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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艺术审视下的《骆驼祥子》
李碧璇

（暨南大学，广东 深圳 518000）

摘要：《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长篇著作中的代表之一，具

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作者通过这部长篇巨著，充分展现了旧

时代普通劳苦大众艰辛、奋斗的品质，也无情鞭笞了旧社会的封建、

黑暗和丑恶。《骆驼祥子》的语言艺术别具一番风味。老舍先生

在语言用词方面的确下了一番功夫，小说语言凝练、精准，讽刺

中充满了幽默的趣味。这令读者阅读起来纷纷欲罢不能。在作品

中，地道的北京话不仅使整部小说更具地方特色，同时也将旧时

代背景下各阶层的人物特点进行了有效的凸显。对此，本文将利

用文本分析法，从语言艺术的角度，审视《骆驼祥子》的艺术价值。

希望借此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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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凡、朴素的生活语言

《骆驼祥子》书中非常明显的语言特色就是在字里行间中体

现出的平凡、朴素的生活语言。这种平凡的语言极具生活气息，

语言简单易懂，尽管没有很多华丽的辞藻和精美的修饰，但是读

者在文字的汲取中却能够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让人流连

忘返，回味无穷，语言间接，朴素却非常有力。作者文末对《骆

驼祥子》中祥子的一生进行这样评价：“体面的，伟大的，健壮

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

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

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仅仅用一些简单、平凡的词汇，便将祥子

的一生详细地概括下来，言语间不仅对祥子一生际遇表达出惋惜、

哀叹之情，同时也对当时那个旧社会的控诉和鞭笞。用平凡、朴实、

简洁的词汇对人物进行评判，对那个丑陋、压抑的旧社会进行了

揭露。

在第十八节中，作者对下雨时的景色进行了描写：“云还没

铺满了天，地上已经很黑，极凉极热的晴午忽然变成黑夜了似的。

风带着雨星，像在地上寻找什么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北

边远处一个红闪，像把黑云掀开一块，露出一大片血似的。风小了，

可是利飕有劲，使人颤抖。一阵这样的风过去，一切都不知怎好

似的，连柳树都惊疑不定的等着点什么”。这一段，从天上的云，

到地下的景象，从风到柳树，简单的几笔勾勒，就描绘出一幅动

人的水墨画。在语言表达过程中，往往越简洁、越朴实，表达出

来的情感，描绘出来的景象越生动越传神，更是能将老舍先生的

深厚的语言功底烘托出来。老舍先生自己说，他喜欢用朴实的语言，

这一点在《骆驼祥子》中能够得到很好的体现。

在小说第三节祥子贩卖骆驼时写道：“况且，可以拿到手的

三十五块现洋似乎比希望中的一万块更可靠，虽然一条命只换来

三十五块钱的确是少一些！就单说三条大活骆驼，也不能，绝不

能，只值三十五块大洋！可是，有什么法儿呢！”。这几句话将

祥子矛盾的心理直接地表达出来，简单的几句话，却是一本生意

经，同时也是当时旧社会广大劳苦群众的一本写满压抑、苦涩、

心酸的无奈账。尽管语言显得通俗，朴实，但是字里行间却充满

了力量和深度。在将骆驼卖掉之后，他偶然听到刘四爷说可以将

骆驼卖给“汤锅”可以赚更多的钱，他的心里又翻腾了一下：“祥

子早就有点后悔，一听这个，更难过了。可是，继而一想，把三

只活活的牲口卖给汤锅去挨刀，有点缺德；他和骆驼都是逃出来的，

就都该活着。什么也没说，他心中平静了下去”。祥子虽然非常穷，

极度缺钱，但是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善良的人，他的心理活动简

单也平凡，尽管钱少赚了，但是自己的良心能够安定，文字与祥

子一样，祥子怎样想的，作者就将怎样写。但是老舍先生往往能

够将平凡的语言运用得出神入化，仅仅几句话，就将祥子的内心

表达出来，同时也将善良、朴实的性格呈现给读者朋友。

二、浓厚、醇正的地方韵味

书中所使用的词汇，有一大部分源自北京俗语或者北京口语。

这些北京口语经过作者的二次加工之后，具有强烈的生活韵味，

将旧社会中的北京人形象逐渐给读者展现出来，就好像是一幅动

态的生活画，由于是动态的，其中就蕴含着一种简单、朴素的音

律美；同时又由于像是一副生活画，因此具备一种淡淡的画卷美。

这些北京俗语在小说中各处都有体现，使小说充满了地方风味。

比如，在小说开篇中对祥子的描写：“爱自己的脸正如同他爱自

己的身体，都那么结实硬棒。这样立着，他觉得，他就很像一棵树，

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的。”其中，“硬棒”“结实”“挺脱”

