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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骆驼祥子》讲述的是旧中国北平城里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悲剧故事。
祥子来自乡间，日益凋蔽衰败的农村使他无法生存下去，他来到城市，渴望以自己的诚实劳动，创立
新的生活。
他试过各种工作，最后选中拉洋车。
这一职业选择表明祥子尽管离开了土地，但其思维方式仍然是农民的。
他习惯于个体劳动，同时又渴望有一辆像土地那样靠得住的车。
买车，做个独立的劳动者，&ldquo;这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rdquo;。
城市似乎给了祥子实现志愿的机遇，经过三年奋斗，他买上了车，但不到半年，竟被人抢去；但祥子
仍然不肯放弃拥有自己的一辆车的梦想，尽管他对自己的追求不无怀疑，几度动摇，但仍然不断振作
起来，再度奋斗。
应该说，祥子以坚韧的性格和执拗的态度与生活展开搏斗，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内容。
而搏斗的结局，是以祥子的失败告终的，他终于未能做成拥有自己一辆车的梦。
这部小说的现实主义深刻性在于，它不仅描写了严酷的生活环境对祥子的物质剥夺，而且还刻画了样
子在生活理想被毁坏后的精神堕落。
&ldquo;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去了。
&rdquo;一个勤劳善良的农村青年，就这样被改塑为一个行尸走肉般的无业游民。
　　　　在我国现代诸多知名作家里，像老舍先生这样以平民出身而跻身文坛是为数不多的，而始终
保持平民品格，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城市平民生活大获成功者，唯老舍先生一人。
　　1899年2月3日老舍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现小杨家胡同）一个满族城市贫民家庭。
原名舒庆春，字舍予，&ldquo;老舍&ldquo;是他后来写作时所用的笔名。
他生逢末世，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夹攻下已成残灯末庙，气息奄奄。
在他还不满两岁时，父亲就在与八国联军的巷战中阵亡。
全家靠母亲替人缝补洗衣作杂工维持艰难的生活，佐饭的&ldquo;菜&rdquo;，经常是盐拌小葱或腌白
菜帮子，每逢下雨还要坐到天亮以防屋塌。
这样的生活使老舍幼年早熟；母亲的勤俭和坚毅，给了他最初的&ldquo;生命的教育&rdquo;。
　　老舍是在旧北京的大杂院中长大的，从小接触的是小商人、小手工业者、人力车夫、旧艺人、巡
警等下层平民，他们的生活状况、人生态度，他们喜好的娱乐形式，都不都对老舍产生了最原始的影
响，奠定了他创作的生活基础和平民化的艺术审美倾向。
　　可那时的老舍没有想到日后会走上创作的路。
困交不起学费，他考上了免费膳宿的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作小学校长，敬业尽职，不断被提升。
就在这时五四运动爆发了。
老舍曾非常激动地回忆五四对他的震撼：&ldquo;&lsquo;五四&rsquo;运动给我一双新眼睛&rdquo;;
&ldquo;&lsquo;五四&rsquo;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文学语言&rdquo;。
他放弃了原来的生活道路，辞去待遇优厚的职位,1924年赴英国伦敦任教,在异国开始了文学创作，回国
后逐步确立了以文学为终生职业的思想。
从1925年他写第一部作品《老张的哲学》起，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写下了800万字的作品，留下
了《二马》、《离婚》、《骆驼祥子》、《断魂枪》、《月牙儿》、《四世同堂》、《茶馆》等许多
传世名作，成为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语言艺术大师。
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ldquo;人民艺术家&rdquo;的荣誉称号。
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俄等十几种文字在国外出版，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了解和喜爱。
　　《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品，1936年在青岛写成。
老舍从开始创作起，一直是以教书为正职，以写作为副业。
到了1936年夏，他辞去山东大学的教职，专心从事写作，用他自己的话说，&ldquo;《骆驼祥子》是我
