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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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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3



《二马》

章节摘录

　　快到了温都太太的门口，伊牧师对马老先生说：“见了房东太太，她向你伸手，你可以跟她拉手
；不然，你向她一点头就满够了。这是我们的规矩，你不怪我告诉你吧？”　　马先生不但没怪伊牧
师教训他，反说了声“谢谢您哪！”　　三个人在门外站住，温都太太早已看见了他们。她赶紧又掏
出小镜子照了一照，回手又用手指头肚儿轻轻的按按耳后的髻儿。听见拍门，才抱着拿破仑出来。开
开了门，拿破仑把耳朵竖起来吧吧的叫了两声。温都太太连忙的说：“淘气！不准！”小狗儿翻了翻
眼珠，把耳朵搭拉下去，一声也不出了。　　温都太太一手抱着狗，一手和伊牧师握手。伊牧师给马
家父子和她介绍了一回，她挺着脖梗儿，只是“下巴颏儿”和眉毛往下垂了一垂，算是向他们行了见
面礼。马老先生深深鞠了一躬，他的腰还没直起来，她已经走进客厅去了。马威提着小箱儿，在伊牧
师背后瞪了她一眼，并没行礼。三个人把帽子什么的全放在过道儿，然后一齐进了客厅。温都太太用
小手指头指着两个大椅请伊牧师和马老先生坐下，然后叫马威坐在小茶几旁边的椅子上，她自己坐在
钢琴前面的小凳儿上。　　伊牧师没等别人说话，先夸奖了拿破仑一顿。温都太太开始讲演狗的历史
，她说一句，他夸一声好，虽然这些故事他已经听过二十多回了。　　在讲狗史的时候，温都太太用
“眉毛”看了看他们父子。看着：这俩中国人倒不像电影上的那么难看，心中未免有点疑惑：他们也
许不是真正中国人；不是中国人？又是⋯⋯　　老马先生坐着的姿式，正和小官儿见上司一样规矩：
脊梁背儿正和椅子垫成直角，两手拿着劲在膝上摆着。小马先生是学着伊牧9币，把腿落在一块儿，
左手插在裤兜儿里。当伊牧师夸奖拿破仑的时候，他已经把屋子里的东西看了一个过儿；伊牧师笑的
时候，他也随着抿抿嘴。　　“伊牧师，到楼上看看去？”温都太太把狗史讲到一个结束，才这样说
：“马先生？”　　老马先生看着伊牧师站起来，也僵着身子立起来；小马先生没等让，连忙站起来
替温都太太开开门。　　到了楼上，温都太太告诉他们一切放东西的地方。她说一句，伊牧师回答一
句：“好极了！”　　马老先生一心要去躺下歇歇，随着伊牧师的“好极了”向她点头，其实她的话
满没听见。他也没细看屋里的东西，心里说：反正有个地方睡觉就行，管别的干吗！只有一样，他有
点不放心：床上铺着的东西看着似乎太少。他走过去摸了摸，只有两层毡子。他自己跟自己说：“这
不冷吗！”在北京的时候，他总是盖两床厚被，外加皮袄棉裤的。　　把屋子都看完了，伊牧师见马
先生没说什么，赶快的向温都太太说：“好极了！我在道儿上就对他们说来着：回来你们看，温都太
太的房子管保在伦敦找不出第二家来！马先生！”他的两个黄眼珠盯着马老先生：　“现在你信我的
话了吧！”　　马老先生笑了一笑，没说什么。　　马威看出伊牧师的意思，赶紧向温都太太说：“
房子是好极了，我们谢谢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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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

编辑推荐

　　为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隆重推出《老舍小说精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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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

