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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经得起时间的磨砺，能让人不断去阅读、挖掘、研究的作家实在不多，老舍是一
个。
老舍散文大雅若俗，针头线脑，婚丧情私，风俗物事，只要如实地闲扯下来，便成就了妙文佳构。
 本书选了老舍散文八十二篇，按内容分为三部分，并根据内容编排：第一部分是抒情写景记人的文章
，第二部分是幽默散文，最后一部分收了一些文论。
之所以选文论，也是要让读者感受，老舍的文论没有半点学究气的冷面孔。
老舍的文论也是纯粹老舍味的，旁人不大学得来。
     本书为“世纪文存丛书”之老舍散文，讲述了：一些印象（节选）；非正式的公园；趵泉的欣赏；
抬头见喜；还想着它；又是一年芳草绿；春风；小动物们；小动物们（鸽）续；何容何许人也；青岛
与山大；想北平；英国人；我的几个房东；大明湖之春；东方学院；无题（因为没有故事）；五月的
青岛；吊济南；一封信；宗月大师；诗人；敬悼许地山先生；滇行短记；我所认识的沫若先生⋯⋯　
　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老舍的经典散文，有叙事的、有抒情的、有释理的。
这些散文文笔手法细腻、结构顺当、条理清晰、内容丰富多彩、语言流畅优美。
散文中渗透着作者丰富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内心世界。
这本散文集典型而精致，可读性强，细细品味，其乐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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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
满族，北京人。
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同时开始文学创作
，1930年回国后，先后任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
老舍著作丰厚，题材多样，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二马》、《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
四世同堂》、《正红旗下》，剧本《龙须沟》、 《茶馆》等，另有多部短篇小说集和散文作品。
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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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些印象（节选）非正式的公园趵突泉的欣赏抬头见喜还想着它又是一年芳草绿春风小动物们小动物
们（鸽）续何容何许人也青岛与山大想北平英国人我的几个房东大明湖之春东方学院无题（因为没有
故事）五月的青岛吊济南一封信宗月大师诗人敬悼许地山先生滇行短记我所认识的沫若先生青蓉略记
我的母亲北京的春节悼念罗常培先生猫内蒙风光（节选）到了济南药集夏之一周间一天当幽默变成油
抹吃莲花的买彩票有声电影科学救命新年的二重性格新年醉话观画记大发议论考而不死是为神小病神
的游戏避暑习惯取钱画像写字读书落花生有钱最好西红柿檀香扇青岛与我钢笔与粉笔鬼与狐代语堂先
生拟赴美宣传大纲相片婆婆话我的理想家庭有了小孩以后搬家文艺副产品兔儿爷四位先生多鼠斋杂谈
梦想的文艺“住”的梦谈幽默事实的运用言语与风格“幽默“的危险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未成熟
的谷粒我的“话”文艺与木匠怎样读小说文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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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非正式的公园济南的公园似乎没有引动我描写它的力量，居然我还想写那么一两句；现在我要写的地