作职业写家的第一炮。
&rdquo;但作品最初的创作诱困却是很偶然的，那是山东大学的一位朋友来老舍家聊天，随便谈起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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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曾用过一个车夫，那车夫自己买了车又卖掉，如此三起三落，最终还是受穷。
老舍当时就敏感地意识到&ldquo;这颇可以写一篇小说&rdquo;。
那个朋友紧接着又说了另一个车夫的故事，他被军队抓走，又伺机逃出，还偷偷牵回了三匹骆驼。
这简单的叙述引起了老舍非常的兴趣，从春到夏，他入迷地搜集资料，构思情节，他还写信给齐铁恨
先生打听骆驼的生活习惯。
老舍虽身在齐鲁，但自幼所见旧北京下层社会的生活画面活跃在他脑中，给了他灵感和生活背景，一
部以人力车夫祥子为中心交织着北京穷苦社会世俗风情的作品很自然地构思完成了。
他自己 非常满意这部作品，比作是&ldquo;谭叫天唱《定军山》&rdquo;。
　　老舍先生虽然是一个幽默大师，但《骆驼祥子》却是一个悲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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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下坡路，从祥子、虎妞、小福子、二强子、老马祖孙，到曾经威扬一时的刘四
爷，都在走向绝望、暗淡。
由这些人物的悲剧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大悲剧。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浓郁的古都风情，市井气息。
老舍以北京为背景的作品都有这样的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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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书增加了不可代替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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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
满族人，生于北京。
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
1924年起先后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齐鲁大学、山东大学教授。
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兼总务部主任。
1946年应邀与曹禺赴美国讲学。
新中国成立后回国，先后担任全国文联和全国作协副主席兼北京文联主席，并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
予&ldquo;人民艺术家&rdquo;称号。
1966年&ldquo;文革&rdquo;中不堪凌辱，投太平湖自尽。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日》、《骆驼祥子》等，中篇小说《月牙儿》、《我
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等，话剧剧本《龙须沟》、《茶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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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为高兴，胆子也就大起来；自从买了车，祥子跑得更快了。
自己的车，当然格外小心，可是他看看自己，再看看自己的车，就觉得有些不是味儿，假若不快跑的
话。
　　他自己，自从到城里来，又长高了一寸多。
他自己觉出来，仿佛还得往高里长呢。
不错，他的皮肤与模样都更硬棒与固定了一些，而且上唇上已有了小小的胡子；可是他以为还应当再
长高一些。
当他走到个小屋门或街门而必须大低头才能进去的时候，他虽不说什么，可是心中暗自喜欢，因为他
已经是这么高大，而觉得还正在发长，他似乎既是个成人，又是个孩子，非常有趣。
　　这么大的人，拉上那么美的车，他自己的车，弓子软得颤悠颤悠的，连车把都微微的动弹；车箱
是那么亮，垫子是那么白，喇叭是那么响；跑得不快怎能对得起自己呢，怎能对得起那辆车呢？
