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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2012 年高考新课标卷：老舍《马裤先生》

作者 | 老舍 赏析 | 宿艳
【编者寄语】

生活在无声无息之间潜藏幽默。老舍以委婉含蓄的笔法，笑谈人间众生相。小说按人物活
动的先后顺序，以单线条结构，将马裤先生刻画得入骨三分。文章似漫画般描绘出了一个庸俗、
丑陋、自私、卑污的人物形象，他举止谈笑间，滑稽丑态毕露。叹世间荒凉，只因人情冷漠。
他声大如雷，素质全无。他穿戴文雅，却举止粗俗，以此展示了一个北京小市民的灰色生活，
使一个市侩主义者的肮脏灵魂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读完文章轻松一笑之后，文章内涵亦应引
起我们反省，以此检查自身是否有此类不文明现象。

【文本研读】

马裤先生

火车在北平东站还没开，同屋那位睡上铺的穿马裤，

戴平光眼镜，青缎子洋服上身，胸袋插着小楷羊毫，足登
青绒快靴的先生发了问：“你也是从北平上车？”很和气
的。

火车还没动呢，不从北平上车，由哪儿呢？我只好反

攻了：“你从哪儿上车？”

故事开端，交代故事发生的
背景，马裤先生登场。他语
言和气，但语言内容无聊；
身着华丽，实则中西混搭，
不伦不类。寥寥数笔勾勒出
马裤先生空虚无聊、装腔作
势的形象。

他没言语。看了看铺位，用尽全身的力气喊了声：“茶

房！”

与前面的“和气”形成鲜明
对比，突显马裤先生颐指气
使、目中无人的性格。

茶房跑来了。“拿毯子！”马裤先生喊。

“请少待一会儿，先生。”茶房很和气地说。

马裤先生用食指挖了鼻孔一下，别无动作。

茶房刚走开两步。

“茶房！”这次连火车好似都震得直动。

茶房像旋风似的转过身来。

““拿枕头！” 马裤先生与茶房对话时，句
子简短，且多使用感叹号。

“先生，请等一等，您等我忙过这会儿去，毯子和枕
头就一齐全到。”茶房说得很快，可依然是很和气。

茶房看马裤客人没任何表示，刚转过身去要走，这次
火车确是哗啦了半天，“茶房！”

茶房差点吓了个跟头，赶紧转回身来。

“拿茶！”

“先生请略微等一等，一开车茶水就来。”

马裤先生没任何的表示。茶房故意地笑了笑，表示歉

意，然后搭讪着慢慢地转身，腿刚预备好要走，背后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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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霹雳，“茶房！”

茶房不是假装没听见，便是耳朵已经震聋，竟自快步
走开。

“茶房！茶房！茶房！”马裤先生连喊，一声比一声

高。站台上送客的跑过一群来，以为车上失了火，要不然
便是出了人命。茶房始终没回头。马裤先生又挖了鼻孔一
下，坐在我的床上。“你坐二等？”这是问我呢。我又毛

了，我确是买的二等，难道上错了车？

“你呢？”我问。

“二等。快开车了吧？茶房！”

他站起来，数他自己的行李，一共八件，全堆在另一
卧铺上——两个上铺都被他占了。数了两次，又说了话，
“你的行李呢？”

“我没有行李。”

“呕？！”他确是吓了一跳，好像坐车不带行李是大
逆不道似的。“早知道，我那四只皮箱也可以不打行李票

了！”

茶房从门前走过。

“茶房！拿毛巾把！”

“等等，”茶房似乎下了抵抗的决心。

马裤先生把领带解开，摘下领子来，分别挂在铁钩上：
所有的钩子都被占了，他的帽子，大衣，已占了两个。

故事发展，从上火车至开车
前，马裤先生一直呼喊茶房。
此部分以马裤先生和茶房的
对话为主，使马裤先生的人
性弱点逐渐展现。

车开了，他爬上了上铺，在我的头上脱靴子，并且击
打靴底上的土。枕着个手提箱，车还没到永定门，他睡着

了。

马裤先生自私自利，将自己
的物品尽情铺展招摇，不顾
他人感受地我行我素，且处
处有不文明行为。

我心中安坦了许多。

到了丰台，车还没停住，上面出了声，“茶房！”

没等茶房答应，他又睡着了；大概这次是梦话。

过了丰台，大概还没到廊坊，上面又打了雷，“茶房！”

茶房来了，眉毛拧得好像要把谁吃了才痛快。

“拧”生动地写出茶房对马
裤先生无理要求的不耐烦和
内心反抗。照应前文“茶房
似乎下了抵抗的决心”。

“干吗？先——生——”

