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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
自幼丧父，家境贫寒，身受旧北京下层平民社会生活及思想观念、审美情趣的影响。
1924年赴英国任教，并开始文学创作，以幽默风格引人关注。
1930年回国后创作了《骆驼祥子》、《离婚》、《牛天赐传》、《月牙儿》等作品，确立了现代文学
史上都市平民文学第一家的地位。
抗战期间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并写下了百万字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新中国成立后，又有《龙须沟》、《茶馆》等话剧力作问世，荣获“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本书为其代表作之一，共收录中短篇小说26篇。
其题目也只是捡其中一篇小说的题目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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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享年67岁，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老北京人（满
族正红旗人），中国现代小说家、戏剧家、著名作家，因作品很多而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
曾任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大学教授。
笔名有“舍予”、“老舍”。
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鸿来、非我等笔名。
曾经担任山东大学等名校教授。
一生主要作品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及未完成的《正红旗下》，话剧《龙须沟》《茶馆》
等。
1899年2月3日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现名小杨家胡同），满族正红旗人，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
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老舍这一笔名最初在小说《老张的哲学》中使用。
老舍出生于北京一个贫苦旗人家庭。
一岁半丧父，襁褓之中的老舍家曾遭八国联军的意大利军人劫掠，还是婴儿的老舍因为一个倒扣在身
上的箱子幸免于难。
老舍九岁得人资助始入私塾。
1913年，考入京师第三中学（现北京三中），数月后因经济困难退学。
同年考取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
于1918年毕业。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
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
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
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
同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
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
教学之余，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创作生涯。
陆续发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描写市民生活的讽刺长篇小说。
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做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
》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
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
，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
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
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
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
的生日》。
1930年回到祖国，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
　　　　《骆驼祥子》是以北平（今北京）一个北平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买车卖车，几次后