这一点不是虚荣心，而似乎是一种责任，非快跑，飞跑，不足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与车的优美。
那辆车也真是可爱，拉过了半年来的，仿佛处处都有了知觉与感情，祥子的一扭腰，一蹲腿，或一直
脊背，它都就马上应合着，给祥子以最顺心的帮助，他与它之间没有一点隔膜别扭的地方。
赶到遇上地平人少的地方，祥子可以用一只手拢着把，微微轻响的皮轮像阵利飕的小风似的催着他跑
，飞快而平稳。
拉到了地点，祥子的衣裤都拧得出汗来，哗哗的，像刚从水盆里捞出来的。
他感到疲乏，可是很痛快的，值得骄傲的，一种疲乏，如同骑着名马跑了几十里那样。
　　假若胆壮不就是大意，祥子在放胆跑的时候可并不大意。
不快跑若是对不起人，快跑而碰伤了车便对不起自己。
车是他的命，他知道怎样的小心。
小心与大胆放在一处，他便越来越能自信，他深信自己与车都是铁作的。
　　因此，他不但敢放胆的跑，对于什么时候出车也不大去考虑。
他觉得用力拉车去挣口饭吃，是天下最有骨气的事；他愿意出去，没人可以拦住他。
外面的谣言他不大往心里听，什么西苑又来了兵，什么长辛店又打上了仗，什么西直门外又在拉佚，
什么齐化门已经关了半天，他都不大注意。
自然，街上铺户已都上了门，而马路上站满了武装警察与保安队，他也不便故意去找不自在，也和别
人一样急忙收了车。
可是，谣言，他不信。
他知道怎样谨慎，特别因为车是自己的，但是他究竟是乡下人，不像城里人那样听见风便是雨。
再说，他的身体使他相信，即使不幸赶到&ldquo;点儿&rdquo;上，他必定有办法，不至于吃很大的亏
；他不是容易欺侮的，那么大的个子，那么宽的肩膀！
　　战争的消息与谣言几乎每年随着春麦一块儿往起长，麦穗与刺刀可以算作北方人的希望与忧惧的
象征。
祥子的新车刚交半岁的时候，正是麦子需要春雨的时节。
春雨不一定顺着人民的盼望而降落，可是战争不管有没有人盼望总会来到。
谣言吧，真事儿吧，祥子似乎忘了他曾经作过庄稼活；他不大关心战争怎样的毁坏田地，也不大注意
春雨的有无。
他只关心他的车，他的车能产生烙饼与一切吃食，它是块万能的田地，很驯顺的随着他走，一块活　
　地，宝地。
因为缺雨，因为战争的消息，粮食都长了价钱；这个，祥子知道。
可是他和城里人一样的只会抱怨粮食贵，而一点主意没有；粮食贵，贵吧，谁有法儿教它贱呢？
这种态度使他只顾自己的生活，把一切祸患灾难都放在脑后。
　　设若城里的人对于一切都没有办法，他们可会造谣言&mdash;&mdash;有时完全无中生有，有时把
一分真事说成十分&mdash;&mdash;以便显出他们并不愚傻与不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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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像些小鱼，闲着的时候把嘴放在水皮上，吐出几个完全没用的水泡儿也怪得意。
在谣言里，最有意思是关于战争的。
别种谣言往往始终是谣言，好像谈鬼说狐那样，不会说着说着就真见了鬼。
关于战争的，正是因为根本没有正确消息，谣言反倒能立竿见影。
在小节目上也许与真事有很大的出入，可是对于战争本身的有无，十之八九是正确的。
&ldquo;要打仗了！
&rdquo;这句话一经出口，早晚准会打仗；至于谁和谁打，与怎么打，那就一个人一个说法了。
祥子并不是不知道这个。
不过，干苦工的人们&mdash;&mdash;拉车的也在内&mdash;&mdash;虽然不会欢迎战争，可是碰到了它
也不一定就准倒霉。
每逢战争一来，最着慌的是阔人们。
他们一听见风声不好，赶快就想逃命；钱使他们来得快，也跑得快。
他们自己可是不会跑，因为腿脚被钱赘的太沉重。
他们得雇许多人作他们的腿，箱子得有人抬，老幼男女得有车拉；在这个时候，专卖手脚的哥儿们的
手与脚就一律贵起来：&ldquo;前门，东车站！
&rdquo;&ldquo;哪儿？
&rdquo;&ldquo;东&mdash;&mdash;车&mdash;&mdash;站！
&rdquo;&ldquo; 呕，干脆就给一块四毛钱！
不用驳回，兵荒马乱的！
&rdquo;　　因为高兴，胆子也就大起来；自从买了车，祥子跑得更快了。
自己的车，当然格外小心，可是他看看自己，再看看自己的车，就觉得有些不是味儿，假若不快跑的
话。
　　他自己，自从到城里来，又长高了一寸多。
他自己觉出来，仿佛还得往高里长呢。
不错，他的皮肤与模样都更硬棒与固定了一些，而且上唇上已有了小小的胡子；可是他以为还应当再
长高一些。
当他走到个小屋门或街门而必须大低头才能进去的时候，他虽不说什么，可是心中暗自喜欢，因为他
已经是这么高大，而觉得还正在发长，他似乎既是个成人，又是个孩子，非常有趣。
　　这么大的人，拉上那么美的车，他自己的车，弓子软得颤悠颤悠的，连车把都微微的动弹；车箱
是那么亮，垫子是那么白，喇叭是那么响；跑得不快怎能对得起自己呢，怎能对得起那辆车呢？
这一点不是虚荣心，而似乎是一种责任，非快跑，飞跑，不足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与车的优美。
