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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好个“破门而出”（代序）    王育生    2009年岁末到2010年初，中国剧坛发生了一件较为重要的事情：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俄罗斯文学研究者，著名戏剧评论家，年逾古稀的童道明先生，衰年变法，改写话
剧剧本了。
    2009年秋，在北京东城中央戏剧学院东隔壁，民营“蓬蒿剧场”里，没有制作布景，只采用由演员
在舞台上边走位置边朗读剧本的方式，首演了童道明编剧、《剧本》杂志2009年6月号头条发表的剧本
《赛纳河少女的面模》。
    2010年1月末，还是在这家黑匣子的小剧场里，又上演了也是由童道明先生编剧，由穆德、王绍军导
演的另一出现代话剧《我是海鸥》。
所采用的，依然是“贫困戏剧”的方式。
    2月1日，《我是海鸥》演出过后，剧组主创人员和观众曾留在剧场作了暂短的对话，童先生第一句
话便说，写剧本，对他来说，是“破门而出”。
好一个“破门而出”！
我要倾尽全力，为童先生的“破门而出”大声叫好！
    在当前创作队伍萎缩，剧作家大量流失、改行，剧本荒严重的时刻，多一些童先生这样的“破门而
出”，将是剧坛之幸，中国戏剧之幸。
    童道明是在做好了充分的创作上的准备之后，挟带着自己鲜明的创作风格和独特的创作个性，破门
而出，闯入剧坛。
童先生的这两个戏，打破了“不为获奖就奔票房”的当下戏剧的僵化局面，在沉闷的气压、雷同的模
式中，吹进了一缕清新之风。
    一、充分坚实的创作准备    童道明1937年出生，今年已逾古稀——七句有二。
童道明热爱写作始于中学时代，在北京五中读高中时，有幸遇到特级语文教师李慕白，得到了名师指
点，确定了他的人生方向。
1955年进入留学苏联预备班时，他是一千多名留苏学生中仅有的几个学文科的学生之一。
    促使童道明真正踏上文学之路、并与戏剧结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大学三年级时学校开设了“契诃
夫戏剧班”。
该年童道明完成了题为《论契诃夫戏剧的现实主义象征》的学年论文，导师拉克申为之打了5分，并
赞日：能独立思考，写得饶有趣味。
这之后，童道明便再也没和戏剧、和契诃夫分过手。
他1960年因病辍学回国养病，1965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吸收参加工作。
    昏天黑地、闹闹轰轰的那场“文化大革命”中，童道明没有虚掷时光、浪费年华，他自干校回京后
，几乎每天上午都钻进北海公园旁边的北京图书馆，刻苦学习，吞噬知识。
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一时期凡能拿得到手的戏剧书籍，我照单全收。
”    十年磨一剑。
此后他在学识上变得更为充实、见解上更趋成熟。
    不幸1977年他又大病一场。
1979年病愈后，他开始“井喷”式地写作并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非谈》、《梅耶荷德的贡献》、《论文学艺术的假定性》等，均是这一时期的
重要斩获。
其后，整个80年代他笔耕不辍，在我国新时期以来的戏剧界、电影电视界更新创作观念的浪潮中，成
为一个十分活跃的理论家、评论家，话剧创新大潮中的弄潮儿。
他所发表的文章造成过较大社会影响。
一事当前，人们总是很自然地想问一问：童先生对此持何看法？
    黄佐临、王朝闻、葛一虹、蔡时济诸剧坛前辈学者，都对童道明眷顾有加；于是之、胡伟民、林兆
华、王贵、濮存昕等著名表、导演艺术家，也与他交谊很深。
总之，那个年代凡是想在戏剧上求新图变者，无不重视童道明的观点，搜求、阅读他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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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其时正在中国剧协《中国戏剧》编辑部任职，出于职业上的敏感，也是为了更多获取有价值的
