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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魂枪》

前言

　　发轫于五四时期的中国新文学，实谓华夏智慧面对现代语境破局之谋，无论就话语内涵还是文体
形式来说，在文学史的长河中都是一个激烈的转身。有此剧变，而有一代风流，数辈绝妙文章。告别
旧时“言志”与“载道” ，新文学义无反顾踏入开启民智的“立人”之途，那个充满焦灼与苦闷、喧
嚣与希冀的时刻本身就是饶有意味的一页。而今回头细看先驱者的文本，人的诉求依然激动人心——
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彷徨求索的文学家们，是如此直面人生，向善求真，也竟如此违情越俗，踔绝无
羁。惟因如此，在当下文化多元交融的现实语境中，现代文学愈益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知识构成和审
美记忆。　　“名典书坊”着眼现代大家传世篇什，遴选最具阅读价值也最具人文承载之艺术精品，
以作家个人各体创作为单册，拟将陆续分辑推出。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本社整理出版现代
作家集册凡二三百种，曾先后编有 “现代经典作家诗文全编系列”、“世纪文存”、“摩登文本”等
现代作品文库。其间幸赖学界人士悉心襄助，钱理群、王得后、吴福辉、凌宇、陈平原、陈子善、沈
绍镛、蓝棣之、吴方、傅光明诸位费力尤多。今届重理“名典书坊”，乃有二十年之经验与资源积累
，旨在发扬蹈厉，补苴整合，更新致善，为今时读书人提供一套更具普适性的经典读本。　　本社编
辑同人瘁心戮力之际，但想读者开卷有益，不胜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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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魂枪》

内容概要

《老舍小说:断魂枪》精选最能代表老舍艺术水平的长、中、短篇《骆驼祥子》、《月牙儿》等。老舍
的作品大都取材于下层市民生活，强调塑造各种各样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注重故事情节的波澜起
伏，善于运用精确流畅的北京口语，具有浓郁的北京市井风味，体现出诙谐、幽默、风趣的艺术风格
，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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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魂枪》

作者简介

老舍，小说家、剧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鸿来等。满族正红旗人，生于北京。老舍
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其中《茶馆》、《骆驼祥子》等作品深受大众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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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魂枪》

书籍目录

骆驼祥子
月牙儿
我这一辈子
断魂枪
微神
马裤先生

Page 5



《断魂枪》

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共收集了六部小说：《骆驼祥子》、《月牙儿》、《我这一辈子》、《断魂枪》、《微神》
、《马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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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魂枪》

编辑推荐

　　“名典书坊”着眼现代大家传世篇什，遴选最具阅读价值也最具人文承载之艺术精品，以作家个
人各体创作为单册推出。《老舍小说：断魂枪》为"名典书坊"中的一本，收录了6篇老舍的著名小说。
阅读《老舍小说：断魂枪》，你会发现，人的诉求依然激动人心——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彷徨求索的
文学家们，是如此直面人生，向善求真，也竟如此违情越俗，踔绝无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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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魂枪》

精彩短评

1、　　这本书和之前买的老舍的散文集《抬头见喜》都是浙江文艺出的，同样风格的封面装帧，是
我喜欢的质感。里面的每页打开，都有老舍先生微笑的头像。一开始觉得出版社挺over的，干嘛把作
者头像放在每一页。现在倒是看出点儿感情来，每每读到会心的句子，目光触及先生的微笑，竟从那
笑容里看出一丝慧黠和得意来。
　　
　　这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正在读《骆驼祥子》。中学时读过一个选段，是描写天气热的。当时只
觉得写得非常真实，读着都热 -- 而不去想作者是怎么观察生活，斟字酌句的。现在倒是有了这个心思
，但是祥子的命运太揪心，直想先看到个结局。
2、很好，非常不错!!!
3、本来没有胆的人活脱脱的长出了三个胆，本来有胆的人反倒把胆掖到了身后，怪哉怪哉
4、标记
5、不知不觉看了老舍好些小说
6、不传！不传！
7、老舍在一起承担了命运的责任
8、骆驼祥子！
9、在白天,他不大谈武艺与往事,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了走
10、“生命是闹着玩的，事事显出如此；从前我这么想过，现在我懂得了。”

沙子龙的镖局已改成客栈。

枣红色多穗的镖旗，绿鲨皮鞘的钢刀，响着串铃的口马，江湖上的智慧与黑话，义气与声名，连沙子
龙，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
11、不明觉厉，祥瑞御免
12、老舍小说：断魂枪
13、很赞，可惜第一遍看的不是很懂...
14、老爷子多活两年。。基本没金庸之辈什么事了。。。
15、看不懂
16、　　     传，还是不传？《断魂枪》里的沙子龙毅然选择了后者，那个枪炮隆隆的时代，火车、坚
船、利炮、工业化生产......传统的记忆终于被历史碾碎，国人不需要再走镖，不需要再武艺，当沙子
龙的镖局改成了客栈，他清晰地知道过往谋生的技艺是时候摒弃了，于是他不传，不传绝学，不传后
人，只是在苍月下摸一把滑亮的枪。
　　    顺流而行，可至千里，沙子龙适时地改变了自己，虽舍了“神枪沙子龙”的美名，却安安分分
地经营客栈，日子过得安稳。倘若逆流而上，死守镖局，必将惨淡经营，无处立命。
　　    识时务，成俊杰。这个智慧古人早就阐明，生存智慧，不可不循。
17、孤胆英雄 绝世武功 时代潮流 无为而治
18、老舍的文章都喜欢。
19、读过断魂枪一篇
20、跟着时代潮流改变生存方式
21、很有味道
22、书本质量很好,送货也快!还送京券!
23、私以为武侠，下载之，初读，如饥似渴，读半，未见有打斗之言，代之以针砭时事，弃之
24、不变，沙子龙的镖局在洋枪洋炮下，也许不复存在。不穿断魂枪，失去是一门绝学，守住的一份
生命；放弃的一份名利，收获的却是一片宁静！
25、岁月覆盖的韵味
26、“不传 不传” 
27、断魂枪，绝了。
28、　　    開頭只是一句話，卻並不簡單：“生命是鬧著玩，事事顯出如此；從前我這麼想過，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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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魂枪》

