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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

内容概要

老舍创作过各种以市民社会和知识分子为对象的小说，本书即以此为题材的作品集。其中写于一九三
三年的著名长篇小说《离婚》，通过旧北京财政所科员张大哥及市民知识分子老李等在婚姻家庭问题
上的喜剧性矛盾，揭示了市民社会的灰色人生和卑微灵魂；以该谐幽默的笔调，嘲讽了灰色人物的妥
协、懦弱、折中、敷衍、息事宁人、自欺知足等市民哲学。小说以其对市民社会具体而鲜活的刻画描
绘，扩展了中国新文学的题材领域，显示了老舍现实主义创作的独特性和深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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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听过了。而根据这部小说拍的一个“贺岁片”，叫《纳妾》。
2、大师的调侃，大师的细腻，大师的精确，大师的温情。
3、主角老李作为知识分子，渴望的婚姻是带点“诗意”的，无需大红大紫，惟愿有些绿色萦绕，双
方可互相欣赏美感，可周围男女都对婚姻麻木，妇女随了丈夫，父母被儿子套牢（女儿显得就不那么
重要），当时北平的家庭结构居然如此，最后就连心上人——马少奶奶，也妥协了男权文化。这样的
话，留给老李的出路只有逃离世俗，远走高飞了。
4、我只是想多画两本书...
5、一到冬天就到了读老舍的季节。。。
6、只是“敷衍”。
7、把人生当个笑话看也很有意思
8、终于看完鸟~~ 大多数人不为自己而活，有时候逃避成瘾，这样不好，所以也不能一贯地去追随了
内心。。
9、最早接触的是话剧《离婚》，今天读完，留下的仍是“诗意的栖居”五个字，如果觉得老李是个
可怜的人，多半就是这样带着诗意妥协的人。
10、同情的幽默，笑到不行
11、对文中所有小配角的描绘的也活灵活现
12、没啥意思
13、哎呀，对《离婚》里几个小市民家庭的社交活动印象深刻~
14、2009.04
15、喜剧的内在都是悲剧
16、当初看的时候笑死了，比骆驼祥子好看
17、老舍是多么智慧的一个好人啊 
18、前几天刚看的⋯⋯
19、哎，婚姻就是将就，看得太透容易不幸福，家里翻出这本书来，看完觉得世界又不美好了，但是
，还是要相信爱情啊啊啊
20、很好，“压根儿地”，毕竟是老舍！
21、有些讽刺
22、堪与《围城》媲美
23、不敢逃离的牢笼，鄙视别人的时候更笔试自己
24、老舍的作品，犀利又幽默完全可以给五星！这一星扣在出版社，居然有错别字！“儿”打成“几
”，“人”打成“入”，“暖”打成“缓”！我虽读书快，被封扫描仪，可我是个有错别字识别功能
的高端扫描仪好伐～
25、不得不惊叹老舍先生对衙门、官僚、婚姻以及小市民刻画的精准。这是读老舍的第一本书。
26、一个能人的苦痛哀乐
27、最典型的北平人，永远的有派头，永远的讲规矩，他从来不支持别人离婚！
28、生命似在薄雾里，不十分黑，也不十分亮，叫人哭不得笑不得，应当来些日光，假如不能，来阵
暴风也好，吹走这层雾。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于是入了地狱，至今也没得出来，鬼是越来越多，
自己的脸皮也烧得乌黑。非打破地狱不可！可是想打破地狱的大有人在。管自己吧，和张大哥学。张
大哥是地狱中最安分的笑脸鬼。地狱的生活本是惩罚。你也不离婚啦？
29、出了那些面目模糊的中年男人内心的想法，围城中人的缩影，揣摩地细致入微，官僚衙门，非自
由婚姻，两点一线，吞进吐出，无穷地兜圈，浑浑噩噩地过，不求明白，也是一辈子，然而，人是如
何不知不觉陷入这般境地的呢？  
最凄楚的那句话，莫过于，不过是追求那点“诗意”。 可最后还是幻灭了。 离婚，是一个尚且有自
己想法，不想苟且过活的人内心最后的那点动摇。 仅此而已。 大多数人的人生，大抵是妥协的过程
。
30、中国式的生活：凑合着过吧
