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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牛天赐传》中的现代理性价值构建
文/樊林

摘要：老舍小说《牛天赐传》强调人要自律自为、勤勉奋斗，呼唤公平和谐正义的社会秩序，倡导注重个

体尊严的、理性的人际交往规则。老舍构建的这种价值理性为现代文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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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化生成的基本点是现代理性，现代理性

既体现在社会建设层面上，也体现在对人的内在要求

上。在社会建设层面，现代理性的核心内涵是确立公

民的基本权益；在对人的内在要求上，现代理性要求

人对外要有反抗强权、维护个体自由权的自觉意识，

对内要能自律自为、按照理性的规则行动。[1]

老舍于1934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牛天赐传》，在

构建现代理性价值方面有独到的贡献，开拓了生命存

在的独特境界。总体而言，《牛天赐传》对于现代理

性价值的构建，包括人对自身的要求、人对社会秩序

的要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规则三个方面。

一、人对自身的要求——自律自为、勤勉奋斗

老舍《牛天赐传》着重强调的现代理性，不是

人在严酷环境中如何维护自我权益的理性，而是在皇

权、族权、父权退场之后，人应当妥善规划自己人生

的理性。这既体现在对牛老者、虎爷、王宝斋谋划生

路的肯定性叙述中，也体现在对诗人赵老师形象的讽

刺性描述上，还体现在对纪老者的赞赏上。

牛老者一直勤勉经商，虎爷在牛老夫妇过世后安

排牛天赐摆水果摊谋生，王宝斋帮助牛天赐理财。为

了改善经济状况，按照合理的社会规则努力奋斗，这

种务实有为的人生态度受到作者的赞赏。

诗人赵老师缺少基本的民生意识，牛老者的生意

受挫，赵老师却说“应当庆祝商业精神的死亡”，还

说“钱在哪儿心就在哪儿，三个铺子都倒了，岂不完

全省了心，作了自由的灵魂”，这位鄙视金钱的浪漫

诗人，不懂生存的艰辛，对个人经济状况的重要性一

无所知，将诗意追求与生存利益相对立，作者在行文

中毫不掩饰对他的调侃。[2]

《牛天赐传》也赞美了现代意义上的财产观。赵

老师虽然为人真诚，却毫无私有财产观念，他在牛家

当家庭教师，“没钱买书或别的东西”时，便随意变

卖牛家的物品，从不感到惭愧。作者对赵老师缺乏自

律、不以侵占他人财物为耻的态度屡屡嘲讽，使得作

品充满了喜剧趣味。

《牛天赐传》从正面塑造了纪老者形象。纪老者

一贫如洗，却坚决不肯接受牛天赐赠送的一块洋钱，

牛天赐觉得他“穷，可爱，而且豪横，不像城里的人

见钱眼开”。“豪横”一词隐含着作者对纪老者不贪

恋他人财物、自尊自爱的品格的赞美。

自律自为、按照合理的社会规则勤勉奋斗、尊重

个人财产，这些观念显然区别于“有饭同吃、有衣同

穿”的江湖义气观，也不同于“五花马，千金裘，呼

儿将出换美酒”的浪漫豪情。老舍的价值立场是否定

散漫的人生态度，肯定人的自身行为的规范性，体现

了一种从传统向现代演进的理性精神。

二、人对社会秩序的要求——和谐、公平、正义

老舍在《牛天赐传》中表达了对乱世的恐惧以及

对合理社会秩序的向往。他笔下的乱世景象，既有兵

乱，也有家族中的勾心斗角，还有学校内部的混乱及

商业圈的无序竞争。

老舍的早期小说通常并不关心军阀混战的双方是

谁，而是从普通民众的立场出发，控诉战乱对民生的

破坏，对正常社会秩序的颠覆。如《牛天赐传》中写

到不知名的军队占据了云城，官兵向百姓索要财物，

又实施抢劫，城中烟火四起，牛老者苦心经营了三十

年的隆福号“只剩下点焦炭与瓦块”，牛老者因此痛

心不已，大病一场。

《牛天赐传》中的师范附小也是一个缺少公平、

不遵守现代理性规则的地方，是前现代社会的缩影。

在这个学校里，大同学欺侮小同学，老师动辄给学生

“脖儿拐”，教师之间尔虞我诈。小说中描写道：

“附小向来有这个规矩——榜示的名次是可以随意编

排的……主任嘱咐先生把天赐降到第十五名，原来他

本是第四名。”

家族内部亲戚们的恶意与争斗也在《牛天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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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所体现。牛天赐的养母牛老太太去世了，“吊丧

的人很多，可是并没有表现多少悲意”，亲戚们“拿

起茶就喝，拿起东西就吃，话是随便地说”，更有甚

者，牛老者的本家弟媳妇带着四个儿子大闹牛老太太

的丧事，要把牛天赐这个“野孩子”赶出去，目的是

争夺牛家的财产。牛家亲戚们闹丧的场景完全颠覆了

日常生活秩序，毫无伦理亲情可言，牛老者被迫花了

一百块洋钱来平息这场闹剧。老舍在此表达了对暴民

的厌憎以及对封建家族文化的批判。

《牛天赐传》中对乱世的批判，还体现在为传

统商业秩序在无序竞争中受挫而感到惋惜的立场上。

牛老者遵奉“货真价实”的商业原则，“可是他赔了

钱。那些卖私货的，卖假货的，都赚。商人得勾结着

官府。”作者在此重视传统商业秩序中合理的一面，

从外视点看待现代商业竞争，表现出不解和排斥的态

度；从内视点写传统商人的迷惘，表现出为之扼腕叹

息的同情态度。

老舍的社会文化批判以追求合理的社会秩序为

旨归，并不拘泥于单一的文化进化立场或文化守成立

场，他所向往的常态社会生活秩序，没有暴乱冲动，

没有专制的属性，内含着对和谐公平正义的理性诉

求。[3]