我懂了。”作者一開頭就發出如此感嘆，實在讓人摸不著頭腦，既然如此，也暫且讀下去。然而，當
你讀完這篇小說，你會發現你還是不懂，所以你需要再讀一遍。當然，這也不能保證你就會懂。小說
就是這樣一種東西，玄玄的，你不需要明白它要表達的所有意思——這樣才有意思。小說開頭的那句
話大概也就是表達這種意思：生命有各種意義，我們並不需要明白一切。所以鬧著玩也許是比較好的
。
　　    槍是什麼樣的槍？斷魂槍。斷魂槍又是怎麼樣的槍？對不起，我無法告訴你，因為全文並沒有
描寫斷魂槍是怎樣的槍。因此自始至終，“斷魂槍”不過是“迷魂槍”。
　　    故事發生在近代的中國，有一個叫沙子龍的鏢頭槍法了得，走鏢二十年闖出了“神槍沙子龍”
的名號，在西北一帶未有敵手。但是不好意思，外國的現代武器進來了，弄刀弄槍越來越趨向於表演
娛樂性質，於是沙子龍的鏢局改成了客棧，此舉實在算是“與時俱進”了。
　　    故事一開始便說沙子龍已經不玩武藝了，也不大談往事；他那支使了二十幾年的槍也被擺在一
邊的牆角裡，只趁夜深人靜時拿出來耍上一兩下。“他的世界已被狂風吹了走”。但是徒弟卻沒被吹
走，“在他手下創練起來的少年們還時常來找他”，討個錢或者討個招數；討錢無所謂，但是沙子龍
卻不樂意他們來討招數，往往說笑馬虎過去或者直接把他們轟出門去。他們都不明白沙老師是怎麼了
。
　　    但是他們仍然到處吹騰沙老師的武藝，為的是讓大家相信他們一身武藝都受過高人指教。有一
天，沙子龍的大伙計王三勝在土地廟賣藝，遇著了高手孫老頭，並且被他打敗。於是王三勝帶孫老頭
去會沙老師，以為沙老師會一槍就把孫老頭嚇得斷了魂。誰知到了沙子龍家裡，沙子龍只是泡茶招呼
孫老頭，說他沒收過徒弟。孫老頭向沙子龍請教武功，被沙子龍婉拒。此事之後，神槍沙子龍的世界
徹底被狂風吹走了，從此再也沒有人吹噓沙子龍的武藝，於是“神槍沙子龍”終究是被人遺忘了。讀
到此處，以為小說也許該結束了，但實際上這並非小說的結尾。
　　    小說的結尾是：夜深人靜之時，沙子龍照常耍了幾下槍，想起當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風，然後笑
一笑，自言自語：“不傳！不傳！”他也許真的知道，槍法已經沒用了。中國人不是都不願意看到自
己的手藝失傳的嗎？
　　
　　04-10-30
　　
　　http://cowcfj.mysinablog.com
29、几乎把汉语文字的运用提高了一个水准
30、服的。先对骆驼祥子保留意见，但是单断魂枪一篇就足以称为大师的。
31、生命是闹着玩，事事显出如此；从前我这么想过，现在我懂得了。
32、在国难家仇的背景下写武侠，无论武艺如何高超，都是悲凉的，而且武艺越高，悲凉感越深。所
以，老舍笔下的武侠都是隐忍的，藏而不漏的，这样一面凸显了这些高手们的孤独的精神境界，另一
面也传递了作者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时刻对于民族危亡的担忧。敌人的枪口还在门外冒着热气，我们祖
先的那些老玩意儿连同他们信奉的神灵，都不灵了！
33、看过《断魂枪》
34、老舍太酷了
35、看似武侠却在武侠的背后看到了深刻的人在时代变迁甚至颠覆时深深的无奈与凄凉
36、老舍写的文章与人不大相同
37、老舍的文字总是把“演”诠释的出彩。他没有长长的长句子，没有臃肿的包袱，一切显得紧凑和
性感。他展现人物的是三维的画面，有血有肉。但是，纵深处理的不好，在时间穿插的点上，太突兀
。
38、老舍的风格，绝了我喜欢！
39、结尾意味不明。文笔简练里带点嘲讽，是老北京石井下的幽默。
40、懵的一逼。貌似意会了，又好像什么都不懂。果然是大家，回味无穷。。想起北京老炮儿了。。
41、　　
　　  故事发生在中国人天朝大梦开始瓦解的时代。洋枪一声打破午夜梦回的寂静，火车轰鸣着冲破
清晨的迷雾，金发碧眼的洋人驾着整齐轮船来了。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看似无关的国人也
慢慢感到了压力——“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听说，有人还要杀下皇帝的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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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魂枪》

