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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鬼才”
魏明伦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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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伦，1941年出生，四川内江人，无党派人士。历任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长、四川
省文联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称号。魏明伦自修成才，在戏剧、杂
文、辞赋、楹联等领域成果丰硕，被誉为“巴蜀鬼才”。

为川剧事业奉献一生

魏明伦童年失学，9岁开始唱戏谋
生，业余时间自学文学知识。他从小
就博览群书，新华书店、图书馆、舞台
下……都留下了其读书的身影。此前
在成都石室中学讲座时，魏明伦曾鼓
励青年学生要多读书、多思考。“读书
多多益善。要有韧性、记性、悟性。最
重要是悟性，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1950年，魏明伦加入自贡市川剧
团，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在剧团中，他
历任演员、导演、编剧等，为川剧艺术的
传承与创新付出了辛勤努力。后来他开
始创作，从白话诗到杂文，然后写戏。

魏明伦写戏不求多而繁，追求少而
精。其先后创作出《易胆大》《潘金莲》
《中国公主杜兰朵》《变脸》《巴山秀才》等
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戏曲文学剧本。
其中，《易胆大》《四姑娘》和《巴山秀才》
在全国优秀剧本评奖中“连中三元”。

谈及剧本创作，魏明伦生前接受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曾表
示：“一个戏曲作者，既要谙熟中国古典
文学作品，对中外文学书籍有广泛的涉
猎，又要有舞台实践经验，掌握戏曲艺
术规律，这样写剧本才会比较顺手。”

对于现代戏如何突破传统形式的
表达，魏明伦也有自己的看法：“现代戏
的‘戏曲化’，是强调运用戏曲的特殊表
现手段，而戏曲的‘现代化’是强调时代
特征，适应现代观众的欣赏习惯。这就
要求现代戏的整体价值观要长久，才会
具有生命力。”

魏明伦写戏，追求剧本的文学性，
要求剧本“台上可演，案头可读，要在

‘两可’之间”。他曾以元代经典剧目
《西厢记》《牡丹亭》、现代名剧《雷雨》等
为例，强调“剧本的文学价值是可读
的”。2002年，魏明伦的川剧剧本《变
脸》入选人教版中学语文教科书。

魏明伦热爱川剧，他曾告诉记者，
哪怕曾“一百次打算改行”，但“一百零
一次恋恋不舍”，“川剧与我结下了千丝
万缕的血缘关系，我像儿时扮演过的聂
郎，回首处，二十四个望娘滩！”

5月28日上午，魏明伦的儿子魏来
告诉记者：“父亲在病床上还一直想再写
一部戏，写一部跟四川麻将相关的戏。”

戏剧杂文辞赋皆有力作

魏明伦喜欢“换招”，从戏剧到杂
文，再到辞赋，皆有力作。著名文化学
者余秋雨曾评价魏明伦是“跨过大匠之
门，并且已经走了很远的大文化人”。
余秋雨说，魏明伦多次“换招”，变化莫
测，如同“一条不知走向的河流”。

在“魏明伦艺术生涯七十周年”系
列活动启动仪式上，著名作家王蒙曾通
过视频表示：“魏明伦的大量作品，特别
是川剧方面的编剧，影响都非常大。他
的作品特点是既有浓厚的民族戏曲、地
方戏曲的传统和积累，又有一种现代意

识。显然，在他的作品里，已经是应用我
们新时代的新的思想观点。除了戏曲的
编剧外，他在对联、辞赋、碑文，也都有大
量的成绩，继承了祖国的文化传统。”

著名作家冯骥才也称：“明伦是我
的好朋友，也是我尊敬的朋友。但是我

对他是仰视的。我对他的仰视，最多的
还是他的才气。所谓‘巴蜀鬼才’名不
虚传。他是一个跨界的人，在文学、戏
剧两个领域里都卓有成效，并且大家都
是交口称赞。”

病床上还在修改文稿

2023年，魏明伦还展示了自己的
“第四招”——撰写大量对联。当年5
月，82岁高龄的他出版了新书《魏明伦
楹联》，这是继《魏明伦碑文》《魏明伦戏
剧》《魏明伦杂文》之后，其又一种文体
的集锦。在此前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独家专访时，魏明伦曾表示，
楹联是中华民族传承千载的文化瑰宝，

