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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英雄气  儿女情    毛时安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他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他的努力、才华和勇气，还表现
在把他镶嵌在时代的画框里，他为一个时代贡献了什么，并且最终可能留下些什么。
    中国当代戏剧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
首先是创作数量空前膨胀和质量相对低下的强烈反差。
据了解，现在每年新创作的舞台剧多达4000台，但大部分艺术质量平庸，如过眼烟云，能让人耳目一
新的作品少而又少。
其次是形式的辉煌宏大与内容的贫瘠苍白的断裂。
如果说，十多年前，我们的戏剧界在放干冰、玩雪灯时还显得有点生涩的话，那么今天他们已经把舞
台的现代技术，电脑灯、LED、威亚、群舞等各种手段玩到了娴熟。
许多编导已经开始把艺术变成了技术，已经不再会精细地刻画人物，发掘人性，舞台极尽豪华奢靡之
能事。
而许多冠之于“史诗”，或是有“史诗”舞台表相的作品，其内容贫瘠得可怜。
不少剧本连最起码的戏剧故事、戏剧情节都无法表达连贯和清晰，遑论什么时代内容、人性深度了。
这是一个很难一言以蔽之用“好”与“坏”、“兴奋”与“沮丧”来加以简单评论的时代。
    李莉的戏剧创作已有了二十多年的经历，但她的真正强劲出击，却是在中国当代戏剧进入新世纪的
十年。
在这十来年中，李莉展开自由想象的翅膀，飞翔驰骋在历史的广阔天地里，先用笔后用键盘，开掘着
历史人物情绪的律动，人性的变化，命运的走向。
她苦苦地寻找着历史剧创作的真谛，再现了历史星空中曾有的闪烁和辉煌。
在那些写作的日日夜夜里，她超越了自己，超越了时空，在历史剧的创作中找到了亘古不变的人性的
永恒。
她是新世纪中国剧坛横空出世的一道彩虹，是在戏曲剧本创作处于困难拐点时流淌的一弯清泉，是戏
剧界在焦虑期待中出现的一抹新绿。
三十几部剧作，三十几项省、市和全国的奖项，成就了她当代戏剧创作领军人物的不可动摇的坚实基
座。
    京剧《沙家浜》中有一句品评阿庆嫂的唱词：“这个女人不寻常。
”在中国剧坛的剧作家中，李莉是个不寻常的女人。
她绝少“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的柔弱和愁肠。
也许是出身军人世家，也许是15岁就开始的军旅生涯，在不经意中，影响了她日后的创作风格。
军人不畏征战杀伐的品质，使她在创作中，向往力战、搏杀，总是把自己笔下的人物逼向险滩绝境，
在绝境中求生。
现在很多人写戏，清风朗月，小桥流水，耳鬓厮磨，儿女情长，回避矛盾回避冲突回避崇高，名日为
“戏”，却无“戏”可看。
李莉的剧本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有“戏”，而且非常有“戏”。
她的戏是有那么一股子英雄气的。
小女子李莉放眼望出去的历史，不是风和日丽的历史而是电闪雷鸣的历史，不是诗情画意的历史而是
激流险滩的历史，不是一团和气的历史而是兵戎相见的历史。
即使在墨客骚人、文学爱好者心目中，玉树临风短命凄绝的词人纳兰性德的历史，也充满了扑面而来
的大悲凉而不仅是儿女闲愁。
更何况，辛亥义士心中的萧瑟秋风，压在女土司彝兰心头内外交困的重压，圣妃白洁深陷在历史大义
和个人情感里无可自拔的内心冲突。
    李莉建构的艺术世界，戏剧矛盾盘根错节、犬牙交错。
这种矛盾既体现在外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比如女土司凤氏彝兰和汉族师爷赵明德的爱恨交织，名
