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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父亲他自己较满意的作品——《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微神》、《月牙儿》
、《龙须沟》、《正红旗下》。
作品中反复关注的问题——中国背上的沉重的文化病。
运用过的文体类别——小说（长、中、短篇）、戏剧（话剧、歌剧、京剧、曲剧）、诗歌（旧诗、新
诗、歌词、儿歌）、散文、曲艺（大鼓、单弦、相声、快板、河南坠子）、童话、理论和评论文章。
写作习惯——安静、热茶、香烟在手、桌上一枝小花，上午不可侵犯、按时吃饭、天天动笔、没有假
日、当众朗诵、反复修改、一经发表不再改动，少不了再写一篇《我怎么写》剖析自己。
剖析自己时最显著的特点——自己打倒自己。
喜欢用的自我称呼——写家（不说作家）、文牛、痴人。
自认最大的长处——勤快和认真。
最大的本事——用最少的字，最通俗、最生动的话描写复杂的心态、事物、风景。
最喜欢的作家——但丁、康拉德。
最喜欢的诗人——杜甫、陆游和曼殊。
最经常的休息方式——养花、看画、玩骨牌、逗猫、念英文、写字。
最喜欢的娱乐——听戏。
经常锻炼身体的方式——剑术、拳术、棍术、气功。
最怕的事——没有朋友。
最喜欢干的事——打扫房间，请人下小馆。
最擅长的事——说笑话，自己绝对不乐。
最怕看见的事——摧残儿童的天真，把小孩打扮成老头儿。
最同情的人——穷人、女人、孩子。
对他影响最大的几个因素——出身贫苦、生长在北京、满族人、在英美先后呆过十年。
给他影响最大的人——不识字的给了他生命教育的母亲。
最崇敬的品格一谦虚，关心他人。
最讨厌的品格一狂妄自大、自私。
生死观——为正义而活，宁死不屈。
教育观——自学能成才，认认真真吸收一切先进科学文化知识。
但不必门门都得一百。
恋爱观——纯洁的、高尚的、心心相印的爱情。
家庭生活原则——勤俭持家、健康是福。
喜欢的格言——“四世传经是为通德，一门训善惟以养年。
”（崇尚行善，宽厚待人。
）人生准则——“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
我们似乎很愚傻，但是世界上最良最善的事差不多都是傻人干出来的啊！
”生前最后的话——对三岁的孙女说：“和爷爷说再-见——⋯⋯”舒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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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舒乙先生在《我的父亲老舍》中，细述了老舍先生的音容笑貌，讲述了一个自称为“写家”而不
是作家的老舍的文品人品，使我们渐渐走近了一个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的智慧、幽默、勤劳的老舍
的身边，将为您呈现一个鲜活生动的文学大家。
　　《我的父亲老舍》由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所作。
开篇序言中，他这样写道：父亲真诚，因为他常常剖析自己。
父亲的谦虚，使他成为一位真人，成为一位既有可爱的、幽默的性格，同时又有伟大成就的真人。
此书从生活角度剖析老舍的一生，使读者更加全面的了解这位文学家！
的确，老舍用自己的生命和文字实践了这些可贵的品格，这也是他作品始终焕发光芒的一个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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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关于父亲（代序）第一章 童年，母亲的影响第二章 青年，阅历社会大课堂第三章 英伦，一个“写家
”的雏形第四章 齐鲁，成熟的“文件”第五章 抗战，“提只提箱赴国难”第六章 归国，“人民艺术
家”第七章 晚年，创作的二度辉煌第八章 身谏，太平湖的记忆第九章 死亡，崇高的生命主题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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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孩子们交朋友8 下小馆9 念外文10 写字11 养猫12 旅游13 行善14 分享15 起名字16 自己动手17 给人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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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子八章5 最后的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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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三章 英伦，一个“写家”的雏形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要聘请一位教华语的中国老
