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世同堂(第一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四世同堂(第一部)》

13位ISBN编号：9787807413509

10位ISBN编号：7807413506

出版时间：2008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作者：老舍

页数：469页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四世同堂(第一部)》

内容概要

国都灭了，能有家吗？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在岌岌可危的中国，家也只是行将灭亡的大厦底下一
只难以苟活的蝼蚁。生存，已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事，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走向最终胜利的大事。
中华民族几千年沉淀下来的传统文化造就了中国人善良的品质，继而也造就了他们懦弱、不善抵抗的
本性。因此，在重大的民族危机面前，惶惑是他们必经的阶段。然而，惶惑之后，相信中国这头雄狮
也必将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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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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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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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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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第一部)》

章节摘录

　　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在他的壮年，他亲眼看见八国联军怎样攻进北京城
。后来，他看见了清朝的皇帝怎样退位，和接续不断的内战；一会儿九城的城门紧闭，枪声与炮声日
夜不绝；一会儿城门开了，马路上又飞驰着得胜的军阀的高车大马。战争没有吓倒他，和平使他高兴
。逢节他要过节，遇年他要祭祖，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的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
子。即使赶上兵荒马乱，他也自有办法：最值得说的是他的家里老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
。这样，即使炮弹在空中飞，兵在街上乱跑，他也会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
灾避难。　　为什么祁老太爷只预备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呢？这是因为在他的心理上，他总以为北平
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不管有什么灾难，到三个月必定灾消难满，而后诸事大吉。北平的灾难恰似
一个人免不了有些头疼脑热，过几天自然会好了的。不信，你看吧，祁老太爷会屈指算计：直皖战争
有几个月？直奉战争又有好久？啊！听我的，咱们北平的灾难过不去三个月！　　七七抗战那一年，
祁老太爷已经七十五岁。对家务，他早已不再操心。他现在的重要工作是浇浇院中的盆花，说说老年
间的故事，给笼中的小黄鸟添食换水，和携着重孙子孙女极慢极慢的去逛大街和护国寺。可是，卢沟
桥的炮声一响，他老人家便没法不稍微操点心了，谁教他是四世同堂的老太爷呢。　　儿子已经是过
了五十岁的人，而儿媳的身体又老那么病病歪歪的，所以祁老太爷把长孙媳妇叫过来。老人家最喜欢
长孙媳妇，因为第一，她已给祁家生了儿女，教他老人家有了重孙子孙女；第二，她既会持家，又懂
得规矩，一点也不像二孙媳妇那样把头发烫得烂鸡窝似的，看着心里就闹得慌；第三，儿子不常住在
