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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伦随笔选》

前言

　　上世纪八十年代，魏明伦以戏曲成名于前，以杂文轰动于后。加之兼写变体骈文（有人称之为碑
铭体杂文），可谓左手杂文，右手戏曲，左右开弓，三箭齐发。二十多年来，在中国当代戏曲史上推
出了九部大戏，在中国当代杂文史上演绎了一番魏明伦笔法。　　古人有文笔之称，亦有文与笔之辨
。文笔原指一切文辞、文体，后来，将文与笔加以区分。按刘勰的说法：“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
文也。”笔法，自然就是指写作无韵之文时的方法或技巧，如起止提炼、抑扬顿挫等等。本文提出的
笔法这一概念，既参照古人的说法，又不拘于古人的意思。所谓笔法，包括非韵文的写作技巧，还应
包括非韵文写作者的精神状态。具体到魏明伦，这种笔法的概念，则不仅指他的写作杂文的方法，还
指他写作杂文时的心境。而且，魏明伦笔法，不仅是一种非韵文写作技巧，还应是一种将韵文写作的
神髓引进非韵文写作的技巧。不要忘了，写作杂文的魏明伦，同时是一位戏曲写作者和变体骈文写作
者。　　魏明伦笔法贯串着一种基本的东西，那就是反叛。这里所说的反叛，是一种精神取向、精神
向度。大千世界，林林总总，置身其间的人，各有各的精神向度。当八十年代后期，魏明伦应《人民
日报》之约开始写作“怪味杂文”时，人们就发现并惊叹于他的尖锐、大胆、泼辣。尖锐也好，大胆
也罢，凡此种种，都是一种与那个时代合拍的精神状态的表现。那种精神状态就是反叛。反叛源于不
满。同是生活于八十年代，同是出生于四川的青年诗人骆耕野，写过一首诗，那题目就叫《不满》。
不满，作为人类精神状态渴求的一种表现，它包括对现状、对潮流、对权威，以至对文明、对传统的
不满。人类为什么会有诸多不满？罗素说得很清楚：“历史使人意识到，人类事务中没有定论，不存
在静态的完美和将被我们得到的最高智慧。”魏明伦写作杂文时的那种“说大人则蔑之”的精神状态
，正与这种认识相通。　　魏明伦的不满，首先的也是根本的，是朝向当代社会生活中若隐若现的存
在着的封建、愚昧和腐败。封建思想、愚昧行为、腐败现象，三者都是专制主义孕育的怪胎。他写
于1988年的《毛病吟》、《雌雄论》、《半遮的魅力》，堪称三支犀利的投枪。他提出的“反封建大
功告成否”的质疑，至今警策人心。九十年代初，他又以一篇《帅才不及帝王术》和它的附录，再次
敲响警钟。到新世纪揭开帷幕之后，眼看一些人沉醉于帝王崇拜和封建权谋权变的叙事潮流，迷乱于
五彩斑斓的消费泡沫、娱乐泡沫和奢侈泡沫，魏明伦第三次用警世的钟声打乱了浮华的舞步：在《劝
君少刺秦始皇》一文的最后，他坦率地说出：“中国的前景必须彻底抛弃帝王术，促成张良风骨与华
盛顿精神的结合。必由之路，岂有它哉！”在《多务实，快扶贫，缓称“盛”》一文中，清醒地提出
：“过早称盛，恐不利于全民增强忧患意识！”请注意总题为《鼠年笔记》的五篇杂文，尤其是其中
的《威海忧思》、《蓬莱乌托邦》、《工人群众等于几》三篇，处处透露出一种因腐败现象而引起的
焦灼情绪，处处流溢着一种中国平民的草根情怀。上述魏明伦的有代表性的杂文，都与他的精神状态
有关。精神是自由的，精神本身就具有反专制反奴役的不驯的性质。魏明伦的杂文显示出他虽然身处
琐细的日常生活中，但他的精神显然生活在别处。这样一种精神生活，显然没有任何固定的体制、规
范、信条能够束缚它。　　魏明伦笔法的另一个突出之处是“戏”说。此“戏”说非彼“戏说”。从
小被梨园始祖“太子菩萨”“摸了脑壳”的魏明伦，爱戏，懂戏，及到提笔为文，便有意识地将“戏
”的因素引入文中。这就是魏明伦的“戏”说，而非某些港台和大陆影视从业人员嘻说历史、恶搞历
史人物的“戏说”。“戏”说者，引戏入文，杂取诸家之谓也。戏曲，尤其是川剧，讲究命题。或举
一反三，或境生象外，或收放均淋漓，或雅俗皆上口。魏明伦对自己的杂文命题所下的功夫，绝不在
对自己的大戏命题之下。既简洁、含蓄，又尖锐、泼辣，如《毛病吟》、《雌雄论》；鲜明、真诚、
率直，如《帅才不如帝王术》、《生不入志，活不入祠》、《悲愤投“海”，佯狂经商》；出入骈体
、题似韵文，如《仿姚雪垠法致姚雪垠书》、《寻找关汉卿，呼唤成兆才》等等。正是：标题如剧名
，长短皆有魂，一字安停当，满台活气生。戏曲讲究结构，所谓“起伏转折，独辟境界”（孔尚任）
，所谓“编戏有如缝衣”，“凑成之功，全在针线紧密”（李渔），说的都是戏的结构，或称布局。
魏明伦深得个中三昧。他的杂文重在营造——营造意境，营造结构，营造氛围。试读《仿姚雪垠法致
姚雪垠书》、《寻找关汉卿，呼唤成兆才》、《台湾会柏杨》、《蓉城遇丁聪》，尤其是《悲愤投“
海”，佯狂经商》、《我做着非常“荒诞”的梦》、《工人群众等于几》诸篇，其中曲折回环、山重
水复，起于惊、发于叹、隐于忧，转于喜，结于思。夹叙夹议，水起风生，令人掩卷之后惆然良久。
你不能不承认，结构在这里发挥了戏剧之神在舞台上的作用。戏曲讲究辞采。在川剧创作中，魏明伦
继承了历代川剧作家重视文学性的传统，他又把这种传统嫁接到了杂文创作之中。他的唱词写得好，
便将这种写唱词的功夫引入到杂文写作，使他的杂文更显得灵动跳脱，别具一格。而这种功夫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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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伦随笔选》

