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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老舍话剧艺术上的创新

蔡 志 飞

内容提要 不少当代文学史在评述老舍话剧艺术时多侧重于对他的剧作思想内

容的分析 ,对其艺术
·
成就则论之泛泛 ,而 对他在话剧艺术上的开拓与创新的论析可说

是少之又少。为了丰富与强化话剧艺术的表现力 ,老舍力主创新 ,其要点有四:一 ,倡 导
“
以人为主

”
的人物结构模式,突 破传统的以事为主的情节结构模式;二 ,把小说的幽默

技巧融入话剧创作 ,使 剧作呈现出不同色调的喜剧意蕴,丰 富了话剧艺术表现技巧 ;

三,把小说刻划人物的成功经验运用于话剧创作,以 极简洁含蓄生动的语言让人物
“
开

口就响
”
,闻 其声而知其人 ;四 ,将戏曲、曲艺的语言技巧融入话剧创作 ,让 人物

“
唱着

说
”
,文俚结合 ,雅俗共赏。

关键词 老舍 话剧创作 话剧艺术 表现力 '开拓与创新

早在 ∞ 年代 ,老舍便涉足于话剧创作 ,以极高的抗战热情先后创作了《残雾》、《国家至上》、

《谁先到了重庆》、《张自忠》等九部话剧 ,在艺术上经历了从不熟悉话剧艺术技巧到能逐渐地将之

运用自如的摸索与尝试的实践过程。新中国成立后 ,老舍以自己的小说创作和话剧创作经验为基

础 ,把 自已的精力与心血倾注于话剧创作之中,辛勤笔耕于剧苑 ,陆续发表了《方珍珠》、《龙须

沟》、《茶馆》、《西望长安》、《全家福》、《神拳》等十四部剧作。这些剧作尽管题材各异 ,思想艺术价

值不等 ,但都是老舍无数心血的艺术结晶。正是这一系列的剧作莫定了老舍在中国当代话剧史上

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老舍在中国当代剧坛上之所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

于他在话剧艺术上的不断开拓和勇于创新。但是 ,令人遗憾的是 ,许多当代文学史在评述老舍话

剧时多侧重于他的剧作的思想内容的分析 ,对其艺术成就则论之泛泛 ,而对老舍在话剧艺术上的

开拓与创新的分析则更是绝无仅有 ,少之又少。因此 ,笔者不揣冒昧,拟就老舍在话剧艺术上的富

有建设性的开拓与创新除述管见 ,以 就教于同人。

为了丰富与强化话剧艺术的表现力 ,老舍力主创新。老舍曾经说道 :“ 创作这个事就是大胆创

造、出奇制胜的事儿 ,人人须有点
‘
新招数

”
,要勇于

“
突破藩篱

”
、
“
独出心裁 ,别开生面

’’E1彐 。老舍

在话剧艺术上的开拓与创新 ,首先表现在对传统的戏剧结构形式的突破上。老舍认为 ,“ 我们写

戏 ,不能让旧形式束缚住
”匚2彐 。传统的戏剧 ,无论是戏曲还是话剧 ,它们在戏剧结构上总是重事、重

情节 ,强调戏剧冲突的高度集中和一贯到底 ,强调一人一事的结构模式。换言之 ,传统的戏剧结

构重事不重人。对此 ,老舍——深知文学即人学的老舍曾责之曰 :“ 创作主要的是创造人。⋯⋯人

第一。一般的剧本的缺点 ,就是事情很多 ,材料多 ,而对人的了解 ,对人的认识没有那么多 ,太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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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 ,而不注意作事情的人。帅]在《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以及其他一些文章里 ,老