那辆车也真是可爱，拉过了半年来的，仿佛处处都有了知觉与感情，祥子的一扭腰，一蹲腿，或一直
脊背，它都就马上应合着，给祥子以最顺心的帮助，他与它之间没有一点隔膜别扭的地方。
赶到遇上地平人少的地方，祥子可以用一只手拢着把，微微轻响的皮轮像阵利飕的小风似的催着他跑
，飞快而平稳。
拉到了地点，祥子的衣裤都拧得出汗来，哗哗的，像刚从水盆里捞出来的。
他感到疲乏，可是很痛快的，值得骄傲的，一种疲乏，如同骑着名马跑了几十里那样。
　　假若胆壮不就是大意，祥子在放胆跑的时候可并不大意。
不快跑若是对不起人，快跑而碰伤了车便对不起自己。
车是他的命，他知道怎样的小心。
小心与大胆放在一处，他便越来越能自信，他深信自己与车都是铁作的。
　　因此，他不但敢放胆的跑，对于什么时候出车也不大去考虑。
他觉得用力拉车去挣口饭吃，是天下最有骨气的事；他愿意出去，没人可以拦住他。
外面的谣言他不大往心里听，什么西苑又来了兵，什么长辛店又打上了仗，什么西直门外又在拉佚，
什么齐化门已经关了半天，他都不大注意。
自然，街上铺户已都上了门，而马路上站满了武装警察与保安队，他也不便故意去找不自在，也和别
人一样急忙收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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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谣言，他不信。
他知道怎样谨慎，特别因为车是自己的，但是他究竟是乡下人，不像城里人那样听见风便是雨。
再说，他的身体使他相信，即使不幸赶到&ldquo;点儿&rdquo;上，他必定有办法，不至于吃很大的亏
；他不是容易欺侮的，那么大的个子，那么宽的肩膀！
　　战争的消息与谣言几乎每年随着春麦一块儿往起长，麦穗与刺刀可以算作北方人的希望与忧惧的
象征。
祥子的新车刚交半岁的时候，正是麦子需要春雨的时节。
春雨不一定顺着人民的盼望而降落，可是战争不管有没有人盼望总会来到。
谣言吧，真事儿吧，祥子似乎忘了他曾经作过庄稼活；他不大关心战争怎样的毁坏田地，也不大注意
春雨的有无。
他只关心他的车，他的车能产生烙饼与一切吃食，它是块万能的田地，很驯顺的随着他走，一块活　
　地，宝地。
因为缺雨，因为战争的消息，粮食都长了价钱；这个，祥子知道。
可是他和城里人一样的只会抱怨粮食贵，而一点主意没有；粮食贵，贵吧，谁有法儿教它贱呢？
这种态度使他只顾自己的生活，把一切祸患灾难都放在脑后。
　　设若城里的人对于一切都没有办法，他们可会造谣言&mdash;&mdash;有时完全无中生有，有时把
一分真事说成十分&mdash;&mdash;以便显出他们并不愚傻与不作事。
他们像些小鱼，闲着的时候把嘴放在水皮上，吐出几个完全没用的水泡儿也怪得意。
在谣言里，最有意思是关于战争的。
别种谣言往往始终是谣言，好像谈鬼说狐那样，不会说着说着就真见了鬼。
关于战争的，正是因为根本没有正确消息，谣言反倒能立竿见影。
在小节目上也许与真事有很大的出入，可是对于战争本身的有无，十之八九是正确的。
&ldquo;要打仗了！
&rdquo;这句话一经出口，早晚准会打仗；至于谁和谁打，与怎么打，那就一个人一个说法了。
祥子并不是不知道这个。
不过，干苦工的人们&mdash;&mdash;拉车的也在内&mdash;&mdash;虽然不会欢迎战争，可是碰到了它
也不一定就准倒霉。
每逢战争一来，最着慌的是阔人们。
他们一听见风声不好，赶快就想逃命；钱使他们来得快，也跑得快。
他们自己可是不会跑，因为腿脚被钱赘的太沉重。
他们得雇许多人作他们的腿，箱子得有人抬，老幼男女得有车拉；在这个时候，专卖手脚的哥儿们的
手与脚就一律贵起来：&ldquo;前门，东车站！
&rdquo;&ldquo;哪儿？
&rdquo;&ldquo;东&mdash;&mdash;车&mdash;&mdash;站！
&rdquo;&ldquo; 呕，干脆就给一块四毛钱！
不用驳回，兵荒马乱的！
&rdquo;　　因为高兴，胆子也就大起来；自从买了车，祥子跑得更快了。
自己的车，当然格外小心，可是他看看自己，再看看自己的车，就觉得有些不是味儿，假若不快跑的
话。
　　他自己，自从到城里来，又长高了一寸多。
他自己觉出来，仿佛还得往高里长呢。
不错，他的皮肤与模样都更硬棒与固定了一些，而且上唇上已有了小小的胡子；可是他以为还应当再
长高一些。
当他走到个小屋门或街门而必须大低头才能进去的时候，他虽不说什么，可是心中暗自喜欢，因为他
已经是这么高大，而觉得还正在发长，他似乎既是个成人，又是个孩子，非常有趣。
　　这么大的人，拉上那么美的车，他自己的车，弓子软得颤悠颤悠的，连车把都微微的动弹；车箱
是那么亮，垫子是那么白，喇叭是那么响；跑得不快怎能对得起自己呢，怎能对得起那辆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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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不是虚荣心，而似乎是一种责任，非快跑，飞跑，不足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与车的优美。
