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离婚·丁》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离婚·丁》

13位ISBN编号：9787807413769

10位ISBN编号：780741376X

出版时间：2008-09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作者：老舍

页数：25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离婚·丁》

前言

这本小说是硬“挤”出来的。“一·二八”的前一年，我写完了《大明湖》(我的唯一的以济南为背景
的长篇小说)，交给小说月报去发表。“一·二八”的毒火，烧了东方图书馆，《大明湖》的稿子也变
为灰烬。停战以后，我不愿重写《大明湖》——我的稿子向来没有副本，故重写不易。  《现代》索
稿，我开始写《猫城记》。言明：《猫城记》在《现代》杂志连载后，由良友公司刊行单行本。可是
，现代书局再三的说，它有印行《猫城记》的优先权，不愿让给《良友》。于是，为免教《良友》落
空，乃赶写《离婚》；所以，它是硬挤出来的。现在良友停业，由我将版权收回，交晨光重排出版。
在济南热死许多人的那一夏天，我，头缠湿巾，腕垫吸墨纸，以阻热汗流入眼中，湿透稿纸，跟酷暑
与小说拚了命。结果，虽没战胜文艺，可打败了暑热。在七十多天的工夫，我交了卷。这本小说的文
字与结构都比以前所写过的略有进步，恐怕是“一气呵成”的一点功效。在别的方面，我不敢说它有
什么好处，也就不便乱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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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丁》

内容概要

《离婚·丁》为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而编，收录其代表作品2部，包括：《离婚》和《丁》。《离婚
·丁》是《老舍小说精汇》之一。《离婚·丁》由老舍编写。老舍，我国现代文豪，小说家，戏剧作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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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丁》

作者简介

老舍（1899.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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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子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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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北京文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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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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丁》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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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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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丁》

章节摘录

离婚第一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你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他的“大哥”味儿就这么足。
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作媒人和反对离婚。在他的眼中，凡为姑娘者必有个相当的丈夫，
凡为小伙子者必有个合适的夫人。这相当的人物都在哪里呢？张大哥的全身整个儿是显微镜兼天平。
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位姑娘，脸上有几个麻子；他立刻就会在人海之中找到一位男人，说话有点结巴
，或是眼睛有点近视。在天平上，麻子与近视眼恰好两相抵消，上等婚姻。近视眼容易忽略了麻子，
而麻小姐当然不肯催促丈夫去配眼镜，马上进行双方——假如有必要——交换相片，只许成功，不准
失败。自然张大哥的天平不能就这么简单。年龄，长相，家道，性格，八字，也都须细细测量过的；
终身大事岂可马马虎虎！因此，亲友间有不经张大哥为媒而结婚者，他只派张大嫂去道喜，他自己决
不去参观婚礼——看着伤心。这决不是出于嫉妒，而是善意的觉得这样的结婚，即使过得去，也不能
是上等婚；在张大哥的天平上是没有半点将就凑合的。离婚，据张大哥看，没有别的原因，完全因为
媒人的天平不准。经他介绍而成家的还没有一个闹过离婚的，连提过这个意思的也没有。小两口打架
吵嘴什么的是另一回事。一夜夫妻百日恩，不打不爱，抓破了鼻子打青了眼，和离婚还差着一万多里
地，远得很呢。至于自由结婚，哼，和离婚是一件事的两端——根本没上过天平。这类的喜事，连张
大嫂也不去致贺，只派人去送一对喜联——虽然写的与挽联不同，也差不很多。介绍婚姻是创造，消
灭离婚是艺术批评。张大哥虽然没这么明说，可是确有这番意思。媒人的天平不准是离婚的主因，所
以打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必须重新用他的天平估量一回，细细加以分析，然后设法把双方重量不
等之处加上些砝码，便能一天云雾散，没事一大堆，家庭免于离散，律师只得干瞪眼——张大哥的朋
友中没有挂律师牌子的。只有创造家配批评艺术，只有真正的媒人会消灭离婚。张大哥往往是打倒原
来的媒人，进而为要到法厅去的夫妇的调停者；及至言归于好之后，夫妻便否认第一次的介绍人，而
以张大哥为地道的大媒，一辈子感谢不尽。这样，他由批评者的地位仍回到创造家的宝座上去。大叔
和大哥最适宜作媒人。张大哥与媒人是同一意义。“张大哥来了，”这一声出去，无论在哪个家庭里
，姑娘们便红着脸躲到僻静地方去听自己的心跳。没儿没女的家庭——除了有丧事——见不着他的足
迹。他来过一次，而在十天之内没有再来，那一家里必会有一半个枕头被哭湿了的。他的势力是操纵
着人们的心灵。就是家中有四五十岁老姑娘的也欢迎他来，即使婚事无望，可是每来一次，总有人把
已发灰的生命略加上些玫瑰色儿。张大哥是个博学的人，自幼便出经入史，似乎也读过《结婚的爱》
。他必须读书，好证明自己的意见怎样妥当。他长着一对阴阳眼：左眼的上皮特别长，永远把眼珠囚
禁着一半；右眼没有特色，一向是照常办公。这只左眼便是极细密的小筛子。右眼所读所见的一切，
都要经过这半闭的左目筛过一番——那被囚禁的半个眼珠是向内看着自己的心的。这样，无论读什么
，他自己的意见总是最妥善的；那与他意见不合之处，已随时被左眼给筛下去了。这个小筛子是天赐
的珍宝。张大哥只对天生来的优越有点骄傲，此外他是谦卑和蔼的化身。凡事经小筛子一筛，永不会
走到极端上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最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
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佬还要再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时候的样
式与风格。就好比一座社会的骆驼桥，张大哥的服装打扮是叫车马行人一看便放慢些脚步，可又不是
完全停住不走。“听张大哥的，没错！”凡是张家亲友要办喜事的少有不这么说的。彩汽车里另放一
座小轿，是张大哥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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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丁》

