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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老舍自己最钟爱的作品。
老舍是满族正红旗人，出生在北京西城小杨家胡同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
他是现代著名的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被誉为“人民艺术家”。
《骆驼祥子》问世后蜚声文坛，标志着老舍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达到了他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也
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曾先后被译成十几种外文。

　　《骆驼祥子》主要是以北京一个人力车夫祥子为线索，祥子本来生活在农村，十八岁时跑到北京
城来赚钱谋生。
他咬牙苦干了三年，终于买了一辆新车。
兵荒马乱的时候，他照样出去拉车。
被十来个大兵捉了过去，后来趁乱混出了军营，顺手牵走了三匹骆驼。
从此，他就得了一个外号，叫“骆驼祥子”。
祥子在杨先生家拉包月⋯⋯为了给虎妞办丧事，祥子被迫卖掉了车，所有的努力全白做了。
后来小福子自杀了，从此祥子开始堕落，抽烟、耍坏、犯懒，为了赚钱用了所有阴狠坏毒的招，出卖
了阮明，出卖了曹先生。
成为一个好占便宜，自暴自弃的行尸走肉。
在祥子的心里，什么事都是“那么回事”，有便宜他不能不占。
就这样祥子成了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故事从祥子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摆脱悲惨生活命运，最后失败以至于堕落，告诫人们，城市贫农要翻身
做主人，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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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满族正红旗人，原姓舒舒觉罗氏，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家
、戏剧家,杰出的语言大师,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笔名絮青、鸿来、非我等。
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66年8月24日深夜，老舍含冤自沉于北京西北的太平湖畔，享年67岁。

　　老舍的作品很多，代表作有《骆驼祥子》《老张的哲学》《四世同堂》《二马》《离婚》《猫城
记》《正红旗下》（未完），剧本《残雾》《方珍珠》《面子问题》《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
戏剧集》《柳树井》《女店员》《全家福》《茶馆》，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中篇小说《月
牙儿》《我这一辈子》《出口成章》，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
集》及作品集《老舍文集》（16卷）等。
其中，最著名的是《茶馆》《龙须沟》《骆驼祥子》《四世同堂》。
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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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车夫祥子　　北京，可能是每一个人都会向往的地方，但是在老北京还叫“北平”的时候
，那里生活着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以拉车谋生，本文的主人公祥子就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
本章节会将老北京车夫的真实生活完全地展现在你面前，那是祥子生活的世界，也是整个悲剧人生开
始的地方。
　　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
