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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献给校庆的精神美餐——看话剧《蒋公的面子》有感    董健  口述  高子文  整理    一、史中有戏。
戏中有史    我很高兴能够在南京大学110年校庆期间看到《蒋公的面子》这出话剧，这是献给校庆的精
神美餐。
中国的大学大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的，到今天差不多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从1998年北大校庆起，全国各地都开始兴师动众，纪念校庆。
但是不夸张地说，校庆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种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就是浓厚的官味和商味。
官味指的就是官本位，通过接待有权势的人来强化学校对政治的依附。
本来，学校通过校庆筹资很正常，可在我们这里却往往加进了商业的因素。
去年清华校庆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今年，我们的校庆，学校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序长不序爵”，这确实是很好的。
但是光讲“序长”恐怕还不够。
我认为校庆的目的应该是总结学校历史上办学的经验教训，找到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并把它发扬光大
。
增加校庆的学术性和精神性探索，为我们当前的办学之路提供借鉴，这才是校庆的核心价值。
    从这个角度看，文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所制作的这个戏剧我觉得正好实现了这一诉求。
这个戏从精神的角度挖掘了我们校史上的一些细节，有很强的学术性和思想性，带给我们启发。
该戏名为《蒋公的面子》，将1943年蒋介石在中央大学任校长这一历史事实作为题材。
关于这段历史，过去我们无论从左还是从右的角度，都不太敢碰。
但这个戏的作者却勇敢地对此予以了处理，并且处理得非常好。
    从对待历史这一点看，这个戏写得比较真实。
首先，作者并没有简单地辱骂蒋介石。
文革时我们出于政治原因完全地否定了蒋，正如戏中所写的，叫他“蒋该死”。
但从历史看，中央大学在蒋介石当校长的情况下仍是有发展，有成绩的，因此不能简单否定。
其次，她比较真实地描绘了当时三位中央大学教授不同的政治倾向和思想状态。
时任道是一个带有左翼倾向，对国民党政治有很强批判性的知识分子。
蒋介石曾下令打死过他的学生，他对蒋的专制统治非常愤怒，不能接受。
夏小山则是另外一种典型，埋头做独立学问，好美食，对蒋介石既不反对也没有兴趣。
在我们南大中文系的教授中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原型。
夏小山尽管承认蒋是整个国家的领袖，但从学术而言，他认为蒋没有做校长的资格。
在戏中，他仍想去赴宴，原因是他想吃宴会上的一道菜。
这个人物的性格被刻画得非常细致真实。
卞从周则是一个比较官方化的教授，他拥护政府，希望能够去赴宴。
但他也并非那种昧着良心不顾事实的官方走狗，基本上仍可以认为是知识分子中偏右的类型。
作者描写了这三个教授对蒋介石当校长的不同态度，通过是否去赴宴，是否给蒋公这个面子将各自的
形象刻画出来。
    更为可贵的是，戏剧作者对于一种真实存在的知识分子精神的把握。
无论这三位教授有着怎样的差别，是拥护蒋还是反对蒋，总体上看，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价值，那
就是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
他们并不把蒋介石请吃饭当作是皇帝的赐宴。
即使是官方化的教授卞从周也没有这种倾向。
这点恰恰是我们校史中最重要的精神传统，可惜多年来被我们所忽视了。
在1949年后，知识分子经过了历次运动，大学中的精神传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举一个例子，在1950年代，南大生物系有一个教授，某个项目很有成就，正好毛泽东来南京接见知识
分子，他就去了。
回来之后，他激动地说：“我的手不能洗，你们赶快来握一握我的手，这是毛主席握过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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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种感受是真诚的。
前不久，我读到一些知识分子回忆自己五十年代时的思想状态，那种如坐春风的幸福感。
这些感受既是真实的，但又显得多么可笑和可悲。
可是我们在1943年的中央大学的教授中看不出这种人身的依附，即便从和蒋介石关系不错的卞从周身
上也很难看出来。
作者把握住了这一点，写出了我们现实生活中所失去了的东西，写出了大学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自
