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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龙须沟》是老舍 1949 年后最重要的创作之一，也是当代中国第一部以城市底层社会治理为表现对象的作

品。如果说在当年，它的意义主要在歌颂新中国这一“当前主题”; 那么到今天，则更在其中隐含的有关城市底层社会治理的

那些深刻忧思。即此而言，所谓“龙须沟”的存在，就不应仅被看作是一段已然逝去的历史，而更应看作是某些犹然存在的现

实。而对有关问题的解决之道的思考，也不应仅着眼于已然发生过的革命实践，而更应联系至今仍在进行的改革探索。对剧

作长期被遮蔽的深层主题的发现，不但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老舍，而且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长期性、复杂

性。作品对中国社会城市化、现代过程中沦于底层和边缘那些人群的关注，对某种意义的底层沦陷的忧惧，以及贯穿其间的

人道关怀和家园情思，均应看作具有某种超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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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须沟》是老舍 1949 年后第一部影响巨大

的创作，也是当代中国第一部以城市底层社会改造

为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从 1951 年初搬上舞台，

到该年底作者获“人民艺术家”称号，它不但为作

者赢得了当代艺术所得到的最高礼遇①，而且长期

占据着老舍戏剧艺术代表作的突出地位。直到历

史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其重要意义才为声誉日隆

的《茶馆》逐渐取代②。然而，无论是像周扬当年，

将 它 的 意 义 限 定 在 歌 颂 新 中 国 这 一“当 前 主

题”［1］34 ; 还是像后来一些研究者将其简单归之于

“运动戏”［2］，都不免低估了作品本身的思想复杂

性。近数十年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在使现代

化过程中的一些长时段问题再度显现的同时，也为

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部剧作提供了新的视角③。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另类城市空间

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初的龙须沟治理，原

属北京城市整体改造工程的一个部分。适逢新中

国成立这一重要历史时机，事件被赋予更为重要的

联想意义。长期以来，龙须沟治理不是被看作“新

旧社会转变的象征”，就是被看作“中共执政理念”

的一个样版［3］; 与之相应，话剧《龙须沟》，也就长

期被看作是对这一事件政治意义的一种艺术演绎。

无可怀疑，《龙须沟》是一出“颂歌”。从一开

始创作，无论是作者、导演，还是观众、批评家，对

其意义定位都始终坚持这一点。直到今天，这仍然

应该成为我们认识这部剧作的基础。然而，无论是

像当初那样将《龙须沟》的 成 功 归 之 于 艺 术 家 的

“政治热情”［1］32，还是像今天一样把它看成“运动

戏”或“三结合”原则的产物，都不免过于简单。最

近一二十年的当代文学研究，论及 50 至 70 年代，

每每突出其意识形态建构功能，这自然有着历史的

合理性。然而，不应忘记的是，中国文学当代性的

建构，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20 世纪 50 年代

初期归国不久的老舍，虽然的确抱有歌颂新时代、

新生活的热忱，但其思想深层，却不可能一下地就

截断他几十年形成的社会认识。这就决定了，就是

在这样一部“应时”而作的“颂歌”中，也仍然能够

深刻地反映出他对底层、对人性的一贯的人道诉

求。可以说，以往人们对《龙须沟》的“颂歌”性认

知，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它更深刻的主题，而随着对

这一主题的重新揭出，理应带来对老舍思想复杂性

及其戏剧艺术的更深入了解。就所呈现问题之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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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性来说，《龙须沟》是一部并不输于《茶馆》的艺

术杰作，而就其前瞻性来说，其意义或许更有超越

其上者，要认清这一点，则必须在革命史的视角之

外，再引入社会现代化的视角。

作为一个流行语，“底层”一词在近年频频出

现，与 21 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某些现实联系在一起。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樊骏在有关《骆驼祥子》

的论述中，就将它与老舍的创作联系在一起，指出

“把城市底层社会这个不怎么为人们熟悉的世界，

把城市贫民这个常常为人们忽视的社会阶层的命

运，引进艺术的领域，并且取得了成功”，是“老舍

对于中 国 现 代 文 学 发 展 的 一 个 贡 献”，并 高 度 评

价:“就这方面来看，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

作用，有些类似狄更斯之于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于同一时期的俄国文学。”［4］563