31、yangg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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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老舍的小说读来总是让人压抑，苦苦挣扎却又毫无希望，最终也只是敷衍将就吧。活着而已。张
大哥是个世事上的精明人，故事里提到他是“常识的结晶，活物价表”时，我简直有点爱他啦。可他
一辈子也就被那点子人情所牵绊，精于此，也就止于此。太平岁月，当然可以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一
旦出了事，天真被当做共党抓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又岂是张大哥所能控制的。其实故事中的人
，哪个不是顺从着这个世界，将就着过吧。那些要离婚的人，可有一对离婚的没有！连理想情人马少
奶奶都和马同志凑合过下去了。压抑绝望，就像老李一样，没有反抗的能力，甚至连反抗的念头都是
罪过。人生总有那么豪横一回。谁要是不怕人了，谁就能像耶稣似的行奇迹。老李为了张大哥把自己
贡献出去、丁二爷弄死小赵，甚至连李太太给了马同志一个大耳帖子，都是行侠仗义，那么叫人痛快
。大不了就辞职不干啦，回乡下种地。到现在呢，怪物衙门仍旧是怪物衙门，可是我们连回乡下种地
都不能了。
2、我眼中的小说大概可以分为四个层次：1、结构。正叙倒叙插叙乱叙（不知道有这个词没有），第
一人称第二人称上帝模式。2、故事。魔幻武侠言情传奇，战争谋杀吵架上床。3、语言。主谓宾定状
补，动名行数量代。4、意义。娱乐励志刺痛，意识形态反动还是革命。老舍绝对是语言的大师，称
为人民文学家是名副其实，他对于北京的喜爱透漏在作品的每一句话里，对于市井生活的酸甜苦辣有
着深入的体验，真正的智慧，使现在那些所谓的80后们年少轻狂的小聪明看起来愚昧无知，畅销书的
榜单犹如臭水沟里的浮萍和泡沫塑料。我向来认为文学不仅仅需要天生的才华，更需要生活的经验，
厚积薄发。老舍生活在老北京的城墙下胡同中四合院里，每一句对话都透出生活的乐趣，每一砖一瓦
都从他的印象中流出来，活生生的。短句，俏皮话，绝妙的形容和比喻，稠密的描述事情，贫，侃，
现在的底层北京人仍然操着老舍的口音，满大街的的哥们还在继续骆驼祥子的故事。离婚的故事和后
来的围城有些相似，把知识分子的无奈写的入木三分，诗意与现实，理想与生活，总有无法调解的矛
盾。老李最后选择了离开北京的衙门回了乡下，可是乡下就一定是乐土吗？也许那里良心和世俗的冲
突要稀疏一点吧。从这里看，离婚是消极的，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无奈没有转化为革命的力量，这
似乎与主流的宣传并不符合，于是在我看来更为精彩的离婚远没有“苦大仇深”的骆驼祥子那样的受
到推崇。而且，整部小说提到的两个“共产党”，一个叫做“天真”，一个叫做马克同，自称马克司
的兄弟，叫自己亲娘为妈同志。这就是老舍对于共产主义的态度吧，这样看来他的确是不革命的
。1966年跳进湖里，他还是不革命的，但是他对自己和时代都有清醒地认识，他还是勇敢和智慧的
。http://blog.sina.com.cn/m/dumpling
3、这本书不是要教你什么，不是要揭露什么，甚至这本书根本是有贬低党的。叙述故事，叙述市井
，叙述传奇，教你体会平凡的世界。。。。。。
4、凡是仔细看过本人资料的博友在看到这个题目时必然会大感莫名其妙。的确，本人方才21，仍旧一
个未出茅庐的学生，连结婚都还没影儿呢，怎么提及“离婚”了呢？用老舍《离婚》里的原话说，那
就是“和离婚还差一万多里地，远得很呢。”诚然。话虽如此，但我始终觉得自己还是要冒点风险开
口说说的。我一向喜欢舍先生的文字，幽默，但不是为幽默而幽默的，是更不是诙谐油滑的噱头；而
是那种含蓄蕴藉的、耐人寻味的、发人深思的艺术。近日再次拜读舍先生的《离婚》，深有感触。之
所以用“说‘离婚’”为题，而不敢擅用诸如“论”、“评”或“谈”等字眼，是因为本人自知才学
疏浅、愚昧平庸。虽是一再拜读《离婚》一文，仍不敢妄加评论，恐伤众博友之眼。说是“说”，倒
也有点狂妄自得了，望众博友海量，暂且不去计较吧！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喜剧，是将无价值的东