舍戏称这种传统的情节结构模式为
“
老套子

”
。他认为这种

“
老套子

”
不利于对人物生活命运和性

格的刻划 ,且对时代生活变迁的反映也苍白无力。因此 ,老舍主张
“
在构思的时候 ,是先想到人

物
”【‘],“

要求自己始终把眼睛盯在人物的性格与生活上
”[5彐 ,主张从人出发 ,“不因事而忘了人

”
,

而应
“
以人为主

”
、
“
以人物带动故事

”E6]。 老舍的这一艺术主张便有力地突破了传统戏剧的以事为
·
主 ,重情节不重人的结构模式 ,并形成了对一种崭新的情节性淡化的人物结构模式的倡导。《龙须

沟》和《茶馆》两剧便是这一新颖的结构模式的代表作。表面上看 ,《龙须沟》写是北京城的一条臭

沟的变化 ,内容平淡无奇。但深入剧作后便不难发现老舍构思上的良苦用心 :以 人衬沟 ,以 人写

沟,通过沟的变化而写出人的生活命运与精神面貌的变化 ,进而反映时代生活的变迁 ,表达揭露

和控诉旧社会的黑暗与罪恶 ,歌颂新社会的光明与美好的主旨。在剧中,老舍摒弃了一人一事的
“
老套子

”
,一起笔便

“
写出几个人物来

”
,并让

“
他们都与沟有关系

”E7彐 。这些人物有善良而懦弱的
程疯子及其娘子 ,直爽泼辣的丁四嫂与懒散的车夫丁四 ,保守胆小的王大妈与富于小子性格的女
儿二春 ,刚直的泥水匠赵老头。他们住在龙须沟旁的一个破旧肮脏的小杂院内,在解放前受尽了

沟害、人害之苦。程疯子本是个有才华的曲艺艺人 ,因受恶霸欺压与生活环境的恶劣 ,使之精神受
到压抑 ,以 至疯疯傻傻 ,成了个不能身食其力的

“
废点心”

。丁四在外拉车受气挣不了钱 ,加之龙须
沟的脏臭而不愿回家 ,因而常与四嫂口角 ,家庭不睦。王大妈与二春也常因龙须沟的恶臭而拌嘴 ,

二春老想离开小杂院。泥水匠赵老头则因龙须沟的蚊蝇肆虐而患病。反动政府虽派捐派款却从
不修沟。因此 ,人们盼望着

“
沟不臭 ,水又清 ,国 泰民安享太平

”
的日子。解放后 ,人害虽除但沟害

未灭,所以人们强烈盼望治沟。人民政府关心人民疾苦 ,迅速根治了龙须沟 ,使得人民能安居乐
业。于是程疯子的精神压抑状态彻底消除 ,他有了看水的工作 ,由 一个废人变成了一个有用的人。
而王大妈一家与丁四一家的家庭矛盾也随之消失。赵老头成了街道工作积极分子。人民由衷感
激人民政府 ,并拥戴共产党。通过以上简述 ,不难看出 ,老舍在构思剧作时正是把眼睛盯在这些生

活在龙须沟旁的人物的命运与性格的变化上的。正是通过这些人物的命运性格的描写来带动故
事和结构剧作的。《龙须沟》结构上的新 ,就在于以人为主 ,以 人来支持剧作结构。正如老舍自己

所言 :“假若《龙须沟》剧本也有可取之处 ,那就是因为它创造出了几个人物⋯⋯这个剧本皇没有
任何组织过的故事 ,没有精巧的穿插 ,而专凭几个人物支持着全剧。没有那几个人就没有那出
戏。

”E:彐 老舍这段话中的
“
没有任何组织过的故事 ,没有精巧的穿插 ,而专凭几个人物支持着全

剧
”,便是他在话剧结构形式上勇于突破

“
老套子

”
创造人物结构模式的最好注脚。

如果说《龙须沟》在剧情结构上标志着老舍对传统对剧结构形式的重大突破 ,那么,他的杰作
《茶馆》则又将这一突破推向了一个更新的层面。《茶馆》这部三幕历史剧借北京城的一个大茶馆
的兴衰和下茶馆的小人物的生活命运的变化 ,演示了旧中国半个世纪的社会历史生活的变迁。它
通过

“
这些小人物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 ,来说明那些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丬叫,进而达到了

“
葬送三个时代

”
的目的E1°彐。它与《龙须沟》在结构上的相同之处在于也是以人为主 ,以 人物带动

故事和支撑全剧。不同之处在于写的人物更多 (七十余人),反 映的历史生活跨度更大 (半个世
纪 )。 剧作从清未康粱变法失败一直写到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它通过剧中七十余人的
生活命运的变化而反映并诅咒了清末、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时代和国民党施行暴政的三个黑暗腐
朽罪恶的时代。老舍在《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 :“我的写法多少有点新的尝试 ,

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
”
这

“
新的尝试

”
首先是表现在以

“
主要人物自壮到老 ,贯 串全剧

”
和

“
次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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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父子相承
”
的方式来串联结构与推动剧情方面。其次是采用了德国剧作理论家布莱希特的史诗