编辑推荐

《离婚·丁》由文汇出版社出版。《老舍小说精汇》精选老舍小说，让您品味老舍笔下的京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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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丁》

精彩短评

1、虽不是老舍的最有力的代表作。不过还是很好
2、很满意，慢慢欣赏
3、是几年前就读完了老舍先生的全部小说。所有作品中我最推《离婚》。这次买了好几本，送朋友
。
4、给 离婚 。丁 讲的是什么呢 丁
5、渴望着“诗意”，苟且的活。老舍牛逼。20151004
6、LOVE IT!
7、喜欢的朋友自然懂其中的奥妙！~
8、第一次完整的读老舍先生的小说！精彩！非常精彩！之前一直谬以为老舍先生只是因为得益于老
北京文化，读过才知道，先生的小说，无论是情节、结构还是立意，都非常高明。不是因为布尔什维
克，应该可以获诺奖的。
9、不太懂，看得头疼
10、此书不算是大悲，窝囊废丁二做了老李不敢做的事，恶人得了恶报，所谓的好人老李带着妻小回
到乡下，去寻找那“诗意”，祝他好运！ 

总是能从老舍的作品中找到苟且的自己的影子。。。
11、老舍先生的文字阅读得并不多，这部也是因人推荐而看，很赞。先生是对人性看得极为透彻的人
物吧，所以才会如此来写文中的人物。欲摆脱人性的丑陋，寻找生活的诗意和浪漫，可偏偏却又无从
寻找出路，身边的每个人都是那么无趣，想摆脱却又无从下手。最终老李连自己最后一根稻草——马
嫂也不如所愿，于是彻底离开了。
12、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你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他的“大哥”味儿就这么足。时势
变幻之下，大哥也懵了。
13、对小人物心理的描述，细腻深刻。不过，讽刺人的手法也堪称一绝啊。
14、老舍的书，百读不厌，长读长新，我决定把他老人家所有的小说都收藏，反复地读；老舍氏幽默
，无人能及，老舍对市井生活的了解与刻画，让人如身临其境。
15、老舍先生的小幽默
16、描写小市民阶级的巅峰之作，每个人都面目可憎，每个人都可憎的情有可原，每件事都顺其自然
，每件事都无解。另外，老舍笔下的北平和灰热烦闷毫无美感的北京，是同一个地方吗？
17、很不错的！虽然认识观与现在人不同，不过，给人另外一种角度看待问题
18、大家就是大家。
19、幽默的语言是吸引我的最大力量，看了第一句话，就情不自禁地要往下看，这是老舍特有的语言
魅力。没办法人家就是有这样的本事。语言是为人物的刻画服务的。《离婚》里人物的刻画实在太成
功了，想领略老舍风采的人建议大家看看。尤其是学生，作为课外读物应该好好地看，名家之作让人
受益匪浅，过瘾啊！
20、在购书单上挂了两年多，几经周折才买来，看完。极喜欢老舍的文字，简单，栩栩如生，入木三
分。最终，一个都没离婚。人都是在不断的妥协中活着，“世界是个实际的，没有永远开着的花”。
人生的悲凉、无奈莫过于此了。
21、qidai de yi ben hao shu
22、诗意与失意。
23、极写北平的种种。而却是为了离开她！
24、1933年的故事，一点不落后于时代。老李一直想追求那么点“诗意”，最后他的世界却变成了个
破瓦盆，从半空中落下来，摔了个粉碎，哪有什么“诗意”。挺同情老李的，在“常识”和“诗意”
中徘徊带着那么点不甘心不服气却又无力改变的老李。另外，老舍的文笔真是没话说，简洁、幽默，
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25、书刚拿到，感觉不错。
26、语言灰谐幽默得很.
