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1

1933年暑假期间，年仅23岁的清华大学应

届本科毕业生万家宝同学（1933届），也就是

后来著名的戏剧作家曹禺先生，写出了他的处女

作——多幕话剧《雷雨》，创作地点就在清华大

学图书馆。时隔75载，世事变迁，关于曹禺先生

写作《雷雨》时的座位，在人们的传诵中似乎变

成了一个谜。

曹禺先生曾经在1984年深情回忆道：“我

怀念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我像个在比赛前的运

动员，那样忙迫紧张，从清晨赶到图书馆，坐在

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直写到夜晚10时闭

馆的时候，才怏怏走出。……人像是沉浸在《雷

雨》里。”在曹禺先生的回忆中，他是在“杂志

室”完成写作的。可是，在当年陪他一起来图书

馆上自习的女友郑秀同学的回忆中，情况却有所

不同：“1933年6月初暑假开始了，在图书馆西

文阅览室大厅的东北边，靠近借书台的长桌的一

端对面两个座位是我们固定的座椅。 ”从这段话

中可以看出，郑秀认为当年曹禺是在“西文阅览

室大厅的东北边”进行写作的。

为什么一起上自习的两个人，对于同一个地

点的回忆会有截然不同的两个版本呢？真是令人

费解。翻阅多种资料之后，笔者发现如下蛛丝马

迹，与大家共享。

图书馆自第一期建筑1919年竣工后，图书越

来越多，书库已不敷应用。因读者较多，阅览室

亦觉狭小。于是，1930年3月，在罗志希校长的

主持下，图书馆二期开工，1931年秋竣工。竣工

之后，计划对馆舍进行调整：“原馆之办公室，

则移至中部，西文阅览室，移至西部。而以原有

之西文阅览室，改为杂志阅览室云。”（洪有

丰：《二十年来之清华图书馆》）

终于，我们发现了西文阅览室与杂志阅览室

的交叉。就是因为馆舍调整给当事人带来了回忆

○ 何玉

曹禺写《雷雨》的座位究竟在哪里？

的不同，有资料为证。1932年春季，杨季康（杨

绛）借读清华大学，她的同学曾经带她参观了图

书馆。软木地板、玻璃书库和高贵质朴的女厕所

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出的大门也是一期图

书馆的大门。1933年秋季，她考入了清华大学研

究院，感觉到“清华图书馆扩大了” 。

由此可以推断，曹禺当年写作《雷雨》的时

候，应该在当时的西文阅览室，也就是馆舍调整

之后改成的杂志阅览室。1933年深秋，第一部

具有中国特色的话剧剧本《雷雨》在清华园诞生

了。此时的曹禺已经是“清华大学研究院（即现

在的研究生院）的研究生”，曹禺在清华大学又

待了几年，因此，他的回忆中会带上杂志阅览室

的印记。实际上，郑秀的回忆更加准确。因此，

可以说，曹禺当年是在一阅（现人文社科阅览

室）的东北角，靠近如今的人文社科阅览室出纳

台对面的一个长桌对面完成《雷雨》写作的（如

图所示）。当然，时隔多年，桌子不再是当年的

桌子，椅子也不复是当年的椅子了。

或许，在这座曾滋养无数英才的清华图书馆

里，已经有更多未来的巨著在悄然诞生了……

（作者为清华大学图书馆特藏部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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