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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有戏》

内容概要

本书所选的都是与戏曲有关的文章，是汪曾祺在做北京市京剧团编剧时，二十多年来与戏曲打交道的
见闻与思考，每一篇的篇幅虽然短小，但是每一篇都透着理性、睿智和从容。
内容涵盖“样板戏”的谈往、名人轶事、戏曲与文学的关系、习剧札记等等，这些谈戏文章同他的游
记、民俗类散文一样，无不潇洒有致，颇有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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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京派小说的传人，被誉为“抒情
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代表作
有《受戒》《大淖记事》《草木春秋》《故乡的食物》《说戏》《汪曾祺文集》《汪曾祺全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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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1.如果没有文革，现在的中国是不是不会这么乱？2.真喜欢汪老先生。3.书中有很多内容是重复的
，不过可以理解。4.读完的汪老先生的第一本书，很多专业的戏剧知识还是跳过了，非常向往联大那
时的大学生活。5.赞叹书中“马·谭·张·裘·赵”，非常感动。6.好好看书，这学期第一本书[LLC
你真的很烦！！]
2、我倒觉得很有意思，要是书能配上一张唱片就太完美了
3、京戏的外行人也就看看热闹了，不过文字很喜欢，还有那些用平淡的口吻叙述那些文革时期的故
事。不过书编的不好，很多重复内容，而且没有连贯性
4、我喜欢的文风 简单朴实却又意味深长
5、读全集的意义在于看见类似编书就会冒一句，看过诶。
6、     对于外行人来说，看热闹就是要看了收获一个心情，不能说看了就对这一行了解了！此书重复
的内容太多了，而涉及的戏曲就那几个，相对来说内容不够丰富，显得很单薄，而太多的反复，观点
没有什么更新，就反衬出内容的苍白了。这书看看，作为对戏曲的初步了解，有点概念就好。而汪老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担忧，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用心了。这也是未辜负给他的评价“人文作家”。
7、提到老舍先生在枕边放诗词，我也可以学习。以了我想读却苦于没时间读书的遗憾。
8、选的文章还是有些杂，不过对江青的描绘还是挺见微知著的。
9、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10、最让我记忆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对生活一定要怀抱热情
11、不是文学体裁，美得怦然心动处较少，但能看到实质性的更多东西；看得很快，不费神；像看完
《打渔杀家》一样，又爱上传统戏曲，有了深刻认识；看戏除了审美一招一式，剧本，人物，还可以
看见民族心理的病灶，引起反思；名优才人，老派名角，真的做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日
常生活细节高雅得之于其奇崛的艺术修养；越是有真功夫，越是兢兢业业，下足了功夫，琢磨透彻，
毫不含糊；无争无妒，与人为善，生命扑在了自己热爱的事业上；这么多令人打心底里尊敬的好人，
还是经历了文革，心里不舒服，像是珍视的宝贝被糟蹋，让人不忍；但从侧面又加深了对他们的认识
，更加喜爱；可以学习老舍在枕边总放那么几本诗词，睡前看看，我虽不是为了写作，但可以此克服
许久以来想读却拖延的毛病；汪曾祺小说中的积极是有缘由的，沈从文也告诫他要始终热爱生活。