选题，我将有真知灼见的童先生纳入了我所联系的“作者沙龙”。
编辑部所开展的“关于戏剧观念更新”的大讨论、“京沪两地导演艺术家论坛”、“全国表演艺术研
讨会”等重大活动，童道明都是编辑部的座上嘉宾。
我和童先生性格迥异，做派不同，艺术观念上的歧异之处也不少见，但在推动话剧创新的总目标上，
我们绝对是牢不可破的战友，立志要为拓宽戏剧观念、为促进戏剧多元化发展推波助澜。
在1989年夏天，由我们倡议促成并全程主持的全国性“首届南京小剧场戏剧节”活动，更是我们两个
人的“得意之作”。
    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童道明称之为“我国话剧空前绚烂”的一个时期。
他为自己没有辜负时代使命而感到欣慰。
我则更率直地认为，80年代话剧创新成果灿烂辉煌，那段激动人心的岁月始终令我荡气回肠，我为自
己曾经在其中尽过一点绵薄之力，而深感自豪。
    提到这些不是为了自诩和表功，而是因为当我问及童道明剧作的酝酿和产生的契机的时候，他怀着
深厚感情回顾了那些年所走过的戏剧之路，并明确表示：这段经历是他创作的资源和财富，如果新时
期以来他没有进入戏剧界，如果他不是地道道地成了“个中人”，如果他和新时期的话剧不是如此荣
辱与共、喜忧同担的话，他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两部剧作问世的。
    和当年写作戏剧评论的目的一样，童道明如今还要艰辛地创作剧本，同样是为了用他的作品“发声
”。
    二、独特鲜明的创作个性    童先生这两部剧作的特点是如此之鲜明和独特，以致不用我再饶舌，只
要到剧场里稍许感受一下，甚至连剧场也不用去，只要取过这两个剧本随手翻一下，马上就能感受到
它的非同一般之处。
    在论及这两个话剧时童道明曾说过：我是契诃夫的信徒和弟子，我要追寻和秉承契诃夫的信念和原
则进行创作。
    我尚未做更深入的思考，只能依据平常接触的了解和感受，试图概括出童先生的主要创作理念，或
者说他所遵循的创作原则：    爱是创作的源泉，同时也是创作的驱动力；    作家要有一份自由的创作
心态，要能够在平和、美好的心境中，让灵感、文思畅快地流淌；    契诃夫认为戏剧是表现人的内在
的心灵活动的，而不是要去杜撰事件，编织故事；    戏剧在本质上是诗，作品要富有情趣，蕴含诗意
，让观众能够会心；    没想到过要去批判什么，鞭笞什么，我的剧本里一如契诃夫的戏里一样，没有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坏人”，或者“反面角色”；    不刻意追求道德批判意义上的深刻，只想用人道
主义的恻隐之心观察世界，用悲悯情怀去看待人生；    属意于探求人性的复杂、多样，及其瞬间变化
的不可捉摸；    站在世界文化史的纵轴上观察，一切文艺的根基，莫不构建在作家的人文关怀、终极
关怀和入学深度上；    在创作上，力主多样化和个性化，力戒“同质化”（雷同、模式化、千篇一律
）和“泛娱乐化”（浅薄逗笑，拿着肉麻当情趣）；    我自己都有点儿吃惊，只要稍加总括就可以拿
出这么一堆理论观点来。
我以为，童先生的这些创作理念，已经足够我们去琢磨、消化一阵子的了。
    下面，我想对童道明的两部作品进行一些总体评价。
    一如在本文开始时所述，童道明之所以要“破门而出”，是他想用自己的戏剧作品“发声”。
当今主流戏剧的“同质化”，以及本应该进行艺术探索和创新实验的小剧场戏剧却陷入“泛娱乐化”
的误区，都是为童先生所诟病的。
因为他认为这会戕害正常的艺术创作，矮化观众的观赏水平，不利于剧坛的健康、正常发展。
多年来，童道明以契诃夫为师，倡导“向曹禺前进”，恰恰都是为了要克服上述创作上的弊端，为戏
剧注入健康活力，使剧坛改变一点儿呆滞的面貌。
    但是成效不特别显著。
    于是，童先生在认真思考之后，在考量了自己的创作能力之后，终于“破门而出”了，他要用他创
作的话剧作品“现身说法”。
他要对戏剧的现状予以更有力的反驳。
