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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戏剧是文学体裁中最精美、高贵的艺术形式。
而中国现代戏剧的辉煌离不开曹禺，他是天才的戏剧大师。
他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莎士比亚一点不算过分。
他的戏剧才华只有写出了《茶馆》的老舍，可与之比肩。
他有《雷雨》、《日出》传世，就已经不朽了。
这些智者的身影和流传已久的词条，净化了我们的心灵，震撼了我们的灵魂，使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和
可以错过但不会被磨灭的，什么是瞬间即逝又是最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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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禺，中国现代最杰出的剧作家之一，原名万家宝，祖籍湖北潜江，1910年8月出生于天津。
在南开中学、清华大学求学时，接触并钻研了大量中外古今的文学、戏剧名著，参加了业余戏剧团体
的演剧实践。
在大学的学习结束后，到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
抗日战争期间，随剧校迁到大后方，一面教学，一面创作和演出，以戏剧为武器，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
新中国成立后，参与戏剧界、文艺界的领导工作，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等职。
他作为演员和导演，才华横溢，但他对中国戏剧的最大贡献是他的剧本创作。
他的主要剧作有：创作于本世纪三十年代的《雷雨》、《日出》、《原野》（被称作曹禺三部曲）；
完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蜕变》、《北京人》、《家》（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以及创作于五十
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明朗的天》、《胆剑篇》（与梅阡、于是之合作）、《王昭君》。
他一生创作的剧本不多，但他以质量取胜，几乎每一部剧作都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打动了读者和观众。
本书所收的四部剧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是他的十来部剧作中最优秀的、
具有世界影响的代表作。
 在他的戏剧里我们看见那些爱的、憎的、纯挚的情感！
本书全篇收入《原野》《日出》《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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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日出原野      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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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日出     第一幕     是××大旅馆一间华丽的休息室，正中门通甬道，右——左右以台上演员为准，
与观众左右相反——通寝室，左通客厅，靠后偏右角划开一片长方形的圆线状窗户。
为着窗外紧紧地压贴着一所所的大楼，所以虽在白昼，有着宽阔的窗，屋里也嫌过于阴暗。
除了在早上斜射过来的朝日使这间屋有些光明之外，整天是见不着一线自然的光亮的。
屋内一切陈设俱是畸形的，现代式的，生硬而肤浅，刺激人的好奇心，但并不给人舒适之感。
正中立着烟几，围着它横地竖地摆着方的、圆的、立体的、圆锥形的小凳和沙发。
上面凌乱地放些颜色杂乱的座垫。
沿着那不见棱角的窗户是一条水浪纹的沙发。
在左边有立柜，食物柜，和一张小几，上面放着些女人临时用的化妆品。
墙上挂着几张很荒唐的裸体画片，月份牌和旅馆章程。
地下零零散散的是报纸，画报，酒瓶和烟蒂头。
在沙发上，立柜上搁放许多女人的衣帽，围巾，手套等物。
间或也许有一两件男人的衣服在里面。
食柜上杂乱地陈列着许多酒瓶，玻璃杯，暖壶，茶碗。
右角立一架阅读灯，灯旁有一张圆形小几，嵌着一层一层的玻璃，放些烟具和女人爱的零碎东西，如
西洋人形，米老鼠之类。
    〔正中悬一架银熠熠的钟，指着五点半，是夜色将尽的时候。
幕开时，室内只有沙发旁的阅读灯射出一圈光明。
窗前的黄幔幕垂下来，屋内的陈设看不十分清晰，一切丑恶和凌乱还藏在黑暗里。
    〔缓慢的脚步声由甬道传进来。
正中的门呀地开了一半。
一只秀美的手伸进来拧开中间的灯，室内豁然明亮。
陈白露走进来。
她穿着极薄的晚礼服，颜色鲜艳刺激，多褶的裙裾和上面两条粉飘带，拖在地面如一片云彩。
她发际插一朵红花，乌黑的头发烫成小姑娘似的鬈髻，垂在耳际。
她的眼明媚动人，举动机警，一种嘲讽的笑总挂在嘴角。
神色不时地露出倦怠和厌恶；这种生活的倦怠是她那种飘泊人特有的性质。
她爱生活，她也厌恶生活。
生活对于她是一串习惯的桎梏，她 不再想真实的感情的慰藉。
这些年的飘泊教聪明了她，世上并没有她在女孩儿时代所幻梦的爱情。
生活是铁一般的真实，有它自来的残忍！
习惯，自己所习惯的种种生活的方式，是最狠心的桎梏，使你即使怎样羡慕着自由，怎样憧憬着在情