家里，媳妇又多病，所以事实上是长孙与长孙媳妇当家，而长孙终日在外教书，晚上还要预备功课与
改卷子，那么一家十口的衣食茶水，与亲友邻居的庆吊交际，便差不多都由长孙媳妇一手操持了；这
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所以老人天公地道的得偏疼点她。还有，老人自幼长在北平，耳习目染的和旗籍
入学了许多规矩礼路：儿媳妇见了公公，当然要垂手侍立。可是，儿媳妇既是五十多岁的人，身上又
经常的闹着点病；老人若不教她垂手侍立吧，便破坏了家规；教她立规矩吧，又于心不忍，所以不如
干脆和长孙媳妇商议商议家中的大事。　　祁老人的背虽然有点弯，可是全家还属他的身量最高。在
壮年的时候，他到处都被叫作“祁大个子”。高身量，长脸，他本应当很有威严，可是他的眼睛太小
，一笑便变成一条缝子，于是，人们只看见他的高大的身躯，而觉不出什么特别可敬畏的地方来。到
了老年，他倒变得好看了一些：黄暗的脸，雪白的须眉，眼角腮旁全皱出永远含笑的纹溜；小眼深深
的藏在笑纹与白眉中，看去总是笑眯眯的显出和善；在他真发笑的时候，他的小眼放出一点点光，倒
好像是有无限的智慧而不肯一下子全放出来似的。　　把长孙媳妇叫来，老人用小胡梳轻轻的梳着白
须，半天没有出声。老人在幼年只读过三本小书与六言杂字；少年与壮年吃尽苦处，独力置买了房子
，成了家。他的儿子也只在私塾读过三年书，就去学徒；直到了孙辈，才受了风气的推移，而去入大
学读书。现在，他是老太爷，可是他总觉得学问既不及儿子——儿子到如今还能背诵上下《论语》，
而且写一笔被算命先生推奖的好字——更不及孙子，而很怕他们看不起他。因此，他对晚辈说话的时
候总是先愣一会儿，表示自己很会思想。对长孙媳妇，他本来无须这样，因为她识字并不多，而且一
天到晚嘴中不是叫孩子，便是谈论油盐酱醋。不过，日久天长，他已养成了这个习惯，也就只好教孙
媳妇多站一会儿了。　　长孙媳妇没入过学校，所以没有学名。出嫁以后，才由她的丈夫像赠送博士
学位似的送给她一个名字——韵梅。韵梅两个字仿佛不甚走运，始终没能在祁家通行得开。公婆和老
太爷自然没有喊她名字的习惯与必要，别人呢又觉得她只是个主妇，和“韵”与“梅”似乎都没多少
关系。况且，老太爷以为“韵梅”和“运煤”既然同音，也就应该同一个意思，“好吗，她一天忙到
晚，你们还忍心教她去运煤吗？”这样一来，连她的丈夫也不好意思叫她了，于是她除了“大嫂”“
妈妈”等应得的称呼外，便成了“小顺儿的妈”；小顺儿是她的小男孩。　　小顺儿的妈长得不难看
，中等身材，圆脸，两只又大又水灵的眼睛。她走路，说话，吃饭，做事，都是快的，可是快得并不
发慌。她梳头洗脸擦粉也全是快的，所以有时候碰巧了把粉擦得很匀，她就好看一些；有时候没有擦
匀，她就不大顺眼。当她没有把粉擦好而被人家嘲笑的时候，她仍旧一点也不发急，而随着人家笑自
己。她是天生的好脾气。　　祁老人把白须梳够，又用手掌轻轻擦了两把，才对小顺儿的妈说：　　
“咱们的粮食还有多少啊？”　　小顺儿的妈的又大又水灵的眼很快的转动了两下，已经猜到老太爷
的心意。很脆很快的，她回答：　　“还够吃三个月的呢！”　　其实，家中的粮食并没有那么多。
她不愿因说了实话，而惹起老人的哕嗦。对老人和儿童，她很会运用善意的欺骗。　　“咸菜呢？”
老人提出第二个重要事项来。　　她回答的更快当：“也够吃的！干疙疸，老咸萝卜，全还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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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知道，即使老人真的要亲自点验，她也能马上去买些来。　　“好！”老人满意了。有了三个月的
粮食与咸菜，就是天塌下来，祁家也会抵抗的。可是老人并不想就这么结束了关切，他必须给长孙媳
妇说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日本鬼子又闹事哪！哼！闹去吧！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
连皇上都跑了，也没把我的脑袋掰了去呀！八国都不行，单是几个日本小鬼还能有什么蹦JD？咱们这
是宝地，多大的乱子也过不去三个月！咱们可也别太粗心大胆，起码得有窝头和咸菜吃！”　　老人
说一句，小顺儿的妈点一次头，或说一声“是”。老人的话，她已经听过起码有五十次，但是还当作
新的听。老人一见有人欣赏自己的话，不由的提高了一点嗓音，以便增高感动的力量：　　“你公公
，别看他五十多了，论操持家务还差得多呢！你婆婆，简直是个病包儿，你跟她商量点事儿，她光会
哼哼！这一家，我告诉你，就仗着你跟我！咱们俩要是不操心，一家子连裤子都穿不上！你信不信？
