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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话剧史上，曹禺的剧作是最具永恒生命力的，几部代表作成为永久的保留剧目。
我没作过统计，但我想，曹禺的戏在中国话剧史上，演出场次该是最多的。
过去，一些职业剧团每当遭遇经营冷淡时，就拿出对策，演曹禺的戏，演《雷雨》。
如今，曹禺的戏一直还是热门保留剧目。
将来，仍将盛演不衰，直至永久。
中国话剧人、观众都相信这一点。
自曹禺第一部剧本《雷雨》问世以来，培育了中国一代又一代话剧演员，很难数得出有哪一个中国话
剧演员没演过曹禺的戏。
我平生第一次看话剧，是曹禺的戏。
1942年，我15岁读高中一年级时，在学校小礼堂看一个学生剧团演《北京人》。
两年后，1944年，我17岁时第一次上台演话剧，曹禺的《日出》，是我的同学苏民拉我去演戏，也是
学生演剧，只是凭着浓厚的兴趣。
谁料想，自此下水，毕生以此为业。
几十年，我演过6部曹禺剧作里的大大小小的角色，还导演了一部《家》。
对曹禺的剧本，有人说：“深刻！
”有人说：“生动！
”还有“感人！
”“好看！
”⋯⋯很多人觉得看过难忘，引发不止的思索，也有人觉得看了他的戏，受到启迪和教育。
曹禺现象，戏剧评论家们一直在研究、发表论述，一些后来的剧作者们热衷于学他，以期创作出特色
和韵味。
曹禺是天才。
他在艺术创作上绝对忍受不得“一般”和“平庸”。
他笔下的故事和人物都是独具魅力的。
中国话剧百余年，主流始终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这没错，所以它主流是进步的、积极的。
但这不能用来笼统替代艺术创作方法。
曹禺说：“我总觉得现实主义的东西，不可能那么现实。
”熟悉生活，这是我们所有文艺家，尤其剧作家、演员们都重视的，曹禺也说他写的戏，笔下的人物
都是“有生活依据的”，但他的妙悟是：“生活的感受终于化为舞台形象，或者写到剧本里，是要经
过许许多多的过滤、透视，经过蒸腾，或是说发酵才能实现的。
”这比近不少年人云亦云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透彻多了。
更似白石老人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直如吴道子的“胸中自有丘壑”。
曹禺贵在情真，爱憎分明，其个性与情感都注入到他剧作中许多人物的血液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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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任何一位文学传记作者来说，最宝贝的材料莫过于传主本人所留下的自述文字，哪怕是只言片语。
本书即是著名剧作家曹禺的只言片语，以或散文，或书信，甚或日记形式讲述人生的文字连缀而成。
另外，丰富的图片也在无声地讲述、见证着传主的人生、历史⋯⋯    此外，该书还配有新华社“四大
名剧”各个时期的剧照，包括朱琳、郑榕、魏积安、濮存昕、陈树、郭达、陈好等著名演员演出的精
彩剧照。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曹禺自述>>

作者简介

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湖北潜江，中国现当代杰出的戏剧家，著有《雷雨》
《日出》《原野》《北京人》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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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感悟曹禺(代序)“为什么写？
”和“写什么？
”(代序)天籁之音(代序)第一章  童年琐忆第二章  在天津读书的日子  戏剧生活的开端  母校南开中学  
学生时代拾零  读书与写作第三章  《雷雨》前后  水木清华  动笔之前  我写《雷雨》  《雷雨》与巴金  
我说《雷雨》第四章  铁网中的《日出》  我爱《日出》  寻找真理  《日出》的话题第五章  《原野》和
《蜕变》  从段妈说起  《原野》之路  抗战中的《蜕变》第六章  我写《北京人》  往事与《北京人》  
沉重的喜剧  写作点滴第七章  《家》的改编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一部女人的戏第八章  《明朗的天》
和《王昭君》  写《明朗的天》  昭君自有千秋在第九章  非常时期  已经忘却的日子  痛苦岁月  于无声
处听惊雷  我和玉茹第十章  思考与怀念  晚年的思考  怀念老舍先生  郭老给予我们的教育  情意深深忆
菊隐  怀念田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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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日出》中写的人物，我见过很多，但又并不是具体写某一个人。
往往这个人的某一部分，那个人的某一部分启发着我。
写着，写着，某个时候又忽然想起另一个人来了。
这些人有的是亲戚，有的是朋友，或者是我父亲这一辈的人。
但是写作时决不是照猫画虎，而是通过这个人的眼睛，那个人的鼻子。
另一个人的声音笑貌，逐渐孕育出一个个剧中的人物。
所以我的戏有一个特点，就是剧中的时间不是很具体的，只是划定一个大致的年代。
不像不久前离开我们的敬爱的茅盾同志，他的《子夜》概括的生活面非常广阔，而且时间、地点非常
具体。
《日出》这个戏写于1934年，剧情发生的时间也就差不多在这个年代。
《雷雨》中的时间则是“五四”运动前后这一时期。
写《日出》时，我才24岁，对社会科学根本不懂。
虽然那时我也曾努力想读《资本论》，但是一章都没有看完，因为我确实看不懂。
对于共产党也不甚了了。
《新青年》我看过。
北平当时有个《晨报》，报上记载李大创同志英勇就义的情景，给我印象极深，使我明白世界上有这
样为宣传真理而置性命于不顾的伟大人物。
我感到这种人真是了不起。
当时我不知道共产党人是什么样子，其实他们就在我身边。
我中学时有个同学叫郭中鉴，是个革命者，平时沉默寡言，说起话来，有条有理，功课很好，经常为
同学们补习功课，是我们的班长。
后来被北洋军阀抓走，受尽酷刑，在法庭上侃侃而谈，义不受侮，举起手铐掷在军法官的头上，不久
被杀害。
这个同学给我的印象极深。
我在高中时还有一个同学叫管亚强，我们同住一室，经常在一起聊天，他现在已是老革命干部了。
解放后，他告诉我那时他就是“C.Y.”。
至于鲁迅先生的作品，我很早就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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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自《雷雨》问世以来，一代又一代话剧演员，很难数得出有哪一个中国话剧演员没演过曹禺的戏。
曹禺贵在情真，爱憎分明，个性与情感都注入到他剧作中许多人物的血液里了。
他在酝酿写什么的时候，在提笔写作的时候，大概都时时有苦。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兼演员  蓝天野曹禺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除大量剧作外，他的创作精神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他的创作之所以能有长久的生命力，这和他的创作愿望是有密切联系的。
他写作剧本有一种责任感，就是要重新改造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
他坚信：人性的揭露是艺术的最高目的。
曹禺在暴露黑暗的同时，也给人以希望、光明和美的追求。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  郑榕半个世纪以来，曹禺师对我们在创作上、学习上、生活上，乃
至人生上的教导，使我们终生受用不尽。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曹禺师的“自述”是天籁之音，而天籁之声出于自然，因之也是永恒的，不朽的。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  梁秉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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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曹禺自述:纪念曹禺先生诞辰百年》：新华出版社隆重出版曹禺先生生平唯一自述蓝天野、郑榕、梁
秉堃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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