等词汇尽管都是北京俗语，本可以将其写成健康、充满力量等，

但是若写成这样，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地方风味，缺少了生活气息。

而将这些词运用到小说之中，一股强烈、浓厚的北京生活韵味跃

然纸上，让读者不自觉感受到老北京的气息。再如，祥子对孩子

的口粮叫作“嚼谷”等，这些都是北京俗语，不仅能够将事物进

行精准刻画，同时还能够将语言的地方性突出出来，增加小说的

幽默色彩。总之，《骆驼祥子》一书中运用了大量的北京方言和

俗语，不仅不会影响小说原有的韵味和底色，同时还能够将旧时

代老北京的景象充分地描绘出来，更具生活气息的同时，又使得

增添小说的感染力。

三、鲜明、个性的人物语言

个性、鲜明的人物语言也是《骆驼祥子》一书中语言的一大

特色，由于人物的经历、社会地位、出生身份的不同，他们所说

出的语言同样也是不同的。语言是思想的具象显现，同时也是心

灵中的一面镜子，可以将人物的思想以及性格特点呈现出来。根

据人物的具体性格特点把握其语言，或以人物的语言将人物的性

格良好地表现出来，这是对作家写作能力的一种挑战。老舍先生

是语言大师，在《骆驼祥子》一书中的语言运用功底可见一斑。

在小说第四节中写道：“过来吃饭，毒不死你，两碗老豆腐

能管什么用？”，不仅将这位“虎妞”表达关心、爱护的方式表

现出来，显得那么的咄咄逼人，那么的居高临下，却在话语中表

达出他对祥子的心疼和关心。在劝祥子喝酒时也是如此的盛气凌

人，她说：“不喝就滚出去，好心好意，不领情怎着？你个傻骆驼，

辣不死你，我还能喝四两呢，不信你看看”。她劝酒时不像一般

人似的，而是也有着自己的套路和心机。先是警告祥子要见好就

收，不要不识抬举，紧接着就是要开展情感攻势，“好心好意”，



1692023 年第 6 卷第 07 期 高等教育前沿

管理与育人

之后再说自己还能喝四两呢，将祥子的退路堵死，我一个女人都

能喝，你一个大男人不能喝？不仅显示出虎妞的霸道，同时也将

她的心机，她对祥子的好感表达出来，这样写不仅能够很好地将

虎妞的性格体现出来，同时还能将当时她对祥子的喜爱表达出来，

可谓神来之笔。

祥子尽管是这本书的主人公，但是在书中，他所说的话非常少，

可见他并不是一个话非常多的人，但是话少并不代表说的话不重

要，这也从侧面将祥子老实、憨厚、淳朴的形象展现出来，与小

说前文进行呼应“祥子是乡下人，口齿没有城里人那么灵便；设

若口齿伶俐是出于天才，他天生来的不愿多说话，所以也不愿学

着城里人的贫嘴恶舌”。回顾整本书，祥子在书中只说了几十句话，

尽管非常少，却是作者有意为之，可以更好地将祥子的性格凸显

出来。例如，当祥子好不容易得到的三十几块钱全部被人敲诈走

后，他说“我这是招谁惹谁了？”这句话不仅表达出他的气氛，

委屈，同时又将自己的无能为力，懦弱怕事等性格展现出来，假若，

这两句话从后来堕落的祥子口中说出来，就显得非常的不恰当了。

后来经历过几次坎坷之后，堕落的祥子只会说：“你和先生说说，

帮我一步，等我好利落了再来上工”这样的谎言。结合前面他对

虎妞的所说的话，可以详细表现出老舍先生在运用写作语言过程

中，不仅考虑到当时人物的不同经历、性格以及出身地位，还考

虑到性格、形态以及意识的变化，同一人物在不同阶段，所说的

语言也是不同的。

四、诙谐、幽默的语言运用

纵观老舍先生的作品，不难看出他总是追求语言的诙谐和幽

默。一方面是受到狄更斯等文学家的影响，同时也深受北京民俗

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浓郁深厚的“京味”。他认为幽默是事实本

身的一种属性，而不是通过文字搭建的。老舍先生对生活中的矿

藏进行深度挖掘，将其中的幽默提炼出来，并且进行深度加工，

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其巧妙地表达出来。诙谐、幽默是这本书中的

另一大特色。例如，在书中“杨宅用人，向来是三五天一换的，

先生与太太们总以为仆人就是家奴，非把穷人的命要了，不足以

对得起那点工钱。只有这个张妈，已经跟了他们五六年，唯一的

原因就是她敢破口就骂，不论先生，哪管太太，招恼了她就是一顿。

