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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金成是河南汝州人，供职于河

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国家一级编剧

（二级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河

南省政府参事、河南省剧协原副主

席、河南省戏剧文学学会会长、大型

艺术文化刊物《东方艺术》杂志总编。

主要戏剧代表作有豫剧《焦裕

禄》《香魂女》《村官李天成》《重渡沟》

《全家福》《故乡记忆》，粤剧《疍家

女》、越剧《韩非子》、锡剧《浣纱谣》

《玉兰花开》、婺剧《赤壁周郎》、江苏

梆子《母亲》、晋剧《战地黄花》等。

其作品曾多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戏剧奖、中国艺术节大奖及文华大奖、曹禺戏剧文

学奖、中国电影华表奖、田汉戏剧奖剧本一等奖、中国现代戏创作突出贡献奖及河南省文华

大奖、江苏省文华大奖、广东省艺术节剧目一等奖、浙江省戏剧节剧目一等奖等奖项，并获河

南省政府记大功两次等。

四 十 年 后 又 逢 君
———著名剧作家姚金成访谈散记

◇王红光

———汝 州 人 物

姚 金 成 简 介

在一个美丽金秋，省城郑州。我与姚金成在

文化路与红旗路交叉口“豫满楼”内餐叙。前天晚

上，金成兄执笔编创的曲剧现代戏《都市丽人》

（又名《雪绒花开》）由河南省曲剧团首演大获成

功，好评如潮。我专程从汝州驱驰百里赶到郑州

观看金成兄这部新作，我们的话题，很自然就从

曲剧和这部曲剧新作聊起。

姚金成是“曲剧之乡”汝州人。1980年，他还

在当时的临汝县文化局剧目室工作，他的大戏处

女作《云山情》经历许多曲折，最终由临汝县曲剧

团排演，次年参加洛阳地区汇演获一等奖并引起

巨大轰动。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江俊峰和导演系

教授杨凝专程从郑州赶到洛阳看了《云山情》的

演出，并专为此剧召开了座谈会。座谈会上，江俊

峰和杨凝对《云山情》剧本高度赞扬。杨凝还郑重

表达了希望姚金成能到上海戏剧学院进修深造

的师者心情。1983年 9月，姚金成如愿考入了上

海戏剧学院戏曲编剧进修班。上戏学习结业后，

他调入河南省戏剧研究所，他的专业编剧之路，

也由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40年来，姚金成创作演出剧作近 40部，涉足

的剧种有豫剧、锡剧、越剧、婺剧、柳琴、粤剧、秦

腔、晋剧、江苏梆子、滇剧等。其作品多次荣获文

华大奖、华表奖和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并因创

作突破性成就荣获河南省政府记大功两次，获中

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授予突出贡献奖。但遗憾的

是自从他调离汝州后，阴差阳错，一直没有机会

再为曲剧创作过剧本。作为“曲剧之乡”的汝州

人，这无疑是个遗憾。这次创作《雪绒花开》，其实

就是在很多汝州老朋友、老领导的呼吁催促下请

缨上马的，可以说此剧弥补了他心中一直存在的

遗憾，当然这也成了我们老友重逢的一个重要话

题。

酽酽清茶，古筝清悠，在随意而亲切的气氛

中，金成兄用他地道的汝州乡音讲述了他 40年

戏剧创作的坎坷和对戏剧艺术的那份执着深情。

秋风起，剪破汝水夜光寒

1948年 10月，姚金成出生于汝州古城南门

里。他的祖籍是寄料镇的闫小寨村。父亲姚时祺

是一名好学多思的知识分子。汝州的戏剧文化熏

陶了他，中原大地的风土人情滋养了他，姚金成

的少年、青年随着家庭的搬迁和知青下乡，先后

在当时的汝州城关镇、纸坊乡东石庄、尚庄乡拐

棍李和庙下乡张寨等地生活了 35年，他在乡村

土地上割草、担粪、收麦、打场、推磨、推碾，风雪

天赤着脚在汝河里捞铁沙，10多岁就用架子车到

登封新新煤矿和梨园煤矿长途拉煤，挥汗如雨，

露宿山野，累得像散了架。汝州乡村生活的体验

和饥荒岁月的磨难，青春发育期的这些沉重苦涩

的生活体验，已经深深地刻在他生命的年轮里，

成为他日后戏剧创作获得成功的灵感源泉和情

感动力。当年，有点拘谨土气的姚金成带着浓浓

的乡愁和对时代生活的思考，创作了剧本《云山

情》，使他从此起步，在戏剧创作上一步步跋涉、

攀登、突围，走出汝州，走出河南，走向更高更远

的人生台阶和广阔天地。

姚金成说：“我能有今天的荣誉和成就，在戏

剧路上似乎走了很远，但我越来越意识到我的根

在汝州，根在故乡。尽管我离乡四十多年了，但我

无论走多远，我都还是汝州的一棵苗啊。家乡在

我心里永远是一个魂牵梦绕不可磨灭的存在。是

我精神生命的诞生地和出发地，也是我一切成就

的前提……”

金成兄讲的真挚动情。我也听得心潮起伏，

感慨万分。

春雨浓 滋润厚土花果香

1983年，姚金成进入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学

习，全班共有 33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生活常

常是一碗稀饭，两个馒头，一蝶咸菜，但同学们的

精神状态好，学风好，思想活跃，又处于教学师资

的黄金时节，当时有老一辈健在名师有：陈古虞、

陈多、胡导，在岗教授有：余秋雨、叶长海、戴平、

丁罗南等正处于风华正茂年富力强的人生黄金

期。学院常常邀请上海及全国的名家俞振飞、袁

雪芬、季羡林、陈西汀等来校举办讲座，授课教

学。真可谓一时之盛，营养充足。被同学们称为

“一场精神上的盛宴和学识上的恶补。”

金成兄兴奋地说：“毕业后，同班同学罗怀

臻、郭大宇、王胜华、甘昭沛、孙文辉、李世勤等在

学术上和创作上都成就卓然，或成了业界的精英

翘楚，或担任了领导职务。我的戏剧创作也迈出

了新的步子，对戏剧创作有了一些更具体的写作

上的自觉和底气，进入了新的阶段。”