剧的
“
人像展览式

”
结构形式。它通过一组组人物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的生活命运和性格变化的

速写 ,构成了若干幅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风俗画 ,由 此来反映时代生活的变迁。第三 ,这
“
新的尝

试
”
还表现在各幕之前用数来宝的曲艺形式介绍各幕剧情并将这几幕衔接勾连起来 ,使之成为一

个有机的艺术整体。这样 ,《 茶馆》一剧在结构艺术上便更
“
新

”
于《龙须沟》。老舍在话剧艺术上的

以人取胜的
“
新招数

”
,可谓他在中国当代剧坛上的一个成功的创举。

老舍在话剧艺术上的富于个性的创新之二 ,在于他把小说的幽默技巧融入话剧创作之中,既

使他的剧作呈现不同色调的喜剧意蕴 ,同时又丰富了话剧艺术的表现技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 ,老舍被人们誉为
“
幽默小说家

”
。自从他开始写剧本后 ,便将自己写小说时所焕发出来的幽默

意识渗透于话剧创作之中。他的建国后的话剧更是浸透了幽默感 ,从而使他的剧作程度不同的折

射出喜剧的光芒。

老舍认为戏剧 ,尤作是喜剧的语言必须精彩 ,应 该
“
既逗笑而又有

‘
味儿

”〔lll。 要做到
“
既逗

笑而又有
‘
味儿

”
,贝刂必须依靠幽默的艺术。对于幽默艺术 ,老舍集大半生艺术实践之甘苦而认识

到 :“我知道滑稽幽默不应是目的,⋯ ⋯乱耍贫嘴 ,往 往使人生厌。我们要避免为招笑而招笑 ,而以

幽默的哲人与艺术家 自期 ,在谈笑中道出深刻的道理 ,叫 幽默的语言发出智慧与真理的火花

来。丬
【四正是由于老舍意识到应当在谈笑中道出深刻的道理来 ,所 以,他的幽默具有强烈的社会

批判意识和鲜明的分寸感。他嘲笑一切陈旧落后意识 ,鞭挞丑恶。对人民内部的落后的陈旧的意

识 ,贝刂
“
善意的鞭策

”
;对敌人和反动的事物则予以无情的揭露与鞭挞。《茶馆》可谓一出

“
寓哭于

笑
”
的喜剧色调浓郁的剧作。在剧作中,老舍以喜剧的口吻与幽默的笔调叙述了一个大茶馆的兴

衰和与茶馆相关的各种小人物的悲剧。三朝顺民裕泰茶馆掌柜王利发经营茶馆煞费苦心 ,遵父

训 ,重人缘而且不断
“
改良

”
,最后只落得个被获准作为

“
老头商标

”
子以保留的结局。但旧制度还

是不容留他 ,只好被迫上吊。办工厂搞实业救国的民族资本家秦仲义,虽然雄心勃勃要办大大的

工厂救国救民、抵制洋货 ,但抗战后其惨淡经营的工厂却被国民党当局作为
“
逆产

”
没收 ,而且机

器被拆掉当废铜烂铁卖掉。他也只能在茶馆中呼地抢天 ,痛不欲生,从反面总结人生经验 ,自 己骂

自己是个天生来的笨蛋。旗人常四爷虽然正直爱国 ,担心满清王朝的完玩 ,然而却被抓进监狱。出

狱后虽然又加 入义和团杀洋人 ,想救国 ,然而义和团又被镇压。他爱国,然而却报国无门,只落得

个卖花生米度日的凄凉晚景。这三个自壮到老贯串全剧的人物的一生是悲剧性的 ,让 人看了禁不

住热泪纵横。然而 ,对这些人物——幽默的承受者 ,老舍又是以喜剧的手法进行了善意的嘲讽。剧

作通过三位老人的动机与效果之间的喜剧性矛盾的展示 ,指 出了在黑暗腐朽的旧社会 ,逆来顺受

的人生态度的不可取 ,改良道路的行不通 ,以 及没有革命理论指引的个人反抗的无出路等深刻哲

理。老舍在《龙须沟》中对程疯子解放前的苦难遭遇的描写以及程疯子的疯傻神态的刻划及其在

挨二流子冯狗子的打后的无可奈何的懦弱性格的揭示 ,也同样浸透着寓哭于笑的幽默意识。不过

这笑是一种含泪的苦笑 ,使人们通过人物的悲剧性的命运遭遇 ,去深味世道的黑暗与弱者的苦

难 ,进而去否定这把好人变废人的制度 ,同 样揭示了社会生活中的真理。再如《全家福》剧中,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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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海燕为了弄清街道上的积极分子中年妇女李珍桂的身世真相 ,突然叫了一声
“
王大妈

