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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剧日记》

前言

思想，往往被视为令人神往而略显玄远的词汇，实际上，它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寻常之物。人生活在
一个意义的世界，只要去自觉其意义，就不会没有思想。马克思说：“理性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它不
是永远以理性的形式出现而已。”思想无所不在。有了思想，就会有对思想的思想，这便是反思。人
类总是在不断反思：反思人之为人，反思美好生活；反思道德法则，反思精神信仰；反思经济活动，
反思社会准则；反思审美，反思求真；反思人与自然，反思人我之间；反思理论的，反思实践的；反
思本土的，反思域外的；反思传统的，反思现代的；反思推动科技昌明，反思科技的负面影响；反思
资本主义，反思工业主义；反思理性，反思非理性。人类进步少不了反思，社会发展离不开思想。思
想赋予知识以活力，转识成智，豁然贯通，以利于先立其大者；思想赋予生命以意义，化腐朽为神奇
，把平淡的生活变得意味深长。思想让我们小心谨慎，思想让我们雄心勃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
绵延不绝，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个人、一个社会要提升精神气质，也需要
思想的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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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剧日记》

内容概要

《品剧日记(1997-2004)》内容简介：由于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完全从感觉和印象出发，不经修饰，
也不需事先装潢门面，因而有一个特点是“诚”，即它与我们经常看到的报刊评论的不同之处，在于
它的完全讲真话，讲实话，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有话则讲，无话则止。
我感觉，当我着意要为某戏写一剧评的时候，和写日记来评价一个戏是不一样的。前者心态很庄严板
正，后者很随和家常；前者像从事一项正式报告，后者像和人聊天，前者板着面孔，后者放下架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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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997年12月16日话剧《虎踞钟山》1997年12月28日话剧《死无葬身之地》1997年12月31日话剧《蛐蛐四
爷》1998年1月1日儿童剧《认识你真好》  话剧《男儿有泪》1998年1月3日话剧《老兵》1998年1月4日
话剧《尊严》1998年1月6日话剧《虎踞钟山》1998年1月7日话剧《炮震》1998年1月9日话剧《日月
》1998年1月11日话剧《男人兵阵》1998年1月12日话剧《绿色的阳台》1998年1月13日川剧《变脸
》1998年1月24日话剧《三姊妹——等待戈多》1998年5月2日音乐戏剧《三毛钱歌剧》1998年5月14日话
剧《官兵拿贼》1998年6月15日话剧《冲出强气流》1998年6月24日话剧剧本《沧海争流》1998年10月31
日越剧《荆钗记》1999年10月11日话剧《水下村庄》2000年1月4日话剧《生死场>座谈会2000年8月22日
话剧《日出》2000年8月23日话剧《原野》2000年9月1日晋剧剧本《深宅大院》2000年9月3日话剧《第
十七棵黑杨》2000年9月14日川剧《变脸》2000年9月15日话剧《抓壮丁》2000年9月17日周贻白诞辰100
周年纪念研讨会2000年9月19日蒲剧《土炕上的女人》2000年9月28日民间歌舞《好一朵茉莉花》2000
年9月29日话剧《虎踞钟山》2000年9月30日话剧《秦淮人家》2000年10月1日话剧《抓壮丁》2000年10
月2日话剧《“厄尔尼诺”报告》2000年lo月4日话剧《商鞅》2000年10月5日话剧《世纪彩虹》2000
年10月6日话剧《沧海争流》2000年10月7日话剧《脊梁》2000年10月8日话剧《洗礼》2000年10月9日话
剧《工人世家》2000年lo月10日话剧《父亲》2000年10月11日话剧《沧海争流》话剧《走向胜利》2000
年10月12日话剧《古井巷》话剧《生死场》2000年10月14日昆剧《花魁记》2000年10月18日齐飞戏曲剧
作研讨会曹禺戏剧奖·剧本奖评奖2000年10月25日音乐剧剧本《未来组合》  闽剧《灞陵伤别》2000
年10月26日蒲剧《土炕上的女人》2000年10月31日评剧剧本《琴笳赋》2000年11月4日舞剧《妈勒访天
边》2000年11月23日五音戏《腊八姐》2000年11月25日雁剧《香火》2000年11月27日豫剧《老子、儿子
、弦子》2000年12月1日眉户剧《祥林嫂》2000年12月3日晋剧《大院媳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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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剧日记》