    这就是童道明先生奉献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面模”，以及一只“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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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不认为童先生的两个戏已经尽善尽美。
但毫无疑义，它们都是时下所极为匮乏的，是独具艺术个性的，因而它们都是闪光的、可贵的、极富
价值的。
    比如，这两部剧作都较少琐细凡俗的人间烟火气，而具更多文人案头的书卷气；剧作缺少剑拔弩张
的戏剧张力、石破天惊的震撼、不遗余力的煽情，而更多睿智的叙述，温文尔雅的穿插，没有一点儿
烦人的说教，而只有娓娓而谈的舒缓，意味绵长的诗情，灵性之光的闪动。
它有思想内蕴，有文化含量，有心灵感受，有情感的撞击。
戏剧进程之中，我们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作者那双人性关怀的眼睛⋯⋯总而言之一句话，文如其人。
它温文尔雅，怨而不怒，是只有童道明先生才能写得出来的戏剧艺术作品。
    我曾经不自量力地向童先生建言，指出他的戏里缺乏愤怒，略欠深刻。
他只是莞尔一笑。
回答了我一句话：我只能是我，还是不要强人所难吧。
    作家确实具有选择表达方式和建立个人风格的完全自由。
显然，童先生是对的。
    盖有年矣，别来无恙？
我们已有多少年没有领略过这样独具风格的戏剧作品了。
    是童道明先生，又把它重新给予了我们。
    三、极为珍贵的创新探索    《赛纳河少女的面模》不像《我是海鸥》那么艰涩复杂，非常容易理解
。
这个戏是写诗人、学者冯至的。
作者是有感于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命途多舛，“如果我将来不知天高地厚写个剧本，就写一个为知识分
子说话的戏”。
今年春节我采访他时，童道明更是坦言：“《赛纳河少女的面模》是要表现经历‘文革’浩劫之后的
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生命风光。
”    上面说过，童道明对当前小剧场戏剧“泛娱乐化”的倾向不以为然。
在“面模”这个戏里，我以为童道明至少在戏剧艺术的四个重要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
    首先，探索“叙述性”是否真的与“戏剧性”如此水火不容。
为此童道明进行了把叙述性引入戏剧作品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的实验。
他认真研读了冯至的12卷文集，力争可以做到“为冯至代言”的程度，然后以冯至遗嘱为贯穿线，择
其一生中心灵历程上的几个闪光点，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铺排开来加以陈述。
童道明说，他写剧本时并没有流泪，但演员在舞台上念台词时，演员哭了，观众哭了，他自己此时也
动情地哭了。
显然，这是戏剧作为综合艺术的舞台力量才能达到的效果。
    实验结果证明，观众欣然接受了这一崭新的实验性的戏剧样式。
    其次，那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反人类、反文化、最残忍、最丑恶、最卑鄙事物的集合
体。
它让所有中国人为之蒙羞。
其罪恶，罄竹难书。
可是，当“面模”涉及这场“文革”戏时，却可以做到几乎不着一字，连红卫兵都没上场。
全剧仅仅借助一句“冯至，你在家里好好等着，明天我们要来收拾你”的台词，一束冯至夫妇烧毁他
们珍藏多年的恋爱情书的熊熊火光，一阵赛纳河少女的面模落地时瓷器破碎的音响效果，就全都齐活
了。
    实验结果证明，这种“怨而不怒”的蕴藉的艺术表现手法，反而比极紧张的煽情更能激荡观众的情
感。
陈年窖藏的“女儿红”，比淡寡的白酒更能醉人。
    作者用至善、至美事物的毁灭，令观众警悚，让人们对罪恶的“文革”无比嫌恶。
    再次，童道明用舞台实践，探索了能够构成“戏剧动作”的因素，从而有力地向人们证明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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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动作”同样可以构成强有力的舞台上的戏剧动作。