”
,李珍桂

禁不住条件反射似地应声了。但她转念一想生气地对平海燕说道 :“小平 ,你是有意试探我吗?”这

个不幸的女人(原名王桂珍 ,后 听夫死讹传 ,迫于压力而改嫁 ,改名李珍桂)竭力想掩饰 自已的精

神创伤 ,作 伪不成而陷入了窘境 ,以 至生气。这种表相与心灵的矛盾便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喜剧性。

剧作通过幽默而揭露了旧社会妇女的不幸 ,同样是寓哭于笑的幽默。

老舍在剧作中的幽默还表现为甯庄于谐。对于剧中的转变人物 ,老舍十分善于把握这类人物
(尤其是经历过旧社会的老一代妇女)的思想性格的变化规律 ,然后运用幽默 ,让人们在笑声中同

落后陈旧的意识告别 ,从而使剧作闪射出喜剧的光芒。《龙须沟》中的王大妈 ,便是一个颇具喜剧

性的老年妇女形象。王大妈是一个饱经苦难与世事沧桑的妇女 ,她的思想性格深处多少濡染了一

些落后的意识 ,例如她反对女儿解放后为了工作而
“
满世界乱跑

”
,反对女儿自由恋爱 ,要女儿走

明媒正娶的老路。再者王大妈在新社会里往往用老眼光看新事物。人民政府派测量队来测量修

沟 ,她却基于过去的经验 ,认为这是
“
跑马占地

”
;当 她听说政府修沟不要钱时 ,她表示怀疑 :“还没

要钱哪 ,不言不语的就来修沟?没有那么便宜的事 !”当修沟中遇暴雨形成轻微水灾时 ,她又嘟嚷

说 :“我早就知道要出漏子!从前 ,动工破土 ,不得找黄道吉日吗?现在 ,好 ,说动土就动土 ,也不挑

个好日子 ,龙须沟要是冲撞了龙王爷呀 ,怎能不发大水 !”总之 ,剧 作以幽默的笔调写出了王大妈

的思想上的落后陈旧 ,在新社会里 ,老是以旧眼光看新事物 ,她的言行在新时代总是那么不协调。

及至在事实的教育下 ,王大妈又步履艰难的向前行进着 ,她不再反对女儿自由恋爱 ,并 认为政府

好 ,“共产党真是不错
”
。王大妈言行上的前后矛盾,反映了她的旧思想与新事物之间的喜剧性冲

突。老舍正是通过这寓应于谐的幽默 ,让 人们在笑声中去探究这一人物不合时宜、言行前后矛盾

的原因 ,去认识旧思想意识的顽固性 ,并揭示出新事物胜利的辩证法。《女店员》中对有一定知识

但思想守旧的齐母的刻划亦如此。这一人物的性格也极富喜剧性。一开始她便反对初中毕业的

女儿去当售货员 ,认为中学生站柜台丢人现眼。既而在她亲自到商店买东西眼见自已的女儿站柜

台时她又气又恼 ,却 又无可奈何。当妇女商店成立时她见女儿抢着推三轮车 ,搞流动服务时 ,她又

错误地认为敢情女儿连站拒台的资格也没有 ,生气地将女儿交给她的梆子丢在地上 ,愤然而去。

这几笔有关齐母的心态不平衡的描写 ,极富幽默感。齐母由开初的坚决反对女儿当店员 ,到后来

无可奈何的一步步后退接受既成事实,便构成了齐母的动机与效果、旧思想与新事物之间的矛

盾。让人们通过笑声去洞见旧意识与新时代之间的不协调 ,认识到轻视妇女的陈旧意识的顽固

性。

如前所述 ,老舍话剧中的幽默的分寸感不仅体现在对人民内部的陈旧落后意识的善意嘲讽

上 ,而且还体现在对反动人物的辛辣无情的鞭挞上。在《茶馆》中这方面的事例俯拾即是。老舍对

清末保皇势力的猖狂劲的揭露与嘲弄 ,便是通过庞太监花冤枉银子买老婆这一极其可笑违背常

情的荒诞行为加以表现的。对算命先生唐铁嘴的无耻和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毒害的抨击 ,则是