　　  沙子龙自然不能超脱时代之外。他是个客栈老板，有几个伙计,看看封神，泡泡茶便度了日。只
是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他“神枪沙子龙”是个镖师，自创这一套“五虎断魂枪”的枪法，西北一带二十
年不曾逢敌手。
　　  沙子龙有很多“徒弟”，只是他本人从不承认。徒弟们讨招数，他也只是打马虎眼，或是直接
把他们赶出门去——这些徒弟们有些武艺，为混口饭吃，到庙场上玩几手.特别是这大伙计王三胜，两
只牛眼，一身横肉，几把死力气，以力胜人，一得空就跑上大街卖艺，唬唬外行，全无内功，更无内
在的涵养。各位看官，您说这沙子龙能传“五虎断魂枪”给这些人么，任谁能乐意看自己名震江湖的
成名绝技沦落成为庙会上的杂耍把戏？！正赶上兵荒马乱青黄不接的年代，清廷自顾不暇，外面给八
国联军陪着笑脸，内里还得强撑着把农民起义压下去。哪有心思去扬&quot;国术&quot;？沙子龙这一
身精统武艺实在是不忍让徒弟们学去毛皮耍了把戏讨了铜板。世道再沦落，就算让这武艺失传也不能
让它掉了价。深夜，就着星光，沙子龙摸着枪杆，凉的，硬的。
　　  这天，河间来了个孙老头，在王三胜的武摊儿前砸了场。这王三胜领着孙老头就去见了沙子龙
。一见沙子龙，孙老者立马就说了自己的来意——“我来领教枪法！”，沙子龙企图转移话题时，孙
老头立即又说“不，我还不饿”，“我来为领教领教枪法”。最后明白沙子龙不会和他交手的时候，
孙老头依是执意不走——“不比武，教给我那趟五虎断魂枪”“我不逛，也用不着钱，我来学艺！”
“我练趟给你看看，看够得上学艺不够！”“教给我那趟枪！”沙子龙下了台阶，也抱着拳：“孙老
者，说真的吧；那条枪和那套枪都跟我入棺材，一齐入棺材！” 
　　  怎么说，就是一句“不传”。
　　  孙老头走了。沙子龙“对着墙角立着的大枪点了点头。 ”。文章开头便是一句：“生命是闹着
玩，事事显出如此；从前我这么想过，现在我懂得了。”现在已经是洋枪洋炮的世界，纵是你天大的
本事耍的虎虎生风的神枪，一颗枪子儿打过去，照样没命。我传了这神枪去，不免会有好事之人去比
武，一打一真输了倒也不失了面子，只是若是被枪子儿毙了命，我这神枪，这中华武艺在洋人的玩意
面前不堪一击，这不丢死祖宗的人么，我得对得起祖宗对得起我这杆抢啊。丢了国土赔了银子政府还
得给洋鬼子点头哈腰，这人可丢大发了。别人丢人我不能丢，我沙子龙是响当当的汉子，是个镖头，
是“神枪沙子龙”。
　　  夜静人稀，月光如水。沙子龙转身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
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
不传！不传！”。就让这杆枪和这套强随我烂在这棺材里，我没输过，断魂枪没有输过。
42、写新旧交替之下的中国断魂枪完成得不能再好了
43、在现在这个深度和内涵被滥用的时代。
44、有意思 写的真好 只能说老舍观察生活太细致了 练武之人的一刀一枪 一把一式 活灵活现 跃然纸上 
更深层次的一方面主要还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明正在被西方现代物质文明所代替  沙子龙将镖局改名
为客栈 表面上是顺应时代潮流 但结尾的“不传 不传”说明了 其实在他内心深处 是与现实隔绝的
45、不传 不传
46、正像住惯了笼子的鸟，遇到危险便闭目受死，连叫一声也不敢。平日的歌只为讨人们的欢心。这
些人完全被科员拿住，被北平束缚住。
47、一代宗师
48、我怕看老舍的书，一方面觉得他是个人权（女权）主义者，我没那个觉悟，一方面觉得那个时代
太痛苦了，一方面旧文化还在，一切美起来讲究起来真是美，但现在已经没留下了。
49、一如《小径分叉的花园》需要反复细读的佳作。
50、在时代潮流、新陈代谢面前，顺应不是懦弱，螳臂当车也只会悲（壮）
51、老舍的白描写得真好！
52、近来读金庸
突然想起老舍这篇不传不传的武侠小品
想改一个民国武侠故事
53、才看入神就完了，真是猝不及防⋯⋯
54、正统看法是沙子龙是不作为的代表，可是我怎么觉得沙子龙很超然，老舍应该是那个年代对自己
笔下人物看法最隐秘的小说家，话剧则不是
55、暂只读了断魂枪一篇。神完气足，奈何字少景薄。有人说老舍先生本有写武侠长篇的计划，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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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了。
56、传世的绝技，沦为时代的殉葬品，不传，不传，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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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书和之前买的老舍的散文集《抬头见喜》都是浙江文艺出的，同样风格的封面装帧，是我喜