今天看来，这或许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判断。

虽然自从有了城市生活，就该有了城市空间问

题。但人们近年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却同样和一段

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整体的现代化加速有关。或许

可以说，正是社会生活的日渐城市化，从根本上唤

起了文学对城市空间问题的关注。也正因此，现代

文学的研究者一提到这样的问题，最先想起的往往

都是一种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外滩建筑、

百货 大 楼、咖 啡 馆、舞 厅、公 园 和 跑 马 场、“亭 子

间”、印刷业与现代出版物、电影院……，仿佛只有

作为“现代性的产物与标志”的这一切，才构成了

值得我们倾心关注的城市研究对象④。然而，不应

忘记的是，在中国现代，始终还存在着另一类城市

空间。就像在老舍笔下一样，这个空间主要由胡

同、店铺、茶馆、大杂院、臭水沟、人力车厂、下等妓

院等所构成———贫穷、脏乱、落后，始终混杂着一种

无法摆脱的乡土气息。说穿了，这更是一种城市底

层的空间，一个更近于今天我们称之为棚户区或贫

民窟的地方。而活动在这个空间中的，也更是一些

挣扎在城市生活的底层或边缘的人们。

老舍的北平与茅盾或新感觉派作家的上海的

不同，不仅是地域差异，而且是历史时间。就现代

中国的实际而言，我们完全可以把我们身边这些城

市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如北京、西安，本来

就是传统农业文明中的政治、文化乃至军事中心，

而兼有商业、手工业生产的意义; 一类如上海、深

圳，纯粹是历史进入工业时代以后的产物，其经济、

文化功能远超政治。若将“城市”这一词语拆开来

说，前者更是“城”，而后者更属“市”。现代化研究

注意的对象，当然更偏于后者。但这当然只是一个

理念上的划分，历史实际的复杂性在于，进入现代，

即便是那些经历了数千年沧桑巨变的老城，也必然

地要转向新的文明中的都市，而这也就必然造成在

它的内部，新区和老区之间，新城和旧城之间，不可

避免地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文化混杂、交叠，现代

中国面对的，便不得不是一座座农业文明和工业文

明的“双城”。就此而言，老舍笔下的这个北京，比

同期左翼或海派文学的上海，还更能体现中国社会

的过渡性特征———不是已然具有“现代性”，而是

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的历史特征。

二、堕落的忧惧———老舍底层关怀的思想中心

要准确认识老舍笔下的城市，必须注意: 第一，

这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过渡中的城市; 第二，这是

一个由底层和边缘人群构成的城市。老舍的底层，

是一个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社会的底层。

作为一名出身于北平市民之家的作家，老舍对

城市底层生活的了解和关怀，远远超过现代文学中

任何作家，这自然和他的出身有很大关系。他曾说

“我写《龙须 沟》如 果 从 动 笔 写 第 一 幕 起，自 然 不

长，要是从程疯子那件大褂，丁四那件短袄算起，那

该是几十年了”［5］。几十年来，老舍一直都在想如

何将这样一种生活从其深微之处写入他的作品。

读过《骆驼祥子》《月牙儿》《微神》《我这一辈子》

的人都知道，为此，他也一直在做多方面的努力。

从上述名 作 到 20 世 纪 50 年 代 后 写 的《龙 须 沟》
《茶馆》，这样的对城市底层生活的描写一直是老

舍作品最能打动人心的领域。在这样长期的、持续

的底层生活关注中，是什么最使他牵心? 是什么构

成了老舍底层关怀的中心?

物质的贫困，环境的恶浊，是贫民窟的一般特

点，也一直是一般表现这类生活的文学创作的共同

特点。不过，对于这种贫困、恶浊的根源，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看法。不同于一般左翼 /革命文学中阶级

论的解说，《龙须沟》故事最具特色的地方，在于它

将问题的破解不是首先指向阶级斗争，而是指向生

活环境治理。老舍写《龙须沟》的直接动机，是要

歌颂新政权的人民性，但他选择的对象却是对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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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水沟的治理。从《龙须沟》开头那一段环境描写

不难感到，这正是旧社会底层社会生活在他心中留

下的最深的伤痕记忆。在程疯子看来，在他们的生

活中“顶厉害的恶霸”，不是某个人，而是龙须沟;

就作品的表现而言，最能体现它的颂歌主题的，是

修沟。不过，即便如此，仍不能说剧本对底层生活

环境的改善的关心，就是老舍底层书写中最深刻的

内容。通观老舍有关底层生活的所有书写，不难发

现，其实还有一种比贫困、苦难更阴、更冷，也更令

人揪心的东西———这就是他对于底层人堕落的忧

惧。老舍说，他写《骆驼祥子》，是要“由车夫的内

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6］。底层不

只是一个苦难的需要同情的对象，也可能是一个滋

生罪恶的渊薮。祥子的悲剧，不仅体现在他命运的

悲惨，更体现于他精神的堕落。

对底层民众纯朴、善良的渲染，一直是现当代

文学热衷表现的主题。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想象总

是习惯性倾向某种理想主义，而有意无意忽略“底

层”生活实际的复杂性。贫民窟环境的恶浊，不仅

体现在市容环境上，而且体现在政治、法律秩序的

缺失上。大概所有人都会同意，流氓、恶霸的横行，

同样是龙须沟社会的基本特点。但很少有人接着

问，这些流氓、恶霸从哪里来? 至晚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老舍的小说就不断写到一些生活在社会底

