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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老舍先生原名舒慶春（1899 年 2月 3 日－1966 年 8月 24 日），字舍予，

筆名老舍，是中國現代傑出的文學家、戲劇家、小説家。老舍先生極善於描寫市

民生活，尤其是北京市民當中的下層貧民的生活。老舍先生在塑造北京市民形象

時具有濃鬱的市井風味與北京地方色彩。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趙園

（1981）曾指出「在中國現代小説史上，就所提供的市民人物的豐富性與生動

性來看，幾乎找不到另一位作家可與老舍匹敵。」（頁 350）同時，西南大學文學

院院長王本朝博士（2018）也指出「老舍小説構築了一個豐富多彩的市民世界，

它不但塑造了衆多的市民形象，而且還從文化批判視野反思了市民文化。」（頁 1）

在如此豐富多彩的市井世界中，代表人物有兩大類，一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

二是由鄉村或外地前往北京工作或生活的「鄉下人」。縱觀學術界之前的研究，

大多數學者都將研究重心聚焦於老舍先生如何利用市井人物形象展現其作品獨

特的「北京味兒」，卻鮮有學者嘗試從更加微觀的角度剖析不同身份來源的人物

形象是如何互相影響的。而「鄉下人」這一人物群像不僅沒有在創作中被老舍先

生忽略，反而在老舍先生的部分作品中充當主要人物形象，如《駱駝祥子》中的

主人公祥子。因此，筆者認爲，對老舍先生作品中的「鄉下人」形象進行針對性

的和有方向性的剖析，對於研究老舍先生的「京味兒」風格有獨特的意義。對此，

筆者選擇從此一方向出發，嘗試探索老舍先生筆下的北京城與北京人對與之相對

的「鄉下人」產生了何種影響，及此影響對老舍先生在其作品中展現「京味兒」

風格的作用。



老舍小説中的鄉下人形象對展現「京味兒」風格的作用——以《駱駝祥子》爲例

4

為達成這一研究目標，筆者選取了老舍先生的兩部代表作品：《駱駝祥子》

作爲重點分析文本，並以老舍先生其他小説作品的文本進行佐證，以嘗試探索出

老舍先生筆下的北京人和北京城對「鄉下人」的影響及其對展現老舍「京味兒」

風格的作用。

二、鄉下人的性格轉化體現出北京城對鄉下人的同化

老舍作爲滿族人，在很長一段時間保有滿族人獨特的道德觀。而滿族旗人有

著遵守秩序、不怕吃虧、樂於禮讓的性格品質，因此有學者認爲，在旗人環境下

長大的老舍先生勢必會受到影響，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老舍的創作。1《駱駝

祥子》在現代文學史上占有著重要的地位，老舍先生在這部作品中揭示了一個由

鄉下來到北京城的「鄉下人」由奮鬥變爲墮落的人生故事。向讀者展示了「鄉下

人」進入北京城市之後所遭遇到的生存困境與精神危機。在《駱駝祥子》中，來

自鄉下的主人公「祥子」是典型的「鄉下人」，而老舍先生在作品中塑造祥子的

過程中通過一系列代表性的動作和行爲的變化體現著祥子隨著北京城或北京人

對其影響程度的變化。

而根據四川大學邱國盛教授（2003）的研究，在新中國成立前後，北京與

其他城市的人力車夫來源構成的比較如表一所示：

來源 杭州 南京 上海 北京 成都

1關紀新. (2007). 滿族倫理觀念賦予老舍作品的精神烙印. 中央民族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5), 119



老舍小説中的鄉下人形象對展現「京味兒」風格的作用——以《駱駝祥子》爲例

5

城市 42.03% 43.04% 29% 76% 37.86%

農村 57.97% 56.96% 71% 24% 61.14%

（表一2）

經由表一所展示之數據可見，不同於其他城市，在《駱駝祥子》所描寫時期的北

京的人力車夫主要由北京人擔任，並在所有在北京工作的人力車夫中占比達到了

百分之七十六。所以有理由認爲，在《駱駝祥子》中，除祥子外，未指明出身的

人力車夫，有百分之七十六的概率為北京人。所以可將未指明出身的人力車夫視

作北京人，或至少是熟悉北京的人。

就祥子這一人物形象的性格而言，在作品中呈現的道德變異與北京城和北京

人對其造成的影響是有關係的，就如王本朝博士（2010）的研究表明，《駱駝祥

子》這部作品是「由車夫的内心狀態觀察地獄是什麽樣子」（頁 96-97）。關紀新

（2007）的研究則從人物形象的角度顯示，祥子帶著明顯的旗人青年的性格特

徵，而祥子最終的精神狀態完全崩潰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劉四爺和虎妞等

北京人的影響所導致。綜合兩位學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將祥子墮落的原因概括爲

「旗人青年受『地獄』般的北京城或北京人影響，最終徹底世俗成爲行尸走肉」。

首先，從人物形象定位的角度分析，對於最初的祥子保有滿族旗人「遵守秩

序、不怕吃虧、樂於禮讓」等性格品質的體現，作品中有如下描寫：

他不怕吃苦，也沒有一般洋車夫的可以原諒而不便效法的惡習，他的聰明和

2 參考自邱國盛（2003）。〈北京人力車夫研究〉。《歷史檔案》，1，119-124。取自：

http://www.cqvip.com/main/export.aspx?id=8017122&type=1&sign=b59edb805e4dacc3448064

