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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满族。
出生于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一个贫民家庭。
1900年，做皇城护军的父亲在抵抗八国联军的战斗中殉国。
日子更加窘迫，仅靠母亲给人缝洗、做杂工维持生计。
1905年，老舍在乐善好施的刘大叔（即老舍散文《宗月大师》中的宗月大师）的热心资助下，进入私
塾读书。
1913年初，老舍小学毕业，考入京师公立第三中学。
半年后，因交不起学费，转而考进免费供给膳宿的北京师范学校。
幼年性格抑郁寡欢的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以口才出众与写诗作文而引人瞩目。
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
次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
1924年老舍赴英国，担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
教学之余，他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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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老舍回到祖国，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半期，老舍发表了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离婚》和《牛天赐
传》等。
1936年夏他辞去教职，专事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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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后出版了两个短篇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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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别离妻小，只身前往武汉，后辗转到重庆，投入到文艺界的
抗日洪流之中。
抗战期间，老舍运用小说、新诗、话剧、曲艺等多种文体来表现抗战题材，如长篇小说《火葬》，《
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话剧《张自忠》，长诗《剑北篇》等；与此同时，担
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总务部主任，实际负责全面工作，为抗战文艺建设做出了重要
贡献。
1946年，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留美继续创作与翻译，完成了长篇小说《鼓
书艺人》与《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
1949年底，老舍回国。
1950年创作话剧《龙须沟》，引起热烈反响，1951年12月21日，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荣获“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
1957年7月，堪称二十世纪中国话剧经典的三幕话剧《茶馆》发表于《收获》创刊号上。
此后，随着政治运动的愈演愈烈，老舍的艺术创造几乎完全被压制了。
1966年“文革”开始，老舍和文艺界其他人士受到迫害。
同年8月23日，老舍受到一帮暴徒和无知少年的百般侮辱与轮番毒打。
直到凌晨两点多钟，才被允许让家人接回。
8月24日清晨，老舍拄着手杖，离开家门。
第二天晚上，人们在德胜门外的太平湖西侧发现了老舍的遗体。
老舍一生除了在小说创作方面取得的骄人成绩外——留下十五部长篇小说、三部未完长篇小说、九部
中短篇小说集（收六十余篇中短篇小说），在戏剧创作方面也成就巨大：创作了三十余部话剧、曲剧
、歌剧，如《忠烈图》、《残雾》、《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写）、《张自忠》、《面子问题》、
《谁先到了重庆》、《方珍珠》、《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青年突击队》等。
《茶馆》，代表着老舍话剧创作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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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借裕泰茶馆的兴衰与茶馆老板王利发和茶客秦仲义、常四爷等人的视角，将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清
朝末年、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国民党统治崩溃前夕这三个时期的历史风貌与时代变迁，像一幅长卷
一样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剧中没有总贯全篇的矛盾冲突，没有统领始终的情节链条，依靠小人物的遭遇、故事，四下铺展，彼
此连缀，汇集出一幅足以反映三个历史时代的世情画卷。