方，虽不是公园，可是确比公园强的多，所以——非正式的公园；关于那正式的公园，只好，虽然还
想写那么一两句，待之将来。
这个地方便是齐鲁大学，专从风景上看。
齐大在济南的南关外，空气自然比城里的新鲜，这已得到成个公园的最要条件。
花木多，又有了成个公园的资格。
确是有许多人到那里玩，意思是拿它当作——非正式的公园。
逛这个非正式的公园以夏天为最好。
春天花多，秋天树叶美，但是只在夏天才有“景”，冬天没有什么特色。
当夏天，进了校门便看见一座绿楼，楼前一大片绿草地，楼的四围全是绿树，绿树的尖上浮着一两个
山峰，因为绿树太密了，所以看不见树后的房子与山腰，使你猜不到绿荫后边还有什么；深密伟大，
你不由的深吸一口气。
绿楼？
真的，“爬山虎”的深绿肥大的叶一层一层的把楼盖满，只露着几个白边的窗户；每阵小风，使那层
层的绿叶掀动，横着竖着都动得有规律，一片竖立的绿浪。
往里走吧，沿着草地——草地边上不少的小蓝花呢——到了那绿荫深处。
这里都是枫树，树下四条洁白的石凳，围着一片花池。
花池里虽没有珍花异草，可是也有可观；况且往北有一条花径，全是小红玫瑰。
花径的北端有两大片洋葵，深绿叶，浅红花；这两片花的后面又有一座楼，门前的白石阶栏像享受这
片鲜花的神龛。
楼的高处，从绿槐的密叶的间隙里看到，有一个大时辰钟。
往东西看，西边是一进校门便看见的那座楼的侧面与后面，与这座楼平行，花池东边还有一座；这两
座楼的侧面山墙，也都是绿的。
花径的南端是白石的礼堂，堂前开满了百日红，壁上也被绿蔓爬匀。
那两座楼后，两大片草地，平坦，深绿，像张绿毯。
这两块草地的南端，又有两座楼，四周围蔷薇作成短墙。
设若你坐在石凳上，无论往哪边看，视线所及不是红花，便是绿叶；就是往上下看吧：下面是绿草，
红花，与树影；上面是绿枫树叶。
往平里看，有时从树隙花间看见女郎的一两把小白伞，有时看男人的白大衫。
伞上衫上时时落上些绿的叶影。
人不多，因为放暑假了。
拐过礼堂，你看见南面的群山，绿的。
山前的田，绿的。
一个绿海，山是那些高的绿浪。
礼堂的左右，东西两条绿径，树荫很密，几乎见不着阳光。
顺着这绿径走，不论是往西往东，你看见些小的楼房，每处有个小花园。
园墙都是矮松做的。
春天的花多，特别是丁香和玫瑰，但是绿得不到家。
秋天的红叶美，可是草变黄了。
冬天树叶落净，在园中便看见了山的大部分，又欠深远的意味。
只有夏天，一切颜色消沉在绿的中间，由地上一直绿到树上浮着的绿山峰，成为以绿为主色的一景。
（原载1932年7月《华年》第1卷第12期） 趵突泉的欣赏千佛山、大明湖和趵突泉，是济南的三大名胜
。
现在单讲趵突泉。
在西门外的桥上，便看见一溪活水，清浅，鲜洁，由南向北的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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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由趵突泉流出来的。
设若没有这泉，济南定会丢失了一半的美。
但是泉的所在地并不是我们理想中的一个美景。
这又是个中国人的征服自然的办法，那就是说，凡是自然的恩赐交到中国人手里就会把它弄得丑陋不
堪。
这块地方已经成了个市场。
南门外是一片喊声，几阵臭气，从卖大碗面条与肉包子的棚子里出来。
进了门有个小院，差不多是四方的。
这里，“一毛钱四块！
”和“两毛钱一双！
”的喊声，与外面的“吃来”联成一片。
一座假山，奇丑；穿过山洞，接联不断的棚子与地摊，东洋布，东洋磁，东洋玩具，东洋⋯⋯加劲的
表示着中国人怎样热烈的“不”抵制劣货。
这里很不易走过去，乡下人一群跟着一群的来，把路塞住。
他们没有例外的全买一件东西还三次价，走开又回来摸索四五次。
小脚妇女更了不得，你往左躲，她往左扭；你往右躲，她往右扭，反正不许你痛快的过去。
到了池边，北岸上一座神殿，南西东三面全是唱鼓书的茶棚，唱的多半是梨花大鼓，一声“哟”要拉
长几分钟，猛听颇像产科医院的病室。
除了茶棚还是日货摊子，说点别的吧！
泉太好了。
泉池差不多见方，三个泉口偏西，北边便是条小溪流向西门去。
看那三个大泉，一年四季，昼夜不停，老那么翻滚。