那辆车也真是可爱，拉过了半年来的，仿佛处处都有了知觉与感情，祥子的一扭腰，一蹲腿，或一直
脊背，它都就马上应合着，给祥子以最顺心的帮助，他与它之间没有一点隔膜别扭的地方。
赶到遇上地平人少的地方，祥子可以用一只手拢着把，微微轻响的皮轮像阵利飕的小风似的催着他跑
，飞快而平稳。
拉到了地点，祥子的衣裤都拧得出汗来，哗哗的，像刚从水盆里捞出来的。
他感到疲乏，可是很痛快的，值得骄傲的，一种疲乏，如同骑着名马跑了几十里那样。
　　假若胆壮不就是大意，祥子在放胆跑的时候可并不大意。
不快跑若是对不起人，快跑而碰伤了车便对不起自己。
车是他的命，他知道怎样的小心。
小心与大胆放在一处，他便越来越能自信，他深信自己与车都是铁作的。
　　因此，他不但敢放胆的跑，对于什么时候出车也不大去考虑。
他觉得用力拉车去挣口饭吃，是天下最有骨气的事；他愿意出去，没人可以拦住他。
外面的谣言他不大往心里听，什么西苑又来了兵，什么长辛店又打上了仗，什么西直门外又在拉佚，
什么齐化门已经关了半天，他都不大注意。
自然，街上铺户已都上了门，而马路上站满了武装警察与保安队，他也不便故意去找不自在，也和别
人一样急忙收了车。
可是，谣言，他不信。
他知道怎样谨慎，特别因为车是自己的，但是他究竟是乡下人，不像城里人那样听见风便是雨。
再说，他的身体使他相信，即使不幸赶到&ldquo;点儿&rdquo;上，他必定有办法，不至于吃很大的亏
；他不是容易欺侮的，那么大的个子，那么宽的肩膀！
　　战争的消息与谣言几乎每年随着春麦一块儿往起长，麦穗与刺刀可以算作北方人的希望与忧惧的
象征。
祥子的新车刚交半岁的时候，正是麦子需要春雨的时节。
春雨不一定顺着人民的盼望而降落，可是战争不管有没有人盼望总会来到。
谣言吧，真事儿吧，祥子似乎忘了他曾经作过庄稼活；他不大关心战争怎样的毁坏田地，也不大注意
春雨的有无。
他只关心他的车，他的车能产生烙饼与一切吃食，它是块万能的田地，很驯顺的随着他走，一块活　
　地，宝地。
因为缺雨，因为战争的消息，粮食都长了价钱；这个，祥子知道。
可是他和城里人一样的只会抱怨粮食贵，而一点主意没有；粮食贵，贵吧，谁有法儿教它贱呢？
这种态度使他只顾自己的生活，把一切祸患灾难都放在脑后。
　　设若城里的人对于一切都没有办法，他们可会造谣言&mdash;&mdash;有时完全无中生有，有时把
一分真事说成十分&mdash;&mdash;以便显出他们并不愚傻与不作事。
他们像些小鱼，闲着的时候把嘴放在水皮上，吐出几个完全没用的水泡儿也怪得意。
在谣言里，最有意思是关于战争的。
别种谣言往往始终是谣言，好像谈鬼说狐那样，不会说着说着就真见了鬼。
关于战争的，正是因为根本没有正确消息，谣言反倒能立竿见影。
在小节目上也许与真事有很大的出入，可是对于战争本身的有无，十之八九是正确的。
&ldquo;要打仗了！
&rdquo;这句话一经出口，早晚准会打仗；至于谁和谁打，与怎么打，那就一个人一个说法了。
祥子并不是不知道这个。
不过，干苦工的人们&mdash;&mdash;拉车的也在内&mdash;&mdash;虽然不会欢迎战争，可是碰到了它
也不一定就准倒霉。
每逢战争一来，最着慌的是阔人们。
他们一听见风声不好，赶快就想逃命；钱使他们来得快，也跑得快。
他们自己可是不会跑，因为腿脚被钱赘的太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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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得雇许多人作他们的腿，箱子得有人抬，老幼男女得有车拉；在这个时候，专卖手脚的哥儿们的
手与脚就一律贵起来：&ldquo;前门，东车站！
&rdquo;&ldquo;哪儿？
&rdquo;&ldquo;东&mdash;&mdash;车&mdash;&mdash;站！
&rdquo;&ldquo; 呕，干脆就给一块四毛钱！
不用驳回，兵荒马乱的！
&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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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其他版本请见：《骆驼祥子（增订版）》　　在我国现代诸多知名作家里，像老舍先生这样以平
民出身而跻身文坛是为数不多的，而始终保持平民品格，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城市平民生活大获成功者
，唯老舍先生一人。
　　1899年2月3日老舍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现小杨家胡同）一个满族城市贫民家庭。
原名舒庆春，字舍予，&ldquo;老舍&ldquo;是他后来写作时所用的笔名。
他生逢末世，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夹攻下已成残灯末庙，气息奄奄。
