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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四世同堂(第2部偷生)》由老舍著。
《四世同堂(第2部偷生)》描写的是北平的普通百姓在国破家亡后的种种表现，用嘲讽和愤怒的笔墨，
鞭挞了一部分北平人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苟且偷生的可耻行径。
小说继续着重描绘小羊圈胡同里的人们的恩怨情仇。
面对敌人的暴行，一些人虽然感到冤屈和耻辱，却敢怒而不敢言。
为了换取更大的利益，敌人收买了几条汉奸走狗，并加紧利用他们来控制华北的局势，妄图使华北陷
入更深的灾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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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老舍（1899.2.3—1966.8.24），我国现代文豪，小说家，戏剧作家。
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
出身寒苦，自幼丧父，北京师范学校毕业，早年任小学校长、劝学员。
1924年赴英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中文，开始写作，连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
学》、《赵子曰》、《二马》，成为我国现代长篇小说奠基人之一。
归国后先后在齐鲁大学、山东大学任教，同时从事写作，其间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
》、《骆驼祥子》，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微神》、《断魂枪》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武汉和重庆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对内总理会务，对外代表“文协”，创
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并对现代曲艺进行改良。
1946年赴美讲学，四年后回国，主要从事话剧剧本创作，代表作有《龙须沟》、《茶馆》，荣获“人
民艺术家”称号，被誉为语言大师。
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北京市文联主席。
1966年“文革”初受严重迫害后自沉于太平湖中。
有《老舍全集》十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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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春天好似不管人间有什么悲痛，又带着它的温暖与香色来到北平。
地上与河里的冰很快的都化开，从河边与墙根都露出细的绿苗来。
柳条上缀起鹅黄的碎点，大雁在空中排开队伍，长声的呼应着。
一切都有了生意，只有北平的人还冻结在冰里。
　　苦了小顺儿和妞子。
这本是可以买几个模子，磕泥饽饽的好时候。
用黄土泥磕好了泥人儿，泥饼儿，都放在小凳上，而后再从墙根采来叶儿还卷着的香草，摆在泥人儿
的前面，就可以唱了呀:“泥泥饽饽，泥泥人儿耶，老头儿喝酒，不让人儿耶！
”这该是多么得意的事呀！
可是，妈妈不给钱买模子，而当挖到了香草以后，唱着“香香蒿子，辣辣罐儿耶”的时候，父亲也总
是不高兴的说:“别嚷！
别嚷！
”　　他们不晓得妈妈近来为什么那样吝啬，连磕泥饽饽的模子也不给买。
爸爸就更奇怪，老那么横虎子似的，说话就瞪眼。
太爷爷本是他们的“救主”，可是近来他老人家也仿佛变了样子。
在以前，每逢柳树发了绿的时候，他必定带着他们到护国寺去买赤包儿秧子，葫芦秧子，和什么小盆
的“开不够”与各种花籽儿。
今年，他连萝卜头，白菜脑袋，都没有种，更不用说是买花秧去了。
　　爷爷不常回来，而且每次回来，都忘记给他们带点吃食。
这时候不是正卖豌豆黄，爱窝窝，玫瑰枣儿，柿饼子，和天津萝卜么？
怎么爷爷总说街上什么零吃也没有卖的呢？
小顺儿告诉妹妹:“爷爷准是爱说瞎话！
”　　祖母还是待他们很好，不过，她老是闹病，哼哼唧唧的不高兴。
她常常念叨三叔，盼望他早早回来，可是当小顺儿自告奋勇，要去找三叔的时候，她又不准。
小顺儿以为只要祖母准他去，他必定能把三叔找回来。
他有把握！
妞子也很想念三叔，也愿意陪着哥哥去找他。
因为这个，他们小兄妹俩还常拌嘴。
小顺儿说:“妞妞，你不能去！
你不认识路！
”妞子否认她不识路:“我连四牌楼，都认识！
”　　一家子里，只有二叔满面红光的怪精神。
可是，他也不是怎么老不回来。
他只在新年的时候来过一次，大模大样的给太爷爷和祖母磕了头就走了，连一斤杂拌儿也没给他们俩
买来。
所以他们俩拒绝了给他磕头拜年，妈妈还直要打他们；臭二叔！
胖二婶根本没有来过，大概是，他们猜想，肉太多了，走不动的缘故。
　　最让他们羡慕的是冠家。
看人家多么会过年！
当妈妈不留神的时候，他们俩便偷偷的溜出去，在门口看热闹。
哎呀，冠家来了多少漂亮的姑娘呀！
每一个都打扮得那么花哨好看，小妞子都看呆了，嘴张着，半天也闭不上！
她们不但穿得花哨，头和脸都打扮得漂亮，她们也都非常的活泼，大声的说着笑着，一点也不像妈妈
那么愁眉苦眼的。
她们到冠家来，手中都必拿着点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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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顺儿把食指含在口中，连连的吸气。
小妞子“一，二，三”的数着；她心中最大的数字是“十二”，一会儿她就数到了“十二个瓶子！
十二包点心！
十二个盒子！
”她不由的发表了意见:“他们过年，有多少好吃的呀！
”　　他们还看见一次，他们的胖婶子也拿着礼物到冠家去。
他们最初以为她是给他们买来的好吃食，而跑过去叫她，她可是一声也没出便走进冠家去。
因此，他们既羡慕冠家，也恨冠家——冠家夺去他们的好吃食。
他们回家报告给妈妈:敢情胖婶子并不是胖得走不动，而是故意的不来看他们。
妈妈低声的嘱咐他们，千万别对祖母和太爷爷说。
他们不晓得这是为了什么，而只觉得妈妈太奇怪；难道胖二婶不是他们家的人么？
难道她已经算是冠家的人了么？
但是，妈妈的话是不好违抗的，他们只好把这件气人的事存在心里。
小顺儿告诉妹妹:“咱们得听妈妈的话哟！
”说完他像小大人似的点了点头，仿佛增长了学问似的。
　　是的，小顺儿确是长了学问。
你看，家中的大人们虽然不乐意听冠家的事，可是他们老嘀嘀咕咕的讲论钱家。
钱家，他由大人的口中听到，已然只剩了一所空房子，钱少奶奶回了娘家，那位好养花的老头儿忽然
不见了。
他上哪儿去了呢？
没有人知道。
太爷爷没事儿就和爸爸嘀咕这回事。
有一回，太爷爷居然为这个事而落了眼泪。
小顺儿忙着躲开，大人们的泪是不喜欢教小孩子看见的。
妈妈的泪不是每每落在厨房的炉子上么？
　　更教小顺儿心里跳动而不敢说什么的事，是，听说钱家的空房子已被冠先生租了去，预备再租给
日本人。
日本人还没有搬了来，房屋可是正在修理——把窗子改矮，地上换木板好摆日本的“榻榻密”。
小顺儿很想到一号去看看，又怕碰上日本人。
他只好和了些黄土泥，教妹妹当泥瓦匠，建造小房子。
他自己作监工的。
无论妹妹把窗子盖得多么矮，他总要挑剔:“还太高！
还太高！
”他捏了个很小的泥人，也就有半寸高吧。
“你看看，妹，日本人是矮子，只有这么高呀！
”　　这个游戏又被妈妈禁止了。
妈妈仿佛以为日本人不但不是那么矮，而且似乎还很可怕；她为将要和日本人作邻居，愁得什么似的
。
小顺儿看妈妈的神气不对，不便多问；他只命令妹妹把小泥屋子毁掉，他也把那个不到半寸高的泥人
揉成了个小球，扔在门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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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舍经典著作　　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文学经典　　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民族记忆　　
由丁聪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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