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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指导青年读者学习写作的入门书，内容涉及写作中语言使用的方方面面
，如：“对话”，“人物语言”，“叙述与描写”，“文病”，“比喻”，“简练”等。
老舍先生列举大量生动有趣的实例，“手把手”地辅导大家该如何运用优美的汉语言文字进行写作。
相信在老舍先生的悉心传授下，广大读者都能做到“文通字顺，出口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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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老舍（1899－1966），著名作家。
北京人。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话剧《龙
须沟》《茶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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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人、物、语言语言、人物、戏剧人物、语言及其他语言与生活话剧的语言儿童剧的语言戏剧语言对
话浅论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学生腔谈叙述与描写人物不打折扣文　病比　喻越短越难谈简练别怕动笔
谈读书看宽一点多练基本功勤有功青年作家应有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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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写小说和写戏一样，要善于支配人物，支配环境(写出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如要表现炊事员，
光把他放在厨房里烧锅煮饭，就不易出戏，很难写出吸引人的场面；如果写部队在大沙漠里铺轨。
或者在激战中同志们正需要喝水吃饭、非常困难的时候，把炊事员安排进去，作用就大了。
　　无论什么文学形式，一写事情的或运动的过程就不易写好，如有个作品写高射炮兵作战，又是讲
炮的性能、炮的口径，又是红绿信号灯如何凋炮⋯⋯就很难使人家爱看。
文学作品主要是写入，写人的思想活动，遇到什么困难，怎样克服，怎样斗争⋯⋯写写技术也可以，
但不能贪多，因为这不是文学主要的任务、学技术，那有技术教科书嘛!　　刻画人物要注意从多方面
来写人物性格。
如写地主，不要光写他凶残的一面，把他写得像个野兽，也要写他伪善的一面。
写他的生活、嗜好、习惯，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态度⋯⋯多方面写人物的性格，不要小胡同里赶猪——
直宋直去。
　　当你写到戏剧性强的地方，最好不要写他的心理活动，而叫他用行动说话，来表现他的精神面貌
、如果在这时候加上心理描写，故事的紧张就马上弛缓下来，《水浒》上的鲁智深、石秀、李逵、武
松等人物的形象，往往用行动说话来表现他们的性格和精神面貌，这个写法是很高明的。
《水浒》上武松打虎的一段，写武松见虎时心里是怕的，但王少堂先生说评书又作-厂一番加工：武松
看见了老虎，便说：“啊!我不打死它，它会伤人哟!好!打!”这样一说，把武松这个英雄人物的性格表
现得更有声色了。
这种艺术的夸张，是有助于塑造英雄人物的形象的!我们写新英雄人物，要大胆些，对英雄人物的行动
，为什么不可以作适当的艺术夸张呢?　　为了写好人物，可以把五十万字的材料只写二十万字；心要
狠一些。
过去日本鬼子烧了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把我一部十万多字的小说原稿也烧掉了。
后来，我把这十万字的材料写成　　了一个中篇《月牙儿》、当然，这是其中的精华：这好比割肉一
样，肉皮肉膘全不要，光要肉核(最好的肉)。
鲁迅的作品，文字十分精炼，人物都非常成功，而有些作家就不然，写到事往往就无节制地大写特写
，把人盖住了。
最近，我看到一幅描绘密云水库上的人们干劲冲天的画，画中把山画得很高很大很雄伟，人呢?却小得
很，这怎能表现出人们的干劲呢?看都看不到啊!事件的详细描写总在其次；人，才是主要的。
因为有永存价值的是人，而不是事。
　　语言的运用对文学是非常重要的。
有的作品文字色彩不浓，首先是逻辑性的问题。
我写作中有一个窍门，一个东西写完了，一定要再念再念再念，念给别人听(听不听在他)，看念得顺
