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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作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号06BZW049)的结题成果(结题号：20100999：等级：优秀)。
书中运用文献史料学的理论与方法，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确凿丰富的资料，全方位地剖析了《老舍全
集》编选的得与失，对老舍与宗教文化(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密切联系，青少年时期给予老舍
的重要影响，老舍在山东时期的任教生涯与文学活动，以及老舍人际交往与他成长为“人民艺术家”
的关系等，均有精到阐述。
同时，也批评了老舍研究和资料使用中出现的失范现象，对倡导严谨学风无疑会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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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桂兴，山东沂南人，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
曾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等职，现为福建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福
建省教学名师、省级教学团队与精品课程带头人。
在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出版学术专著及教材20余部，在《文学评论》、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人大复印资料曾转载多篇。
主持国家和省社科基金项目若干项，多次获省级以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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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寻老舍资料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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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青少年时期史实考证
从泉城济南到海滨青岛
 ——谈老舍在山东的生活与创作
诗人老舍与老舍的诗作
 ——关于老舍旧体诗创作的若干问题
从“出版委员”到“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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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的笔名和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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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与爱国将军的“文缘”
 ——老舍与冯玉祥交往始末
“文协总管”、“南洋孤客”与“文协”
 ——老舍与郁达夫的未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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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与赵清阁的深厚友谊
附录老舍生平著译年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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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长期以来，老舍的翻译作品鲜为人知。
就连老舍的好友楼适夷先生也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老舍翻译的萧伯纳的《苹果车》，“可能是他出版
过的唯一译作了”。
[13]即使老舍本人，也曾矢口否认作过翻译工作。
他在1954年8月举行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我没有作过翻译工作，因为我知道这种工
作是非常困难的，不敢冒昧尝试。
”[14]实际上，老舍一生中的译作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包括上面列举的宗教译文《基督教的大同
主义》在内，已发现有16篇（部）之多，约二十五六万字。
[15]这些老舍译作的发现，向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比如，老舍当年从事翻译的动因是什么，老舍的译作有何倾向性，老舍的翻译方法有何独特之处，老
舍对西方文论有何偏爱，老舍翻译的《文艺批评》这部理论著作对他一生的创作有什么影响，老舍翻
译的一些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对他的教学和创作有何帮助等。
所有这些，都是十分新颖而又颇具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亟待我们去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
新发现的老舍书信，对于探讨老舍不同阶段的人生历程和创作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可以说，每一封书信不仅透露了老舍在写信时那个特定时刻的真实思想，而且也代表了老舍在当时那
个特定阶段的思想状况。
甚至于可以说，从老舍书信中可以粗略地窥视到老舍一生中几个重要人生阶段思想发展的踪迹。
比如，从《致子祥兄》一信中可以了解到：由于五四新思潮的影响，老舍在青年时期不仅追求过“婚
姻自由”，而且发生过“初恋”悲剧，并一度恪守过“独身主义”。
［16］这对于了解老舍青年时期的思想发展和生活经历，尤其是有关恋爱婚姻的情况，无疑是有重要
帮助的。
在《致西南的文艺青年书》中，老舍总结了从事创作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那就是“太好进取，而
忘了慎重”。
［17］现在看来，这段自白是老舍对自己创作所进行的深层次的理性反省，对正确评价他的创作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直至今天，我们还可以借用这句话来评价老舍一生创作的得与失，并且依然是恰如其分的。
假如老舍能收敛一下“进取心”，更“慎重”一些，他的创作从数量上来看似乎是减少了，但质量也
许是提高了。
老舍在1946至1949年赴美期间书信的发现，[18]不仅填补了他在美国居住期间某个阶段或某些方面的资
料空白，而且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去了解他本时期的生活和创作情况——包括委托出版代理人、签订
出版合同、处理版权纠纷、协助翻译作品以及看病就医等。
而《致何容》这封书信，[19]则真实地记述了老舍当年寄居美国纽约时去留不定的矛盾心情：“寂寞
，饭食不可口，还有多多少少小的扭别⋯⋯一切都不易决定，茫茫如丧家之犬！
”这对于研究老舍当时的思想和生活状况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由此，不难看出以上这些书信的重要价值来。
首次披露的部分老舍日记，详细而具体地记载了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后几个人生阶段的足迹。
既有部分参与重大国事活动和外事往来的内容，也有一些送往迎来、参观访问、出席会议和日常写作
的记载。
它既是老舍当时生活和工作情况的真实记录，也是反映老舍思想状况和创作经过的第一手材料，对于
探索老舍的思想发展和创作道路是十分难得的史料。
同时，也是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宝贵参考资料，日记的字里行间无不充满着国际和国内激烈斗争的风云
。
例如，老舍参加“广州会议”的日记，[20]从一个角度展示了会议举行的大体过程，记录了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在特定历史时期为纠正极“左”文艺路线、贯彻落实“双百”方针所
作的艰难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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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也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是何等激烈、曲折和复杂！
老舍的“访日”日记，[21]则真实地记述了老舍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的全过程，再现了这位
文化使者活跃在异国他乡、从事外事活动的身影。
同时，也可以从中洞察到中日两国作家和广大人民群众希望世代和平友好的良好愿望。
以上这些最新发现的老舍资料都是极其宝贵的，为分析和探讨老舍的思想发展和创作道路提供了活生
生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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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舍论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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