剧中人物众多，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富于时代色彩，突出展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几种势力的尖锐对
立和冲突，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历史命运。
作者将主要人物刻画得形象鲜明而又栩栩如生，人物的性格变化与命运的走向成为全剧的焦点。
《茶馆》的台词雅俗共赏，不但充满古都北京街巷语言的"精气神儿"，具备市井口语的灵动和脆生劲
儿，也带有古今诗歌作品的含蓄气质。
这出戏张嘴说话的有几十人，每个人的谈吐都是性格化的，专靠各自的声口，就可以把不同身份和情
感的人物，从人群中间找出来。
《茶馆》是老舍最具“京味”的话剧作品。
曾多次被成功搬上舞台，受到热烈欢迎与赞赏；1980年、1983年，曾几度赴德、法、瑞、日等国演出
，引起轰动，获得高度赞扬，被西方观众誉为“东方戏剧的奇迹”，为中国话剧艺术赢得了国际声誉
。
老舍的戏剧创作，有一类为大多数读者所陌生和忽视的作品——儿童剧。
这类作品具有代表性的是《宝船》和《青蛙骑手》。
这两部儿童剧是老舍根据民间故事改编的，既保留了民间故事所特有的人物质朴、故事曲折的特色，
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蓬勃昂扬的时代激情。
《宝船》写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于1963年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出。
《宝船》讲述了贫家小孩王小二偶得宝船、救助弱者，被奸险小人骗走宝船，又在朋友的帮助下重夺
宝船的神话故事，颂扬了劳动者勤劳善良、助人为乐、顽强勇敢、团结互助的美好心灵。
曲折生动的故事、富于神幻色彩的情节、天真童稚的语言，使得该作自诞生以来一直深得年轻读者的
喜爱。
《青蛙骑手》则是老舍根据藏族民间故事改编的。
剧中融入了反抗压迫、民族团结的主题思想，剧情精彩，唱词优美，格调激昂，呈现出有别于他的经
典剧作的另外一种风格。
老舍是戏剧大师，还是语言大师。
此次我们把他最好的剧作《茶馆》，与他的两部珍贵的儿童剧《宝船》、《青蛙骑手》汇集成册，奉
献给广大读者。
相信读者从中能读出大师之所以为大师的精妙之处和大师之所以为大师的完整面貌。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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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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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满族。
1913年初，老舍小学毕业，考入京师公立第三中学。
半年后，因交不起学费，转而考进免费供给膳宿的北京师范学校。
幼年性格抑郁寡欢的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以口才出众与写诗作文而引人瞩目。
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
次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
1924年老舍赴英国，担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
教学之余，他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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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老舍回到祖国，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半期，老舍发表了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离婚》和《牛天赐
传》等。
1936年夏他辞去教职，专事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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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后出版了两个短篇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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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别离妻小，只身前往武汉，后辗转到重庆，投入到文艺界的
抗日洪流之中。
抗战期间，老舍运用小说、新诗、话剧、曲艺等多种文体来表现抗战题材，如长篇小说《火葬》，《
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话剧《张自忠》，长诗《剑北篇》等；与此同时，担
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总务部主任，实际负责全面工作，为抗战文艺建设做出了重要
贡献。
1946年，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留美继续创作与翻译，完成了长篇小说《鼓
书艺人》与《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
1949年底，老舍回国。
1950年创作话剧《龙须沟》，引起热烈反响，1951年12月21日，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荣获“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