数年苦厄，一朝回甘。1986年，姚金成正式调

入河南省戏剧研究所（后更名河南省文化艺术研

究院）。这里是河南省文化艺术创作与研究的前

沿基地，可谓人才济济。姚金成又相继担任了该

院大型文艺评论杂志《东方艺术》的副主编、主

编。这些经历使他开阔了眼界，有了更开放的文

化视野和学术思维。他立足于中原文化的沃土，

情系百姓忧乐，关注时代变迁，敏感地感应和深

刻地把握时代的“变”与“痛”。站在人民的立场，

深入生活，真诚体味“黎民苍生”的人生艰难和人

性冷暖。这些使他从“文化洼地”绝境奋起，迎来

了佳作纷呈的“井喷期”。

40 年来的大变革，搅动了中国城乡社会各

阶层和各行业形形色色的利益格局，改写了千

千万万人的命运轨迹和生活方式。《归来的情

哥》反映了改革初期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乡村

生活震荡裂变。农村青年郭秋富因拿不出 800

元彩礼，他热恋的姑娘枣花被迫成了别人的新

娘，他悲愤离乡在陕西淘得第一桶金回乡复

仇，但却在商品大潮中失足破产，母亲在哄抢

的风潮中惊吓生气而死，在母亲的坟前，郭秋

富再次与恋人枣花挥泪告别，这是写改革开放

初期农民的觉醒，奋争以及在市场大潮中的崛

起与迷失，对中国社会初期拜金腐败风和诚信

缺失的乱象进行了抨击与批判。该剧由省豫剧

三团排演，著名导演陈新理导演，由张平、田

敏、李书奇主演，在河南省第二届戏剧大赛中

获得了银奖和优秀剧本奖。从此姚金成从名不

见经传的“文学青年”逐步成为日后获得成功

和诸多盛誉的著名剧作家。

姚金成说到了他根据周大新小说改编创作

的豫剧《香魂女》在南京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出师

不利、一波三折的参赛经过。2000年 10月南京第

六届中国艺术节是历届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一

次盛事，也是第一次设大奖，据权威部门的说法，

它是“中国艺术精品的世纪性大展示”。好戏连

台，竞争激烈。参赛的 20多部剧目中，有 5部在

全国通过媒体宣传早已盛名远播，有的剧目斥巨

资，倾力打造力争获大奖。而当时河南的戏剧在

全国大赛上还没有拿过大奖，主管文化的时任厅

长亲自挂帅，省豫剧三团又是编演现代戏全国闻

名的红旗团，大有拼搏夺奖的气势。但没料到第

一场在南京空军礼堂演出还是出了问题。由于礼

堂附近雷达信号干扰，使三团的音响多次调控不

到位，甚至还出现了几次啸叫，最致命的情况是，

戏演到第二场时，上边的吊杆突然断了，半幅景

片幕布耷拉下来，剧场环境气氛受到了破坏，演

员的情绪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幸好剧场有一位

“特殊观众”，他是南京军区的领导，是河南周口

老乡。在他的帮助下，剧团总结教训，妥善解决了

舞台上的技术问题。随后，又从军区前线话剧团

借来了音响设备和音响师，直接负责赛事演出。

到次日比赛演出，可谓完美呈现，效果极佳，观众

和评委反应强烈，一举夺得了中国第六届中国艺

术节大奖。