由精神，这非常难得。
同时，对这一主题的表现，她并不是通过抽象的说教，而是选择一系列的细节，充满了生活味道。
尤其是对夏小山教授的塑造，写他既想吃火腿烧豆腐这道菜，因而准备去赴宴，又不赞成蒋当校长，
因此要求蒋改掉请帖中的身份，显得非常生动。
    在这三位教授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教授，他们拥有自己的人格，他们看重自己的岗位，在统治
者面前，他们能够保持自己的价值判断，坚持自由与独立的精神。
用这样一个戏来回忆南大校史，我觉得确实做到了史中有戏，戏中有史。
    二、才华与自由精神    该剧的作者温方伊，只有二十一岁，是文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的本科生。
现在正读三年级，能够写出这个戏，确实是不容易。
在演出当天，吕效平教授引用了我的话说了关于才华的问题。
我的确讲过这方面内容。
我认为，就戏剧专业而言，研究和创作都离不开才华。
但研究和创作需要才华的比重并不一样。
做研究，恐怕有八分的努力，两分才华即可出成绩，但剧本创作和舞台实践所需要的才华比重则要大
得多。
    那么才华是什么呢？
这很难说清楚，才华并不仅仅是指聪明，尽管它包含了聪明。
有智慧的人并不一定有才华。
我觉得，才华很可能是这样的东西：一个聪明的人，从对生活的感受中，发现了一种天然的合乎规律
的价值观。
有一些聪明人，知道编剧的技术，会写戏，但他却找不到这种价值观，或者说找到了一种错误的价值
观，效果就截然不同了。
戏与别的艺术门类不一样，戏说到底是一种自由精神在公众面前的公开地、集体地亮相。
这种自由精神，天生不会顺从现存的文化道德规范。
简单地说，戏剧就是要在精神领域“倒点乱子”。
规规矩矩的东西根本不配称做戏。
俄罗斯的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所讲的“狂欢化”恐怕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他强调的正是这种民间对官方
的否定，一种造反的精神。
人们很喜欢引用拿破仑的话说“不想当元帅的兵不是好士兵”，但人们不记得拿破仑还有另外一句话
叫做“没有自由精神的士兵打不好仗”。
实际上没有自由精神的人，一样编不好剧本。
从这个二十一岁的学生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这种自由精神。
    戏中，她所写的是两段生活，无论是1943年的那段，还是文革中的那段，离她本人都比较远，但她
通过对一些资料的阅读，根据一些老师的回忆，比较真实地把握了这两段历史。
更为可贵的是，除了表现历史的真实外，温方伊还能够用今天对生活的感受来观照那两段历史，使之
与今天的现实发生碰撞。
这一碰撞所产生的火花使我们感到非常亲切。
我们看到的是历史，想到的却是今天的现实。
演出中，我注意到现场观众的反应，他们用笑声表达对戏中内容的接受和赞同。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句台词：中国政府腐败已是国际闻名的了。
全场为之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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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事实上体现的是观众对当下现实的一种感受。
观众对今天腐败的感受与戏中的历史呼应了。
所以我觉得，才华就是指一个作者能够在把握历史的同时，把自己在生活中的感受通过自己的价值观
成功地表现出来。
这一点可以说温方伊做到了。
    从技术层面看，能够编写剧本的学生在很多学校可能都能找到。
但是，并不是每个大学都能找到这样有才华的学生。
有些人很聪明，能够写出一个干干净净有戏剧性的戏，但未必能够拥有这样强大的精神力量。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南大为她提供了很好的背景。
南大的历史传统、文化氛围和当前的状态，为她的创作提供了动力。
如果这样的题材让北大的新左派教授来写，恐怕会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我觉得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南大的传统。
在20世纪初，南大与北大相比是比较保守的，当时的学衡派与新青年有过多次的论战，以至于人们或
许以为南大缺乏自由的精神。
事实上，有一点必须澄清，尽管在一些激进的口号上，学衡派的确与北大知识分子有分歧，但在对待
现代化这一总体的要求上却是一致的。
学衡派精通古文，熟悉外国，主张开放，尤其在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这一点上，和北大是一致的。
我在校庆一百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立人为大学之本》，谈了南大的传统。
尽管我们没有出现李大钊和陈独秀这些共产党的创办人，但在自由精神这一点上，在中国的现代化与
启蒙这些方面，我们与北大从来都没有区别。