1957年7月，堪称二十世纪中国话剧经典的三幕话剧《茶馆》发表于《收获》创刊号上。
此后，随着政治运动的愈演愈烈，老舍的艺术创造几乎完全被压制了。
1966年“文革”开始，老舍和文艺界其他人士受到迫害。
同年8月23日，老舍受到一帮暴徒和无知少年的百般侮辱与轮番毒打。
直到凌晨两点多钟，才被允许让家人接回。
8月24日清晨，老舍拄着手杖，离开家门。
第二天晚上，人们在德胜门外的太平湖西侧发现了老舍的遗体。
老舍一生除了在小说创作方面取得的骄人成绩外——留下十五部长篇小说、三部未完长篇小说、九部
中短篇小说集（收六十余篇中短篇小说），在戏剧创作方面也成就巨大：创作了三十余部话剧、曲剧
、歌剧，如《忠烈图》、《残雾》、《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写）、《张自忠》、《面子问题》、
《谁先到了重庆》、《方珍珠》、《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青年突击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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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秦仲义拆了！
我四十年的心血啊，拆了！
别人不知道，王掌柜你知道：我从二十多岁起，就主张实业救国。
到而今⋯⋯抢去我的工厂，好，我的势力小，干不过他们！
可倒好好地办哪，那是富国裕民的事业呀！
结果，拆了，机器都当碎铜烂铁卖了！
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
我问你！
 王利发当初，我开的好好的公寓，您非盖仓库不可。
看，仓库查封，货物全叫他们偷光！
当初，我劝您别把财产都出手，您非都卖了开工厂不可！
 常四爷还记得吧？
当初，我给那个卖小妞的小媳妇一碗面吃，您还说风凉话呢。
 秦仲义现在我明白了！
王掌柜，求你一件事吧：（掏出一二机器小零件和一支钢笔管来）工厂拆平了，这是我由那儿捡来的
小东西。
这枝笔上刻着我的名字呢，它知道，我用它签过多少张支票，写过多少计划书。
我把它们交给你，没事的时候，你可以跟喝茶的人们当个笑话谈谈，你说呀：当初有那么一个不知好
歹的秦某人，爱办实业。
办了几十年，临完他只由工厂的土堆里捡回来这么点小东西！
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
告诉他们哪，秦某人七十多岁了才明白这点大道理！
他是天生来的笨蛋！
 王利发您自己拿着这枝笔吧，我马上就搬家啦！
 常四爷搬到哪儿去？
 王利发哪儿不一样呢！
秦二爷，常四爷，我跟你们不一样：二爷财大业大心胸大，树大可就招风啊！
四爷你，一辈子不服软，敢作敢当，专打抱不平。
我呢，作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
我只盼着呀，孩子们有出息，冻不着，饿不着，没灾没病！
可是，日本人在这儿，二拴子逃跑啦，老婆想儿子想死啦！
好容易，日本人走啦，该缓一口气了吧？
谁知道，（惨笑）哈哈，哈哈，哈哈！
 常四爷我也不比你强啊！
自食其力，凭良心干了一辈子啊，我一事无成！
七十多了，只落得卖花生米！
个人算什么呢，我盼哪，盼哪，只盼国家象个样儿，不受外国人欺侮。
可是⋯⋯哈哈！
 秦仲义日本人在这儿，说什么合作，把我的工厂就合作过去了。
咱们的政府回来了，工厂也不怎么又变成了逆产。
仓库里（指后边）有多少货呀，全完！
哈哈！
 王利发改良，我老没忘了改良，总不肯落在人家后头。
卖茶不行啊，开公寓。
公寓没啦，添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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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书也不叫座儿呀，好，不怕丢人，想添女招待！
人总得活着吧？
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活下去！
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
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
我得罪了谁？
谁？
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
 常四爷盼哪，盼哪，只盼谁都讲理，谁也不欺侮谁！
可是，眼看着老朋友们一个个的不是饿死，就是叫人家杀了，我呀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喽！
松二爷，我的朋友，饿死啦，连棺材还是我给他化缘化来的！
他还有我这么个朋友，给他化了一口四块板的棺材；我自己呢？
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
看，（从筐中拿出些纸钱）遇见出殡的，我就捡几张纸钱。
没有寿衣，没有棺材，我只好给自己预备下点纸钱吧，哈哈，哈哈！
 秦仲义四爷，让咱们祭奠祭奠自己，把纸钱撒起来，算咱们三个老头子的吧！
 王利发对！
四爷，照老年间出殡的规矩，喊喊！
 常四爷（立起，喊）四角儿的跟夫，本家赏钱一百二十吊！
（撒起几张纸钱）三四十年前，北京富人出殡，要用三十二人、四十八人或六十四人抬棺材，也叫抬
杠。
另有四位杠夫拿着拨旗，在四角跟随。
杠夫换班须注意拨旗，以便进退有序；一班也叫一拨儿。
起杠时和路祭时，领杠者须喊“加钱”——本家或姑奶奶赏给杠夫酒钱。
加钱数目须夸大地喊出。
在喊加钱时，有人撒起纸钱来。
 秦仲义 王利发一百二十吊！
 秦仲义（一手拉住一个）我没的说了，再见吧！
（下） 王利发再见！
 常四爷再喝你一碗！
（一饮而尽）再见！
（下） 王利发再见！
 丁宝与小心眼进来。
 丁宝他们来啦，老大爷！
（往屋中喷香水） 王利发好，他们来，我躲开！