27、简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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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丁》

28、在看，觉得挺有内涵，需慢慢品味！
29、老舍先生是最热爱生活的作家，也最爱国的作家，还是最有良知的作家。他的作品我都喜欢。刚
从记录频道看到老舍作家最喜欢的是这部《离婚》就买了。我喜欢老舍先生作品的风味。如果你沮丧
，不妨读读老舍，他会让你开怀一笑。
30、《离婚》的故事反映了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公务员的生存状态，小说语言精致有趣，
虽然写的是沉重的主题，但从骨子里透出的幽默总会让人忍俊不住，让人有笑中带泪的感觉。看里面
的张大哥，我会想起身边很多地道的北京人，还真有点张大哥样。
31、老舍的文字向来喜欢，这本书的包装又不错，宝石蓝的封面正合我意，非常喜欢！
32、3.16-3.21
33、除了丁二爷，或许没有人是勇敢的。
34、京味儿幽默。
35、包装很好  精致  书质量 不错
36、改变了吗？啥都没改变。老舍和钱钟书两位先生都是这么告诉我的。
37、Xihuan
38、思想的一种享受，语言的一种享受。
39、可以看看 尤其是在办公室工作的人们
40、离婚真是好精彩。
41、这本书，老舍自己说是自己编译出来的。
看了后，没有太多的感触咯
42、不用说，大家的作品，挺值得一看的。
43、老舍的文笔好看。买了纪念一下。
44、大家就是大家，很好。印刷也不错。
45、XX指南。
46、沉重时代下的一个缩影，办公室的人栩栩如生，老李则充满了知识分子的落寞。里面的很多描写
都很有意思，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的一部作品。
47、不同的视角看婚姻。。。好书
48、我老婆看的，还行
49、正赶上读的觉得有点儿远，立马就有点儿近了，张大哥，你说到底是悲哀，还是不悲哀，我有点
儿向着老李了。
50、有人说尼罗的文里有些描写方式借鉴了老舍，老舍的作品里又数这本最幽默，的确是有那么点神
似，不过比起老舍我更喜欢张恨水
51、之前就看完了忘记mark了⋯⋯总觉得那个时代的文人对于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和世态炎凉描写的
格外透彻，看完总有一种周身发冷不寒而栗的感觉。看完总觉得自己生在现在真是太好了，但是其实
很多东西现在想想也仍旧没有改变⋯⋯于是愈发的绝望了起来⋯⋯不能说老李就是好人，小赵就是坏
人，但是老李的一些思考总觉得有种代入感，难道出路就只有这样么？所谓的诗意，所谓的道德，所
谓的为人，所谓的理想中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究竟在哪里？
52、老舍的文笔没说的，比起四世和祥子个人更喜欢这本
53、廿多年前看过的小说，至今念念不忘，经典！
54、大师语言非常幽默！
55、21天能写到酱紫。。牛人啊。
56、除了看骆驼祥子等影视剧，以前对老舍的了解真的很少，只是知道他是四世同堂的作者，看到网
上的推荐，就买了《离婚》这本书。每读几页，就会收获点什么似的。
   感觉到作者对人物的描写细致入微，甚至可以清楚的看见书中人，就在面前，就在身边，加上此书
是对小市民的生活的描写，感觉如此的贴切，亲近。
   这本书，看一遍是不够的，以后每每的要多读几遍，才行。
   并且，要买几本老舍其他的书，拜读。
57、不爱此类小说，不明所以
58、非常好看！很喜欢！没想到不那么出名的小说原来更棒！
59、写人还是老舍高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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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丁》

