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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里所集印的一些篇不大象样子的文章，有的是给文艺刊物或报纸写过的稿子，有的是在各处讲话的
底稿或纪录——有几篇虽是这种纪录，却忘了讲话的地点，故未注明。
给报刊写的稿子，看起来文字比较顺当；讲话纪录就差一些，可也找不出时间去润色，十分抱歉！
    这些篇的内容大致都是讲文学语言问题的，一部分题目也是近几年来各报刊约稿与各处约讲话时所
指定的。
这样，在当时，我想起什么就说什么，没有考虑怎么避免重复，往往旧话重提；在讲话时更是如此，
经验不多，只好顺口说些老话。
现在，把它们搜集到一处，要印成一本小书，可就发现许多重复之处，说了再说，令人生厌。
这本小书确有此病。
不过呢，这篇与那篇虽然差不多，每篇可也总有那么一点特有的东西，弃之未免可惜，从新写过又没
有时间，只好将就着保留下来。
虽然说了再说，容易记住，可是我所说的到底正确与否，值得记住不值得。
还是个问题。
    书名《出口成章》，这并不是说我自己有此本领，而是对读者的一点祝愿。
这也并非说，一读这本小书即获得这个本领，而是说谁肯努力学习，谁就能够成功。
是的，我切盼咱们都肯勤学苦练，有那么一天，大家(包括我自己)都能够作到文通字顺，出口成章！
    老舍于北京    196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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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出口成章》是老舍先生在1963年编选的集子，它的副标题是《论文学语言及其他》。
内收了1955年至1963年5月之间的22篇文章。
这是他自编的唯一一本标明论著的集子，无论对老舍先生本人还是广大读者都是件稀罕的事，足见它
在老舍先生的心中的分量该有多重。

此次我社出版，特约请舒济老师增编了老舍先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50年代初期和1963年5月以后的
一部分文章，扩大了选文的时间年限，也补充了原书中没有涉及的一些内容，故名“增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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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老舍（1899—1966），现代著名作家。
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满族（正红旗）。
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
1924年赴英国。
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执教期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
1936年发表《骆驼祥子》。
抗战胜利后赴美国讲学，新中国成立后回国。
1950年创作话剧《龙须沟》，获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称号。
1957年创作《茶馆》。
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著述丰富，擅长刻画市民阶层的生活和心理，文笔生动、幽默，富有浓郁的京味和市井气息，有语言
大师之誉。
主要作品还有小说《二马》、《离婚》、《四世同堂》、《正红旗下》等，有《老舍文集》和《老舍
全集》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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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物、语言    在文学修养中，语言学习是很重要的。
没有运用语言的本事，即无从表达思想、感情；即使敷衍成篇，也不会有多少说服力。
    语言的学习是从事写作的基本功夫。
    学习语言须连人带话一齐来，连东西带话一齐来。
这怎么讲呢？
这是说，孤立地去记下来一些名词与话语，语言便是死的，没有多大的用处。
鹦鹉学舌就是那样，只会死记，不会灵活运用。
孤立地记住些什么“这不结啦”、“说干脆的”、“包了圆儿”⋯⋯并不就能生动地描绘出一个北京
人来。
    我们记住语言，还须注意它的思想感情，注意说话人的性格、阶级、文化程度，和说话时的神情与
音调等等。
这就是说，必须注意一个人为什么说那句话，和他怎么说那句话的。
通过一些话，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生活与性格来。
这就叫连人带话一齐来。
这样，我们在写作时，才会由人物的生活与性格出发，什么人说什么话，张三与李四的话是不大一样
的。
即使他俩说同一事件，用同样的字句，也各有各的说法。
    语言是与人物的生活、性格等等分不开的。
光记住一些话，而不注意说话的人，便摸不到根儿。
我们必须摸到那个根儿——为什么这个人说这样的话，那个人说那样的话，这个人这么说，    那个人
那么说。
必须随时留心，仔细观察，并加以揣摩。
先由话知人，而后才能用话表现人，使语言性格化。
    不仅对人物如此，就是对不会说话的草木泉石等等，我们也要抓住它们的特点特质，精辟地描写出
来。
它们不会说话，我们用自己的语言替它们说话。
杜甫写过这么一句：“塞水不成河”。
这确是塞外的水，不是江南的水。
塞外荒沙野水，往往流不成河。