    从1949年以来，中国大学的这种独立、自由精神一共经历了五次破坏。
第一次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南大的损伤可以说是最厉害，法学、社会学等等被认为是危险的学科都
被砍掉，工科被分出去，整个被肢解了；第二次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凡是坚持大学精神的人，一
旦公开地表露这样的观点，都被打成了右派；第三次是文革，全国性的大灾难，南大也不能幸免；第
四次是在1989年后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前，这是我亲自经历的，感触极深，这几年推行极左的一套
，对南大的科研教学的基本精神作了根本性的破坏；第五次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今天仍然
持续的经济大潮的冲击，很多高校开始搞产业化，从一个教育机构变成了圈钱的工具。
很多学校经过这些破坏后，大学精神便荡然无存了。
但南京大学却依然保持着这个线索不断，仍能够不绝如缕地坚持着独立和自由的精神，时隐时现、时
强时弱地通过一些细节表现出来。
    在《怀念高华》的文章中，我提到了五次南大独立研究的立场与有关当局的矛盾：第一次是关于“
真理标准”的讨论，人尽皆知，这里不谈了；第二次是1980年代应学梨(蒋广学)对于农业合作化的批
判，当时遭到“查处”，但现在看来，对的’是南大；第三次是许志英发文论述1919年为新旧民主主
义分界线不准确，也遭到严厉批判，并有不少学界同仁迫于压力而来“围剿”许志英，而现在许的观
点已成为学界公认的常识了；第四次是哲学系学生马丁(宋龙祥)谈市场经济的文章，受到指责和批判
，现在马丁之说也已成了常识；第五次是1990至1992年，南京大学坚决抵制国家教委(今教育部)发动
的“清理文科”的政治运动。
当时南京大学压力很大，但南大文科受到了保护，事后看来，这抵制是完全正确的，连教育部的人也
不好意思再谈当年的“清理文科”之事了。
这五次冲突正是南大精神传统的体现。
即便在目前大学精神普遍萎靡的情况下，南大还能有这样的学生，写这样的戏，并且制作演出，为大
家所接受，这也正好说明了南大自由精神仍然存在。
    三、关于两个时段的对比    这个戏通过暗转的方法不断表现两个时段所发生的事。
一个时段是讨论是否给蒋公面子去赴宴，另一个时段是表现1967年文革中知识分子的状态。
从分量上看，文革的这段处理显得不够充分。
    作者温方伊来见我的时候，我曾建议，描写这段历史最好应与当前知识分子的精神失落做比较。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知识分子精神已经退化到怎样的程度，别说是一把手，就算是一个部级干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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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都会感到无限的光荣。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批判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过去我一直有花瓶情结，觉得给政府当花瓶很光荣
，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很喜欢领导重视”。
记得在文革后期，我开始被重新使用。
江苏省委的刊物《群众》约我写稿。
我就按照当初“评水评红”的精神写了一篇文章。
杂志编辑部告诉我说，这是省委书记许家屯亲自审阅定稿的，并且说我的文章写得很好。
当时我感到受宠若惊。
建国后，领导的欣赏、表扬、重视，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精神动力，我当时就是这样的状
态。
    建国后知识分子从原先的独立精神，蜕变到对“领导”的崇拜，这是一个渐渐演变的过程，并不是
一下子完成的。
知识分子的这种依附性是我们中国的文化特产，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很难看到。
我曾读到一个报道，法国总统萨科齐出席一个会议，想要主动与一个青年握手，结果被那个青年断然
拒绝。
在我们中国，这种文人的依附性有着很长的文化传统，过去皇帝要召见，不管是怎样坏的皇帝，对于
知识分子来说，都是极大的恩宠。
但在1943年，情况已经所有不同，蒋介石请吃饭，教授们却开始讨论是否给他这个面子，这是带有极
大主动性的行为。
这也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经过了20世纪初几十年的现代化发展，知识分子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所以我就想，能否将1943年的这段戏与今天知识分子的面貌做一个对比。
这样的要求从编剧技巧上看恐怕有一些困难。
1943年的教授到现在都已经去世了。
现在的这个本子将时间选择在文革，我觉得对比性还是不够，处理得过于简单和表面。
如果能把这一点改的更好一些，将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来发扬我们的大学精神。
