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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老舍的生平及其创作    老舍，原名舒庆春，满族人，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西城小杨家胡同一个贫
民家庭。
他的父亲是清朝保卫皇城的一名护军，每月只领三两饷银，1900年在八国联军入侵时作战阵亡。
丈夫死后，老舍的母亲靠给人缝洗和做杂工的微薄收人，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老舍自幼身体赢弱，三岁才学步，童年时性格较为内向，忧郁寡欢。
六岁时，得到一位乐善好施的刘大叔(后出家当和尚，法号宗月大师)的帮助，得以进入私塾读书，接
受启蒙教育。
1913年，老舍考人北京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广泛涉猎中国古典文学，擅长演讲，习文作诗的天资初
露，颇获赞赏；1918年7月，师范毕业后，被派任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兼国民学校校长。
上任后，办学认真，兢兢业业，遂被京师学务局选派赴江苏省考察小学教育。
1920年9月，被提升为京师郊外北区劝学所劝学员，负责巡察一个区里的小学教育。
五四运动爆发时，老舍并没有直接参加；除了热心于教育外，他还对天国理想颇为痴迷，频繁参加基
督教福音堂的各种社会工作，并于1922年受洗加入基督教。
1922年9月，老舍辞去劝学员的职务，后到天津南开中学教语文。
1923年2月返回北京，一边工作以赡养老母，一边到燕京大学旁听英语课程。
    1924年夏天，老舍得到燕京大学英国教授艾温士的推荐，赴英国伦敦东方学院任华语讲师。
此间，他又广泛涉猎欧美文学名著，文学兴趣倍增，于1925年完成了长篇小说处女作《老张的哲学》
，接着又创作了两部长篇《赵子日》和《二马》。
这为他跻身文坛赢得了一定的声誉。
1929年6月，老舍离开英国，途经巴黎，在欧洲大陆游历了三个多月，10月到新加坡，震惊于殖民地人
民的革命情绪，开始创作长篇童话《小坡的生日》。
1930年3月，老舍回到上海，7月，应聘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文学院教授和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
1931年夏，老舍在北京与北师大国文系毕业的胡絮青结婚，婚后两人同到济南教书。
在济南教书期间，他又先后完成了《大明湖》(后原稿焚毁于上海“一二·八”战火)、《猫城记》、
《离婚》、《牛天赐传》四部长篇小说，另外还有许多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收获颇丰。
1936年夏，他辞去青岛山东大学教职，专心写作，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就是此时的代表作。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老舍迁居济南，并于是年11月15日毅然忍痛别妻抛雏投身于抗战救国
的洪流中。
1938年3月，老舍在武汉出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兼任总务部主任。
抗战中，老舍始终以饱满的热情从事各种各样的抗战文艺活动，并辗转于大后方，四处慰问抗战军民
。
1943年夏，老舍移居重庆北碚，同年11月他的夫人携三个子女逃出沦陷区北平，来到重庆与他团聚。
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为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和宣传中国新文艺，1946年3月，老舍和曹禺一起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讲学。
1949年，在得知周恩来同志邀请他回国的消息后，他立即启程回国，积极加入为社会主义中国文艺建
设事业。
    1950年，老舍担任了北京市文联主席，发表了话剧《方珍珠》、《龙须沟》。
1951年12月，他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以后又创作了《茶馆》等二十多个剧本。
特别是《茶馆》，思想性与艺术性均达到了极高的程度。
此外还有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正红旗下》(未完稿)等。
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老舍受到冲击。
8月23日，老舍与二十多位著名的作家、艺术家遭到一批狂徒残暴的蹂躏与毒打。
8月24日，在家人不在家时，老舍一个人拄上手杖，带着一卷他亲笔抄写的毛泽东诗词，到北京德胜门
外的太平湖投湖自尽，终年六十八岁。
    老舍性情温厚，写作姿态比较平和，是一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了一千多篇(部)作品，约七八百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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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就在于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问题的格外关注，他的作品冷
