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舍《茶馆》（节选） 

 

节选的片段都来自第一幕。《茶馆》第一幕的杰出是公认的，

是经典中的经典,具有鲜明的老舍风格和厚重的文化含量。从老舍

先生开始创作成稿到现在，任何时候读到它，都具有令人着迷的

艺术魅力。 

 

松二爷 好像又有事儿？ 

常四爷 反正打不起来！要真打的话，早到城外头去啦，到茶馆来

干嘛？ 

［二德子，一位打手，恰好进来，听见了常四爷的话。 

二德子 （凑过去）你这是对谁甩闲话呢？ 

常四爷 （不肯示弱）你问我呐？花钱喝茶，难道还教谁管着吗？ 

松二爷 （打量了二德子一番）我说这位爷，您是营里当差的吧？

来，坐下喝一碗，我们也都是外场人。 

二德子 你管我当差不当差呢！ 

常四爷 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

园，尊家吃着官饷，可没见您去冲锋打仗！ 

二德子 甭说打洋人不打，我先管教管教你！ 

［别的茶客依旧进行他们自己的事。王利发急忙跑过来。 

王利发 哥儿们，都是街面上的朋友，有话好说。德爷，您后边

坐！ 

［二德子不听王利发的话，一下子把一个盖碗搂下桌去，摔

碎。翻手要抓常四爷的脖领。 

常四爷 （闪过）你要怎么着？ 

二德子 怎么着？我碰不了洋人，还碰不了你吗？  

马五爷 （并未立起）二德子，你威风啊！  

二德子 （四下扫视，看到马五爷）喝，马五爷，你在这儿呐？我

可眼拙，没看见您！（过去请安） 

马五爷 有什么事好好地说，干吗动不动地就讲打？ 

二德子 嗻！您说得对！我到后头坐坐去。李三，这儿的茶钱我候

啦！（往后面走去） 

常四爷 （凑过来，要对马五爷发牢骚）这位爷，您圣明，您给评

评理！ 

马五爷 （立起来）我还有事，再见！（走出去） 

常四爷 （对王利发）邪！这倒是个怪人！ 

王利发 您不知道这是马五爷呀！怪不得你也得罪了他！ 

常四爷 我也得罪了他？我今天出门没挑好日子！ 

王利发 （低声地）刚才您说洋人怎样，他就是吃洋饭的。信洋

教，说洋话，有事情可以一直地找宛平县的县太爷去，要不怎

么连官面上都不惹他呢！  

常四爷 （往原处走）哼，我就不佩服吃洋饭的！ 

 

因此，《茶馆》不可复制。 

 

 

 

一个“又”字，说明是

常态。 

 

 

 

这位出言就显硬气。 

这位乖巧，套近乎。两人

都在旗，此时还都透着

优越。 

连贬带损直击要害，足

见是一爱国的主儿。 

起先没想打，被戳着痛

处了，所以要动手。 

劝架也见出倾向，先按

下来者不善的。 

 

 

 

奴才嘴脸立显。 

不怒自威！潜台词：

“本爷在此，轮得着你

抖威风吗？” 

 

 

 

 

 

好没眼力劲儿，本爷是

为给你评理站出来的

吗？ 

 

补充交代马五爷的洋奴

背景。委婉提醒也透出

他好好先生的善良。 

 



 