章节摘录

与中国戏剧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何孝充飞南京，晚在南京军区礼堂看前线话剧团演出《虎踞钟山》。文
联党组书记高占祥也自广州绕道来看。看完后占祥表示定下这台戏，由中国文联邀请进京演出。编剧
邵钧林（该团团长）、嵇道青据江深原著改编，导演沈西平。题材为英雄传奇，写20世纪50年代刘伯
承将军在南京开办军事学院，将战争年代里许多立过战功的解放军高级将领组织起来接受培训，而聘
请包括许多国民党军队的被俘高级将领等专家为之授课，克服了重重人为困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实
现建军路线的战略大转移、迅速走上现代化道路所做出的业绩。这在当时自然有着超前意识，历史上
刘伯承曾经为此受到了高层的严厉批判，被指为军事教条主义。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人民解放
军已经在实现现代化装备与训练方面迈入新的历程，社会观念已变，目前又恰值革命英雄题材创作之
风方兴未艾，拈出这段历史插曲作为戏剧舞台的表现对象，编剧颇具只眼。此剧把握住了时代脉搏，
给人以历史厚重感，具备强烈的英雄主义精神而又处处以情动人。戏的情节编制很干净、很顺溜，观
看起来没有此类题材剧本常会给人造成的审美阻隔，在朴素平实中见真情，不意念化，生活气息浓厚
。作者很熟悉编剧法，许多场景处理得很好，戏剧冲突一个接着一个，常给观众以“发现”。我在看
前担心会被人物和语言的虚假引起反胃，看时却有数次感动得热泪盈眶。观看过程中观众掌声不断，
有时是因为喜剧情境的贴切，有时是因为人物性格的诙谐，有时是因为语言的睿智。舞台手法大体为
写实，创造出感人的戏剧力量。据剧团说，该剧在广州第五次中国戏剧节上演出，30余位评委一致投
赞成票；在部队演出、在上海文联组织为文化界人士的演出以及一般公演中，观众的反响都十分强烈
。这说明此戏雅俗共赏，立意与艺术性俱好。英雄传奇的戏能够写到这种程度，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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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原来是进行纯研究的戏剧学者，出版了一批专业著作。自从1997年年末调到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以
后，公务繁忙，无暇再从事完整的项目研究，但又不甘心停笔。无所适从之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写作
的捷径：在剧协任职，一年到头间隔不断的一项工作是看戏。好极了！我可以在剧评方面大展身手，
发挥我这方面的功底、思辨和逻辑特长。我暗自给自己规定了一条任务：坚持写观剧日记。虽然，我
不可能像莱辛那样，有时间有条件来从容进行专职写作，一年多就弄出一本完整的《汉堡剧评》，但
至少我可以学着做一些。于是就有一些文字写出来，后来在《剧本》月刊编辑的怂恿下还刊发了一些
。由于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完全从感觉和印象出发，不经修饰，也不需事先装潢门面，因而有一个
特点是“诚”，即它与我们经常看到的报刊评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完全讲真话，讲实话，有一是
一，有二是二，有话则讲，无话则止。因此，发表出来的一些文字收到比较大的社会反响，得到许多
支持者。当然，也有因此而刺伤了人、把人得罪得很深的。后来没过多长时间，我就决定不再继续发
表，因为我开始兼任《剧本》月刊的主编，再这样做就会有“走私”、兜售私货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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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品剧日记(1997-2004)》：思想与文化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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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一本的剧评我个人觉得不如第二册好，第二册内容更丰富，评论对于我个人而言更有建设性⋯
⋯有两个地方让我觉得很有趣，第一就是深圳粤剧团似乎是个藏得很深的土豪，书中提到粤剧不多，
深圳粤剧团占了大头，而近来又听闻其改编演出过的几个戏，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团体。第
二是对萧雅越剧《何文秀》传奇的一些评价，我是不赞同的，传统越剧剧目虽然在故事上显得幼稚、
缺乏文学性，但它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音乐性，因此，经典的唱段虽然不合逻辑，却是万万不能去
轻易删改的⋯⋯
2、剧协领导文章，人家就是不喜欢啦！
3、看着挺厉害的人，写写剧评竟然还不如天涯帖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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