层的人们几经挣扎而终不免堕入深渊的故事。无

论是“骆驼祥子”“月牙儿”，还是“微神”，原本都

是极要好、要强的人，即便是为了获得一种卑微的

正常生活和做人的最低尊严，也曾不屈不挠地做出

奋斗，然而，故事的最终结果，却没有一个不是让他

们因抵御不了社会的黑暗而走向堕落的深渊。

比物质的困苦更可怕的，是困苦中的无助和挣

扎的无望，是因无助无望而最终导致的精神沦落。
19 世纪以来的欧美文学，常以一个乡村青年如何

融入城市资产阶级社会展开叙述，像司汤达的于

连，巴尔扎克的拉斯蒂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拉斯

柯尔尼柯夫等，但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大都受过一

点教育，即便低微如马丁·伊登，也还有能够进行

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能力。很少有作家像老舍这

样，坚持不懈地以真正的底层人物———妓女、洋车

夫为对象，并不断试图深入他们濒临绝望的内心。

从老舍前期最优秀的那些作品，我们可以不断

看到一个人完整的堕落过程。从《龙须沟》，我们

看到的 更 是 一 个 徘 徊 在 堕 落 边 缘 的 社 会 群 体。
《龙 须 沟》中 的 丁 四———按 剧 本 介 绍 和 作 者 自

述———已是一个“可好可坏，一阵儿明白，一阵儿

糊涂”的人，“事不顺心就难免往下坡儿溜”。剧本

第一幕，还有一个二嘎子偷鱼的情节，在作者意识

和读者接受中，这件事的意义，大概主要都被从展

示底层生活的困窘和底层人心性的良善这样积极

的方面去理解。然而，从“偷”这个字，还有二嫂、

丁四对之做出的反应，读者不难意识到，这里所寓

含的更为复杂的东西。一个孩子偷一条小金鱼，当

然算不得什么大事，但他的父母之所以生那么大的

气，也未尝不是从中看到了某种向下滑落的危险。

早在《骆驼祥子》《月牙儿》一类的作品中，老

舍已经完整地展示了一个底层人的堕落过程: 第一

步，生活的打击; 第二步，自暴自弃; 第三步，随波

逐流; 第四步，助纣为虐; 第五步，无所不为……而

一切的根源，都在于绝望。“骆驼祥子”也罢，“月

牙儿”也罢，最震撼人心的地方，都在于他们原本

不甘堕落，而终于逃脱无望。正是对生活的彻底绝

望，驱迫着一个个原本有着自己的理想的人物，一

步步堕入深渊，一步步进入彻底的人格毁灭过程。

在《骆驼祥子》中，这一切几乎都集于主人公一身;

而在另外一些作品，譬如《龙须沟》中，不同阶段的

堕落，则分身为不同的人物、不同的面孔。

底层并不只是需要同情的对象，它不仅是社会

黑暗的承受者，本身也可能变成滋生黑暗的渊薮;

底层人不仅是被欺压、被剥夺的对象，而且可以成

为罪恶的制造者。就像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的

那家客栈主人，从中可以培植出像德纳第夫妇那样

的恶棍，也可以生长出如伽弗洛什那样追求自由与

正义的英雄。假如没有米里哀主教所代表的救赎，

冉阿让也可能走向彻底放弃和堕落的深渊。

比之某个具体的人的堕落，更可怕的是社会整

体的堕落。龙须沟本是生活沦落者的居所。丁四

一家不论，就是程疯子、赵大爷，也是因生活中的某

种失败或绝望沦落底层的人物; 由于时代背景的变

化，作者写二春一家，虽不像他先前写那些底层妇

女那样残忍，然而，倘若没有时代的变化，这家人是

否能够全然逃脱黑暗阴影的笼罩，很难决然预料。

理解这种堕落的忧惧，是理解老舍式社会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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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关键。社会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堕落后的底