60、幽默的语言，对人物心理活动描写的入木三分，是一本很值得一读的好书。
61、老舍的作品，不解释
62、口语化风格不是很习惯 信息量较小  
63、老舍的作品，很有吸引力~喜欢的作家。
不足之处，书居然是旧的。。。。。还坏了一块、、、、
买“新”书的心情，希望当当可以尽量避免这种事情
64、很好，真的不愧为大师的手笔，好。语言流畅，故事性强，在叙事的基础上抒情的淋漓尽致。
65、帮人买的。。不错
66、小书一本。情感生活放到哪一个时代都有借鉴性。老舍写得细致深入。
67、故事比较简单，但是这过程中所透漏、反映出的问题却很多，发人深思  可以想见这个时代的背景
生活，通过一个故事我就能了解那个时代的生活，不错
68、内容感觉不错，语言幽默，很喜欢。
69、感觉自己和老李没什么区别，什么都在干，什么都怕，没有自己的风格，加油吧，改变自己
70、刚买，还没有看，装帧其实还不错，内容我肯定喜欢的。
71、老舍的确是语言大师，语言幽默又犀利，这本书挺不错的
72、“孩子必须干净美好，正像花草必须鲜明水灵。”清新体啊！
73、京味幽默，读来畅快，生动有趣的文字让人忍俊不禁
74、在每日推荐读书上看到了这本书，非常经典，值得推荐！
75、书很好，可能是没有在那个年龄与背景下，所以理解起来有困难
76、一本充满了京味的小说，比《老张的哲学》更老辣幽默。老舍懂男人，也懂女人，更懂人性。每
一个市井小人物在他的笔下都栩栩如生、入木三分。
77、从另一个方面看待婚姻
78、很佩服老舍先生的才气
79、人民艺术家
80、太喜欢《离婚》这篇文章了，大师水平就是不一样，深刻的道理，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
每个人物都仿佛浮现眼前。一些道理让人豁然开朗的感觉，特别是婚姻上一些困惑。
81、帮同事买的
极力推荐当当，因为发货速度快，满足你马上看到的愿望！
82、很好，很好，名家名著。
83、还是老舍笔下的小人物，平凡而经典，看的时候虽然有些压抑，但是很享受这期间的美妙。
84、老李无处不在。
85、2011/7/3日收到,13.2元
86、跟今天一样。
87、记得曾经有人评价乔伊斯，是当代的天才作家，他能够赋予中产阶级—一个没有杰出的英雄主义
的阶级—以英雄的光彩。觉得这话放到舒庆春的作品里，也贴切的很了。衙门，无聊又不得不混下去
的地方。浪漫，这么一个念想儿，萌发了，却找不到生长的土壤，就这么模糊地飘荡着。老李带着丁
二到乡下去，想找回年少时看见的诗意。只是回了乡下又如何呢？富饶的土地，贫穷的人们。再仔细
一想，梳着俩小辫儿的太太，还不是要跟着一起回去？儿子女儿，长大了，会不会又变成了一代混日
子的人？人人都嚷嚷着离婚，可最后谁也没离成，这就是俗气而真实的日子。一叹~
88、我的一些同学很不喜欢老舍先生的《离婚》，但是，我自己很喜欢这部小说。虽然老舍先生说他
自己是匆忙写下的，但是，本人感觉很有意义。当你细细琢磨这部小说，我想你一定会收获很多。也
许，对于一些事情，你会有不同的看法！很好看，极力推荐！
89、纸质一般。。不适宜收藏
90、老舍的笔下，总有那些活在大家期待里自己却不快乐的人，比如《家》里面的觉新，再比如这部
作品里面的老李，前者是更大的悲剧因为根本没有反抗的念头，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岁月的洪流
和内心的波浪一次次冲击着觉新的心灵；而老李，想要离婚终究没有离的老李，内心丰富浪漫诗意却
又郁郁寡欢的老李，还是没能做成自己想做的人，带着那个不起眼却终身勇敢了一次的丁二，回了乡
下老家，但愿那里，多了些诗情画意，多了些夫妻间的情投意合，没有了冲击婚姻的人和事。而小赵