“拿茶！”

“好吧！”茶房的眉毛拧得直往下落毛。

“不要茶，要一壶开水！”

“好啦！”

马裤先生又入了梦乡，呼声只比“茶房”小一点。有
时呼声稍低一点，用咬牙来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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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

到了天津。又上来些旅客。

马裤先生出去，呆呆地立在走廊中间，专为阻碍来往
的旅客与脚夫。忽然用力挖了鼻孔一下，走了。下了车，

看看梨，没买；看看报，没买。又上来了，（集中且简短
的动作描写，写出马裤先生的反复与无聊。）向我招呼了
声，“天津，唉？”我没言语。他向自己说：“问问茶房，”

紧跟着一个雷，“茶房！”我后悔了，赶紧地说，“是天
津，没错儿。”

“总得问问茶房。茶房！”

我笑了，没法再忍住。

车好容易又从天津开走。

刚一开车，茶房给马裤先生拿来头一份毯子枕头和手

巾把。马裤先生用手巾把耳鼻孔全钻得到家，这一把手巾
擦了至少有一刻钟，最后用手巾擦了擦手提箱上的土。

我给他数着，从老站到总站的十来分钟之间，他又喊

了四五十声茶房。茶房只来了一次，他的问题是火车向哪
面走呢？茶房的回答是不知道；于是又引起他的建议，车
上总该有人知道，茶房应当负责去问。茶房说，连驶车的

也不晓得东西南北。于是他几乎变了颜色，万一车走迷了
路？！茶房没再回答，可是又掉了几根眉毛。

他又睡了，这次是在头上摔了摔袜子，可是一口痰并

没往下唾，而是照顾了车顶。

故事高潮，马裤先生无时无
刻不在呼喊茶房，甚至在睡
梦中也如此，但询问的问题
毫无意义。此部分以对马裤
先生单方面的描写为主，重
点集中于马裤先生呼喊茶房
的密集次数和夸张的声音
上。

我的目的地是德州，天将亮就到了。谢天谢地！

我雇好车，进了城，还清清楚楚地听见：“茶房！”

一个多礼拜了，我还惦记着茶房的眉毛呢。

结尾，车到站，“我”已经
远离马裤先生，但耳畔仍有
其回声。马裤先生已经对
“我”造成精神困扰。以茶
房的眉毛结尾，幽默风趣，
意味深远。

作者：老舍

有删改

【知识建构】

夸张：
故意言过其实，对客观的人、事、物作扩大或缩小或超前的描述，这种辞格叫夸张。夸张

分为扩大夸张、缩小夸张、超前夸张。

扩大夸张是故意把一般事物往大（多、强……）处说。老舍善于以幽默的笔调将生活现象
予以扩大，如“背后打了个霹雳”，将马裤先生的呼喊声夸大为霹雳声；“火车好似都震得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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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以火车震动衬托马裤先生的声音，足以显示马裤先生的叫声之大，以此突出他在公共场

所肆无忌惮、自私自利、毫无社会公德意识的小市民的丑恶形象。

【试题解析】

1.下列对小说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 分）（ ）（ ）

A.这篇小说以戏谑、夸张的漫画式手法，描写了马裤先生在火车上的经历，故事虽然简单，但
情节曲折、紧张，极富戏剧性。
B.小说善于运用生动形象的细节表现人物内心的情感，茶房对马裤先生的不满，就是通过茶房

眉毛的细微变化表现出来的。
C.马裤先生一上火车就向就向茶房要手巾把，一把手巾擦了至少有一刻钟，是因为马裤先生作
为一名知识分子，比较讲究卫生。

D.“一个多礼拜了，我还惦记着茶房的眉毛呢。”这样结尾既表达了“我”对茶房的同情，也
为小说画上了一个幽默的句号。
E.强烈、鲜明的对比是这篇小说最突出的特色，马裤先生看起来不合常理的言行，就是通过“我”

的言行反衬出来的。
2.小说开头第一段就描写马裤先生的衣着言行，这样写的意图是什么？请简要分析。

3.马裤先生有哪些性格特点？请简要分析。（6 分）

4.有人认为，小说中的“我”也有人性弱点，你同意这种观点吗？谈谈你的具体理由。（8 分）

【反馈检测】

1.“我”在文中有什么作用？请结合小说简要分析。
2.文中马裤先生与茶房交谈时，多使用感叹号，请简要分析其作用。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潍坊实验中学 宿艳）

【相关链接】

老舍的幽默

傅光明

老舍的幽默观

幽默的因

老舍在《谈幽默》中，把幽默定位在“首要的是一种心态。”“他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