（捡起纸钱，往后边走） 小心眼老大爷，干吗撒纸钱呢？
 王利发谁知道！
（下） 小刘麻子进来。
 小刘麻子来啦！
一边一个站好！
 丁宝、小心眼分左右在门内立好。
 门外有汽车停住声，先进来两个宪兵。
沈处长进来，穿军便服；高靴，带马刺；手执小鞭。
后面跟着二宪兵。
 沈处长（检阅似的，看丁宝、小心眼，看完一个说一声）好（蒿）！
 丁宝摆上一把椅子，请沈处长坐。
 小刘麻子报告处长，老裕泰开了六十多年，九城闻名，地点也好，借着这个老字号，作我们的一个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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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一定成功！
我打算照旧卖茶，派（指）小丁宝和小心眼作招待。
有我在这儿监视着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一定能够得到大量的情报，捉拿共产党！
 沈处长好（蒿）！
 丁宝由宪兵手里接过骆驼牌烟，上前献烟；小心眼接过打火机，点烟。
 小刘麻子后面原来是仓库，货物已由处长都处理了，现在空着。
我打算修理一下，中间作小舞厅，两旁布置几间卧室，都带卫生设备。
处长清闲的时候，可以来跳跳舞，玩玩牌，喝喝咖啡。
天晚了，高兴住下，您就住下。
这就算是处长个人的小俱乐部，由我管理，一定要比公馆里更洒脱一点，方便一点，热闹一点！
 沈处长好（蒿）！
 丁宝处长，我可以请示一下吗？
 沈处长好（蒿）！
 丁宝这儿的老掌柜怪可怜的。
好不好给他作一身制服，叫他看看门，招呼贵宾们上下汽车？
他在这儿几十年了，谁都认识他，简直可以算是老头儿商标！
 沈处长好（蒿）！
传！
 小刘麻子是！
（往后跑）王掌柜！
老掌柜！
我爸爸的老朋友，老大爷！
（入。
过一会儿又跑回来）报告处长，他也不知怎么上了吊，吊死啦！
 沈处长好（蒿）！
好（蒿）！
 ——幕落·全剧终附录 此剧幕与幕之间须留较长时间，以便人物换装，故拟由一人（也算剧中人）
唱几句快板，使休息时间不显着过长，同时也可以略略介绍剧情。
 第一幕幕前 （我）大傻杨，打竹板儿，一来来到大茶馆儿。
 大茶馆，老裕泰，生意兴隆真不赖。
 茶座多，真热闹，也有老来也有少； 有的说，有的唱，穿章打扮一人一个样； 有提笼，有架鸟，蛐
蛐蝈蝈也都养的好； 有的吃，有的喝，没有钱的只好白瞧着。
 爱下棋，（您）来两盘儿，赌一卖（碟）干炸丸子外洒胡椒盐儿。
 讲排场，讲规矩，咳嗽一声都象唱大戏。
 有一样，听我说：莫谈国事您得老记着。
 哼！
国家事（可）不好了，黄龙旗子一天倒比一天威风小。
 文武官，有一宝，见着洋人赶快跑。
 外国货，堆成山，外带贩卖鸦片烟。
 最苦是，乡村里，没吃没穿逼得卖儿女。
 官儿阔，百姓穷，朝中出了一个谭嗣同， 讲维新，主意高，还有那康有为和梁启超。
 这件事，闹得凶，气得太后咬牙切齿直哼哼。
 她要杀，她要砍，讲维新的都是要造反。
 这些事，别多说，说着说着就许掉脑壳。
 幕徐启。
大傻杨入茶馆。
 打竹板，迈大步，走进茶馆找主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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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位爷，愿意听，《辕门斩子》来了穆桂英。
 王利发来干涉。
 王掌柜，大发财，金银元宝一齐来。
 您有钱，我有嘴，数来宝的是穷鬼。
（下） 第二幕幕前 打竹板，我又来，数来宝的还是没发财。
 现而今，到民国，剪了小辫还是没有辙。
 王掌柜，动脑筋，事事改良讲维新。
 （低声）动脑筋，白费力，胳臂拧不过大腿去。
 闹军阀，乱打仗，白脸的进去黑脸的上， 赵打钱，孙打李，赵钱孙李乱打一炮谁都不讲理。
 为打仗，要枪炮，一堆一堆给洋人老爷送钞票。
 为卖炮，为卖枪，帮助军阀你占黄河他占扬子江。
 老百姓，遭了殃，大兵一到粮食牲口一扫光。
 王掌柜，会改良，茶馆好象大学堂， 后边住，大学生，说话文明真好听。
 就怕呀，兵野蛮，进来几个茶馆就玩完。
 先别说，丧气话，给他道喜是个好办法。
 他开张，我道喜，编点新词我也了不起。
（下） （又上）老裕泰，大改良，万事亨通一天准比一天强。
 王利发今天不打发，明天才开张哪。
 明天好，明天妙，金银财宝齐来到。
 炮响。
 您开张，他开炮，明天准唱《蜡庙》。
 王利发去你的吧！
 傻杨下。
 第三幕幕前 树木老，叶儿稀，人老毛腰把头低。
 甭说我，混不了，王掌柜的也过不好。
 （他）钱也光，人也老，身上剩了一件破棉袄。
 自从那，日本兵，八年占据老北京。
 人人苦，没法提，不死也掉一层皮。
 好八路，得人心，一阵一阵杀退日本军。
 盼星星，盼月亮，盼到胜利大家有希望。
 （哼）国民党，进北京，横行霸道一点不让日本兵。
 王掌柜，委屈多，跟我一样半死半活着。
 老茶馆，破又烂，想尽法子也没法办。
 天可怜，地可怜，就是官老爷有洋钱。
（下） 王掌柜死后，傻杨再上，见小丁宝正在落泪。
 小姑娘，别这样，黑到头儿天会亮。
 小姑娘，别发愁，西山的泉水向东流。
 苦水去，甜水来，谁也不再作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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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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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
——老舍《茶馆》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范例。
——曹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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