精彩短评

1、老舍先生不愧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2、内容还是很好的，有思想深度，学习中
3、好看，真正的经典。
4、一直很想看的书，故事虽然是一个平淡的故事，但作者通过描写各种人物将其身上所反映出来的
是当时时代下的一类人，更有重大的意味。
5、观念不同的人在一起太难受了
6、有点生硬，有点罗嗦，好几处差点读不下去。大概是已经看过电视剧的关系，相比之下，我觉得
电视剧更好看些
7、伴随着压抑、悲屈，也看到萌芽勃发的力量。
8、老舍的语言特别接地气儿。马威和马老先生各有各的难处。李子荣绝对是老舍顶称赞的角色。这
学期再也不读小说了。
9、老舍先生用一贯的京腔儿而不是地道的伦敦音来述说马家老少二人旅居英伦的故事，读起来很是
有趣。关于偏见和歧视这个话题，没啥好说的，除了整体的孱弱原因外，不幸的好人们总是会为一小
部分人的卑劣行径买单。
10、中国人国民性分析
11、中国人在伦敦，别样的眼光看自己国家的人和事
12、很喜欢老舍的作品，本书写了二马到英国伦敦的故事，从他们的遭遇可以看出，只有国家强大民
族振兴我们才会在国外有地位，不然满目白眼与非议。
13、标准京腔，这样腔调写的伦敦和外国母女有点不同。文中的很多思考很深刻。
14、从2009年在**采购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老舍的语言放在今天仍不落伍，对人物和场景的刻画
渲染很是精辟，心理分析细致入微。。。慢慢购入老舍本系列的其他书目，到了2010年才发现《二马
》缺货，而且长达一年之久也未补货，心中隐隐不安，也许这就是憾事。不经意间发现当当有此书，
窃喜！马上订购。
但当当也有不如意的地方——有货但不能送到你所在区域。
看来，当当和**并存是我等幸事，缺一不可！
15、这就是不落俗套的结尾，和某些电影相比
16、一开始以为是励志小说带商业背景，中间峰回路转改成了爱情小说夹杂伦理问题，最后又变成苦
情和悬疑结尾。不过确实写出了时代的悲剧，一群不了解别人也不被人了解的异类，倔强无助的生活
在异乡。
17、一套书中就差这一本，这个版本的老舍小说全集很精美，就是这次寄来的明显是旧书，非常脏，
又没有塑封包装，很遗憾。
18、国弱的时候出国是多么悲惨的一件事啊。社会？社会专杀爱情！
19、老舍的小说，总是那么平凡，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是的，真的不错！
20、男人女人歪果仁中果仁⋯直到今天都还有大把故事
21、一对在民国时期在国外生活的父子的生活经历，新与旧思想的冲突，人在外国的孤独和迷茫，写
的很好，语调比较诙谐幽默，但是又处处充满那种对生活的无力感。
22、有点体会到老舍的幽默了~
23、一部值得细究的作品。
24、伦敦留学的最后一本小说
25、以前看过陈道明演的电视剧，现在看了书，觉得电视剧的导演没有把原著完全表现出来。
26、又好笑又是一场耳提面命的通俗教诲。年轻时的大师也会急匆匆地想要把自己想明白的一点问题
告诉给那些略有开悟的青年人。
27、老舍先生的这一套小说都很不错

之前买过几本

建议喜欢的都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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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