通过唐铁嘴的
“
大英帝国的烟 ,日 本的

‘
白面儿

’
,两大强国伺候着我一个人 ,这点福气还小吗

”
的

无耻语言而表达的。对清廷的欺善怕恶怕洋人的丑态的揭露 ,则是通过清廷打手二德子对常四爷

的蛮横与对吃洋教的马五爷的低三下四与谄媚而表现的。再如《神拳》中对义和团中的内奸田富

贵投机义和团 ,暗 中挟义和团之势勾结官府的丑恶本质及险毒用心的揭露 ,以 及对孙知县这个贪

官依靠恶霸张飞龙 ,暗结洋人乔神甫 ,明里又犒赏义和团的卑鄙阴险的内心世界的揭露 ,都十分

成功地运用了幽默 ,使剧作喜剧色调浓郁。此外 ,《西望长安》一剧对大骗子李万铬道貌岸然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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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与丑恶内心的揭露 ,《方珍珠》中对力劝方珍珠卖身的盂小樵的卑劣用心的揭示 ,均显示了老舍

高超的幽默艺术。老舍把小说的幽默艺术融于话剧创作 ,强化和丰富了话剧艺术的表现力 ,既是

老舍的
“
新招数

”
,也是老舍对当代话剧艺术的又一不可磨灭的贡献。

老舍在话剧艺术上的开拓与创新之三 ,是他把自己在小说中刻划人物的成功经验经用于话

剧之中,写 出性格鲜明的人物来。在《戏剧语言》一文中,老舍曾说道 :“从写小说的经验中,我得到

两条有用的办法 :第一是作者的眼睛要老盯住书中的人物 ,不 因事而忘了人r⋯⋯第二是到了适

当的地方必须叫人物开口说话⋯⋯假若小说家须老盯住人物 ,使人物的性格越来越鲜明;剧作者

则须在人物头一次开口,便显出他的性格来。⋯⋯剧作者必须知道他的人物的全部生活 ,才能三

言五语便使人物站立起来 ,闻其声 ,知其人。
”
这段话既是老舍话剧创作的经验之谈 ,也是他在话

剧艺术上的又一创造 ,又一
“
新招数

”
。

老舍强调要写好人物 ,剧作者必须知道他的人物的全部生活 ,要人物头一次开口说的话必须

是
“
从生命与生活的根源里流出来的

丬l川
,从而显示其鲜明的个性。老舍曾举例道 :“在《茶馆》的

第一幕里 ,我一下子介绍出二十几个人,这一幕并不长 ,不许每个人说很多的话。可是据说在上演

时,这一幕的效果相当好。⋯⋯原因所在 ,就是我的确认识《茶馆》里的那些人 ,好象我给他们都批

过 V、字儿
’
与婚书 ,还知道他们的家谱。因此他们在《茶馆》里那几十分钟里所说的那几句话都是

从生命与生活的根源里流出来的。丬I叩
在《答复有关〈茶馆 )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老舍又一次指出

生活经验的重要性 :“ 我有一些旧社会生活的经验 ,我认识茶馆里那些小人物。我知道他们作什

么,所以也知道他们说什么。
”
正因为老舍熟悉自己笔下的人物 ,所以才能使这些人物上场开口就

响 ,显示出自己的鲜明性格。王利发的语言便是地地道道的茶馆掌柜的
“
行话

”
。他重人缘 ,讨人

人的喜欢。他善于察颜观色 ,小心谨慎而又笑口常开 ,善于月旋应酬各种不同身分的茶客。第t
蒂里他的房东-出现 ,他便满脸含笑的招呼请安 :“ 哎哟 ,秦二爷 ,您怎么这样闲在 ,也想起下茶馆