那么，我们就先说祥子，随手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也就算了。
　　北平的洋车夫有许多派：　　年轻力壮，腿脚灵利的，讲究赁（ｌìｎ，租用）漂亮的车，拉“
整天儿”，爱什么时候出车与收车都有自由，或者拉出车来，在固定的“车口”（即停车处）。
或在宅门前一放，专门等坐快车的主儿。
好的话，也许一下子弄个一块两块的；如果运气不好，也许白耗一天，连“车份儿”也没着落，但也
不在乎。
这一派哥儿们的希望大概有两个：或是拉包车；或是自己买辆车，有了自己的车，再去拉包月或散座
就没大关系了，反正车是自己的。
　　比这一派岁数稍大的，或因身体的关系而跑得稍差点劲的，或因家庭的关系而不敢白耗一天的，
就是拉八成新车的一派。
人与车也算漂亮，所以在要价儿的时候也还能保持住相当的尊严。
这派的车夫，也许拉“整天”，也许拉“半天”。
在后者的情形下，因为还有相当的精气神，所以无论冬天夏天总是“拉晚儿”（是下午四点以后出车
，拉到天亮以前）。
夜间，当然比白天需要更多的留神与本事，钱自然也多挣一些。
　　年纪如果在四十以上，二十以下的，恐怕就不易在前两派里有个地位了。
他们的车破，又不敢“拉晚儿”，所以只能早早地出车，希望能从清晨转到午后三四点钟，拉出“车
份儿”和自己的嚼谷（吃用的花销。
嚼，ｊｉáｏ）。
他们的车破，跑得慢，所以得多走路，少要钱。
到瓜市、果市、菜市，去拉货物，都是他们。
钱少，可是无须快跑呢。
　　有了这点简单的分析，我们再说祥子的地位，就像说——我们希望——一盘机器上的某种钉子那
么准确了。
祥子，在与“骆驼”这个外号发生关系以前，是个比较有自由的洋车夫，这就是说，他是属于年轻力
壮，而且自己有车的那一类。
　　对于车夫而言，自己的车，自己的生活，都在自己手里，高等车夫。
　　拉车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
一年，二年，至少要三四年；一滴汗，两滴汗，不知道多少万滴汗，才挣出那辆车。
从风里雨里的咬牙，从饭里茶里的自苦，才赚出那辆车（生活的艰辛和辛苦）。
那辆车是他的一切挣扎与困苦的总结果与报酬，像身经百战的武士的一颗徽章。
在他赁人家车的时候，他从早到晚，由东到西，由南到北，像被人家抽着转的陀螺——他没有自己。
可是在这种旋转之中，他的眼并没有花，心并没有乱，他老想着远远的一辆车，可以使他自由，独立
，像自己的手脚的那么一辆车。
有了自己的车，他可以不再受拴车人的气，也无须敷衍（fūyǎn，表示语言上搪塞）别人；有自己的
力气与洋车，睁开眼就可以有饭吃。
　　祥子从来都不怕吃苦，也没有一般洋车夫的可以原谅而不便效仿的恶习，他的聪明和努力都足以
使他的志愿成为事实。
假若他的环境好一些，或多受点教育，他一定不会落在“胶皮团”（指拉车这一行）里，而且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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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什么，他总不会辜负了他的机会。
不幸，他必须拉洋车，好在在这个营生（职业；工作）里他也证明出他的能力与聪明。
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做个好鬼似的。
　　生长在乡间，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祥子便跑到城里来。
带着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凡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他几乎全做过了。
可是，不久他就看出来，拉车是件更容易挣钱的事。
做别的苦工，收入是有限的；拉车多着一些变化与机会，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与地点就会遇到一些多于
所希望的报酬。
自然，他也晓得这样的机遇不完全出于偶然，而必须人与车都得漂亮精神，有货可卖才能遇到识货的
人。
想了一想，他相信自己有那个资格：他有力气，年纪正轻。
所差的是他还没有跑过，不敢一上手就拉漂亮的车。
但这不是不能胜过的困难，有他的身体与力气作基础，他只要试验个十天半月的，就一定能跑得有个
样子。
然后去赁辆新车，说不定很快就能拉上包车，然后省吃俭用个一年二年，即使是三四年，他必能自己
打（买、定的意思）上一辆车，顶（很的意思，形容好的程度）漂亮的车！
看着自己年轻的肌肉，他以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是必能达到的一个志愿与目的，绝不是梦想！