比如冯至的“遗嘱”，在剧中被分为数段，多次使用，贯穿了剧情的始终。
清流文人的崇高精神境界，已经被衍化为戏剧的力量，升腾为知性的芬芳，起到了震慑心灵的作用。
    最后，对于假定性戏剧和心理现实主义理论的践行。
《我是海鸥》上演的时间在“面模”之后，但它的写作时间却远远超前，动笔于20世纪的1996年，《
海鸥》演出百年纪念的时候。
    《我是海鸥》才真正是童道明的处女作。
今年该剧发表上演之前，作者对它重新做了修改，一个最重大的变动，就是让契诃夫在女演员的幻境
中出场，更充分地发挥了戏剧假定性的作用，而这，本来就是童先生一贯的理论主张。
    显然，我们所看到的《我是海鸥》，是童道明对他所心仪已久的契诃夫的《海鸥》的一种中国式的
诠释，经过这样的诠释，剧情变得容易理解了一些，但仍然具有朦胧感和多义性。
全剧充满了诗化的心理现实主义的氛围，耐入咀嚼。
而导演和男女演员排演《海鸥》的“戏中戏”，更是童道明在戏剧文本的副标题中赫然标明了的，充
分说明他对此的重视。
数十年来童先生对戏剧圈里朋友们的熟悉程度，使他笔下的男女演员具有了生活的现实性，让观众得
窥当代“北漂”的时代风采。
    此外，《我是海鸥》一剧中对优秀人物自杀倾向的探求；“世界上谁也不比谁更坏，不是人坏，是
钱坏”的哲理思考；女演员为阻断男演员向自杀深渊滑落而欲献身的情节安排；尤其是在这个情节之
后面童道明所“代言”的、契诃夫关于人类性行为的那段哲入式的宏论，我以为都是很有思想深度和
分量、颇为值得玩味的。
    总之，《赛纳河少女的面模》和《我是海鸥》的发表与公演，宣告了一个新的剧作家的诞生。
这两部作品使我们看到了剧作家深厚的文化积淀，不凡的艺术才能和强大的创造实力。
    童道明不会就此止步。
    既然已经“破门而出”，肯定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
让我们拭目以待，翘首盼望。
    （原载于《剧本》月刊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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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童道明是中国戏剧界公认的契诃夫研究专家，其剧作力图表现契诃夫、曹禺两位戏剧大师的戏剧精神
，以“传承人文精神和悲悯情怀”为特色，在当前戏剧创作中别具一格。
该书包含《赛纳河少女的面模》《我是海鸥》《秋天的忧郁》《歌声从哪里来》《蓦然回首》五个风
格迥异的原创剧本。
这些剧作自完成以来，一部分在北京蓬篙剧场等剧场上演，并成为三届南锣鼓巷戏剧节的保留节目。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赛纳河少女的面模>>

作者简介

童道明，1937年生于江苏省江阴县杨舍镇（今张家港市），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著有论文集《他山集》，专著《戏剧笔记》《我爱这片天空（契诃夫评传）》，散文随笔集《惜别樱
桃园》《俄罗斯回声》《阅读俄罗斯》《潘家园随笔》，影视剧评论集《文化的魅力》（与蔡骧、余
倩合著），并与濮存昕合著《我知道光在哪里》，另有多种译著。
1996年起尝试剧本创作。
2009年发表并上演《赛纳河少女的面模》，此剧主人公冯至先生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
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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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好个“破门而出”（代序）
第一篇  赛纳河少女的面模（正剧）
第二篇  我是海鸥（悲剧）
第三篇  秋天的忧郁（喜剧）