12、文字细腻暖心，之前刚看完卢思浩的鸡汤文，读老先生的书真是一种享受！ 读到裘盛戎，内心受
到极大震撼！那一大滴眼泪还有病中的录音.....这么优秀的人还在使劲努力，而我还在做什么？到后面
有些文章，有些看不懂。专业名词太多。11月4日读完。
13、每天中午抽出时间读，终于读完了 后半部比较精彩 最喜欢四状士部分的描写，激起了看戏曲的兴
趣，打开一扇大门，最先想关注的是川剧。
14、戏如人生，人生如戏
15、文人去了北京京剧院当编剧，看起来ms都是文艺圈，其实反差不小，角色满独特的。当然 汪曾祺
自己没这么说 他没太写自己感受;而是以爱戏人的角度写演戏人的故事，主要是行当流派剧目等的传
承演变，大腕儿们的拿手绝活和各种故事，绘声绘色很好玩，我最喜欢的是写传统戏的几篇，从小处
写开去，说戏浅显但很透、毫不故弄玄虚，冲淡从容。
文章有些回忆录性质、却都是零篇、并无体系，所以颇多絮叨，特别是回忆样板戏及江青，真是翻来
覆去XD；不过ms还挺客观，难得。但是——汪曾祺说自己不知道议大礼 我怎么想都不敢信。。。
16、万万没想到老爷子觉得范进中举的剧本只能算游戏之作啊
17、一如既往地喜欢。但是好多重复。
18、提着影戏人儿上场 好歹别戳破这层纸儿
19、乱七八糟的汪曾祺选集太多，这一本主要辑的是汪老关于戏曲方面的文章。有些篇章涉及到戏曲
知识，读不明白。重复的篇幅较多。印象深的，提到陶重华倾慕张充和，客死台北街头嘱咐人将遗诗
交给了她。也说到样板戏，江青直接领导，脱离实际、胡编乱造、集体写作、三结合。说到江青架子
大，“老子”不断。我果然更喜欢看八卦。
20、重复多了些，文笔舒缓温和
21、选题大多与京剧有关，再加汪老的随和的文风，增加了不少的见识。
22、重复的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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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还是有些意思的 汪曾祺写的都不觉得枯燥 单讲一部戏和由来尤其是特殊时期的文字都有些严肃 
24、像是很多不同场合和时期文章的合集，有一些重复的内容。关于戏曲剧本创作的内容比较专业，
作为外行人就当看个热闹了~比较喜欢看关于伶人以及京剧个例的那些部分~
25、汪老确实赤子之心! 可是编辑能不能有点取舍，太多重复段落。
26、强烈建议对戏曲略知一二的再去看这书，基本不懂的我看得有点吃力，尤其是有大量汪老个人对
各种戏曲的分析，看得云里雾里。
27、都是戏曲相关的内容，由于对这方面一窍不通，理解力变低了不少，不过他能把我完全不了解的
东西写得如此通俗好读，也是不容易。汪曾祺给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包括“作家的口味应该杂一
点，什么都可以看一看，尝一尝”。
28、算是京剧艺术的科普文。写得简明易懂，汪老对京戏和那些“角”是有深刻的认知和真感情的，
加上文字的功力，这书里的文章随便拿一篇都能打五星，就是很多篇的内容重复得厉害，扣掉一星。
29、干干净净的句子
30、倒不是说汪老这本写的不好，只是不太对我胃口，为何不对胃口，主要还是兴趣不在这里罢了。
也许过个几年，经历多了，再看这本书可能又会是别样的体验了，谁知道呢。这回就暂时先搁这里吧
。
31、戏曲方面我不是很懂。但汪曾祺老先生的文字真的温暖人心。
32、虽然从小神烦各类戏曲⋯扬剧京剧越剧 不过看老人家娓娓道来还是蛮有趣的 摆事实讲道理 不以
人废言
33、汪曾祺的文字总是那么熨贴舒服，读不厌，感觉才过没多久半本就翻过去了。以往对戏曲没什么
兴趣，哪怕在理论上明白中国戏曲有极高的文化价值，但还是嫌咿咿呀呀的太吵吵嚷嚷了，读了此书
后竟然想着下次爷爷再第n遍看《玉堂春》的时候留在边上陪他一起看完。回想起来从小到大学校的
艺术节都有曲艺比赛，但永远是最冷门的项目，不知道现在是有没有这个项目，不知道这些戏曲究竟
还能传承多久。
34、奉劝那些对戏曲（特别是京剧）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的读者 读此书前要恶补下 看下 四进士 和 玉
堂春 大概了解下样板戏 如果做不到 硬着头皮看 大约只会浪费时间