以杨先生的海式咒骂的毒辣，以杨太太的天津口的雄壮，以二太

太的苏州调的流利，他们素来所向无敌的；及至遇到张妈的蛮悍，

他们开始感到一种礼尚往来，英雄遇上了好汉的意味，所以颇能

赏识她，把她收作了亲军”。先生古语使用反语，使人感受到幽

默的同时，还能够让人感受到浓浓的讽刺意味。还比如三十七八

岁的黄花女虎妞一味追求人力车夫骆驼祥子。本来，虎妞是丑陋，

刁怪，沾染着寄生性的厂主小姐；祥子是朴实、健美、勤劳的城

市贫民。两人的年龄，出身地位，志趣爱好相距甚远，缺乏爱情

的基础。但由于虎妞渴望满足某种变态心理的需要和祥子的无可

奈何，却意外地结合了。老谋深算的虎妞为将祥子俘虏到手，设

下圈套，先引诱祥子上钩，然后谎称“我有啦！”步步紧逼祥子

就范。结婚的当天晚上，她见木已成舟，便自己拆穿了西洋镜，

原来并未怀孕，是“裤腰上塞上了枕头”。这一情节非常的可笑，

虎妞为了得到祥子，通过荒唐的手段，“裤腰塞上枕头”，谎称

自己“有了”，以此方式逼祥子就范，乖乖成为自己的猎物。老

舍先生先制造种种迹象和悬念，之后进行不断地渲染和铺垫，最

后给读者来了一个大大的翻转，当真相大白的时候，幽默感顿生。

不仅使人在阅读过程中感到津津有味，兴趣盎然，在揭晓结果之

后又会感到其中的诙谐和幽默，在让人啼笑皆非中又对祥子、虎

妞等人物的形象更加的具体和丰满。

五、凝练、准确的语言运用

《骆驼祥子》一书中的词语使用非常的考究，用语凝练、精

当的同时又没有过多的废话，使小说整体显得干净利落，绝不拖

沓。很多词汇使用得不仅传神，而且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当描

写祥子拉车的过程中，作者有的时候使用“拉”字表达，有的时

候使用“跑”字进行表达，有的时候使用“拽”字，这些字与不

同的情境、不同的心情以及不同的身体状况的祥子非常地契合，

比如，在大雨中拉车，他要把车放下，但是却不知道放到哪里才行，

想要跑，水裹住了他的腿，他 ... 低着头，一步一步向前拽着。在

水中拉车，即使对于身体健壮的祥子来说也是极具挑战的，因此，

这里使用“拽”字非常的妥帖，若换成“费力的拉车”“用尽全

身力气拉车”等词语表达，尽管可以将祥子拉车吃力的情况表达

出来，但是却失去了表达效果。在描写黑夜中的流行时，“不时

有一两颗星刺入银河 ... 有时一个单独的巨星横刺入天角 ... 好像刺

开万重的黑暗，透进并逗留一些乳白的光。”作者使用了三个刺字，

将流行速度之快与天空别样的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一动一

静之间，使小说丰富又独特韵味。在描写大雨时，作者使用了大

量的力量词汇，比如说“砸”“横扫”等，由此可以看出当时雨

下的有多大，有多急，同时也能够将风大体现出来，“横扫在脸上”，

可见，当时的风和雨相互配合，创设这样一种艰难的天气氛围，

更是将祥子坚韧不屈的劳动者形象展现出来。在祥子经历过几次

失败后，他逐渐堕落，作者使用了“蹭”这一个词，可以从这一

个词中体会到当时祥子慵懒、混日子的态度，以及他干涸、死寂

的内心。他已经被生活击溃了，“失去了原有的排场”，没有了

信用，没有了思想，同时也没有了奋斗的理由，现在的他不过是

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这个简单的“蹭”字，既是一种动作，

同时也是他当时生活状态的一种具体体现，这样使用可以说非常

妥帖且传神。

六、结束语

总之，《骆驼祥子》极具艺术欣赏，对于学生以及各个阶层

的读者都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老舍先生运用了简洁且带有浓厚

“京味”的生活语言，将各种人物的形象以及特色鲜明地展示出来，

使人们在感叹祥子那种坎坷命运的同时，又深切理解了的旧社会

腐败、黑暗和丑陋。总之，这幅作品是一部非常优秀且具有浓厚

生活气息的作品，在人物描绘、场景创设等方面有着强大的艺术

效果，具有极高的艺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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