，却又穷困潦倒。
误入了军营，却又从军营中牵出了几匹骆驼。
老舍整理，写下了《骆驼祥子》。
本篇17余万字的小说向人们展示了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
景。
从祥子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摆脱悲惨生活命运，最后失败以至于坠落的故事，告诫人们，城市贫农要翻
身做主人，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
《骆驼祥子》问世，被译成十几国文字，产生较大影响，使世界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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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本段]老舍年谱　　　　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
在大杂院里度过的童年生活使老舍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
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是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
、戏剧），这些都是他将来倾向与写作平民生活和长于话剧创作的生活基础。
　　　　1918年老舍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老舍正在北京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任校长。
“五四”对他的思想和人生道路的选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24年夏，赴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并从事文学创作。
1926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17卷第7号上连载时，署名为“舒庆春”
。
但自第8号起连载上的署名改为“老舍”，直一小说全部载完。
这标志着老舍文学创作道路的开端。
接着，又发表了《赵子曰》《二马》，从而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1929年，老舍取道新加坡回国。
在新加坡写了中篇小说《小坡的生日》，这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描写了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侨少年与
各被压迫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反对强权奴役的故事，体现了团结奋斗、强国救民的思想境界。
　　　　1930－1936年，老舍先后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
此间，他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创作
了长篇小说《大明湖》，为济南人民以及所有蒙受侵略之苦的祖国人民抒发愤慨。
在这部小说里，他第一次描写了共产党人的形象。
此后四年，他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
还出版了包括《黑白李》《微神》等15部短篇小说在内的短篇小说集《赶集》以及幽默诗文集《老舍
幽默诗文集》。
1936年老舍辞职，从事专业写作。
在青岛工作和生活的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创作的旺盛期之一。
他先后编了两个短篇集《樱海集》《蛤藻集》，收入中短篇小说17篇。
创作了《选民》（后改题为《文博士》）《我这一辈子》《老牛破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长篇杰
作《骆驼祥子》。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老舍别妻抛子，只身前往武汉，投入到文艺界的抗日洪流
之中。
在1938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老舍担任负责人――总务部主任。
之后，又转到重庆，“文革”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坚持七年时间，直到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
老舍以满腔热情和耐心细致的工作，团结各个方面的文艺家，共同致力于推动抗战的文艺活动。
并以笔为武器，进行多种文艺形式的创作。
长诗《剑北篇》用大鼓体写成，《王家镇》《忠烈图》用京剧形式写成，《残雾》《归去来兮》《面
子问题》用话剧形式写成。