　　再来看看祥子的身材，他的身量与筋肉都发展到年岁前边去了。
二十来岁，他已经很大很高，虽然肢体还没被年月铸成一定的格局，可是已经像个成人了——一个脸
上身上都带出天真淘气样子的大人。
看着那高等的车夫，他计划着怎样杀进他的腰去（杀进腰，把腰部勒得细一些），好更显出他铁扇面
似的胸，与直硬的背。
扭头看看自己的肩，多么宽，多么威严！
杀好了腰，再穿上肥腿的白裤，裤脚用鸡肠子带儿系住，露出那对“出号”的大脚！
是的，他无疑可以成为最出色的车夫。
傻子似的他自己笑了。
　　按照常规的审美标准，祥子没有什么模样，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
头不很大，圆眼，肉鼻子，两条眉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
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粗；脸上永远红扑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
块不小的疤——小时候在树下睡觉，被驴啃了一口（外貌描写，表现出祥子年轻朝气、朴实的特征）
。
他不甚注意他的模样，他爱自己的脸正如同他爱自己的身体，都那么结实硬棒——他把脸仿佛算在四
肢之内，只要硬棒就好。
是的，到城里以后，他还能头朝下，倒着立半天。
这样立着，他觉得，他就很像一棵树，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北京方言。
强劲结实；挺括舒展）的。
　　这么说来，祥子确乎有点像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
他有自己的打算，有些心眼，但不好向别人讲论。
在洋车夫里，个人的委屈与困难是公众的话料。
“车口儿”上，小茶馆中，大杂院里，每人报告着形容着或吵嚷着自己的事，而后这些事成为大家的
财产，像民歌似的由一处传到一处。
祥子是乡下人，口齿没有城里人那么灵便。
设若口齿伶俐是出于天才，他天生不愿多说话，所以也不愿学城里人的贫嘴恶舌。
他的事他知道，不喜欢和别人讨论。
因为嘴常闲着，所以他有工夫去思想，他的眼仿佛老看着自己的心。
只要他的主意打定，他便随着心中所开的那条路儿走。
假若走不通的话，他能一两天不出一声，咬着牙，好似咬着自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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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子决定去拉车，于是就拉车去了。
先赁了辆破车，他要先练练腿。
第一天没拉着什么钱。
第二天的生意不错，可是躺了两天，因为他的脚脖子肿得像两条瓠子（葫芦科的一种植物。
瓠，hù）似的，再也抬不起来。
他忍受着，不管是怎样的疼痛。
他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事，这是拉车必须经过的一关（祥子积极向上的心态）。
过不了这一关，他就不能放胆地去跑。
　　等到腿脚好了之后，他敢跑了。
这使他非常的痛快，因为别的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地名他很熟悉，即使有时候绕点远也没大关系，好
在自己有的是力气。
拉车的方法，以他干过的那些推、拉、扛、挑的经验来领会，也不算十分难。
况且他有他的主意：多留神，少争胜，大概总不会出了毛病。
至于讲价争座，他的嘴慢气盛，弄不过那些老油子们。
知道这个短处，他干脆不到“车口儿”上去，哪里没车他放在哪里。
　　这样不到两三个星期的工夫，祥子就把周围混熟悉了，把腿溜出来了。
他晓得自己的跑法很好看。
跑法是车夫的能力与资格的证据。
那撇着脚，像一对蒲扇在地上扇乎的，无疑是刚由乡间上来的新手。
那头低得很深，双脚蹭地，跑和走的速度差不多，而颇有跑的表示的，是那些五十岁以上的老者们。
那经验十足而没什么力气的却另有一种方法：胸向内含，度数很深，腿抬得很高，一走一探头，这样
他们就带出跑得很用力的样子，而在事实上一点也不比别人快。
他们仗着“作派”去维持自己的尊严。
　　祥子当然绝不采取这几种姿态。
他腿长步大，腰里非常的稳，跑起来没有多少响声，步步都有些伸缩，车把不动，使座儿觉得安全、
舒服。
说站住，不论在跑得多么快的时候，大脚在地上轻蹭两下，就站住了。
他的力气似乎能达到车的各部分。
脊背微俯，双手松松拢住车把，他活动利落、准确，看不出急促但跑得很快，快而没有危险。