欢的质感。里面的每页打开，都有老舍先生微笑的头像。一开始觉得出版社挺over的，干嘛把作者头
像放在每一页。现在倒是看出点儿感情来，每每读到会心的句子，目光触及先生的微笑，竟从那笑容
里看出一丝慧黠和得意来。这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正在读《骆驼祥子》。中学时读过一个选段，是
描写天气热的。当时只觉得写得非常真实，读着都热 -- 而不去想作者是怎么观察生活，斟字酌句的。
现在倒是有了这个心思，但是祥子的命运太揪心，直想先看到个结局。
2、“断魂枪”，断魂，断的是王三胜一度痴迷武艺的魂；断的是孙老者可与不可求枪法而无奈的魂
；断的是沙子龙这位末路英雄再无生命光辉的魂。而对于这个民族来说，断了的是一度风靡的传统文
化的魂! 在于西方侵略者博弈中，我们中国的老前辈，也是如此地捍卫自己领土，拼命地保留自己的
绝技。战斗打响开始，我们的老前辈也是那么地骄傲，那么地自信，认为必定能把西方这些蛮夷赶出
我们的国土，并能够无比强大地警示他们：中国领土，莫再进入。战斗的号角一直响，老前辈们不得
不承认西方技术的厉害之处，但爱面子的他们，更爱自己国家的他们依然执着于战争，因为他们清楚
这是国家存亡的大事。但在西方侵略者一度的火炮围攻下，老前辈们也力不存心了⋯⋯在一个黎明，
固执亦顽强的老前辈们忽然明白了历史的必然，明白了历史的明天又该是如何的了，他们被打败了，
打败他们的不是西方侵略者，而是这个时代，是时代淘汰了他们，他们是多么委屈，多么无奈，自己
年轻时候那么努力，那么厉害，在最后结局里，他们却是“时代”这个大导演选作跑龙套的，但他们
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淘汰的必然，自己过于自大，以为全世界也就只有大中国而已，殊不知外面的世界
早已轰轰作响，进入另一个新的剧幕，而事实上自己早已出局⋯⋯他们无奈地放下手中的枪，刀，剑
，望着东方的鱼肚白，周遭是多么地寂静啊!连一声鸟叫都没有，仿佛这真的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在
这一刻，过去的，过不去的，都消逝了，连一个尾巴都抓不到了，而明天的事物又将会如洪水般涌来
，不曾停息。这些老前辈是那么地沉默，在一天中的第一缕阳光照过来的时候，他们留下了最后一颗
浑浊的眼泪，这眼泪所包含的感情太丰富了，由往年他们称王一方的无上荣誉，有他们因梦想汇聚一
堂的喜悦，更有他们作为保卫民族战士的责任与担当，而如今，更加增进了的事被历史淘汰的无奈与
平静！而后，在太阳完全升起的时候，他们没有投降，也没去战斗，因为他们认为一切都已成为定局
，无需再多的争夺。如此地，平常地带上自己几乎钟爱一辈子的枪，刀，剑，被历史的长河永远地淹
没！泯然如众人活于市井，过得平凡，隐忍。我认为沙子龙便是这群前辈中的典型代表。虽然说，实
写沙子龙展露武功，只是在开头写了一句：平生创出“神枪沙子龙”五个字，在西北走镖，二十年没
遇一对手，可谓是打遍西北无敌手。而且也是在结尾写了一句：沙子龙关了门，一口气把六十四枪刺
了下来。也就是说这些全都是虚写，但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正所谓“真人不露相”，“大象无形
”，“大音希声”。沙子龙身怀绝技，无需显示，便可知晓，中国的武术达到最高境界，是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而沙子龙的武术确实是达到了最高的境界。沙子龙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
是中国最为典型的士的代表。在他的身上有着儒道并兼的传统人文精神血脉。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沙
子龙可以说是达则兼济天下，叱咤风云，及所有荣誉于一身，而如今，他也称的上是穷则躲闪起身，
敛守气节。沙子龙是武人，但也是文人，他是具有崇高信仰的。武术，人文便是他的命门。天下昌平
，他以此安身立命，享得名利，时运不济，他怎忍它沦为街头杂耍，他怎能丧失气节，同流合污，为
保身立命而违背自己的信仰。于是，他不传。白日里他如道隐之士，随缘任远，和光同尘，自然无为
，与世无争。与平民百姓无二般。而夜里它唤醒身体里的灵魂，重新展现他当年纵横的威风，演练他
的断魂枪。他不传，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它，众人不解，可就算他传了，他又能传给谁呢？传给王三胜
，把他钟爱一生的绝技传给王三胜这样的痞子？王三胜这样的人，便是那种在乱世之中活得特别好的
人，他没有信仰，没有精神上的挣扎与痛苦，于是他便如墙头草般随风就倒，在他眼里，谁得势，谁
就是他的大爷，谁就是他的信仰，在文章中就有十分形象的描写：王三胜和小顺们都不敢再到土地庙
去卖艺，大家谁也不再为沙子龙吹腾；反之，他们说沙子龙栽了跟头，不敢和个老头儿动手；那个老
