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舍茶馆读书笔记(精选8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我给
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老舍茶馆读书笔记篇一

《茶馆》是以北京一座茶馆为舞台，事实上，一个大茶馆就
是一个小社会，反映出当时很多的社会问题。下面本站小编
为大家带来茶馆读书笔记400字，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书名为《茶馆》，我不由得想起了小时候外公每次带我去茶
馆打牌的情形，在我印象中，茶馆就是一个热闹而常常笼罩
着烟雾的地方。可翻开了书，才发现它并不是仅仅讲的是在
茶馆里的事，而是以对话剧本的形式讲述了一副旧北平社会
的浮世绘的黑暗社会，老舍从小小的一个茶馆中反映出了整
个社会，以小见大。是由茶馆中的客人的话中而得。语言朴
素却能体会出许多意味。书虽短小而精致。把我印象中的茶
馆的形象完全颠覆，同《骆驼祥子》一样，老舍也是无情的
批判了这个社会—他不让好人有出路。

书的主人公是王利发，他是他裕泰茶馆的老板，他也是整本
书的线索。在第一阶段中，拉皮条的为太监娶老婆，暗探遍
布社会，麻木的旗兵无所事事，寻衅打群架，另一方面是破
产的农民卖儿鬻女，爱国的旗人常四爷因几句牢骚被捕，新
兴的资本家企图“实业救国”，王利发左右周旋，企图使生
意兴隆。而在第二阶段的发展中，恶势力越来越肆无忌惮，
为所欲为，暗探宋恩子、吴祥子的后代子承父业，继续敲诈
勒索，拉皮条的刘麻子的后代青出于蓝，依托当局要员准备
开女招待“拖拉撕”，庞太监的侄子侄媳组成的迷信会道门
在社会上称王称霸，甚至做着“皇帝”、“娘娘”的美梦，



而一些企图有所作为的良民百姓却走投无路。

我第一遍读它的时候，还不能理解它，此书短小，且为剧本
式的，还被拍成了真正的话剧，我虽未深入去读，但也能浅
薄的感受到当时社会下厚重的历史画面。

今天，是第四次去书城了，我拿着矿泉水，又踏上了书城的
电梯。到了书柜，我看看有没有好看的书。突然，我看到一
本书，便从书堆中把它抽出来。

这本书叫做《茶馆》，作者是中国著名的现代小说作家老舍，
老舍生于北京的一个贫穷家庭，他的作品深受读者的喜爱。
故事讲述了茶馆老板王利发一心想让茶馆兴旺起来，为此他
不断应酬，然而严酷的现实却使他每次被嘲弄。最终被无情
的社会吞没。经常出入茶馆的秦仲义从雄心勃勃搞实业救国
到破产;豪爽的八旗子弟常四爷在清朝灭亡以后走上了自食其
力的道路。在满清王朝即将灭亡的年代，北京的裕泰茶馆却
依然一派“繁荣”景象:提笼架鸟、算命卜卦、卖古玩玉器、
玩蝈蝈蟋蟀者无所不有。又过了三十年，已是风烛残年的王
掌柜，仍在拼命支撑着茶馆。日本投降了，但国民党和美帝
国主义又使人民陷入了内战的灾难。王利发绝望了。这时，
恰巧来了两位五十年前结交的朋友，一位是曾被清廷逮捕过
的正人君子常四爷，一位是办了半辈子事业结果彻底垮了台
的秦二爷。三位老人撒着捡来的纸钱，凄惨地叫着、笑着。
最后只剩下王利发一人，他拿起腰带，步入内室，仰望屋顶，
寻找安然了结一生的地方。

常四爷的失败，除了社会的责任之外，也因为他的人生哲学
已然不合时宜。就这一点说来，他与终于跌进厄运的王利发、
秦仲义，是殊途同归。《茶馆》，这个经典的话剧，之所以
经典，是因为它描写的人物形象，让人品尝得津津有味。

《茶馆》是以北京一座茶馆为舞台，事实上，一个大茶馆就
是一个小社会，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北



洋军阀混战时期和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崩溃前夕三个不同
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茶馆》是老舍最优秀的戏剧
创作，正像曹禺先生所说，它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范
例”。