就是在拉包车的里面，这也得算很名贵的。
　　于是祥子换了辆新车。
从一换车那天，他就打听明白了，像他赁的那辆——弓子软，铜活地道，雨布大帘，双灯，细脖大铜
喇叭——值一百出头。
若是漆工与铜活含糊一点呢，一百元便可以打住。
大概说吧，他只要有一百块钱，就能弄一辆车。
猛然一想，一天要是能剩一角的话，一百元就是一千天！
把一千天堆到一块，他几乎算不过来这该有多么远。
　　但是祥子已经下定了决心，这个决心谁也无法阻挡。
一千天，一万天也好，他得买车！
他想好了，第一步他应当去找固定的雇主拉包车。
遇上交际多，饭局多的主儿（即是人。
这里是指包车的主人），平均一月有十来个饭局，他就可以白落两三块的车饭钱。
加上他每月再省出个块儿八角的，也许是三头五块的，一年就能剩起五六十块！
这样，他的希望就近便（接近的意思）多了。
他不吃烟（方言。
吸烟），不喝酒，不赌钱，没有任何嗜好，没有家庭的累赘（léizhuì，不必要的，麻烦的意思），
只要他自己肯咬牙，事儿就没有个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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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自己起下了誓，一年半的工夫，他——祥子——非打成自己的车不可！
是现打的，不要旧车见过新的（固执、朴实的心理特点）。
　　阅读感悟　　祥子对于生活的唯一愿望就是能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
祥子从来都不怕吃苦，也没有一般车夫那样的恶习，他的聪明和努力都可以让他的愿望成为事实。
他也遇到了困难和不幸，都是咬咬牙就过去，并且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只要有希望在，想着有一天会实现自己的美好生活，就信心满满地一往无前。
　　要点思考　　1。
文章为什么要大篇幅地介绍老北京车夫们的悲惨生活？
　　2。
在这一部分，主人公出场后有几段简单的对话描写，反映出了祥子什么样的性格特征？
　　延伸阅读　　他们自己可是不会跑，因为腿脚被钱赘得太沉重。
——《第二章车丢了》　　没有可怕的，没有可虑的，只要自己好好干，就必定成功。
——《第五章虎妞》　　愚蠢与残忍是这里的一些现象；所以愚蠢，所以残忍，却另有原因。
——《第十二章难产》　　祥子　　人物简介：祥子来自农村，他老实、健壮、坚忍，如同骆驼一般
。
他自尊好强，吃苦耐劳，凭自己的力气挣饭吃。
但最后，经历了三起三落，祥子已经失去了生活的信心。
他已经变成了麻木、潦倒、狡猾、好占便宜、吃喝嫖赌、自暴自弃的行尸走肉。
一个曾经是那么要强的头等车夫，最后却还是没有挣扎出悲惨的命运。
祥子是旧社会贫苦劳动人民的缩影，他悲惨的命运反映了旧社会劳动人民生活的苦难与无奈。
　　性格特点：（起初）老实、坚忍、自尊好强、吃苦耐劳；（最后）麻木、潦倒、狡猾、好占便宜
、自甘堕落。
　　虎妞　　人物简介：泼辣而有心计的女人，生就一副男儿性格，很会打理事物，将人和车厂管理
得井井有条。
颇有心计的她安排好了一场骗局，却没料到早早被父亲——刘四爷——拆穿。
但她还是骗取祥子和她结了婚，但却没料到父亲会狠心抛下她不管，卖了厂子到外地去了。
最终由于她的好吃懒做引起难产而丢掉了性命。
　　性格特点：心计重，泼辣，是家庭的占有者、支配者。
　　《骆驼祥子》读后感　　今天我读了《骆驼祥子》，那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胡适、鲁迅、刘半农等作家都从不同侧面写到了人力车夫。
但他们是从一个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观察和道德评价角度，对这个职业中的下层劳动者或扩大或缩小
地给予了同情和赞美，他们都没有深入到一个车夫实实在在的生活和内心中去。
　　人力车夫，也就是旧社会拉黄包车的人。
这个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新职业真正以丰满的形象立足于文坛，是老舍的功劳。
老舍笔下的祥子来自乡间，他带着中国农村破败凋敝的大背景，也带着农民的质朴和固执。
当他认准了拉车这一行，他就成了“车迷”，一心想买上自己的车。
凭着勤劳和坚韧，他用了三年的时间省吃俭用，终于实现了这个理想，成为自食其力的上等车夫。
　　但当时中国军阀混乱的社会环境，不容他有丝毫的个人幻想，不到半年，他就在兵荒马乱中被逃
兵掳走，失去了洋车只牵回三匹骆驼。
祥子没有灰心，他依旧倔强地从头开始，更加克己地拉车攒钱。
可这次还没有买上车，所有的积蓄又被侦探敲诈洗劫一空，买车的梦想又一次成为泡影。