在他还不满两岁时，父亲就在与八国联军的巷战中阵亡。
全家靠母亲替人缝补洗衣作杂工维持艰难的生活，佐饭的&ldquo;菜&rdquo;，经常是盐拌小葱或腌白
菜帮子，每逢下雨还要坐到天亮以防屋塌。
这样的生活使老舍幼年早熟；母亲的勤俭和坚毅，给了他最初的&ldquo;生命的教育&rdquo;。
　　老舍是在旧北京的大杂院中长大的，从小接触的是小商人、小手工业者、人力车夫、旧艺人、巡
警等下层平民，他们的生活状况、人生态度，他们喜好的娱乐形式，都不都对老舍产生了最原始的影
响，奠定了他创作的生活基础和平民化的艺术审美倾向。
　　可那时的老舍没有想到日后会走上创作的路。
困交不起学费，他考上了免费膳宿的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作小学校长，敬业尽职，不断被提升。
就在这时五四运动爆发了。
老舍曾非常激动地回忆五四对他的震撼：&ldquo;&lsquo;五四&rsquo;运动给我一双新眼睛&rdquo;;
&ldquo;&lsquo;五四&rsquo;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文学语言&rdquo;。
他放弃了原来的生活道路，辞去待遇优厚的职位,1924年赴英国伦敦任教,在异国开始了文学创作，回国
后逐步确立了以文学为终生职业的思想。
从1925年他写第一部作品《老张的哲学》起，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写下了800万字的作品，留下
了《二马》、《离婚》、《骆驼祥子》、《断魂枪》、《月牙儿》、《四世同堂》、《茶馆》等许多
传世名作，成为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语言艺术大师。
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ldquo;人民艺术家&rdquo;的荣誉称号。
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俄等十几种文字在国外出版，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了解和喜爱。
　　《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品，1936年在青岛写成。
老舍从开始创作起，一直是以教书为正职，以写作为副业。
到了1936年夏，他辞去山东大学的教职，专心从事写作，用他自己的话说，&ldquo;《骆驼祥子》是我
作职业写家的第一炮。
&rdquo;但作品最初的创作诱困却是很偶然的，那是山东大学的一位朋友来老舍家聊天，随便谈起他在
北京时曾用过一个车夫，那车夫自己买了车又卖掉，如此三起三落，最终还是受穷。
老舍当时就敏感地意识到&ldquo;这颇可以写一篇小说&rdquo;。
那个朋友紧接着又说了另一个车夫的故事，他被军队抓走，又伺机逃出，还偷偷牵回了三匹骆驼。
这简单的叙述引起了老舍非常的兴趣，从春到夏，他入迷地搜集资料，构思情节，他还写信给齐铁恨
先生打听骆驼的生活习惯。
老舍虽身在齐鲁，但自幼所见旧北京下层社会的生活画面活跃在他脑中，给了他灵感和生活背景，一
部以人力车夫祥子为中心交织着北京穷苦社会世俗风情的作品很自然地构思完成了。
他自己 非常满意这部作品，比作是&ldquo;谭叫天唱《定军山》&rdquo;。
　　老舍先生虽然是一个幽默大师，但《骆驼祥子》却是一个悲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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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下坡路，从祥子、虎妞、小福子、二强子、老马祖孙，到曾经威扬一时的刘四
爷，都在走向绝望、暗淡。
由这些人物的悲剧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大悲剧。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浓郁的古都风情，市井气息。
老舍以北京为背景的作品都有这样的特点，《骆驼祥子》偏重下层劳动者的生活场景，尤其是车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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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大杂院的生活。
这些京腔京韵的北京风情为本书增加了不可代替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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