来了|怎么也没带个底下人?”于谦卑的语调中透出茶馆老板的特有的热情 ,显示出精明能干和圆

滑世故的个性来。他一口一个
“二爷

”
,一 口-个“

您
”
,并不时奉承秦伸义 ,称奏伸义的小手指头比

自己的腰还粗。这就使得秦仲义心里美滋滋的 ,面对笑面人 ,不好开口加房价 ,更无法开口收房

子。对于算命先生唐铁嘴 ,王利发虽则鄙夷之 ,但也不敢得罪 ,而是以一碗
“
加班茶

”
打发之。对于

常四爷与二德子的纠纷 ,他则两面相劝 ,息事宁人。在第二幕里 ,面对敲榨勒索他的巡警、侦探 ,他

更得罪不起 ,为了生计不得不勒紧裤带 ,每月如数呈上
“
一点意思

”
。这又显示出王利发的小心谨

慎。老舍正是由于熟知这些小人物 ,所以能让他们的语言个性化。又如《龙须沟》中对丁四嫂的刻

划。第一幕第一场 ,丁 四嫂边向门外舀流进屋内的脏水 ,边厉声斥骂自己九岁的小女儿 :“ 你要是

眼睛不瞧着地 ,摔 了盆 ,看我不好好揍你一顿 !”人随声出,一下子便显示出一个小杂院的贫苦的

妇女嘴狠心善的个性特征。下文中她声称要揍扁未归的儿子 ,要与拉车不归家的丈夫拚命 ,否则

便改姓的语言 ,更是铿锵作响,掷地有声 ,活脱脱地表现出一个在苦难中备受熬煎的妇女在孤苦

无告时的愤愤然与泼辣劲。

老舍认为要写好人物 ,语言必须简练和高度个性化。通过人物的三言五话便使人物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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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
“
三笔两笔写出个人来

”E1"。 这就要求话剧中的人物对白应当力求简练和含蓄。老舍的剧

作中写人总是力避唠叨 ,采用了类似小说白描的技巧写人 ,不渲染 ,不铺陈 ,抓住最能突现人物性

格的对话刻划人物。《茶馆》第一幕中写松二爷、常四爷、二德子、马五爷等人的对话便异常的凝练

简洁且高度个性化 :

丿 松二爷 好象又有事儿?

常四爷 反正打不起来!要真打的话,早到城外头去啦,到茶馆来干吗?

二德子 你这是对谁甩闲话呢?

常四爷 你问我哪?花钱喝茶,难道还教谁管着吗?

松二爷 我说这位爷,您是营里当差的吧?来 ,坐下来喝一碗,我 们也都是外场人。

二德子 你管我当差不当差呢!

常四爷 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家吃着官饷,可没见您去冲锋打

仗!

二德子 甭说打洋人不打,我先管教管教你!

王利发 哥儿们,都是街面上的朋友,有话好说。德爷,您后边坐 !

常四爷 你要怎么着?

二德子 怎么着?我碰不了洋人,还碰不了你吗?

马五爷 二德子,你威风啊 !

二德子 喝,马五爷,您在这儿哪?我可眼拙,没看见你!

马五爷 有什么事好好地说,干吗动不动地就讲打?

二德子 醮?您说的对!我到后头坐坐去。李三,这 儿的茶钱我候啦!

这一段五人对白 ,松二爷仅说了两句 ,便显出胆小怕事的个性 ;常四爷四句台词便显出了刚直不

怕事的个性 ;二德子五句话显出了蛮横与欺善怕恶的性格 ;马五爷两句话显出了洋奴才的不可一

世 ;而王利发一句话 ,则表现出他的息事宁人、谨慎。

又如《龙须沟》第一幕中人们面对冯狗子冲进小杂院欺侮程疯子的一段对白,也简洁凝练 ,极

富个性化。丁四嫂的心直 口快、泼辣 ,二春的正直敢于斗争 ,王大妈的胆小 ,冯狗子的凶狠 ,程疯子

的懦弱 ,便通过人物的三言五语形象生动地传达出来。

老舍话剧语言功底异常深厚 ,不仅体现在不同人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态度的对比上 ,同时也体