先后出版了短篇集《火车集》《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完成了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的前两
部《偷生》和《惶惑》。
同时，还撰写了大量杂文、散文、诗歌。
　　　　抗战胜利后，1946年，老舍和曹禺作为我国民间第一批文化人应邀赴美国访问和讲学。
在美国，做了多次公开演讲，为增强大洋彼岸的人们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并在此写成《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和另一部长篇小说《鼓书艺人》还有《断魂枪》。
还协助美国友人翻译他的一些作品。
《四世同堂》是老舍完成的规模最宏大的作品，约一百万字。
以北平一叫“小羊圈”胡同里多种人物，特别是以祁家祖孙四代为中心，展开错综复杂的画面与情节
的描写，表现了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经历，以及他们在幻想破灭后，终于觉醒，坚决抗战的过程。
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汉奸的无耻，也写出了知识分子的善良、懦弱和苦闷，以及下层市民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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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的意志和决心。
包含着老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留下了一座伟岸的纪念碑。
　　　　1949年10月，老舍回到祖国。
创作话剧《方珍珠》。
1951年，又创作了歌颂人民政府为普通市民办实事的《龙须沟》。
该剧上演后，老舍获得了北京市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之后，他还创作了歌剧《消灭细菌》《大家评理》，话剧《生日》《春华秋实》等。
　　　　建国后，老舍政治热情十分高涨，他先后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联主
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主席团成员，全国政协三届会议常务委员等职。
自1950年至1955年，老舍创作了大量的话剧、京剧、儿童剧。
其中话剧《茶馆》把老舍的话剧艺术推向了高峰，成为我国戏剧艺术殿堂的一颗璀璨明珠。
　　　　1961年至1962年，老舍创作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 。
遗憾的是未完成，就被迫停笔。
　　　　文革中，同许多老一辈爱国文艺家一样，老舍遭到了恶毒攻击和迫害。
1966年，他被逼无奈，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终年67岁。
　　[编辑本段]主要著作　　　　老舍一生写了约计800余万字的作品。
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二马》《猫城记》《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
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剧本《龙须沟》、《
茶馆》。
另有《老舍剧作全集》，《老舍散文集》《老舍诗选》《老舍文艺评论集》和《老舍文集》等。
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
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
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
优秀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
他的短篇小说构思精致，取材较为宽广，其中的《柳家大院》《上任》《断魂枪》等篇各具特色，耐
人咀嚼。
他的作品已被译成20余种文字出版，以具有独特的幽默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以及从内容到形式的
雅俗共赏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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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狗之晨马裤先生大悲寺外微神歪毛儿开市大吉柳家大院抱孙黑白李眼镜也是三角月牙儿抓药上任柳屯
的富兴池里老字号听来的故事丁断魂枪哀启新时代的旧悲剧新爱弥耳[火]车我这一辈子八太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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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狗之晨　　东方既明，宇宙正在微笑，玫瑰的光吻红了东边的云。