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规则——合理交往、注重

礼义廉耻

《牛天赐传》浓墨重彩地描绘了牛老太太的老式

“官派”形象，她的“官派”包含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做官的人生理想，牛老太太殷切

期待养子长大之后能做官，光宗耀祖。抓周的时候，

老太太盼望牛天赐能抓住代表官运的小铜图章、笔与

书。临终时，她又把小铜图章郑重地交给牛天赐，嘱

咐他“要强，读书，做个一官半职的”。作品在此嘲

讽了普通市民阶层平庸的人生观。

第二个层次是盛气凌人的作风，牛老太太“知

道怎样用仆人，怎样讲排场，怎样讲身份”，小说中

描写道：“世界上的一切是为她预备好的，一招手就

得来，什么都有个适当的地方，一丝不乱地等候着命

令。”与牛老者相比，“牛老太太比他厉害得多，可

是偏偏投了女胎，除了欺侮老伴儿，简直没有英雄用

武之地”。对牛老太太这种以气势压人的做派，作者

通过讽刺性的描述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反感，也由此从

反面构建起人与人之间谦和宽容的交往准则。

第三个层次是按规矩办事、注重礼义廉耻，小说

文本对此的叙述态度是微讽与赞赏并存，以诙谐为基

调称赞人际交往的理性。首先，牛老太太在经济利益

上从不亏待他人，讲究守规矩、公平交易。在处理各

项家庭对外事务的时候，牛老太太精明利落，把气势

强盛并慷慨大方地花钱视为“官派”应有的气度。她

在给仆人开工钱、给老师送束脩、给介绍人发赏钱等

事项上，均强调按规矩办事，出手大方，毫不吝啬。

在牛老太太的“官派”面前，介绍人“败下阵来，

可是知道自己并没吃亏，太太的办法正碰在痒痒筋

上”，介绍人心中对牛老太太的评价是“能非常的慈

善，同时眼里又不藏沙子”。小说从相关人物对牛老

太太的满意态度上、从文本叙述的语调上，表达了对

这种遵守规范、公平处事的价值观的赞赏。其次，牛

老太太注重体面、把自己的尊严看得高于实际利益，

作者为这一处事原则在现代社会的受挫表示伤感。牛

天赐在学校被不合理地开除，牛老太太来到学校，把

主任训斥了一通，“在精神上，胜利是她的；事实

上，她的高傲的办法使得主任得去便宜。她这种由人

格上进攻的战法，在二十年前或者还能大获全胜；主

任是读书要脸面的人呀，按老规矩说。……可是，现

在的主任只求事情过得去：开除了，学生不要求回

来，这岂不很顺手；骂几句算得了什么？老太太白费

了力气，……她一辈子站在礼义廉耻上，……现在这

些似乎已不存在了。”老舍在此树立了注重维护个体

尊严、注重礼义廉耻的人际交往理性，体现出肯定传

统文化中合理的道德资源、否定商业社会功利化及庸

俗化倾向的价值取向。

（下转第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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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牛天赐传》不仅通过直接描写牛老太太的言行

来表达对其人际交往理性的敬意，还通过牛天赐对养

母规矩的怀想，从侧面强化这一价值取向。牛天赐幼

年时对养母立的规矩颇感束缚，作者理解尊重儿童天

性中对自由的渴望。同时，他也认同牛天赐在混乱的

外部世界中对养母规矩的追念，他因在学校受大孩子

的欺负而感到“妈活着，他恨那些规矩，妈死了，他

找不着规矩了，心中无依无靠”。[4]

正因为在牛老太太的“官派”气度中包含着人与

人之间合理交往的理性内涵，她才没有成为一个真正

的反面角色，而是一位受到作者调侃批评却仍然深得

作者喜爱的老北京市民的典型。

赞赏人在合理的社会秩序内勤勉奋斗，在人际交

往中维护个体尊严，追求和谐公平正义，这是老舍一

贯的价值观。他从市民立场出发所构建的现代理性价

值，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基石。可以说，以文学创

作参与现代文化建设是老舍最重要的思想贡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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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在B乐段最后的唱句中，“黎民得平安”

一句只是表达了昭君的心愿，但在热闹的场面和美好

的憧憬中，昭君内心的惆怅之情却难以通过这句话流

露出来，于是作者在连接句中利用唱词“啊”进行延

展，旋律上通过小二度和小三度的运用，既不会使

“啊”的演唱过于悲哀、充满悲情，又能够加强音乐

表达的悲壮与哀怨，使词曲达到完美契合的境地，刚

柔间杂其中，让人回味无穷。[3]

三、结语

《昭君出塞》作为一首极具文化内涵和音乐特色

的艺术歌曲，不仅借助流动的音乐载体再现了昭君出

塞的历史画面，而且借助现代创作技法和音乐表达赋

予了这首歌曲新的时代内涵，既是继承又是创新，对

于声乐的创作、演唱及教学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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