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怀臻，当代著名剧作家，自上世纪80年

代起，致力于“传统戏剧现代化”和“地方戏剧

都市化”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主要作品有

淮剧《金龙与蜉蝣》、昆剧《班昭》、京剧《西施归

越》、越剧《梅龙镇》、甬剧《典妻》等。作品多次

获全国奖，昆剧《班昭》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

品剧目”。著有个人剧作选集《西施归越》、《九

十年代》。

《剧本》刊载罗怀臻作品一览表

淮剧《金龙与蜉蝣》——1994年2月号

获“1992--1993曹禺戏剧文学奖”

京剧《西施归越》——1995年6月号

获“1995曹禺戏剧文学奖提名奖”

京剧《李尔王》——1997年7月号

昆剧《班昭》——1998年10月号

获“第十四届中国曹禺戏剧奖·剧本奖”

越剧《梅龙镇》———2001年1月号

越剧《李清照》——-2001年7月号

音乐剧《大唐皇妃》——之001年10月号

甬剧《典妻》——_2003年3月号

获“第十六届中国曹禺戏剧奖·剧本奖”

小戏曲《李慧娘》——-2007年1月号

电影《伐楚》——-2007年7月号

知道《剧本》的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写剧

本。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样

子，那时我在江苏省淮阴市淮剧团做演员，有点

儿开始关心创作了，偶尔也为剧团的移植剧目

塑丛 韭生《型奎》垫些垒!《剑奎滏煎箜

填写几段“大块肉”唱词。当地的几位剧作者，

都是我关注的人物，我喜欢蹭在他们边上听他

们聊剧本。有一回，目睹了他们的喜悦，是其中

有一位的小戏发表在《小剧本》上了，那可是淮

阴当地剧作者第一次在国家级刊物发表剧本

啊!听他们说：“平生能在大《剧本》发表一个

剧本，足矣!”从那时起，我开始自费订阅《剧

本》，直至今天，未有中断。

剧本登上《剧本》，果然是难。1984年起将

近lo年，给《剧本》寄的剧本不下10部，基本

都是夹一张退稿签退回来。这一寄一退之间始

终抱有期待，抱有幻想，放都放不下来。结果总

是令人尴尬，令人郁闷伤怀。有时不免暗生疑

惑：真的有那么差吗?《剧本》的编辑究竟看了

我的剧本没有?

终于，1994年的《剧本》第2期发表了我的

淮剧《金龙与蜉蝣》。说实话，事先我并不知

道，因为当时剧本一直在修改，定稿后我还没来

得及寄给《剧本》。是周明老师在北京看了上

海淮剧团《金龙与蜉蝣》的现场演出，演出结束

后主动向上海市文化局要的。周明老师在电话

中告诉我说，《剧本》决定马上发表这个剧本。

责任编辑是李小青，当时小青要我提供一张照

片。并且写上一句话。我写了“鸟入青云倦亦

飞”。

刊有《金龙与蜉蝣》那一期的《剧本》，我买

了100本，寄给家人、寄给朋友、寄给同学，也寄

给我曾经在淮阴一起耕耘过的同事们。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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筮生《剧奎》这些生!《型奎》懂结 塑幺!
曾经关心我和帮助过我的亲朋好友，来分享我

的喜悦。

终于走进《剧本》编辑部，见到早已熟悉了

名字的人。老主编颜振奋、魏敏、周明、王育生，

编辑温大勇、杨雪英、李勇、范晓宁、李小青，还

有老容、小杜⋯⋯周明老师觉出我有点儿拘束，

一直嘱我“随便点儿，随便点儿”。晓宁、小青

不时瞅瞅我，相互间会意一笑，我寻思大概是说

“这人怎么这么僵啊!”对了，我僵，我是有点儿

僵，《剧本》在我心中神圣了这么久，神秘了这

么久，我这“屡投屡退，屡退屡投”的作者头一

回登门。敢不僵吗?倒是雪英，如数家珍地评点

着我曾经寄过来的剧本《西施归越》、《风月秦

淮》、《真假驸马》⋯⋯哪哪哪构思不错，哪哪哪

有待提高，当时退稿给你是希望你修改，你却又

把新的寄来，她还说《剧本》这几年其实很关注

你在上海的创作⋯⋯哦，原来这样，我不由暗恨

自己：“小·心眼J乙，小·心眼J乙!”

这以后，跟《剧本》的人都熟了，熟得跟家

里人似的。每到北京，必去编辑部拜访；每有戏

晋京演出，也必请《剧本》全体去看。再就是创

作有疑惑、心灵有烦恼的时候也喜欢拨电话给

周明老师，给小青、晓宁妹妹来一点“诉说”，说

一两句“肉麻”的话。这些年来我还真的是把

《剧本》当作自己的家了。

前些年，上海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因为已

经有了与文化部合办的每年一届的“中国上海

国际艺术节”，所以上海原则上不再承办全国

性的艺术活动。但是，2001年的曹禺剧本奖却

在上海举办了。这件事，当时的《剧本》主编廖

奔先生曾经参与。在他的支持下，我们上海的

几位编剧向上海市领导提了建议，最后得到了

各方面的支持，终于把这件事情办成了。承办

一届曹禺剧本奖的评奖颁奖对上海来说的确是

一件小事，可是这一件小事一旦做了，就意味着

开了一个先例，意味着打破了上海一个不成文

的约定。所以过程也多有反复，甚至还一波三

折。所幸最终还是做成了，而且做得很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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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以后，上海的确也破了规矩，此后多次承办

了包括中国文联下属各协会的全国性艺术活

动。

2004年，我的甬剧剧本《典妻》再次获得曹

禺剧本奖，这是继我的淮剧《金龙与蜉蝣》、京

剧《西施归越》(提名奖)、昆剧《班昭》之后第

四次获得此项殊荣。在武汉领奖，见着中国剧

协新上任的董伟书记，董书记迎面说道：“祝贺

你第四次获得曹禺剧本奖，我们要研究一下，参

照表演艺术的梅花大奖，给多次获得剧本奖的

编剧颁发剧本大奖”。他的这番话，让我思索

良久：是啊，大家都知道剧本创作对于繁荣戏剧

很重要，尤其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的舞台剧编剧

更是不容易，假如编剧真的能像戏剧梅花奖演

员那样受到重视，得到鼓舞，那么无疑会更加有

利于推动戏剧剧本的创作。

我希望中国剧协和董伟书记能够做成这件

好事。

前些天，曹禺先生的女儿万方来上海，我们

在一起开了几天的会。和万方在一起，我们谈

话的内容始终离不开一人一事。人是程世鉴，

事是《剧本》。世鉴兄是万方女士已故的丈夫，

《剧本》的前编辑。世鉴兄在上海承办的那一

届曹禺剧本奖活动中负责前期交涉，他几次来

上海都是我陪着他。世鉴兄的开朗、豪迈、爱讲

笑话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回忆。我喜欢跟他

在一起，喜欢听他说笑话，可是这么会给人带来

快乐看上去又那么强壮的他竞忽然走了。说到

《层4本》，说到以曹禺先生名字命名的曹禺剧本

奖，万方就凝神静听。我告诉她《剧本》最近的

可喜变化：发剧本不再收版面费，2007年改进

了版面、增加了篇幅，而今的主编、编辑们比以

前更主动地联系作者、向作者“逼”稿了，而且

彼此还有那么点儿相互竞争的意思。照这么下

去，《剧本》肯定越办越好。万方舒心地点着

头，马上就自我检讨：“哎呀，我都不知道，那我

要经常去编辑部看看f’'

[责任编辑：武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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