头子一脚能踢死个牛。不要说王三胜输给他，沙子龙也不是他的对手。不过呢，王三胜到底和老头子
见了个高低，而沙子龙连句话也没敢说。“神枪沙子龙”慢慢似乎被人们忘了。沙子龙深知这人本性
，又怎会安心将国术教给他。传给孙老者，文中有写到：孙老者有绝佳内功，脑门亮，眼睛亮，眼窝
虽深但眼珠黑得像两个小井，深深地闪着黑光。尽管他具备一个练武之人的绝佳素质，但他从出场就
被沙子龙所淘汰，因为真正要传承武术的人是不会执着与比试武艺，争得一时的名头，而是真正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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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索中国武术的出路。很显然，孙老者是不够格的。在他的武术生涯里，在他的浑身血脉中，他缺乏
了一种人文关怀，一种武术道义。王三胜和孙老者是沙子龙身边的众人中的典型代表，但是否还会有
第三类人，就如他一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武者。那他有寻找这样的人吗？有这个打算吗？沙子龙
在犹豫，在怀疑。因为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人心惶惶，人们心里想的是如何在一个民族危亡情况
下还将做到安生立命，丰己足家，即使是做一个寄居者，也要做的舒舒服服的。大部分人的心里的家
破远远大于国亡，在保不齐家的情况下，谁会无比无私地站在民族大义面前，举着旗子高呼：不做亡
国奴，誓死反抗！而民族文化有作为一个概念十分抽象的实体，往往被人忽略，更不要说是传承。但
我认为一个民族的长久兴盛以及在民族危亡的情况下能够力挽狂澜往往是由一种明确而崇高的信仰作
为最坚固的支撑的，也就是说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最后的防线。一旦崩溃，全军覆没。沙
子龙作为时代的先觉者，他深知这样的道理，所以他对这个时代产生极大的不信任，同时他有一种恐
惧，怕它流失与西方，到那时就是不可挽回的失败。因此他选择了隐居，选择了将镖局改为客栈，让
自己隐藏在市井间，于大众间完成自己的余生。但他那颗过于敏感的心即使在亦繁亦简的民间也难以
舒展开来，他强迫自己去习惯这样的生活，也慢慢习惯现在如此人格分裂的自己。白天安然自若若常
人，谈笑自如，晚上，关起门，唤醒内心深处的武痴，去耍枪，去安慰内心的伤痛，如食用鸦片一般
，不可间断，让他得到短暂的快乐，但他的灵魂早已被枪刺得面目全非了。老舍先生在写这篇文章时
，纯粹以以为旁观者的视角去看待这个武侠世界幻灭后的武者生涯。他没有对这位末路英雄有着或多
或少的褒扬亦或贬低。但如果说非要有一丁点儿感情的话，那就是同情。老舍好像站在沙子龙旁边，
看着他白天的谈笑自若与夜晚的练枪刺魂，看着他极为隐忍，无奈的行径，却不发一言来评论，而仅
仅是以平静客观的文字讲述这位末路英雄的故事。老舍先生给予他笔下的这位中国武者极大的同情与
关怀。也正是通过这样客观的讲述，给读者更加广阔的思索和想象空间，对沙子龙，对王三胜，对孙
老者，更是对那个时代。有人可能会认为故事结局应有完美的答案，沙子龙与时俱进的又一次的学习
了新的洋枪、洋炮之法，又一次扬名于江湖，因为这样才符合是积极地、向上的。沙子龙实际上也可
以做到。只是，像沙子龙这样在新环境下“犬儒式”的生存，并体悟到”生命是闹着玩的，事事显出
如此”更是一种饱满的、真实的人性的体现。而我认为这也正是这篇文章最大成功的地方。
3、故事发生在中国人天朝大梦开始瓦解的时代。洋枪一声打破午夜梦回的寂静，火车轰鸣着冲破清
晨的迷雾，金发碧眼的洋人驾着整齐轮船来了。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看似无关的国人也慢
慢感到了压力——“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听说，有人还要杀下皇帝的头呢！”沙子龙自
然不能超脱时代之外。他是个客栈老板，有几个伙计,看看封神，泡泡茶便度了日。只是谁人不知谁人
不晓他“神枪沙子龙”是个镖师，自创这一套“五虎断魂枪”的枪法，西北一带二十年不曾逢敌手。
沙子龙有很多“徒弟”，只是他本人从不承认。徒弟们讨招数，他也只是打马虎眼，或是直接把他们
赶出门去——这些徒弟们有些武艺，为混口饭吃，到庙场上玩几手.特别是这大伙计王三胜，两只牛眼
，一身横肉，几把死力气，以力胜人，一得空就跑上大街卖艺，唬唬外行，全无内功，更无内在的涵
养。各位看官，您说这沙子龙能传“五虎断魂枪”给这些人么，任谁能乐意看自己名震江湖的成名绝
技沦落成为庙会上的杂耍把戏？！正赶上兵荒马乱青黄不接的年代，清廷自顾不暇，外面给八国联军
陪着笑脸，内里还得强撑着把农民起义压下去。哪有心思去扬&quot;国术&quot;？沙子龙这一身精统
武艺实在是不忍让徒弟们学去毛皮耍了把戏讨了铜板。世道再沦落，就算让这武艺失传也不能让它掉
