉》通过“等待他者”的永恒困境与“分身结构”的权力解构，照见性别压迫、语言暴力与

文化异化（本橋哲也，2023）。题材选择上，中日共享文化符号成为重要切入点，《源氏物语》《梁祝》

《哈姆雷特》等经典文学改编剧占比超 40%，而《铸剑》（鲁迅小说改编）、《变形记》等跨文化重构

剧目亦通过双重语境引发共鸣。社会议题的直击进一步拉近与中国观众的心理距离，如《东京笔记》描

绘现代社会中家庭与人际的崩溃（小靳，2011），《闷在屋子里的人》刻画都市孤独症。 

从活动模式与呈现形态上看，日本戏剧在中国的传播依托艺术节展演、商业巡演、学术合作三大路

径，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戏剧节主打先锋性，如 2016 年乌镇戏剧节以环境戏剧《樱之园》探索沉浸式

演出；政府主导的中日文化交流活动侧重经典输出，如 2002 年宝歌舞剧团在丽江上演中日合创剧目

《蝶·恋》《南十字星》。商业运作上，铃木忠志团队通过戏剧节驻演建立品牌效应，流山儿事务所音乐

剧《玩偶之家》在 2002-2008 年间完成多城巡演。高校合作聚焦实践，如 2004 年中央戏剧学院与日本大

学联合排演《斗笠三部曲》系列剧目。非传统空间应用上，2015 年铃木忠志在露天长城剧场重构《酒神

狄俄尼索斯》，影法师剧团以“平灯投射”形式呈现《竹取物语》，凸显技术融合优势（方军，2007）。 

从地域分布与空间集聚度上看，日本戏剧在华演出呈现“北上双核驱动，戏剧节城市点状突破”的

空间特征。北京、上海凭借政治文化资源与基础设施优势，分别占据总演出量的近 40%与近 26%。北京

依托国家大剧院、菊隐剧场等国家级平台，承接《李尔王》、《特洛伊女人》等项目；上海则以亚洲当代

戏剧季等为轴心，吸引《男人哭吧不是罪》、《变形记》等剧目演出。杭州、乌镇、南京等二线城市通过

戏剧节实现阶段性集聚，如乌镇戏剧节 2016-2023 年多次引入日本剧目，但其常态化演出供给仍依赖一

线城市巡演外溢。区域性差异亦体现在剧目类型上：北京侧重学术性强的实验戏剧，上海偏重商业改编

与合制项目，而丽江、扬州等历史文化名城则成为《鉴真东渡》《梁祝》等主题剧目的天然舞台。中西部

城市如成都、武汉虽在 2018-2019 年短暂引入《班女葵上》《西游记》，却因场馆配套不足、观众基础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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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难以持续，反映出日本戏剧在华传播仍受制于区域文化消费能力的不均衡。 

总体而言，新世纪以来日本戏剧在中国的发展受文化外交和市场因素影响。一方面，借助中日邦交

纪念及政府合作项目，大量日本戏剧进入中国；另一方面，通过参与戏剧节和商业巡演，探索本土发展

与文化扎根。剧目选择上，日本戏剧将经典改编与现代表达结合，既唤起中国观众的文化熟悉感，又展

现艺术创新。演出地域分布上，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因资源丰富、设施完善，成为日本戏剧主要演出

地，演出频繁。部分二线城市主要靠戏剧节吸引演出，平时演出较少，反映出不同城市文化发展水平和

消费能力的差异，凸显区域文化生态不平衡。 

 

二、日本戏剧翻译：译作流变与三岛复译 

就戏剧翻译的历时性分布状况而言，自新世纪伊始，国内针对日本戏剧文本展开的翻译引进工作展

现出了显著的发展特点。2000-2005 年为译介空白期，国家图书馆暂未记载相关戏剧出版。2006 年中国

戏剧出版社推出《净瑠璃的世界近松净瑠璃剧作选》标志着古典戏剧译介期的开启。2012 年广西师大社

引进井上厦《上海月亮》，开创战后戏剧译介先河。2013 年台湾省书林推出平田织佐等实验戏剧选集，

年均译介量提升至 1.5 部。2015 年《上海月亮》因涉及鲁迅形象引发关注，这也显示出社会议题对译介

的推动作用。2019 年后进入爆发期，年均译本达 7.3 部，2022-2023 年新增 22 部，占总量的 52.4%。这

一时期呈现三大特征：一是三岛由纪夫剧作占据主导，2019-2024 年共出版 15 部，其中 2023 年单年推出

9 部；二是新生代剧作家作品涌现，如 2022 年“日本新锐剧作集”收录 5 位“80 后”作家作品；三是复

译现象突出，2023 年《黑蜥蜴》同时出现文学性和可演性两个译本。  

从译制剧作选择方面上看，国内在剧本选择标准上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对古典剧作的译介延续了