老舍先生在《茶馆》中刻画的人物性格特点十分鲜明。每个
不同的人物都代表了当时社会不同职业、阶级的不同群体。
看似多达几十位的出场人物，却无一显得重复。王掌柜、常
四爷、松二爷等等身世不同、个性显著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只需读过一次，就能把各种人物的性格特点深深刻在脑中。
例如裕泰茶馆的王掌柜，正如卷首老舍先生予其的定位一般:
精明、有些私心而心眼不坏。通览全文，在我眼中他作为一
个掌柜，很圆滑又显得软弱，遇事就给钱、说好话。然而，
在结局中他不忍看到茶馆被高官与小人夺取，默默地在后院
自杀。这一情节，仿佛出乎了人们的意料，但仔细一想，又
在情理之中，让人心酸不已。这么一个走着中庸之道的掌柜，
却选择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老舍先生通过一个
人物，以其行为与性格的强烈反差，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悲哀，
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风气的讽刺与不满。

在《茶馆》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老舍其作为一个语言大师
的风范。《茶馆》中，十几个人物依次登台，却个个形象立
体，性格鲜明，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写作语言的性格化，时
代化，应人切景;老舍以笑写悲，寓庄于谐，以幽默风趣的语
言辛辣地讽刺了那些于三个时代中光怪陆离的丑类;北京化的
口语也是本剧一大特色，给穿梭于茶馆中的人物注入生命。

茶馆，彼此唠家常，谈山海经的地方。谁能想到它竟能折射
出一大社会问题!除非有一位具有独特视角的大师使它“活”
起来，否则茶馆平庸无奇，永远不会有更深的意义。而那个
人便是老舍——一位语言大师，他用其独特的视角和手法使
整部剧本的语言绽放生命的炫彩。

老舍出生于一北京大杂院中，一户舒姓的满族贫民家。父亲



是护军，母亲靠洗衣赚钱。父亲早逝之后，生活更为窘迫，
但幸运之神眷顾了老舍。一为慈善家资助老舍上学，使他收
到良好教育。在老舍自身的不懈努力下。他渐小有成就。在
之后的创作过程中，而是的境遇更是深深影响着他。而《茶
馆》之所以有“小中见大”的特色，与其是平民出身也有密
切联系。同样，老舍的手法也是独一无二的。其中最突出的
一点便是全剧只有三幕，一幕一时段，干警、简洁，也十分
容易表现剧情，从清末戊戌维新失败到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割
据时期再到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与其说是时间变迁不如说
是历史变迁。

老舍，无论您想传达予后人什么，至少《茶馆》让我们受益
匪浅。我不能评说它的优劣，在如此的你面前，我只有说
声:“谢谢!谢谢您留予青少年如此宝贵的财富。

老舍茶馆读书笔记篇二

茶馆，在中国极为常见，但却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茶馆几
乎浓缩了整个社会的各种形态，并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同步地
演出着一幕幕的人间活剧。

这出三幕话剧中，共有70多个人物，其中50个是有姓名或绰
号的，这些人物的身份差异大，有曾经做过国会议员的，有
宪兵司令部里的处长，有清朝遗老，有地方恶势力的头头，
也有说评书的艺人、看相算命及农民乡妇等等，形形色色的
人物，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层次。

《茶馆》的创作意图是十分清楚的，它通过“裕泰”的茶馆
陈设由古朴-新式-简陋的变化，昭示了茶馆在各个特定历史
时期中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开始时，茶客的弄鸟、吃茶、
玩虫，虽有些略带古风的声色，但由于“侦缉”的出现
及“莫谈国事”的纸条，一动一静，均产生着一种压抑的气
氛。第二幕中，“裕泰”的生存，及茶馆设施的更新与场面



的收缩，无疑暗示着茶馆在这个矛盾不断加剧的社会中所作
的抗争。茶馆中的“洋气”以及那张越写越大的“莫谈国
事”纸条，则预示着更大的危机。到了第三幕，不仅“莫谈
国事”的纸条写得更大，数目更多，而且旁边还有一张纸条：
“茶钱先付”。这表明了茶馆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
而“茶钱先付”“莫谈国事”显然反映了一种因果联系。

这类细节，给《茶馆》所要表现的主题，增添了一种真切的
氛围。除了为表现主题服务之外，也展示了中国茶馆文化之
一斑。《茶馆》的艺术价值不仅在于通过一个茶馆反映了一
段历史时期的社会变革，同时也在于反映了社会变革对茶馆
经济和茶馆文化的影响。