”　　小顺儿的妈不好意思说“信”，也不好意思说“不信”，只好低着眼皮笑了一下。　　“瑞宣
还没回来哪？”老人问。瑞宣是他的长孙。　　“他今天有四五堂功课呢。”她回答。　　“哼！开
了炮，还不快快的回来！瑞丰和他的那个疯娘们呢？”老人问的是二孙和二孙媳妇——那个把头发烫
成鸡窝似的妇人。　　“他们俩——”她不知道怎样回答好。　　“年轻轻的公母俩，老是蜜里调油
，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真也不怕人家笑话！”　　小顺儿的妈笑了一下：“这早晚的年轻夫妻都是那
个样儿！”　　“我就看不下去！”老人斩钉截铁的说。“都是你婆婆宠得她！我没看见过，一个年
轻轻的妇道一天老长在北海，东安市场和——什么电影院来着？”　　“我也说不上来！”她真说不
上来，因为她几乎永远没有看电影去的机会。　　“小三儿呢？”小三儿是瑞全，因为还没有结婚，
所以老人还叫他小三儿；事实上，他已快在大学毕业了。　　“老三带着妞子出去了。”妞子是小顺
儿的妹妹。　　“他怎么不上学呢？”　　“老三刚才跟我讲了好大半天，说咱们要再不打日本，连
北平都要保不住！”小顺儿的妈说得很快，可是也很清楚。“说的时候，他把脸都气红了，又是搓拳
，又是磨掌的！我就直劝他，反正咱们姓祁的人没得罪东洋人，他们一定不能欺侮到咱们头上来！我
是好意这么跟他说，好教他消消气；喝，哪知道他跟我瞪了眼，好像我和日本人串通一气似的！我不
敢再言语了，他气哼哼的扯起妞子就出去了！您瞧，我招了谁啦？”　　老人愣了一小会儿，然后感
慨着说：“我很不放心小三儿，怕他早晚要惹出祸来！”　　正说到这里，院里小顺儿撒娇的喊着：
　　“爷爷！爷爷！你回来啦？给我买桃子来没有？怎么，没有？连一个也没有？爷爷你真没出息！
”　　小顺儿的妈在屋中答了言：“顺儿！不准和爷爷讪脸！再胡说，我就打你去！”　　小顺儿不
再出声，爷爷走了进来。小顺儿的妈赶紧去倒茶。爷爷(祁天佑)是位五十多岁的黑胡子小老头儿。中
等身材，相当的富泰，圆脸，重眉毛，大眼睛，头发和胡子都很重很黑，很配作个体面的铺店的掌柜
的——事实上，他现在确是一家三间门面的布铺掌柜。他的脚步很重，每走一步，他的脸上的肉就颤
动一下。作惯了生意，他的脸上永远是一团和气，鼻子上几乎老拧起一旋笑纹。今天，他的神气可有
些不对。他还要勉强的笑，可是眼睛里并没有笑时那点光，鼻子上的一旋笑纹也好像不能拧紧；笑的
时候，他几乎不敢大大方方的抬起头来。　　“怎样？老大！”祁老太爷用手指轻轻的抓着白胡子，
就手儿看了看儿子的黑胡子，心中不知怎的有点不安似的。　　黑胡子小老头很不自然的坐下，好像
白胡子老头给了他一些什么精神上的压迫。看了父亲一眼，他低下头去，低声的说：　　“时局不大
好呢！”　　“打得起来吗？”小顺儿的妈以长媳的资格大胆的问。　　“人心很不安呢！”　　祁
老人慢慢的立起来：“小顺儿的妈，把顶大门的破缸预备好！”　　二　　祁家的房子坐落在西城护
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初或者真是个羊圈，因为它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
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两个弯儿，而是颇像一个葫芦。通到西大街去的是葫芦的嘴和脖子，很细很长
，而且很脏。葫芦的嘴是那么窄小，人们若不留心细找，或向邮差打听，便很容易忽略过去。进了葫
芦脖子，看见了墙根堆着的垃圾，你才敢放胆往里面走，像哥伦布看到海上有漂浮着的东西才敢更向
前进那样。走了几十步，忽然眼一明，你看见了葫芦的胸：一个东西有四十步，南北有三十步长的圆
圈，中间有两棵大槐树，四围有六七家人家。再往前走，又是一个小巷——葫芦的腰。穿过“腰”，
又是一块空地，比“胸”大着两三倍，这便是葫芦肚儿了。“胸”和“肚”大概就是羊圈吧？这还待
历史家去考察一番，而后才能断定。　　祁家的房便是在葫芦胸里。街门朝西，斜对着一棵大槐树。
在当初，祁老人选购房子的时候，房子的地位决定了他的去取。他爱这个地方。胡同口是那么狭窄不
惹人注意，使他觉到安全；而葫芦胸里有六七家人家，又使他觉到温暖。门外呢，两株大槐下可供孩
子们玩耍，既无车马，又有槐豆槐花与槐虫可以当作儿童的玩具。同时，地点虽是陋巷，而西通大街
，背后是护国寺——每逢七八两日有庙会——买东西不算不方便。所以，他决定买下那所房。　　房
子的本身可不很高明。第一，它没有格局。院子是东西长而南北短的一个长条，所以南北房不能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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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第一部)》