反正也不贵

质量也好~
28、这套书适合珍藏，价格不贵，印刷也还可以。插图都是小丁的原创作品，挺好看的。
29、老舍先生怎么就不能学学韓信呢，多好的人才可惜了。无论前边的路有多难走活着才是最勇敢的
。恶人的行为永远是活着人的价值。
30、悲哀的马威
31、啊。。犀利
32、一声叹息
33、老马的形象好生动！生动的可恨⋯⋯
最后一节有点儿突然，意犹未尽，一下子就结束了感觉。
34、特别欣赏本书内关于爱国情怀的理论，爱国不是光喊口号就可以了，纯粹的抵制，又有什么用，
只有自己强大了，人家才不会瞧不起你，也不敢再欺负你。有空幸灾乐祸、流言蜚语，还不如实实在
在做好自己的事情。
35、收到了，很完整。
36、电视剧已经看了两遍了。书应该也很经典。好像是精选的。
37、感觉满伦敦都是一嘴京片子的大妈大姐。
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还能写得让人笑出来，真是魅力。
38、速捷各种不行
39、大学时曾读过老舍先生的这本书，一直都认为很好，只是后来书丢了，而一直想买却再也没有见
到。在老舍先生的作品中这本书的知名度可能不高，但就像南山竹海的风景一样，看了都会说好的。
40、二马是一部老舍在国外写的小说，讲述了民国时期一类中国人在国外的生活，这个生活不是在水
生火热之中，而是在豁达以及融入之中相互适应着。其实现在很多中国人还是希望有机会能在国外主
升一段时间，开阔眼见，不妨看看老舍的这本小说，虽然写作时代不一样，可是作为处世哲学来说，
完全可以作为当代人们面对新生活的一本生活杂志。每天的生活是不一样的，但是如何对待生活，老
舍先生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启示，比起晦涩难懂的同时代其他小说，此部小说绝对适合我们这个年代
，不在忧国忧民，有的只是适应新的生活，语言轻松诙谐，随手拿来会让我们感到轻松和愉快。
41、写个书评，总体感觉一般
42、旧社会的写照，有时候觉得像是在写每个时代，每个灵魂难以突破的地方，很感动~
43、相比于老舍的《老张的哲学》《离婚》这本书，也是一如既往的不错。老舍用那充满幽默的言语
，讽刺于现实的社会，以及那些有的没的，的想法。
44、有些民族品性似乎是刻在骨子里了，现在看来还是那么惊人的相似。
45、好没意思的一本书。
46、认识社会的残酷，跟骆驼祥子相似
47、还不错。小时候从一篇小说里看到提及这篇文章，一直心心念念，读完觉得还不错，但也不过如
此。
48、2011/7/3日收到,16.9元
49、这本书很得很好,故事情节我非常喜欢,推荐给好几个朋友看了.
书中的人物都刻画得非常真实,栩栩如生.
50、假期看到许多书，只有老舍用最平淡的字和简单的构架写了让人真正喜欢的文章。
51、诙谐中带着悲痛的泪啊
52、弱国的人在国外，不仅外国人不把他们当人，有时候连自己都不把自己当人了
53、怎么说呢，很平淡的故事，平淡到⋯看的过程中或许会让人觉得有些无趣。然而看到结尾又猛然
想起被遗忘的开头，不由得想这或许是一个好的叙述方式，一个好的故事。
54、光说不练假把式啊。父子矛盾，新旧思想斗争，民族歧视等等。
55、反讽中映射出沉重的话题  不仅仅是当时中国人应该思考 当代的我们也要思考
56、老舍的经典作品，值得一看
57、老舍写老舍也英国也带了点英国自嘲的味，让我想到奥斯丁的小说，充满了戏谑，最出彩的是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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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

马的描述，一个迂腐的小老头跃然纸上，不做作，适合初中读。
58、感受了到了一些无奈
59、很好看的一本书，值得一读。
60、以前看过陈道明演的电视剧  所以买来看看   很不错  是老舍的一贯风格
61、据说张爱玲母亲和她非常喜欢二马，因此买来一读。
62、书的内容不多说了，绝对经典好书。书的版式非常不喜欢，首先是封面硬皮，拿在手里很不舒服
；其次，书里纸张小于标准的32k，窄了很多，看着太别扭了，让人没有读下去的兴致。
63、就当今天是才放假好了，我总是后知后觉
64、老舍的这本书很幽默,唯一不足的就是字小了点,如果能把&lt;我这一辈子&gt;也收录进去就更完美
了..
65、老舍的心态可以研究
66、功力自然在。但通篇读下来，除了开头，也很难琢磨出什么意思了。值得借鉴的是总算写外国人
没带翻译腔
67、因为偶然间看到陈道明很喜欢的书是《二马》，所以就买来读。
68、偶尔太激愤，老舍不适合激愤
69、喜欢老舍
70、前段时间读《穆斯林的葬礼》，一段北京人在伦敦，让我猛然想儿时看陈道明主演的《温都太太
》。读过颇为气愤，倒也真是拜服老舍先生的幽默感~~咱们国家外交部大院儿里的官员应该人手一本
！！！
71、还有谁像我这样把这篇小说读成半部腐文呢？小马和李子荣是满满的爱意啊，其实内容很多，很
值得深挖的，虽然把伦敦街道叫胡同，把鸡蛋叫鸡子让我频频出戏。。。
72、纸张挺好的，内容正在拜读中
73、语言幽默，反应出中西方文化差异，也看到旧社会中国的面貌，但比起《猫城记》来没那么深刻
。
74、这么书，拿在手中，手感很好，也适合收藏。老舍先生早年的作品，非常讽刺的写了一些当时人
的懦弱心里，直白易懂，发人深思
75、很不错的小说，了解历史，了解民族心态，了解很多的东西
76、在最想去英国的时候看的，找虐
77、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国家强百姓才有地位。
78、咋办啊我中国
79、一直很喜欢老舍~~经典，不用说了
80、为了赶在课前读完，看得快瞎了，需要牙签撑开双眼。
81、中国人儿呐，当时在大不列颠大英帝国受到的歧视是很严重的。老舍把老马所代表的老一代国人
的思想行为描写的十分到位，讽刺中带着诙谐，你笑过之后又觉得悲哀。还有小马的爱情着实让人心
酸。
82、围绕马家父子二人旅居英国的生活而展开的一段故事，一个关于社会偏见和种族歧视的故事。“
国家衰弱，抗议是没有用的；国家强了，不必抗议，人们就根本不敢骂你。”在外族人眼里，弱国子
民的尊严根本就是奢侈品。
83、老舍的幽默，非常好看，看张爱玲书时知道的这本书，非常好看
84、单位图书馆买的，还不错。大家都爱看，很受欢迎！
85、很幽默的一个故事，而即使在今天，中国人也还是叫外国人歧视。
86、老舍的书，就是好，不过评论晚了。。。。
87、看完了，窥一斑见全豹
88、在中国饱受欺凌的年代，中国马姓父子来到英国伦敦，各自经历着文化和观念差异所带来的歧视
性遭遇
89、英国梦的破灭和新旧思想的难容。
90、还没看，应该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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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