老舍茶馆读书笔记篇三

我们学中文的学生们读了很多文学作品。但是，我觉得老舍的
《茶馆》是很特别的，读者可以把《茶馆》作为历史材料，
就能更深的了解从清朝到国民党时代人民生活上的问题。虽
然这个时代不算长，只是一个人的一辈子。这段期间中国经
过了好多的改变，这时候，中国是灾难深重的。《茶馆》里，
读者不但了解到那时候的政治，而且也可以看到人民生活的
方式。老舍先生的话剧包括了各种各样的中国人，从有权有
势的庞太监到最可怜的康六。我想每一个读者一定会找到一
个你同情的人物。

因为我在大学上了中国历史课，所以我觉得《茶馆》特别有
意思。我们大学生念了好多政治家的书，但是我们很少有机
会学中国历史，尤其是从老百姓的观点。为了彻底地了解中
国历史，我们应该学文学作品，虽然我念了好多历史书，但
是没有一本象《茶馆》那样，给我那么深的印象。我以前念
了一些有关中国政府贪污的情形。但是到我看王掌柜被压迫，
我才明白政府的贪污到那么厉害的程度。美国人不容易承认
共产主义有好处，现代的中国跟旧时代的中国无可比拟。在
老舍先生的《旧时代的画卷》里，挨饿的人很普遍;卖女儿的



人多，虽然我没有看见过很富有的现代中国人，但是我也没
看到很贫穷的中国人。我觉得现在的中国是值得赞许的。

除了学中国立时以外，我也享受了学老舍的文学作品，他写
得太好了，而且真有地道的北京味儿。我真羡慕他的写作技
巧和才能。他能包括那么多人物在一个短话剧里。每一个人
的性格分别的很清楚，他们说的话也明显地表示他的社会地
位。

因为我是个女人，我特别对女性人物有兴趣。我最喜欢的人
物是康顺子，所以我很高兴地演那个角色。从康顺子的性格，
读者可以看出中国女人的能力，他受了一辈子的苦，但是他
的精神还很坚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快乐。旧时代的女人在
社会上没有地位，但是《茶馆》的故事也暗示这个情况会慢
慢儿地改善。小花代表下一代人;虽然她是个女孩，她的父亲，
爷爷，和康婆婆都鼓励她要好好念书，我看了这些女人的情
况之后，我庆幸自己的好运气。有一次，一个人问：“如果
你可以见到任何一个人，你想选择谁?”我回答说，“我的曾
祖母。”因为我很想了解我家的历史，我不知道《茶馆》里
哪一个女性人物象我的曾祖母。

《茶馆》里有些语言我特别喜欢。大傻杨的话是一个非常巧
妙的开幕办法。我从来没听过数来宝。(我也觉得木坤演得非
常好!)观众一看大傻杨的样子就马上知道当时人民的情况，
在第一幕时，他说得很活泼，但是到第三幕，他的样子
是“半死半活”的。我发觉了中国人跟美国人说话的法子很
不一样，差别相当大!中国人是比较含蓄;他们常用客气话和
婉转的话，这是中文最难学的地方!在《茶馆》我们学了地道
的中国人的说法，最好笑的是在第二幕，两个拜把子兄弟想
娶一个太太，但是不好意思告诉刘麻子他们的奇怪要求，他
们当然不直说出来，反而他们说，“这两个人穿一条裤子的
交情……没人笑话俺们的交情。”刘麻子同意，“没人耻笑。
”他们又说，“那你说这三个人的交情也没人耻笑吧?”我也
很喜欢刘麻子的反应。“平常都说这小两口儿，小两口儿，



谁听说过小三口儿的呢?”中文里真有微妙的意义!从王掌柜
的台词里，我学了一些客气话，他专门说客气话;他自己
说：“我……当了一辈子的顺民，见着谁我都鞠躬，请安，
作揖，”所以，我现在知道一些话;比方“我的脸上有光”或者
“那儿的话”，我听到新加坡人用这两句话，所以我学到的
东西真有用!老舍先生写的对白也包括了面誉背毁的话，比方
秦二爷跟庞太监似乎彼此标榜，但是秦二爷一走后，庞太监
马上很凶地说他的坏话，显示他看不起秦二爷。还有一些说
法我以前没听过的，比方说人人常称呼“某某人的妈”，当
然也表现出大家对女人的看法：中国女人最重要的任务是生
孩子!我想如果人叫我妈妈“禾火、王利的妈”她一定会生气。
我们现代的中国女人坚持我们有自己的名字!