第四篇  歌声从哪里来（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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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    冯至    修道院楼上的窗子总是关闭着。
但是有一天例外，其中的一只窗子开了。
窗内现出一个少女。
    巴黎在那时就是世界的名城：学术的讲演，市场的争逐，政治的会议⋯⋯从早到晚，没有停息。
这个少女在窗边，只是微笑着，宁静地低着头，看那广漠的人间；她不知下边为什么这样繁华。
她正如百年才开一次的奇花，她不知道在这百年内年年开落的桃李们做了些什么匆忙的事。
    这时从热闹场中走出一个人来，他正在想为神做一件工作，他想雕一个天使，放在礼拜堂里的神的
身边。
他曾经悬想过，天使是应该雕成什么模样——他想，天使是从没有离开过神的国土，不像人们已经被
神逐出了乐园，又百方设计地想往神那里走去。
天使不但不懂得入问的机巧同悲苦，就是所谓快乐，她也无从体验。
雪白的衣裳，轻软的双翅，能够代表天使吗？
那不过是天使的装饰罢了，不能表示天使的本质。
他想来想去，最重要的还是天使的面庞。
没有苦乐的表情，只洋溢着一种超凡的微笑，同时又像是人间一切的升华。
这微笑是鹅毛一般轻。
而它所包含的又比整个的世界还重——世界在她的微笑中变得轻而又轻了。
但它又不是冷冷地毫不关情，人人都能从它那里懂得一点事物，无论是关于生，或是关于死⋯⋯    但
他只是抽象地想，他并不能把他的想象捉住。
什么地方去找这样的一个模型呢。
他见过许多少男少女：有的是在笑，笑得那样痴呆，有的在哭，哭得又那样失态。
他最初还能发现些有几分合乎他的理想的面容，但后来越找越不能满足，成绩反倒随着时日消减；归
终是任何人的面貌，都禁不住他的凝视，不几分钟便显出来一些丑恶。
    难道天使就雕不成了吗？
    正在这般疑惑的时候他走过修道院，看见了这少女的微笑。
不是悲，不是喜，而是超乎悲喜的无边的永久的微笑，笑纹里没有她祖母们的偏私，没有她祖父们的
粗暴，没有她兄弟姊妹们的嫉妒。
它像是什么都了解，而万物在它的笼罩之下，又像是不值得被它了解。
——这该是天使的微笑了，雕刻家心里想。
    第二天他就把这天使的微笑引到了人间。
    他在巴黎一条最清静的巷中布置了一座小小的工作室，像是从树林中摘来一朵奇花，他在这里边隐
藏了这少女的微笑。
    在这清静的工作室中，很少听见外边有脚步的声音走来。
外边纷扰的人间是同他们隔离了万里远呢，可是把他们紧紧地包围，像是四围黑暗的山石包住了一块
美玉？
他自己是无从解答的。
至于她，她更不知她置身在什么地方。
她只是供他端详，供他寻思，供他轻轻地抚摸她的微笑，让他沉浸在这微笑当中，她觉得这是她在修
道院时所不曾得到过的一种幸福。
    他搜集起最香的木材，最脂腻的石块。
他想，等到明年复活节，一片钟声中，这些无语的木石便都会变成生动的天使。
经过长时间心灵上的预备，在一个深秋的早晨开始了他第一次的工作。
他怀里充满了虔敬的心，不敢有一点敷衍，不敢有一点粗率。
他是这样欢喜，觉得任何一块石一块木的当中都含有那天使的微笑，只要他慢慢地刻下去，那微笑便
不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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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他却又感到，微笑是肥皂泡一般地薄，而他的手力太粗，刀斧太钝，万一他不留心，它便会消散
。
    至于微笑的本身，无论是日光下，或是月光中，永久洋溢在少女的面上。
怎样才能把它引渡到他为神所从事的工作上呢？
想来好像容易，做起来却又艰难。
    他所雕出的面庞没有一个使他满意。
最初他过于小心了，雕出来的微笑含着几分柔弱，等到他略一用力，面容又变成凛然，有时竟成为人
间的冷笑。
他渐渐觉得不应该过于小心，只要态度虔诚，便不妨放开胆子做去。
但结果所雕出的：幼稚的儿童的微笑也有，朦胧的情人的微笑也有⋯⋯天使的微笑呢，越雕越远了。
    一整冬外边是风风雨雨地过着，而工作室里的人却不分日夜地同这些木材石块战斗。
    少女永久坦白地坐在他的面前——他面前的少女却一天比一天神秘，他看她像是在云雾中，虹桥上