精彩书评

1、人设很像《猫城记》，通过父子两代人的故事来反映时代的变迁。国内军阀混战的时候，父子二
人来到英国，继承大伯的一家古董店，并寄住在一个英国中产阶级的寡妇家里。老马的传统、泥古、
想做官、求体面、看不上实干；与小马的明理、求新、想改变但又放不下父亲的矛盾心理形成对比，
体现出新旧两种思想在时代变迁下的摩擦，细节丰富，值得玩味。此外，以英国寡妇和她的女儿为代
表的英国中产阶级，对中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刚开始读到的时候，挺让人觉得不高兴的。而作
者高明的地方在于，他的笔下没有绝对的坏人，他为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都铺垫了扎实的基础，让读
者不会止于“啊，这个人真坏”，而是有土壤去进一步思考这个人物为什么会这样想，这样做。想起
前一段时间看蒋勋评说的《红楼梦》，他说曹雪芹是用一种十分悲悯的胸怀来看待故事里所有的这些
主要和次要人物，这是作者非常了不起的地方。读完这个小说，除了佩服老舍先生对人物的心理活动
的把握和细致入微的描写之外，最深的感触就是，当国家弱小的时候，摇旗呐喊和横冲直撞是不管用
的，换不来外国人的尊敬。只有刻苦实干，把国力提上去，人民不用为了温饱发愁，可以有尊严地生
活，才能迎来别人的尊敬。不用把外国人的看得起或者看不起太当一回事。大家平平都是人，我把自
己的事情做好了，生活过好了，自然别人就会认可，愿意来做朋友。若是明明自己很弱，还特别怕人
说，一说就跳起来，这才是最心虚的表现。
2、　　老舍先生是我心目现当代以来最伟大的作者，没有之一。　　只是读过《二马》，略感失望
。那失望并不代表它就是失败之作，而是相比较作者其它作品，这部作品明显带着强烈的民族倾向性
和功利性。我并不能否定政治在小说中的地位，也无法完全推翻民国时期那种文学为“启蒙”的主张
。可问题在于我们怎样去看待这样的作品？《二马》的结构、叙事手法实际上已经相当成熟，却总是
缺少了些什么。　　作品讲述了“二马”父子马则仁（父）带着马威（子）到英国伦敦继承兄长马唯
仁的古玩店铺，期间同房东温都母女、伊牧师等人的一系列故事，结局以马威的离开告终。　　这部
作品的结构颇值得注意。作品总共分为五段，第一段开篇并不是从头写起，而是从“结尾”处写起，
直接便交代马威在李子荣处，趁其未醒而离开。这种方法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倒叙”手法。特别留
意一下会发现作品其实一直是有两条线，一条线是“马威”，一条线则是“马则仁”，两条线时而重
合时而分开，将两代中国的人个性矛盾展现的一目了然。我们总结一下五段的内容，第一段：开头；
第二段：二马初到伦敦；第三段：二马去适应伦敦生活；第四段：二马适应伦敦并有自己的计划；第
五段：二马计划的失败。忽略第一段不说，可以看出作者在稳步上升－波折－重生－毁灭的一条路来
进行结构叙述。很明显，这是一部“现实主义”著作，思想十分统一，而那个统一的思想也是我对它
失望的理由。　　既然是“现实主义”著作，就不能不讲作者创作时的时代特征。老舍先生于２９岁
到英国东方学院讲解汉语，而本作就是成于此时。那时正值一战结束，国际形势重新分割。书中的思
想内容十分明显，就是批判中国的民族劣根，揭露英国文化的偏执，着重探讨“国”与“人”的关系
。我失望的一点原因是英国人的脸谱化，甚至不客气的说，英国人形象的塑造更像是中国人。即便拿
民族来说，它跟后来的《四四同堂》是完全没法比的。　　现实主义的一大问题就在于他们时时刻刻
想通过文学来力图展现生活，加入自己情感后用来起到自己政治诉求的目地，然而这种将个人情感嵌
入生活中的方式往往使得作品不够“现实”，但反过来离开了情感作品便失去了意义。在这样荒谬的
逻辑下，如何去看待这样的作品。我一向认为文学作品应当以“赏玩”的态度对待，这里的赏玩是两
个阶段。首先是“赏”，便是阅读作品，分析作品；而下一阶段“玩”非我们所谓的玩乐，而是《中
庸章句集注》里面程夫子说的“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的玩，便是思索领悟，得到某种启示。现实主
义作品同样可以用此等方法来阅读，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二马》中第三段第小四节中，凯萨琳曾