点，而技巧的写出来。”“细心‘看’事物，总可以发现些缺欠可笑之处；及至钉着坑儿去咂

摸，便要悲观了。”其实，只要稍微细心，就不难发现，使老舍登上文坛的幽默招牌之作《老

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即不全是可笑的，里边也有叫人落泪的悲。

老舍自认“是个爱笑的人，”也“是个爽快的人，当说起笑话来，我的想象便能充分的活

动，随笔所至自自然然就有了趣味。教我哭丧着脸讲严重的问题与事件，我的心沉下去，我的

话也不来了。”但是，“您看我挺爱笑不是？因为我悲观。”“悲观有一样好处，它能叫人把

事情都看轻一些。这个可也就是我的坏处，它不起劲，不积极。”而且，老舍认定，“浪漫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2%86%E6%97%A0%E5%BF%8C%E6%83%AE/4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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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会悲观，也会乐观；幽默的人只会悲观，因为他最后的领悟是人生的矛盾。”

老舍的《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道出了他最初写小说，一出手就避不开幽默的原由：

“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

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

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我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据说，幽默中是有同情的。我恨坏

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而好人也有缺点。‘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还是我近来

的发现；在十年前我只知道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而“狄更斯是我在那时候最爱读的；……

这就难怪我一拿笔，便向幽默这边滑下来了。”

老舍是执意要“幽默”的，因为他懂得幽默者要“憎恶虚伪、狡诈等等恶德，同情弱者，

被压迫者，和受苦的人。”“他既不饶恕坏人坏事，同时他的心地是宽大爽朗，会体谅人的。”

而且“幽默与伟大不是不能相容的。”“一个大小说家根本须是个幽默家。”这里所谓的幽默

家，“是说他必洞悉世情，能捉住现实，成为文章。”可以看出来，老舍是非要赌一口气，不

信自己就成不了“幽默”而又“捉住现实”的大小说家。

幽默与写作

幽默的果

“死啃幽默总会有失去幽默的时候，到了幽默论斤卖的地步，讨厌是必不可免的。我的困

难至此乃成为毛病。艺术作品最忌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效果，故意招笑与无病呻吟的罪过原来

是一样的。”当老舍以成熟的悲剧家的姿态把幽默挥洒在小说里，艺术上的拿捏也是那么准确

到位时，他创作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骆驼祥子》出现了。单就幽默来说，“一味幽

默”的“毛病”没有了，而是“每逢遇到可以幽默一下的机会，我就必抓住它不放手。……它

（《骆驼祥子》）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

老舍的幽默是无处不在的，且幽默里的俏皮、机锋无不闪烁出睿智的亮色。他幽默里的自

嘲，也绝不仅仅就是拿自己说事儿，而是在所谓表面“油滑”的背后潜隐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老舍的幽默不但没过时，且具有永恒的魅力和价值。他绝不是那种耍嘴皮子，卖弄搞笑那

种作家，他是真正有思想、有才华，而又精通写作之道——这点顶顶重要——的语言大师。若

不谙熟写作之道，思想、才华会憋在肚了里烂掉，谁人能知晓。

结语

他在 1935 年写的《又是一年芳草绿》即可换成一个题目叫“为幽默辩”。表面看，文章

一如老舍一贯轻松的幽默笔调，但读来感觉并不怎么轻松。因为老舍要说的意思常常是藏在幽

默后头的，而这后头的幽默不但不轻松，有时往往还十分沉重。

能想象吗？他一上来先声明，他的爱笑是因为“悲观”。谁会信一个人幽默是因为“悲观”

呢？“悲观”了还会“乐观”地活着？其实，这才是真正的老舍。幽默是他一种别样的武器，

他从来不想也不会板起面孔阐发自己的想法。

把老舍的《“幽默”的危险》和《诗人》联系起来看，老舍之所以感觉到“嘻嘻哈哈”的

“幽默”的危险，正在于“生不逢时”，同“诗人”只被人误以为是“囚首垢面”的“怪人”

“狂士”“败家子”，如出一辙。反过来，也正如只有“诗人”才敢在战乱祸患之际“身谏”

“投水”“殉难”一样，非“正人君子”的幽默者面对“意识正确的战士”的“革命”时，真

的能连死都看轻。“我们就盼望那大悲剧的出演，把笑改成泪。历史是血泪的凝结，珍藏着严

肃悲壮的浩气。笑是逃避与屈服，笑是本无可说，永无历史。悲剧的结局是死，死来自斗争；

经过斗争，谁须死确不一定。”

选自《光明日报》 2011 年 08 月 22 日 05 版，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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