，只能翘望，不能把住。
同时他的心里又充满了疑猜：不知她是人，是神，可就是天使的本身？
如果是人，她的微笑怎么就不含有人所应有的分子呢？
他这样想时，这天他所雕出的微笑，竟成为娼妇的微笑了⋯⋯    冬天过去，复活节不久就在面前。
他的工作呢：各样的笑，都已雕成，而天使的微笑却只留在少女的面上。
等到他雕出娼妇的微笑时，他十分沮丧：他看他是一个没有根缘的人，不配从事这个工作。
——寒冷的春晚，他把少女抛在工作室中，无聊地跑到外边去了。
少女一人坐在家中，她的微笑并没有敛去。
    他半夜回来，醉了的样子像是一个疯人，他把他所雕的一切一件件地毁去，随后他便昏昏地倒在床
上。
少女不懂得这是什么事情，只觉得这里已经没有她的幸福。
她不自主地走出房中，穿过静寂的小巷，她立在赛纳河的一座桥上。
    彻夜的歌舞还没有消歇，两岸弹着哀凉的琴调。
她不知这是什么声音，她一点儿也听不习惯。
她想躲避这种声音，又不知向什么地方躲去。
她知道，修道院的门是永久地关闭着；她出来时外边有人迎接，她现在回去，里面却不会有人等候。
工作室里的雕刻家又那样怕入，她再也不想同他相见，她只看见河里的星影灯光是一片美丽的世界，
水不断地流，而它们却动也不动，只在温柔的水中向她眨眼，向她招手，向她微笑。
她从没有受过这样的欢迎，她一步步从桥上走到岸边，从岸边走到水中⋯⋯带着她永久的微笑。
    雕刻家一晚的梦境是异样地荒凉。
第二天醒来，烟灰早已寒冷。
屋中除却毁去的石块木材外，一切的微笑都已不见。
    他走到外边穿遍了巴黎的小巷。
他明知在这些地方不能寻到她。
而他也怕同她见面，但他只是拼命地寻找，在女孩，少妇，娼妓的中间。
    复活节的钟声过了，一切都是徒然⋯⋯    一天他偶然走过市场，见一家商店悬着一副“死面具”。
他看着，他不能走开。
    店员走过来，说：“先生想买吗？
”    他摇了摇头。
店员继续说着：    “这是今年初春赛纳河畔溺死的一个无名的少女。
因为面貌不改生态，而口角眉目间含着一缕微笑，所以好事的入用蜡铸出这幅面具。
价钱很便宜，比不上那些名人的——”    雕刻家没有等到店员说完，他便很惊慌地向不可知的地方走
去了。
    这段故事，到这里就算终了。
如今那副死面具早已失落，而它的复制品却传遍了许多欧洲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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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永久的无边的微笑好像在向我们谈讲着死的三昧。
    1932年9月2日写于柏林    P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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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戏剧像个女人，她有两个家，一个是娘家——文学，一个是婆家——艺术。
出本剧作集恰似戏剧回趟娘家。
    我不会忘记2011年12月3日这个日子。
这天下午，在一位好心的记者朋友王晓君的引荐下，我与华文出版社副总编李红强先生在广西大厦茶
座见面。
李先生文学博士出身，他显然比我更敏锐地意识到，这样的剧本结集出版自有其文学的价值，它的社
会效益是可以期待的。
经过一个小时的交流，我们甚至就出书的细微末节都一一达成了共识。
    这本书里收有我五个剧本。
前边两个早就写得，后边三个则是最近两年写出来的。
如果没有来自外界的鼓励与推动，我未必会续写这三个本子，来积累成这个集子。
    所以我一定要在这里感谢这些朋友。
    我有一些年轻的记者朋友，像《新京报》的李耀军、天蓝，《北京晚报》的孙小宁、王润，《人民
日报》的徐馨，《参考消息·北京参考》的张宝峰，《人民政协报》的杨雪，《深圳商报》的田泳等
为我的戏的演出都写过各种报导和推介文章。
《南方周末》的石岩看过《秋天的忧郁》的初稿后给我提了非常宝贵的意见。
而《艺术研究》的贾舒颖则诚恳地向一位评论家组得了一篇稿子——《评童道明的剧本新作——》。
上边举出来的，都是我自己看得到的，记在心里的。