说过一句话叫“人生，据我看只有两件快活事：用自己的知识，和得知识。”　　老舍的意图不在贬
低英国文化，也不在于咒骂中国，而是立志于鼓舞鞭策中国。在这样的意图下，文学是绝对不可能反
映现实的。对于西欧近代是怎样看待中国的，有兴趣可以参看杨瑞松先生的学术作品《病夫、黄祸与
醒狮》，有很多看法是我们自己给我们添加的。老舍添加标签的目的也是为了激励当时的青年，要想
得到别的民族尊重，只有自己强大起来。　　我不能贬低这样想法的地位，但是却也不满因为此而降
低文学的味道。　　可是老舍毕竟是老舍，对于语言的把握，实在是妙不可言。他以一贯的幽默手法
塑造着众生相，尤其是老马的一系列不协调行为为这部作品添上了喜剧的色彩。最具有荒谬的要属“
二马”们的爱情了。父亲爱上了房东寡妇，儿子则爱上了房东太太的女儿，而全书都在宣传一种英国
人“鄙视”“厌恶”“妖魔化”中国人的观点，这种爱情只可能是悲剧荒谬的。爱情的悲剧，或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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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悲喜交加，更加突出了作品的主题（没办法，现实主义必须有突出主题）。老马和温都太太的爱情
是可笑的，儿子单相思马利更是荒谬的，爱情的悲剧直接导致马威对生活的失望。　　说到这儿就收
住了，毕竟是一部好作品，只是我不喜欢它的主题浅显。倒是很喜欢它对于人生、平等的探索，甚至
时不时发出讽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论调，还是很有趣的。故事性也很强，作为阅读也是
再好不过的了。　　国强则民强，自来如此。
3、老先生可谓文学巨擘，但《二马》是我认真看过的他的第一本书。拙笔写不好书评，就记录一些
感想吧。去年在杭州有幸听场舒乙先生的讲座。竟然搜到一篇有关文章
：http://www.hangzhou.com.cn/20080505/ca1504349.htm舒乙先生谈到了冰心和吴文藻的爱情，谈到了老
舍先生的作品，特别是他随身携带，已经翻烂的那本《二马》。先生当时朗声念了其中一段话，大意
是英国人如何看不起中国人。原文是：“二十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待的：强国的人是‘人
’，弱国的呢？狗！”“中国是个弱国，中国‘人’呢？是——！”“中国人！你们该睁看眼看一看
了，到了该睁眼的时候了！你们该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时候了！ ——除非你们愿意永远当狗！
”先生高声说，几十年前的话，如今还是针砭时弊，铿锵有力！《二马》描述的故事很简单，一对中
国的父子分别爱上英国的母女；其中的背景和冲突却很曲深与明显：在英国人眼中，中国人喜欢煮老
鼠吃，在茶中饭中“放毒”;在中国人心里，英国人永远不会与之平等！书中提到英国媒体如何歪曲对
中国的报道，难道这一幕如今不是仍在愈演愈烈吗？“在伦敦的中国人，大概可以分作两等，工人和
学生。工人多半是住在东伦敦，最给中国人丢脸的中国城。没钱到东方旅行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
人，到伦敦的时候，总要到中国城去看一眼，为是找些写小说，日记，新闻的材料。中国城并没有什
么出奇的地方，住着的工人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举动。就是因为那里住着中国人，所以他们要瞧一瞧
。就是因为中国是个弱国，所以他们随便给那群勤苦耐劳，在异域找饭吃的华人加上一切的罪名。中
国城要是住着二十个中国人，他们的记载上一定是五千；而且这五千黄脸鬼是个个抽大烟，私运军火
，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奸妇女不问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作小说的，写
戏剧的，作电影的，描写中国人全根据着这种传说和报告。然后看戏，看电影，念小说的姑娘，老太
太，小孩子，和英国皇帝，把这种出乎情理的事牢牢的记在脑子里，于是中国人就变成世界上最阴险