豫剧《香魂女》和《村官李天成》演出多年，前

者超过 400多场，后者已经超千场，《焦裕禄》超

过 300多场。《全家福》从 2014年首演，演出也超

过 300多场。《重渡沟》超过 200多场。都已成为

了豫剧的新经典。金成兄应邀为外省市兄弟剧种

创作（含合作）的越剧《韩非子》、锡剧《玉兰花

开》、婺剧《赤壁周郎》、粤剧《疍家女》、秦腔《关西

夫子》、晋剧《战地黄花》、江苏梆子《母亲》等，可

以说佳作迭出。其中新作曲剧《雪绒花开》和江苏

梆子《大运河畔户部山》两部新作将分别参加河

南和江苏两省的戏剧大赛。

姚金成说：“在我的现代戏题材的作品中，这

些人物和故事尽管思想深度，艺术成色，人性的

温度各不相同，但我总是努力地使自己笔下的情

节和人物，向着那些我心仪的经典致敬。我诚恳

地面对生活的复杂和真实。中国社会在喧嚷，震

荡裂变中拖着深重的包袱颠簸着向前飞奔，中国

的面貌，中国人的心灵，中国社会或公开或隐潜

的价值观念，都在震荡和失衡中发生着深邃的变

化……”

姚金成说："面对伟大而复杂的时代生活，由

于主客观的局限，自己常常为力不从心羞愧，甚

至徘徊乃至退却。但在剧作者的责任压力感召

下，我最终还是一次次去面对题材的挑战，一次

次走进艰难而充满乐趣的创作历程。"

姚金成在《焦裕禄》创作中，大胆地走进“雷

区”，描写与当时现实政策尖锐矛盾的兰考百姓

的“出外逃荒”，又写了为当时统购统销政策所不

容的行为，到外地高价买粮。在《全家福》里，描写

韩英杰与他父亲和女儿的见面戏，都是一般剧作

者刻意回避的“敏感区域”。说不定会带来一些负

面影响，这不仅需要剧作者的学识与修养，还需

要精准把握时代特征和艺术维度，以及对人性温

度、思想深度的敏锐感知。这两部剧目都是姚金

成戏剧创作的重大突破，使省豫剧三团在全国观

众和同行中获得了巨大声誉，取得了社会效益与

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金成兄说：“戏剧作者与文学作者不同，戏剧

是一个整体的艺术工程，它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

好的文学剧本，还需要一个好的团队，好的导演

和演员，当你的剧本在剧场演出时，通过艺术家

精湛的艺术呈现，通过优美的音乐设计，舞美灯

光设计，通过高科技电子景观视频的输送，通过

演员的一招一式和唱腔对白进行艺术化的呈现

后，当剧场欢声雷动的掌声、叫好点赞声此起彼

伏时，编剧的一切辛劳和委屈，都会在倾刻间烟

消云散。”这是编剧的苦和乐，这也是编剧者的盛

大节日，一扫平时的寂寞和孤独。

夜深人静，灯海、车流交相辉映，并没有影响

我俩的谈兴。金成兄虽离乡日久，平时难得见面，

但我俩因戏而结缘，因戏而百里奔赴来相会。

2014年河南省艺术名家推介工程丛书《金笔春

秋》中，金成兄曾写了四句卷首诗：“两句三年得，

一吟双雷流。悲欣笔下字，沧桑台上秋”。这可谓

是他在剧本创作领域 40 年勤苦耕耘的恳切心

语。

沧桑悲欣，金笔春秋。祝愿金成兄在戏剧的

追梦路上，再攀高峰，再创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