静地审视了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深层变化，其中既有批判，又有眷恋。
他第一次把乡土中国社会现代性变革过程中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与心理通过文学表现出来并获得
巨大成功。
建国前，他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小说创作上。
《老张的哲学》写北京闲民的可笑生活，《赵子日》写北京学生的公寓生活，文笔轻松，写来酣畅淋
漓，讽刺处，也有泼辣恣肆的力量；但是笑料太多，描写也过于夸大，讽刺便有点失去了力量。
《二马》是作者在英国写的，意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但是作者对社会观察得不够深入，
那个理想人物马威就不能不悬空；文笔较前细腻，笑料仍然不少。
至于《猫城记》对老中国的国民性的不满与愤恨，《离婚》对北京市民那种妥协敷衍的灰色生活的讽
刺，《四世同堂》对国民性中积极因素的发掘，这些都具有老舍所独具的特色与意义。
不过，真正把老舍灵魂的深邃处揭示出来的还是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与中篇小说《月牙儿》、《我
这一辈子》。
老舍说他写《骆驼祥子》很重要的一点便是“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地狱是什么样子”，他把现代文
明的侵袭下人性沦落的困境揭露得极为深刻。
在祥子的那个世界中的确没有任何光明，那些混战的军阀、蛮横的侦探、颟顸的车行老板等等无不以
自己的方式给那个世界注入着黑暗，至于那些弱者就只能在这种黑暗中苟延残喘，命运几乎注定了他
们的死亡结局。
更为可怕的是，像祥子这样的弱者根本无法找到任何信念来反抗这样一个世界，他想拥有一辆自己的
车这样一个卑微的愿望无法支撑起他的人生，当这个愿望破灭时，他就只能被世界的黑暗吞噬，并以
自己渺不足道的存在加强着现世的黑暗。
《月牙儿》、《我这一辈子》中，老舍似乎都在从那些被人忽略的卑微人生中透视着现实人间的地狱
状况，从而企唤着光明的出现。
建国后，老舍的主要成就表现在话剧创作上，尤其是著名的《茶馆》。
在这部剧作中，老舍通过一个北京茶馆反映了近百年中国现代史的变化。
不过，老舍的关注点不在宏大的历史演变上，而在于被宏大历史所遮蔽的卑微的现实人生中。
在这里，所有人都被一种奇异的力量扭曲摧残得不成人形，人在现实中孤苦无告；所谓的光明历史无
法校正与安慰那些扭曲而痛苦的灵魂。
在这几部作品中，老舍的伟大处表现得淋漓尽致。
    本书主要选编了老舍的一些有代表性中短篇小说、散文与诗歌。
从这些中短篇小说中，读者既可以充分领略到作者那种对现实世界的忧愤深广的讽刺与批判、温婉戏
谑的幽默与解脱，还可以充分领略作者那种博大悲悯的人道情怀。
至于这些散文，或是关于作者人生之旅幽微多情的记叙，或是关于世间万象细致精到的描述，或是关
于作者心志的抒发，无不让人一窥作者那种蔼然可亲的温厚情怀。
老舍的旧体诗也颇有风致，唐诗的风韵斑斑可寻，因此选出一二，若读者能细细品读，定能与作者悠
然会心。
    谨以是编，超越时空，遥祭老舍；并希望读者能开卷有益。
    编者    200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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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当代名家作品精选：老舍作品精选（珍藏版）》主要选编了作者的一些有代表性中短篇小说
、散文与诗歌。
从这些中短篇小说中，读者既可以充分领略到作者那种对现实世界的忧愤深广的讽刺与批判、温婉戏
谑的幽默与解脱，还可以充分领略作者那种博大悲悯的人道情怀。
至于这些散文，或是关于作者人生之旅幽微多情的记叙，或是关于世间万象细致精到的描述，或是关
于作者心志的抒发，无不让人一窥作者那种蔼然可亲的温厚情怀。
作者的旧体诗也颇有风致，唐诗的风韵斑斑可寻，因此选出一二，若读者能细细品读，定能与作者悠
然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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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热包子    爱情自古时候就是好出轨的事。
不过，古年间没有报纸和杂志，所以不像现在闹得这么血花。
不用往很古远里说，就以我小时候说吧，人们闹恋爱便不轻易弄得满城风雨。
我还记得老街坊小邱。
那时候的“小”邱自然到现在已是“老”邱了。
可是即使现在我再见着他，即使他已是白发老翁，我还得叫他“小”邱。
他是不会老的。
我们一想起花儿来，似乎便看见些红花绿叶，开得正盛；大概没有一人想花便想到落花如雨，色断香
销的。
小邱也是花儿似的，在人们脑中他永远是青春，虽然他长得离花还远得很呢。
    小邱是从什么地方搬来的，和哪年搬来的，我似乎一点也不记得。
我只记得他一搬来的时候就带着个年青的媳妇。
他们住我们的外院一间北小屋。
从这小夫妇搬来之后，似乎常常听人说：他们俩在夜半里常打架。
小夫妇打架也是自古有之，不足为奇；我所希望的是小邱头上破一块，或是小邱嫂手上有些伤痕⋯⋯
我那时候比现在天真的多多了；很欢迎人们打架，并且多少要挂点伤。
可是，小邱夫妇永远是——在白天——那么快活和气，身上确是没伤。
