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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望长安》

内容概要

（四幕话剧）
1956年首版的内容说明如下：
“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开会的时候，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在他的发言中介
绍了一个反革命大骗子的活动史。这个政治骗子从1951年起，四年当中跑过十几个城市，闯过十几个
重要机关，而且钻进了共产党内；不但冒充了战斗英雄，而且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窃踞了重要职位。
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事件，对我们是个极为辛辣的讽刺。
《西望长安》这个剧本写的就是这件大骗局和它被揭露的经过。在舞台上也正如在生活中一样，我们
每个人都应该从这个事件得到教训。
这个剧本曾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现经作者作了初步修正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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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望长安》

精彩短评

1、1很紧凑不松松垮垮的描写，都是在围绕虚伪和愚蠢，权威和故作忠厚，趋炎附势和转换面孔的部
分时代性格的描写。
2人名都好严肃，看到最后有点记不住了
3不想再看第二遍了虽然感觉没有理解精要的部分
2、台词很雷人阿,主旋律啊主旋律...
3、谁没有骗的时候
4、应制之作的悲哀。
5、最好能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排成话剧
6、看的是话剧。
7、忘记内容了
8、估计这种剧当年铁定不能上演，不知道葛优葛大爷演的咋样~
9、真相就是这么来的，如此讽刺的是，一直到今天这样的事儿还在不断的发生着
10、聪明绝顶,天妒英才。老舍这部剧本，与其说写的是反特，不如说是大大讽刺了当时的官僚主义作
风。虽然其中人物个性不那么有特色，但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11、完全为了听翟同学的课才读的，可他竟然....!!!
12、在十七年里，老舍最起码还是个真正的作家，其他那些人连作家都称不上
13、我看得是1979年的版本，还挺好玩的一个剧本。
14、这居然是老舍先生写的戏剧。
15、我真的很爱这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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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望长安》

精彩书评

1、很小的时候就在家里看过这本小书，而且扉页上写着先祖父于1964年的评语：“这是一本丑化革命
干部的毒书，不能让它流传下去！”最近葛优和煤矿文工团又把这出在当年明显“政治不正确”的话
剧搬上了舞台，在深圳公演的时候一票难求，家父花了1000多块去看了一场。老舍这部50年代的现实
讽刺剧在50年后的回归，让人生出了很多感慨。现在看起来，剧本文字和情节的大胆程度在1956年的
时候实在显得有些惊人，尤其是在最后一页，骗子被抓住后，几个干部互相的嘲讽：林：“...唉，马
主任、卜司长，还有我，都是用新社会的道德标准衡量了旧社会剩下的渣滓！”唐：“据我看哪，林
