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微信公众号，提升语文核心素养

1 / 6

「小说精读」老舍：《断魂枪》

作者| 老舍 赏析| 周秀义

【编者寄语】

《断魂枪》是 1935 年老舍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该小说情节简单，讲述了沙子龙这一武
林高手改变身份当客栈老板后的境遇，串连王三胜卖艺、孙老者与王三胜比武、孙老者献技三
个小片段。其中沙子龙从侠客到客栈老板的身份改变铸满了作者深沉而凝重的文化情结。阅读
文本，思考了解作者是如何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来反映自己的文化情结的。

【文本研读】

断魂枪

沙子龙的镖局已改成客栈。（武行改为服务行业，怎

么回事？设悬念，吸引读者阅读兴趣。）

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半醒的人们，揉着眼，祷
告着祖先与神灵；不大会儿，失去了国土、自由与主权。
门外立着不同面色的人，枪口还热着。龙旗的中国也不再
神秘。枣红色多穗的镖旗，江湖上的智慧与黑话，义气与
声名，连沙子龙，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
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

这是走镖已没有饭吃，而国术还没被革命党与教育家
提倡起来的时候。（社会环境描写。概括性再现了当时处

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时代背景，它为人物的活动

和人物性格的塑造提供了真实的背景。）

只是在夜间，他把小院的门关好，熟习熟习他的“五
虎断魂枪”。这条枪与这套枪，二十年的工夫，给他创出
来“神枪沙子龙”五个字，没遇见过敌手。现在，这条枪
与这套枪不会再替他增光显胜了。只有在夜间独自拿起枪
来，才能相信自己还是“神枪沙”。（这表明他内心深处

对过去世界的眷念、欣赏而又无可奈何。）在白天，他不
大谈武艺与往事；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了走。（对比。现

在的落寞与过去风光形成对比，白天的黯然与夜晚的自信

对比，一方面对往昔神枪的威风八面满怀留恋，一方面又

在痛苦与无奈中将镖局改成客栈，突出了沙子龙关闭武馆

的原因。）

故事开端：沙子龙关闭武馆后

的落寞与无奈。

在他手下创练起来的少年们处为沙老师吹腾。王三胜
——沙子龙的大伙计——在土地庙拉开了场子，摆好了家
伙。大刀靠了身，削砍劈拨。蹲越闪转，手起风生，忽忽
直响。刀顺过来，猛的一个“跺泥”，身子直挺，比众人
高着一头，黑塔似的。（运用短句，简洁有力，将王三胜

高超的武艺描写得有声有色，侧面衬托了沙子龙的武艺高

超。）收了势:“诸位！”一手持刀，一手叉腰，看着四围。
（踌躇满志的动作和神态，对观众充满期待。）稀稀的扔
下几个铜钱，他点点头。“诸位！”他等着，等着，地上
依旧是那几个亮而削薄的铜钱。他咽了口气:“没人懂！”
他低声地说，可是大家全听见了。（“等”的过程，失望

的埋怨。只是争强好胜，痴迷武功。爱的只是众人的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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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武功的招式。国术在他手里沦为混世的手段，或炫耀的

资本，是利己体现。）

西北角有个小干巴个儿，披着件粗蓝布大衫，脸上窝
窝瘪瘪，眼陷进去很深，嘴上几根细黄胡，肩上扛着条小
草辫子，有筷子那么细，而绝对不像筷子那么直顺。（第

三者外行眼光中的孙老者：其貌不扬、身体瘦弱。）

“有功夫！”西北角上一个黄胡子老头儿答了话。
“这个老家伙绝对有功夫，脑门亮，眼睛亮——眼睛

像两口小井，深深地发着贼亮”。（与第三者眼中的形象

对比。在王三胜这个行家的眼中，孙老者是武功高强、具

有进取精神的武功高手。）

“下来玩玩，大叔！”王三胜说得很得体。
“神枪沙子龙的徒弟，好，让你使枪吧；我呢？”
“三截棍进枪吧？”王三胜要看老头子一手，三截棍

不是随便就拿得起来的家伙。
老头子又点点头，拾起家伙来。王三胜努着眼，抖着

枪，脸上十分难看。
老头子的黄胡子一动：“请！”王三胜一扣枪，向前

躬步，枪尖奔了老头子的喉头去，枪缨打了一个红旋。老
人的身子忽然活展了，将身微偏，让过枪尖，前把一挂，
后把撩王三胜的手。拍，拍，两响，王三胜的枪撒了手。
老头子的眼亮得发着黑光；腿轻轻一屈，上把打着刚要抽
回的枪杆；拍，枪又落在地上。（一招一式，稳而不乱，