；假若相对起来，院子便被挤成一条缝，而颇像轮船上房舱中间的走道了。南房两间，因此，是紧靠
着街门，而北房五间面对着南院墙。两间东房是院子的东尽头；东房北边有块小空地，是厕所。南院
墙外是一家老香烛店的晒佛香的场院，有几株柳树。幸而有这几株树，否则祁家的南墙外便什么也没
有，倒好像是火车站上的房子，出了门便是野地了。第二，房子盖得不甚结实。除了北房的木料还说
得过去，其余的简直没有值得夸赞的地方。在祁老人手里，南房的山墙与东房的后墙便塌倒过两次以
上，而界墙的——都是碎砖头砌的——坍倒是每年雨季所必不能免的。院中是一墁土地，没有甬路；
每逢雨季，院中的存水就能有一尺多深，出入都须打赤脚。　　祁老人可是十分喜爱这所房。主要的
原因是，这是他自己置买的产业，不论格局与建筑怎样不好，也值得自傲。其次，自从他有了这所房
，他的人口便有增无减，到今天已是四世同堂！这里的风水一定是很好！在长孙瑞宣结婚的时候，全
部房屋都彻底的翻盖了一次。这次是祁天佑出的力——他想把父亲置买的产业变成一座足以传世的堡
垒，好上足以对得起老人，下对得起儿孙。木料糟了的一概撤换，碎砖都换上整砖，而且见木头的地
方全上了油漆。经过一修改，这所房子虽然在格局上仍然有欠体面，可是在实质上却成了小羊圈数一
数二的好房子。祁老人看着新房，满意的叹了口气。到他作过六十整寿，决定退休以后，他的劳作便
都放在美化这所院子上。在南墙根，他逐渐的给种上秋海棠，玉簪花，绣球，和虎耳草。院中间，他
养着四大盆石榴，两盆夹竹桃，和许多不须费力而能开花的小植物。在南房前面，他还种了两株枣树
，一株结的是大白枣，一株结的是甜酸的“莲蓬子儿”。　　看着自己的房，自己的儿孙，和手植的
花草，祁老人觉得自己的一世劳碌并没有虚掷。北平城是不朽之城，他的房子也是永世不朽的房子。
　　现在，天佑老夫妇带着小顺儿住南屋。五间北房呢，中间作客厅；客厅里东西各有一个小门，通
到瑞宣与瑞丰的卧室；尽东头的和尽西头的一间，都另开屋门，东头是瑞全的，西头是祁老太爷的卧
室。东屋作厨房，并堆存粮米，煤球，柴火；冬天，也收藏石榴树和夹竹桃什么的。当初，在他买过
这所房子来的时候，他须把东屋和南屋都租出去，才能显着院内不太空虚；今天，他自己的儿孙都快
住不下了。屋子都住满了自家的人，老者的心里也就充满了欢喜。他像一株老树，在院里生满了枝条
，每一条枝上的花叶都是由他生出去的！　　在胡同里，他也感到得意。四五十年来，他老住在这里
，而邻居们总是今天搬来，明天搬走，能一气住到十年二十年的就少少的。他们生，他们死，他们兴
旺，他们衰落，只有祁老人独自在这里生了根。因家道兴旺而离开这陋巷的，他不去巴结；因家道衰
落而连这陋巷也住不下去的，他也无力去救济；他只知道自己老在这里不动，渐渐的变成全胡同的老
太爷。新搬来的人家，必定先到他这里来拜街坊；邻居有婚丧事设宴，他必坐首席；他是这一带的老
人星，代表着人口昌旺，与家道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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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第一部)》

