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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艺术人生（上下）》

前言

房子同志是我省著名剧作家，曾担任杭州话剧团和浙江话剧团团长，以及浙江电影制片厂厂长，对我
省的戏剧电影事业做过不少贡献。他今年八十高龄，晚年与疾病作了顽强的斗争。最近他拄着拐杖来
到我家，要求我为他的作品集写序言。我见这位与我同龄的令人尊敬的老朋友康复之后对戏剧创作事
业还是这么执着，对朋友这么诚恳，深受感动。    房子同志曾是一个思想早熟，才华横溢的进步青年
，一位激情澎湃的革命者。他十五岁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杭州建国中学勒令退学，接着他又参加当时更
为进步的上海戏剧学校，成为上海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并以他的诗歌和戏剧活动宣传革命思想；
建国之前，只有十六、七岁的他就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行军千里，深入福建农村，学会
闽北话，发动群众搞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他曾守卫祖国海疆。用他擅长的诗歌和戏剧表演鼓励守岛
战士。革命斗争环境促使一个青少年早熟和发挥最大能量，并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历和社会经历，房
子就是这样的青年人。    五十多年前他复员进了杭州市文化局，依然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激情和战斗力
。在奉命扩建杭州话剧团后，紧密配合形势突击创作了街头剧《不要随地吐痰》。1958年，这个街头
剧和越剧小戏《关不住的姑娘》、《一日千里》一起在北京天安门前等地演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敬爱的周总理观看了演出，《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要创作更多短小的文艺作品》，社论把这个街
头剧比作抗战时《放下你的鞭子》和《兄妹开荒》，这是浙江戏剧在1956年演《十五贯》之后在首都
北京引起的第二次轰动。周总理和《人民日报》提倡之后，全国顿时掀起了创作演出街头剧《不要随
地吐痰》之类小戏的高潮，推动文艺进一步与人民生活紧密结合。    房子同志是一位非常关心现实生
活的剧作家，他始终与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共呼吸。他为了及时反映先进人物和先进单位事迹，深入
工厂农村，沤心沥血地创作了反映解放前夕“5，20”学生运动的《霜天红叶》和解放后农村生活的方
言话剧《岁岁重阳》，以及《将军与第二代》等作品。特别是他在1978年至1979年，以建设宁波北仑
港为题材的大型话剧《飞吧，鸽子》，集中体现了他思想和艺术的高度。    《飞吧，鸽子》反映了“
文革”结束之后，党与少数思想僵化，仍然坚持极左路线，继续伤害知识分子，埋没人材的干部的尖
锐交锋。剧中人物关系设置合理，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曲折，层层推进，引人关注，语言精彩，抒情
处淋漓酣畅，信鸽情节构思巧妙且富有诗意。这个优秀话剧产生于33年前，它来自生活的第一线，建
设的第一线，它敏感而及时地向人们提出了当时应该关切的大问题，因此该剧受到了中国青年艺术剧
院和浙江省戏剧界的重视，戏演出后在全国产生很好的影响。这个剧本今天读来仍能发人深思，足见
优秀的文艺作品可以影响深远。    房子还有一个创作黄金时期，是在浙话与顾天高、童汀苗的三人结
合。当时这三位剧团领导兼编剧志同道合且年富力强，他们及时配合形势写了不少好戏，如《高山下
的花环》（改编）、《第十一块浮雕》、《日蚀》、《太阳神的后代》等，当时厅里抓创作的陆再炎
同志和我也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戏都推上去演了。而且一个反映与高层不正之风斗争的《日蚀》还获
得了第五届全国优秀创作奖。    他还创作了好几部电影，如《西子姑娘》以及与童汀苗合作的《流亡
大学》等。他在任浙江电影制片厂厂长期间，成功地抓出了优秀故事片《假女真情》，荣获首届华表
奖，且慧眼识人材，大胆起用从未拍过电影的奚美娟，她演此片得了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    回
顾上面这些成绩。我为房子同志感到欣慰。当然也有为他感到惋惜的地方，如有的优秀剧作因受人为
的干扰不能上演，接连的政治运动耽误了宝贵的时间等。更为严重的是，晚年三次重病使他无法工作
，陷在长期与病魔作斗争的极度艰难处境中。但房子同志很达观，很顽强，他把这些遗憾都看淡了。
我也为他感到高兴。因为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人不可能终处在象牙塔之
中。况且，房子同志与疾病作斗争的精神和经历本身，是鼓励人们不畏死神、不畏困难的很好教材。 
  我祝愿房子同志今后活得更健康，更乐观，更长寿，还能为人们写出美好的文字来1    2012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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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艺术人生（上下）》