，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儿的动物！”老舍是抗战文学的主要领导人，他的作品当然
也对战争和各国人民的心态变化作了细致分析：“欧洲大战的结果，不但是摇动各国人民的经济基础
，也摇动了人们的思想：有思想的人把世界上一切的旧道德，旧观念，重新估量一回，重新加一番解
释。他们要把旧势力的拘束一手推翻，重新建设一个和平不战的人类。婚姻，家庭，道德，宗教，政
治，在这种新思想下，全整个的翻了一个觔斗；几乎有连根拔去的样子。普通的人们在这种波浪中，
有的心宽量大，随着这个波浪游下去，在这种波浪中，他们得到许多许多的自由；有的心窄见短，极
力的逆着这个潮浪往回走，要把在浪中浮着的那些破残的旧东西，捉住，紧紧的捉住。这两队人滚来
滚去，谁也不了解谁，谁也没心去管谁；只是彼此猜疑，痛恨；甚至于父子兄弟间也演成无可调和的
惨剧。”《二马》中的老马虽然迂腐得让人摇头，他的顽固中透着可爱，对温都太太的爱情让人觉得
好笑而感动；马威是新青年的代表，难能可贵的是对玛力的懵懂之情并没有使他沉沦，相反他从失意
中抗争，从挫折中奋进，从努力中抗衡！在图书馆看过冰心先生一本书，其中讲到老舍如何与其三岁
小儿爬在地上，寻找玩具；讲到老舍如何来家讨茶讨烟；讲到如此热爱生活的可爱之人，无奈何自沉
太平湖！！！以下是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记述老舍与冰心一家的交情，共飨。　　抗日战争时期，
老舍在重庆作过一首嵌名诗：“素园陈瘦竹，老舍谢冰心。”素园指作家韦素园，其他三人均为原名
。这是一种游戏诗，但也极富深情、深意。　　冰心是被宋美龄以“同窗学友”的名义亲自邀请到重
庆来的，本有政府安排的住宅。冰心工作一段后，觉得不适应，就千方百计地辞了职，继续从事自由
写作。就在歌乐山的半山腰购买了一座土坯房，也就是“老舍”。虽然是平民住宅，但环境甚美，严
严实实地被松树林包围着，树林中依稀夹着一些竹子，称得上“素园陈瘦竹”。这处“素园”浓阴蔽
日，密林挡风，冬暖夏凉，还可远眺嘉陵江，冰心很喜欢，就把这幢房子命名为“潜庐”。　　与冰
心大不一样，老舍是抗战文学的主要领导人。除了勤奋创作外，老舍还要联络各方，组织各种活动，
并上前线采访和慰问将士。仅1939年下半年就先后到了五个战区，行程两万多里。　　为了工作，也
为了友情，老舍经常来冰心的“潜庐”，喝了酒后就躺在走廊上的帆布床上休息，惬意极了。在极其
繁重而且充满激烈斗争的领导抗战文艺的岁月里这种时光更为难得，老舍自然要“谢”冰心了。　　
冰心难忘这段愉快的日子，她在1987年12月写的《又想起了老舍先生》中说：　　老舍和我们来往最
密的时期，是在抗战时代的重庆。我们都觉得他是我们朋友中最爽朗、幽默、质朴、热情的一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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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笑对他说：“您来了，不像‘清风入座’，乃是一阵热浪，席卷了我们一家人的心。”那时他正扛
着重庆的“文协”大旗，他却总不提那些使他受苦蒙难的事。他来了，就和孩子们打闹，同文藻喝酒
，酒后就在我们土屋的廊上，躺在帆布床里，沉默地望着滔滔东去的嘉陵江，一直躺到月亮上来才走
。舒乙在《老舍的关坎和爱好》中对上述情景有更具体的记述：　　平时，冰心管教孩子甚严，给孩
子们分花生、铁蚕豆什么的，是按颗按粒数的，比如，每次每人只能吃5粒，老舍一到，全放开了，
“咱们今天不数数儿，随便!”但孩子们还是要问母亲：“我们能吃多少?”冰心说：“两个!”这时，
老舍就插话了：“不行不行，要说二十个，二百个!”　　有一次，孩子们居然与老舍讨论起老舍的作
品来。孩子们问，为什么您的书中好人都姓李?老舍则把脸一绷说，我就是喜欢姓李的!你们以后要做
好人，下次，我再写书，书里的好人就都姓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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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二马》的笔记-第五段