“经典化”路径，如近松门左卫门《曾根崎心中》等“世话剧”的译介，延续了国内对日本“情死”文化

的研究脉络。而三岛由纪夫剧作的密集译则体现了双重考量：既包含《萨德侯爵夫人》等存在主义戏剧

的哲学价值重估，也涉及《长刀之夜》等历史剧的政治隐喻解读。另外，当代剧作选择则凸显“问题意

识”导向。青岛出版社 2022 年推出的《太阳》《白条肉》等剧作，均涉及核危机、消费异化等现代性议

题。平田织佐《三姊妹-人形机器人版》通过后人类视角重构契诃夫经典，其译介与国内人工智能伦理讨

论形成跨时空对话。这种选择性译介体现着中国戏剧界对日本当代社会症候的观照。最后特别值得注意

的是译介过程中的“经典重构”现象。三岛由纪夫《邯郸》与《葵上》均存在不同译者的多版本译作，陈

德文版侧重文言语体的雅正，而玖羽译本更强调现代剧场语言的转化，这种差异实质也反映了经典文本

在现代语境中的阐释张力。 

从译者群体上看，新世纪以来在日本戏剧的汉译实践中，译者群体的分野映射出学术阐释与舞台实

践的双重诉求。学术型译者通常依托学院背景，其翻译行为与文学研究形成互文。以陈德文为代表的学

者，虽未将三岛由纪夫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却在新世纪以来多次译介其戏剧文本，这种选择本身即折射

出对日本现代文学经典化的学术自觉。他们的译本往往呈现出厚重的文献属性——从脚注中对历史典故

的溯源，到译序中对文体流变的考辨，主要服务于知识生产的系统性；译文的语言风格亦倾向于保留原

文的修辞结构与文化肌理，为研究者提供可追溯的阐释路径。而自由译者则呈现出更强的市场敏感度与

实践导向。如以玖羽代表的译者的工作常嵌入出版机构与戏剧社群的协作网络，其译本不再局限于书斋

化的文本转换，而是主动回应剧场对“可演性”的需求。这类翻译弱化学术注解，转而通过增补角色动

线提示、调整台词节奏等方式，将剧本转化为可直接指导排练的“演出蓝图”。这种翻译策略虽可能牺

牲部分文本的历史纵深感，却使日本当代戏剧更迅捷地融入华语地区的实验性剧场生态。两类译者的分

野本质上是文化传播链条的分工：学术型译者构建理论话语的合法性，确保经典文本在跨语际流动中不

失其思想重量；自由译者则充当文本落地舞台的催化剂，通过翻译的“再剧场化”缩短从案头到场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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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 

从出版机构上看，新世纪以来，日本戏剧在中文译介方面主要由四家出版机构推动：中国工人出版

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中国戏剧出版社及台湾省的书林出版有限公司，并且这四家机构形成差异化互

补的出版格局。中国工人出版社与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聚焦经典作家的多元开发——前者以学术性译本见