师，经过埃文斯的推荐，父亲于1924年9月14日到了英国。
父亲和埃文斯在缸瓦市教堂、燕京大学都有过交往。
此时埃文斯已回到英国当教授。
下了船，上了火车，到了伦敦车站，父亲正发愁上哪儿去，抬头四下打量，正好瞧见埃文斯教授向他
招手。
埃文斯领着他到离伦敦十一英里的巴尼特。
埃文斯住在这里，所以也在附近的卡纳旺路为父亲找好了房子。
他告诉父亲，是和许地山住在一块儿。
这消息使父亲十分高兴。
进了屋，许地山正在屋里写小说呢，用的是北京油盐店的账本，笔可是钢笔，一使劲儿，常常把钢笔
尖插入账本里去。
在北京的时候，父亲和东方学院的代表签了合同。
合同规定：父亲受聘于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是讲师，教“四书和中国官话”，任期五年，年薪二百五
十英镑，来往路费由学院出。
合同使祖母伤心。
她听说伦敦多雾，饭食又断不定是个什么样，而儿子身体本来单薄，一去就是五年，能不能活着回来
是个大问题。
她暗暗地落泪。
父亲把自己的老同学大部分都托拜到了，除了一事之外别无所求：希望大家都常来看看老母亲，和老
太太聊聊天，唠唠家常，给她些安慰。
父亲用毛笔写了一个条幅，四个大字“笃信好学”写得工整有力，送给好友白涤洲，作为临别赠言。
大字旁边有一行附注小字：“读书达理，则心平识远，富贵名利无所乞求。
旦夕警策，守之终身，便是真君子，大英雄。
”父亲抱着这种全心全意探求真知的愿望，告别了老母和朋友，踏上了西去的航程。
而且，真的，父亲把不求富贵名利的原则恪守了一辈子。
父亲在英国生活过得依然很清苦。
按照英国的标准，一个大学生一年要花三百镑，进牛津和剑桥则要四五百甚至五六百镑。
父亲年薪二百五十镑，一个月不过二十镑零一点，只比小店铺的伙计略略地多一点。
可是，父亲既要维持自己的生活，又要寄钱回国养活老母，自然是顾此失彼，难上加难，日子过得比
一个穷学生还要窘困。
过了两年，实在无法应付，他只好打报告要求增薪，理由有二：一、自认工作勤奋，工作量超出了原
有规定；二、家有寡母。
说得实事求是。
最后学校同意加到一年三百镑。
穿，父亲一年四季穿一套青色哔叽西服，屁股、两袖、胳膊肘都早已磨得闪闪发光。
一件毛衣，冬天穿上，夏天脱下，将就着过了五年。
住，父亲前后搬过四次家，最长的一次是和埃杰顿夫妇在荷兰公园詹姆斯广场合租三间房，父亲出房
租，埃杰顿夫妇管饭。
三年期满，房东要涨房租，只好分手，搬到托林顿广场的学生公寓，每月房租十英镑十先令，包括早
餐和周末两天的两餐在内。
有一个周末，公寓同住的都出去游玩去了，中午吃饭就剩下父亲一人，饭厅的女招待十分不高兴，假
如没有这位孤独的客人她便可以自动放假。
父亲看在眼里，告诉这女人：“晚饭我不来吃了，我出街。
”那女招待却气哼哼地冷笑：“太好了，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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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深感穷人到处受奚落，遭白眼，心中愤愤不平，但这种不愉快的小事又真是太多，后来父亲曾
在自己的小说中反唇相讥，对英国人的等级观念痛加抨击。
吃，英国的烹饪历来声誉不佳，只会白水煮和愣烧。
父亲说到英国的饭食，只是频频摇头，因为说起来伤心。
学生公寓是社会的最底层，伙食自然糟糕。
房东多是老寡妇或老姑娘，她们的饭，在按价给货之外总要再榨点油水留己，维持着饿不走房客就算
对得起人。
常年“一切从简”的结果，父亲饿得精瘦，面色惨白，很像伦敦的冬天。
五年之后，虽然能活着回来拜见老母，但腹内空空，一点脂肪没有，得了严重的胃下垂。
父亲说，他的胃疼完全应由英国人负责。
他还说，在伦敦他发明了一种胃病特效药——中国小饭铺的汤面，一先令一碗，服下立刻见效。
可惜，这样的灵丹妙药不能常用，因为多花一先令也要计算半天。
英国守着海，可是父亲没下过海，偶尔到海边看看，也绝不肯下去。
他说：脱了衣服，骨瘦如柴，如同晾排骨，丢到海里，马上就沉底，绝对漂不上来。
工作，东方学院的工作倒是非常有特点。
东方学院是伦敦大学的五十二个学院之一，位于城内的叫芬斯波雷的私人小公园旁，有二十间教室和
一座漂亮的图书馆。
学院学生有四百二十人左右，其中全年听课的只有九十人。
学院有中文、波斯文、阿拉伯文、梵文、班图文、历史六大学系，每个学系有一名教授，小语种没有
教授，只有副教授或者讲师，共开三十五门课程，绝大部分是亚非语种。
当时中文学系的教授是庄士敦，此人在中国当过官，并以当过溥仪的英文老师而闻名。
不过，别以为他会教中国人英文就必定能教英国人中文，其实，他的中文并不行，只是伦敦大学有个
死规定，教授非由英国人担任不可，不管学问怎么样。
英国人有英国人的章程，别人管不着。
好在别的学系有些好教授，东方学院的名声还说得过去。
教授既然只是个牌位，担子就都落在两位讲师身上了，英国讲师叫爱德华，是位女将，是东方学院的
毕业生；另一位中国讲师便是父亲。
为了叫起来方便，父亲给自己取了个英文名字：柯林·舒，是“人民的胜利”的意思。
中文学系全年累计有学生四十名左右，但程度不一，要求不一，学制不一，年龄不一，最小的十二岁
，最大的七十多岁，其中有考硕士学位的，有念学士学位的，有短期速成的，有只学文字而不管该怎
么念的，有学说北京话的，有学商业术语的，有学历史的，几乎一人一样。
不管程度和要求如何，只要交了学费，全得教，这样，就只好一人一班。
这个办法使老师们相当辛苦，父亲教的课程除了说官话即北京话和四书之外，还有《史记》、《诗经