    2005年温家宝在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他说为什么我们在建国后培养不
出杰出人才。
我觉得钱学森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潜台词，他没有明说，但意思却已经很明确。
建国后在我们的制度下，教育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独立、自由精神萎靡不振，因此培养不出人才。
我想，这个戏也应当想办法将这点意思融入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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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头发乱了的年代，无处安放的青春。
南京大学戏剧专业的学生，用他们的激情与想象，在戏剧舞台上书写着他们的青春。
本次收录的十部经典创作剧目，有选取历史题材的《歌尽桃花扇底风》、《三国小戏二枚》、《纸桃
》、《蒋公的面子》，有以现代生活为背景的《长生》、《人间童话》，也有探究生命、价值、死亡
的《婚礼》、《谋杀歌谣》、《微观世界》等。
其中《蒋公的面子》更是作为南京大学110周年的校庆大剧引人注目，目前更是在全国多个城市展开巡
演。

对照著名导演孟京辉的《先锋戏剧档案》，这部《青春戏剧档案》或显稚嫩，但是其中展现出的新一
代戏剧新势力的思考和才华，熠熠发光、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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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后记（节选）
吕效平（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戏剧影视文学系主任、博导）
⋯⋯本书选编的剧本，都是我在课堂上收到的学生作业。

《长生》的作者朱宜为04级，这是她的本科毕业创作。
朱宜去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艺术硕士学位，已经走上了职业编剧的道路。
她在哥大的毕业作品是舞台剧剧本“I’ m Moon”。
我非常喜欢她的这部作品，组织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排练了这个戏，在南京演出20场，并参加了爱
丁堡戏剧节。
中央戏剧学院的博士生张慧在北京也制作了这个戏，在演出几场后被要求修改，不幸夭折，并由此影
响到我们的《我是月亮》作为“爱丁堡前沿剧展”剧目进入上海演出。
我相信，要不了太久，朱宜这部出色的剧作一定会被北京和上海接受。
我的导师董健教授很欣赏本书选入的《长生》，他说该剧同时透出了“易卜生和契柯夫的气息”。

《微观世界》作者赵秉昊为06级，我课堂上那些传统的说教永远跟不上他在《微观世界》里所展现的
那种恣肆的“现代性”戏剧思维，他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戏剧系攻读艺术硕士学位，我期待读到他的毕
业作品。

《纸桃》的作者何薇为07级，她也在北美学习创作，我不记得是哪一所大学了。
《纸桃》改编自莫言的小说《食草家族》里的部分章节。
何薇同学做改编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食草家族》的作者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那时选择了莫言
作品完全是出于狂热的喜爱。
《纸桃》是一个相当传统的剧本，不前卫但是很美好。
我认为这是一个充分考虑到剧场要求，把人的灵魂放到火上去烤的剧本，相对于小说母本来说，是一
种真正意义上的戏剧改编。
这个剧本没有提供新的思想、新的结构或者别的什么“当代”元素，但它提供了塑造男女主人公性格
的很大空间，如果有极“媚”、极“刁”、极“楞”的好演员，做出来一定动人！
莫言已然“洛阳纸贵”，演出他的作品的权益谈判大概很复杂了。

本书唯一的戏曲剧本《歌尽桃花扇底风》的作者任淼也是07级，她现在留校读研，似乎正一天天走向
学术，看戏的热情虽未变，写戏却不大听她说起了。
我听说越剧《玉卿嫂》最初并不是方亚芬主演，因为她的老师袁雪芬觉得越剧还是要重伦理，女子偷
养小男人以至于凶杀的故事应该不属于越剧，后来为了救场，老艺术家才网开一面，放出了方亚芬。
实际上袁雪芬的这个看法，不单特别地符合越剧传统，也一般地符合所有戏曲的传统。
传统戏曲与伦理同步，不逾伦理边界，敢演同性恋，能演同性恋本身就需要突破。
从这个意义上讲，任淼剧本的立意就有创新，何况她写得也较美。
但这个剧本还缺乏说服力，必须在情节和情境上做得更强烈它才有可能被接受。
它需要高潮！

《人间童话》的作者杨小雪为08级，她去了法国，也是学编剧。
我一直想自己做她的这个戏，甚至有了许多舞台构思，例如，我想用三四岁的幼童来扮演夹竹桃和金
鱼，把让孩子琅琅地说出他们显然完全不懂的话当作艺术的“陌生化”手段，再例如⋯⋯
《无题》的作者上官琦悦、《三国小戏两枚》的作者田晨、《婚礼》的作者张玥珊、《谋杀歌谣》的