　　不顺?准确不?别扭不?逻辑性强不?⋯⋯看看句子是否有不够妥当之处。
我们不能为了文字简练而简略。
简练不是简略、意思含糊，而是看逻辑性强不强，准确不准确。
只有逻辑性强而又简单的语言才是真正的简练。
　　运用文字，首先是准确，然后才是出奇、文字修辞、比喻、联想假如并不出奇，用了反而使人感
到庸俗。
讲究修辞并不是滥用形容词，而是要求语言准确而生动。
文字鲜明不鲜明，不在于用一些有颜色的字句。
一千字的文章，我往往写三天，第一天可能就写成，第二天、第三天加工修改，把那些陈词滥调和废
话都删掉。
这样做是否会使色彩不鲜明呢?不，可能更鲜明些。
文字不怕朴实，朴实也会生动，也会有色彩。
齐白石先生画的小鸡，虽只那么几笔，但墨分五彩，能使人看出来许多颜色。
写作时堆砌形容词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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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创造，是用普通的文字巧妙地安排起来的，不要硬造字句，如“他们在思谋⋯⋯”，“思谋”
不常用，不如用“思索”倒　　好些，既现成也易懂。
宁可写得老实些，也别生造。
　　　　我并非在这里推销旧体诗、鼓词，或相声。
我是想说明一个问题：语言练习不专仗着写剧本或某一种文体，而是需要全面学习。
在写戏写小说之外，还须练基本功，诗词歌赋都拿得起来。
郭老、田汉老的散文好，诗歌好，所以戏剧台词也好。
他们的基本功结实，所以在语言文字上无往不利。
相反的，某剧作家或小说家，既富生活经验，又有创作天才，可是缺乏语言的基本功，他的作品便只
能在内容上充实，而在表达上缺少文艺性，不能情文并茂，使人爱不释手。
优秀的文学作品必须是内容既充实，语言又精美，缺一不可。
缺乏基本功的，理应设法补课。
　　　　同是用普通的语言，怎么有人写的好，有人写的坏呢?这是因为有的人的普通言语不是泛泛地
写出来的，而是用很深的思想、感情写出来的，是从心里掏出来的，所以就写的好。
别人说不出，他说出来了，这就显出他的本领。
为什么好文章不能改，只改几个字就不像样子了呢?就是因为它是那么有骨有肉，思想、感情、文字三
者全分不开，结成了有机的整体；动哪里，哪里就会受伤。
所以说，好文章不能增减一字。
特别是诗，必须照原样念出来，不能略述大意，(若说：那首诗好极了，说的是木兰从军，原句子我可
忘了!这便等于废话!)也不能把“楼，，改成“板”。
好的散文也是如此。
　　运用语言不单纯地是语言问题。
你要描写一个好人，就须热爱他，钻到他心里去，和他同感受，同呼吸，然后你就能够替他说话了：
这样写出的语言，才能是真实的，生动的。
普通的　　话，在适当的时间，地点、情景中说出来，就能变成有文艺性的话了。
不要只在语言上打圈子，而忘了与语言血肉相关的东西——生活。
字典上有一切的字。
但是，只抱着一本字典是写　　不出东西来的。
　　我劝大家写东西不要贪多。
大家写东西往往喜贪长，没经过很好的思索，没有对人与事发生感情就去写，结果写得又臭又长，自
己还觉得挺美——“我又写了八万字!”八万字又怎么样呢?假若都是废话，还远不如写八百个有用的
字好。
好多占诗，都是十几二十个字，而流传到现在，那不比八万字好么?世界上最好的文字，就是最亲切的
文字。
所谓亲切，就是普通的话，大家这么说，我也这么说，不是用了一大车大家不了解的词汇字汇。
世界上最好的文字，也是最精练的文字，哪怕只几个字，别人可是说不出来。
简单、经济、亲切的文字，才是有生命的文字。
　　下面我谈一些办法，是针对青年同志最爱犯的毛病说的。
　　第一，写东西，要一句是一句。
这个问题看来是很幼稚的，怎么会一句不是一句呢?我们现在写文章，往往一直写下去，半篇还没一个
句点。
这样一直写下去，连作者自己也不知道写到哪里去了，结果一定是糊涂文章。
要先想好了句子，看站得稳否，一句站住了再往下写第二句。
必须一句是一句，结结实实的不摇摇摆摆。
我自己写文章，总希望七八个字一句，或十个字一句，不要太长的句子。
每写一句时，我都想好了，这一句到底说明什么，表现什么感情，我希望每一句话都站得住。
当我写了一个较长的句子，我就想法子把它分成几段，断开了就好念了，别人愿意念下去；断开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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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听了，别人也容易懂。
读者是很厉害的，你稍微写得难懂，他就不答应你。
　　同时，一句与一句之间的联系应该是逻辑的、有机的联系，就跟咱们周身的血脉一样，是一贯相
通的。
我们有些人写东西，不大注意这一点。
一句一句不清楚，不知道说到哪里去了，句与句之间没有逻辑的联系，上下不相照应。
读者的心里是这样的，你上一句用了这么一个字，他就希望你下一句说什么。