相萧何与名将韩信在铁马铿锵的历史进程中追将才到追性命、既相知又相残、步步催逼的复杂；同时
也体现在人物内心深处的戏剧矛盾，如《千古情怨》中，纳兰性德既要屈从康熙大帝的皇权，送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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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梦萦，又难以放弃和梦萦之间苦苦相爱又“相思相望不相亲”的那份暗恋的凄楚和纠结。
不知从哪天起，纠结成了当下的流行词汇。
但是要说纠结，李莉笔下的人物才是真正内心充满了复杂而微妙的纠结，在卢云之于纳兰的苦心侍奉
、素英之于辛亥义士的忍辱负重，却得不到爱的回报和呼应中，她们内心世界的坚守和面对情感世界
的冷峻，在付出的挚爱和回应的“非爱”间，形成了复杂纠结的内心世界。
    为了深入讨论李莉剧作的艺术特点，我对语义上有点接近的“戏剧矛盾”和“戏剧冲突”进行了有
意区隔。
前者是一个由各种对立力量集合而构成的人物环境和心态，它是静态的，是即将发生的戏剧行为的依
据和前提，而后者则是这种集合并且导向最终结局的过程和运动。
这就是说，李莉编剧时，她的人物是带着巨大的戏剧矛盾，带着前置的“戏”进入戏剧冲突的。
她创作之初播下的那颗戏剧种子，已经孕育了乱石穿空、惊涛裂岸的生命力量。
    因为如此，李莉笔下的戏剧冲突是刀光剑影、你死我活的冲突。
她从来没有在乎过更没有追求过廉价的温情、虚幻的美好和带有一定麻醉性的大团圆。
就像鲁迅先生说的，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
历史在李莉的眼里，即使不悲观，也无法令人乐观。
她创造的人物，既在外部世界里不惜身价性命的搏杀，也在内心世界里激烈地进行着取与舍、生与死
、爱与恨，难解难分犬牙交错的搏杀。
在《成败萧何》中，萧何同时面对汉高祖刘邦的重用、吕后托孤式的信托，特别是面对自由率性的韩
信的那份复杂情感，他的心在各种力量之间搏杀，不断地在否定和肯定之间摇摆、犹疑，寻求着平衡
和行动的路径。
他老成持重，不想有任何闪失却最终不得不选择自己最不愿意却无法摆脱的选择。
把当年月光下追来的一代名将韩信，在同样的一片月光下送上不归的黄泉之路。
与此同时，他的内心也一直在韩信的生与死、保韩信与保天下、重亲情与轻天下、明大义与献头颅、
为苍生与留傲骨的反复冲突中无法自拔。
使现时的人们看到了一颗在历史的夹缝中，在人性的悖论中，在冲突的漩涡中，苦苦挣扎并竭力保持
着完整而最后破碎的灵魂！
    李莉的历史剧背后，在我看来，常渗出一种现实的历史主义的森森冷峻。
她剧作不同凡响的力量正在于此。
相对于时下流行的小打小闹的戏剧矛盾和戏剧冲突来说，她走的是剑走偏锋之奇险乃至凶险的路子。
她挥笔如剑，剑锋起处，残阳如血。
除了《梁祝蝶缘》，在这本文集中的字里行间，我们几乎无法回避一个母题：死亡！
《千古情怨》中的梦萦“心有归属无所求”，为纳兰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世界，妻子卢云为使纳兰有一
个活下去的理由服毒而死。
《秋色渐浓》中的女义士雷继秋为革命慷慨赴死，吴仕达则在对革命的失望中倒下，甚至于连天真想
成为革命党的孩子小石头也死在敌人的乱枪之下。
在《凤氏彝兰》中，师爷赵明德当着曾经的情人、如今的女土司彝兰，一把尖刀捅进自己的胸膛。
《成败萧何》死了钟离昧，死了萧静云，最后韩信三拜萧何绝尘而去，走向死亡。
《白洁圣妃》中的皮逻阁为一统南诏，设计杀了五位诏主，而将成为南诏王妃的白洁，面对“罪恶与
善良沆瀣一气，仇恨与道义混在一起，英雄与魔鬼合成一个躯体”的南诏王，无法摆脱对亡夫缅怀的
深情和对南诏王的复杂情感，纵身跃人洱海。
《灵渠长歌》中，继刘成、秦娘的死亡，监工灵渠开凿的御史史禄也拔剑自刎，千秋万代，永守灵渠