作者刘天涯和《蒋公的面子》的作者温方伊都是2009年作为南京大学第一届“艺术类”考生入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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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杀歌谣》由我指导的博士生、韩国导演张姬宰执导，今年五月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黑匣子剧场上
演。
这部非现实主义的戏剧不是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只知模仿生活的演员能够胜任表演的，剧本和导演的
意图都未能从这次表演中充分地体现出来。
我希望这个戏有一天能够被一群能歌善舞，超越“模仿”的现代演员“狂野”地表现在剧场。

喜剧《蒋公的面子》是献给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的作品，今年5月校庆期间由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
演出五场，随后报名参加中国剧协在上海操办的“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遭拒，自10月23日至12
月16日在南京演出30场，大约10场演出后，逐渐地竟然也座无虚席，一票难求，甚至有远自上海、北
京、成都、深圳的观众慕名专程来南京看戏。
目前这个戏已经接到西安、上海等地的商演邀请。

我在《蒋公的面子》演出谢幕时说：“中国剧协拒绝这部戏并不是由于它的疏漏，而是根据它的逻辑
。
如果你知道中国当代戏剧的现状，你就知道《蒋公的面子》在当代戏剧中的少有高度；但是如果你知
道世界戏剧的状况，你就知道《蒋公的面子》到底还是三年级本科生的习作。
它所以在剧场受到欢迎，不过是因为它接受了普世的戏剧观，使戏剧回归了戏剧。
”我在这里所说的《蒋公的面子》的高度，并不是说的它作为成熟的艺术品的价值高度，而是说的它
在当代中国所表现的精神自由的高度。
戏剧是精神的产品，虽然不能说精神自由必然地产生成熟的戏剧作品，但是真正的戏剧作品肯定只能
是精神自由的产物。
精神的自由，是戏剧生产绝对必要的条件！

这本书所选的作品有两个特点：第一，它们的作者没有一位在创作它们时年龄超过了22岁，因此它们
都是很不成熟的习作，比起专业技巧上的幼稚来说，它们的作者在生活上缺乏起码的历练和积累是更
致命的弱点；第二，非常可能也是因为作者们年轻，他们的艺术想象大胆地进入了当代中国主流戏剧
视为“雷池”的精神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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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三场 男人那我去写请柬了。
 女人等下。
你可别真的谁都请啊。
 男人什么？
 女人人来太多就吵了，空气也混浊，对爸妈身体不好。
 男人这是爸妈的一片心意，你不能擅作主张。
 女人我擅作主张？
幸好我做了主张，要不然，按爸的脾气没准这80大寿就不过了。
那还了得！
 男人虽然这话也对⋯⋯可—— 女人好了好了（沉吟着）还是都请吧。
不然爸一看人那么少，还以为他那帮老朋友都过世了，一下子急火攻心起来更不得了。
你看一个叶阿姨就让他那么伤心。
 男人叶阿姨的事你的做法我那时候就不同意，不应该连这事都瞒着爸爸。
 女人你懂什么！
今天都是没办法了才说出来的，幸好没出什么事。
你也不是不知道，妈一听叶阿姨三个字保管急，爸一听这消息血压肯定立马往上窜。
 男人那是爸妈应该知道的事，你不应该剥夺他们的权利。
爸是那么有个性的一个人，你看现在被你管得有多难受。
 女人你懂什么}我这样是实实在在地孝顺。
搞文艺的哪个没个性？
你看看叶阿姨，子女就是太顺着她心思了，才由得她一个人住在公寓里，自己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干
什么干什么。
换了我要是她女儿，保管她再多享十年的福！
 男人（小声）我看反而是折寿。
 女人你说什么？
 男人没什么，我写请柬去了。
 女人哎。
（叫住男人）可别再忍不住抽烟了！
 男人不情愿，又不明显表露出来。
 女人一会儿我给你泡杯茶来。
 男人茶我自己泡吧，飞飞快回来了，你把她房间窗户打开通通风吧。
 女人哦对对，这倒是。
都周五了。
 男人下。
 女人在女儿房间收拾。
飞飞放学回家。
她穿着吊带衫和热裤，但那是一股青春气息，并不使人感到暴露或妖艳。
 少女妈，我们老师是不是给你打过电话了？
 女人你怎么又穿成这样！
 少女我跟他们说不好不好，他们居然还打电话过来了。
 女人你看看你还像个学生吗？
每次夏天一到，你这两个袖子就越来越短、越来越窄、越来越细⋯⋯到后来索性没有了。
你在学校里这样穿同学老师怎么看？
 少女好啦，怎么了嘛，现在不穿难道等变成老太婆再穿？
妈，我问你，你是不是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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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当然答应了，你怎么对老师这么没规矩。