大黑在窝里伸了伸腿；似乎想起一件事，啊，也许是刚才作的那个梦；谁知道，好吧，再睡。
门外有点脚步声!耳朵竖起，像雨后的两枝慈姑叶；嘴，可是，还舍不得项下那片暖，柔，有味的毛。
眼睛睁开半个。
听出来了，又是那个巡警，因为脚步特别笨重，闻过他的皮鞋，马粪味很大；大黑把耳朵落下去，似
乎以为巡警是没有什么趣味的东西。
但是，脚步到底是脚步声，还得听听；啊，走远了。
算了吧，再睡。
把嘴更往深里顶了顶，稍微一睁眼，只能看见自己的毛。
　　刚要一迷糊，哪来的一声猫叫?头马上便抬起来。
在墙头上呢，一定。
可是并没看到；纳闷：是那个黑白花的呢，还是那个狸子皮的?想起那狸子皮的，心中似乎不大起劲；
狸子皮的抓破过大黑的鼻子；不光荣的事，少想为妙。
还是那个黑白花的吧，那天不是大黑几乎把黑白花的堵在墙角么?这么一想，喉咙立刻痒了一下，向空
中叫了两声。
　　“安顿着，大黑!”屋中老太太这么喊。
　　大黑翻了翻眼珠，老太太总是不许大黑咬猫!可是不敢再作声，并且向屋子那边摇了摇尾巴。
什么话呢，天天那盆热气腾腾的食是谁给大黑端来?老太太!即使她的意见不对也不能得罪她，什么话
呢，大黑的灵魂是在她手里拿着呢。
她不准大黑叫，大黑当然不再叫。
假如不服从她，而她三天不给端那热腾腾的食来?大黑不敢再往下想了。
　　似乎受了刺激，再也睡不着；咬咬自己的尾巴，大概是有个狗蝇，讨厌的东西!窝里似乎不易找到
尾巴，出去。
在院里绕着圆圈找自己的尾巴咬住，“不棱”，又被(谁?)夺了走，再绕着圈捉。
有趣，不觉得嗓子里哼出些音调。
　　“大黑!”　　老太太真爱管闲事啊!好吧，夹起尾巴，到门洞去看看。
坐在门洞，顺着门缝往外看，喝，四眼已经出来遛早了!四眼是老朋、友：那天要不幸亏是四眼，大黑
一定要输给二青的!二青那小子，处处是大黑的仇敌：抢骨头，闹恋爱，处处他和大黑过不去!假如那
天他咬住大黑的耳朵?十分感激四眼!“四眼!”热情地叫着。
四眼正在墙根找到包箱似的方便所在，刚要抬腿；“大黑，快来，到大院去跑一回?”　　大黑焉有不
同意之理，可是，门，门还关着呢!叫几声试试，也许老头就来开门。
叫了几声，没用。
再试试两爪，在门上抓了一回。
门纹丝没动!　　眼看着四眼独自向大院跑去!大黑真急了，向墙头叫了几声，虽然明知道自己没有上
墙的本领。
再向门外看看，四眼已经没影了。
可是门外走着个叫化子，大黑借此为题，拚命的咬起来。
大黑要是有个缺点，那就是好欺侮苦人。
见汽车快躲，见穷人紧追，大黑几乎由习惯中形成这么两句格言。
叫化子也没影了，大黑想象着狂咬一番，不如是好像不足以表示出自己的尊严，好在想象是不费什么
实力的。
　　大概老头快来开门了，大黑猜摸着。
这么一想，赶紧跑到后院去，以免大清早晨的就挨一顿骂。
果然，刚到后院，就听见老头儿去开街门。
大黑心中暗笑，觉得自己的智慧足以使生命十分有趣而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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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老头又回到屋中，大黑轻轻的顺着墙根溜出去。
出了街门，抖了抖身上的毛，向空中闻了闻，觉得淮蟮腊祝?獍妆橇嚎醋啪涂膳?大黑深恐小板凳的吠
声引起他们的注意，而把大黑给围在当中。
可是他们只顾追着小花，一群野马似的跑了过去，似乎谁也没有看到大黑。
大黑的耻辱算是到了家，他还不如小板凳硬气呢!　　似乎得设法叫小板凳看出大黑是和那群大狗为伍
的：好吧，向?嘴是方的，叫的声音瓮声瓮气。
大黑的耳朵渐渐往下落，心里嘀咕：还是坐着不动好呢，还是向黄子摆摆尾巴好呢，还是以进为退假
装怒叫两声呢?他知道黄子的厉害，同时，又要顾及自己的尊严。
他微微的回了回头，呕，没关系，坐在自己家门口还有什么危险?耳朵又微微的往上立。
可是其余的地方都没敢动。
　　黄子过来了!在离大黑不远的一个墙角闻了闻，好像并没注意大黑。
大黑心中同时对自己下了两道命令：“跑!”“别动!”　　黄子又往前凑了凑，几乎是要挨着大黑了
。
大黑的胸部有些颤动。
可是黄子还好似没看见大黑，昂然走过去。
他远了，大黑开始觉得不是味道：为什么不乘着黄子没防备好而扑过去咬他一口?十分的可耻，那样的
怕黄子。
大黑越想越看不起自己。
为发泄心中的怒气，开始向空中瞎叫。
继而一想，万一把黄子叫回来呢?登时立起来，向东走去，这样便不会和黄子走个两碰头。
　　大黑不像黄子那样在道路当中卷起尾巴走，而是夹着尾巴顺墙根往前溜；这样，如遇上危险，至
少屁股可以拿墙作后盾，减少后方的防务。
在这里就可以看出大黑并不“大”；大黑的“大”和小花的“小”，都不许十分叫真的。
可是他极重视这个“大”字，特别和他主人在一块的时候，主人一喊“大”黑，他便觉得自己至少有
骆驼那么大，跟谁也敢拚一拚。
就是主人不在眼前的时候，他也不敢承认自己是小。
因为连不敢这么承认还不肯卷起尾巴走路呢；设若根本的自认渺小，那还敢出来走走吗。
“大”字是他的主心骨。
“大”字使他对小哈巴狗，瘦猫，叫花子，敢张口就咬；“大”字使他有时候对大狗——像黄子之类
的——也敢露一露牙，和嗓子眼里细叫几声；而且主人在跟前的时候“大”字使他甚至于敢和黄子干
一仗，虽明知必败，而不得不这样牺牲。
狗的世界是不和平的，大黑专仗着这个“大”字去欺软怕硬的享受生命。
　　大黑的长象也不漂亮，而最足自馁的是没有黄子那样的一张方嘴。
狗的女性们，把吻永远白送给方嘴；大黑的小尖嘴，猛看像个子粒不足的“老鸡头”，就是把舌头伸
出多长，她们连向他笑一下都觉得有失尊严。