老舍茶馆读书笔记篇四

曾经在人艺看过话剧版的《茶馆》，但可能是因为那时的我
太小了，并没有真正理解《茶馆》讲得到底是什么，只是傻
傻地跟着周围人们笑而笑、周围人们伤感而不住流泪。随着
时间的流逝，在剧院中看的有关《茶馆》的一幕幕已经渐渐
模糊的时候，我又从新翻开了《茶馆》的'封面，渴望寻回自
己年幼时的记忆。

在看《茶馆》，已不像小的时候，仅仅是看热闹了，而是有
了更深、更切实的感受。茶馆，在我们眼中只是彼此唠家常，
谈山海经的地方。谁能想到它竟能折射出一大社会问题！除
非有一位具有独特视角的大师使它“活”起来，否则茶馆依
旧会是那样的平庸无奇，永远不会有更深的意义。而那位大
师便是老舍，他用其独特的视角和手法使整部剧本的语言绽
放生命的炫彩，让它成为真正的艺术品，以幽默、风趣的语
言，有力的讽刺度，深刻地体现了人们在旧社会时的生活、
背景，深刻的讽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三个时代对人们的欺
压，及三个时代统治的黑暗，真实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真正
本相。《茶馆》也成为了老舍个人漫长创作生涯中的高峰，
也是五十六十年代剧作界的高峰，是前辈作家中少见的后期



超过前期的高峰。

以老舍先生独一无二的创作手法,使全剧显得干净、简洁。它
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全剧只有三幕，一幕一时段，从清末戊戌
维新失败到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再到国民党政权覆灭
前夕，是时间变迁，同时也是历史变迁。用人物来表现年代，
同时又把年代作为人物表现的背景，二者相辅相成，使小小
一茶馆成为中国旧时代的一个缩影，让人以看“历史剧”的
眼光来评审。三教九流市场汇集地的茶馆，仍有几位核心人
物始终贯穿其中，例如茶馆掌柜王利发，胆儿小的松二爷，
十分爱国并胸怀正义常四爷等等。茶客间说的不是客套话便
是奉承话，他们之间的谈话使人更能深刻的体会到世态炎凉。

《茶馆》中语言的精妙运用，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尤其是第
一幕里茶客的东一句西一句，左一下右一下。那都是北京语
言的精华，都是近百年京都生活的沉淀。它们多彩而不杂乱，
节奏明快又一气呵成。这使得第一幕成为全剧的高峰，后边
两幕也是由第一幕而来，托着衬着第一幕构成整部戏。

但是，老舍先生的《茶馆》，并不像曹禺先生代表作《雷雨》
一样，在舞台上演了半个多世纪，《茶馆》低调的很，仅有
一个电影演员剧团，算是业余演话剧，排过，在郊区剧场也
只演过一两场。因为《雷雨》写的是贵族家庭，而《茶馆》
则是市井社会，三教九流，恰巧《茶馆》在上演时，又正赶
上文革，更是由于作者老舍的原因被舞台“排挤”。可真的
艺术，无论何时，都会散发光辉。现在的《茶馆》已经成为
人艺的经典保留节目，同时也在人们的心中扎下了根。

希望多年以后，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一句“我们吃下午茶
去！”

老舍茶馆读书笔记篇五

初秋，叶离树下，铺满了那条弯曲的小径。



裕泰茶馆里，一个个苍凉的故事悄然缩放，有梦想破碎的无
奈，有骨肉分离的痛楚，有欺软怕硬黑白颠倒的腐朽，混杂
于茶客们喧嚣的冷谈声和叹息声中，化成一片嘈杂。

而我，静坐于茶馆内，轻饮一口清茶，留下了满腔的苦涩…
常四爷的鸟笼老舍是睿智的。在他的笔下，每个人的出场都
暗示着他不可逆转的命运。他们都在等待着黑暗的源泉张开
血盆大口缓缓地将他们吞噬。

常四爷一出场，便提着一只被幽囚的鸟儿，殊不知，他亦是
一只心高气傲的鸟儿呀!世事沧桑，社会腐朽，他用明锐的双
眼看到了罪恶的本质。他愤世嫉俗，他正直无畏，于是他像
画眉般高声吟唱，抑或抨击着奢靡的贵族和不公的世道，抑
或预言着帝国悲怆的命运。