精彩短评

1、老舍先生的文笔总是在无奈苍凉中带着一丝希望的光芒

2、读书时候觉得离自己好远的文字，终于现在读来觉得余味未了。老舍真实呈现了昔日北平境况。
大师，谢谢您。
3、没有认真的看完，对不起这本书，未完待续，希望能有机会详读，再来改评价
4、看完以后又去看了话剧
5、连着几天看完的，也许因为看的书比较少。很喜欢老舍笔下的战前北平，那种味儿，那种生活调
调。看书看到最后，钱先生带着孙子从狱里出来的是，竟然鼻头一酸。终于结束了。
6、不错，但人物刻画略夸张。
7、看着 揪心 窝心 一肚子气 惶惑什么 要打就打 要跑就跑 思前想后的 真愁人
8、此生最爱的中国近代小说。可以无数遍回看，无数遍辛酸，无数遍落泪，无数遍嗟叹，无数遍苦
笑的存在。“我想写一出最悲的悲剧，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老舍绝对是近代作家里最有人文关
怀的一个，超越年代和国界的好书。
9、国破家亡时代，个人有个人的生存哲学，高尚或是卑鄙，都令人悲悯。
10、其他不论，文字功底就已秒杀那些所谓的现代文学大家
11、与内容无关 只是这个版本的排版看起来不太舒服 
12、一个真认识自己的人，就没法不谦虚。谦虚使人的心缩小，像一个小石卵，虽然小，而极结实。
结实才能诚实。瑞宣认识他自己。他觉得他的才力，智慧，气魄，全没有什么足以傲人的地方；他只
能尽可能的对事对人尽到他的心，他的力。他知道在人世间，他的尽心尽力的结果与影响差不多等于
把一个石子投在大海里，但是他并不肯因此而把石子可惜的藏在怀中，或随便的掷在一汪儿臭水里。
他不肯用坏习气减少他的石子的坚硬与力量。255
13、花了一天半终于读完了，老舍的文字极有力量，它像一条河流，裹挟着特定年代的苦难和压迫向
我们倾泻而来，且给我们以逆境中的希望。
14、京腔京韵京气性儿，生动活现，游刃有余，读着真是超级带劲儿！
15、下班回家路上看到祁天佑投河自杀那节，意料之外，安全没有想到全书第一个自杀的竟是这样默
默无闻本本分分的第二代。而他的一生只有最后的扑通一跳才惊起软软无力的层层涟漪，但很快的一
切又恢复原来的平静。老舍说“老实人，好人，须死在河里”，一句话让我本来沉重的心释怀了，没
有意义的死是不值得多同情的，因为可怜人必有可恨处。
16、每一扇门口其实都是一个悲剧 而这些悲剧又是国家悲剧的一个个缩影 我们从老舍笔下的各类人的
角度 看他们在那个时代边缘的彷徨 （打算下周看完二三部）
17、比侵略者更可恶的是汉奸。人物性格特别鲜明！
18、老北京
19、2016.8.12  我知道他想说一个无助的故事，但是我没法接受过于清晰的好人和坏人。
20、当初把整套老舍文集啃了一遍，回过头来还是最喜欢《四世同堂》。老舍是一个典型，他的创作
也是一个典型。
21、读罢合卷，各种感慨如骨骾喉......
22、虽然看的很窝火，但是老舍写的很朴实
23、可以经常温故的一本书，一个年代的缩影
24、1404
25、10.（1M15T）我爱老舍
26、以前对这段历史的印象很宏大，打了多少年，死了多少人，对国家的损失有多大，老舍先生的这
本小说则提供了一个细微的视角去诉说那段历史对个人对家庭的伤害，没有大的磅礴却更能让人感受
到战争对人的伤害。
27、不容易，读了很久。旧时的北平生动极了
28、喜欢老舍笔下的北平，又看得太憋屈！
29、前50章断断续续读了两个月，后50章在火车上一口气读完了，窗外漆黑一片，旅人各自低头，我
边看边哭，这本书影响太深，忍不住会一次次将自己代入，在反复的质疑与自惭形秽中我找到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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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第一部)》