内容概要

房子所著的《我的艺术人生——戏剧文化之旅(上下)》内容简介：年岁有加，并非垂老。理想丢弃，
方堕暮年。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颓废必致灵魂。忧烦，惶恐，丧失自信，定使心灵
扭曲，意气如灰。无论年届花甲，拟或二八芳龄，心中皆有生命之欢乐，奇迹之诱惑，孩童般夭真久
盛不衰。人人心中皆有一台天线，只要你从天上人间接受美好、希望、欢乐、勇气和力量的信号，你
就青春永驻，风华常存。一旦天线下降，锐气便被冰雪覆盖，玩世不恭、自暴自弃油然而生，即使年
方二十，实已垂垂老矣；然则只要竖起天线，捕捉乐观信号，你就有望在八十高龄告别尘寰时仍觉年
轻。《我的艺术人生——戏剧文化之旅(上下)》是作者在晚年对自己艺术人生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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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艺术人生（上下）》

作者简介

房子，男，1932年5月出生，浙江德清人。中共党员。原名房天骐、翼之。1947年考入上海实验戏剧学
校（上海戏剧学院前身），表演系本科毕业。1949年1月去中共华中九分区地委文工团任演员。1949年
三月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28军文工团任演员、导演。在部队曾因渡江、南进、土改、海防备战、创作
等任务中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五次。历任杭州话剧团副团长、浙江话剧团副团长、常务副团长、
浙江电影制片厂厂长等。国家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
家协会会员、浙江戏剧家协会名誉理事、浙江电影家协会名誉理事。《中华人物辞海》特邀顾问、编
委。建军八十周年《军之英才》荣誉编委。    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街头剧《不要随地吐痰》发表在
《人民日报》并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著有话剧《飞吧，鸽子！》荣获1 980年浙江优秀创作奖，1980
年省剧协优秀创作奖。《将军与第二代》、合作《第十一块浮雕》获省1985年二届戏剧节荣誉奖。《
日蚀》（合作）获全国第五届优秀剧本奖、1989年省四届戏剧节剧本一等奖、《太阳神的后代》（合
作）1991年获省现代戏调演剧本一等奖。电影有《献给失败者的歌》、《西子姑娘》（由长春电影制
片厂拍摄）、《流亡大学》（合作，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电视剧《风流两代人》（四集）（由
中央电视台播出）。1992年去美国旧金山南海有限公司领取“金猴奖”荣誉奖，并在纽约、华盛顿、
洛杉矶等地考察访问。1996年参编出版有《浙江省电影志》（编委）1994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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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艺术人生（上下）》

书籍目录

上册  封面题字贺敬之  书法题字  序钱法成  《我在洪流中》（八十自述）房子  挣脱“羁绊”的人生记
录——为房子出版《我的艺术人生——戏剧文化之旅》而作天高  《飞吧，鸽子！》序  在沉思中深读
《飞吧鸽子》余林  挚友苗戈  一 领导的关怀  二 舞台与银幕  三 三剑客  四 生活与交流  五 多次受奖  六 
难忘亲人  七 依依同学  八 战友之情  九 与病魔搏斗  十 东西方之旅下册  不要随地吐痰街头剧  霜天红叶
八场话剧  飞吧，鸽子  四幕六场话剧  附  后记  将军与第二代  四幕话剧  附沉郁之情，悲慨之歌  第十一
块浮雕十五场话剧  附视角·结构·戏剧冲突  日蚀大型多场次话剧  太阳神的后代  大型现代话剧  西子
姑娘  电影文学剧本  流亡大学  电影文学剧本  风流两代人  四集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  年谱  获奖一览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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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艺术人生（上下）》