 少女啊呀，外公呢，外公肯定不会答应的。
 女人外公还要请他们坐上座呢。
 少女真是讨厌！
每次校庆、新年晚会、校际评比都要把外公拉出来秀！
现在连外公过个生日都不放过！
 女人那也是你的光荣啊。
 少女这是外公光荣又不是我光荣，再说外公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光荣。
你不知道，我现在走在学校里，随时都会有人指着我说快看快看，这是默林的孙女。
我又不是什么动物给人看的！
 女人呵呵，他们还搞错了，你是外孙女啊。
 少女拜托，我难道跑过去跟他们说，不好意思，默林是我外公，我之所以也姓默是因为我爸是上门女
婿 女人乱喊什么呢！
我告诉你，你老师给我打电话还跟我说了一件事，你想瞒我们的吧。
 少女什么事啊。
 女人拿出来。
 少女什么啊？
 女人这件事情你也敢自作主张！
 少女什么啊？
没有啊！
 男人听到声音过来。
 男人又吵什么哪？
消消气消消气！
飞飞啊，回来啦？
呵呵，路上热不热啊？
 女人她哪儿热了，她穿得那么凉快还会热吗？
 少女有本事你也穿啊，自己没法穿还不让人家穿！
 男人呵呵，你妈妈要是穿成这样不成笑话了吗，好了好了，妈妈也是为你好。
我看看，嗯，飞飞这么穿是好看。
 女人你还瞎惯着她！
她老师打电话来，说她的志愿表本科一个也没填！
 男人哦哦，飞飞啊，这是为什么呢？
这么大的事你也应该和爸爸妈妈商量一下。
 女人这还有商量的余地吗？
把志愿表拿出来！
 男人飞飞，你现在成绩不好没有关系，但是要有自信，再怎样也不能不填啊。
只要填了就是有希望的，凭外公在学界的影响力，你要是真的努力了，就算差几分，也不是那么绝对
的。
来，把志愿表拿出来。
 女人默飞！
你懂不懂，现在的人要是没上过大学，那在社会上简直是没办法生存的！
 少女谁说没办法生存？
 女人你把书包给我！
 少女不给！
 男人飞飞听话。
 女人你不给我就自己拿了！
 少女不给！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青春戏剧档案>>

男人别动手别动手⋯⋯ 女人一把抢过书包，翻了起来。
” 少女哎！
你怎么乱动我东西！
（心虚）哎，你，你别乱翻⋯⋯ 女人找出志愿表，少女要去抢，女人把她挡开，拿着志愿表看起来。
 女人什么！
你看看你女儿！
你看看！
（把志愿表给丈夫） 男人专科一志愿——南湖职校咖啡烘焙和西点制作；专科二志愿——西科职校导
游；专科三志愿—— 女人别往下念了！
你看看这都是些什么东西！
 男人飞飞啊，你是开玩笑的吧？
 女人你记不记得从小我是怎么教育你的？
每次我带你去餐馆，我—— 少女我当然记得，每次去餐馆，你不管人家听不听得见都指着那些服务生
对我说：“看看，都是念不好书的人来干这种工作的。
” 女人对啊，你难道要变成那种人吗！
 少女什么那种人，不要以为自己是知识分子就看不起别的职业好不好，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说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难为情，不是为他们难为情，是为你啊！
 男人怎么能这样跟你妈说话！
好了好了，大家少说一句。
飞飞，爸爸妈妈阅历比你深，你还是应该听我们的。
这样好不好，这些呢，你照填，就当填着玩，爸爸妈妈也不阻止你。
但本科志愿一定要填上！
我看，第一志愿就填外公的母校吧，国立中央大学，怎么样？
外公作为校友和终身教授，学校一定会特别照顾家属的，中文系好不好？
你不是也喜欢写点诗什么的吗？
中文系，爸爸也是系里的在职教授，更保险。
好不好？
 少女不好！
 女人不好也得好！
就这么定了！
 男人你别急啊，对孩子要慢慢教育。
 女人还慢慢，你看她都胡闹成什么样了。
就这么定了，以后你懂事了，总有一天会感激父母的！
 少女你们不能逼我！
这是我自己的志愿，不关你们的事！
我不想呆在这个家里了，把包还给我！
 女人你这个人都是我生出来的，还敢说不关我们的事？
 少女把书包还给我！
 女人都快高考了你还要出去玩！
 少女反正我也不想上什么大学！
 在争抢中包里掉出一包东西。
女人捡起，大怒。
 女人你居然抽烟！
小小年纪居然抽烟！
你看看你女儿！
（把烟给丈夫） 少女（气怯了）没⋯⋯没有。
 女人你都堕落成什么样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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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女爸爸也抽，难道爸爸也堕落⋯⋯ 男人我⋯⋯ 女人谁说你爸爸抽了，他早戒了！
是不是？
 男人对对。
 女人（对女儿）你快要变成流氓阿飞了！
（越说越激动，中气越足） 少女你小点声，别说外公，我们听了血压也要高上去了。
男人飞飞，不许跟妈妈顶嘴，小孩子怎么可以抽烟！
 女人（怒对丈夫）大人也不可以！
你别瞎掺乎！
 男人好好，我不说话。
 女人越来越不像话了117岁的小姑娘抽烟！
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事情吗！
啊？
这包烟没收！
以后我定期检查你的书包！
如果再发现，我，我就⋯⋯（一拍桌子壮声势）打死你 男人好了好了，女儿都那么大了，怎么打啊？
飞飞以后不会了，对吧？
 少女闷闷地走开。