王利发 （向宋恩子、吴祥子那边稍一歪头，低声地）说话请留点

神！（大声地）李三，再给这儿沏一碗来！（拾起地上的碎瓷

片） 

松二爷 盖碗多少钱？我赔！外场人不作老娘们事！  

王利发 不忙，待会儿再算吧！（走开） 

［纤手刘麻子领着康六进来。刘麻子先向松二爷、常四爷打

招呼。 

刘麻子 您二位真早班儿！（掏出鼻烟壶，倒烟）您试试这个！刚

装来的，地道的英国造，又细又纯！ 

常四爷 唉！连鼻烟也得从外洋来！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 

刘麻子 咱们大清国有的是金山银山，永远花不完！您坐着，我办

点小事！（领康六找了个座儿） 

［李三拿过一碗茶来。 

刘麻子 说说吧，十两银子行不行？你说干脆的！我忙，没工夫专

伺候你！ 

康  六 刘爷！十五岁的大姑娘，就值十两银子吗？ 

刘麻子 卖到窑子去，也许多拿一两八钱的，可是你又不肯！ 

康  六 那是我的亲女儿！我能够…… 

刘麻子 有女儿，你可养活不起，这怪谁呢？ 

康  六 那不是因为乡下种地的都没法子混了吗？一家大小要是

一天能吃上一顿粥，我要还想卖女儿，我就不是人！ 

刘麻子 那是你们乡下的事，我管不着。我受你之托，教你不吃

亏，又教你女儿有个吃饱饭的地方，这还不好吗？ 

康  六 到底给谁呢？ 

刘麻子 我一说，你必定从心眼里乐意！一位在宫里当差的！ 

康  六 宫里当差的谁要个乡下丫头呢？ 

刘麻子 那不是你女儿的命好吗？  

康  六 谁呢？ 

刘麻子 庞总管！你也听说过庞总管吧？伺候着太后，红的不得

了，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的！ 

康  六 刘大爷，把女儿给太监作老婆，我怎么对得起人呢？ 

刘麻子 卖女儿，无论怎么卖，也对不起女儿！你糊涂！你看，姑

娘一过门，吃的是珍馐美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这不是造化

吗？怎样，摇头不算点头算，来个干脆的！ 

康  六 自古以来，哪有……他就给十两银子？ 

刘麻子 找遍了你们全村儿，找得出十两银子找不出？在乡下，

五斤白面就换个孩子，你不是不知道！ 

 

………… 

［秦仲义，穿得很讲究，满面春风，走进来。 

王利发 哎哟！秦二爷，您怎么这样闲在，会想起下茶馆来了？也

没带个底下人？ 

秦仲义  来看看，看看你这年轻小伙子会做生意不会！ 

王利发 唉，一边作一边学吧，指着这个吃饭嘛。谁叫我爸爸死的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旗人嘛，好面儿。 

会做人。 

 

 

也是常客。 

 

 

虚妄。对比穷人贱卖儿

女，难怪亡国。 

 

对穷人是另一副嘴脸。 

 

 

 

 

 

 

 

只认银子不认人。 

 

 

 

 

黑白颠倒，巧舌如簧。 

 

 

 

什么世道，极度病态。 

 

 

 

 

民生艰难到何等地步。 

 

 

 

 

 

 

房主，一出场就居高临

下。 



 

早，我不干不行啊！好在照顾主儿都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我有

不周到的地方，都肯包涵，闭闭眼就过去了。在街面上混饭

吃，人缘儿顶要紧。我按着我父亲遗留下的老办法，多说好

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您坐下，我给

您沏碗小叶茶去！ 

秦仲义 我不喝！也不坐着！ 

王利发 坐一坐！有您在我这儿坐坐，我脸上有光！ 

秦仲义 也好吧！（坐）可是，用不着奉承我！ 

王利发 李三，沏一碗高的来！二爷，府上都好？您的事情都顺心

吧？ 

秦仲义 不怎么太好！ 

王利发 您怕什么呢？那么多的买卖，您的小手指头都比我的腰

还粗！ 

唐铁嘴 （凑过来）这位爷好相貌，真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虽

无宰相之权，而有陶朱之富！ 

秦仲义 躲开我！去！ 

王利发 先生，你喝够了茶，该外边活动活动去！（把唐铁嘴轻轻

推开） 

唐铁嘴 唉！（垂头走出去） 

秦仲义 小王，这儿的房租是不是得往上提那么一提呢？当年你

爸爸给我的那点租钱，还不够我喝茶用的呢！ 

王利发 二爷，您说的对，太对了！可是，这点小事用不着您分

心，您派管事的来一趟，我跟他商量，该长多少租钱，我一定

照办！是！ [嗻]！ 

秦仲义 你这小子，比你爸爸还滑！哼，等着吧，早晚我把房子收

回去！ 

王利发 您甭恐吓着我玩，我知道您多么照应我，心疼我，绝不会

叫我挑着大茶壶，到街上卖热茶去！ 

秦仲义 你等着瞧吧！ 

 

  …… 

乡  妇 哪位行行好？要这个孩子，二两银子！ 

常四爷 李三，要两个烂肉面，带她们到门外吃去！ 

李  三 是啦！（过去对乡妇）起来，门口等着去，我给你们端面

来！ 

乡  妇 （立起，抹泪往外走，似乎忘了孩子；走了两步，又转回

身来，搂住小妞吻她）宝贝！宝贝！ 

王利发 快着点吧！ 

［乡妇、小妞走出去。李三随后端出两碗面去。 

王利发 （过来）常四爷，您是积德行好，赐给她们面吃！可是，

我告诉您，这路事儿太多了，太多了！谁也管不了！（对秦仲

义）二爷，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常四爷 （对松二爷）二爷，我看呐，大清国要完！  

秦仲义 （老气横秋地）完不完，并不在乎有人给穷人们一碗面吃

自然而然交代前因，道

出处世原则，妙！ 

 

 

 

拿着派明摆着要人求。 

善于逢迎。 

既然求了，就给你个面

子吧。 

 

 

 

 

 

 

 

即使对人渣，也有一套

应付办法。圆滑！ 

 