你立定呆呆的看三分钟，你便觉出自然的伟大，使你不敢再正眼去看。
永远那么纯洁，永远那么活泼，永远那么鲜明，冒，冒，冒，永不疲乏，永不退缩，只是自然有这样
的力量！
冬天更好，泉上起了一片热气，白而轻软，在深绿的长的水藻上飘荡着，使你不由的想起一种似乎神
秘的境界。
池边还有小泉呢：有的像大鱼吐水，极轻快的上来一串小泡；有的像一串明珠，走到中途又歪下去，
真像一串珍珠在水里斜放着；有的半天才上来一个泡，大，扁一点，慢慢的，有姿态的，摇动上来；
碎了；看，又来了一个！
有的好几串小碎珠一齐挤上来，像一朵攒整齐的珠花，雪白。
有的⋯⋯这比那大泉还更有味。
新近为增加河水的水量，又下了六根铁管，做成六个泉眼，水流得也很旺，但是我还是爱那原来的三
个。
看完了泉，再往北走，经过一些货摊，便出了北门。
前年冬天一把大火把泉池南边的棚子都烧了。
有机会改造了！
造成一个公园，各处安着喷水管！
东边作个游泳池！
有许多人这样的盼望。
可是，席棚又搭好了，渐次改成了木板棚；乡下人只知道趵突泉，把摊子移到“商场”去（就离趵突
泉几步）买卖就受损失了；于是“商场”四大皆空，还叫趵突泉作日货销售场；也许有道理。
（原载1932年8月《华年》第1卷第17期）抬头见喜对于时节，我向来不特别的注意。
拿清明说吧，上坟烧纸不必非我去不可，又搭着不常住在家乡，所以每逢看见柳枝发青便晓得快到了
清明，或者是已经过去。
对重阳也是这样，生平没在九月九登过高，于是重阳和清明一样的没有多大作用。
端阳，中秋，新年，三个大节可不能这么马虎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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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故意躲着它们，账条是不会忘记了我的。
也奇怪，一个无名之辈，到了三节会有许多人惦记着，不但来信，送账条，而且要找上门来！
设若故意躲着借款，着急，设计自杀等等，而专讲三节的热闹有趣那一面儿，我似乎是最喜爱中秋。
“似乎”，因为我实在不敢说准了。
幼年时，中秋是个很可喜的节，要不然我怎么还记得清清楚楚那些“兔儿爷”的样子呢？
有“兔儿爷”玩，这个节必是过得十二分有劲。
可是从另一方面说，至少有三次喝醉是在中秋；酒入愁肠呀！
所以说“似乎”最喜爱中秋。
事真凑巧，这三次“非杨贵妃式”的醉酒我还都记得很清楚。
那么，就说上一说呀。
第一次是在北平，我正住在翊教寺一家公寓里。
好友卢嵩庵从柳泉居运来一坛子“竹叶青”。
又约来两位朋友——内中有一位是不会喝的——大家就抄起茶碗来。
坛子虽大，架不住茶碗一个劲进攻；月亮还没上来，坛子已空。
干什么去呢？
打牌玩吧。
各拿出铜元百枚，约合大洋七角多，因这是古时候的事了。
第一把牌将立起来，不晓得——至今还不晓得——我怎么上了床。
牌必是没打成，因为我一睁眼已经红日东升了。
第二次是在天津，和朱荫棠在同福楼吃饭，各饮绿茵陈二两。
吃完饭，到一家茶肆去品茗。
我朝窗坐着，看见了一轮明月，我就吐了。
这回决不是酒的作用，毛病是在月亮。
　 第三次是在伦敦。
那里的秋月是什么样子，我说不上来——也许根本没有月亮其物。
中国工人俱乐部里有多人凑热闹，我和浣刚伯也去喝酒。
我们俩喝了两瓶葡萄酒。
酒是用葡萄还是葡萄叶儿酿的，不可得而知，反正价钱很便宜；我们俩自古至今总没作过财主。
喝完，各自回寓所。
一上公众汽车，我的脚忽然长了眼睛，专找别人的脚尖去踩。
这回可不是月亮的毛病。
对于中秋，大致如此——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它坏。
就此打住。
至若端阳，似乎可有可无。
粽子，不爱吃。
城隍爷现在也不出巡；即使再出巡，大概也没有跟随着走几里路的兴趣。
樱桃真是好东西，可惜被黑白桑葚给带累坏了。
新年最热闹，也最没劲，我对它老是冷淡的。
自从一记事儿起，家中就似乎很穷。
爆竹总是听别人放，我们自己是静寂无哗。
记得最真的是家中一张《王羲之换鹅》图。
每逢除夕，母亲必把它从个神秘的地方找出来，挂在堂屋里。
姑母就给说那个故事；到如今还不十分明白这故事到底有什么意思，只觉得“王羲之”三个字倒很响
亮好听。