处长，你们恐怕是用了旧社会的思想感情处理了新社会的事情！”杨：“你说得对，老唐！得啦，三
天就破了案，我祝贺你的胜利！”（举杯）唐：“领导的胜利，咱们大家的胜利！可是美中不足，这
个小鸡尾酒会开的不很圆满！”
2、　　　　骗子栗晚成的幸福生活　　　　——话剧《西望长安》观后有感　　“栗晚成，我看行
。”　　这是葛优同志在开场报幕阶段坐在霍金式轮椅上令人记忆犹新的一句贫，一开口立刻被一群
后来被证明是我公安干警的mans in black斥下台去。　　刚好毕业，心绪不免干涸，心想葛优的热闹是
不得不凑的。知道是讲骗术，也知道并不高明，不过以“骗术的最高境界”为关键字用Google去搜一
下你会发现第一条是《今晚报》的一篇《骗术的最高境界是没有技术含量》。心想听起来比那些说什
么骗术的最高境界是诚实投入之类的要有趣。最近也正着量着如何能磨得开自己的惆怅，若是真不需
什么技术含量，境界的问题我自己倒是可以解决。　　依照习俗，从黄牛手里买票。不过买了这么多
年数这次的最风光，880大洋的VIP票只要了我150块，还不知黄牛翻了几倍利。手捧着大团大团的泡沫
走进中华剧场，我不断地提醒自己，谁也没骗谁啊，大家都是好人。　　很久很久没看过话剧了，若
不是有葛优这么个台柱这门艺术诞辰百年的今夕恐怕也只落得个风灭残烛的下场。葛先生站在话剧舞
台上自是会说自己话剧演员出身云云，观众看到的却是一脸儿忒熟的影视大腕，话剧演员去靠电影成
功名称影帝回过头来靠着一身电影名拉扯话剧的票房口口声声话剧演员，明眼人听了都不是味儿。若
真当能做成个赵本山把二人转拉扯成现在这样子自是无话可说，或许骗术的最高境界还真就是真诚。
　　言归正传，看了话剧的朋友都知道这一出被改编的多少有点过了，即便说与时俱进也有点过了。
想起来高中时候我们排演的同是老舍先生的《茶馆》，当然是要更胡闹，但事后我们知错了，没有机
会改而已。当背景音乐无数次地回放《谍中谍》和《Tunak Tunak Tun》的时候，当两个《Matrix》打
扮的男女十指代枪摆《史密斯夫妇》Pose的时候，当一群架着笔记本电脑的mans in balck自称是我公安
干警的时候，我却不好说他们错没错。话剧就是这样一种自由的艺术，甚至恶搞也是自由的，但想到
老舍先生和这话剧诞辰百年的名头，我就似乎有一种冲动想说一句：“严肃点儿，严肃点儿，这儿看
话剧呢！”我并不缺乏娱乐的精神，请相信我是好意。　　剧情并不复杂，因为骗子从一开始就是骗
子，受骗的人差不多一直都在受骗，主题是讽刺麻木不仁的官僚作风，虽然这种讽刺在结尾的形式化
恶搞中有些苍白无力，但我要说的，当然不是这些。　　栗晚成这人，很扯，扯了个弥天大谎一晃就
是十年。这里一不谈骗术二不谈官僚作风三不谈经济损失，单说这十年，栗晚成和其身边那些人的得
失，其实是很经得住推敲的。若说这个谎言能够继续下去，其结果无非是一个本不该得到幸福的人得
到了其本不该得到的幸福，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不过多了一个看得见摸得到的偶像去集体膜拜。任
何时代都缺乏偶像，特别是全民的那种，还要看得见摸得到，这在一个有着十几亿夹杂着数不清的狗
仔和职业绯闻制造者的人口的国家尤为难得。化名栗晚成的这个家伙，不过是选择了一个恰好讨巧的
名号去伪装，靠着把伪装的自己出卖给一些需要的人当作精神寄托换取物质上的富足罢了。　　造星
运动依然蓬勃，璀璨的却没有几个。或许中国真的要民主些了，因为全民偶像越来越不可能存在。而
流言蜚语、花边八卦每天却鸭子上架般在网页报刊闪现的第一瞬间夺人视线。联想起那个只有四大天
王的时代，驻南联盟大使馆几位被“不小心”炸掉的领事都要追谥为英雄，如今会买这种政治煽情帐
的人越来越少了吧。　　我是抱着学习如何骗自己的心理去看这出戏的，当然就这点来说是几乎是无
功而返。栗晚成不过是一敢吹敢擂还敢顺竿爬的手工艺人，当然刻章的确是门手艺。他骗了自己了么
？他有一个理由，有一个目标，单就此讲，不可以说他不是一个成功人士。到头来却还是很无奈地告