。
实实在在的，我们在李莉的剧本中，看到了那么多活生生的生命倒在了血泊中，他们曾经或伟岸或婀
娜的身躯，最终一个个消失在历史的沉沉暮霭里了。
    孔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
同样，死也是一种对生的理解和对生的超脱。
斯宾诺莎也说过与孔子相似的道理，他说：“一个自由人思考得最少的就是死，他的智慧是对于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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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对于死的沉思。
”事实上，我们在李莉的剧作中，不期而遇地看到了“对于死的沉思”。
而且正是这种“对于死的沉思”，迫使我们去思考关于生的种种，关于活的意义和价值。
正是基于她塑造的那些人物在走向生命死亡的途中，我们读到了率真而复杂的人性，读到了被正史的
阴影所遮蔽的历史的人性真实。
在《凤氏彝兰》中，我看到曾经纯真热烈、灿烂得开在山崖上的野花小叶子，怎样在权力的残酷争夺
中，目睹亲生儿子小虎在争斗中死去的惨剧，人性一步步异化，成为几近冷酷无情的女土司凤彝兰的
过程；看到她和汉族文人赵明德怎样由昔日恋人一步步演变为主子和奴才、土司和师爷的不伦不类的
关系。
而两人的灵魂却又一直挣扎在政治、文化的“名分”和本能情欲的冲突之中。
赵自己一面是凤氏争夺权力的始作俑者，一面又在对小叶子的深沉眷恋和幻觉中，迷失了自己的人性
。
    这世界就像老毕摩歌中唱的那样：“万物谁不死？
生死本一家。
人死变成虎，虎死变成花，鲜花到处开。
”即使在《千古情怨》的一代词人纳兰性德那里，我们也看到了生命在走向死亡的途中，政治、权力
对于人性的侵蚀。
曾经情同手足的玄烨和纳兰，一旦变成了康熙和侍卫，就如同“西风一夜剪芭蕉”，你就是再想回到
心中的那个“过去”，也是回不去了。
而在《秋色渐浓》中，李莉则是通过曾经矢志不渝、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吴仕达颓然倒在历史废墟中
的身影，穿透了历史的悲哀和理想的灭亡后的失落与绝望。
在死亡的背后，我们迷蒙地看到一条穿行在历史密林中忽明忽暗的人性的小径。
在创作中，李莉像一个高明的外科医生，神态冷峻，精准而精细地解剖着人物的内心世界。
所谓精准，就是人物的行为来自人物的性格，来自人物所处的历史境遇和他的个性、情怀、文化、情
操。
所谓精细，就是作者不仅把握了人物的心理历程，而且按照人物的性格逻辑细腻而富于层次感地加以
展开。
这就像油画色彩的丰富来自颜料的层层敷彩，国画的厚重深沉来自反复的积墨一样。
她很少用一种单纯的色彩，相反总是用复杂的色调在塑造着她笔下的人物。
具体到《成败萧何》一剧中，李莉的精准在于她深刻把握了汉初历史全局中一代名相萧何，从他特定
的身份、地位、个性，作出的历史选择：在国家、皇权(记得马克思的经典论说中，有过历史上国家、
民族、皇权一体的论述)和个人情感激烈到几近灵魂崩溃的矛盾中，令人信服地走完了当年“追将才”
的“成亦萧何”到如今“追将才”的“败亦萧何”的人生轨迹和心理历程。
最后由韩信的受死，我们听到了历史无奈演绎的一声浩叹：“成败岂能由萧何！
”而她的精细则在于她不厌其烦地层层渲染，然后让萧何令人信服地将自己心心相印的一代英雄韩信
置之于死地。
这里首先是萧何在刘邦、吕后面前的以命相保，对韩信爱恨交织的担忧、规劝。
尤其是吕后最后对萧何的那一番说项，有情有理，恩威并重，演出了一场“十年前月下相追追将才，
十年后月下相追追命来”的旷古悲剧。
韩信之死，既凸显了英雄人物的理想光彩，更揭示了芸芸众生的无奈。
《成败萧何》是李莉迄今为止最为成功最令人荡气回肠的作品。