爱里伟大的牺牲（如小说电   影中时常夸张地来叙述的），也难以飞出自己的生活的狭之笼。
因为她试验过，她曾经如一个未经世故的傻女孩子，带着如望万花筒那样的惊奇，和一个画儿似的男
人飞出这笼；终于，像寓言中那习惯于金丝笼的鸟,已失掉在自由的树林里盘旋的能力和兴趣，又回到
自己的丑恶的生活圈子里。
当然她并不甘心这样生活下去，她很骄傲，她生怕旁人刺痛她的自尊心。
但她只有等待，等待着有一天幸运会来叩她的门，她能意外地得一笔财富，使她能独立地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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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天才的戏剧大师王系系    有许多文学大师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都大体说过，小时候并不曾想过长大
了当个什么家。
曹禹也不例外，他说他小时候绝没想过当什么剧作家，读书时，只想将来当个教书匠。
他一生的希望就是能当上大学教授，研究点学问。
    那么他何以会走一条“话剧的道路”呢？
七八岁的时候，母亲就带他去看戏。
那时还只有“文明戏”，或叫“新戏”。
除此，他还看了不少京戏、河北梆子、评剧等，也听过许多京韵大鼓、天津时调、河南坠子，等等。
他爱看京戏，甚至演过京戏《走雪山》，还被人称道说扮相不错，很有音乐感。
但给他滋养很深的，还是中国的古典文学，《左传》、《楚辞》、《四书》、《五经》、《史记》、
《汉书》、唐宋诗词、元代杂剧、明清小说之类。
    曹高十四岁考人天津南开中学以后，加入了南开新剧团，演了不少戏，已经初显出在戏剧方面独有
的才华。
可以说，曹禹的戏剧人生已经从这时起步了。
他开始尝试把外国戏，像莫里哀的《悭吝人》，改编成适合中国社会情况的《财狂》，把高尔斯华绥
的剧本《斗争》改成《争强》。
他一方面改剧本、写戏，一方面又演戏。
他参加排演的第一个戏是丁西林的《压迫》。
他还曾在张彭春老师的导演下，主演过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娜拉。
舞台和戏剧两方面的知识自然谙熟于心了。
在从中学到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期间，他读了数百种的外国剧本。
也许正因为此，在写作剧本时，除了考虑舞台指示之外，他始终坚持“我的剧本总是想给读者读的”
。
    伟大作家必须要写出对生活深刻的真感受，写出他所要写的人物和思想。
在这点上，无论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哈代，还是帝俄时期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都
无一例外，中国的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也一样。
    十八岁时的曹禹有了一个梦，就是该写个像样的东西出来。
他几乎整天坐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一边贪婪地读外国剧本，做笔记，一边苦思冥想，不
断揣摩自己要写的戏剧里的人物性格、曲折故事甚至语言的特有风味等。
想了五年，《雷雨》诞生了，那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雷雨》无疑是中西戏剧艺术集大成的一个典范，从希腊悲剧到契河夫不事雕琢的戏剧技巧和尤金·
奥尼尔的抒情写实主义，在他卓越的编剧才能下，杂糅在了一起。
《雷雨》至今仍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艺术丰碑。
相隔不久，他又以天才的戏剧禀赋，接连写出了《日出》、《原野》和《北京人》等名作。
这是曹禹最好的四个剧本。
    他根据巴金小说《家》改编的同名剧作《家》，也称得上是一部经典剧作。
巴金在他晚年写的《怀念曹禺》一文中，提及一九四二年曹禹在泊于重庆附近的一条江轮上开始改编
他的《家》时说：“整整一个夏天，他写出了他所有的爱和痛苦。
那些充满激情的优美的台词，是从他心底深处流淌出来的，那里面有他的爱，有他的恨，有他的眼泪
，有他的灵魂的呼号。
他为自己的真实感情奋斗。
⋯⋯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    曹禹晚年常慨叹：“莎剧的剧本极深刻，人物语言，非吾等所能想象。
”其实，像写小说一样，戏剧的最深刻意义同样是刻画人的灵魂。
他说作为一个戏剧家，最该倾心的就是写“人”，全部的心思都该用在如何刻画人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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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民戏剧的成功之处，简单说来就在于他是在诗性的艺术创造中，把一个个鲜活的灵魂刻画了出来，
并使之不朽。
    我想不单是因为，曹禹童年生活在一个令人窒息的郁闷家庭，才使他有意识地把描绘“家”的命运
作为戏剧创作的根脉，并以反叛来挣脱铭刻在幼小心灵上的阴影。
他的剧作，从《雷雨》、《北京人》、《家》，到《日出》、《原野》，都与“家”有着千丝万缕扯
不断的纠葛。
一切的戏剧冲突，也都是在“家”中演绎。
他一定有更深层次的思考，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性的体现就是一个“家”，或者简言之，中国
传统文化在实质上就是“家”文化。
逃离了小“家”又如何呢？