例如你说“今天天阴了”，大家看了，就希望你顺着阴天往下说。
你的下句要是说“大家都高兴极了”，这就联不上。
阴天了还高兴什么呢?你要说“今天阴天了，我心里更难过了。
”这就联上了。
大家都喜欢晴天，阴天当然就容易不高兴。
当然，农民需要雨的时候一定喜欢阴天。
我们写文章要一句是一句，上下连贯，切不可错用一个字。
每逢用一个宇，你就要考虑到它会起什么作用，人家会往哪里想。
写文章的难处，就在这里。
　　我的文章写的那样白，那样俗，好像毫不费力。
实际上，那不定改了多少遍!有时候一千多字要写两三天。
看有些青年同志们写的东西，往往吓我一跳。
他下笔万言，一笔到底，很少句点，不知道到哪里才算完，看起来让人喘不过气来。
　　第二，写东西时，用字、造句必须先要求清楚明白。
用字造句不清楚、不明白、不正确的例子是很多的。
例如“那个长得像驴脸的人”，这个句子就不清楚、不明确。
这是说那个人的整个身子长得像驴脸呢，还是怎么的?难道那个人没胳膊没腿，全身长得像一张驴脸吗
，要是这样，怎么还像人呢?当然，本意是说：那个人的脸长得像驴脸。
　　　　六七十年前，京剧三大须生(汪、孙、谭)鼎立，各有千秋。
到了我上小学的时候，三大艺人俱人晚境，他们的歌腔却仍脍炙人口，余韵未歇。
街头巷尾，老少争鸣，这里高歌“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汪派的《文昭关》)；那里力
吼“小东人，闯下了，滔天大祸”(孙派的《教子》)；连妇女与小儿也时时咏叹着“店主东，带过了
，黄骡马”(谭派的《卖马》)。
稍后，则刘鸿升的《斩黄袍》、汪笑侬的《马前泼水》中的一部分戏词，正如今日周信芳的《追韩信
》、马连良的《甘露寺》的某些部分，到处摹拟，力求逼肖。
　　曲艺中，特别是单弦与京韵大鼓，也有同样的情况，而且由票友们写出了大量的作品。
　　这个风气，今天不但还存在，而且更加热闹了：京剧而外，工厂与农村里也摹唱各种地方戏、各
样鼓词，外加新的歌剧；百花齐放，各取所喜：　　稍加留意，就听得出来，大家所唱的都是戏曲与
曲艺中的韵语。
原来，戏曲与曲艺的唱词是与诗歌分不开的。
古代戏曲，除了一些俗语话白，都是精心撰制的诗词。
后来，产自民间的戏曲，虽然唱词不能都达到诗的水平，却仍力求节奏分明，合辙押韵。
所以，我刚才用了“韵语”二字。
这就是说：唱词虽袭取了某些诗词的格式，而在质量上未能珠光宝气，都成为美妙的诗篇。
是的，“店主东，带过了，黄骡马”是仗着谭腔传世，并无多少诗意。
有的唱词，如“人来带过马走战”等等，不但全乏诗意，而且欠通。
这不能怪艺人。
在旧时代里，诗人骚客往往不屑于给民间的创作加工，而艺人文化水平又不都很高，于是东拼西凑，
马马虎虎。
有些唱词本来通顺，而艺人口传心受，以讹传讹，乃至越来越不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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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各剧种都在表演时打字幕，有时唱腔本可博得彩声，可是抬头一看字幕，便悄然而止，颇为伤
心。
有些词句的确欠通啊!这个毛病，甚至在新编的戏曲与曲艺节目中也未完全清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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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这里所集印的一些篇不大像样子的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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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够做到文通辽顺，出口成章
！
　　老舍　　于北京，196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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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指导青年读者学习写作的入门书，内容涉及写作中语言使用的方方面面
，如：“对话”，“人物语言”，“叙述与描写”，“文病”，“比喻”，“简练”等。
老舍先生列举大量生动有趣的实例，“手把手”地辅导大家该如何运用优美的汉语言文字进行写作。
相信在老舍先生的悉心传授下，广大读者都能做到“文通字顺，出口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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