萧何、韩信的丰满光彩自不待说，就是刘邦、钟离昧、萧静云也一个个着墨不多却呼之欲出。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上颇有争议的吕后。
她在施出对萧何的各种手段以后，跪下哀婉求情，“丞相当为我母子保全明天”，令人动容，也在情
感上最终动摇了萧何保韩的决心，而面对吕后“难道你真的要为韩信，背弃圣上，背弃大汉江山”的
发问时，萧何已经是只有诛杀韩信的一条路可去了。
    当韩信、钟离昧、萧静云、白洁、纳兰、梦萦、卢云、赵明德、雷继秋、吴仕达、小石头⋯⋯一个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寂寞行吟>>

个离我们而去的时候，我们看到死亡叩开了久久关闭的人性奥秘的历史之门，看到了人性的“然”、
“何以然”和“不得不然”的真相。
    作为女性剧作家，李莉真的“不寻常”。
她不仅不回避矛盾冲突而且敢于激化矛盾冲突，使戏剧的矛盾冲突始终处于高强度高密度的节奏过程
中，她几乎每场戏都写得满弓满调。
比如《成败萧何》四、五、六场，每场都有四、五个矛盾的纠结点，每个点上都有人性刀光剑影的激
烈交锋。
这使得李莉的戏有着一种密不透风的、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和令人血脉贲张的强烈刺激。
    已经有许多戏评家注意到李莉创作中的彪悍、大气之英雄状。
我想补充的是，“满眼皆见英雄气，不经意处儿女情”。
李莉在英雄气壮之外，还有着儿女情长的自然流露。
一是作为女性剧作家，她对于女性在其爱情追求过程中精神执着的极力表现和张扬。
卢云、梦萦、萧静云、白洁、素英、秦娘⋯⋯人人都满怀着一颗炽烈的爱心，不仅能为心爱的人赴汤
蹈火，更能为心爱之人慷慨赴死。
她们的爱，都是死去活来的爱，都是把心煎熬的爱，都是以命相抵的爱，是“把你绣在心坎上，生生
死死带着你”的始终不渝的爱，却又是“日升日落不相逢，但有清辉共此天”的充满着大缺憾的爱。
二是女性剧作家对理想男性的刻画和塑造。
这里既有倜傥儒雅的一代天才词人纳兰性德，也有秦汉时代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将韩信。
尤其是李莉笔下的韩信。
他不仅身经百战，有着英武潇洒的形貌，而且自由率性，忠于友情，敢作敢为，更加上深明大义，勇
于担当，最后为报答萧何“知我、荐我、爱我、保我”的一片苦心，为了天下苍生，为了自由的个性
，不惜颈上头颅，从容赴死。
韩信临死前的一段抒发内心的唱段，回肠荡气，令人动容。
可以说，李莉为我们塑造的韩信，已不是或者说大大超越、改变了史书上和世俗观念中的韩信，而是
她和广大女性心目中的理想男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梦中的情人”。
    李莉写戏喜欢搏杀，喜欢力战，喜欢冒险和凶险的路子，这成就了她极大的创作冲动和对自我、对
现实挑战的大气势。
但正如剑走偏峰，临险用笔，有时候也难免让她的创作在成熟度上稍显生涩。
往往看的时候惊心动魄，看完之后会觉得艺术上略有不足。
    古人论艺有“曲尽其妙”之说，原意是艺术上以“曲”折多变而达到独具的感染力。
倘若是戏剧，我想“曲”还可以有一个释义，就是“唱词”。
李莉剧本选和我主编的其他剧作选不同，她附录了自己的诗词选。
如果说，剧作拘泥于戏剧情景，还不便于直抒胸臆的话，那么，这些诗词更多地坦陈了她的内心世界
，记录了她精神世界的波动起落，直接反映了她对世界对人生对时代对事物的看法，是她的“心史”
，也是解释她剧作的最好索引和注解。
而且，重要的是，这份对诗词的修养，极大提升了她的唱词、写作和剧本的文学性。
    我是1997年到上海文化系统工作，直接参与文艺创作的创意策划组织工作的。
我工作的十来年，正是李莉戏曲创作逐步走向成熟走向高峰的时候。
我不仅看了她的许多戏，而且还目睹了她许多剧本的创作，从创意、提纲、剧本到排练、演出、加工