“楹联有微型文学的法则，如同跳芭蕾
必须踮起脚尖……写楹联是戴着镣铐
跳舞，对，难矣！但对联高手，能把沉重
的铁镣化作轻盈的红绸舞，踩钢丝身轻
若燕，平衡木健步如飞。”

5月17日，病床上的魏明伦还曾给
亲人发信息，希望对方“把出版社给的
《魏明伦散文》稿子带来”。5月24日，
记者在魏明伦的书房见到了这本厚厚
的文稿，前面几十页，还留着他生前亲
笔修改的痕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没有白活的人，值得研究的鬼。”这
是魏明伦生前自写的墓志铭。5月28日
上午8点40分，“巴蜀鬼才”魏明伦先生
因病去世。

魏明伦一生创作了众多文学作品。
去世后，家属尊重他的遗愿，捐献了他的
眼角膜。其子魏完表示，此举是尊重并满
足父亲的遗愿。“父亲有个朋友，去世后
（家属）有过类似的捐献活动，他深受触
动，觉得很有意义。所以父亲去世后，我
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满足他的遗愿，也希
望能为更多人带来光明。”魏完说，父亲
离世后，他们积极与医院和相关部门联
系，完成了眼角膜捐献的相关手续。

来到魏明伦先生的书房，书桌上摆放
着他生前亲手写的《麻将》手稿。手稿共
计6页，包括他对麻将的考古等。这也是
他一直想创作的川剧大戏。另一个遗愿
则是他的新书《魏明伦散文》，魏完透露：

“出版社说，这本书今天会下厂付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1950年 ，9岁的魏明伦演出《下游庵》。

魏明伦儿子：

遵照父亲遗愿
已完成眼角膜捐献

人物简介

记者手记

5月28日，著名剧作家、被誉为“巴蜀
鬼才”的魏明伦先生因病离世，享年 83
岁。尽管数天前就已得知他身体欠佳，但
当他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依旧无法掩饰
内心的悲伤和不舍。

我与魏老师的缘分，始于2018年夏天，
封面新闻《口述历史》栏目第二季的川剧名
家采访。那是我第一次去魏老师家中拜访。

一开始，魏老师坐在靠窗的单人沙发
上，侃侃而谈。随着采访的深入，也为了
出镜取景，我们移至电视墙旁，在写有“董
狐笔”的书法作品下，聊他“辞别校园入梨
园”，7岁学戏9岁登台成为小有名气的“九
龄童”；聊他“台上生旦净末丑，台下诗词
歌赋文”，文学与戏剧齐头并进……

彼时，魏老师77岁，虽然略显消瘦，但
精神矍铄。每每谈到兴起，他总是开怀大
笑。然而，在文字创作上，他却是严谨至
极，要求剧本“台上可演，案头可读”。每次
采访结束，魏老师都会不时询问我的写作
进度，并对文中字句细致推敲。

这几年，魏老师为许多离世的友人撰
写挽联，寄托哀思和怀念。他也不避讳谈
论生死，“每个人都要死亡，不可能万寿无
疆”，甚至多年前就为自己写下墓志铭：

“没有白活的人，值得研究的鬼”。
“生，没有白活而已；死，值得研究而

已。”魏老师说，这个自我评价适度，并不
狂狷。

5月24日，我来到魏老师家中。临走
时，我跟魏老师的爱人丁老师约定，“等魏
老师病好了，我要来采访他出新书。为魏
老师祈福！”然而，4天之后，当我再次走进
他家，2018年夏天初见时挂在窗边墙壁上
的画像，变成了灵堂正中央的遗像。这一
幕，让我泪如雨下。魏老师，一路走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荀超
本版图片均由魏明伦家人提供

一本未出版的书
一个未完成的采访

病床上还想再写一部戏

5月28日上午8点40分，著名
剧作家、“巴蜀鬼才”魏明伦因病去
世，享年83岁。

魏明伦，1941 年出生于内江。
作为当代戏曲中一个绕不开的代
表性符号，他一生致力于文学创
作，其创作的《易胆大》《巴山秀才》

《变脸》《夕照祁山》《中国公主杜兰
朵》《好女人·坏女人》等九个大戏，
获得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奖”、曹禺剧本奖，三
度登上国家舞台艺术精品榜，深受
观众喜爱。

28日上午，魏明伦的儿子魏来透
露：“父亲在病床上还一直想再写一部
戏，写一部跟四川麻将相关的戏。”

2023年5月，魏明伦在书房中与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