我说身上，一点不假，连小邱嫂的光脊梁我都看见过。
我那时候常这么想：大概他们打架是一人手里拿着一块棉花打的。
    小邱嫂的小屋真好。
永远那么干净永远那么暖和，永远有种味儿——特别的味儿，没法形容，可是显然的与众不同。
小两口味儿，对，到现在我才想到一个适当的形容字。
怪不得那时候街坊们，特别是中年男子，愿意上小邱嫂那里去谈天呢，谈天的时候，他们小夫妇永远
是欢天喜地的，老好像是大年初一迎接贺年的客人那么欣喜。
可是，客人散了以后，据说，他们就必定打一回架。
有人指天起誓说，曾听见他们打得咚咚的响。
    小邱，在街坊们眼中，是个毛腾厮火的小伙子。
他走路好像永远脚不贴地，而且除了在家中，仿佛没人看见过他站住不动，哪怕是一会儿呢。
就是他坐着的时候，他的手脚也没老实着的时候。
他的手不是摸着衣缝，便是在凳子沿上打滑溜，要不然便在脸上搓。
他的脚永远上下左右找事作，好像一边坐着说话，还一边在走路，想象的走着。
街坊们并不因此而小看他，虽然这是他永远成不了“老邱”的主因。
在另一方面，大家确是有点对他不敬，因为他的脖子老缩着。
不知道怎么一来二去的“王八脖子”成了小邱的另一称呼。
自从这个称呼成立以后，听说他们半夜里更打得欢了。
可是，在白天他们比以前更显着欢喜和气。
    小邱嫂的光脊梁不但是被我看见过，有些中年人也说看见过。
古时候的妇女不许露着胸部，而她竞自被人参观了光脊梁，这连我——那时还是个小孩子——都觉着
她太洒脱了。
这又是我现在才想起的形容字——洒脱。
她确是洒脱：自天子以至庶人好像没有和她说不来的。
我知道门外卖香油的，卖菜的，永远给她比给旁人多些。
她在我的孩子眼中是非常的美。
她的牙顶美，到如今我还记得她的笑容，她一笑便会露出世界上最白的一点牙来。
只是那么一点，可是这一点白色能在人的脑中延展开无穷的幻想，这些幻想是以她的笑为中心，以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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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白牙为颜色。
拿着落花生，或铁蚕豆，或大酸枣，在她的小屋里去吃，是我儿时生命里一个最美的事。
剥了花生豆往小邱嫂嘴里送，那个报酬是永生的欣悦——能看看她的牙。
把一口袋花生都送给她吃了也甘心，虽然在事实上没这么办过。
    小邱嫂没生过小孩。
有时候我听见她对小邱半笑半恼的说，凭你个软货也配有小孩？
！
小邱的脖子便缩得更厉害了，似乎十分伤心的样子；他能半天也不发一语，呆呆的用手擦脸，直等到
她说：“买洋火！
”他才又笑一笑，脚不擦地飞了出去。
    记得是一年冬天，我刚下学，在胡同口上遇见小邱。
他的气色非常的难看，我以为他是生了病。
他的眼睛往远处看，可是手摸着我的绒帽的红绳结子，问：“你没看见邱嫂吗？
”    “没有哇，”我说。
    “你没有？
”他问得极难听，就好像为儿子害病而占卦的妇人，又愿意听实话，又不愿意相信实话，要相信又愿
反抗。
    他只问了这么一句，就向街上跑了去。
    那天晚上我又到邱嫂的小屋里去，门，锁着呢。
我虽然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我不能不哭了。
每天照例给邱嫂送去的落花生，那天晚上居然连一个也没剥开。
    第二天早晨，一清早我便去看邱嫂，还是没有；小邱一个人在炕沿上坐着呢，手托着脑门。
我叫了他两声，他没答理我。
    差不多有半年的工夫，我上学总在街上寻望，希望能遇见邱嫂，可是一回也没遇见。
    她的小屋，虽然小邱还是天天晚上回来，我不再去了。
还是那么干净，还是那么暖和，只是邱嫂把那点特别的味儿带走了。
我常在墙上，空中看见她的白牙，可是只有那么一点白牙，别的已不存在：那点牙也不会轻轻嚼我的
花生米。
    小邱更毛腾厮火了，可是不大爱说话。
有时候他回来得很早，不作饭，只呆呆的愣着。
每遇到这种情形，我们总把他让过来，和我们一同吃饭。
他和我们吃饭的时候，还是有说有笑，手脚不识闲。
可是他的眼时时往门外或窗外嘹那么一下。
我们谁也不提邱嫂；有时候我忘了，说了句：“邱嫂上哪儿了呢？
”他便立刻搭讪着回到小屋里去，连灯也不点，在炕沿上坐着。
有半年多，这么着。
    忽然有一天晚上，不是五月节前，便是五月节后，我下学后同着学伴去玩，回来晚了。
正走在胡同口，遇见了小邱。
他手里拿着个碟子。
    “干什么去？
”我截住了他。
    他似乎一时忘了怎样说话了，可是由他的眼神我看得出，他是很喜欢，喜欢得说不出话来。
呆了半天，他似乎趴在我的耳边说的：    “邱嫂回来啦，我给她买几个热包子去！
”他把个“热”字说得分外的真切。
    我飞了家去。
果然她回来了。
还是那么好看，牙还是那么白，只是瘦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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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舍作品(珍藏版)》收录老舍的几篇代表小说作品，此外还收录了部分散文和诗歌，其中散文部分
，编选时主要考虑便于读者对老舍性格和生活的了解。
“散文”在老舍那里很难说是一种狭义的文体，它是作家生命的符号形态，是作家生命的呢喃，甚至
是呼喊！
这里有他心灵的慰藉、温情，甚至是挣扎！
在一团幽默的笑声中，我们能听到作家坚定而有力的人生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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