提租，钱上面不含糊。

也说明物价上涨，开茶

馆也不易。 

说话熨贴，会办事。 

 

 

 

雷公不打笑脸人。瞧这

张嘴，甜！ 

 

 

 

呼应康六卖女。 

古道热肠，帮助穷人又

不忍面睹。 

 

 

 

 

 

 

王利发的善良与常四爷

是有区别的。 

爱国，但对腐败朝廷不

满。说真话是要付出代



 

没有。小王，说真的，我真想收回这里的房子！ 

王利发 您别那么办呐，二爷！ 

秦仲义 我不但收回房子，而且把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也都卖

了！ 

王利发 那为什么呢？ 

秦仲义 把本钱拢到一块儿，开工厂！ 

王利发 开工厂？ 

秦仲义 嗯，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

货，那才能救国！（对王利发说而眼看着常四爷）唉，我跟你

说这些干什么，你不懂！  

王利发 您就专为别人，把财产都出手，不顾自己了吗？ 

秦仲义 你不懂！只有那么办，国家才能富强！好啦，我该走啦。

我亲眼看见了，你的生意不错，你甭再耍无赖，不长房钱！  

王利发 您等等，我给您叫车去！ 

秦仲义 用不着，我愿意溜达溜达！ 

［秦仲义往外走，王利发送。 

［小牛儿搀着庞太监走进来。小牛儿提着水烟袋。 

庞太监 哟！秦二爷！ 

秦仲义 庞老爷！这两天您心里安置了吧？ 

庞太监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

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掉脑袋！ 

秦仲义 我早就知道！ 

［茶客们忽然全静寂起来，几乎是闭住呼吸地听着。 

庞太监 您聪明，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秦仲义 我那点财产，不值一提！ 

庞太监 太客气了吧？您看，全北京城谁不知道秦二爷！您比作

官的还厉害呢！听说呀，好些财主都讲维新！ 

秦仲义 不能这么说，我那点威风在您的面前可就施展不出来了！

哈哈哈！ 

庞太监 说得好，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哈哈哈！ 

秦仲义 改天过去给您请安，再见！（下） 

庞太监 （自言自语）哼，凭这么个小财主也敢跟我斗嘴皮子，年

头真是改了！ 

 

………… 

松二爷 咱们也该走了吧！天不早啦！ 

常四爷 嗻！走吧！ 

［二灰衣人－－宋恩子和吴祥子走过来。 

宋恩子 等等！ 

常四爷 怎么啦？ 

宋恩子 刚才你说“大清国要完”？ 

常四爷 我，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 

吴祥子 （对松二爷）你听见了？他是这么说的吗？ 

松二爷 哥儿们，我们天天在这儿喝茶。王掌柜知道，我们都是地

价的。 

 

足见资产不小。 

 

 

 

 

 

这位是实业救国的大气

魄，难怪瞧不上常四爷

的小慈悲。同是爱国，这

话里话外也较着劲。 

你再套近乎，房钱还是

要涨的。 

 

 

 

 

用词讲究身份。 

 

这个直接傍着朝廷呢，

出语就关乎普通人的生

死。不过怎么听都有点

虚张声势。 

 

夹枪带棒。明里奉承，暗

里警告。 

四两拨千斤，不接招。 

 

 

 

 

 

 

 

 

 

 

 

 

 

加两个字意思就不同

了，粗中有细。 

 



 

道老好人！ 

吴祥子 问你听见了没有？ 

松二爷 那，有话好说，二位请坐！ 

宋恩子 你不说，连你也锁了走！他说“大清国要完”，就是跟谭

嗣同一党！ 

松二爷 我，我听见了，他是说…… 

宋恩子 （对常四爷）走！ 

常四爷 上哪儿？事情要交代明白了啊！ 

宋恩子 你还想拒捕吗？我这儿可带着“王法”呢！（掏出腰中带

着的铁链子） 

常四爷 告诉你们，我可是旗人！ 

吴祥子 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锁上他！ 

常四爷 甭锁，我跑不了！ 

宋恩子 量你也跑不了!（对松二爷）你也走一趟，到堂上实话实

说，没你的事! 