 女人回来！
一星期就回家一次也不知道去给老人打个招呼，越来越没规矩了。
不许出去，给我去陪外公外婆聊天！
外公外婆多疼你⋯⋯ 少女有什么好聊的，我和他们、他们和我都没什么话说，每次都尴尬。
 女人小时候你成天缠着外公给你讲故事，现在一星期回家一次还说没话说。
你不知道外公外婆在家多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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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南京大学也许是中国唯一一所有过90年戏剧艺术教育历史的大学。
自1922年秋，曲学大师吴梅先生应国立东南大学’之聘，南归授曲，至上世纪40年代的陈瘦竹先生
、70年代末的陈白尘先生先后来此教授外国戏剧和中国现代戏剧，薪火传递，至今不绝。
南大的戏剧专业是全国最早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艺术学专业之一，陈白尘教授的三位高足弟子李龙
云、姚远、赵耀民都是卓有成就的当代剧作家，国内的第一位戏剧学博士也诞生于此。
但是直至2004年，南京大学才招收了第一届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本科生。
当时所以决定招收本科生，一是如我的导师董健教授(时任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所长)所言，我们
感觉到“一个没有本科的专业是会枯萎的”，二是我们希望从戏剧的学术研究更明确地同时进入戏剧
的艺术教育，尝试使中国大陆的戏剧高等教育获得大学背景。
    2006年南京大学在文学院内设立了戏剧影视艺术系，同年开始招收艺术硕士生(MFA)。
由于我们每年只招收30名戏文专业的本科生，而硕士生的招生人数远多于本科生，这就使得我们有可
能把本科生教学与硕士生教学衔接起来：一名在此合格毕业的本科生，如果他愿意继续在本专业深造
，他是被“默认”具有攻读本专业硕士学位学力的。
我们特别强调，本科生要以培养创作思维、掌握创作技能、开展创作实践为主，在课程设置上确保足
够的创作类课时。
在进入硕士生阶段的学习后，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才华类型确定或者创作，或者学术的不同发
展方向，安排创作与学术投入的不同比例。
    从2004级到2009级，我在本科生中讲授为时一学年，共计6个学分的“舞台剧写作”课，他们另外还
有6个学分的“影视剧写作”课程。
本书选编的剧本，都是我在课堂上收到的学生作业。
《长生》的作者朱宜为04级，这是她的本科毕业创作。
朱宜去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艺术硕士学位，已经走上了职业编剧的道路。
她在哥大的毕业作品是舞台剧剧本”I’m Moon”。
我非常喜欢她的这部作品，组织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排练了这个戏，在南京演出20场，并参加了爱
丁堡戏剧节。
中央戏剧学院的博士生张慧在北京也制作了这个戏，在演出几场后被要求修改，不幸夭折，并由此影
响到我们的《我是月亮》作为“爱丁堡前沿剧展”剧目进入上海演出。
我相信，要不了太久，朱宜这部出色的剧作一定会被北京和上海接受。
我的导师董健教授很欣赏本书选入的《长生》，他说该剧同时透出了“易卜生和契诃夫的气息”。
《微观世界》作者赵秉昊为06级，我课堂上那些传统的说教永远跟不上他在《微观世界》里所展现的
这种恣肆的“现代性”戏剧思维，他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戏剧系攻读艺术硕士学位，我期待读到他的毕
业作品。
《纸桃》的作者何薇为07级，她也在北美学习创作，我不记得是哪一所大学了。
《纸桃》改编自莫言小说《食草家族》里的部分章节。
何薇同学做改编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食草家族》的作者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那时选择了莫言
作品完全是出于狂热的喜爱。
《纸桃》是一个相当传统的剧本，不前卫但是很美好。
我认为这是一个充分考虑到剧场要求，把人的灵魂放到火上去烤的剧本，相对于小说母本来说，是一
种真正意义上的戏剧改编。
这个剧本并没有提供新的思想、新的结构或者别的什么“当代”元素，但它提供了塑造男女主人公性
格的很大空间，如果有极“媚”、极“刁”、极“楞”的好演员，做出来一定动人！
莫言已然“洛阳纸贵”，演出他作品的权益谈判大概很复杂了。
本书唯一的戏曲剧本《歌尽桃花扇底风》的作者任淼也是07级，她现在留校读研，似乎正一天天走向
学术，看戏的热情随未变，写戏却不大听她说起了。
我听说越剧《玉卿嫂》最初并不是方亚芬主演，因为她的老师袁雪芬觉得越剧还是要重伦理，女子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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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小男人以至于凶杀的故事应该不属于越剧，后来为了救场，老艺术家才网开一面，放出了方亚芬。