    来自戏剧圈里的朋友的支持力度自然更大。
2009年7月，我把联赛纳河少女的面模》的文稿发给了中国剧协机关刊物《剧本》月刊副主编黎继德先
生，该刊9月号以头条位置刊登了我的这个戏剧处女作，黎先生戏称我是“剧坛新秀”，我感激他的
提携与提醒：在戏剧创作上，我还刚刚起步，但也不要就此止步。
三个月后的2010年1月，由林蔚然女士主持编务的《新剧本》，发表了《我是海鸥》。
我记得王晓鹰导演看过《我是海鸥》后，立即对我说他很喜欢这个戏，他还主动向南京方面推荐，使
得这个戏在2010年秋天应邀到南京大学给契诃夫国际研讨会的与会者和南大学生演出了两场。
又得力于中国话剧研究会秘书长王福麟和剧评家黄维钧等的举荐，《我是海鸥》参加了2011年9月在上
海举行的全国小剧场话剧优秀剧目展演。
天津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钟海读过《秋天的忧郁》后告诉我说他喜欢这个剧本，他们会在适当的时机，
把它搬上天津的舞台，他履行了这个承诺。
江西话剧团副团长林翰2011年9月17日在上海看了《我是海鸥》后第二天便给我打电话说：“我已经向
领导作了汇报，我们决定在江西排演这个戏。
”我也要谢谢林荫宇导演对于我的一再鼓励，她在一篇文章里把我的剧本创作视为“艺术生命以另种
形态自我延续”。
⋯⋯    我当然还要提及两家中国当代最负盛名的剧院对我的善意。
中国国家话剧院院刊《剧院》曾破例发过一组评论《我是海鸥》的文章；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2012
年5月将慷慨地让我一出新戏《歌声从哪里来》登上他们的实验剧场。
    我把这个集子用《赛纳河少女的面模》作书名，是因为这是我的最早刊登出来和演出的戏，而且也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01O年12月31日东京出版的《幕》杂志刊登了两篇评价此剧的文章，其中一篇《解读》出自驹泽大学
佐藤普美子教授的手笔，而王明韵先生主编的《诗歌月刊》2011年第9期上则转载了这个本子，在《主
持人语》里还说：“本刊首次推出以剧本形式领略冯至大家风采，同时表达我们的怀念和致敬。
”    但真正让我有意愿出这个剧本集，则是在我读了资深戏剧评论家王育生与青年戏剧家任明炀的两
篇文章以及听了万方女士一席话之后。
    王先生的文章发在《剧本》月刊2010年第4期上，他认为我的剧作有鲜明的“文人印记”。
他在文章结尾说：“《赛纳河少女的面模》和《我是海鸥》的公演，宣告了一个新的剧作家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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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别的什么人说这样的话，我也许不会太在意，但王育生先生在我们戏剧界素有“酷评家”之
称，是我的畏友。
是他的热心鼓励，提高了我的戏剧自觉。
    任明炀在上海也以批评风格犀利著称。
他在《外滩画报》（2010年10月21日）上发表的长篇剧评，对我的《我是海鸥》作了一分为二的评判
，他批评我的戏“说教味重”，“有怀古癖”。
然而，他在文章里也对我剧作的文化品格作了赞许，指出“这正是时下的戏剧作品中最缺乏的品质”
。
是他的中肯批评，唤起了我的戏剧自省。
    我这个刚刚起步的行者曾向已在这条路上跋涉多年的剧作家万方女士讨教：我该怎么在这条路上走
下去？
她回答的大意是说：你已经写出的几个剧本，就是你走出来的一条很独特的路，你就走你这条别人未
必走得通的路。
是她的指点迷津，点醒了我的戏剧自信。
    我是个缺乏实际办事能力的人，连电脑操作都一窍不通。
好多事情，除了依靠外文所的我的两个学生苏玲、张晓强帮忙外，全由以王翔、梁丹丹、赖慧慧为骨
干的蓬蒿剧场团队包办，热心肠的义工赵亮更是有求必应地为我提供帮助。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得到了俄罗斯文学研究同行的鼓励和帮助，尤其是来自外国文学研究所俄罗斯文
学研究室同事们的鼓励和帮助，要知道《我是海鸥》的首演就是由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和外国文学研究