娜拉是早摆在那儿了。
小“家”无异于是一个大社会，大“家”也毋宁说是个小社会。
总之，文化这个“家”注定了是谁都逃不出去的。
所以，从悲剧意义上讲，“家”是人类永远的终极宿命，是一道永远无法冲破的藩篱。
表面上束缚人的是“家”，而本质上却是文化的束缚。
“家”的梦魔是人类心灵上永远的桎梏。
“家”的悲剧自然也就成了文化的悲剧。
    戏剧是文学体裁中最精美、高贵的艺术形式。
戏剧家一定要有诗人的性情才华，要有小说家丰富的想象力和刻画人物的本领，还要有散文家的精致
细腻、杂文家的敏锐犀利，甚至要有哲学家的深邃堂奥。
语言当然得是诗的。
换言之，最好的戏剧应当是诗剧。
莎土比亚如此，曹昌也是把这当成他戏剧艺术坚持不懈追求的最高理想。
无论从何种角度，说他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莎士比亚一点不算过分。
他的戏剧才华只有写出了《茶馆》的老舍，可与之比肩。
    可惜而又遗憾的是，曹禹晚年完全陷入到一种“急于写戏，而腹中空空”的痛苦中。
他曾在日记中立誓，“要从七十一岁起写作二十年，到九十一岁搁笔。
要练身体，集材料，有秩序、有写作时间。
放弃社会活动，多看书，记录有用的语言”。
读过巴金的《随想录》以后，他打心底羡慕巴金的勇敢、诚实，言行一致。
他也清醒地意识到，活着就要说真话，“但却怕说了很是偏激。
那些狼一般的‘正义者’将夺去我的安静与时间，这‘时间’，我要写出我死前最后的一二部剧本”
。
他确实感到自己应该想写什么，便写什么！
“不能有个东西箍着我的头，什么思想，什么条条框框妨碍我的笔。
‘自由’当然不能绝对的，但写作时间‘自由’，任自己按自己已有的观念、思维、感情——爱的、
憎的、纯挚的情感去写！
不然，我将憋死！
”    他真的被“憋”得痛苦万状。
他成了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
    但他有《雷雨》、《日出》传世，就已经不朽了。
    中国现代戏剧的辉煌离不开曹禹，他是天才的戏剧大师。
    傅光明    2001年3月5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我心目中的曹禺　　我心中曹禺与他“中国戏剧第一人”
的赞誉无关,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天性忧郁敏感的孩子，五六岁时得知自己现在的妈妈只是自己的继
母，而亲生母亲早已死去，父母亲总在楼上吸食大烟；是一个10岁读完中国古典四大名著，19岁读完
全英文版的《易卜生全集》，写《雷雨》之前读过250部世界名剧的嗜书狂；是15岁参加了南开新剧团
，平时不爱说话到了舞台上却如鱼得水，导师是在中国戏剧界影响颇大的张彭春，一个从小就受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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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滋养的幸运儿，最终把全部的才华都给了戏剧⋯⋯于是我明白了自己的欠缺。
　　18岁就被“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又原始的情绪”勾引，于是孕育5年，在他23岁时，
《雷雨》惊世而出。
创作《日出》时，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一个热情如火的少年。
之后是野性的《原野》和诗意的《北京人》。
　　作品中充满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一心找寻心灵快乐的幸福之路⋯⋯于是我只想从他的作品中解读
他的心思，而绝不想拿起笔学他的创作之路，因为不想一根筋地把我生活中的痛苦之处挖得苦不堪言
，我知道洒脱与忘记的美好。
　　建国时，曹禺也成了个中年人，领导、演员、全国观众都在期待着他的新作。
他曾在协和医院深入调查足足三个月，记的笔记达二十多本，于是很认真很真诚地创作了一部现在当
做反面教材的剧本――《明朗的天》，他后期的作品总是被人批判为主题先行，其实他只是认真地犯
了那个年代人人都会犯的傻，到了《王昭君》自己仍不满意，于是封笔。
　　之后就是以一种平和的身影出现于各种场合，对无论什么样的戏剧都表示赞美，提携后进从不吝
啬表扬之词⋯⋯于是我真切地明白了自由的意义和分量。
　　因着曹禺的名声，许多人对他崇拜仰视，许多人对他嗤之以鼻，觉得他名不符实而谁谁谁才是大
师经典。
　　但他们忘了，这份名誉不是他自己争取的甚至是他所不希望的累赘。
但只要中国戏剧还没有出现一个大家公认的至少和他比肩的剧作家，这份荣誉与奚落他就得继续担着
。
　　永远记得1996年底的一天，戏剧学院内人们奔走相告，说曹禺去世了。
那是个安静的阴天，天空灰蒙蒙的像擦不干净，而电视上转播的追悼会声音响亮、场面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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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戏剧的辉煌离不开曹禺，他是天才的戏剧大师。
曹禺23岁，《雷雨》惊世而出。
创作《日出》时，他是一个热情如火的少年。
之后是野性的《原野》和诗意的《北京人》。
他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莎士比亚，有《雷雨》、《日出》传世，就足已不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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