、修改、再演出，直至成熟的全过程。
即以《成败萧何》而言，先是在上海京剧院提供的来稿上加工，后来彻底推翻，重起炉灶。
在创作过程中，开始是萧何与韩信相比形象不够丰满突出，作了大要修改。
后来为了要不要保留萧静云，又重新另写一个版本提供讨论比较，真正是“为伊消得人憔悴”。
这十几年来，我是看着她作为一个剧作家，如何从一棵略显青涩的小树长成参天大树的全过程，看着
她如何在中科院上海分院简朴的专家楼里就着泡面奋笔疾书的情景的。
那地方离她家不远，但她埋头写作，像治水的大禹，时常过家门而不入。
“谁道禅机能堪破，一曲更比一曲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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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真正痴迷戏曲的。
我至今还清晰记得，2004年6月我们访问欧洲，行前她为构思《成败萧何》，已阅读了不少史料。
她是第一次出访欧洲，但一路上经常置欧洲的良辰美景而不顾，兴致勃勃地与同行的赵化南、赵耀民
等剧作家讨论她的戏剧构思。
我们大家也不遗余力地为她出主意、想办法。
特别是晚上，她不顾旅途劳顿，神情专注地和大家一起青梅煮酒论英雄。
一时间，直把一个偌大的欧洲变成了风烟滚滚的秦汉战场。
直至今日，当年情景历历在目，时光回黄转绿的瞬间，一个专为麒派创作，因为难度太高而并不太看
好的《成败萧何》，经她的苦心经营妙笔生花，已经囊括了中国剧坛的所有奖项和荣誉。
我和当年同行的朋友们，都由衷地为她高兴。
    当然，我也发现了一个不太好的现象。
随着李莉的戏越写越出色，她的烟也越抽越凶了，几乎一根接着一根。
过去逢着她就劝，今次看见她诗作中的《送岁》、《讨烟》等，隐隐觉出些烟底的关碍，明白劝亦无
甚大用。
不过笔到此处，顺势难遏，自当再劝一回：能少抽时且少抽，当珍重处多珍重！
    是为序。
    写于2011年8月8日，修改于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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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莉是新世纪中国剧坛横空出世的一道彩虹，是再戏曲剧本创作处于困难拐点时流淌的一弯清泉，是
戏剧界在焦虑期待中出现的一抹新绿。
三十几部剧作，三十几项省、市和全国的奖项，成就了她当代戏剧创作领军人物的不可动摇的坚实基
础。

她的戏是有那么一股子英雄气的。
小女子李莉放眼望出去的历史，不是风和日丽的历史而是电闪雷鸣的历史，不是诗情画意的历史而是
激流险滩的历史，不是一团和气的历史而是兵戎相见的历史。

李莉笔下的戏剧冲突是刀光剑影、你死我活的冲突。
她从来没有在乎过更没有追求过廉价的温情、虚幻的美好和带有一定麻醉性的大团圆，就像鲁迅先生
说的，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
历史在李莉的眼里，即使不悲观，也无法令人乐观。
他创造的人物，既在外部世界里不惜身价性命的搏杀，也在内心世界里激烈地进行着取与舍、生与死
、爱与恨，难解难分犬牙交错的搏杀。

《寂寞行吟：李莉剧作选》收录了李莉剧作家历年来的戏剧文学作品，形式多样，有京剧、地方戏曲
、话剧及部分论文，代表了新时期剧作的上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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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英雄气  儿女情／毛时安
千古情怨(越剧)