诉世人，自己这十年活得忒累，我还真就看不出来他这样一个并不高明的人还真能怔到相信自己的胡
编乱造。看到这儿，看到他被捕，我方开始佩服这个人了，这话说有各有各的追求，还真是能舍得一
身剐的。　　社会已经不同了，虽说还没到公安机关全部西装革履墨镜笔记本的程度，当然那是恶搞
，但如今这靠骗名吃待遇的越来越不可能了。事实上，这出话剧本是讽刺官僚作风的，骗子其次，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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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望长安》

么好吧，今天的历史不能重演也不是骗子本身没有与时俱进的原因，而是如今的官民都不及以往那般
纯朴得可爱了。人人心中一分利，已经容不下一个英雄一个偶像无限量地来骗吃骗喝了。　　照葛优
最后留下的一句再次被斥下台的经典对白来说就是：“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可不么，
话剧散场演员谢幕全体观众起立鼓掌的传统美德都殆尽了。我站了起来，身后一胖哥们儿拉我衣角要
我坐下，我瞟了他一眼，朝身后做了个全体起立的手势，然则是分明知道没人会起身的。确实不好带
了⋯⋯　　所以栗晚成，今儿个话剧都无人喝彩了，我看你也不行了吧。　　（2007.7.7 唐三废 家中 
初稿）
3、08.01.15晚8点，《西望长安》成都第三场演出继续“金沙国际剧场”！我与同事早早的17：10分即
离开公司，因为在前两天的检票工作经验告知，此时间从中西顺城街到金沙国际剧场，打的都难得打
到！我们一行四人，分兵四路，将体育场路的十字路口完全控制，各个击破，没料仍让停下来的寥寥
“的哥”给人家截去！郁闷！晃悠一会就到了17：50，大伙儿开始对成都的士抱怨不已，不得而已我
们前行100米来到 一公交站牌，唉！也苦于我们四人当中也就一人为四川的，也就一人知道到站点地
址，两人合力在公交站指示牌下足足是呆了5分钟，最后给我们得出以下结论：此站无到金沙国际剧
场的车！郁闷！在我们向前慢行之时，总算抓住一下车的的士，感激之情溢于言表！18：25我们总算
提前5分钟到达！此时大厅中已经有许多等待入场的观众，细听大伙儿的主题无不离开葛优的！更有
甚者在自己朋友圈里面忽悠起“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神州行，我看行！”等等！看来，广
大成都观众花钱买票，更多的不是因为这老舍，而是其中一角——骗子葛优！仿佛也因为这话剧而非
一般的演唱会，来场市民非常遵守交通规则，所以验票期间一路相安无事，也就不多提！进入金沙国
际剧场内，正好赶上节目开始，第一次看话剧的我，不懂那几个演员各推一样像门一样的玩意儿在舞
台上转来转去是何等韵味！唉，羞羞！几分钟的铺垫，主演葛优总算出场，他坐着一辆类似霍金用的
轮椅，开场一句“神州行”让在场观众大笑不以！介绍一下剧本《西望长安》（载自新浪网）：老舍
的《西望长安》描写的是五十年代的一个真骗子，骗身份，骗荣誉，骗飞机票，骗生活补助费，欺骗
组织，欺骗群众，骗了三年，最后，终于被抓起来了。 　　那时候的人民都特老实，特崇拜英雄，骗
子说什么他们信什么；　　那时候的干部都特厚道，特同情弱者，骗子要什么他们给什么。　　那时
候的骗子特难当，刻个图章，印个表格，打个长途，拍个电报，坐个飞机，难了去了，而且，一点技
术含量都没有。不像现在，出门走到桥头，好几个人主动上来跟你聊：刻章吗？办证吗？　　葛优在
这出戏里就扮演这个骗子。　　有这个骗子的时候，葛优还没出生，对那个年代的生活背景了解不深
，这是葛优的难度。但如果说葛优长得像骗子，也不算太冤枉他，老谋深算，含而不露，外表持重，
内心狡诈，所以，葛优演，我看行！　　作者——老 舍，一位大师级的文学家　　主演——葛 优，