长，通过注释等副文本强化文献价值；后者则侧重大众可读性，以简注平衡学术与通俗需求。与之相对，

中国戏剧出版社深耕日本传统戏剧领域，其译本注重古典文本的历史语境还原，服务于专业研究群体。

而书林出版有限公司依托区域性剧场资源，着力引介日本当代青年剧作家的实验性作品，通过合集出版

弱化学术性注释，凸显剧本的跨文化可演性。从传播效应看，这些机构的分工映射出日本戏剧汉译的多

维路径：学术性译本为研究提供规范底本，大众化版本拓宽读者受众，先锋戏剧合集则直接呼应剧场实

践需求，共同构建起从经典阐释到当代实验的立体传播网络。 

纵观新世纪以来的日本戏剧汉译实践，其发展脉络已从零散的作品移植转向体系化的跨文化再生产。

这一进程呈现三重结构性特征：其一，译者群体的双轨生态——学院派译者通过文献化翻译锚定经典文

本的学术坐标，自由译者则以剧场适配为导向重塑剧本的当代生命力；其二，出版机构的差异化分工，

通过学术型、大众化、实验性译本的并行出版，既维系古典戏剧的阐释传统，又加速先锋作品的在地化

流通；其三，剧作选择的多重逻辑，从古典“世话物”的情死母题重释、战后存在主义戏剧的哲学对话，

到当代社会议题的跨国共振，折射出译介行为与接受语境间的动态互文。 

 

三、日本戏剧研究：动态演进与跨界融合 

回顾中国对日本戏剧的研究历程，在新世纪刚开始的时候，学术研究主要围绕日本传统戏剧形态展

开，歌舞伎、能剧和狂言这三大古典剧种是重点研究对象。许多学者们深入挖掘这些传统戏剧的艺术本

质和文化内涵。同时，很多研究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思考传统戏剧在现代社会该如何传

承和发展，这些成果为后续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随着中日戏剧交流越

来越多，大概从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起，研究方向有了很大转变。铃木忠志独特的戏剧方法、战后日本

戏剧里蕴含的政治隐喻，还有跨文化改编的实践等，都成了大家关注的新热点。这一阶段的研究不再局

限于对戏剧文本的静态分析，而是更加注重戏剧作为一种动态艺术，在创作和被观众接受过程中的各种

现象。学者们通过整理导演的理论体系，仔细分析经典作品的改编案例，找到了日本戏剧在全球化背景

下独特的美学发展道路。到了最近几年，日本戏剧研究呈现出一种跨界融合的趋势。数字化传播技术改

变了传统的观演关系，性别反串表演背后有着特殊的文化和政治意义，生态剧场实践带来了空间上的变

革，这些新的研究话题出现，意味着学术研究不再局限于戏剧本身，而是延伸到了社会学、性别研究、

技术哲学等多个领域。这种变化不仅体现了戏剧研究和当下社会思潮紧密相连，也表明学术界开始主动

关注和回应现实问题，展现出更强的社会责任感。  

其次，学术焦点与前沿议题的演变揭示了日本戏剧研究的动态性与跨学科特质。传统戏剧领域的研

究持续深入，歌舞伎的服化语言、能剧的“幽玄”美学、狂言的世俗化特征等议题成为经典命题。例如，

王儒雅与周何奇（2023）在《浅谈日本歌舞伎隈取和中国京剧脸谱的对比》中歌舞伎的“隈取”与中国京

剧脸谱的对比研究，既凸显了文化差异性，亦探索了东亚戏剧美学的共性脉络。近年来，跨文化改编与

全球化传播成为新兴热点，如《古希腊戏剧在日本的跨文化编演——以蜷川幸雄的<美狄亚>舞台呈现为

中心》、《和而不同:跨文化视域下铃木忠志的<茶花女>》等，这些研究不仅关注艺术形式的转化，更注

重文化符号的再生产与权力关系的博弈。此外，数字化时代下传统戏剧的传承危机与创新策略引发学者

反思。超级歌舞伎对动漫元素的吸纳、宝冢歌剧团通过增添具有现代风格的年轻演员，增添幽默设计对

《源氏物语》进行的现代新演绎（森西真弓，2013），均体现了传统艺术在当代语境中的适应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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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研究范式与方法路径的多样性体现了日本戏剧研究的理论自觉与实践导向。传统史学方法仍

是基础，如姜天喜（2000）在《论日本歌舞伎的起源与发展》里梳理了传统歌舞伎的起源与发展史。另

外比较研究法也应用广泛。其主要被于中日戏剧的平行对比，例如马迎春（2023）在《浅析东方戏剧艺

术——中国越剧和日本歌舞伎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中从历史发展、舞台表现、服化特点、舞台道具、异