章节摘录

挣脱“羁绊”的人生记录——为房子出版《我的艺术人生——戏剧文化之旅》而作    天高    房子是我
的大师兄，横滨桥畔是我们共同立志从艺，迈进“话剧家园”的地方。虽然我们俩在校的时间不同，
但“失之交臂”并不能改变因师出同门而带来的“审美情趣与艺术追求”的“近亲效应”。“上海剧
专”毕竟是一个“学术探索气氛浓厚，艺术大师典范高树”的地方，从基因传承的角度来看，我们的
许多“共同语言”和历史回忆都离不开这个根基的营养。    房子是我的老同事，称“老”并不仅仅是
因为我们都已到了古稀之年，样样事情都可以“倚老卖老”，而是因为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他在
杭州话剧团当团长，我在浙江话剧团当演员时就有同行间的交往，“文革”期间两团合并，接触就更
多了，直到共进改革开放后的浙话领导班子，共同创作剧本，甚至连我们两家住的屋子也就在楼上楼
下⋯⋯这样的“同事”实在是“老”得太知根知底了！    但是，我和房子之间真正的称呼应该是“合
伙人”，因为在房子最关键的“人生岁月”和最繁忙的“创作季节”里，我们都是“合作者”，既是
艺术创作的“合作”，更是开拓浙江话剧事业的“合作”，那个时期，我们（包括童汀苗、高文达）
天天在一起争论、研究、探索、策划⋯⋯简直到了“亲密无间”、“形影不离”的程度。正因为有这
种“特殊的历史关系”，得悉房子要出书就自然想到要写篇东西，回忆一下当年“美好的往事”，说
说心里话，并表示对他真诚的祝贺！    （一）    也许是年龄的关系，我的记忆力正在日渐衰退，但是
，我发现“记忆”也是可以被唤醒的，最近，我在海南岛“避寒”，从邮箱中收到房子发来的新书目
录后，他的一个个剧作便清晰地在我的脑海里重新展现画面。我发现，他的作品都以强烈的时代信息
和社会忧息为特色，没有人为地制造戏剧矛盾，没有虚假地故意编织情节，而是从生活的日常涓流中
寻找潜藏在底层的“漩涡”，从时代的发展变化中挖掘出不同层面的“人物”在观念、审美、思维方
式、生活追求、爱情表达⋯⋯等各方面的差距、代沟和冲撞。他的作品善于通过性格化的语言和行为
来完善形象塑造，很有话剧的魅力，是浙江话剧剧本创作中一个特别有时代感的突出高地！    他的第
一个作品是58年到北京汇报演出的街头剧《不要随地吐痰》，戏虽小，影响不小，“人民日报”发表
了社论，刊登了剧本。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全体演出人员，一件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却照射出时
代的精神巨变。特别是“四人帮”粉碎后，他通过自己的作品强烈地放射出对新的时代，美好未来的
“战斗”渴望，《飞吧，鸽子》哇哇坠地便在北京、杭州两地开花，因为这只“鸽子”带来了春天的
消息，带来了人们对建设“东方大港”所意味的伟大祖国必定会强大起来的坚定信念！    随后，房子
又一个接着一个地写了《将军与第二代》、《第十一块浮雕》（与人合作）以及我们三人一起合作的
三个剧本《日蚀》、《太阳神的后代》和《高山下的花环》，这个时期是房子创作的“高峰期”，勤
奋刻苦，激情拼发，艺术思维非常活跃，作品的成活率高，还从这些作品中折射出中国社会飞速发展
的历史印迹，他就像一位忠于职守的交通警察，为车辆的行驰安全，风雨无阻地竖守在十字路口⋯⋯ 
  思想敏捷，足智多谋，敢为人先，开拓创新⋯⋯这些形容词虽然不是改革开放时期才有的，但具有
这样素质的“人才”，当时必定受到大家的欢迎，记得80年代初，浙江话剧团重新组建领导班子时，
省文化厅有关领导曾征询过我的意见：你当一把手，班子的事听听你的意见，童汀苗没有问题吧？你
们都是老浙话的。房子怎么样？他又能写，又能导，还当过杭话的团长，能配合得好吗？“没有问题
，我们都是“上戏”出来的。”我知道，找个“志同道合”的不容易。于是，他的加盟使“浙话”变
成了非常显眼的“编剧内阁”。尤其因为新班子组成之后，思路一致，猛抓创作“东拼西杀”，新戏
一个接着一个登台亮相，成人剧、儿童剧、课本剧、木偶剧四面开花，话剧走出低谷，观众重返剧场
，经济状况也发生了变化，人们称我们为“三剑客”不无道理。其中，房子是一根重要的梁柱。他进
入新班子之后，状态非常积极，从总体布局到开拓创业他样样都能，从行政管理到业务提高，他件件
都干，思路活、点子多、能力强。就白手起家成立电视剧部一项工作，由他和唐智群两人负责定方案
、拉赞助、借器材、选课题、立项目、编剧本、请演员，直到建立管理制度、搞成本核算，定拍摄计
划、做分配方案、市场推销⋯⋯井井有条地一步一步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竟然连着拍摄了“
黑天仙子”、“山乡童歌”、“江南药王”、”P，R小姐”，”风流两代人”等好几部片子，在省属
艺术团体中被视为成功的“开拓者”！现在，再来回顾这段“历史”，对于房子来说特别有价值，它
是后来调任浙江电影制片厂厂长的一次预备役训练，也是艺术专业“华丽转身”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像房子那样善于抓题材，能敏感地发现社会热点，并且能把这些“发现”转化成艺术品，呈现在舞
台或屏幕上的，就是现代社会中最令人着迷和钦佩的“传媒制作人”，房子确实具备这一方面的“特
殊才能”，所以，理所当然地进入了这个领域的重要岗位，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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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艺术人生（上下）》