，则与他自幼攻读古文、从小熟悉戏文、坚持学习民谚分不开。《仿姚雪垠法致姚雪垠书》大约是他
最早引起从学者钱钟书到广大读书人注意并喜爱的文字。撇开他挑战权威、辩才无碍的气度和言之成
理、持之有据的透辟不论，仅仅看此文的辞章与文采，就显得英气逼人，有唐宋文言的简洁明快、朗
朗上口，有两汉骈文的工稳对仗、掷地有声，还有现代白话文的调侃、幽默、犀利、流畅。见诸报端
，自然不胫而走。　　魏明伦笔法，演绎的是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自传。从建国以来历次政
治运动尤其是“反右”和“文革”中走过来的知识分子，都程度不同地有着“文革”情结，即以巴金
为代表的希望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情绪。魏明伦表示，他最响应的，就是巴金倡议的这件事。他的
名著《巴山鬼话》，从头至尾念兹在兹的就是一件事：不忘“文革”、反思“文革”，不让“文革”
死灰复燃。你不妨将这本杂文集读作知识分子心灵的镜像。书中的反封建、反愚昧、反腐败，都是反
专制、反“文革”的精神延伸。说它是心灵自传，还因为它实际上记录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
来中国社会转型期中一个知识分子的心史。他的焦虑，他的彷徨，他的痛苦，他的内心）中突，历历
可见。一篇《悲愤投“海”，佯狂经商》，看似自我调侃，嘻笑怒骂，里面却有几多强咽下的酸楚、
犹疑和悲慨。魏明伦将内心世界向世人敞开。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氏杂文随笔为我们状写了理想中的
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受到真理、正义、良知的感召，勇于斥责腐败、敢于反抗权威，乐于保卫
弱者，更乐于解剖自己。从这本精神自传里，我再一次读到了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向往和追求。也许
，这就是魏明伦笔法的价值。　　2006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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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伦随笔选》