实际上袁雪芬的这个看法，不单特别地符合越剧传统，也一般地符合所有戏曲的传统。
传统戏曲与伦理同步，不逾伦理边界，敢演同性恋，能演同性恋本身就需要突破。
从这个意义上讲，任淼剧本的立意就有创新，何况她写得也较美。
但这个剧本还缺乏说服力，必须在情节和情境上做得更强烈它才有可能被接受。
它需要高潮！
《人间童话》的作者杨小雪为08级，她去了法国，也是学编剧。
我一直想自己做她的这个戏，甚至有了许多舞台构思，例如，我想用三四岁的幼童来扮演夹竹桃和金
鱼，把让孩子琅琅地说出他们显然完全不懂的话当作艺术的“陌生化”手段，再例如⋯⋯《无题》的
作者上官琦悦、《三国小戏二枚》的作者田晨、《婚礼》的作者张明珊、《谋杀歌谣》的作者刘天涯
和《蒋公的面子》的作者温方伊都是2009年作为南京大学第一届“艺术类”考生入学的。
《谋杀歌谣》由我指导的博士生、韩国导演张姬宰执导，今年五月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黑匣子剧场上
演。
这部非现实主义的戏剧不是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只知模仿生活的演员能够胜任表演的，剧本和导演的
意图都未能从这次演出中充分地体现出来。
我希望这个戏有一天能够被一群能歌善舞、超越“模仿”的现代演员“狂野”地表现在剧场。
喜剧《蒋公的面子》是献给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的作品，今年5月校庆期间由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
演出五场，随后报名参加中国剧协在上海操办的“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遭拒，自10月23日至12
月16日在南京演出30场，大约10场演出后，竟然逐渐地座无虚席，一票难求，甚至有远自上海、北京
、成都、深圳的观众慕名专程来南京看戏。
目前这个戏已经接到西安、上海等地的商演邀请。
    我在《蒋公的面子》演出谢幕时说：“中国剧协拒绝这部戏并不是由于它的疏漏，而是根据它的逻
辑。
如果你知道中国当代戏剧的现状，你就知道《蒋公的面子》在当代中国戏剧中的少有高度；但是如果
你知道世界戏剧的状况，你就知道《蒋公的面子》到底还是三年级本科生的习作。
它所以在剧场受到欢迎，不过是因为它接受了普世的戏剧观，使戏剧回归了戏剧。
”我在这里所说的《蒋公的面子》的高度，并不是说的它作为成熟的艺术品的价值高度，而是说的它
在当代中国所表现的精神自由的高度。
戏剧是精神的产品，虽然不能说精神自由必然地产生成熟的戏剧作品，但是真正的戏剧作品肯定只能
是自由精神的产物。
精神的自由，是戏剧生产绝对必要的条件！
    本书所选的作品有两个特点：第一，它们的作者在创作的时候都未满22岁，因此它们都是很不成熟
的习作，比起专业技巧上的幼稚来说，它们的作者在生活上缺乏起码的历练和积累是更致命的弱点；
第二，非常可能也正是因为作者们年轻，他们的艺术想象大胆地进入了当代中国主流戏剧视为“雷池
”的精神空间。
    我在教学中，始终被一个问题困扰着：应该侧重于要求同学们模仿戏剧史上的优秀范文，把戏剧写
作的传统规范和技能传授给他们，还是应该侧重于激发他们审视自己的内心，鼓励他们的自由想象，
要求他们表达深藏于心的真实焦虑？
我在教学实践中选择的是前者，但我在香港和美国留学的学生们告诉我说，他们的洋人老师教他们的
方式是后者。
    我的教学基本上是一件给我自己和我的学生同时带来痛苦的工作。
我肯定不是一个好的编剧老师，我不知道，如果我有能力改换一种方式，能否把我的学生教得再好一
点？
    本书是我六年“舞台剧写作”本科课程教学的一点记录，检点这些课程作业，我心中的不安大于欣
慰，我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更胜任我的教学工作啊！
不知在我已经所剩无多的教学岁月里，会不会有一天可以对自己说，“现在我能够驾驭这门课了”？
    吕效平    (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戏剧影视艺术系系主任)    2012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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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青春戏剧档案》收录的十部经典创作剧目，有选取历史题材的《歌尽桃花扇底风》、《三国小戏二
枚》、《纸桃》、《蒋公的面子》，有以现代生活为背景的《长生》、《人间童话》，也有探究生命
、价值、死亡的《婚礼》、《谋杀歌谣》、《微观世界》等。
其中《蒋公的面子》更是作为南京大学110周年的校庆大剧引人注目，目前更是在全国多个城市展开巡
演。
 对照著名导演孟京辉的《先锋戏剧档案》，《青春戏剧档案》或显稚嫩，但是其中展现出的新一代戏
剧新势力的思考和才华，熠熠发光、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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