层市民，一部分变为流氓; 但更多的，则只是沦入那

个一度被称为“二流子”的群体。虽然比之前者，

后者“只是有点小坏”，但其存在基础却惊人地庞

大⑤。《龙须沟》中的冯狗子，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小

流氓。但从这部戏的后两幕看，即使是对这样一个

人物，作者最终心存宽宥与怜悯，而这也未尝不是

因为他早就意识到，这个人从根本上，也不过是一

个堕落了的底层平民。“谁也不是天生来就坏”，

话虽出自冯狗子口中，但却得到了赵大爷和疯子的

默认。冯狗子这个形象的存在，清楚地表明，在底

层普通民众和流氓、地痞之间，老舍始终没有划定

一条截然分开的界线。

现代化初期的城市社会，免不了都要面对所谓

“黑社会”问题。帮会或“黑社会”在老舍作品中的

出现一再表明，这其实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存在。一

方面，它的确是社会黑暗的一个重要部分; 另一方

面，它的存在又似乎与法制秩序的亏缺、社会组织

的无力以及某些处身无望中的人们对于正义的某

种扭曲的诉求有关。“老舍前期作品中经常出现

很有侠义心肠的人，在善良无能的主人公陷入困境

时，挺身而出，替他排难解忧的描写”，有学者将这

种“重恩情，讲义气，甚至不惜为朋友两肋插刀”的

现象，视作“旧社会小生产者理想的道德规范”所

导致的“英雄行为”［7］。但很少有人注意，在这些

侠义英雄与游民社会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复杂关

系。其实，只要是读过《水浒传》的人，大概都不难

理解，所谓“江湖上人物”，实际上是如何地良莠不

齐。所谓“侠义英雄”的另一面，往往是打家劫舍、

杀人越货的“盗匪”; 而具体到一个人的正邪之辨，

也从来都不像小说表层叙事的指示那样了了分明。

一个不无意义的现象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些描写

城市 生 活 的 作 品，写 到 这 种 黑 道 人 物———像《日

出》中的“金八”、《龙须沟》中的“黑旋风”，展示给

读者的似乎只是一个巨大的阴影。一方面，或是为

了突出这种势力的无边无际; 另一方面，或许也说

明，它的存在从来都是一种很难完全被捕捉的东

西。假如不是革命的到来，从“龙须沟”会不会滋

生出某种本土版的“教父”故事，也是很可玩味的。

不过，与那类故事不同的是，就老舍而言，其对底层

社会的关注，更多的时候还是更集中于那些已沦入

生活中的边缘群体的弱者。

三、革命与人道———老舍底层社会改造思想的

独特性

樊骏说，老舍这些作品“不只是同情个别人物

的痛苦遭遇，而且尖锐地提出城市贫民摆脱悲惨命

运的社会课题”［4］563。樊骏不止一次将老舍和狄更

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比较，称赞老舍在《骆驼

祥子》中，并没有像狄更斯那样“给自己的主人公

一个否极泰来的美满结局。他既不是像前者那样

寄希望于‘国家行政方面的伟大和平的宪法改革’

以及平等的教育文化权利之类的改良主义方案，也

不像后者那样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呼吁‘容

忍和原谅别人’……企图用阶级调和的方法掩盖

揭露出来的矛盾”［4］581。

在 1979 年，这样的评价，显然是为了说明老舍

的现实主义已然超出了 19 世纪欧洲的现实主义。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种新型的现实主义最终理当

揭示:“只有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才能改变祥子

和他的伙伴的悲惨命运。”［4］585 遗憾的是，写作《骆

驼祥子》的老舍“恰巧在革命面前站住了”，“他当

时还不懂得革命，更不理解惟有革命才能把祥子从

旧世界的囚笼中解放出来”［4］585。写作《龙须沟》

的老舍，无疑已经走近了“革命”。《龙须沟》对新

政权的颂扬，也 应 被 看 作 对“革 命”本 身 的 颂 扬。

这当然可以看作是老舍思想的一大进步。然而，当

读者抛开种种先入之见，再去认真阅读《龙须沟》

文本，会发现，这里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虽然作品从结构上就突出着新旧社会的

对照，但龙须沟却始终不是一个突出着阶级对立的

社会。这里有贪官、有恶霸、有流氓、有地痞，但影

响着人们的生活的“顶厉害的恶霸”，却还是“龙须

沟”。不是将“阶级”“压迫”，而是将生活环境的恶

劣摆在底层困苦的首位。即便是批判旧社会，作者

也不曾将所谓“黑暗势力”本质化。赵大爷说龙须

沟“地好，人也好”。的确，除了那个始终未曾出场

的恶霸“黑旋风”之外，《龙须沟》里，似乎就没有本

质上的“坏人”。不说“心眼怪好，嘴可厉害”的四

嫂，“为人正 直 好 义”的 赵 大 爷，懦 弱 善 良 的 程 疯

子，“甘心养着”丈夫的娘子，就是“能说会道，善于

敷衍”的刘巡长，也是“心地很正”。老舍笔下的巡

警，大都与 普 通 百 姓 没 有 太 大 的 差 别［8］。《龙 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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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中的刘巡长，不但“没欺负过谁，没贪过赃”，而