内容概要

《魏明伦随笔选》讲述戏曲讲究结构，所谓“起伏转折，独辟境界”（孔尚任），所谓“编戏有如缝
衣”，“凑成之功，全在针线紧密”（李渔），说的都是戏的结构，或称布局。魏明伦深得个中三昧
。他的杂文重在营造——营造意境，营造结构，营造氛围。试读《仿姚雪垠法致姚雪垠书》、《寻找
关汉卿，呼唤成兆才》、《台湾会柏杨》、《蓉城遇丁聪》，尤其是《悲愤投“海”，佯狂经商》、
《我做着非常“荒诞”的梦》、《工人群众等于几》诸篇，其中曲折回环、山重水复，起于惊、发于
叹、隐于忧，转于喜，结于思。夹叙夹议，水起风生，令人掩卷之后惆然良久。你不能不承认，结构
在这里发挥了戏剧之神在舞台上的作用。戏曲讲究辞采。在川剧创作中，魏明伦继承了历代川剧作家
重视文学性的传统，他又把这种传统嫁接到了杂文创作之中。他的唱词写得好，便将这种写唱词的功
夫引入到杂文写作，使他的杂文更显得灵动跳脱，别具一格。而这种功夫的获得，则与他自幼攻读古
文、从小熟悉戏文、坚持学习民谚分不开。《仿姚雪垠法致姚雪垠书》大约是他最早引起从学者钱钟
书到广大读书人注意并喜爱的文字。撇开他挑战权威、辩才无碍的气度和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透辟
不论，仅仅看此文的辞章与文采，就显得英气逼人，有唐宋文言的简洁明快、朗朗上口，有两汉骈文
的工稳对仗、掷地有声，还有现代白话文的调侃、幽默、犀利、流畅。见诸报端，自然不胫而走。
魏明伦笔法，演绎的是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自传。从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反右”
和“文革”中走过来的知识分子，都程度不同地有着“文革”情结，即以巴金为代表的希望建立“文
革”博物馆的情绪。魏明伦表示，他最响应的，就是巴金倡议的这件事。他的名著《巴山鬼话》，从
头至尾念兹在兹的就是一件事：不忘“文革”、反思“文革”，不让“文革”死灰复燃。你不妨将这
本杂文集读作知识分子心灵的镜像。书中的反封建、反愚昧、反腐败，都是反专制、反“文革”的精
神延伸。说它是心灵自传，还因为它实际上记录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转型期中一
个知识分子的心史。他的焦虑，他的彷徨，他的痛苦，他的内心冲突，历历可见。一篇《悲愤投“海
”，佯狂经商》，看似自我调侃，嘻笑怒骂，里面却有几多强咽下的酸楚、犹疑和悲慨。魏明伦将内
心世界向世人敞开。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氏杂文随笔为我们状写了理想中的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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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伦随笔选》

作者简介

　　魏明伦，1941年生。巴山蜀水人。 　　童年失学，九岁演戏，自修文学。屡受各种政治运动压抑
，改革开放初期脱颖而出。计有九部大戏，几卷杂文，五十篇碑赋，几个电影，以及散文、歌词、楹
联等鸡零狗碎出笼。作品数量较少，但没有粗制滥造。 　　建国六十年，工龄六十年。前三十年，戴
过许多侮辱性的“帽子”；后三十年，补了许多荣誉性的“头衔”。但是，生死相随，名副其实的身
份只有一个——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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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伦随笔选》

书籍目录

“三星堆”外又一“星”——《魏明伦随笔选》序一魏明伦笔法——《魏明伦随笔选》序二杂文如戏
，“戏”说杂文多务实，快扶贫，缓称“盛”蓉城遇丁聪威海忧思蓬莱乌托邦工人群众等于几生不入
志，活不入祠牛棚读板桥奇奇怪怪的四川人悲愤投“海”，佯狂经商笔答《南腔北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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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伦随笔选》