［黄胖子同三五个人由后院过来。 

黄胖子 得啦，一天云雾散，算我没白跑腿！ 

松二爷 黄爷！黄爷！ 

黄胖子 （揉揉眼）谁呀？ 

松二爷 我！松二！您过来，给说句好话！ 

黄胖子 （看清）哟，宋爷，吴爷，二位爷办案呐？请吧！ 

松二爷 黄爷，帮帮忙，给美言两句！ 

黄胖子 官厅儿管不了的事，我管！官厅儿能管的事呀，我不便多

嘴！（问大家）是不是？ 

众     嗻！对！ 

  ［宋恩子、吴祥子带着常四爷、松二爷往外走。 

松二爷 （对王利发）看着点我们的鸟笼子！ 

王利发 您放心，我给送到家里去！ 

 

 

 

如果说常四爷是因言获

罪，松二爷被抓才真是

无法无天。 

 

 

 

 

 

可怜的旗人，可悲的幻

想。 

到底有担当！ 

 

 

 

 

装！ 

 

 

 

 

 

 

 

旗人落到只挂念鸟笼子

的地步，清朝还有救？ 

殷勤可靠。但也就这点

事能做了。 

 

编选者推荐： 

老舍的话剧创作特点在于坚持现实主义创作观，表现自己熟悉和热爱的北京市民阶层的

生活，其戏剧结构往往不追求戏剧情节的冲突，而以深厚功力用于刻画人物、人物性格而取

胜，话剧语言具有鲜明的北京地方特色和人物个性特征。其中，《龙须沟》和《茶馆》是无

可争议的代表作。特别是《茶馆》，被誉为“中国现代戏剧的精华”，“史诗型戏剧的典范”。 

在《茶馆》首演中扮演王利发的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是之曾在一篇《论民族化》学术文章

的提纲中，提到当年曹禺院长曾对老舍先生说：“这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

第一幕中，《茶馆》的艺术特点彰显得淋漓尽致。首先，从人物看，主要人物逐一登台亮相，

几乎个个都是带着独特的个性特征和时代文化气息而来，性格鲜明，味道独具。广阔的社会

大背景被人物的活动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带了出来，所反映的朝廷腐败，民生凋敝，社会混

乱，人渣横行，保皇党、维新派、洋奴、特务、打手、兵痞、下层旗人、小生意人、农民……

人物对社会的覆盖面非常广，简直就是一幅当时社会生活的浮世绘。其次，语言风格鲜明，

京味十足，时代感强，身份感准，开口就响，一两句话就立在了舞台上，每句台词都带着特



 

定的心理活动，蕴涵着丰富的潜台词，且动作性很强，耐人寻味。第三，人物之间的关系具

有很强的戏剧张力，而所有人物和事件同黑暗腐朽的病态社会之间也形成一种潜在的、无所

不在的矛盾张力，特殊的戏剧冲突扣人心弦。 

 

作者自白： 

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

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来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

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与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

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

生活上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了么？ 

……每个角色都说他们自己的事，可是又与时代发生关系。 

——《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剧本》1958/5 

 

始终把眼睛盯在人物的性格和生活上，以期开口就响，闻其声知其人，三言两语就勾出

一个人物形象的轮廓来。 

——《对话浅论》，《电影艺术》1961/1 

 

经典评论： 

老舍的《茶馆》是中国当代戏剧舞台上首屈一指的杰作，其突出之处在于，在与时代“共

名”契合的同时，作家调动了丰富的生活资源，展现出了一幅旧北平社会的浮世绘，通过“茶

馆”这样一个小小的角落，表现了 50年来中国历史的变迁。在当时的现代历史题材创作中，

它是将《死水微澜》式的民间叙事模式发挥得最好的一部作品。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与其简单地说《茶馆》的主题内涵是“埋葬三个时代”，不如说此剧的主题内涵在于揭

示专制政体高压下的国民性。 

——洪忠煌：《〈茶馆〉主题新释》，《烟台大学学报》1991/2 

 

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日益发展中的人民革命力量，也就不可能把光明的未来展示给读

者。……《茶馆》显示的光明是如此微弱，希望是那样渺茫。 

……剧中出现的人物，其阶级性格是极其模糊的，还没有真实地反映出当时阶级矛盾与

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严重斗争，对旧社会揭露得不深，鞭挞得不力。 

全剧缺乏阶级观点，有浓厚的阶级调和色彩。 

——刘若泉、刘锡庆：《评老舍的〈茶馆〉》，《读书》1959/2 

 

老舍这个戏是一幅巨大的画。…… 

人物虽然多，年代虽然长，但是作者所用的笔墨却不多，只写了 3万字，在这点上又可

以看出作者是高度概括地在描写着人物和时代的。这个剧本的很大一个特点就是简洁：一个

人物，费很少的笔墨，差不多只是一两句话，就给它勾出一个轮廓来。 

——张庚：《〈茶馆〉漫谈》，《人民日报》1958/5/27 

 

老舍把无数奇特的小故事交错在一起，放进茶馆里，成了一组五光十色、触目惊心的东

方史诗。作者构思的巧妙，令人折服。 

《茶馆》的魅力，在于它的真实、不说教和艺术上的成功。 



 

《茶馆》到西欧和日本演出之后，头一个评论都是：“现实主义回来了！” 

——舒乙：《老舍》，人民出版社 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