西撕毁给人看。”，舍先生的《离婚》恰恰是将无价值的人生撕毁给人看。《离婚》所引起的，不是
一种开怀大笑，而是一种苦笑，一种含泪的微笑。就如同一个含冤的死刑犯向要斩杀他的刽子手微笑
那样。那样的笑中暗藏着的不是一柄刀，而是一根比刀还要骇人千倍万倍的利刺——讽刺。第一次阅
读《离婚》时，的确在笑，为幽默而笑，为无聊的人无聊地笑。笑，是可以打发时间的。拜读第二遍
时，还是笑，苦涩的笑，为可怜而又无知的人们。第三次的笑是无声的，在内心的含泪的笑。笑得使
人沉思，这样的生活，还应该让它继续下去吗？再次品读时已经没有笑意了，笑演变成了深度的思索
，蜕变成了一大堆引人熟虑的问号以及问号背后模糊不定的答案！不禁得问自己，我从中学到了什么
？与其说是“学”，倒不如说是“收获”。“敷衍、折中、怯懦、龌龊、猥琐、奴性、劣根性⋯⋯”
只是这些贬词的诠释吗？除了这些？除了张大哥、老李、吴太极、邱先生、孙先生、小赵？除了张大
嫂、二妹子、李嫂、吴太太、邱夫人、孙夫人？当然还有丁二爷、马老太、马少奶、天真、秀真、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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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菱！是了，还有自诩为马克思的弟弟的马克同马“同志”。按马同志的辩证法来看，男人是可以而
且非得共产不可的！一男多妻、一女多男？无所谓！只要可以把自己共产出去，共给马少奶？不够！
黄同志？还是不够！高同志？谁知道！《离婚》！老舍用高超细腻的艺术手法，从生活琐事中见一斑
而窥全貌！《离婚》塑造出的不仅仅只是诙谐，还折射出了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也反映出了中华民族
的某些痼疾！可怜、可笑、可叹！最显明的是张大哥与老李。他们有着鲜明的共性却又有强烈的个性
！张大哥的不得罪人、“退一步想”正是老李一样的怯懦。而老李常常表现为折中或是屈服。自然老
李是好一点的，张大哥没了儿子就如同没了天，儿子回来了，他似乎又成了世界的轴心！无知！老李
？至少还有那么一点属于自己的梦幻的诗意！而且最终地放得下，看得透，不革命？咱请辞下乡去！
倒是丁二爷，是英雄？不是，绝对不是，杀了人，敢情还赶得上英雄？设若是，又有几人知道了去？
丁二爷是废物？自然也不是，敢杀人、能杀人、真杀了人，还能是废物？废物也能保住几十个人的饭
碗？不可想象！小赵该死？凿实该死！是阴谋家且又不成功——竟然动了情，还是朦胧的，这不该死
？！还有邱先生、吴太极、孙先生？还不都是一群腐暗社会孵化出来的蜾蝇毒蛾，看着就觉得讨厌。
更不用等他们开口，溅得到处都是污浊！最可怜的还那些妇人们！张大嫂，按老李的想法，张大嫂可
怜！似乎“逆来顺受”这四个字专个儿是为张大嫂设计的。倒也好，老的不让管，少的管不了！可惜
还是没落得个清闲。忙！不得这么说，该说为生活、为家庭，只有这样说，张大嫂大概这会儿才会高
兴的！李太？说是乡下人，变得比什么都快、干净！进朱者赤能不透彻？北平自然是没有这种能力的
，但北平的人有，尤其是北平的妇人！从顺从，到指桑骂槐，再到打自个儿俩耳光和老李对着干，干
脆！变得干脆！不为别的，就消这一点便值得大家拍掌！变是得变，时代变，你不变成吗？不过，李
嫂骨子里不还是个村妇？！还是邱太太好些！至少是个文化人，大学生！有个性！甭提，有点令人敬
佩——邱先生竟然怕她！得学！离婚？她也不落伍，得闹，但得有脾气，不过火。有文化的就是不一
样，也就这个理儿！方墩就没文化人聪明！吴太极要纳妾？男人嘛，多个心思，谁叫你不会生又长得
丑？既然管不了，顺着不就没事儿了？非得提“离”字不可？一夜夫妻百日恩，总算还是妻！纳妾？
为了什么？还不是用来伺候大奶奶的？笨！果然得有文化！没文化的就得像孙夫人，生，会生。女人
，不怕别的，就怕不会生！尤其是不会生男孩！得瞧！自然没有万事顺的，有？那会是人？不可能！
就连心慈的马老太不也有段可悲的往事？伤心事谁没有？有胆的站出来，定让众人压成扁杏！《离婚
》！至少马少奶我还是喜欢的，虽然她也可怜，也可悲。“⋯⋯只觉得一件红衣那么一闪。”是诗意