章节摘录

　　杂文如戏，“戏”说杂文——魏明伦答《杂文选刊》　　记者：魏先生。您好！您童年失学，九
岁唱戏，一生与戏剧结下不解之缘，剧作成果累累，海内外公认您是当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戏曲作家
。但据网络传闻。过去曾经有许多人议论：“魏明伦是戏剧第一。还是杂文第一？”这个话题是什么
背景下提出的？您自己怎么看？　　魏明伦：我一生与戏剧结缘，也与杂文结缘。乳臭未干就萌生逆
向思维，或称“反动思想”，从小养成杂文瘾，十六岁陷进“阳谋”。主要不是写戏剧惹的祸，而是
写杂文遭的灾。《台风篇》、《乱弹琵琶》、《鸣后之鸣》等杂文处女作一露头就获罪，坑了我前半
生。熬到改革开放，时来运转，写戏成功。1988年初，国家三令五申“振兴戏剧”，因本人戏剧成就
特优而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但我“不受抬举”，早已戒掉的杂文瘾，在进入人民大会堂参政议政之
后复发了。居然不顾既得利益，冒险推出最“敏感”的杂文系列：《毛病吟》、《雌雄论》、《半遮
的魅力》、《仿姚雪垠法致姚雪垠书》、《文学与自我》、《三终于三》、《有幸谁不幸》⋯⋯当即
引起文坛、官场、社会上强烈反响，争议双方的阵容上升到政界高层去了！那股热潮，真不亚于我的
剧作《潘金莲》旋风。因此，巴老、夏公、萧乾、吴祖光、华君武等老前辈不约而同有过类似的话题
——“魏明伦是戏剧第一，还是杂文第一？”记得有一次《人民日报》聚会，柯灵、唐、秦牧、严秀
、戈扬、文再复与我一同到场做客。该报副总编范荣康又提出上述话题，于是媒体闻风报道。二十年
前老黄历了，不料至今还在网络流传（抱歉，我是“网盲”）。二十年来，我只见从中央到地方政府
大力提倡振兴戏剧，从来没有听说官方正式提过“振兴杂文”。每当风吹草动，我的戏剧无恙，总要
“审查”我的杂文。大抵是以戏剧之功，补杂文之“过”。若问魏氏戏剧杂文哪样第一，自我调侃：
获奖尝甜头戏剧第一，惹祸吃苦头杂文第一。　　记者：可是您并没有就此中断杂文创作。九十年代
中期又出版《巴山鬼话》。这本杂文集子在深圳“优秀文稿竞价会”上轰动一时。您的序言写明“《
巴山鬼话》想必不会重复《燕山夜话》之厄运。”魏先生，您是不是觉得写杂文苦中有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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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伦随笔选》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都在期待着艺术大家的出现，但是我们常常不明白，现在缺少的首先不是大家式的作品，而
是大家式的创作状态。有了一往无前的奔涌，自然会产生黄河、长江。　　魏明伦给我的喜悦与激动
，首先是他的创作状态。他在今天中国戏剧界的意义，首先也是他的创作状态⋯⋯他诡秘地一次又一
次地拉开剧场的帷幕，像变戏法的奇人故意要让我们吃惊，硬是交付给我们满目华采、满耳繁弦，而
且时时更换，不断翻新。　　他几乎是狡黯的，对着戏剧不景气的现象默然不语，只投以鄙夷的一笑
，捋捋袖口，让人们只去注意他的手下；他更是主动的，谁也不知道下个月、明年他又会捧出一个什
么样的剧本来，评论者们面对他，不像面对一个已可大体度量方圆的池塘，而是面对着一条不知今后
走向的江河，多少有一点整体把握上的被动。　　——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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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伦随笔选》

编辑推荐

　　钱钟书破例：“魏明伦的文章写得好！”李傲自谦：“还是四川来的魏明伦为大！”余秋雨惊叹
：“魏明伦给我的喜悦与激动，首先是他的创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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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伦随笔选》