性装扮 形式五个方面比较了越剧与歌舞伎的异同。人类学与民族志方法在田野调查中占据重要地位，

学者通过参与利贺戏剧节、记录铃木方法训练过程，捕捉戏剧实践的动态细节。符号学与叙事学则被用

于解码戏剧文本的深层结构，如《殉情天网岛》中“义理与人情”的叙事张力，或能剧“间”的美学逻

辑。跨学科融合趋势显著，戏剧研究与哲学、社会学、建筑学等领域的交叉成果频现，如从空间生产理

论探讨铃木忠志戏剧中的身体与剧场关系，或从生态视角分析“铃木生态”对演员心理的塑造。定量方

法虽应用较少，但文献计量分析已开始辅助学术趋势预测，如通过关键词共现网络识别“身体转向”

“非遗保护”等前沿概念。 

最后，学术群体特征与影响力映射出日本戏剧研究的协作网络与知识生产机制。国内学者构成研究

主力，如严立君对关羽形象的跨文化阐释、徐爽对池田大伍改编实践的分析，均体现了本土学者对史料

挖掘与理论创新的贡献。高校与研究机构成为学术生产核心，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戏剧学院、武汉大

学等依托学科优势，培养了多篇深度专题论文。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铃木忠志等戏剧大师也受到学

界诸多关注。如邵雪萍（2023）在《世界著名戏剧家铃木忠志》对铃木忠志生平的梳理，为后续理论化研

究奠定基础；青年学者则倾向于方法创新与议题拓展，如景徐媛（2023）在《演员身体与空间生产：铃木

忠志戏剧实践中的感知研究》从感知理论切入演员训练研究。在影响力方面，经典文献通过高频引用形

成学术共识，如《风姿花传》的戏剧理论常被援引为能剧研究的基石；同时，前沿成果通过国际戏剧节、

工作坊等实践平台扩散，铃木方法的全球传播即印证了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渗透。然而，研究仍存在区域

不平衡性，对地方性戏剧形式及非主流群体的关注相对不足，未来需进一步拓展研究边界，实现学术视

野的全面性与包容性。 

总体而言，日本戏剧研究在承续传统与拥抱现代的张力中不断演进，其学术成果既巩固了基础理论

框架，亦回应了全球化与数字时代的挑战。文献计量揭示了主题聚焦与时间脉络的关联，实证素材的多

元化支撑了方法论创新，学术群体通过协作与竞争推动知识生产，而前沿议题的涌现则持续拓展学科边

界。未来研究需在深化本土性的同时，强化跨学科对话与国际视野，尤其关注技术媒介对戏剧形态的重

塑、边缘群体的文化表达，以及生态戏剧等新兴领域的可能性，从而在动态平衡中实现学术研究的持续

突破。 

 

四、结语 

二十余年间，日本戏剧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形成了“演出-翻译-学术”三位一体的复合生态。演出

活动中，传统与现代的双轨策略贯穿始终：古典戏剧通过跨文化转译实现美学认同，实验戏剧则以前卫

姿态突破文化边界；政治周期与戏剧节展演共同塑造了演出频次的波动曲线，而“北上双核驱动”的空间

格局折射出区域文化消费能力的深层差异。翻译领域，从古典剧目的经典重译到三岛由纪夫剧作的密集

出版，从学者型译者的文献化编译到剧场型译者的可演性转化，翻译实践已演变为学术阐释与舞台应用

交织的话语生产系统。学术研究则从传统戏剧的本体论考察转向跨学科对话，性别反串、生态剧场、数

字媒介等新兴议题的涌现，标志着戏剧研究与社会思潮的深度融合。 

然而，这一进程亦暴露多重挑战：区域传播的不均衡性制约了戏剧文化的普惠性，非主流剧种与地

方性实践的学术关注仍显薄弱；译介体系的碎片化与协同网络的缺失，限制了文本到舞台的转化效能；

学术研究对技术媒介与边缘群体表达的探索尚处起步阶段。未来，日本戏剧的跨文化传播需在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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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突破：一是构建“政策-市场-学术”协同机制，推动演出资源的均衡配置与译介体系的系统化；二

是强化戏剧研究与人工智能、空间哲学等前沿领域的交叉融合，探索传统艺术的数字化生存路径；三是

关注农村歌舞伎、少数族裔戏剧等非主流形态，拓展文化对话的多元边界。唯有在传统延续与现代突围

的动态平衡中，日本戏剧的华语传播方能真正实现从文化外交到文明互鉴的范式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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