了价。深夜，就着星光，沙子龙摸着枪杆，凉的，硬的。这天，河间来了个孙老头，在王三胜的武摊
儿前砸了场。这王三胜领着孙老头就去见了沙子龙。一见沙子龙，孙老者立马就说了自己的来意——
“我来领教枪法！”，沙子龙企图转移话题时，孙老头立即又说“不，我还不饿”，“我来为领教领
教枪法”。最后明白沙子龙不会和他交手的时候，孙老头依是执意不走——“不比武，教给我那趟五
虎断魂枪”“我不逛，也用不着钱，我来学艺！”“我练趟给你看看，看够得上学艺不够！”“教给
我那趟枪！”沙子龙下了台阶，也抱着拳：“孙老者，说真的吧；那条枪和那套枪都跟我入棺材，一
齐入棺材！” 怎么说，就是一句“不传”。孙老头走了。沙子龙“对着墙角立着的大枪点了点头。 
”。文章开头便是一句：“生命是闹着玩，事事显出如此；从前我这么想过，现在我懂得了。”现在
已经是洋枪洋炮的世界，纵是你天大的本事耍的虎虎生风的神枪，一颗枪子儿打过去，照样没命。我
传了这神枪去，不免会有好事之人去比武，一打一真输了倒也不失了面子，只是若是被枪子儿毙了命
，我这神枪，这中华武艺在洋人的玩意面前不堪一击，这不丢死祖宗的人么，我得对得起祖宗对得起
我这杆抢啊。丢了国土赔了银子政府还得给洋鬼子点头哈腰，这人可丢大发了。别人丢人我不能丢，
我沙子龙是响当当的汉子，是个镖头，是“神枪沙子龙”。夜静人稀，月光如水。沙子龙转身关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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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
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就让这杆枪和这套强随我烂在
这棺材里，我没输过，断魂枪没有输过。
4、（一）《断魂枪》是老舍著名的短篇小说，是属于武侠。武侠、科幻、侦探、奇幻等小说都是当
今流行文学常见的体裁，而一篇好的武侠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功夫不在武，而在侠。也就是文章
的内涵。《断魂枪》的内涵是开放式的，老舍自评过《断魂枪》没有，不知道。但就算评了，小说也
是读者的，不属于作者了。看小说，看文学，推而广之——看艺术，看一切。是一看创作者的心，二
是看自己的心。所谓“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文章自述其道有曹禺的《&lt;雷雨&gt;自序》；鲁
迅的《&lt;阿Q正传&gt;说了些什么》等等。即使是读了也在自序中升发新的自序。而且因此为时代的
不同，作者对作品的看法也不同。我在《断魂枪》里读到是那种骄傲与矜持。是贵族末路下有尊严的
死去，而不是在没落谢幕。武功是杀人的术，对于洋枪来说没有用了。沙子龙不甘把武功像小丑一样
转变，一步也不妥协。这让我想起阮籍死之前笑曰：“《广陵散》从此绝矣！”小说与其相类，又不
类。沙子龙的《断魂枪》是无用；而《广陵散》是有用。这一点与传统评论是对的。老舍可能是表达
是这样一种情景，武功是好东西：老祖宗留下来的。但洋枪更好。沙子龙有壮士解腕的决心。一方面
是不让现代糟蹋的武术，因为武术比起洋枪已经不能作为走镖、保国的术；只能沦为像他大徒弟王三
胜那种表演，这是现代糟蹋武术；另外武术也糟蹋现代：沉迷武术像孙老者而放弃洋枪，那么现代就
被糟蹋了。这可能是一种解读吧。然而唯美的地方在于，一种没落，固执而尊严的死去，绝对不改变
而苟存，并笑着看着他去死。这是一种日系文学凋零的美学，而老舍又添了几笔淡然。这就让我想起
了中医了，尤其是真正的中医。老古董是有尊言的毁灭呢，还是堕落继续坑人呢。这是一个问题。王
国维殉道也是一例。像这种大师，略略的妥协一点，就可以在新时代生活的很好。把国学包装一下，
摩登一下，与时俱进一下。沙子龙是永不妥协者。（二）老舍的语言是典型的京味，比前面的《猫城
记》后面的《四世同堂》。文字读起来有些踯躅。但也有非常精彩的地方。“我不逛，也用不着钱，
我来学艺！”孙老者立起来，“我练趟给你看看，看够得上学艺不够！”一屈腰已到了院中，把楼鸽
都吓飞起去。拉开架子，他打了趟查拳：腿快，手飘洒，一个飞脚起去，小辫儿飘在空中，像从天上
落下来一个风筝；快之中，每个架子都摆得稳、准，利落；来回六趟，把院子满都打到。走得圆，接
得紧，身子在一处，而精神贯串到四面八方。抱拳收势，身儿缩紧，好似满院乱飞的燕子忽然归了巢
。“把院子满都打到”和“好似满院乱飞的燕子忽然归了巢”，这两句非常精采。
5、開頭只是一句話，卻並不簡單：“生命是鬧著玩，事事顯出如此；從前我這麼想過，現在我懂了
。”作者一開頭就發出如此感嘆，實在讓人摸不著頭腦，既然如此，也暫且讀下去。然而，當你讀完
這篇小說，你會發現你還是不懂，所以你需要再讀一遍。當然，這也不能保證你就會懂。小說就是這
樣一種東西，玄玄的，你不需要明白它要表達的所有意思——這樣才有意思。小說開頭的那句話大概
也就是表達這種意思：生命有各種意義，我們並不需要明白一切。所以鬧著玩也許是比較好的。槍是