精彩短评

1、就牛棚读板桥那几篇还不错
2、很抱歉我真的只能打两星
3、　　巴蜀鬼才魏明伦《魏明伦随笔选》
　　
　　   早就知道魏明伦的大名，四川出作家出才子，古有李白杜甫诸葛亮，今有巴金郭沫若流沙河，
现在还有一个魏明伦，相比之下辽宁连一个像样的作家才子都找不到，不能不说是巴蜀出人才。
　　
　　   魏明伦的书最有名的就是《巴山鬼话》，但是至今没有读过，这是我读魏明伦的第一本书，老
实说并不是很喜欢。并不是说魏明伦的才华水平文笔有什么问题，而是书选得太杂太乱，里面精品很
少，但是从几篇文章中，就可以看出魏明伦的功力，真的很棒，不愧为鬼才的称呼。
　　
　　   没看过魏明伦写的剧本，不过这里面有几篇时评写得很不错。魏明伦的评论很犀利，不留情面
，一针见血。
　　
　　   魏明伦的文章写得这么好，但是论学历却并不高，只有小学三年，和郑渊洁有一拼，不过郑渊
洁上到了四年级。魏明伦九岁就去演戏，在四川省自贡市川剧团一演就是几十年，连单位都没换过，
只是由一个小演员，变成了大演员，又变成了编剧，最后成为了作家。在我的心里魏明伦的年龄并不
大，但是一看出生年龄1941年，到现在已经有70岁了，是老爷爷了。不过相信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年
龄并不是问题，七十岁依然可以写出好文章，好作品，期待魏明伦先生能够继续写下去，能够有大作
不断问世。
　　
4、他挺与众不同的。
5、09年的书，收的多是00年之前的文章，捞钱？江郎才尽？
嬉笑暗讽，风格张扬。有时，亦有人来疯，收不住之嫌
6、会有教育意义
7、果然是写戏人的文风，果然是自学成才的笔法，自成一格，很有意思，可惜最后部分纯写戏剧，
令我等外行看不出门道来
8、巴蜀鬼才！
9、就和吃了坏苹果一样，看了几页就够了
10、巴蜀鬼才和杜兰朵还有关系啊~
11、爽利机锋，不愧鬼才名号。九十年代中国文化环境一窥。
12、巴蜀鬼才名不虚传，相比随笔，更想看他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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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伦随笔选》

精彩书评

1、巴蜀鬼才魏明伦《魏明伦随笔选》早就知道魏明伦的大名，四川出作家出才子，古有李白杜甫诸
葛亮，今有巴金郭沫若流沙河，现在还有一个魏明伦，相比之下辽宁连一个像样的作家才子都找不到
，不能不说是巴蜀出人才。魏明伦的书最有名的就是《巴山鬼话》，但是至今没有读过，这是我读魏
明伦的第一本书，老实说并不是很喜欢。并不是说魏明伦的才华水平文笔有什么问题，而是书选得太
杂太乱，里面精品很少，但是从几篇文章中，就可以看出魏明伦的功力，真的很棒，不愧为鬼才的称
呼。没看过魏明伦写的剧本，不过这里面有几篇时评写得很不错。魏明伦的评论很犀利，不留情面，
一针见血。魏明伦的文章写得这么好，但是论学历却并不高，只有小学三年，和郑渊洁有一拼，不过
郑渊洁上到了四年级。魏明伦九岁就去演戏，在四川省自贡市川剧团一演就是几十年，连单位都没换
过，只是由一个小演员，变成了大演员，又变成了编剧，最后成为了作家。在我的心里魏明伦的年龄
并不大，但是一看出生年龄1941年，到现在已经有70岁了，是老爷爷了。不过相信对于一个作家来说
，年龄并不是问题，七十岁依然可以写出好文章，好作品，期待魏明伦先生能够继续写下去，能够有
大作不断问世。

Page 11



《魏明伦随笔选》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