，是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不会少的小人角色，我们能做的，就是遥遥避之，对于小人，斗不过、总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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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过。再次为丁二的勇敢、“除暴安良”喝彩！
91、這是老舍先生諸多小說中我最愛的一本。小說中對婚姻生活的見解真是太獨特、精辟了。雖是將
近八十年前的小說，但是一點也不過時。語言詼諧幽默，人物刻畫也很深刻。
92、“生命也许就是这样，多一分经验便少一分幻想，以实际的愉快平衡实际的痛苦。”“把人生当
个笑话看也很有意思。”
93、今天刚收到的，恩，大致的看了一下，首先书的包装很好，而且书也本身的外包也很好，是硬皮
的，值得收藏，其次内容只看了个大概，不过很有意思，只能说老舍的语言真的是风趣幽默，总的来
说不错的一本书。
94、离婚写得很幽默,但是丁没有看懂!也许我的水平有限吧!
95、我不知道是不是最绝望的结局。。。高中可读
96、幽默、深刻、有意义，个人觉得对现在的人也很有教育意义，特别是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认真看
。
97、有人这么认为,我想有一定的道理,可以看看
98、《离婚》写的真好
99、诗意也许只是疲乏生活的外衣，人生的本质大致都差不多的
100、小赵是集一身不要脸为大成啊~看的我这个气愤~
101、在网上看到此书被列为必须读过的书，加上对作者的崇敬，毫不犹豫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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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好久不看他们这一辈人写的书了，竟莫名地觉得亲切和喜欢。那些在今天的我看来近乎白字的表
达，还有随意的音译英文“笛耳”“估拉克”，多有意思！老李这个人，搁现在，他一定会经常被人
骂：怂。可是偏偏偶尔又有一些堂吉诃德式的英雄行为。明明自己迂腐得不得了，却极其地鄙视周边
人的圆滑，市井，甚至基本的生活。他可说是被书本毁掉了，追求的那些诗意浪漫如此地脱离实际。
他这个人太矛盾了，矛盾的人不可能拥有开心的生活。他讨厌自己的太太，因为她俗气，粗笨，鹦鹉
学舌。他讨厌她到了鄙视和厌恶的程度。可是他什么都做不了，他也什么都不敢做。可怜之人必有可
恨之处，想必是永远也错不了。还好，在经历了天真的被捕和释放，小赵的从中作梗和意外死亡，他
大概是想通了，离开了这个永远融入不了的城市。最终，他还是勇敢了一把。只是，他这样的性格，
即便是回到了乡下，也是开心不了的。
2、这本书我费了大约半年才彻底读完，不是因为没好好读，而恰恰相反的是这是我每天睡前读的最
后一点儿东西，秋天的时候，当我躺在床上，磕着小瓜子，抱着它，别提多惬意了，老舍的文字，就
是饭后的瓜子，午后的凉茶，绝对的休闲与痛快，于是我就想，等我写完了，我一定把读这本书怎么
怎么滋润给写下来。于是我舍不得读完，索性每天3-5页，特别认真的读。就当我快要读完的时候，老
天爷似乎是觉得我不够感同身受，特别给我安排了一档子事儿，让我对于这本书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先说张大哥，张大哥乐意维系人，请客吃饭就是一千口子，送礼，保媒，活动人儿，吃的讲究又不
失体面，要按着说，可是头等的人精子，可终究不是什么达官显贵，平头百姓一个，虽然看的生活似
乎很有面子和品位，但终究无权，当天真被当做共匪抓进去的时候，所有人都唯恐避之而不及，而当
天真被那个全书最坏的小赵保出来的时候，所有的那一千口子人，以前的那些杏仁粉，山楂糕，俏点
