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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苏奎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满族，祖籍北京。
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
　　1899年，老舍出生于北京一个贫苦旗人家庭。
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担任过小学校长等职。
1924年，老舍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学，在讲学期间他开始了小说创作。
1930年回国。
同年，到齐鲁大学任教。
1932年以后，老舍开始写作中短篇小说，大多收入《赶集》、《樱海集》、《蛤藻集》。
1934年，任山东大学教授。
1936年，老舍发表小说代表作《骆驼祥子》。
1937年，老舍又回齐鲁大学任教。
抗日战争爆发后，老舍奔赴武汉。
1938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出任总务部主任，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
抗战八年中，老舍对文艺界的团结抗日多有贡献。
由于配合抗日宣传的需要，他努力用各种文艺形式进行创作，除小说之外，还有杂文、鼓词、旧剧、
民歌、话剧、新诗等。
1939年，老舍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
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1946年，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
　　1949年，老舍由美回国。
1951年初创作的话剧《龙须沟》上演，获得巨大成功，老舍因此获得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
1950至1960年代，老舍在文艺、政治、社会、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担任多种职务，但仍然勤奋创作。
1957年创作完成的话剧《茶馆》，为老舍赢得国际声誉。
老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受迫害，不堪其辱，于1966年8月24日自溺于北京太平湖。
　　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所关注的是北京市民社会的
多样人物与纷繁变化的人情世态。
老舍成功地表现了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与命运，为现代文学提供了新的审美对象和关注领域。
老舍并非一味地展现城市贫民的悲惨境遇，而是着重叙述他们身上所承袭的保守落后观念，以及他们
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困惑、犹疑与进退两难的心理。
老舍否定老派市民的保守、顽固与虚伪，更否定那些处在中西文化夹缝中的自私、颓废、无责任感的
新派市民，他理想中的人物是那些既保持了传统的道德、苦干精神，又具备现代思维的新人。
民族的积贫积弱不仅是由于西方武力与资本的入侵，而且更是因为人的落后，而民族的复兴最终要靠
新人来完成。
在这个意义上，老舍对市民的塑造，接续了鲁迅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
民族真正之复兴“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沙聚之邦”才能“转成人国”。
老舍总是用对比的方式来处理文本中的观念对立的人物形象，在体貌特征、言谈举止、行为方式等等
方面的差异性叙述之中，明确地体现自己的褒扬与贬斥、肯定与否定的价值取向。
老舍不遗余力地在市民身上下功夫，一方面是他对这一群体的熟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国民性
在市民阶层中体现得相当充分与全面，而且市民这一群体的态度与分化最能体现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冲
击与影响，而他们的反应也是社会整体思想状态的表征。
老舍有着英国生活的体验，他会不自觉地以西方现代文明的眼光来重新打量自己的民族，中国人在西
方文明对比之下，自然会是顽固保守、愚昧落后的。
对还处于前现代的中国社会的批判，与民族迈向现代化的期冀，构成了老舍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
　　老舍文学上所表现出来的幽默在现代文学中是相当突出的，这与他的成长环境和所受影响有关，
也是他的自觉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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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平民社会市井生活与英国作家狄更斯等人的影响，使他的文学创作之初就带上了幽默的风格。
同时，幽默也为他的文化批判找到了一种最为恰当的方式。
老舍说：“文字要生动有趣，必须利用幽默。
假若干燥，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
”他有意识地追求文学幽默化的效果，并善于以机智与讽刺的形式来表现。
老舍把幽默看成是一种“心态”，嬉皮笑脸并不是幽默，心平气和，心宽气朗才是幽默。
作家如果神经过敏有失平和，那么就会使作品“含着强烈的刺激性或牢骚或伤感”，这样的文学是无
益的；幽默的作者却能从世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地写出来，他自己看出人间的缺欠，也愿使别
人看到，不仅是看到他还承认人类的缺欠。
”老舍把幽默作为营造文学世界的重要手段，追求一种心态平和而意味无穷的文学效果。
老舍的幽默风格稳定，表现形式多样化，既有温厚的同情、滑稽的展示，又有严峻的讽刺。
老舍多用夸张变形的描写，以在幽默中批判。
对于不同对象，运用幽默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但总能起到让人读后有所思的效果，体现了幽默的艺术