什麼樣的槍？斷魂槍。斷魂槍又是怎麼樣的槍？對不起，我無法告訴你，因為全文並沒有描寫斷魂槍
是怎樣的槍。因此自始至終，“斷魂槍”不過是“迷魂槍”。故事發生在近代的中國，有一個叫沙子
龍的鏢頭槍法了得，走鏢二十年闖出了“神槍沙子龍”的名號，在西北一帶未有敵手。但是不好意思
，外國的現代武器進來了，弄刀弄槍越來越趨向於表演娛樂性質，於是沙子龍的鏢局改成了客棧，此
舉實在算是“與時俱進”了。故事一開始便說沙子龍已經不玩武藝了，也不大談往事；他那支使了二
十幾年的槍也被擺在一邊的牆角裡，只趁夜深人靜時拿出來耍上一兩下。“他的世界已被狂風吹了走
”。但是徒弟卻沒被吹走，“在他手下創練起來的少年們還時常來找他”，討個錢或者討個招數；討
錢無所謂，但是沙子龍卻不樂意他們來討招數，往往說笑馬虎過去或者直接把他們轟出門去。他們都
不明白沙老師是怎麼了。但是他們仍然到處吹騰沙老師的武藝，為的是讓大家相信他們一身武藝都受
過高人指教。有一天，沙子龍的大伙計王三勝在土地廟賣藝，遇著了高手孫老頭，並且被他打敗。於
是王三勝帶孫老頭去會沙老師，以為沙老師會一槍就把孫老頭嚇得斷了魂。誰知到了沙子龍家裡，沙
子龍只是泡茶招呼孫老頭，說他沒收過徒弟。孫老頭向沙子龍請教武功，被沙子龍婉拒。此事之後，
神槍沙子龍的世界徹底被狂風吹走了，從此再也沒有人吹噓沙子龍的武藝，於是“神槍沙子龍”終究
是被人遺忘了。讀到此處，以為小說也許該結束了，但實際上這並非小說的結尾。小說的結尾是：夜
深人靜之時，沙子龍照常耍了幾下槍，想起當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風，然後笑一笑，自言自語：“不傳
！不傳！”他也許真的知道，槍法已經沒用了。中國人不是都不願意看到自己的手藝失傳的嗎
？04-10-30http://cowcfj.mysinablo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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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的一本《老舍选集》中，老舍自选了五篇1949以前写的代表作，除了《断魂
枪》以外，其他四篇分别是《黑白李》、《上任》、《月牙儿》和《骆驼祥子》,把它与这些非常经典
的作品放在一起，也能看出作者对这篇小说的钟爱之情。老舍是在创作了一批长篇小说之后的三十年
代才开始写短篇小说的，最初“还有点看不起短篇”，但后来他自谦地宣称短篇小说“非有极好的天
才与极丰富的经验不能做到”（《文学概论讲义》，《老舍文集》15卷）。通过此次的相关阅读，我
也突然发现了以往《骆驼祥子》印象之外的一个短篇小说也写得相当出彩的老舍，如《大悲寺外》的
质朴描写与悬念迭出，《微神》的意识流手法，《抱孙》、《马裤先生》的幽默与讽刺⋯⋯从中可以
看到老舍拥有着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与深厚的艺术修养。《断魂枪》的原型是老舍准备写的一部长篇
小说《二拳师》，后来因为“索稿火急”而把十万字的材料改写成了短篇，不过老舍觉得这对小说艺
术品质的提升是很宝贵的，“楞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因为浓缩，这篇小说在清晰明了的同
时也更为精炼含蓄。它讲述了在列强入侵中国的时代，“五虎断魂枪”的创始人沙子龙把镖局改成了
客栈，从此不再传授武艺，一次大伙计王三胜在场子上被一个孙姓老者打败，老者请求沙子龙传枪给
他，仍被拒绝了，但在夜静人稀的时候，沙子龙独自一人练起了枪法。从题材的选取上来看，这篇小
说与作者的人生经验有很大关联，一方面老舍从小爱看《三侠五义》等中国传统的市井小说，这给了
他良好的文化积淀，另一方面，他有很多来自社会底层的朋友，像这个故事就是他从几个拳师朋友中
淘洗出来的。在小说的开头有这样一句特别的题词：“生命是闹着玩，事事显出如此；从前我这么想
过，现在我懂得了。”这是小说主角沙子龙的感想或是作者本人的感受？有些令人费解。通过查证资
料，我发现老舍还曾在五十年代删去这句话，有研究者认为这与当时对义和团农民运动的讨论有关。
不过，从我的理解，这句话既然放在开头，那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本文的中心思想。这也许是沙
子龙的想法，因为那时的中国从天朝上国的东方大梦中惊醒，列强入侵，时局动荡，沙子龙是较早醒
来的一个，但又是半醒的，因为对时局失望又无力去改变，所以会这样想。同时，由于这篇小说写
于1935年，可能老舍本人对那时的中国也是一种迷茫和悲观的态度。此外，从广义上看，它也写出了
一种人生状态，在黑暗中徘徊许久后形成的“玩世”态度，表现出人生的虚无与荒谬感。纵观全文，
沙子龙不再教徒弟，也拒绝了孙老者，整篇小说中“不传”成了主要的矛盾冲突点，我们不禁要思考
他为什么“不传”呢？我想，这是由于个人的命运与社会是息息相关的，沙子龙看到在有了快枪的时