作者描写得有声有色，形神兼备。只两个回合，完胜王三

胜，突出孙老者高强的武功，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别走！”王三胜擦着汗：“你不离，姓王的服了！
可有一样，你敢会会沙老师？”（王三胜不敌老头子，抬

出沙老师，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就是为会他才来的！”老头子的干巴脸上皱起点来，
似乎是笑呢。

“你老贵姓？”他问。
“姓孙哪，”老头子的话与人一样，都那么干巴。“爱

练；久想会会沙子龙。”
故事发展：王三胜与孙老者比

武失败，引出师傅沙子龙。

到了客栈，三胜心中直跳，唯恐沙老师不在家，他急
于报仇。（心理描写。心跳、担心、着急，突出王三胜失

败后急于报仇的心理。表现他毫无比武人的心胸气度，为

结尾沙子龙“不传”断魂枪做铺垫。）他知道老师不爱管
这种事，可是他相信这回必定行，他是大伙计，不比那些
毛孩子；再说，人家在庙会上点名叫阵，沙老师还能丢这
个脸吗？（王三胜了解老师，所以担心；揣度老师，所以

相信老师会出手。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三胜，”沙子龙正在床上看着本《封神榜》，“有
事吗？”

“栽了跟头！”
只打了个不甚长的哈欠，沙老师没别的表示。（表明

态度。徒弟栽跟头却漠不关心，设下悬念。）

王三胜心中不平，但是不敢发作；他得激动老师:“姓
孙的一个老头儿，门外等着老师呢；把我的枪，枪，打掉
了两次！”他知道“枪”字在老师心中有多大分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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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描写。王三胜动心思激老师为他“复仇”。）

客人进来，沙子龙在外间屋等着呢。彼此拱手坐下，
他叫三胜去泡茶。三胜希望两个老人立刻交了手，可是不
能不沏茶去。孙老者没话讲，用深藏着的眼睛打量沙子龙。

沙子龙很客气：“要是三胜得罪了你，不用理他，年
纪还轻。”（情节转折。“客气”谦逊，显示出沙子龙的

武德。）

“我来为领教领教枪法。”
“五虎断魂枪？”沙子龙笑了:“早忘干净了！早忘干

净了！告诉你，在我这儿住几天，咱们各处逛逛，临走，
多少送点盘缠。”（委婉拒绝。）

“教给我那趟枪！”孙老者抱了抱拳。（孙老者为学

习传统的武林绝技而风尘仆仆地奔走江湖，对武艺执着坚

守，是积极学习传承的。）

沙子龙下了台阶，也抱着拳：“孙老者，说真的吧；
那条枪和那套枪都跟我入棺材，一齐入棺材！”（执意“不

传”断魂枪。）

孙老者的胡子嘴动了半天，没说出什么来。到屋里抄
起蓝布大衫：“打搅了，再会！”（细节描写。孙老者有

涵养、知进退、懂礼节，有武者的风范，但沙子龙依然没

有传给他断魂枪，表明沙子龙的坚守。）

沙子龙把客人送到小门，然后回到屋中，对着墙角立
着的大枪点了点头。

故事高潮：沙子龙替徒弟王三

胜说抱歉，拒绝教孙老者断魂

枪。

王三胜和小顺们都不敢再到土地庙去卖艺，大家谁也
不再为沙子龙吹腾。“神枪沙子龙”慢慢似乎被人们忘了。

夜静人稀，沙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
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
林的威风。（虚实结合。实写：一直坚持夜间私下练武，

表达了沙子龙对武术挚爱之情。虚写：回忆让他留恋过去

的美好。内心矛盾交织。）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
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最后坚定“不

传”的抉择，表明他对时代变化表现出一种消极没落的心

态。他“不传”断魂枪绝技，是一种与时代抗衡的保守心

态，表现了他孤傲执著的性格。）

故事结局：沙子龙坚持“不传”

断魂枪。

总结：沙子龙看透了武术对于现实社会的无用，对于个人
的无用。一方面对往昔神枪的威风八面满怀留恋，一方面
又在痛苦与无奈中将镖局改成客栈，并执意“不传”断魂
枪，是一种与时代抗衡的保守心态，是他孤傲执著的性格
的体现。
（有删改）