这是经过诗人仔细观察，提出特点，成为诗句的。
    塞水没有自己的语言。
“塞水不成河”这几个字是诗人自己的语言。
这几个字都很普通。
不过，经过诗人这么一运用，便成为一景，非常鲜明。
可见只要仔细观察，抓到不说话的东西的特点特质，就可以替它们说话。
没有见过塞水的，写不出这句诗来。
我们对一草一木，一泉一石，都须下功夫观察。
找到了它们的特点特质，我们就可以用普通的话写出诗来。
光记住一些“柳暗花明”、“桃红柳绿”等泛泛的话，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泛泛的词藻总是人云亦云，见不出创造本领来。
用我们自己的话道出东西的特质，便出语惊人，富有诗意。
这就是连东西带话一齐来的意思。
    杜甫还有这么一句：“月是故乡明”。
这并不是月的特质。
月不会特意照顾诗人的故乡，分外明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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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诗人见景生情，因怀念故乡，而把这个特点加给了月亮。
我们并不因此而反对这句诗。
不，我们反倒觉得它颇有些感染力。
这是另一种连人带话一齐来。
“塞水不成河”是客观的观察，“月是故乡明”是主观的情感。
诗人不直接说出思乡之苦，而说故乡的月色更明，更亲切，更可爱。
我们若不去揣摩诗人的感情，而专看字面儿，这句诗便有些不通了。
    是的，我们学习语言，不要忘了观察人，观察事物。
有时候，见景生情，还可以把自己的感情加到东西上去。
我们了解了人，才能了解他的话，从而学会以性格化的话去表现人。
我们了解了事物，找出特点与本质，便可以一针见血地状物绘景，生动精到。
人与话，物与话，须一齐学习，一齐创造。
    P1-3    话剧的语言    文学语言不仅负有描绘人物、风景，表达思想、感情，说明事实等等的责任。
它还须在尽责之外，使人爱读，不忍释卷。
它必须美。
环肥燕瘦，各有各的美，文笔亦然：有的简劲，有的豪放，有的淡远，有的裱艳⋯⋯。
美虽不同，但必须美。
    创作的乐趣至少有两个：一个是资料丰富，左右逢源，便于选择与调遣，长袖善舞，不会捉襟见肘
。
一个是文字考究，行云流水，心旷神怡。
有文无物，即成八股；有物无文，行之不远。
最好是二者兼备，既有内容，又有文笔，作者情文并茂，读者悦目畅怀，皆大欢喜！
    以言话剧，更须情文并茂，因为对话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近年来，我们的话剧有很好的成就，无可否认。
可是，其中也有一些剧本，只顾情节安排，而文字颇欠推敲，亦是美中不足。
这类作品的执笔者似乎竭尽全力去排列人物，调动剧情，而在文笔上没有得到创作的乐趣与享受。
人物出场的先后既定，情节的转折也有了个大概，作者似乎便把自己要说的话分别交给人物去说，张
三李四原来不过是作者的化身。
这样写出的对话是报告式的，平平静静，不见波澜。
(当然，好的报告也并不是一汪死水。
)至于文字呢，似乎只顾了说什么，而没考虑怎么说。
要知对话是人物性格的“声音”，性格各殊，谈吐亦异。
作者必须苦思熟虑：如此人物，如此情节，如此地点，如此时机，应该说什么，应该怎么说。
一声哀叹或胜于滔滔不绝；吞吐一语或沉吟半晌，也许强于一泻无余。
说什么固然要紧，怎么说却更重要。
说什么可以泛泛地交代，怎么说却必须洞悉人物性格，说出掏心窝子的话来。
说什么可以不考虑出奇制胜，怎么说却要求妙语惊人。
不论说什么，若总先想一想怎么去说，才能逐渐与文学语言挂上钩，才能写出自己的风格来。
    为写剧本，我们须找到一个好故事，但不宜满足于此。
一个故事有多种说法，要争取自己的说法最出色。
在动笔写剧本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求自己是在作“诗”，一字不苟。
在作诗的时候，不管本领大小，我们总是罄其所有，不遗余力，一个字要琢磨推敲多少次。
为什么写话剧不应如此呢？
一首诗也许得不到当众朗诵的机会，而话剧本来是要演给大家听的呀。
大家去听评书，并不一定是为听故事，因为也许已经听过多少遍，特别是那些最热闹的节目，如《挑
帘杀嫂》、《连环套》等等。
我们是去听评书先生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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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之美足以使人百闻不厌。
话剧是由几位或更多的演员同演一个故事，此扮张三，彼饰李四，活生活现，比评书更直接，更有力
。
那么，若是张三李四的话都平平常常，可有可无，谁还爱听呢？
    文学语言，无论是在思想性上，还是在艺术性上，都须比日常生活语言高出一头。
作者须既有高深的思想，又有高度的语言艺术修养。
他既能够从生活中吸取语言，又善于加工提炼，象勤劳的蜂儿似的来往百花之间，酿成香蜜。
    再说一次，免生误会：我不喜欢有文无物的八股。
我不是说，话剧应只讲究文笔，不顾其他。
我是说，话剧既是文学作品，就理当有文学语言。
这不是苛求，而是理之当然。
看吧，古往今来的有名文人，不是不但诗文俱佳，而且连写张字条或一封家信也写的优美吗？
那么，为什么写话剧可以不讲究文字呢？
这说不通！
    我们讲思想性，故事性；应当讲！
但是，思想性越高，便越需要精辟的语言，否则夹七夹八，词难达意，把高深的思想说得胡里胡涂。
多么高深的思想，需要多么精到的语言。
故事性越强，也越需要生动鲜明的语言。
精采的语言，特别是在故事性强的剧本里，能够提高格调，增加文艺韵味。
故事性强的戏，容易使人感到作者卖弄舞台技巧，热闹一时，而缺乏回味。
好的语言会把诗情画意带到舞台上来，减少粗俗，提高格调。
不注意及此，则戏越热闹，越容易降入平庸。