当他又一次拉上自己的车，是以与虎妞成就畸形婚姻为代价的。
但好景不长，虎妞死于难产，祥子人车两空。
连遭生活的打击，加上又失去了他喜爱的小福子，祥子再也无法鼓起生活的勇气，他再也不像以前一
样以拉车为自豪，他厌恶拉车，厌恶劳作。
生活捉弄他，他也开始游戏生活，吃喝嫖赌。
出卖他人换钱，祥子彻底堕落为城市垃圾，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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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鲜活人物是虎妞。
她身上十足的生活味道，她的可鄙可悲的命运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老舍将中国的叙事方法融入外国文学的景物铺排和心理描写，使祥子和虎妞成为家喻户晓、耳熟能详
的人物形象。
　　老舍是幽默大师，但《骆驼祥子》却是悲剧作品。
作家没有刻意幽默，而是摹写生活的本来面目。
作品中的人物都在走下坡路，从祥子、虎妞、小福子、二强子、老马祖孙，到曾经扬威一时的刘四爷
都在走向绝望、暗淡。
由这些人物的悲剧构成了整个社会大悲剧。
　　小说的一大特点是它浓郁的古都风情、市井气息。
《骆驼祥子》偏重下层劳动者的生活场景，尤其是车夫的圈子、大杂院的生活。
这些京腔京韵的北京风情可是为《骆驼祥子》增加了不可替代的艺术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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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知道，在一个急功切利的时代，在一个因浮燥而充斥的“浅阅读”环境里，追求精品而要求
学生“深阅读”反而是一种奢侈的想法。
但是，“领悟性阅读”是人生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如何用精品名着唤醒天性、唤醒心灵、点燃智慧之灯，又能兼顾学生学习的现实需要呢？
一句名言可以影响人的一生。
在众多学生用的名着版本中，唯独商务版的名着是以励志为核心理念的。
我们都知道，好书必然是能启迪人性和给人以精神滋养的。
因此，我们特别关注每一本名着中所传递的宝贵人生经验和成长智慧。
对于阅读经验较少的学生。
让他们有兴趣读和读上去不难，当是首要。
励志版名着将难词、引用、人物、好句等进行了详细的注释与精评。
这是《最新课标必读名著·励志版：骆驼祥子（彩插版）》的“功夫版块”。
　　名师门下出高徒。
清华附中特级教师杨建宇先生，集四十年教学经验，倾力把关导读导学部分，强调在导学的基础上自
主学习，把阅读延伸到书外。
“导学3-2-1”的功能，就好比名着阅读的指南针。
全品系300多幅精美插图，配以言简意赅的文字，形成了“图说名着”的生动画面，这对提升学生的阅
读兴趣以及更好地理解每一本名着的意蕴，无疑会有良好的帮助。
强调课标与素质阅读的结合，是《最新课标必读名著·励志版：骆驼祥子（彩插版）》明显的特征。
各版本语文教材中所选用的名着篇目，都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而倡导“每一本名着都是最好的教
科书”的理念。
简言之，我们殚精竭虑，注重每一个细节。
因为，一个人物，就是一段经历；一段故事，就是一个哲理；一本好书，可以励志一生。
让名着回归它人生成长导师的根本功能吧！
　　《最新课标必读名著·励志版：骆驼祥子（彩插版）》写祥子从奋斗到毁灭的人生历程，阅读时
体会作者对社会底层劳动者苦难命运的关怀与怜悯。
祥子由开始的善良、勤劳、朴实变成一个堕落、耍坏、犯懒的“刺头”，阅读时思考造成祥子悲剧命
运的原因。
阅读时要能够理解人物的性格特点和他们的命运特征，细心体会老北京下层劳动者苦难生活的状况。
　　《最新课标必读名著·励志版：骆驼祥子（彩插版）》语言“京味”浓厚。
作者通过运用北京市民的俗白而浅易的口语，让故事显得非常真实、精致。
《最新课标必读名著·励志版：骆驼祥子（彩插版）》中有大量的景色描写，起到了渲染气氛的作用
。
这种描写方法，需要我们学习借鉴。
这是一部老北京底层劳动者不屈服于命运的奋斗史。
祥子为了实现自己美好生活的愿望，他充满自信，努力拼搏。
他所具有的勤劳、朴实、善良、积极向上以及对生活充满希望的精神，正是我们生活中所要追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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