一位现代人的偶像　　导演——娄乃鸣，一位当代的喜剧导演　　舞台美术设计——易立明，一位用
空间占有你灵魂的鬼才！真可惜，人生第一场话剧在同事的吆喝下，最终没看完就流产了！噢！不是
演出流产，而是我这群俗气的同事挡不住外边好吃的肉丸子，强拉着我离开！仅仅看了看开头的我，
也能想象的出葛优将会把这个片子扮演的何等活灵活现。葛优演，我看行！加几个链接，都是网友们
看完《西望长安》后的评论！骗子栗晚成的幸福生活 ：http://www.douban.com/review/1176841/早生五
十年的栗晚成：http://www.douban.com/review/1250199/50年后的回归
：http://www.douban.com/review/1134862/ 
4、语言苍白，剧情简单，寓意浅薄，唯有台上那几个门有一点点睛的意思，当然还有跳梁的葛优。
不过，和在开发区里请一些王八犊子吃饭相比，同样花千八银子，看这个还是值得。
5、今天周末，同事提议下班去捧葛优的场，在美琪。先到的Y买好了KFC，手机里报告门口黄牛多如
牛毛。可是等到18：50我们杀到的时候，形势就180度变了。警察无数，据说还抓了一头“牛”，门口
贴了告示，昨天第一场出现无数假票，躲在远处的黄牛，开价不俗，680降到300自称不能再低了。估
计牛票难求，我顺便带着DC去大厅里留影去了。左逛右转，听门口同事大叫自己，跑过去才晓得，
原来刚才与自己擦肩过去的是刘嘉玲，木知木觉，再找那个黑衣人，已经是检票进行中了，只看到梁
夫人的背影。据说同事是闻香奈尔识的梁夫人，你可以的。眼看着离19：30开场的时间越来越近，我
想葛优是越来越远了。19：15响起了入场铃，难道我注定和美琪是有缘的。第一次看“生意经”是单
位包场，第二次“王老虎抢亲”是陌生阿姨赠票，今天这第三次，只能说自己是莫名其妙的白看了一
场。上座率极高，几乎另我这个无票观众无座可坐，第一个座位不到十分钟就被主人认领掉了，横竖
横往前走，最后在11排24座安营扎寨，一开始拍了不少照片，直到旁边那个观众半途撤退时，遇到了
工作人员的告诫，反正也拍够本了，就差最后谢幕，那时应该可以东山再拍。言归正传，这是一部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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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望长安》

优的独角戏，若是换了别人主演，那势必大打折扣。老葛竭尽所能的逗大家，上海话“瓦特了”，“
天下无贼”里的台词接二连三，哼着“果汁分你一半”等流行歌曲，太多的现代成分充斥其中，完全
不是原著的味道了。故事讲了一个“骗子”栗晚成的发迹史，骗钱骗工作骗老婆也算不上什么新鲜，
但这出戏包装之后更象是一头四不象。在自己遇到过的话剧里，仅看整个故事，是够苍白的。要不是
有葛优主演，谁还会那么热情的捧场呢？舞台布置主要也就是7个铁框架来来往往，至于最引人关注
的道具，非那辆活跃残疾车莫属了。葛优有一半的时候是在舞台上“开车”，左右穿梭，只听后面观
众说，葛优练车一定花了功夫的。看来大家的感想出奇的一致。临近结束，后面又传来对话，说：“
你怎么困着了？”答：“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唉，整出戏的水准由此可见，难关观众不免要小煞一
下风景。当然还有“碟中谍”，音乐在比较低劣的音箱中摧残你的耳朵，三番四次的响起砸锅卖铁的
声音，万幸还好今天不是演唱会。最后的“办证”也让我想到了那个西塘墙壁上的号码，不知道“碟
中谍”为什么就是和“办证”有缘。对于骗子的骗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注，倒是不怎么挑明的“官
僚”，才是真正的主题。可惜在这一点上表演得效果既暧昧又模糊，你一不留神就可能错过了。不是
