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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选粹」人兽不分，忙之罪也？ 

作者 | 老舍 赏析 | 吴杰明 
【编者寄语】 

文章无非人情事理。古人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话是深得文章
三昧的。人民的艺术家老舍先生的文章《人兽不分，忙之罪也？》讨论的是一个社会的现实问
题：人为了生活不得已去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文章充满了生活气息的叙事中流露出的是
作者对于生活意义的思考和对单为饭碗“瞎忙”的厌恶之情。读完《人兽不分，忙之罪也？》，
我们不得不在忍俊不禁的同时掩卷沉思，兴趣与功利，究竟什么才是能引领我们执着前行的最
大动力呢？ 

【披文入情】 

人兽不分，忙之罪也？  

①近来忙得出奇。恍惚之间，仿佛看见一狗，一马，或
一驴，其身段神情颇似我自己；人兽不分，忙之罪也！ 

散文分叙事与说理两端，
于叙事必体察人情，于说
理当洞见事理。老舍先生
于叙事发端，却意在说理。
以“一狗，一马，或一驴”
自比，情趣盎然。“人兽不
分，忙之罪也！”点题，话
题突出，观点鲜明。诙谐幽
默、通俗质朴的语言凸显
了作者的忙碌，引发读者
阅读的兴趣，无形中也流
露出作者对瞎忙的厌恶之
情。 

②每想随遇而安，贫而无谄，忙而不怨。无谄已经做到，
无论如何不能欢迎忙。 

“无谄”是不必在意功利
的逼近，完全听从内心的
召唤；“忙”分两种，或曰
听从内心的召唤“真忙”，
或曰被功利的逼近“瞎
忙”。以“无谄”衬托“瞎
忙”，明确了本文讨论的话
题，也为作者观点的揭示
做好了必要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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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这并非想偷懒。真理是这样：凡真正工作，虽流汗如
浆，亦不觉苦。反之，凡自己不喜做，而不能不做，做了又
没什么好处者，都使人觉得忙，且忙得头疼。想当初，苏格
拉底终日奔忙，而忙得从容，结果成了圣人；圣人为真理而
忙，故不手慌脚乱。即以我自己说，前年写《离婚》的时候，
本想由六月初动笔，八月十五交卷。及至拿起笔来，天气热
得老在九十度（约等于 32℃）以上，心中暗说不好。可是写
成两段以后，虽腕下垫吃墨纸以吸汗珠，已不觉得怎样难受
了。七月十五日居然把十二万字写完！因为我爱这种工作哟！
我非圣人，也知道真忙与瞎忙之别矣。 

从苏格拉底说到“我自
己”，由远及近，由人及己，
设身处地，有理有据。 

④所谓真忙，如写情书，如种自己的地，如发现九尾彗
星，如在灵感下写诗作画，虽废寝忘食，亦无所苦。这是真
正的工作，只有这种工作才能产生伟大的东西与文化。人在
这样忙的时候，把自己已忘掉，眼看的是工作，心想的是工
作，做梦梦的是工作，便无暇计及利害金钱等了。心被工作
充满，同时也被工作洗净，于是手脚越忙，心中越安怡，不
久即成圣人矣。情书往往成为真正的文学，正在情理之中。 

 

⑤所谓瞎忙，表面上看来是热闹非常，其实呢它使人麻
木，使文化退落，因为忙得没意义，大家并不愿做那些事，
而不敢不做，不做就没饭吃。在这种忙乱情形中，人们像机
器般地工作，忙完了一饱一睡，或且未必一饱一睡，而半饱
半睡。这里，只有奴隶，没有自由人；奴隶不会产生好的文
化。这种忙乱把人的心杀死，而身体也不见得能健美。它使
人恨工作，使人设尽方法去偷油儿。我现在就是这样，一天
到晚在那儿做事，全是我不爱做的。我不能不去做，因为眼
前有个饭碗；多咱我手脚不动，那个饭碗便“啪”的一声碎
在地上！我得努力呀，原来是为那个饭碗的完整，多么高伟
的目标呀！试观今日之世界，还不是个饭碗文明！（“饭碗
文明”的时代，为了生存，人们强迫自己做那些自己不喜欢
的事是为了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一饱一睡”或是“半饱
半睡”的忙碌大多就成了“瞎忙”。） 

《吕氏春秋·察今》里说：
“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
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
见。”作者由己及人，想见
世态人心，洞察社会万象，
深化了文章主题。④⑤两
段一正一反，对比鲜明，于
事理人情的解说贴切自
然，观点明确，暗示了作者
渴望过越忙越幸福的生
活，既有说服力，更有感染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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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因此，我羡慕苏格拉底，而恨他的时代。（一分为二，
观点辩证。）苏格拉底之所以能忙成个圣人，正因为他的社
会里有许多奴隶。奴隶们为苏格拉底做工，而苏格拉底们乃
得忙其所乐意忙者。这不公道！（解说得体，过渡自然。既
承接了上文观点，又开启了下文的论证。）在一个理想的文
化中，必能人人工作，而且乐意工作，即便不能完全自由，
至少他也不完全被责任压得翻不过身来，他能把眼睛从饭碗
移开一会儿，而不至立刻“啪”的一声打个粉碎。在这样的
社会里，大家才会真忙，而忙得有趣，有成绩。在这里，懒
是一种惩罚；三天不做事会叫人疯了；想想看，灵感来了，
诗已在肚中翻滚，而三天不准他写出来，或连哼哼都不许！
懒，在现在的社会里，是必然的结果，而且不比忙坏；忙出
来的是什么？那么，懒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既有对现实的批判，更有
对理想的呼唤。正反对比，
观点鲜明。 

⑦世界上必有那么一天，人类把瞎忙从工作中赶出去，
人人都晓得，都觉得，工作的快乐，而越忙越高兴；懒还不
仅是一种羞耻，而是根本就受不了的。自然，我是看不到那
样的社会了；我只能在忙得——瞎忙——要哭的时候这么希
望一下吧。 

好的文章必不是只关注自
己个人的小情趣，必能于
个人的经历与体验之外，
升华出对社会、对人生、对
自然的认识与感悟。老舍
先生是文学大家，更是学
问大家，对人情事理的洞
见自然是体察入微、秋毫
毕现。 

来源：选自《益世报》“益世小品”第十五期，有
删改 

作者：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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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珠玑】 

所谓瞎忙，表面上看来是热闹非常，其实呢它使人麻木，使文化退落，因为忙得没意义，
大家并不愿做那些事，而不敢不做，不做就没饭吃。在这种忙乱情形中，人们像机器般地工作，
忙完了一饱一睡，或且未必一饱一睡，而半饱半睡。这里，只有奴隶，没有自由人；奴隶不会
产生好的文化。这种忙乱把人的心杀死，而身体也不见得能健美。它使人恨工作，使人设尽方
法去偷油儿。我现在就是这样，一天到晚在那儿做事，全是我不爱做的。我不能不去做，因为
眼前有个饭碗；多咱我手脚不动，那个饭碗便“啪”的一声碎在地上！我得努力呀，原来是为
那个饭碗的完整，多么高伟的目标呀！试观今日之世界，还不是个饭碗文明！ 

【思考探究】 

1.请简要分析文章标题“人兽不分，忙之罪也？”的作用。 
2.读了这篇文章，你对“忙”有怎样的理解和感悟？请结合文本并联系现实简要阐述。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射阳县高中 吴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