【知识建构】

小说多角度刻画人物形象
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是塑造人物形象。小说塑造人物的方法、方式有如下几种：

肖像描写，心理描写，行动描写，语言描写，细节描写。正面描写（直接描写），侧面描写（间
接描写）。本文刻画主人公沙子龙的形象综合运用了多种创作手法，分析如下：

正面描写：①细节描写。通过动作、语言、神态等细节描写细腻刻画沙子龙的待人接物、
日常生活，显示他的江湖义气和长者风范。②通过白描、先扬后抑等手法刻画人物。主要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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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白描手法刻画出沙子龙的外在形象与内在心理；沙子龙的形象前文侧重于威名远扬，后文侧
重于抱残守缺，抑扬结合，使人物形象立体丰满。

侧面烘托：①人物烘托：通过其他人物烘托、对比等侧面刻画沙子龙，反映他名声犹在，
表现他不传武艺的决心。以王三胜、孙老者的武艺出众来暗写沙子龙的武艺绝伦；以孙老者的
诚心求教来衬托沙子龙的威名远扬；以二人对武艺的热衷反衬沙子龙的心如止水。②环境烘托：
通过结尾等处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烘托人物，深入沙子龙内心，揭示他的隐痛，刻画出他孤傲
执着、封闭顽固、抱残守缺等特点。
【试题解析】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小说开头的环境描写概括地再现了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时代背景，它为人物
的活动和人物性格的塑造提供了真实的背景。
B.小说中写道：“这是走镖已没有饭吃，而国术还没被革命党与教育家提倡起来的时候。”这
就暗示沙子龙个人的不幸遭遇，其原因在于社会的忽视和不完善。
C．全文概括叙述与具体刻画相结合，首尾呼应。结尾侧重画面描写和剪影勾勒的手法，体现
出一种轻松舒畅的情韵，含蓄深沉，令人回味无穷。
D．小说通过一个江湖镖师的生活变迁表现了一种古老的传统文化面临西方强势文明挑战时进
退两难的尴尬局面。
参考答案: C
答案解析：首尾呼应不典型，情韵特点应该是苍凉落寞。
2.小说开篇就写沙子龙的镖局改成了客栈，在全文有什么作用？（4 分）
参考答案：①情节的开端。②交代了沙子龙所面临的窘境，为结尾沙子龙坚决不传“五虎断魂
枪”做了铺垫。③这是小说的背景，西方文明震醒了东方的大梦，不仅使沙子龙的职业发生了
变化，更深刻影响了人物的生活方式、内心世界以及命运。
3. 文中沙子龙、王三胜、孙老者三人同为武师，他们对待传统国术的态度是否一致？请结合
文中具体语句分析说明。（6 分）
参考答案:
三人态度不一致，分别是消极、利己、积极。
沙子龙：从“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了走”“那条枪和那套枪都跟我入棺材，一齐入棺材”“夜
静人稀，沙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不传！不传！”等处可知，他已经看
透武术对于现实社会的无用，对于个人的无用。一方面对往昔神枪的威风八面满怀留恋，一方
面又在痛苦与无奈中将镖局改成客栈，并执意“不传”断魂枪。他对自我身份的调试与坚守存
在矛盾，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对国术最终选择消极坚守。
王三胜：从“他咽了口气：‘没人懂！’”“到了客栈，三胜心中直跳，唯恐沙老师不在家，
他急于报仇”“王三胜和小顺们都不敢再到土地庙去卖艺，大家谁也不再为沙子龙吹腾”等处
可知，他只是争强好胜，痴迷武功。爱的只是众人的喝彩，或武功的招式。国术在他手里沦为
混世的手段，或炫耀的资本，是利己体现。
孙老者：从“就是为会他才来的！”“我来为领教领教枪法。”“教给我那趟枪！”等处可知，
他为学习传统的武林绝技而风尘仆仆地奔走江湖，对武艺执着坚守，是积极学习传承的。（每
个人物态度 1 分，具体语句有一处有分析 1 分。）
答案解析：对文本内容的理解关键在于分析人物描写中蕴含的深层含义。三个人对传统国术的
态度均体现在他们的言行和心理活动上。沙子龙寥寥数语体现了他对传统国术的深深挚爱之情
以及新背景下消极“不传”的态度。王三胜的态度从他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痴迷传统国术只是
为了争强好胜、彰显威风。从孙老者的三句话中就可以体悟他坚守传统武、积极传承的态度。
【反馈检测】
1.结合文本简析小说是如何彰显“神枪沙子龙”的风采的？（6 分）
2.沙子龙始终不传断魂枪，结合文本，简析“不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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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解析老师：河北卢龙县中学 周秀义）
【相关链接】