“二爷，我看哪，大清国要完!”一声清脆的啼鸣，轻易地打
碎了人们精心呵护的幻境。然而，这只正直而又善良的鸟儿
也难逃被囚禁的厄运。

他被关入了冷冰冰的鸟笼中，于是所有悦耳的啼鸣都失去了
原有的意义，化成一片徒劳的虚叹。鸟笼外，是人们悲悯的
目光和无尽的沉默，而鸟笼内，只有一阵阵的叹息。王利发
的茶王利发准备了两杯茶，一杯奉送给穷人，另一杯为达官
贵人而温。

在他的心中总是荡漾着一泓同情的湖水。他可怜那些沦落的
人们，却感到无能为力，只能奉上一杯清茶。炙热的茶水里，
翻滚的是掌柜的悲悯。

然而，在动荡不安的局势里，他又不得不戴上世俗的面具，
对于上层阶级，他谄颜献媚，吮痈舐痔，他希望能用一杯暖
暖的好茶来换取自己的一席之地，可是，时代的悲哀将他一
步步逼入绝地。



无奈，王利发手中的茶壶摔碎在地，滚滚烫的茶水四溅，留
下满地晶莹的碎片。

秦仲义的刀和庞总管的剑秦仲义手持钢刀，他满腔豪情，期
盼着能用钢刃斩断缠绕于神州大地的荆棘，开辟出一条光明
的道路。

庞太监身藏利刃，阴险狡诈，他的剑尖直指着那些真正救国
存亡的义士。

两人相遇了，表面上一阵寒喧，实际上早已刀光剑影，维新
派与顽固派的针锋相对一触即发，令人不由为此惊叹。

舞刀弄剑间，他们划开了时代的伤口，涌出汩汩的鲜血。

茶馆的棋“将，你完了”!在那个遥远的时代中，人人如棋，
每个人都肩负着不可下的使命，却又不得不如同傀儡般受制
于人，尖锐的矛盾造就了均可逆转的悲剧，一枚又一枚的棋
子被粉碎。棋盘上，只留下一片残局。

老舍茶馆读书笔记篇六

《茶馆》里的人来人往。

《茶馆》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也是老舍的成功之作。
《茶馆》的故事全部发生在一个茶馆里。茶馆里人来人往，
汇聚各色人物，三教九流。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老
舍抓住了这个场景的特点，将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六七十
个主，人物高度浓缩在茶馆中，展现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后，
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三个时代
的生活场景。概括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几种势力的尖锐对立
和冲突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国的历史命运。

这就是《茶馆》投影出的中国!裕泰茶馆在大时代中生存了下



来，必然有他的生存之道。先从茶馆的内部装饰开始说起。

从茶馆中桌凳的变化就侧面反映了这里生意的好坏。第一幕
中店里放的是长桌，方桌，方凳，长凳，小凳。这样客人的
容量还是挺大的。当时天泰，广泰，德泰都已经关门了。市
场竞争的压力不大了，勉勉强强的混口饭吃。第二幕中一律
是小桌与藤椅，桌上铺着浅绿色桌布。墙上用的是时装没美
人，可见王利发紧跟时代潮流。第三幕中都换成了小凳和条
凳，家具也黯淡了，门庭也不光线了，岁月让裕泰失去了生
气。体面也不是这里的形容词了。除了这明显的外部装饰，
还有那些个字条。

“莫谈国事”这条子陪着裕泰一起经历了半个世纪。第一幕
中茶馆各处都贴着这条子“莫谈国事”。第二幕中的“莫谈
国事”更大了，更醒目了，功能依旧。第三幕中“莫谈国
事”有了一个伙伴“茶钱先付”。“莫谈国事”更大，更多!
这是一张神奇的条子。

“莫谈国事”将封建无限的放大，也无限的反应了社会的落
后。“茶钱先付”反映了裕泰的生意已经岌岌可危了。在茶
馆中不仅仅有陈设的条子，还有人。《茶馆》中人物繁杂但
每一个都有鲜明的个性。

其中在全文的结尾的时候有一个沈处长。他一共只有一点点
的台词，是七个“好”字和一个“传”字。语言极其凝练，
但同时把这个人表现的淋漓尽致。沈处长的出场穿着军便装，
高靴，带马刺，手持小鞭，后面还跟着两个宪兵。他明显是
一个很霸气的人，但少言寡语。不说话，用眼神示意也许就
是这些长官的特征之一。

沈处长不过是这戏中的跑龙套，而王利发是贯穿整部戏的灵
魂人物之一。

王利发是一个小小茶馆的'老板，为了生存，他阿谀奉承，逆



来顺受。这不仅仅是他的茶馆，也是他父亲的。所以茶馆不
仅是一个赚钱工具，更是他父亲的馈赠和希望。一个不卑不
亢的人，但不是一个苟活之人，他很坚定的保护家人，自己
坚守茶馆，最后用上吊来结束生命。