后来入学，读了《兰亭序》，我告诉先生，王羲之是在我的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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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老舍散文大雅若俗，针头线脑，婚丧情私，风俗物事，只要如实地闲扯下来，便成就了妙文
佳构。
那么何以描写“零七碎八”的老舍散文，就算得上大家手笔呢。
顶顶要紧的是，他精通写作之道，绝不光以“情真”和“形散神不散”的肤浅说词做注脚。
他懂得如何将自己的学养才华幻术般融入写作之中，让个性的灵气渗透进每一个字眼儿。
　　老舍不属情感型作家。
深厚扎实的生活积累，敏锐细致观察体味人生百态，炉火纯青的语言使老舍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独
树一帜。
老舍的小说和散文，并非因你欣赏口味的改变而时过境迁。
那里面有一种强化的生命力，能使你清醒地入了迷，叫你全部的官能在活跃着的时刻享受快活的日光
浴。
这种由阅读所带来的愉快乐趣，是不会被遗忘的。
苛刻地讲，百年中国文学给我们留下的这种愉快乐趣并不多。
单从这个意义上，写出了《骆驼祥子》和《茶馆》的老舍就已经不朽了。
　　老舍是把自己比成“文牛”的，他的自由全在写作里。
他无法忍受没有了写作的闲在与自由。
他不敢保证一辈子都写得好，因为“连荷马都有打盹的时候”。
他是那种抱定为文艺而生，亦为文艺而死的纯净文人，心甘情愿自取精神思想上的烦恼。
他管这叫“大愚”。
“大愚”的气韵，成了老舍煮字生涯的生命线，一直那么从容不迫地流动着，时而深邃有力，时而平
缓冲淡，始终也不会枯萎。
直到有一天，一块巨大冥顽的丑石要阻断这生机勃勃的生命流，他仍然宁折不弯，义无反顾，硬是将
自己的躯壳撞成生命的碎片，灵魂驾鹤西去，却把美好的水花凝结成另一股不枯的活泉，去滋润人们
的心田。
这便是老舍用毕生心血织就的一幅色彩斑斓、缤纷多姿的文字图画。
　　老舍确是用文字绘画的丹青妙手，勾描人物，涂抹风景，无论笔墨或浓或淡，那力透纸背的功夫
，那令人捧腹的幽默，一看便知只能是老舍的。
　　老舍的散文也不外乎写景、记人、抒怀、说文、论事几类，而且文中的细节又全是那么平凡，语
言朴素直白到用平头百姓说的大白话。
想一想，老舍得运用何等的艺术手段，才能使一个个见棱见角的方块字鲜活起来。
他不用字典里的现成词汇去掉书袋，也不会为诱惑读者故意雕饰文字；他不板面孔、不摆架子，也不
云里雾里地说空话，而全凭思想牵着笔头，化技巧于无形，文章自然、率真地从心底流淌出来。
写景如《趵突泉的欣赏》《吊济南》《五月的青岛》《大明湖之春》《想北平》《青蓉略记》等篇均
是如此。
简约几笔，一幅幅文字写意便活脱脱跃然纸上，顷刻间就将你的感官激活起来。
　　《我的母亲》是一篇叫人落泪的挚情之作，老舍这时“絮叨”起母亲的家长里短，是不吝笔墨的
，他那么细微地描写，只是为传达一个朴素的道理：“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
，却失去了根。
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
”这言简意深的情语，分明是由母亲用血汗灌养生命的景语结晶成的。
“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
文章以“心痛!心痛!”结束，却让读者落泪!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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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舍散文》：赶到猫儿们一讲起恋爱来，那就闹得一条街的人们都不能安睡。
它们的叫声是那么尖锐刺耳，使人觉得世界上若是没有猫啊，一定会更平静一些。
可是，及至女猫生下两三一个棉花团似的小猫啊，你又不恨它了。
它是那么尽责地看护儿女，连上房兜兜风也不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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