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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探索 

《柳家大院》：谈穷人的“文明”世界 
李子歆 

（辽宁师范大学） 

摘要：《柳家大院》是老舍先生的著名小说之一，是旧北京底层人民的缩影，也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在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共同
作用下，底层人民中出现了一种畸形的“文明”，作者在批判这种“畸形”文明的同时，也表达了对整个社会的悲哀，以及对国人
觉醒的渴望。 

关键词：老舍、《柳家大院》、底层人民、文明 
 
引言：分析底层人民畸形“文明”的产生原因；通过阅读

文章以及结合老舍的写作特点，分析文章主旨及作者的思想感
情、写作目的；结合实际分析这本小说对于当代社会的启发以
及对青年的警示。 

一.物质局限而产生的“畸形”文明 
在《柳家大院》中，老舍描写了一个有关北京大杂院的故

事，故事中无不透露着作者自身的经历和感悟。现实中，作者
老舍就出身于这样一个贫民窟，因此读者能在他的文字中准确
地看到老北京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情况以及精神状态。在文中，
“文明”这个词出现过 20 多次，而与这个词挂钩最多的，是大
院中的老王。“他事事学那些‘文明人’”，“他闹气，不为别的，
专为学学‘文明人’的派头” 不仅如此，他还教唆儿子虐待十
七岁的儿媳妇，有一部分原因是儿媳妇的娘家使了一百元的彩
礼，导致自己一年也没还完债务，就拿她出气。对于贫民窟的
人家，一百元不是小数目，而老王儿媳妇又没有经济收入，在
娘家沦为变现的工具，在婆家又因彩礼受尽屈辱，这是导致她
悲剧的重要原因。 

不只是老王一家，在那个时期的大杂院，女人都是家庭妇
女，男人打女人是家常便饭，仿佛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文明”。
他们生活的柳家大院周围都是这样的一群人，连日常温饱都难
以维持，只因浅浅听过“文明”，便倔强执拗地学着那些“文明
人”的行为。因为局限，他们看不到真正的文明，而把自己的
野蛮行为看作是文明。如此狭义的“文明”已然成为这群底层
人民的精神寄托，让人们深受封建旧社会的毒害，却连挣扎翻
身的能力都没有。这是底层人民的悲哀，更是旧社会的悲哀。 

二.大杂院背后的社会现实 
如果说物质局限是“畸形”文明产生的根本原因，那么精

神局限则是“畸形”文明产生的基本原因。新文化运动虽然已
经在北京浩浩荡荡地展开，但其范围主要还是上层社会的知识
分子，这项运动对大杂院中的底层人民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他们依然秉持着迂腐的传统思想，最明显的一点便是对女人的
殴打，也是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 、
“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从古代诗文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自古
以来中国古代女性的地位并不高，女人嫁到婆家，既要相夫教
子，又要照顾老人，遇上不好的人家，还要受到白眼甚至殴打。
《柳家大院》中的小王媳妇就是典型的例子，挨饿、罚跪、身
不由己都是常有的事，自诩“文明人”的老王不愿亲自上手打，
便挑唆自己的儿子；面对洋人点头哈腰，在自家院里关起门来
又是另一副面孔，这种社会普遍现象直到新中国成立才有所好
转。 

故事的最后，袖手旁观的人没有收到任何影响，他们依然
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学着“文明人”，做着“文明”事，而大
院中除了“我”之外唯一的善良人张二嫂，那份恻隐之心也被
视作可笑。每当“我”与老王发生争执时，老王总被众人前呼
后拥，我则永远都是错误的一方。小王媳妇的死于她自身来说
其实是一种解脱，生活在这样一个封建社会里，她只会是生不
如死。“我横竖睡不着觉，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人们
的精神已经被封建传统礼教摧残地麻木。甚至在小王媳妇死后，

老王不仅不重视不反思，反而还为脏了房痛心不已。 
这种麻木还体现在对洋人的态度中，欺软怕硬、又当又立，

这也是柳家大院中底层人民心中的阴暗所在。“大院里这样的人
多了，老跟‘文明人’学；好像‘文明人’的吹胡子瞪眼是应
当应分。” 洋人带来的西方文化，这些底层人民却只学到了糟
粕。在家中是统治者，当面对洋人时，又像狗一样乞求施舍，
仿佛寻了个洋差、学了个神态便是高人一等。在传统思想与西
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不只是底层民众，整个社会都存在着
同一个问题：不知道两种文化中应该保留什么，又该遗弃什么。
而作者笔下的柳家大院仿佛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把两方的糟
粕都留了下来。老舍用讽刺的笔调刻画出了这一时期人们心中
的惶惑心理以及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故事虽短，但没有结束。
王二妞还没有嫁人，小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娶个媳妇，柳家
大院的悲剧还在上演，封建礼教的压迫也还在继续，人们置身
于洪流中，却没有半点反省的念头。 

三.《柳家大院》给当下的警示 
在整篇小说中，有两类人映照了当下的社会。第一类是老

王和王二妞。他们都是被阶级矛盾压迫的穷人，也曾受到过同
样的不平等对待，可他们不仅不自知，甚至还反过头来推崇，
把这种情绪肆意发泄到自己的同类人——小王媳妇身上。王家
人越是生活得困苦，小王媳妇便越要承受委屈。这种病态就像
现在网络上的“键盘侠”，他们与世界上的许多人都一样，甚至
每天还在为自己的温饱而发愁，却站在所谓的“道德制高点“上，
把自己的怨气发泄给无辜的人，对他们自己丝毫没有影响，但
那些无辜的人，却只能承受这些无端的谩骂，无处说理。 

第二类是大院里的其他邻居。看到老王一家对小王媳妇的
作为，他们选择袖手旁观。“她要的是安慰，几句好话。” 如果
邻居们都能安慰她，在被家暴的时候出声劝阻，也许就不会导
致悲剧的发生，可惜整个大杂院的街坊邻居都将其看作是“理
所应当”。当今世界不乏这种看客，当他人面临危险时，冷漠旁
观的大有人在。今日我不发声，他日便没有人来为我发声。心
中向阳，社会才会变得温暖。 

其次，这两类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崇洋媚外。这种特
点，在当代许多人身上都有所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外国产品、
外来思想的涌入使部分国人产生了“国外的月亮比国内圆”的
想法，有的人甚至成为了“洋奴”。中华民族要复兴，就要觉醒。
不只是老舍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作为新时期的我们，更是要时
刻保持清醒。 

四.结语： 
无论是《四世同堂》，还是《惶恐》、《偷生》，老舍的文章

中从不缺乏浓烈的民族情感。作者在批判这种“畸形”文明的
同时，也透露着对整个社会的悲哀。《柳家大院》深刻反映出旧
北京底层人民的“糟粕文明“，老舍先生凭借着自己简炼、生
动的语言引发了人们对整个旧社会的思考。幸运的是，我们选
择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要取
其精华、去其糟粕。如今，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我们要树
立起正确的文化自信，将中华文明继续发扬光大，成为有独立
自主、创新发展思维的新时代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