且还于“无意中做了不少的好事”，就连生活感受，

也和普通居民没有什么差别: “我也是这儿的人，

你们受什么罪，我受什么罪。”像这样描写一般被

视为反动势力爪牙的旧警察，甚而让其在历史进入

新时代后，直接脱掉旧装担任新的派出所的副所

长，老舍这样的处理大概是绝无仅有。就此，我们

不难看出，在《龙须沟》的时代认识高度和后来的

流行观念之间，实际存在着怎样的距离。

第二，老舍始终坚持人性的、宽恕的、非暴力的

观点。剧中最著名的情节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之后，当从前打过程疯子的冯狗子去向他道歉，

四嫂要他照样给他一顿嘴巴，疯子却只郑重其事地

看了看他的手，说了一句: “啊! 你的手也是人手，

这我就放心了!”打人的手也是人手，这看似简单

的判断，包含的却是老舍最为重要的人生观念。不

是主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主张社会和解，让

“打人的手”重新变回“人的手”。这是老舍底层社

会改造思想的又一关键点。程疯子说“打人的已

不敢再打，我怎么倒去学打人呢”，读者很可能为

这一句话所显示的天真和人道精神而感动，但同时

也须注意，在它与当代中国的阶级话语之间，存在

的实在是一道太明显的裂隙。这里所宣扬的，其实

是一种要将“以暴易暴”归入历史的宽恕哲学。这

不但让人想起他所曾受过的基督教影响，而且也使

人想起中国历史上伯夷、叔齐那样的古圣先贤……

老舍底层社会改造思想，始终与他的人性认识

密切相关。《龙须沟》中的程疯子，很容易让人想

起鲁迅笔下的孔乙己: 一样地被生活抛出了原有的

轨道，一样地不肯脱下长衫，一样地缺少实际生活

能力，一样地软弱可欺，一样地对儿童、对知识、技

艺及其他美好的事物有着本能的亲近。不同的是，

孔乙己孑然一身，程疯子却还有一个爱着他、护着

他的“娘子”。鲁迅说他写孔乙己是揭示社会“对

于苦人的凉薄”，老舍写程疯子，却为他保留了不

少来自同阶层人的同情和暖意。同是身处沦落之

境，程疯子除了比孔乙己更多地保持了人格的尊

严，还比前者多显出了一种“弱者”的力量。看他

脱下大褂为小妞子换金鱼，看他对打过他的冯狗子

说出那番关于“人的手”的话，都不免会使我们重

新思考怎样认识生活中这些“弱者”，且对这种来

自人性深处的力量———拒绝同流合污的道德自持

力，对更弱小者的怜悯和同情，对人性的信仰和对

以暴易暴历史逻辑的厌弃等———生出由衷的敬意。

也正是从这些地方，老舍对底层人物的表现，甚至

超越了鲁迅，而更赋予人性以一种积极的期许。这

也就是说，即便充塞着苦难、罪恶，老舍也没有将龙

须沟刻画成一个缺乏道德意识及人间温情的世界。

四嫂说“我们穷，我们脏，我们可不偷”，话虽简单，

传达出的不唯是底层人对自己道德人格的自信与

守持，也是老舍对这个阶层道德人格的坚定的乐

观，而这，也 应 看 成 始 终 是 他 最 重 要 的 精 神 支 柱

之一。

老舍有关改善底层人生活质量的理想，说 到

底，其实都很平实。不外乎: ( 1 ) 给他们一份稳定

的、能维 持 起 码 的 生 活 所 需 和 人 格 尊 严 的 工 作;