简析《断魂枪》

笔者认为老舍在《断魂枪》中以一种哀婉的笔调书写出了一个苍凉的故事，沙子龙和他的
五虎断魂枪带有鲜明的象征意味，小说中所表现出的无可挽回的衰落感一方面蕴含着老舍先生
因传统中国逐渐逝去的某种悲伤情绪，另一方面也借这一悲剧显示出相当明确且强烈的警示、
唤醒意图。

小说的文眼即是开篇那句“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在这份大的背景之下，沙子龙作
为传统中国习武之人的代表得到了突出。对他而言，衰落意味着往昔的峥嵘岁月一去不返，曾
经的鲜衣怒马幻化成梦，而他却作为这份传统的历史遗迹留存了下来。面对自己曾经引以为傲
的枪法他选择归于沉寂，只愿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熟习熟习他的‘五虎断魂枪’”，而在白
天，在平常时日，面对那些手下创练起的少年们，他还是百般照顾尽到长者和老师的礼数，但
终归不大爱管那些由“徒弟们”惹出的闲言碎语，如他自己所言，“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了
走”。

实际上，在孙老者没出现之前，沙子龙的形象已经大致定型。他并非甘心于自己的衰落，
反倒是心中仍保留着当年的那份傲气和自尊；然而即便如此，他还是顺从了大势，认定自己一
身功夫已不负当年之用，时代的巨大变革消解了他这种人最后的用武之地。他只是把那个已知
不可避免将要衰亡的自己给强行压抑了下去，他在人前表现出的那种看似豁然和随和的态度实
际上暗含着他内心的痛苦和不甘。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面对这种不甘时选取的却是消极的态
度，或者说他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就使得他的形象和行为具有更为深刻地寓意。在这个层面
上看，沙子龙的失去选择能力实际上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的遭遇和处境不止代表着面临西方
文化全面进入中国时的武行人士的遭遇和处境，而且代表着中国封建社会中许许多多类似于武
行人士的平凡者所面临的困境，作为传统一环的他们在面对新世界时只剩下了被抛弃这唯一的
选项，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老舍所表露出的伤感就并非对传统故往的伤感，或许他更多地
是对这些无法从传统中解绑出来的普通人的遭遇而感到悲哀。

从另一个角度看，倘若将《断魂枪》亦视为对五四反思的一个结果，那么沙子龙这一形象
似乎还具有另一重内涵。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议题在于破旧立新，强调对一切守旧的完
全否定所带来的问题是某种过度性和片面性，作为武行人士的沙子龙自然也处于要被破除者之
中。然而以他为代表的这一类人却只能以新文化运动者眼中的“旧”在社会中求取生存，当这
种生存的唯一来源被某种不容置疑的声音要求打倒，他们便之只能面对生存的困境而感到深深
的无力，曾经所热爱的功夫便只能成为某种支持自己的精神食粮，在小说中，沙子龙正成为了
后者，而他的徒弟们则成为了前者。

如果说小说的悲伤情绪是针对这些普通百姓而言的，那么老舍所意欲警示和唤醒的也正是
他们。可以说王三胜与孙老者与沙子龙一样，同样具有极强的典型性，他们分别代表着另外两
类习武之人：前者自私自利带有某种市侩的气质，他虽习武但其目的则是为了能够赢得脸面和
实际的利益；后者则是纯粹热爱武术之人，他的行为并非出于世俗功利目的，也不会由于世道
的改变而改变自己对待武术的态度，因而他更显纯粹。孙老者虽然同样武艺高超，但他的不问
世事的态度无疑在老舍那里并非是值得赞颂的存在，他的出现和离去都十分迅速，毫不拖泥带
水，但也因此显得不切实际和缺少人情味。通过孙王二人的一番闹腾，沙子龙的名号倒了，从
开篇时的名扬西北到现在的被人遗忘，似乎正象征着传统从显扬到被人遗弃的过程，而小说的
悲凉氛围正表现着老舍对这种现象的忧虑和警惕。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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