》、佛教、道教等等，所以父亲后来曾经建议学校将他的课程名称正式改为“中国官话和中国古典名
著”。
有一回来了位要学中医的，教授让父亲开课，父亲说“开不了”，不得已，庄太傅自己和这位洋郎中
对付了半年。
东方学院的课一年分三学期，有寒、春、暑三个假。
加起来，一年差不多有五个月假。
平常每周上五天课。
假期中，假如有学生提出来愿意上课，老师也得教，学费自然归老师。
由于有较长的假期和一个安静而敞亮的图书馆，父亲有了写小说的客观条件。
他的头三部长篇小说就是在这儿完成的。
尽管父亲不喜欢英国人和英国社会，但喜欢这个图书馆，在“笃信好学”的信念中，他在这儿大量地
念，大量地写。
“哼，”他说，“希望多咱有机会再到伦敦去，再在图书馆里写上两本小说！
”可惜，始终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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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伦敦半年之后，父亲开始想家，想母亲，想朋友，想北京城，想祖国，想和国内联系在一起的一切
。
大体说来，父亲开始写小说，是有四个动机。
思念故乡是头一个。
“我们幼时所熟悉的地方景物，即一木一石，当追想起来，都足以引起热烈的情感。
好多好小说是由这种追忆而写成的。
我们所最熟悉的社会与地方，不管是多么平凡，总是最亲切的。
亲切，所以能产生好的作品。
”“这种作品里也许是对于一人或一事的回忆，可是地方景况的追念至少也得算写作动机之一。
”（老舍：《景物的描写》）这是父亲的几句话。
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经验。
这经验首先来自父亲本身。
北京，父亲的老家，在父亲头脑里不是一些印象，而是立体的、准确的、具体的、特定的境界。
对北京，父亲可以做到信手写来，头头是道。
写北京，把自己的故事和人物布置在北京，这就是一种写作冲动。
父亲的作品的一大特点是“北京味儿”很浓。
所谓“北京味儿”，是指用经过提炼的普通北京话，写北京城，写北京人，写北京人的遭遇、命运和
希望。
越不在北京，越想北京，越写北京。
北京是他的写作源泉。
为了学英文，父亲有意识地，并非消遣地念小说。
一开始，没什么选择，东一下，西一下，念得很杂、很乱，其中有很有价值的名著，也有描写女招待
嫁给皇太子的胡说八道。
但是念了几本之后，特别是念了狄更斯的作品，父亲觉得写小说必是很有趣的事，他愿意试试。
“我决定不取中国小说的形式。
”父亲说，“况且呢，我刚读了《尼考拉斯·尼柯尔贝》和《匹克威克外传》等杂乱无章的作品，更
足以使我大胆放野。
”对西洋文学的羡慕产生了模仿的冲动，这就是父亲的第二个写作动机。
父亲的经历使他肚子里装着数不清的故事、插曲、人物和情节，大部分是他自己参与过的，把这些现
实的有趣的传奇的情节，穿在一起，也许，就是长篇小说。
“浮在记忆上的那些有色彩的人与事都随手取来，没等把它们安置好，又去另拉一些，人挤着人，事
挨着事，全喘不过气来。
这一本中的人与事，假如搁在今天写，实在够写十本的。
”十年之后，父亲想起十年前他在伦敦写第一本小说的情景，曾经这么总结过，说的完全是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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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舒乙先生在《我的父亲老舍》中，细述了老舍先生的音容笑貌，讲述了一个自称为“写家”而不是作
家的老舍的文品人品，使我们渐渐走近了一个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的智慧、幽默、勤劳的老舍的身
边，将为您呈现一个鲜活生动的文学大家。
《我的父亲老舍》由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所作。
开篇序言中，他这样写道：父亲真诚，因为他常常剖析自己。
父亲的谦虚，使他成为一位真人，成为一位既有可爱的、幽默的性格，同时又有伟大成就的真人。
此书从生活角度剖析老舍的一生，使读者更加全面的了解这位文学家！
的确，老舍用自己的生命和文字实践了这些可贵的品格，这也是他作品始终焕发光芒的一个重要原因
。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6日）。
原名舒庆春，字舍予。
满族，祖籍北京。
中国现代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
老舍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发表了大量影响后人的文学作品。
获得“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骆驼祥子》是他个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作品。
把城市底层的生活引进现代文学，是老舍的一大建树。
父亲真诚，因为他常常剖析自己。
父亲的谦虚，使他成为一位真人，成为一位既有可爱的、幽默的性格，同时又有伟大成就的真人。
——舒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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