( 2 ) 给他们一个宜居的、安全的生活环境 ( 清洁的

居所和安全的社区) ; ( 3 ) 充分的受教育的机会和

向上流动的希望; ( 4 ) 栖居的权利和扎根的可能。

对底层民众来说，就业需求始终是第一位的。

龙须沟居住条件极差，但仍然“密密层层”挤满下

层民众。王大妈说: “这儿脏，可有活干呢，九城八

条大街，可有哪儿能像这里挣钱这么方便? ……地

方干净有什么用，没的吃也得饿死!”“贫民窟”存

在，除了其他种种之外，一个不容忽视的根本，还在

于它给了那些身处底层的民众最后的栖身之地和

最后的工作可能。因而要想从根本上改造它，首先

得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一条实际的生活出路。

这不仅是一个朴素的、人道的愿望，而且是避免底

层沦陷的基本前提。《龙须沟》后两幕，丁四的快

乐、冯狗子的弃恶从善，不同程度地均与他们在新

社会中找到恰当的工作和社会位置有关; 而疯子的

被安排去看自来水，更有着使其重树生活信心、重

获人格尊严的丰富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龙须

沟》对新时代最深刻的歌颂，也正在于它为那些徘

徊在堕落边缘的底层人们重塑了生活的希望。

龙须沟生存环境的恶浊，不仅体现在市容环境

上，而且体现在政治、法律秩序上。剧作第一幕，从

刘巡长口中，我 们 曾 不 止 一 次 听 到 一 个“上 头”。

这个“上头”不断向下征敛钱物，而又始终不为民

办事。龙须沟人生存现实的困苦，显然与这个腐败

的、不作为的“上头”有很大关系。辛亥革命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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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家制度虽从专制王朝转变成“民国”，但

“国家”意义的暧昧，国民关系的疏离，在很长时期

中仍然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特点。新中国的建立，不

但涤荡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而且从根本上为实现

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了保障。要想彻底消除黑恶

势力滋生的基础，在国家力量之外，同样需要普遍

的有效的市民组织。在《龙须沟》中，急公好义的

赵大爷一直是这个小杂院生活的一个重要支柱。

他的正直、热心肠、好打抱不平，不但让我们再一次

看到传统侠义精神的正面意义，更让我们看到了民

间社会一种自我组织、管理、救助的能力。

从《龙须沟》可以看出，所谓“底层”，从来都不

是一个真正稳固的结构，“底层社会”的存在，自始

至终都与其成员的脱离意愿联系在一起。像生长

于贫民窟的一切女性一样，二春的本来理想也离不

开“嫁到别处去”。表面看，她急于离开的只是“这

臭沟沿儿”，其 实 质 却 正 是 要 脱 离 这 个“底 层”本

身。一个成熟的社会，必然是开放的。这样的社会

不可避免地也有它的“底层”，却不会因为阶层的

固化而导致这个阶层人整体的绝望。《龙须沟》第

二幕，“捡煤核儿”的二嘎子开始上学，学校的教师

还主动向更多的人开设“识字班”。在当初，这已

然被看作新社会带给人们的新生活的一部分，今天

看来，它的意义或许还要深远。《龙须沟》的成功，

固然有时代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或许还在于，老舍

对时代要求的这个回应，恰好和他一贯的社会关怀

和人道忧思凑泊到一处，在颂歌的表层之下，表达

了他对底层社会改造的更多深刻思考。

四、作为城市风景的“龙须沟”: 消失的与不曾

消失的

曾几何时，作为“旧中国遗留的产物”，龙须沟

早已被宣布“成为历史”。但时至今日，在另一意

义上，人们又不得不承认，它仍然存在着: “到了今

天，它已成为那些破败落后、无人关注乃至被遗忘

地区的缩影和代名词。”［3］与之相似的是，曾经以

为早已远去了的“祥子”，在很多地方，似乎同样不

过是改换了装束而已。

前述樊骏有关《骆驼祥子》的 文 章 写 于 1979

年，其时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才刚刚迈出第一

步，他的论述立场还明显地站“革命”一边，其时的

他大约怎么也想不到，经历了其后三十余年的高速

增长，“后革命”时代的中国，竟然会再度出现类似

的问题。曾经的革命，并没有使我们一劳永逸地进

入一个“没有匪患，没有压迫，没有失业，退休金和

医疗保险成了新社会最辉煌的骄傲”的时代。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现实，忽然使我们惊悟，“革命

并没有彻底抹去阶层的区别”［9］334，甚而怀疑平等

与公 正 仿 佛 成 了“一 个 永 远 无 法 兑 现 的 承

诺”［9］334。在 某 些 地 区，“流 氓 再 次 横 行 乡

里”［9］336，“黑社会”也令人难堪地再次成为“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10］。而诸如“强拆消灭不了贫民