，是浪漫，在老李觉得！在我觉得，那是一段插曲，忧郁的旋律，那件红衣是善良！读完整篇文章，
倒也还是可以发现那么一点可爱的。英和菱是小孩，自然得可爱，得讨人喜欢！张天真？算不得小孩
，设若我有这样的儿子，想必我的生命也是便宜的不能再便宜了！有用处，但没价值！秀真，不怪她
，花季少女总是浪漫的并且不懂得生活。如果能够分清是非真假的，那便也不是少女了！十三妹，十
九岁，据她自己说，十四岁已经是少妇了，自然撕着脸皮和吴太太对干！这能是少女？《离婚》！随
着小赵被杀，张大哥复活，一切似乎又轮回到了往昔。张大哥的天平又开始运营了！离婚？在张大哥
的左眼看来，那是罪过，是恶魔，要不得。生活又归于平静！吴太太也不离了，得想法赶走媚妖狐，
哪还有心思离？邱太太也不提了，管他老邱的，只要还怕我不就成了？！文化人就是不一样！孙太太
没什么好离的。张大哥？自己是媒人，又极反对离婚的，不可能离！只剩得老李了，得，回乡下去，
爱离不离你们说去吧，谁稀罕！介绍婚姻是创造，消灭离婚是艺术批评！离婚？哈哈，张大哥心里想
，见你的大头鬼去吧！
5、这本书是我近几年来读过的最好的一本书。老舍他儿子说老舍也是这样看自己的作品。虽然我连
主人公的名字都快记不清了，但是老舍的幽默、他的语言里留给我的这些个进退不能、对理想的无奈
和憧憬的感觉历久弥馨。我喜欢老舍、钱钟书那个年代的人写的东西，简练、回味无穷。我觉得这个
比四世同堂要好得多。没看过拍成的电影，越发觉得在中国，过去的才是传奇了。
6、说出了那些面目模糊的中年男人内心的想法，围城中人的缩影，揣摩地细致入微，官僚衙门，非
自由婚姻，两点一线，吞进吐出，无穷地兜圈，浑浑噩噩地过，不求明白，也是一辈子，然而，人是
如何不知不觉陷入这般境地的呢？最凄楚的那句话，莫过于，不过是追求那点“诗意”。可最后还是
幻灭了。离婚，是一个尚且有自己想法，不想苟且过活的人内心最后的那点动摇。仅此而已。大多数
人的人生，大抵是妥协的过程。
7、爱老李,因为他有良知,有爱心,他不喜欢妻子,不喜欢张大哥,不喜欢丁二爷,可是他有责任感,他有感恩
的心恨老李,因为他一再逃避,一再自欺,拿不出一点气概来,小赵如此得耍弄他,他全咽了下去.叹老李,因
为这就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写照,敷衍,生活到最后就成了敷衍,在人际场中麻木了一半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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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出小人物的婚姻闹剧，一部小人物的人生悲剧。琐碎小事中蕴含着老舍先生关于人生的的大智
慧。描写细致入微，用语亲切精练，典型的老舍式的、地方色彩极浓郁的幽默。守旧刻板，不解一丝
诗情画意的老李妻子；圆滑世故，当今社会比比皆是的“老好人”张大哥、大嫂；他们的儿子纨绔子
弟天真；口蜜腹剑、精通钻营之道的小赵；爱说官话、摆官架子的、腹中空空的老孙；老实厚道，却
无才无能只得寄人篱下的丁二爷；邻家美丽的活寡妇，老李心中的完美情人马少奶奶；还有那些好搬
弄是非的太太们。一幅幅滑稽、丑恶、无聊的人生百态图跃然纸上。主人公，有思想、有骨气的老李
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日日与这些人为伍，出入于那个“吃人的衙门”，硬着头皮参加各种饭局、宴
席，卷入各种是非纠纷之中。给妻子念一首诗，换来她昏昏欲睡的表情；想好好休息一番以驱散工作
中琐事的烦扰，却一次次被幼小儿女纠缠不止。 被衙门里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弄得精疲力竭、苦不
堪言。如此的婚姻，如此的生活，老李只有选择逃走。而现实中，婚姻失败、拖儿带女的人逃亡何处
？又怎么个逃法呢？俗话说“上了贼船就难逃了”，欲要结婚之人，请万万三思而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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