秋色渐浓(越剧)
凤氏彝兰(京剧)
成败萧何(京剧)
白洁圣妃(白剧)
灵渠长歌(桂剧)
梁祝蝶缘(越剧)
关于韩信谋反之存疑
历史剧创作的困惑
“小女子”的恍惚
诗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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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幕    [武昌。
吴家，几近没落的书香门第，左厢房、右卧室、前厅后居的小家别院古色古香，墙面有些斑驳，倒是
院外探人的几丛枫叶，欣欣然摇曳出浓浓的鲜绿。
    [不远处的江面上，传来一阵低低的轮船汽笛声。
伴    唱声起：    路漫漫兮修道远，    上下求索天地间。
    大浪淘尽沧桑路，    千折百回总向前。
    [字幕：清朝末年，辛亥革命前夜的某日黄昏，吴家。
    石头  (举着报纸喊进门来)看报看报，“江城”晚报——    (念)    四川保路风潮起，    同志会军闹起义
；    朝廷查封《大江报》，    革命党又被抓了一大批⋯⋯    吴妈  (端着菜盘，颠着小脚迎上)石头哇！
奶奶对你讲过多少遍了，上街卖报，你要大吼大叫招揽生意；回到吴家，你要⋯⋯    石头  (抢答)⋯⋯
细声细气讨人欢喜！
(接过菜盘)奶奶，今朝吴家请的是啥个贵客呀？
    吴妈  听讲，是从日本留洋回来的雷继秋雷先生。
    石头  留洋回来的？
那老爷又要翘胡子瞪眼睛啦：(模仿着)哼哼，啥个留洋念书？
那叫忘祖悖宗！
    吴妈  嘘⋯⋯(示意石头噤声细听)    [后室灯亮，吴承祖拄着拐杖狠狠地戳在地上，虎着脸训斥着。
    吴承祖  啥个留洋念书？
那叫忘祖悖宗！
中国人就该好好念中国的书。
你也该收收你丈夫的心了，再跟着他们胡闹，闯下祸来，唯你是问！
    素英  (谦恭的背影)公公教训，媳妇记下了。
    吴承祖  吃好夜饭，早点送客！
    素英  是。
    [后房灯暗，素英唱出。
    素英  (唱)    尊教训敛眉容退出房门，唤吴妈屏声息静待客人。
    吴妈  (关切地)老爷又发脾气了！
    素英  (唱)    奉公公从丈夫理该谨慎，    石头  听说日本回来的多是革命党⋯⋯    素英  (唱)    家外事少
关心莫要传闻。
    吴妈  我家少爷的朋友，一定是位英雄好汉！
    素英  (唱)    常听夫君赞先生，    琴棋书画无不能。
    豪侠仗义人称道，    剑术高强学问深⋯⋯    [传来敲门声。
    素英  (惊喜地)雷先生来了！
    吴妈  快去开门。
(石头答应着前去开门)    吴仕达  (内唱)  携同道挽危亡情怀激荡，(引一位靓丽的洋装姑娘上)    姑娘  (
唱)    共知己论国事把大计相商。
j(双双进门)    [素英、吴妈、石头皆向外张望。
    姑娘  (主动迎向素英)这位是素英嫂子么？
    素英  (疑惑地)你⋯⋯    吴仕达  哦，她就是我常对你说起的雷继秋雷先生。
    石头  (脱口而呼)啊，雷先生哪能是女人⋯⋯(被吴妈一把捂住嘴巴)    素英  (缓过神来)哦，雷⋯⋯雷
先生！
    (唱)    礼数不周望见谅。
(深施一礼)    雷继秋  (忙扶，唱)好一位贤嫂嫂温婉端庄。
(造型收光)    [在悠远的汽笛声中天色渐亮，吴承祖一脸怒气。
    吴承祖  (唱)    恼仕达悖礼俗通宵不寐，    怨媳妇任丈夫胡作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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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人交良友本无忌讳，    偏来个小女子招惹是非。