窟”，“城市化别掉入忌讳‘贫民窟’的陷阱”，“浙

江村以其物美价廉的服装闻名，也以其村容村貌的

脏、乱、差，社会治安混乱闻名京城”一类的报道、

讨论⑥，也使我们不时惊觉，“龙须沟”还可能就存

我们身边。

一种“后革命”时代的现实，让我们再一次站

到了昔日的矛盾和问题面前。如何认识阶级 ( 阶

层) 对立的绝对面与相对面，以及如何认识底层社

会在社会分化中的政治、文化取向，也已成为当前

中国社会关怀的重要突出点。曾经以为不可克服

的社会矛盾，在现代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趋于和

缓。曾经以为可以根本解决问题的“革命”，却带

来了某些现代化问题的又一轮循环。这一点，恐怕

的确是为当年的人们所始料未及的。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也

与“底层”有关。对底层生活现实、底层社会心态

的关注和对底层堕落的忧惧，再次成为社会普遍关

注的问题。而如何认识阶级 ( 阶层) 对立的绝对性

与相对性，如何认识底层社会对当下社会政治、文

化取向的意义，也已日益成为当前中国最突出的社

会关怀课题。在过去，我们曾将龙须沟的存在，简

单看作是一个旧的社会制度现实，很少意识到，它

的存在，其实也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本身，与这一过

程中城乡社会的对接、转换有着怎样的关系。虽然

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有它的“底层”，但“底层”

问题之成为一个急迫的现实关怀话题，仍然与我们

所处的这个历史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

尽管任何时代的社会都会有“底层”，但作为

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底层”关怀的出现还

是和现代化过程的特定阶段，与城市化与传统乡土

社会改造联系在一起的。从《龙须沟》第一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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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丁四的职业选择，就是一个不断被剧中人提起

的话题。老舍说，“我教他以蹬三轮为业，一来是

好教他给臭沟作注解———一下雨，路途泥烂，无法

出车，就得挨饿; 二来是我可以不费多少力气便能

写出他来———我写过《骆驼祥 子》啊”［11］，说 到 的

其实只是一个比较表层的原因。放远点看，近代以

来的中国文学———从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到胡

适的《人力车夫》，从鲁迅的《一件小事》到郁达夫

的《薄奠》，从闻一多的《天安门》到老舍的《骆驼祥

子》等，之所以屡屡以人力车夫为表现对象，还有

更深的历史因由。

有社会学研究指出，民国时期以后人力车夫的

大量出现，一方面由于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的低

下———“机动车发展缓慢，人力车在各大都会发展

很快”，另一方面也与“各种原因引起农村经济凋

敝，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谋生，而城市里发展缓

慢的近代工商业又容纳不下陡然增长的人口，人力

车夫职业成为进城农民的‘收容大队’”有关［12］。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车夫的生活不但总处于一种

恶劣的、无保障的境地，其社会地位也一直很不稳

定。近代以来的许多城市社会问题，也往往因此而

起。在《龙须沟》中，我们可以清楚听到，对人力车

夫这份职业，不但丁四不满意，他的妻子更认为算

不上是什么正经营生: “五行八作，就没有你这一

行。”虽然老舍也曾明确地说丁四是“生长在都市

里的人”，但真正要认清这个角色的意义，却必须

将其放入 这 一 社 会 阶 层 的 整 体。《龙 须 沟》的 后

半，因为城市改造工程，丁四变成了一名“工人”，

不但他自己觉得精神，四嫂更为之欢喜，就是因为

这种身份的改变，不但使他获得了一份较为稳定的

工作，而且标志着他被正式纳入了城市社会的有机

体。要想彻底地改造底层社会，除了给“底层人”