对京剧唱词和唱腔的评述 汪先生还是很有见地 对京剧存亡 也是符合现实走向的 他说的要进博物馆 恐
怕是已经做了的（音配像）对样板戏 他讲了些一手资料和一些看法 稍减我对其（包括毛诗）的厌恶
而已
35、文章都是小短篇，记录的内容都是曾经过往的回忆。但是不同的短篇，有很多内容引用的完全一
样（同样内容，最多的引用了三遍），这一点缺憾实在是不该。
36、蛮有意思，能让我一个不懂戏的人看完
37、太多重复
38、為什麼那麼多重複的地方。。
39、谈戏，谈人，散淡温和的文字。前后重复的内容有些多。
40、最喜欢这个老爷爷
41、买了汪老那么多乱七八糟的选本，一团污糟中不得不夸一下这本，徐城北的序好，娓娓道来，不
温不火，汪老的文字不用提，重要的是用纸极讲究，相当良心，雪白干净，手掌摩挲的那种温润感爱
不释手，夜深临睡，一盏台灯，读这些清新可喜的文字，实为莫大享受
42、对京剧、戏剧、戏曲文化有考究的文艺青年推荐一看 很文艺的作品 偏艺术美学化
43、原来样板戏里也有汪的作品，好厉害的
44、推荐给爱戏 写戏的人 普通路人只是觉得很多创作理念是对的 但不懂戏啊
45、汪曾祺真写得很棒，像我这种不太懂京剧的人都能饶有兴趣的读下去。令人敬佩的一位老人，强
调的文风是：对生活一定要怀抱热情。书后面的内容有些重复，所以减掉一星
46、虽然看到有关戏曲专业篇目的时候会懵，但还是推荐这本书，尤其是推荐年轻人来读，另外，就
是书中重复的地方有些多。
47、对戏曲有了更多的了解。还因此去找了汪老推荐的几出戏，需要静下来听一听。
48、选的不好，翻篇儿就是重复的，多不好意思！但文章当然写的还是很好，胸无城府，一派天真，
胸怀美好。把我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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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汪老的文字可读性特别高，即使从来不看戏曲，也不妨事。
50、是什么样的人生观可以让人生活的有滋有味，好奇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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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我出生在81年，自然没有赶上样板戏风风火火的年代，但是样板戏的唱段还是会唱一点儿，比
如《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还是会唱一点儿。所以才会对汪曾祺先生写的“关于‘
样板戏’”。　　“关于‘样板戏’”这篇文章被收录在了《人间有戏》之中。汪曾祺先生曾经写过
几部样板戏，比如《沙家浜》、《杜鹃山》等等，在这篇文章中，汪先生首先便对一种说法提出了自
己的看法。之前，无论从网络上了解，还是从父母的了解里都知道，样板戏跟文革有联系，是江青主
抓的项目。文革后关于样板戏有一种说法，就是江青与样板戏没有什么关系。汪先生的这篇文章也是
以此开题的。样板戏是在文革中所产生的一种文艺形式，文革结束了，样板戏的热潮也逐渐消退了。
样板戏的前身是现代京剧，我记得家里的集邮册里还有《奇袭白虎团》、《海港》、《红灯记》等样
板戏的邮票，喜欢《红灯记》的那段“每个人都有颗红亮的心”。　　汪先生在阐述完江青与样板戏
的关系后，便进一步阐述了样板戏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文革时期的很多东西大概都是一分为二的去
看待对与错，样板戏在我看来就是树立了很多英雄形象，还有很多传奇的故事。从样板戏里知道了杨
子荣，知道了李铁梅，知道了阿庆嫂；也从样板戏里知道了吴琼花、喜儿的故事。样板戏是“革命现
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虽然不了解样板戏的构成，但我还是蛮喜欢这些特殊背景下的特殊
戏剧。　　文革时期的样板戏已经成为了中国现代京剧的代表，否则中国京剧都是传统的各种唱段。
样板戏兴起于文革，结束于文革。汪先生参与过样板戏的过程，对于样板戏十分了解。在文章中，汪
先生除了介绍样板戏之外，对于样板戏也有自己的态度。　　没个艺术表现形式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