《茶馆》是我读的第一本戏剧。人物繁多，我每每读过都不
时的翻到前面去看人物表。虽然人物多很繁杂，但老舍能清
晰地写下这么多，可见他能力的强大。一张张丑恶的嘴脸，
一张张善良的脸庞，都在老舍笔下栩栩如生。我读出了世道
沦落，读出了人间正道是沧桑。

《茶馆》很经典，人物很传奇。

老舍茶馆读书笔记篇七

茶馆，彼此唠家常，谈山海经的地方。谁能想到它竟能折射
出一大社会问题！除非有一位具有独特视角的大师使
它“活”起来，否则茶馆平庸无奇，永远不会有更深的意义。
而那个人便是老舍——一位语言大师，他用其独特的视角和
手法使整部剧本的语言绽放生命的炫彩。

老舍出生于一北京大杂院中，一户舒姓的满族贫民家。父亲
是护军，母亲靠洗衣赚钱。父亲早逝之后，生活更为窘迫，
但幸运之神眷顾了老舍。一为慈善家资助老舍上学，使他收
到良好教育。在老舍自身的不懈努力下。他渐小有成就。在
之后的创作过程中，而是的境遇更是深深影响着他。而《茶
馆》之所以有“小中见大”的特色，与其是平民出身也有密
切联系。同样，老舍的手法也是独一无二的。其中最突出的
一点便是全剧只有三幕，一幕一时段，干警、简洁，也十分
容易表现剧情。

老舍茶馆读书笔记篇八

《茶馆》是话剧史上的经典之作，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部作



品。

在这部作品之前，做为一名小说家他已经写出多部传世之作。
而戏剧方面经过多步创作为《茶馆》的成功做基础。

《茶馆》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大茶馆里。茶馆里人来人往，会
聚各色人物、三教九流，一个大茶馆就像一个小社会。里面
有弱者也有强者但都是被压迫的人，只是弱者更多一点。我
认为《茶馆》的文章好有三点:

一、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他们自己的故事。

二、无关紧要的人物一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没有累赘。

三、语言功力富有个性。

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他们自己的故事，但他们却又与这个时代
紧密相连。就像一条河，大主干很重要但没有无数滴水来汇
聚又有什么精彩之处可言呢?这些人物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反
映了那个年代。在《茶馆》一书中次要父子相承，如同文中
的唐铁嘴、小唐铁嘴;刘麻子、小刘麻子都是同一个人衣着变
了，但德行未改，这种写法有助于故事的连贯。文章中的人
物虽然各说各的，却反映了时代。

无关紧要的人物一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没有累赘。这篇
文章是以一些下层人民来反映当时的社会那么就会用到很多
小人物这些小人物如果一直存在那会让精彩的文章失去光彩，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便是最好的方法。作为一名成熟的戏剧
家，老舍已经成功了。

语言功力富有个性。老舍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那么老舍
肯定会使用好语言。在《茶馆》中每个人物的语言台词设计
的到位。这样炉火纯青的语言功底归功于艺术锤炼，又来自
于生活中的积累。老舍是一名出身卑微、平民色彩浓郁的作



家，落社以小人物的视角展示了清末戊戌维新变法失败之后、
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割据的时期、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三个时
代生活场景，概括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几种势力的尖锐对
应和冲突，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命运。《茶馆》
一文老舍将语言功力发挥到极致。

人物有主要人物和小人物之分。大人物也是主要人物的王利
发，最初开始是二十多岁但他精明、有些自私，而心眼不坏。
唐铁嘴吸鸦片，以面相为生。刘麻子和小刘麻子一样本质邪
恶说媒拉纤、心狠意毒......从壮年到老年，贯穿全剧，故
事虽然松散，却不至于说来说去，离题太远，不知所云。从
老舍个体生命的历史来看:《茶馆》是一位生活阅历与个体经
验丰富的作家。在新的历史情景中国望过去半个世纪的旧中
国而写下的一部沉湎之作，它没有被老路子套住，它沉淀着
历史的教训，揭示了历史前进的趋势。

《茶馆》的成功打破了“三一律”这一规范。有人评论说:老
舍先生的《茶馆》是一曲旧时代的葬歌，也是一曲挽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