工作的机会之外，还要让他们有机地融入社会生活

的整体，从而感受到做人的尊严与权利。

一个成熟的社会，理应是以中间阶层为主的社

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即使不可避免地仍然存在着

一个“底层”，也不会因不断的贫困与难以制止的

罪恶，沦为人道与法治的盲区。相反，通过种种有

效机制，努力缩小它们的存在基础，进而防止社会

底层整体的沦陷，理应成为社会整体不断努力的目

标。面对昔日徘徊在堕落边缘的底层社会，老舍写

出了“祥子”“丁四”“微神”“月牙儿”“小福子”以

及形形色色的地痞、流氓、恶霸、骗子、逃兵，甚至

“阮明”“康大力”，他没有写出的，或许就是拉斯柯

尔尼柯夫或马加爵。没有被他写出的，是否会被新

的作家写出，时至今日，这是一个考验着我们作家

的道德和良知的问题，也是一个考验我们的社会能

否顺利实现现代转型的历史课题。
《龙须沟》第三幕，四嫂一边称赞“政府要老这

样做事呀，龙须沟就快成了大花园啦”，一边表达

自己的担忧:“可有一样，成了花园，也得让咱们住

着。”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修整龙须沟，只是就地修

整，就地安置。时至今日，同样的问题却可能有不

同的解决方式。一片旧城的消失，带来的往往也是

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一种人情伦理的隐退。实际

被“拆除”的，常常也不仅是空间上的“家”，而且是

精神上的“园”。现代社会的家园失落、精神空虚，

乃至现代人的“无根”感也不能说与此无关。

按老舍原作，《龙须沟》的第三幕，原本还有这

样一个不无深意的细节。想象着沟修好、路修好后

的生活情景，程疯子和二嘎子开始讨论接着“该怎

么办了?”二嘎子提出“该种树”，程疯子赞同，并提

议种柳树———“垂杨树，多么美呀!”二嘎子又提出

种桃树———“到时候可以吃大蜜桃”。然而，不论

是在当年初排，还是 2009 年重排中，这个情节都被

“删除”了。据说，新版《龙须沟》上演后，有人艺老

演员对此颇表遗憾，虽然并没有更深入地讨论其原

委，但也的确提示了一个颇为重要的问题，这就是

老舍对于创建宜于人居的新的都市家园的诗意想

象。家园对人的意义，绝非单纯的“居所”那么简

单。因为有了海德格尔的经典阐释，荷尔德林诗句

“人诗意地 /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近年传遍世界［13］，

但这表达的其实只是一个极普通的道理，在人对环

境美的追求中，实际包括的也的确是他对生命存在

的深刻自觉。即此一点，或许也可以看出，老舍有

关底层社会改造的思想的丰富性，除了政治、经济

等现实的层面之外，这里同样包含了文化的、人性

的深刻内涵。阅读老舍，常会使人感到，他表现的

虽是城市，但这城市仍然不离乡土。一座城市何以

仍然能够是乡土的? 从某一角度看，这也许是他的

城市“现代性”不足的表现，但从另外的角度，生态

文明的角度看，这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他的城市观

111

甘肃社会科学 2022 年第 5 期



有可能超越了“现代性”的地方。即此而言，《龙须

沟》里的“种树”，虽是一个不起眼的细节，但所提

出的，却可能是如何将传统文明植入现代城市这样

一个深刻而又具有前瞻性的话题。

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城市化的不断进展，传统

城市的外在形态不可避免地面对着一系列以拆除重

建为中心的问题，而其社会结构与人情伦理，同样面

临许多需要调整的东西。改革开放过程中可能产生

的阶层分化，更使一些从前被认为已然消失的问题，

再度出现在人们面前。作为“旧社会”象征的“龙须

沟”，自然早已消失于历史，然而，作为城市现代化进

程产物的“龙须沟”，还可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

断以某些新的形态出现于我们的生活。而对于这样

一些可能存在的底层社会的治理，不可避免地要成

为人们必须面对的生活现实。不论是生活环境，还

是社会组织以及与之相应的心理结构，都存在一系

列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面对这一切，重读《龙须

沟》，透过老舍所曾思考的一切，促进从更长历史时

段中去把握我们的生活，促进社会的更为健全的发

展，或许仍然不无积极意义。

注 释:

①《龙须沟》剧本最初于 1950 年 9 月《北京文艺》发表，1951 年

为庆祝北京解放两周年，北京市人民艺术剧院 2 月 2 日在北京剧场

首次上演( 焦菊隐导演) ，其后又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毛泽东、周恩

来等观看演出并接见作者一家。年底，老舍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

“人民艺术家”称号。

②进入新时期，在《茶馆》声誉日隆的同时，《龙须沟》的地位却

悄然走低: 从“声誉最高，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代表作，一变

而为与《茶馆》双峰并峙的“第一个高峰”，再变而为它“值得一提”的

陪衬。见二十二院校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史》第 1 册，福建人民出

版社 1980 年版，第 330 页。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

《中国当代文学》第 2 册，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第 2 版，第 462 页。

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 《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6 页。

③近期学者除突出其在中国话剧艺术史上的地位之外，也开始

讨论其在“社会主义城市的现代性”方面的意义等问题。有关论述

见徐刚:《〈龙须沟〉与北京城市改造的文学表述》，《河北科技大学学

报》2001 年 第 1 期; 张 鸿 声: 《传 统 城 市 性 的 延 续 与 现 代 性 的 建

立———老舍话剧中的“新北京”》，《福建论坛》2009 年第 7 期。

④相关内容参见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⑤据研究，二流子“这个词最早出现在 1939 年的延安报刊中”，

“之所以叫‘二流子’，是要和旧社会穷凶极恶的地痞流氓区别开来，

因为和前者相比，二流子多表现为生活恶习，而且只是有点小坏”。

“根据当时延安市的统计，1937 年前，延安市人口三千，地痞流氓五

百，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六，1937 年延安县人口三万，地痞流氓为

一千六百九十二人，占百分之五。”见孙晓忠: 《中共在延安时期的改

造“二流子”运动》，《中华读书报》2010 年 7 月 28 日第 13 版。

⑥参见周毅为《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一书所写的书评《“他们是没‘文化’的人》，http: / /www． library． sh．

cn /dzyd /spxc / list． aspspid =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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