所的相关同志一起参与策划的，它的头一批观众就是在北京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与教学的近百位同行
。
    在此书即将问世之际，我要特别感谢责编张立坤女士为此书出版所作的一切。
也要谢谢她的同事金璐小姐的出力相助。
同时，也想到了把我笔下的戏剧人物立体化到舞台上去的导演和演员，我怀着感念的心把他们的名字
一一列出：    导演：张子一。
演员：梁国庆、郑铮、杨青、王绍军、张冰喻、林寒、王小欢。
（蓬蒿剧场演出的《赛纳河少女的面模》）    导演：穆德、王绍军。
演员：郭晓明、周文蕊、杨轶、吴晓丹、王绍军、毛毛、赵晓光、穆德、夏君、薛硼。
（蓬蒿剧场演出的《我是海鸥》）    导演：马路。
演员：张艳秋、路国琪、丁晓晨、赵雪。
（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秋天的忧郁》）    导演：丰莉。
演员：林翰、陈倩、熊伟、林晶、刘学军。
（江西省话剧团演出的《我是海鸥》）    导演：张子一。
作曲：叶天源。
演员：罗巍、祁邵媛。
（蓬蒿剧场演出的《歌声从哪里来势》）    还要感谢李逸、王婵、袁子航三位年轻的戏剧人，他们正
在策划把我的几个剧本拿到“第三职业戏剧联盟”的平台上去朗读与展示，以期更多的大学生戏剧爱
好者成为这些剧作的读者、听众与观众。
    我该怎么感激可敬而可爱的戏剧观众呢？
！
我只有今天才真正领悟了戏剧大师梅耶荷德早就说出的一个戏剧真理：“观众是继编剧、导演、演员
之后的第四个戏剧演出的创造者。
”    现在，我又将面对陌生的读者。
当然，阅读剧本不像阅读散文和诗歌那么惬意。
    契诃夫的《伊凡诺夫》里有句台词：“我是来寻找散文的，结果遇到了诗。
”我有一个奢望：但愿明敏的读者从我五个剧本的一些片段里，能见到散文、诗和戏剧的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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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赛纳河少女的面模》读了两遍，昨天又把最喜爱的最后一部分读了一遍，一种难以摆脱的震撼在我
的心里回响——也许它恰好同我这些年在思考的“死”的问题撞击在了一起，但你的剧本把这个“哲
学第一命题”诗意化了，冯至的遗嘱就像是我自己的遗嘱，但由于“赛纳河上的少女”而投上了一束
美丽的光，这束光反过来照亮了人生，并使得人生的尽头“没有死，只有光”⋯⋯    ——清华大学人
文社科学院教授  徐葆耕  2009年11月23日    昨晚看了您的戏，真好！
看过您三部戏，全是阳春白雪⋯⋯    ——《深圳商报》记者、作家  田泳  2011年6月3日    感谢您带给我
们一出美丽的悲剧《我是海鸥》，提醒中国当代剧坛理想主义的存在，就像安托万曾做过的那样。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  李亦男  2011年9月7日    童先生好！
最近又在看《秋天的忧郁》。
这是一部很好读却很难演的戏⋯⋯这戏需要合适的、有文学癖好的演员来演才能体现出编导的意图。
    ——导演  王延松  2011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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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赛纳河少女的面模——童道明的人文戏剧》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先生的剧本集，
共收录了童道明先生《赛纳河少女的面模》、《我是海鸥》、《秋天的忧郁》、《歌声从哪里来》、
《蓦然回首》五个风格迥异的原创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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