因为那个骗子有多高明，而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圈子里，他越来越以为自己是个“英雄”。从一开始诚
惶诚恐的谎言，到后来的“理直气壮”。那情形不就是一个“无票看戏的观众”的写照么。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舞台上有一个栗晚成，台下一个我。21：05早早结束，演员们把花抛下，现场又是一阵人
来疯。一个人乘上206回家的时候，收到没看成话剧的同事短消息：“我们在豆捞坊二楼等你。”唉，
看了戏，都忘了同事那里有以备不时之需的KFC可以充饥的了，这样的一顿“精神食粮”有点失望，
肚子忘了大唱特唱诸葛亮的空城计，都说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今天也许是遇到了一条鱼。还不如去豆
捞一哈。西望长安，今年看的第一场话剧。台上的戏不过如此，台下看戏的过程却跌宕起伏，充满了
戏剧性。生活就是这样一道题目，不可能或者可能
。http://www.blogcn.com/User3/welleschan/blog/54936708.html
6、没有葛优，《西望长安》肯定要歇菜。因为故事情节上，西望长安实在是太过单薄了。话剧能给
导演更多的空间，将原来的著作按照现代生活加以丰满。导演也确实是加入了很多现代元素，甚至老
葛都豁出去唱歌跳舞，还是无法让我感到满意。谈谈感受啊：1、故事太单薄；哪怕导演用了心，且
挺有诚意，但还是无法扩充内涵。2、其实葛优的角色可替代的人物挺多：陈佩斯、潘长江等等，一
个丑角还是好找的；3、看完之后，我在考虑，为什么葛优会接这个戏？人家那是大牌，可不会随便
接戏的啊！一方面，葛优这样的老戏骨一直是有话剧情结的；一方面，适合他的角色应该是小人物、
丑角等，夜宴中他的国王形象确实是让人莞尔。这个角色似乎是比较适合他的。可有了葛优，那又怎
样？票房多了，笑声多了；但我从剧院出来，还是禁不住失望.......
7、最初知道老舍有这么一部《西望长安》，因葛优来锡演此剧炒得热闹。老舍的剧作，熟悉的只有
经典的《茶馆》，遗憾的是不在京城，无缘亲临现场欣赏，只由电视看过几回，每回也止片段，郑榕
、于是之之后，《茶馆》恐怕也已出不来那个味了。唯一的看话剧经历，还是九五年去北京时在北京
人艺看的《北京大爷》，至今仍十分迷恋剧场观众区灯光熄灭后的感觉，完全不是电视可以比拟的。
葛优领衔的这出，票价亦昂，也就没凑这个热闹。日前有网友网上开帖售书，居然见《西望长安》五
六年的单行本，遂买来一睹为快。《西望长安》是老舍根据五十年代初一个大骗子的真人真事改编创
作的五幕话剧，让我吃惊的是老舍居然能在那个年代写这样一个在“政治”上比较敏感的题材。剧终
狄仁杰般的唐石青说：“领导的胜利，咱们大家的胜利！可是美中不足，这个小鸡尾酒会开得不很圆
满！”全剧便戛然而止，这句意味深长的台词，怎么听都不象是正面的胜利宣言。栗晚成这个只想“
骗点好吃好喝”的混混，凭着漏洞百出的说辞，居然能一骗好几年，骗到了地位、待遇，成为了偶像
，甚至骗到了老婆。可惜的是栗晚成早生了五十年，若在当下，完全不必这么费尽心思扮英雄，如今
的“骗”已摇身变作“绯闻”或者“八卦”，成为全民集体群氓式的狂欢，骗的人心安理得，被骗的
也安之若素。娱乐时代，谁都不必为自己的怪叫负责，只要开心，一切都无所谓。《西望长安》明着
是批官僚主义，我却被老舍借栗晚成的口说的那句台词震撼：“爬的越高，享受越好！”这是那个时
代的写照，放眼五十年后，乃至以后若干年，在吾国仍然是颠扑不破的标注。《西望长安》，恐怕不
是仅仅因为故事发生地在西安，我却想到这句——“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2007/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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