心，请客吃饭的排场的就又都回来了，原来那些避着老李不签联名状的人，这一刻又有了说辞，神马
不知道，神马真担心，神马不是共匪就好，然，张大哥恢复了了活力之后，又融入其中，全然忘了自
己落难时的人们都是怎么对他的。这就是人情，这就是世故，这就是让我们寒心一部分所谓的关系。
再说老李，老李按说就是那种完全不懂人情世故，内心有着自己的布尔乔亚，自己的坚持，自己的那
点子“诗意”的人，人不会运作，请客显着紧张，就连家眷都似乎是那么的不给力，而本书的重点似
乎就是老李这种看似不圆滑的人对于世故的一种屈服，可他胆子不大，最后选择辞职应该是最好的一
种解决办法，算是有那么骨子骨气，而透过对老李的描写我们似乎又能发现，社会就是那么的悲催，
当你对他狠一点儿的时候，他真的就特别的柔软，而当时对他软的时候，它又会无比的凶猛。老李最
后带着丁二回归故里，绝对的鼎力支持。再说丁二，对于丁二的描写，简直就是书中活的最窝囊的一
个人，寄居在别人家中给人家打杂，每天看张大哥脸色，连妇女们都看不上，而最后恰恰只有这个看
似最窝囊的人，杀死了整本书中的大坏人小赵，丁二自己也说，有的时候事情就怕办，一办就发现其
实也没什么，他的质朴，他的胆识，是那些看似活的体面的人所不及的，但事实是可怕的，那些体面
的人继续体面，丁二这个窝囊的人反而变得更加窝囊。这就是我们的人情文化。小赵，自不必说，社
会中最人精子的那种人，上下打点，踢领导搞破鞋，挤兑下面的人，发起狠来没有边儿，超现实主义
者，绝无信仰者，死不足惜。这本书里的人物都是鲜明的，至于老邱和老吴等的自不足提，混日子的
科员儿而已。唉，但愿解脱。
3、读了一半，忍不住有话要说。上个世纪欧美文学出了很多流派，但是在中国，成熟的作家好像没
有什么流派。哪怕他们学习欧美文学的创作技巧，但最终没有形成或隶属于什么流派，非要说个名头
的话，我觉得他们都是讲故事派。各种文学技巧，形式，最终都是为他们讲故事添加助力。而没有演
变为形式主义，即形式高于内容。从教科书看，好像中国近代以来作家都是举着揭露社会黑暗的旗帜
写作。如果是抱着这样的目的，那我相信，创作出来的作品流传也是有限度的，随着时间的简别，能
剩下几本是个未知数。老舍写作就是为了记录那些生活过的人，而不是什么主义。他们喝茶、聊天、
打雀牌、听戏，他们也吃喝嫖赌，他们说媒结婚离婚，他们结人情要面子，他们善良罪恶，他们美丽
丑陋，他们勤劳懒惰，他们苦闷欢喜。他们有的，我们也有，他们就是我们。老张，我见过，电视里
，生活中；老李，就好像我自己。或许我们吃穿住用不同了，但是喜怒哀乐还是一样。老李，既看不
起周围的平庸的人，自己又不知道如何生活，心理又格外敏感，老是以为别人要耻笑他；既看不起普
通的生活，又觉得家庭的温暖不错。他只能躲到书里。他梦想有个理解他的女人：安静，独立，不言
语。可他没有去理解他妻子，只把妻子认作孩子的母亲。觉得妻子老土，守旧，愚笨，他却没有去帮
助她。老李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充满无力感，偶尔心里有一些想法，却从没有实施过。他简直就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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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惊过度的孩子，不知如何与人相处，不会表达感情，甚至连打招呼都不会。心里渴望温暖，房东老
太太一壶热水就让他激动。渴望爱却不知如何去爱，渴望被爱又不知如何接受。这是一个可怜人。
4、生活，没什么诗意可言，最后，都TM生活会胜利。老舍始终是个悲观主义者这本书即使在今天也
折射社会的现实意义-----精神出轨、小三(不过那是合法公开化，现在貌似也这样~）、职场争斗、富
二代（张天真）。。。