现在巧用人物的习惯用语上 ,体现在善用人物的富含潜台词的语气词上。这些简洁而又含蓄的词

语均显于出了人物的鲜明性格。老舍在《文学创作和语言》一文中曾说道 :“ 一句话对了 ,比十句话

还好。甚至一个字
‘
哼

’、
‘
哈

’,有时比写出一句话还好。巛茶馆 》中刻划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沈处

长时 ,便只用了一个字
“
好 (蒿 )”。老舍让这个人物上场后一句旁的话也没有 ,只是听了小刘麻子

的报告后以洋人的腔调重复了八次
“
好

”
。这个带洋腔的好 ,一下子便勾勒出了这位国民党的军政

要员的装腔作势、自命不凡的丑态。又如《女店员》中第一幕第三场对齐母的刻划 ,当齐母不准女

儿站柜台去
“
卖白莱豆腐

”
时女儿紧接着问

“
你吃白莱豆腐不吃

”
,一句话把齐母问得噎住了 ,齐母

只说了一个“嗯
”
。这个语焉未详的语气词 ,把齐母对女儿的压抑 ,与 听见女儿反问后的语塞和尴

尬神态一下子和盘托出。此外《龙须沟》中第一幕中丁四嫂见冯狗子进院时的-个“
嗨

”
,显示出丁

四嫂的粗直 ;第三幕中 ,程娘子见程疯子手捧小鱼缸怀念丁小妞而伤情时的
“
唉

”
,又显示出程娘

子的善良和富于同情心 ;《 茶馆 》中二德子见马五爷时一个
“
醮

”
的习惯用语 ,又 显其奴性 ;同 幕中

王利发远远望见秦仲义时的一个
“
哎哟

”
,又显示出王利发的故作惊讶与曲意奉承。凡此种种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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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枚举。老舍借鉴小说刻划人物的简练含蓄的高度个性化经验 ,使其剧作语言灿然生辉 ,使人物