，虽然是那个扭曲年代下的产物，但不得不认同在那个时代下对于国人心理的影响与地位。直到现在
，我的父辈们还在回忆着那些样板戏的经典唱段，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还活跃在舞台上。
　　样板戏对于中国戏曲史的地位就好像汪先生说的那样，“不提它，是不行的。中国现代戏曲史这
十年不能是一页白纸。”
2、汪曾祺在年少时期就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据汪老回忆，如果没有早年乡间听戏、唱戏的熏陶
，是无法在《大淖记事》等作品中对人物形象有栩栩如生地刻画。这些难得的经历也为其一生的文艺
创作奠定了基础。从北京文联到北京市京剧团，汪老从来没有远离过戏剧创作。正是由于改编完成了
《范进中举》，才使他得以最终摘掉“右派”的帽子，重新回到戏曲编剧的工作岗位上；在特殊的时
代，他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几次三篇地修改完善《芦荡火种》这部戏，也最终为后人奉献了一部不
朽的样板戏——《沙家浜》，在样板戏盛行的年代里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跟随汪老的文字，再来回顾
这段历史，心中总有说不出的苦楚。诚然，文革十年对戏曲艺术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在汪老看
来，“样板戏”同样有可资借鉴的地方：对唱腔、语言、音乐、服饰等细节的苛求，恰恰对形成细致
严谨的艺术作风有重要意义。汪老一直致力于将戏曲和小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即“把京剧变成
一种现代艺术，可以和现代文学作品放在一起”。这种尝试本身具有开创性。在汪老看来，小说写作
和戏剧创作完全可以产生互文效果，是相得益彰的两种艺术表现形式。但就文学创作本身而言，二者
又具有相通之处，比如都会利用和制造“矛盾冲突”。只不过汪老那里，“中国戏剧从整体上看，当
然是有冲突的，但是各场并不都有冲突”，这也许是汪老作为作家身份不同于一般戏剧创作者的特别
之处。传统角度总是过于拔高“唱念做打”在戏剧彰显艺术性中的作用，而往往容易忽视戏剧的“文
学性”。对此，汪老一直试图用自己的努力改变这种传统的理念。戏剧的形式美固然重要，但如若忽
视了内涵美，则缺乏戏剧作为文艺载体的张力，就会失去生命力。正是基于这种全新的戏剧观，才会
诞生诸如“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这样的经典唱词。只有怀着对戏剧
的由衷敬意和作为知识分子的理论自觉，才会对戏曲唱词进行精雕细琢般地修饰。本书所摘选的关于
戏剧创作经历和感悟的文章，向读者完整地展示了汪老先生的试图融合戏曲和小说两种艺术表现形式
的全新戏剧观。戏曲与小说本就有难以割舍的联系。正是将近三十年来戏剧创作的特殊经历，造就了
汪老特殊的写作习惯——构思文章框架之后，并不着急动笔。待到打好腹稿之后，“凝神定气、一气
呵成”，完成小说创作。这也是由戏曲创作较为注重“整体性”特点所决定的。这种写作方式，容易
避免出现逻辑混乱、首尾不一的局面。这点感悟，对于指导新手写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长期以来，
汪曾祺老先生多以散文家、小说家闻名于世，尤其是他所创作的小品文、散文随笔，更是自成一家，
颇有味道。但是作为戏剧创作者的汪曾祺，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总归有些“陌生”。我们熟知《沙家浜
》，但鲜有人了解该剧的创作经历。汪老与戏剧结缘，也许可以用“无心插柳柳成荫”来概括。他对
传统戏剧观的重构，对京剧剧种的反思，无疑给后人提供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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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人间有戏》的笔记-第6页