    看世道乱哄哄人心不轨，    秀才们结朋党必遭艰危。
    收儿心断祸根借此机会，    天方亮坐厅堂我要严整家规！
    [灯大亮，吴仕达与素英躬身站立；吴妈怀抱婴儿躲    在一旁偷听。
    吴承祖  客人送走了？
    吴仕达  送走了。
    吴承祖  通宵不眠，何事值得如此长谈？
    吴仕达  不过谈些人事国事天下事⋯⋯    吴承祖  小小女子，懂什么天下事！
    吴仕达  继秋是从日本留洋回来的，她的眼界胸襟，儿子自叹不如！
    素英  公公，媳妇常听仕达夸赞雷先生⋯⋯    吴承祖  住嘴！
公鸡就是公鸡，母鸡就是母鸡，岂能混着乱叫！
    吴仕达  父亲⋯⋯    吴承祖  你与她通宵达旦，密室相处，传扬开去，成何体统！
    吴仕达  继秋是开明女子，儿子敬重她，喜欢与她切磋世事学问！
    吴承祖  喜欢？
男人若是真喜欢一个女人，就应当名正言顺娶过门来！
    素英  公公⋯⋯    吴承祖  急啥？
男人家三妻四妾正常得很！
    吴仕达  (被激怒)仕达决不娶她为妾！
    吴承祖  莫非你还要娶她为妻不成？
    吴仕达  若论婚嫁，非妻不娶！
(素英闻言，险些瘫倒)    吴承祖  (大怒)休想⋯⋯    [吴妈急忙拧了婴儿一把，趁势抱着哇哇大哭的婴儿
嚷嚷着走来。
    吴妈  嗳哟，小龙想爷爷啦！
不哭不哭，爷爷抱，爷爷抱喽！
    (一把将婴儿塞进吴承祖怀中，笑容可掬地叨叨开了)我说老爷呀，吴妈侍奉吴家三代，也算是个老
辈人了，撑着这张老脸，我倒要劝您几句哪！
    (唱)    娶妾本是大事体，    有商有量莫猴急。
    少爷要是不愿意，    横竖您且由他去。
    不杀人，不放火，    男人家，交个把女子啥稀奇！
(故意惊诧嚷    嚷)啊呀快看呀！
小孙子在对你笑啦！
一    吴承祖  (看着怀里的孙儿叹息)唉，子尚幼而父不成器哪！
    素英  (努力着劝解)公公，仕达与那女子，只是在一起说说话⋯⋯    吴承祖  她能与你丈夫说上一整夜
话，怎么就没见你和丈夫说上半个时辰？
    素英  (忍住委屈)公公教训的是，媳妇以后一定与他多说说话⋯⋯    吴仕达  (不忍地)父亲⋯⋯    吴承
祖  你与我好好听着：往后少出门，多读书，赶上时来运转，得个一官半职，也好给吴家祖宗添些光
彩！
    吴仕达  眼下官场黑暗，民怨沸腾，皇室争利，军阀强权，读书有什么用！
    吴承祖  你以为，凭着你们这些书生起哄胡闹，就能改变世道啦？
    [突然，传来锣声和纷乱的喊声：“快看，杀革命党！
杀革命党啦——”    [革命党的喊声：“轩辕黄帝万岁！
国民革命万岁！
四万万同胞万岁！
”    [吴仕达向门外冲去，枪声炸响，仕达一个踉跄，素英忧虑扶之。
    [切光。
    P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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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莉，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上海戏剧家协会理事。
现任上海越剧院院长、云南省大理州民族歌舞剧院名誉院长。
作品曾多次荣获全国及省市级的各类奖项。
毛时安主编的这本《寂寞行吟：李莉剧作选》收录的就是她历年来的戏剧文学作品，形式多样，有京
剧、地方戏曲、话剧及部分论文，代表了新时期剧作的上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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