形象性格极为鲜明。

四

老舍不仅从小说创作经验中吸取营养 ,强化和丰富了话剧艺术的表现力。而且 ,他还将戏曲、

曲艺的语言技巧融入话剧艺术之中,使他的剧作在艺术表现上具有非凡的张力。这是老舍在话剧

艺术上的创新之四。老舍在他的不少文章里曾多次言及话剧艺术应当学习戏曲、曲艺的某些技

巧。在《老舍剧作选 ·自序》一文中,老舍在回顾自己的话剧创作时曾说道 :“
·⋯⋯从形式上看 ,我

大胆地把戏曲与曲艺的某些技巧运用到话剧中来 ,略新耳目。百花齐放嘛。
”
在《戏剧语言》一文中

他又认为 :“我们应当向评书与相声学习,不是学习它们的现成的话 ,而 是学习它们的深入生活 ,

无所不知的办法。在评书和相声里 ,状物绘声无不力求细致
”
。此外 ,老舍还说 :“ 习写鼓词 ,也给

我不少好处。鼓词既有韵语的形式限制 ,在文字上又须雅俗共赏 ,文俚结合。⋯⋯习写戏曲的唱

词 ,也有同样的益处。
”
在《对话浅论》一文中,老舍说 :“ 为写好对话 ,我们须向许多文体学习,取其

精华 ,善为运用。旧体诗词、四六文、通俗韵文、戏曲,都有值得学习之处。
”
老舍之所以倡导学习戏

曲、曲艺并身体力行之 ,盖源于它们状物绘声细腻生动 ,语言雅俗共赏、文俚结合,文字简练有味

儿。学习它们并运用其某些技巧 ,可以达到
“
情文并茂 ,音义兼美

”
的艺术境地E17],~句话 ,可以丰

富话剧艺术的表现力。

老舍的《龙须沟》、《茶馆》、《女店员》等剧作便学习和运用了戏曲曲艺的极富活力的语言技

巧。《龙须沟》中的程疯子 ,本是个有才华的曲艺艺人。尽管他受欺压流落到了龙须沟的小杂院里 ,

但一则由于他的职业习惯使然 ,二则由于其精神状态上的压抑所致的疯傻 ,故而老舍让他一出场

便
“
出口成章

”
,幽默风趣。当他听见丁四嫂要与夫拼命时 ,他便自然地脱口而出几句数来宝的词

儿 :“ 叫四嫂 ,别去拼 ,一 日夫妻百 日恩
”
;当 娘子叫他起床时 ,他又口中念念有词 :“ 叫我起 ,我就

起 ,尊声娘子别生气
”
;当娘子数落他是个废人时 ,他又以数来宝应之 :“ 想当初 ,在戏园,唱玩艺 ,

挣洋钱 ,欢欢喜喜天天象过年!受欺负,丢了钱 ,臭鞋、臭袜、臭沟、臭水、臭人、臭地熏得我七窍冒

黑烟 !”在剧中程疯子
’
除少数对白外 ,几乎皆为

“
数来宝

”
的零词散句。这种把曲艺的韵语融入剧作

的尝试 ,既展现了人物的鲜明性格 ,也使剧中人物语言生动风趣 ,雅俗共赏 ,令 人耳目一新。正如

老舍所言 :“ 他是艺人,会唱。我可以利用他,把 曲艺介绍到话剧中来 ,增 多一点民族形式的气

氛。丬1:i在 《茶馆》里 ,老舍让艺人大傻杨在各幕之前唱了三大段数来宝 ,这 三段数来宝不仅具有

《龙须沟》中的数来宝的作用 ,而且还肩负着介绍剧情、叙事状物、衔接剧倩的重要作用。请看第一

幕前的一段数来宝 :“
(我 )大傻杨 ,打竹板儿 ,一来来到大茶馆。大茶馆 ,老裕泰 ,生意兴隆真不赖。

茶座多 ,真热闹,也有老来也有少 ;有的说 ,有的唱 ,穿章打扮一人一个样 ;·
·⋯·哼!国家事(可 )不

好了,黄龙旗子一天倒比一天威风小。文武官 ,有一宝 ,见着洋人赶快跑⋯⋯”
这段数来宝 ,一句一

换韵 ,声韵铿锵 ,节奏明快 ,叙事明快简练 ,细腻生动。使观众在未看戏前心中便对剧情有个大致

的了解 ,从而获得未睹先知的愉悦感。其余两段数来宝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女店员》一剧对戏曲与曲艺的运用比前两剧更充分。在剧中,老舍使一些人物的对白韵化。

如第一幕第四场中余母的尖酸刻薄的对话 ,余母一听说女儿余志芳要去当店员 ,十分气恼 :f老 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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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你别吹!自 从有了你 ,家里就倒了霉 !爸爸叫你给克死 ,家里缺米又缺煤 ,连个媳妇也娶不上 ,

谁也不肯来作媒 !费了多大劲跑了多少回 ,才娶上媳妇 ,生 了娃娃 9人 口一大堆。你就该老老实实

在家里 ,抱孩子 ,干活儿 ,不等嫂子催。可是你 ,一心一意往外跑 ,好象野马后面追。你不想 ,没人

作饭洗衣抱孩子 ,累坏了妈妈嫂子你对得起谁?对得起谁 !”老舍借人物的韵语揭示了瞧不起妇女

的旧意识 ,也写出了人物的刁蛮泼辣与顽固。在叙事写人上绘声绘色 ,十分生动 ,增强了剧作的表

现力。这一场中余母还有不少简短的韵语对白 :“ 你敢说 ,妈妈懒?我看你是要造反 !”
“
老 丫头 ,咱

们家里见 ,不跟你在这儿把理辩 !”
“
你往西 ,我 往东 ,别 等人家往外轰 !”

⋯⋯此外 ,第二幕第二场

中的王二婶夸女 ,第三场中小青年陶月明的语言 ,也都合辙押韵 ,极富表现力。《女店员》一剧除了

人物语言的韵化 ,还让剧中人物唱着说 ,如宋爷爷的
“
小小子 ,多 么胖 ,公鸡打鸣天下亮 !小姑娘 ,

多么美 ,快喝爷爷一 口水∵、
“
喝了茶 ,走的齐 ,替我喊几声毛主席 !喝了茶 ,别掉队 ,多喊毛主席万

万岁 !”等等。另外 ,老舍还让剧中人物 自编 自唱评剧 ;如 合作社老尤唱的评剧。此外 ,老舍还在剧

中融入了歌曲 ,如余志芳、宋玉娥、齐凌云三个姑娘的歌唱 ,陶月明的独唱等等。《女店员》在对其

他文体技巧的学习运用上可说是多样化的 ,老舍让剧中人物以不同的形式唱着说 ,既刻划了人

物 ,也强化了剧作的表现力。

综上所述 ,老舍为了拓宽与丰富话剧艺术的表现力 ,不仅从小说创作经验中吸取营养 ,而且

还广泛地借鉴和运用其他多种文艺体裁艺术技巧与手法 ,对话剧艺术进行了大胆的改造与创新 ,

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为社会主义话剧艺术的繁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是值得每一位关心和热

爱话剧艺术的人们珍惜的。

注释 :

E1]《 谈现代题材》,见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老舍论剧》,下引同。

E21KK深入生活,大胆创作》。

E3彐《本固枝荣》。

B]《 我的经验》。

E5]《 对话浅论》。

E6△ 10彐《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

E7彐《(龙须沟〉的写作经过》。

E8]E16]E18彐 《(龙须沟〉的人物》。

E9]《 谈(茶馆〉》。

E11△ 12I13I14I15I17]《 戏剧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