        　　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一年级时，都唱。西南联大的同学里有一些“票友”，有几位唱得
很不错的。我们有时在宿舍里拉胡琴唱戏，有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一听见我唱，就骂“丢那妈！猫
叫！”

－－－－－－－－－－－－－－－－－－－－－－
哈哈哈，粤语脏话

2、《人间有戏》的笔记-第65页

        许多旧戏对于今人的意义，除了审美作用外，主要是它有深刻的认识作用。莫成的时代已经一去
不复返，但是他的奴性，他的伦理道德观念，是我们民族心理的一个病灶。病灶，有时还会活动的。
原剧是可以引起我们对历史的反思的我们可以由此想及一个问题：人的价值为了减弱感情色彩，促使
观众思考，所以加了一个副末。

3、《人间有戏》的笔记-人间有戏

        沈先生曾说过，对于兵士和农民“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温爱”，我觉得提得很好。他不说
热爱，而说温爱，我以为这更能准确地说明作者和人物的关系。作者对所写的人物要具有充满人道主
义的温情，要有带抒情意味的同情心。尤其荒谬的是把人物分等论级。他提出一个公式：“在所有的
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就是有名
的三突出。主题先行，三突出，这两大理论影响很大，遗祸无穷。西方古典戏剧的结构像山，中国戏
曲的结构像水。这种滔滔不绝的结构自明代至近代一直没有改变。这样的结构更近乎是叙事诗式的，
或者更直接聊当地说是小说式的。中国的演义小说改变为戏曲极其方便，因为结构方法相近。中国戏
曲的时空处理极其自由，尤其是空间，空间是随着人走的，一场戏里可以同时表现不同的空间。我想
，玉堂春这个戏有什么教育作用？很难说。能说我们今天要向苏三学习吗？学什么，顶多说学对爱情
的忠贞，但是这也很勉强。主要是个认识作用，现在我们来认识几百年前的明朝社会，这是个很好的
资料。一个作家首先是观察了生活，理解了生活，才能在这基础上塑造形象；在这形象活起来之后，
才会意识到这形象所具有的，所可能产生的道德力量和思想力量。一个读者或一个观众，看作品或看
戏，他首先接受感染的也是人物的形象，是作者反映的生活，是生活现象。把这些东西记在心里，下
一步，才可能使他对美好事物进行追求，或对丑恶事物予以否定。从作者产生作品的程序和读者接受
作品的程序，一般是在认识之前，教育在后。但是，教育作用有时被强调到或简单化到一点：向戏中
的某个人物学习。我不否认号召读者向作品中塑造的英雄人物学习，但是，一般说这个教育作用是个
复杂的过程。我们的作品如果只是强调教育作用，会导致题材的狭窄化，因为有些题材确实教育作用
不大，但认识作用很深。李渔：“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碎
易，凑城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每编一折，必须前顾数折，后
顾数折。顾前者，欲其照映；顾后者，便于埋伏，不止照映一人，埋伏一事，凡是此剧中有名之人，
关涉之事，与前此后此所说之话，节节俱要想到。宁使想到而不用，勿使有用而忽之。”一是不连贯
，句与句之间缺乏逻辑关系，东一句，西一句。二是少层次，往往唱了几句，是一个意思，原地踏步
，架床叠屋，情绪没有向前推进，缺乏语言的动势。前人诗词，拿来就用。只要贴切，以故为新。不
但省事，较易出情。中国虽有“高台教化”的说法，但是一般观众（尤其是城市观众）对于真和善的
要求都不是太高，他们看戏，往往只是取得一时美的享受，他们较多注重的是戏曲的形式美（包括唱
念做打）。中国戏曲的创作态度过于严肃。中国对戏的要求始终是实用主义的。这和源远流长，占统
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室友关系的。中国戏曲一直是非常自觉地，过度强调教育作用。因此中国戏曲的主
题大都是单一的，浅露的。中国戏曲不允许主题的模糊性，不确定性，荒诞性。中国戏剧无西方式的
悲剧，都是千篇一律的大团圆的结局，促成这样安排的理由，可能与中国戏的目前有关，它做药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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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功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信念必得反映到剧中人上来。我们希望好人在历尽坎坷辛酸
之余，最后应该有完满的下场，否则观众要抱憾离去的。她说过“主题是要通过人物来体现的。”反
过来说：“人物是为了表现主题而设置的。这些话乍听起来没有大错，但实际上这是从概念出发，是
违反创作规律的。”注：当有具体时代情景。

4、《人间有戏》的笔记-第23页

        　　一九六五年四月中旬剧团由重庆至上海，排了一些时候戏，江青到剧场审查通过，定为“样
板”，决定“五一”公演。“样板戏”的名称自此时始。剧团那时还不叫“样板团”，叫“试验田”
，全称是”江青同志的试验田“。

5、《人间有戏》的笔记-第44页

        　　不少人在改《玉堂春》，实在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起解》原来有一句念白：“待我辞别
狱神，也好赶路”，有人改为“待我辞别辞别，也好赶路”。为什么呢？因为提到狱神，就是迷信。
唉！保留原词，使我们知道监狱里供着狱神；犯人起解，辞别狱神，是规矩，这不挺好么？祈求狱神
保佑，这很符合一个无告的女犯的心理，能增加一点悲剧色彩，为什么要改呢？

　　有一个戏校老师把“头一个开怀是哪一个”，“十六岁开怀是那王公子”的“开怀”改了，说是
怕学生问他什么叫“开怀”，他不好解释。这有什么不好解释的呢？“开怀”是妓院的术语，这很有
妓院生活的特点，而且也并不“牙碜”。这位老先生改成什么呢，改成了“结交”。可笑！

　　有一位女演员把“不顾腌臜怀中抱，在神案底下叙一叙旧情”掐掉了，说是“黄色”。真是！你
叫玉春堂这妓女怎么表达感情，给王金龙念一首诗？

　　这样的改法，削弱了原剧的认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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