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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

内容概要

一句台词一个人物
演绎可感可叹的悲喜人生
一爿茶馆一个社会
映射沧桑变幻的炎凉世态
——曹禺
《茶馆》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被誉为“语言艺术大师”的老舍将其语言功力发挥到极致，展现了
一个时代的真相与文学高度。
《茶馆》故事全部发生在北京城一个茶馆里，茶馆里人来人往，会聚了各色人物、三教九流，一个大
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老舍先生抓住了这个场景的特点，将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六七十个主次人物
形象高度浓缩在茶馆之中，展现了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国民党政权覆
灭前夕三个时代的生活场景，概括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数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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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中包含《茶馆》和《龙须沟》两本老舍经典代表作。

Page 2



《茶馆》

作者简介

老舍（1899-1966）
小说家、剧作家。
1899 年生于北京，原名舒庆春，满族正红旗人；
1918 年北京师范学校毕业，任小学校长；
1924 年赴英，任教于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正式开始文学创作；
1930 年归国，先后任教于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
1937 年奔赴国难，直至抗战胜利；
1966 年8 月24 日午夜，自沉太平湖。
代表作
《骆驼祥子》（1936）
《四世同堂》（1944-1948）
《茶馆》（1957）
《正红旗下》（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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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

书籍目录

茶馆   001
龙须沟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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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

精彩短评

1、茶馆五星，龙须沟读来生硬
2、不论经历多少年，那些文字依然鲜活，那些人物依然跃然纸上，这就是茶馆的魅力，这就是老舍
先生的魅力。
3、老舍先生为什么要自杀...
4、龙须沟看得如鲠在喉。。
5、茶馆不记得看了多少遍
6、它那么短一点点，可就是写了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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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

精彩书评

1、读《茶馆》作者：姽婳小术《茶馆》这本书算是在读名著的年纪，被老师或者家长争相推荐的书
籍之一。所以在那个年纪，我是有读过的。如今再温故一遍，也是一种意趣。《茶馆》是老舍先生
于1956年创作的话剧。书籍有两剧：茶馆和龙须沟。茶馆一共三幕剧，讲述了一个叫“裕泰茶馆”的
兴衰；相对于茶馆，龙须沟就逊色了些许。亦是三幕话剧，龙须沟是一条臭水沟，附近住着四户人家
，作者通过这四户人家的遭遇写出了时代变迁的物化迁移。值得对比的是，这两个话剧都是通过人物
的塑造来表达社会的改革变迁带给整个人民群众的变化。一个小小的茶馆，聚集了三教九流。每一个
人都有故事，而这个故事，随着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走到了结局。和时代变迁形成对比
的有：裕泰茶馆内贴满了“莫谈国事”，进来茶馆的人却都在谈论国事。我们先要了解的是茶馆的老
板王利发，是一个精明圆滑的人。他不古板，他知道世道要变天了，也知道茶馆快要经营失败了。“
莫谈国事”四个字，你可以说是王老板对茶馆采取的挽救措施，也从侧面反映出底层商户对国事的看
法，乱世求存中带着无可奈何。用龙须沟中常四爷的话说：“我爱咱的国，可是谁来爱我啊。”对生
活的向往中又带着的深沉的惆怅无奈，正如那时候的老舍，面对的是改革开放，迎来的是文化革命。
所以他写出来《茶馆》、《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等，却自沉太平湖。很多人说字如其人，文章
亦是如此。读老舍，感受他文字里的风光的同时，也能感受出他对当时背景下的社会感受。所有人都
走了，茶馆的王老板，最终独自一人留了下来。面对自己的茶馆，有心无力的感觉，正如同身处文革
的老舍，王老板自缢于自己的茶馆，像似始于尘，归于尘，那么老舍呢？是否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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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

章节试读

1、《茶馆》的笔记-第62页

        你就是把我打死，我不服你还是不服你，不是吗？

2、《茶馆》的笔记-第79页

        ⋯⋯黑到头天会亮。⋯⋯苦水去，甜水来，谁也不再作奴才。

3、《茶馆》的笔记-第102页

        好人要是没力气啊，就成了受气包。

4、《茶馆》的笔记-第110页

        可是，死的死了，活着的还得活着，有什么法儿呢！穷人哪，没别的，就有个扎挣劲儿！

5、《茶馆》的笔记-第72页

        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活下去！⋯⋯我可没做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
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

6、《茶馆》的笔记-第55页

        这年头是邪念头，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

7、《茶馆》的笔记-第24页

        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                

8、《茶馆》的笔记-第52页

        我要组织一个“拖拉撕”。这是个美国字，也许你不懂，翻成北京话就是“包圆儿”。

9、《茶馆》的笔记-第12页

        卖女儿，无论怎么卖，也对不起女儿。

10、《茶馆》的笔记-第72页

        我盼哪，盼哪，只盼国家像个样儿，不受外国人欺侮。可是⋯⋯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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