这个，大黑在自思自叹的时候，不能不归罪于他的父母。
虽然老太太常说，大黑的父亲是饭庄子的那个小驴似的老黑，他十分怀疑这个说法。
况且谁是他的母亲?没人知道!大黑没有可靠的家谱作证，所以连和四眼谈话的时候，也不提家事；大
黑十分伤心。
更不敢照镜子；地上有汪水，他都躲开。
对于大黑，顾影是不能引起自怜的。
那条尾巴!细，软，毛儿不多，偏偏很长，就是卷起来也不威武，况且卷着还很费事；老得夹着!　　
大黑到了大院。
四眼并没在那里。
大黑赶紧往四下看看，好在二青什么的全没在那里，心里安定了些。
由走改为小跑，觉得痛快。
好像二青也算不了什么，而且有和二青再打一架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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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和二青打的时候，顶好是咬住他一个地方，死不撒嘴，这样必能致胜。
打倒了二青，再联络四眼战败黄子，大黑便可以称雄了。
　　远处有吠声，好几个狗一同叫呢。
细听，有她的声音!她，小花!大黑向她伸过多少回舌头，摆过多少回尾巴；可是她，她连正眼瞧大黑
一眼也不瞧!不是她的过错；战败二青和黄子，她自然会爱大黑的。
大黑决定去看看，谁和小花一块唱恋歌呢。
快跑。
别，跑太快了，和黄子碰个头，可不得了；谨慎一些好。
四六步的跑。
　　看见了：小花，喝，围着七八个，哪个也比大黑个子大，声音高!无望!不便于过去。
可是四眼也在那边呢；四眼敢，大黑为何不敢?可是，四眼也个子不小哇，至少四眼的尾巴卷得有个样
儿。
有点恨四眼，虽然是好朋友。
　　大黑叫开了。
虽然不敢过去，可是在远处示威总比那一天到晚闷在家里的小哈巴狗强多了。
那边还有个小板凳狗，安然的在家门口坐着，连叫也不敢叫；大黑的身分增高了很多，凡事就怕比较
。
　　那群大狗打起来了。
打得真厉害，啊，四眼倒在底下了。
哎呀四眼；呕，活该；到底他已闻了小花一鼻子。
大黑的嫉妒把友谊完全忘了。
看，四眼又起来了，扑过小花去了，大黑的心差点跳出来了，自己耗着转了个圆圈。
啊，好!小花极骄慢的躲开四眼。
好，小花，大黑痛快极了。
　　那群大狗打过这边来了，大黑一边看着一边退步，心里说：别叫四眼看见，假如一被看见，他求
我帮忙，可就不好办了。
往后退，眼睛呆看着小花，她今天特别的骄傲，好看。
大黑恨自己!退得离小板凳狗不远了，唉，拿个小东西杀杀气吧!闻了小板凳一下，小板凳跳起来，善
意的向大黑腿部一扑，似乎是要和大黑玩耍玩耍。
大黑更生气了：谁和你个小东西玩呢?牙露出来，耳朵也立起来示威。
小板凳真不知趣：轻轻抓了地几下，腰儿塌着，尾巴卷着直摆。
大黑知道这个小东西是不怕他，嘴张开了，预备咬小东西的脖子。
正在这个当儿，大狗们跑过来了。
小板凳看着他们，小嘴儿撅着巴巴的叫起来，毫无惧意。
大黑转过身来，几乎碰着黄子的哥哥，比黄子还大，鼻子上一大道白，这白鼻梁看着就可怕!大黑深恐
小板凳的吠声引起他们的注意，而把大黑给围在当中。
可是他们只顾追着小花，一群野马似的跑了过去，似乎谁也没有看到大黑。
大黑的耻辱算是到了家，他还不如小板凳硬气呢!　　似乎得设法叫小板凳看出大黑是和那群大狗为伍
的：好吧，向前赶了两步，轻轻的叫了两声，嘹了小板凳一眼，似乎是说：你看，我也是小花的情人
；你，小板凳，只配在这儿坐着。
　　风也似的，小花在前，他们在后紧随，又回来了!躲是来不及了，大黑的左右都是方嘴——都大得
出奇!他们全身没有一根毛能舒坦的贴着肉皮子，全离心离骨的立起来。
他的腿好像抽出了骨头，只剩下些皮和筋，而还要立着!他的尖嘴向四围纵纵着，只露出一对大牙。
他的尾巴似乎要挤进肚皮里去。
他的腰躬着，可是这样缩短，还掩不住两旁的筋骨。
小花，好像是故意的，挤了他一下。
他一点也不觉得舒服，急忙往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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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腿碰着四眼的头。
四眼并没招呼他。
　　一阵风似的，他们又跑远了。
大黑哆嗦着把牙收回嘴中去，把腰平伸了伸，开始往家跑。
后面小板凳追上来，一劲巴巴的叫。
大黑回头龇了龇牙：干吗呀，你!似乎是说。
　　回到家中，看了看盆里，老太太还没把食端来。
倒在台阶上，舐着腿上的毛。
　　“一边去!好狗不挡道，单在台阶上趴着!”老太太喊。
　　翻了翻白眼，到墙根去卧着。
心中安定了，开始设想：假如方才不害怕，他们也未必把我怎样了吧!后悔：小花挤了我一下，假使乘
那个机会⋯⋯决定不行，决定不行!那个小板凳!焉知小板凳不是个女性呢，竟自忘了看!谁和小板凳讲
交情呢!　　门外有人拍门。
大黑立刻精神起来，等着老太太叫大黑。
　　“大黑!”　　大黑立刻叫起来，往下扑着叫，觉得自己十二分的重要威严。
老太太去看门，大黑跟着，拚命的叫。
　　送信的。
大黑在老太太脚前扑着往外咬。
邮差安然不动。
老太太踢了大黑一腿：“怎这么讨厌，一边去!”　　大黑不敢再叫，随着老太太进来，依旧卧在墙根
。
肚中发空，眼嘹着食盆，把一切都忘了，好像大黑的生命存在与否只看那个黑盆里冒热气不冒!　　
载1933年1月24日至2月2日《益世报》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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