        “社会！社会！社会专会杀爱情！我们英国人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可是在社交上我们是有阶级的
。我们婚姻的自由是限于同等阶级的。有同等地位，同等财产，然后敢谈婚姻，这样结婚后才有乐趣
。一个王子娶一个村女，只是写小说的愿意这么写，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就打算这是事实，那个小乡
下姑娘也不会快乐，社会，习惯，礼节，言语，全变了，全是她所不知道的，她怎能快活！”她喘了
一口气，无心中的用抹布擦了擦小鼻子，然后接着说：“至于你我，没有阶级的隔膜；可是，种族的
不同在其中作怪！种族比阶级更厉害！我想了，细细的想了，咱们还是不冒险好！你看，玛力的事儿
，十分有九分是失败了；为她打算，我不能嫁你；一个年青气壮的小伙子爱上她，一听说她有个中国
继父，要命他也不娶她！人类的成见，没法子打破！你初来的时候，我也以为你是什么妖怪野鬼，因
为人人都说你们不好吗。现在我知道你并不是那么坏，可是社会上的人不知道；咱们结婚以后还是要
在社会上活着的；社会的成见就三天的工夫能把你我杀了！英国男人娶外国妇人是常有的事，人们看
着外国的妇女怀疑可是不讨厌；英国妇人嫁外国男人，另一回事了；你知道，马先生，英国人是一个
极骄傲的民族，看不起嫁外国人的妇人，讨厌娶英国老婆的外国人！我常听人们说：东方妇女是家中
的宝贝，不肯叫外人看见，更不肯嫁给外国人，英国人也是一样，最讨厌外国人动他们的妇女！马先
生，种族的成见，你我打不破，更犯不上冒险的破坏！你我可以永远作好朋友，只能作好朋友！”

2、《二马》的笔记-第50页

        老马给温都寡妇种了一园子玫瑰花。小狗拿破仑坐在玫瑰花下，仰望星空，顺便抓了三只苍蝇吃
，赶走了一只黑猫。

老舍也是爱狗的吧

Page 12



《二马》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