Page 13



《离婚·丁》

章节试读

1、《离婚·丁》的笔记-第158页

                “没意思！生命入了圈，和野鸟入了笼，一样的没意思。我少年的时候是个野驴；中年，结了
婚，做了事，变成个贼鬼溜溜的皮驴；将来，拉到德胜门外，大锅煮，卖驴肉。我不会再跳出圈外，
谁也不能。我现在是冷一会热一会，热的时候只能发点小性，冷的时候请客赔情；发疟子的生活。没
办法。我不甘心作个小官，我不甘心作个好丈夫，可是不作这个作什么去呢？”

2、《离婚·丁》的笔记-第128页

        她回来了。门外来了个卖酪的，长而曲转的吆喝了两声。她到了屋门，愣了愣，要拉门，没有拉
，走出去。他的心里喊了声，去，机会到了！可是他像钉在阶上，腿颤起来，没动。嗓子像烧干了似
的，眼看着她走了出去。街门开了。静寂。关街门。微微有点脚步声。她一手端着一碗，在屋前又愣
了会儿。屋内透出的烛光照清她手内的两个小白碗。往西走了两步，她似乎要给婆母送去，又似乎不
愿惊动了老太太，用脚尖开开了门，进去。
描写的多么准确，干净，有力。读到这一段，我几乎要雀跃而起。

3、《离婚·丁》的笔记-第140页

                他想：女人的天真是女人自作的陷阱，女人的姿色是自然给女人的锁镣，女人的丑陋是女人的
活地狱，女人怎么着也补好，都因为男子坏！

4、《离婚·丁》的笔记-第20页

               我并不想尝尝恋爱的滋味，我要追求的是点——诗意。家庭，社会，国家，世界，都是脚踏实
地的，都没有诗意。大多数的妇女——已婚的未婚的都算在内——是平凡的，或者比男人们更平凡一
些；我要——哪怕是看看呢，一个还未被实际给教坏了的女子，情热像一首诗，愉快像一些乐音，贞
纯像个天使。我大概是有点疯狂，这点疯狂是，假如我能认识自己，不敢浪漫而愿有个梦想，看社会
黑暗而希望马上太平，知道人生的宿命而想象一个永生的乐园，不许自己迷信而愿有些神秘，我的疯
狂是这些个不好形容的东西组合城的。       回头再看到这一段，简直感慨如何能把这样不好形容的感
觉形容的这样感同身受。是啊，所有的苦闷，终究还是想给生活，再添点诗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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