答案
30、原来下的是全版，被封面骗了
31、读完很纠结的是，这一部“惶惑”尽是苦难的延续，还只是37年77事变到37年底前后半年的事儿
，想想北平要八年后再光复，就觉得苦难似乎没有尽头，读书如此，作一个有骨气的国人则更是不可
想像了。我时常怀疑真的会有像瑞丰夫妇、冠晓荷夫妇这样不堪的人，但显然这种人过去有，现在还
有，可能还更多。我倒不是说对日情绪，而是一种正常的是非观和做人做事的底线，实在受不了诱惑
知耻也算一点儿觉悟吧，老舍先生笔下似乎下定了决心将这群人往行尸走肉上靠了。
32、有声书只有第一部，后面的两部也懒得看。无趣的现实主义、爱国情怀，幸好没生在那个年代，
否则我的人生就被这狭窄的生活和思想给封住了。
33、四世同堂的第一本老舍的文笔真的很美，人物刻画的也很细腻，祁家三兄弟迥异的性格也最终决
定着他们的命运。
34、老舍的书总是那么吸引人，虽然平凡，但不乏味，情节语言都勾着人，全文很长，却看得津津有
味，以至于觉得越到后面越草率，不知不觉就结局了。好像仇恨能感同身受，每一段描写都有既视感
，一幕幕都能看得见画面，好人好的让人心疼，坏人对嘴脸也让人恨得咬牙切齿。真的是太精彩了
35、在那种极端环境和时代下，人物不免类型化了，毕竟只有几种出路。要么为家国大义，要么蝇营
狗苟，要么是善良懦弱的小人物夹在中间。同期看的长篇小说中，对这部感觉一般。京味没有很戳我
，大约江南和北方还是隔了一层吧（？）
36、祁瑞宣和高觉新似乎代表了一个拥有三兄弟的大家庭里长兄的懦弱、“惶惑”的典型性格，是什
么让巴金和老舍不约而同（？）地这样设计？看到第一部的尾声部分时还是很佩服钱默吟老人的硬骨
头的。祁瑞丰、冠晓荷和蓝东阳的汉奸三驾马车已基本就绪，不过老舍很意味深长地描写了他们之间
（乃至太太之间）的“缝隙”⋯⋯
37、我无法想象若是换做我，或者我身边的人，身处那样的环境中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会像瑞瑄那
样挣扎，瑞全那样愤然出走，或是瑞丰那样投机取巧？我不能知道，因为身处这样一个和平时代，谁
都无法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对自己做出预测。但我知道老舍是真恨，他写到日本人怎样糟蹋北平，汉
奸怎样无耻，他恨得咬牙切齿。他一时温柔地回忆起北平的种种传统和小买卖，一时痛心地描述北平
的萧条，一时冷笑讽刺着日本人的恶劣，一时又陷在瑞宣式的矛盾里无法自拔。 
38、抒情稍多。
39、欣赏第一部，展开的画面波澜壮阔，对战争有自己独特的了解。缺乏一种向上震撼力，文字还欠
缺。
40、迫不及待想看二三部
41、拖延症的究极进化体是放着required reading不做，迂在家里看了两天闲书。
42、国宝级作家，无愧无限接近诺文作者（后因自杀川端康成代之）。起手波涛汹涌的老北京味道，
历历在目画面感极强，像在看电影似的。他还是《骆驼祥子》、《月牙儿》的老舍。日军入侵后画面
破裂，异常缓慢沉重。
43、当兔儿爷这类可爱的、美好的东西没有了，北京也就完了。
44、终于了解了日占时期的北平生活，亡国奴太惨了！
45、也许，我永远无法看到我的前世。然而，借着书籍，我可以看到别人的前事。而这些前事也许正
发生在我的前世中。书籍，延长了一个人的生命。只活在当下的人是可怜的。因为，若没有真切的看
到、感觉到前世和来生，他便难以理解当下的真正含义。那亡城的历史，那亡国的可能，老舍放弃了
他幽默地笔。真故事里没有“歪理”，只有记录与那时最真实的状态——惶惑，老舍用笔让几十年后
的我感觉到了。
46、看看老北京一代的生活
47、侵略的战争带给我们的是贫穷、恐惧、文化的掠夺，但是，经历过战争以后我们也应该思考一些
国人内在本性的东西，没有这场战争，我们能发现那些文化人身上暗藏的懦弱吗？
48、爱国之心熊熊燃烧
49、国难之下 众生之相
50、就是偏爱老舍的文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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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第一部)》

精彩书评

1、白的让人想起了卫生纸。定价6元都不值还行是给的文字不是给的这个版本白的让人想起了卫生纸
。定价6元都不值还行是给的文字不是给的这个版本白的让人想起了卫生纸。定价6元都不值还行是给
的文字不是给的这个版本白的让人想起了卫生纸。定价6元都不值还行是给的文字不是给的这个版本
还短不短？
2、真心是太难读了，文字完全没有美感，想模仿红楼梦又模仿不出来，文字干涩生硬，一点都不流
畅，读完白先勇的台北人再读这个，真心是没法读。一篇文学作品的流畅性我认为应该是要放在第一
位的，不然都没有欲望看。内容上写尽了北平人的懦弱。
3、一个胡同，几近浓缩了整个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民根深蒂固的思想便是和平，便是顺从，便是
屈服，但战争逼迫人们不得不面对，不得不反抗。就拿祈家来说，祁老太爷整个人生就是一部被侵略
史，他坚信战争不会持续多久，但这一次似乎与他所想的不一样了。他恨日本人，偶尔的坚毅，恨二
儿子的卖国但仍摆脱不了最原始的和气。天佑更不用说，是最老实不过的人了。他的太太常年卧榻，
被折磨的没有了一点儿生气。祈家的三个孙子性格迥然不同，最矛盾的莫过于祈瑞宣了，长房长孙意
味着一份空前的责任，不得不在家给老一辈们养老送终，但是接受了新的思想，他又渴望走出小羊圈
，但不幸的是，懦弱战胜了激情。祈瑞丰说道便让人咬牙切齿，每每读到他的情节，总是不知道怎么
会有这样的存在，把日本的到来当作是自己命运的转变，只想混个官作，哪怕因此丢了自己的老婆，
他的死也是一种必然，以及冠晓荷等等这一类人的结局象征着汉奸终会被惩戒，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或许他也是值得可怜的，深受封建毒害，觉得有官做就值得高兴，值得炫耀，与瑞丰形成鲜明对比的
便是瑞全了，这个让人兴奋、让人激动的少年，充满了爱国之心，在钱先生以及大哥的鼓励下急切的
走向救国之路，这个热血、向上的少年，给了读者力量，也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小羊圈里还有太多太
多的故事，除了祈家这一大家子人来说，还有备受折磨从文人走向革命者的钱先生，有古道热肠的李
老太爷和李老太太，有虽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却坚持自己的信仰的小崔等等青年人，还有最最可恶
的冠晓荷、大赤包等等这类人。。。这个小羊圈有着酸甜苦辣，读的时候会不自觉得跟着老舍的笔调
近距离的旁观这个胡同的点点滴滴，从另一个角度了解那个时期那个社会的种种。这个社会已经足够
浮躁，四世同堂有着它的魔力让你从中升华而进入他所营造的小羊圈，值得静下心来品尝。
4、年青时候读《四世同堂》，囫囵吞枣，不识愁滋味。最近重读一遍，感人生辛酸，不能自已。老
舍先生费尽苦心给小说安排了一个还算和美的结局，似乎书中也写尽了不同的人性。但谁又能真正了
解现实人生中的人性疯狂，惨剧终于还是在66年发生了...我推荐朋友们都读一下这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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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第一部)》