”，是幸福人生的驾驭者，但是，他在这条道路上的耕耘过程并不平坦，他遇到的曲折和精神束缚是
长期而沉重的，就像一位负重运动员，走过了许多沼泽、沙漠和泥泞，等他找到真正的湖泊时已经筋
疲力尽⋯⋯    （二）    人生有许多偶然性，要看准环境条件，抓住时代机遇，找到充分展现自己才华
的平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房子从青年时代就勇于挑战“平庸”，去寻找新的人生目标，从小
德清奔向大上海，从戏剧学府又参军上了前线，终于由一个热血青年变成了满怀壮志的战士，在一九
四九年前后中国历史的十字路口，他选择了“红色”；战争结束后，在工作和事业的选择中他选择了
“艺术”。当时，新的建设时期，文艺也需要创业，他当过演员、做过导演、编过剧本，担任过剧团
领导⋯⋯但是，最能展露“才华”的岗位，就是“写戏人”。    “写戏”尤其是写话剧和影视，实际
上是一项非常严肃、崇高、神圣而繁重的工作，“写戏人”必须具备热爱生活、充满激情、关心社会
、洞察人生、分析矛盾和开拓思辩的能力，还要能广交朋友，善解人意，深入到生活的底层，把人生
的悲、喜、苦、乐用文字和情感笔下生花地表达出来，引发观众对人生的感悟和哲理的思考。    我们
称这样的职业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P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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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的艺术人生》付印了，这对于一个八十老人来讲，是件喜事。有人说我是“属猫”的，有九条命
，“九死一生”。我被死神召唤过多次，但现在还是健康地活着。我的一生是拼搏的一生：和“左”
的路线拼搏，和死神拼搏。回顾以往，心情依然舒畅。去年省剧协为八十岁的老会员祝寿，黄先钢主
席说，我们要给后人留下一点东西。现在见行动，正好半年。谢谢剧协的同志们，没有他们的提醒，
这本书出不来。    有人说，人生像是一部长篇小说，但我的一生更像是一出剧情波澜起伏的大型多场
次话剧。回顾全部人生，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因为我是幸运的，虽然经历了战乱和“文革”这样的
动荡年代，但是幼年时父母的宠爱，童年时艺术细胞的萌生，青年时对爱情的追求，壮年时奋斗的激
情，中年时成功的喜悦，老年时晚辈的敬重，还有大批战友互相呵护。这一切美好我都享受到了，当
我快要走到人生的暮年时，重新审视我过去所写的剧本，当年想追求的生活真谛和想表达的思想虽然
激越，但现在看来却更加清晰，那就是对真、善、美的追求。    我十分怀念“三剑客”的年代，童汀
苗、顾高天和我，应该说我们三人从意念、审美情趣，甚至语言都是那么的接近，因此在这次选剧本
时，我一定要把《第十一块浮雕》、《日蚀》、《太阳神的后代》选进去，这是我们合作的精品，也
是我的黄金时代。    我感谢贺敬之老师，他是我到解放区以后所崇拜的第一位剧作家、诗人，在耄耋
之年为我题了书名。    感谢钱法成同志，带着眼疾为我写序，感情真挚文诚意切，他是我的好领导又
是我亲密的文友。    同时也要感谢我的同龄人余林，勾起了三十年前和我一起合作过的导演王显廷和
众多演员的难忘之情。    我还要向在天之灵的周桓、于冠西等前辈们致敬，他们是我创作的引路人。  
 我不想为自己树碑立传，只是想从我创作的剧本中，以及我这篇《我在洪流中》（八十自述）的片言
只语里，留下一点真与善，摒弃一些丑与恶⋯⋯    2012年3月于杭州滨江彩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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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的艺术人生——戏剧文化之旅(上下)》的作者房子是著名剧作家，曾担任杭州话剧团和浙江话剧
团团长，以及浙江电影制片厂厂长，对戏剧电影事业做过不少贡献。本书是作者艺术人生的真实记录
，并收录作者的艺术创作：话剧、影视剧等剧本，全面记录和反映作者一生的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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