代武术的作用正在衰落，所以过起了开客栈、看《封神榜》这样与世无争的生活。他知道武术是打不
过洋枪洋炮的，传了也不会有用武之地，反而可能招致是非，如他手下创练起的那帮年轻人还会打架
闹事。这可以看出他历经沧桑后磨练出了明哲保身的成熟，同时也有他的悲观消极，颇有英雄末路的
意味。但他的“不传”真的是对的吗？老舍在《文集》里说：“许多好技术，就因为个人的保守，而
失传了。”这里指的是武术作为中华文化遗产之一，不传可能导致珍贵传统文化的遗失，但小说的意
蕴显然不止于此。我想，“不传”其实是为了唤醒周围的人，让他们不要沉醉在自欺欺人的武功中，
而武术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代表着落后的旧中国，只懂得练武、沉醉于昔日荣耀的中国是无法与
西洋抗衡的，由于周围人的不理解，沙子龙没有明说，但他这么做了。可是“不传”也是不够完美的
，他并没有探索出什么积极的可以改变现状的办法，也反映出了当时一部分中国人踌躇的状态，正是
“半醒”的寂寞与悲哀。可是他还是会独自一人在深夜练枪，怀念过往，毕竟当年威风是值得怀念的
，也只有在夜色中他才能获得一点安慰，同时黑夜与白天的对比也印证了他的“两难”处境。从象征
意义来说，还象征着当时中国的处境——在夜晚心存怀念，在白天是眼前残酷的现实。与《断魂枪》
有些类似的《老字号》讲了时代变迁中老字号三合祥无可避免的衰败，和武术当时的处境很相像，它
们都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却在迅速发展的近现代文明中落后了。作者的态度始终不很明晰，似乎更
多是叹惋和折衷，留给读者很多思考的空间。我想，从这方面来说，《断魂枪》抛出了关于文明在冲
突中保留或是发展的探讨，有着深刻的对当代启发的现实意义。对于一个文明来说，要想得以保存和
发展不能只沉醉于过去，要时刻保持清醒，沙子龙只是从东方的大梦中半醒了，这是一个必经的痛苦
过程，但是清醒之后我们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才不至于落后。所以只是醒还不够，真正行动起来
改变的才更令人敬佩，我觉得沙子龙的境界还是小了些，不过也可以理解。除了小说的情节内容与思
想情感耐人寻味外，老舍作为一代语言大师，本篇小说的艺术特色也引人入胜。《断魂枪》的主角是
沙子龙，但用了大篇幅侧面描写的手法，通过写王三胜和孙老者巧妙反衬出了他的形象。而且俗白精
致的语言描写虽然通俗易懂，细细品味却有着很深奥的道理，能给人以多角度的启示。首先，小说生
动的外貌描写很是出色，如写王三胜“大个子，一脸横肉，努着对大黑眼珠”，简洁又传神，除了在
读者心中勾画出了他的形象外，还直观地让人感受到了他的性格，有勇无谋，年强气盛，好斗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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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写老人例如“眼珠可黑得像两口小井，深深的闪着黑光”，“老头子的黑眼珠更深更小了，像两个
香火头，随着前面的枪尖转“，这两处对眼睛的描写用了及形象的比喻，不仅能看出老人的武艺高强
，还表现出了打斗的形势进展，真令人拍案叫绝。此外，本文还有大段表现武打场面的描写，用了大
量准确的动词以及精彩的比喻，多是节奏明快的短句，可见老舍对中国功夫的深刻了解和他对生活的
细心观察。艺术的源头活水还是生活本身。再次回到题目，“断魂枪”指失去了神彩的枪，它也断了
沙子龙的“魂”，但毕竟还是有人从东方大梦中半醒来了，这也是悲哀中的一线曙光。法学家英格索
尔曾说：“文明的历史是人类得到缓慢而痛苦的解放的历史”，我想这也是《断魂枪》众多底蕴里值
得人们反复思考和品味的。
7、传，还是不传？《断魂枪》里的沙子龙毅然选择了后者，那个枪炮隆隆的时代，火车、坚船、利
炮、工业化生产......传统的记忆终于被历史碾碎，国人不需要再走镖，不需要再武艺，当沙子龙的镖
局改成了客栈，他清晰地知道过往谋生的技艺是时候摒弃了，于是他不传，不传绝学，不传后人，只
是在苍月下摸一把滑亮的枪。顺流而行，可至千里，沙子龙适时地改变了自己，虽舍了“神枪沙子龙
”的美名，却安安分分地经营客栈，日子过得安稳。倘若逆流而上，死守镖局，必将惨淡经营，无处
立命。识时务，成俊杰。这个智慧古人早就阐明，生存智慧，不可不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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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断魂枪》的笔记-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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