章节试读

1、《四世同堂(第一部)》的笔记-第22页

        总之生在这个年月，一个人须时时勇敢地去面对那些危险的，而小心地方那“最”危险的事。你
须把细心放在大胆里，去且战且走。你须把受委屈当做生活，而从委屈中咂摸出一点甜味来，好使你
还肯活下去。

2、《四世同堂(第一部)》的笔记-第81页

        时代背景：北平沦陷。就这阶段的状态，实在看不下，先到这里。

3、《四世同堂(第一部)》的笔记-第999页

        祁老人可是十分喜爱这所房。主要的原因是，这是他自己置买的产业，不论格局与建筑怎样不好
，也值得自傲。

他像一株老树，在院里生满了枝条，每一条枝上的花叶都是由他生出去的！

八十岁以后的事，他不愿去想；假若老天叫他活下去呢，很好；老天若收回去呢，他闭眼就走，教子
孙们穿着白孝把他送出城门去！

只有在他脸上有点酒意的时候，才穿着古老的衣服在门口立一会儿，仰头看着槐花，或向儿童们笑一
笑。

他的诗不给别人看，而只供自己吟味。他的生活是按照着他的理想安排的，并不管行得通行不通。

在钱先生呢，他一辈子不肯去巴结任何人，但是有愿与他来往的，他就不便拒绝。他非常的清高，可
并没先生便随时的答以“怎么好？”“真的吗？”“对呀！”等等简单的句子。若实在无词以答，他
也会闭上眼，连连点头。......可是培植的方法到底是有互相切磋的必要的。

他们走的要很稳，脖子上要有很大的力量，才能负重而保险不损坏东西。人们管这一行的人叫作“窝
脖儿的”。

患难时最实际的，无可幸免的；但是，一个人想活下去，就不能不去设法在患难中找缝子，逃了出去
—尽人事，听天命。总之生在这个年月，一个人须时时勇敢的去面对那危险的，而小心提防那“最”
危险的事。你须把细心放在大胆里，去且战且走。

现在，气虽然是对大嫂发的，而他所厌恶的却是一般的—他不喜欢任何不论是非，而只求敷衍的人。

“......一朵花，长在树上，才有它的美丽；拿到人的手里就算完了。北平城也是这样。它顶美，可是
若被敌人占据了，它便是折下来的花了！是不是？”......“假若北平是树，我便是花，尽管是一朵闲
话。北平若不幸丢失了，我想我就不必再活下去！”

钱先生的话好像是当票上的字，虽然也是字，而另有个写法—你要是随便的乱猜，赎错了东西才麻烦
呢！于是，他的嘴唇动了动，而没有说出话来。

钱先生即没失去态度的自然，也没找到任何的掩饰，就那么大大方方的走出去，使冠先生的手落了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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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第一部)》