    格调欲高，固不专赖语言，但语言乏味，即难获得较高的格调。
提高格调亦不端赖词藻。
用的得当，极俗的词句也会有珠光宝色。
为修词而修词，纵字字典雅，亦未必有力。
不要以为多掉书袋，酸溜溜的，便是好文章。
字的俗雅，全看我们怎么运用；不善运用，雅的会变成俗的，而且比俗的多着点别扭。
为善于运用语言，我们必须丰富生活经验，和多习书史，既须掌握活的语言，又略习旧体诗文。
好的戏剧语言不全凭习写剧本而来，我们须习写各种文体，好好地下一番工夫。
缺乏此种工夫的，应当补课。
    有的剧本，语言并不十分好，而演出很成功。
是，确有此事。
可是，这剧本若有更好的语言不就更好吗？
有的剧本，文字上乘，而演出不大成功。
是，也确有此事。
这该去找出失败的原因。
不该因此而断定：成功的剧本不应有优美的文字。
况且，这样的作品虽在舞台上失败，可是因为文字可取，在图书馆中仍能得到地位。
有许多古代剧本已多年不上演，我们可还阅读它们，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语言精致，值得学习。
    我自己的语言并无何特色，上边所说的不仅为规劝别人，也为鞭策自己。
    P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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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出口成章》是老舍先生在1963年编选的集子，它的副标题是《论文学语言及其他》。
内收了1955年至1963年5月之间的22篇文章，总共八万五千字。
这是他自编的唯一一本标明论著的集子，无论对老舍先生本人还是广大读者都是件稀罕的事。
他写的文学创作经验与文论方面的文章总共有一百二十多万字，约400篇。
其中只有6篇文章的标题是以“论”字打头的，它们是《论悲剧》、《论创作》、《论通俗文艺》、
《论文学形式》、《论新诗》、《论才子》。
他常常用《我怎样写⋯⋯》或《谈⋯⋯》为题写这些文章，可见他对“论”字用得很慎重，不轻易使
用。
这本《出口成章》是一本论述文学语言的著作，足见它在老舍先生的心中的分量该有多重！
这是他一生写作经验中的精华，是他创作心血的结晶，是他在文学语言理论建树上的一大功绩。
他在写作实践上与理论著述上无愧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大师的荣誉称号。
    读者在读《出口成章》时，会被书中文章生动形象的论述，通俗易懂的文字，短小简练的篇章所吸
引。
可是也会产生学术论著的文字能否这么写的疑问。
恰好这些短小的易懂的，深入浅出的文章，成就了老舍式的学术论文的特色。
他用他独具风格的文学语言阐述了文学语言的理论问题。
如阐释了人的口语与文学语言的关系。
文学的民族风格、文学作品的风格与文学语言的关系，文学语言与生活、思想、感情的关系，文学语
言与修辞、音韵、文化、美术等学科的关系，不同文学形式的语言特点等，构成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文
学语言理论。
他所写的这些理论文章，同样像他的小说、散文等作品似的，很大众化，雅俗共赏。
反映了他一贯的写作宗旨，作品是给广大读者看的。
理论性内容不神秘，不难懂，应该能够被多数人很容易的接受，用来指导写作，提高运用文字的能力
与水平。
    《出口成章》这本小书内的22篇短文，已经阐明了文学语言的各方面内容，照着老舍先生对作品短
小简练，少而精的要求，本不该再往里面增加内容。
辽宁人民出版社要我看看能否再补充几篇，这让我为难了许久。
最终在老舍先生写的、讲过的大量有关文学语言的文章中找出了13篇，增添到这本书中。
    我是从两个方面着眼选择的这13篇文章。
首先是扩大了老舍先生选择文章的时间年限。
我选入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初期和1963年5月以后的一部分文章。
这样可以看出老舍先生重视文学语言是一贯的。
这些文章是他写作中呕心沥血、勤学苦练，不断锤炼文学语言的见证。
其次，在这13篇文章中，补上了《出口成章》中没有涉及的具体内容，如新闻的语言、喜剧的语言、
民间文艺的语言、相声的语言、幽默讽刺问题、语言规范化问题等。
还有老舍先生写他自己的文章《我的“话”》和《我怎样学习语言》。
看来这些文章是对《出口成章》理论内容的补充，而实际上它们所阐明的并没有超出《出口成章》的
理论范围。
仅是增加了些历史因素与文学语言在不同文学形式中的不同表现和要求。
    如今即将出版《出口成章——论文学语言及其他》增编本，我衷心希望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
喜欢看它，定会开卷有益。
    最后感谢辽宁人民出版社大力支持出版这本老舍先生学术性的作品。
    舒济    2011年3月2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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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出口成章：论文学语言及其他(增编本)》是老舍先生一生写作经验的精华，是他创作心血的结晶，
是他在文学语言理论建树上的一大功绩，是他献给所有人的礼物，对于作家和立志成为作家的年轻人
更是重要。
认真阅读，一定可以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像老舍先生希望的那样，做到“出口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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