魅力。
从1920年代的长篇小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喜剧，幽默化的表达一直贯穿于老舍文学创作的始终，
不仅形成了稳定的风格，而且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老舍是京味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创作奠定了京味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也对京味文学发展
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
老舍文学的京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北京市民社会和市井情态的展现。
北京城市特有的大杂院、四合院、胡同等凡俗的生活场景，底层社会的贩夫走卒、三教九流等各式人
物，都走进了老舍的文学世界，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关于城市社会的丰富的人物谱系。
在现代作家中很少有像老舍这样执著地描写城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以文学化的方式构筑了市民世界，
几乎包罗了现代市民阶层生活的所有方面。
其中的人物不管是老派市民、新派市民，或者是老舍理想中的新人，以及车夫、妓女、巡警等卑微生
存者，在老舍笔下，无一不是北京文化的体现者。
在老舍的叙事中，人物的社会地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揭示文化对于人性的影响。
老舍通过对他们的叙述，展现了一个独特的地域文化样态。
另一方面是文学语言上对北京口语的独特运用。
老舍采用的是经过加工提炼了的北京口语，这种语言能够准确传神地刻画北京底层民众的行为心理，
使人物显得真切而自然，在叙述上也能明快自然。
同时，老舍善于用北京土语，增加语言的地方风味。
老舍成功地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统一起来，探索了现代白话文学语言的发展道路。
我们看到，老舍那些最具特色，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都与北京这座城市有关。
从文学创作之初的《老张的哲学》，1930年代的《骆驼祥子》、1940年代的《四世同堂》，以及1950
年代的《茶馆》，这些作品的叙述对象都是充满北京文化特点的人物。
沉浸在北京文化中的老舍，用文学的手段展现了京城文化的独特性，这与其他现代作家的地域化写作
一起，构成现代文学的丰富的审美内涵。
所谓“京味”文学，老舍颇具典范意义。
在“京味”文学的不断传承中老舍所体现的源头意味非常明显。
　　在创作上，老舍涉足的领域是广阔的，能够自如地运用各种文体，突破了单一文体的写作束缚。
无论是小说、戏剧、散文、诗歌，还是鼓词、相声这样的通俗艺术，老舍都进行过尝试，而且都有所
建树，特别是在小说和戏剧方面，有着辉煌的成就。
老舍的小说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与茅盾、巴金的长篇创作一起，构成现
代长篇小说艺术的三大高峰。
老舍的小说创作在从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的同时，又注重学习西方近代小说的技巧与
方法，在人物描写上，既借鉴了西方小说的心理表现，又保持了中国传统的白描手法。
老舍融合中西的努力，扩展了小说的文本容量，推动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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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以《茶馆》为代表的戏剧作品，不仅为中国文学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而且戏剧建构的技巧、戏
剧充溢着的地域色彩以及其“京味”特色，也为中国当代戏剧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从现实意义的角度来看，老舍的文学在当下并没有过时，他的文学创作方式方法、地域特色、幽
默风格，依然值得我们去研究、借鉴；更为重要的是，老舍关于国民性的思考，对于中国文化烂透一
面的批判，仍然是我们绕不过去的问题。
没有反思，就无法得出正确的认识，就不可能取得进步，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只有认清自身，才能在
现代化的道路上摆正方向，不至于走向迷失。
　　老舍以其独特的文学创作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
老舍是现代长篇小说的开拓者，在新文学开创时代，他就以自己的艺术实践推动了这种文学样式迅速
走向成熟。
老舍率先把市民阶层的心理、情感引人新文学，建构起了丰富而独特的市民形象画廊，对北京市民文
化与风土人情的逼真叙述使他的创作成为“京味小说”的典范。
老舍也是一位语言艺术的大师，他的语言既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地域特色，又表现出独特的幽默风
格，成功地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统一起来，起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
老舍艺术实践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作品，而且在题材内容、艺术手法、人文关怀等等方
面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老舍在文学中所探索的一些问题具有历史性价值，比如“国民性”、文化的守成与创新等，对于当下
来讲，依然没有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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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城特有的大杂院、胡同等凡俗的生活场景，以及底层社会中的车夫、妓女、巡警等各式卑微