天很热，而全国的人心都凉了，北平陷落！

只有响晴的天上似乎有一点什么波动，随人的脉搏轻跳，挑出一些金的星，白的光。亡国的晴寂！

在那里，他应该把太阳旗一脚踢开，而把青天白日旗插上，迎着风飘荡！

侵略者要是肯承认别人也是人，也有人性，会发火，他就无法侵略了！日本人始终认为咱们都是狗，
踢着打着都不哼一声的狗！

我还要告诉他们：我们还有多少多少象我的儿子的人呢！你们的大队人马来，我们会一个个的零削你
们！你们在我们这里坐的车，住的房，喝的水，吃的饭，都会教你们中毒！中毒！

只有一句话！到什么时候都不许灰心！人一灰心便只看到别人的错处，而看不到自己的消沉堕落！

4、《四世同堂(第一部)》的笔记-第168页

        假若给她两件好衣裳和一点好饮食，她必定是个相当好看的小妇人。衣服的破旧，与饥寒的侵蚀
，使她失去青春。虽然她才二十三岁，她的眉眼，行动，与脾气，却已都像四五十岁的人了。她的小
长脸上似乎已没有了眉眼，而只有替委屈与愁苦工作活动的一些机关。她的四肢与胸背已失去了青年
妇人所应有的诱惑力，而只是一些洗衣服，走路，与其他的劳动的，带着不多肉的木板与木棍。今天
，她特别的难看。头没有梳，脸没有洗，虽然已是秋天，她的身上却只穿着一身像从垃圾堆中掘出来
的破单裤褂。她的右肘和右腿的一块肉都露在外面。她好像已经忘了她是个女人。是的，她已经忘了
一切，而只记着午饭还没有吃——现在已是下午四点多钟。
到了第167页，她才以一种王熙凤般“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方式登场，然而那声音却是一段虚弱的
责备，满是凄苦与酸楚。翻至第168页，她终于以如上的模样出现在读者面前。
第一部看了约有一半，林林总总出现的主要人物不止十几二十号，却唯独这个人的出场给我的印象最
深刻，因为看到这段文字，便看到这个人迄今为止的一生，以及这一生所赐予她的一切。
这一天是北平沦陷后的第一个中秋。这个人是小崔的妻子。
老舍让她“深居简出”了168页。从前她的出现只是作为小崔醉酒后殴打的对象，一个可怜而短暂的宾
语。
而这一刻她成为了主语，成为了这一段唯一的主角。她的形象是一个被磨难侵蚀过、被生活压榨过的
女人，干瘪，憔悴，疲惫，不堪。

我尤为喜欢的是最后一句。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生存。而在她的生命中
，只剩下对生存的顾虑。在国将不国之时，这也是一个生活在飘摇的底层家庭的女人最伟大的顾虑。

以前没怎么看过这一时代的作品，总觉得老。可是这回一捧上《四世同堂》，我就知道自己错了，至
少在老舍面前，大错特错。他描绘的能力实在太强大，每两个字间的空隙里仿佛都看得到饱蘸了激情
的发颤的笔尖。
我想现在这个时代缺少的就是这种让人发颤的感情。我们看书，似乎看得太平静，太冷静，太波澜不
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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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四世同堂(第一部)》的笔记-第40页

        他想起父亲的死，孟石的死，小文夫妇与小崔的死。哪一回死亡，大家不是哭得天昏地暗呢？为
什么中国人那么怕死，爱哭呢？是中国的文化已经过熟呢，还是别人的文化还没熟到爱惜生命与不吝
惜热泪呢？

6、《四世同堂(第一部)》的笔记-四世同堂

        京味儿浓郁的小说，不看不知道北平还有这样儿的过去，过程起伏扣人心弦，结局虽有服从历史
和命运的无奈，但总算令人畅快的

7、《四世同堂(第一部)》的笔记-第47页

        钱先生对老三说的话：只有一句话！到什么时候都不许灰心！人一灰心便只看到别人的错处，而
看不到自己的消沉堕落！

8、《四世同堂(第一部)》的笔记-第200页

        从前天世界读书日开始看的，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看民国市井百态和人情冷暖。喜欢钱老
爷子，不求大福大贵，不求锦衣玉食，不趋炎附势，不理世故人情，但求静室一间自诗自画自有个中
乐趣，可谓民国风骨吧。

     不知不觉居然看了小半本⋯⋯十六章节冠家和祁家老三夫妇的麻将局写得真精彩！每个人一丝一毫
的表情和芝麻样儿的小心眼儿都显微镜一样给放大展示出来，似乎那种切肉见骨的讥讽和细腻地描写
好像现在不流行了，像《围城》和张爱玲之类的民国小说，都有很鲜明的这样的特点，读起来很过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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