却善良的小人物，在老舍笔下，无一不是北京文化的体现者。
而老舍作品特有的精练的语言风格，也使笔下的人物格外鲜活，因而也让读者无法忘怀。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名师解读释疑：老舍小说精选（学生版） 》选收了老舍先生最经典的短篇
小说21篇，中篇小说3篇。

　　为了帮助青少年读者更准确地理解现代文学经典名著，编选者对原著中生僻的字和词做了必要的
注释，并在每篇小说后附有简短的解读评点。
相信读者朋友翻开《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名师解读释疑：老舍小说精选（学生版）
》的同时，一定会体验到高效通畅的阅读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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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大悲寺外
马裤先生
微神
开市大吉
歪毛儿
柳家大院
抱孙
黑白李
铁牛和病鸭
也是三角
牺牲
柳屯的
善人
老字号
断魂枪
新韩穆烈德
一块猪肝
一筒炮台烟
抓药
不说谎的人
敌与友
月牙儿
我这一辈子
不成问题的问题
老舍年表（1899—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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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悲寺外　　黄先生已死去二十多年了。
这些年中，只要我在北平，我总忘不了去祭他的墓。
自然我不能永远在北平；别处的秋风使我倍加悲苦：祭黄先生的时节是重阳的前后，他是那时候死的
。
去祭他是我自己加在身上的责任；他是我最钦佩敬爱的一位老师，虽然他待我未必与待别的同学有什
么分别；他爱我们全体的学生。
可是，我年年愿看看他的矮墓，在一株红叶的枫树下，离大悲寺不远。
　　已经三年没去了，生命不由自主的东奔西走，三年中的北平只在我的梦中！
　　去年，也不记得为了什么事，我跑回去一次，只住了三天。
虽然才过了中秋，可是我不能不上西山去；谁知道什么时候才再有机会回去呢。
自然上西山是专为看黄先生的墓。
为这件事，旁的事都可以搁在一边；说真的，谁在北平三天能不想办一万样事呢。
　　这种祭墓是极简单的：只是我自己到了那里而已，没有纸钱，也没有香与酒。
黄先生不是个迷信的人，我也没见他饮过酒。
　　从城里到山上的途中，黄先生的一切显现在我的心上。
在我有口气的时候，他是永生的。
真的，停在我心中，他是在死里活着，每逢遇上个穿灰布大褂，胖胖的人，我总要细细看一眼。
是的，胖胖的而穿灰布大衫，因黄先生而成了对我个人的一种什么象征。
甚至于有的时候与同学们聚餐，“黄先生呢？
”常在我的舌尖上；我总以为他是还活着。
还不是这么说，我应当说：我总以为他不会死，不应该死，即使我知道他确是死了。
　　他为什么作学监呢？
胖胖的，老穿着灰布大衫！
他作什么不比当学监强呢？
可是，他竞自作了我们的学监；似乎是天命，不作学监他怎能在四十多岁便死了呢！
　　胖胖的，脑后折着三道肉印；我常想，理发师一定要费不少的事，才能把那三道弯上的短发推净
。
脸像个大肉葫芦，就是我这样敬爱他，也没法否认他的脸不是招笑的。
可是，那双眼！
上眼皮受着“胖”的影响，松松的下垂，把原是一对大眼睛变成了俩螳螂卵包似的，留个极小的缝儿
射出无限度的黑亮。
好像这两道黑光，假如你单单的看着它们，把“胖”的一切注脚全勾销了。
那是一个胖人射给一个活动、灵敏、快乐的世界的两道神光。
他看着你的时候，这一点点黑珠就像是钉在你的心灵上，而后把你像条上了钩的小白鱼，钓起在他自
己发射出的慈祥宽厚光朗的空气中。
然后他笑了，极天真的一笑，你落在他的怀中，失去了你自己。
那件松松裹着胖黄先生的灰布大衫，在这时节，变成了一件仙衣。
在你没看见这双眼之前，假如你看他从远处来了，他不过是团蠕蠕而动的灰色什么东西。
　　无论是哪个同学想出去玩玩，而造个不十二分有伤于诚实的谎．去到黄先生那里请假，黄先生先
那么一笑，不等你说完你的谎——好像唯恐你自己说漏了似的——便极用心的用苏字给填好“准假证
”。
但是，你必须去请假。
私自离校是绝对不行的。
凡关乎人情的，以人情的办法办；凡关乎校规的，校规是校规；这个胖胖的学监！
　　他没有什么学问，虽然他每晚必和学生们一同在自修室读书；他读的都是大本的书，他的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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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庞大的，大概他的胖手指是不肯甘心伤损小巧精致的书页。
他读起书来，无论冬夏，头上永远冒着热汗，他决不是聪明人。
有时我偷眼看看他，他的眉、眼、嘴，好像都被书的神秘给迷住；看得出，他的牙是咬得很紧，因为
他的腮匕与太阳穴全微微的动弹，微微的，可是紧张。
忽然，他那么天真的一笑，叹一口气，用块像小床单似的白手绢抹抹头上的汗。
　　先不用说别的，就是这人情的不苟且与傻用功已足使我敬爱他——多数的同学也因此爱他。
稍有些心与脑的人，即使是个十五六岁的学生，像那时候的我与我的学友们，还能看不出：他的温和
诚恳是出于天性的纯厚，而同时又能丝毫不苟的负责是足以表示他是温厚，不是懦弱？
还觉不出他是“我们”中的一个，不是“先生”们中的一个；因为他那种努力读书，为读书而着急，
而出汗，而叹气，还不是正和我们一样？
　　到了我们有了什么学生们的小困难——在我们看是大而不易解决的——黄先生是第一个来安慰我
们，假如他不帮助我们；自然，他能帮忙的地方便在来安慰之前已经自动的做了。
二十多年前的中学学监也不过是挣六十块钱，他每月是拿出三分之一来，预备着帮助同学，即使我们
都没有经济上的困难，他这三分之一的薪水也不会剩下。
假如我们生了病，黄先生不但是殷勤的看顾，而且必拿来些水果，点心，或是小说，几乎是偷偷的放
在病学生的床上。
　　但是，这位困苦中的天使也是平安中的君王——他管束我们。
宿舍不清洁，课后不去运动⋯⋯都要挨他的雷，虽然他的雷是伴着以泪作的雨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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