2b6b3a5978&view=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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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都足以使他的志願成爲事實。（老舍，頁 4）

在這僻靜的地點，他可以從容的降價，而且有時候不肯要價，只説聲：「坐

上吧，瞧著給！」他的樣子是那麽誠實，臉上是那麽簡單可愛，人們好象只

好信任他，不敢想這個傻大個子是會敲人的。（老舍，頁 7）

他曉得自己的跑法很好看。跑法是車夫的能力與資格的證據。（老舍，頁 7）

由以上描寫可以看出，在初始時期的祥子的性格特點可以概括爲「重道德」、「目

標清晰」。他擁有「買車」這一明確的目標，並通過不斷磨練自己拉車的技能來

提升自己的專業水平。甚至，作爲一名車夫，祥子有著過度的謙讓。就此階段來

看，祥子的性格特點尚屬旗人精神文化的本元類型。3而此時祥子的該種性格特

點在其他方面也有體現，如外貌：他沒有什麽模樣，使他可愛的是臉上的精神。

（頁 6）再如愛好或習慣動作：

他不吃煙，不喝酒，不賭錢，沒有任何嗜好，沒有加影的纍贅，只要他自己

肯咬牙，事兒就沒有個不成。（老舍，頁 9）

此時的祥子尚無不良嗜好，且心中充滿著對生活努力的動力。以情節爲綫索進行

分析，此時的祥子處於剛剛進入北京的初期，接觸北京城或北京人的程度較淺層，

所以此階段祥子的性格特點仍然是堅韌且努力的，此階段祥子明顯的外貌特徵以

「可愛」、「精神」爲主。故筆者將此階段祥子的性格特點記作「性格 1」，將祥

子對於不良嗜好的態度記作「嗜好 1」。

可是隨著祥子在北京城經歷過被大兵搶車並開始接觸劉四爺和虎妞之後，祥

子的性格發生了明顯改變：

3同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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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他不肯搶別人的買賣，特別是對於那些老弱殘兵；以他的身體，

以他的車，去和他們爭座兒，還能有他們的份？現在，他不大管這個了，他

只看見錢，多一個是一個，不管買賣的苦甜，不管是和誰搶生意；他只管拉

上買賣，不管別的，象一隻餓瘋的野獸。（老舍，頁 45）

此時的祥子相較於「性格 1」階段的祥子，已經喪失了原有的針對他人的禮讓，

開始在工作領域變得自私。祥子在工作領域變得自私的核心原因是對錢的渴求，

而祥子由對車的渴求過渡至對錢的渴求的原因則與北京人劉四爺相關。如祥子在

買了駱駝回到人和厰之後，劉四爺便嘲諷他將駱駝賤賣了，而《駱駝祥子》中針

對此時祥子的心態描寫如下：祥子早就有點後悔，一聽這個，更難過了。（頁 41）

而當劉四爺詢問祥子如何買車時，祥子的回答是：「我慢慢的省，夠了數，現錢

買現貨。」（頁 42）因此，梳理下來可知，北京人劉四爺及北京城人力車行業氛

圍和規則對祥子的影響使得祥子開始爲了追求金錢而抛棄自己一部分原有的價

值觀，從而無意地改變了自己的性格特點，在工作領域開始抛棄自己原有的行爲

準則，並變得自私。

他只看見錢，多一個是一個，不管買賣的苦甜，不管是和誰搶生意；他

只管拉上買賣。（老舍，頁 45）

綜上可知，此階段的祥子性格品質當中的本元類型仍然作爲指導祥子價值觀和行

爲的核心準則。在這種作用之下，祥子即使對不良嗜好產生了興趣卻也沒有在實

踐領域產生做出不良行爲的事實。所以此階段祥子的性格品質呈現出的整體特點

是其性格中傳統旗人品質的本元類型開始產生了動搖，故將此階段祥子的性格品

質記作「性格 2」。相較於「性格 1」，「性格 2」的最大特點在於動搖，但動搖的

程度尚屬輕微，並未能影響到祥子的行爲，但已經影響到了祥子日常生活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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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觀念的影響具體便體現在祥子工作態度的轉變，開始變得自私和逐利。概括

而言，「性格 2」的祥子性格當中的努力欲開始降低，而自私性開始上漲。

隨著祥子在北京生活時間的加長和與北京人交流的加深，其性格依然在持續

發生變化。如老舍先生在文中曾表示：他好像是死了心，給他個混一天是一天。

（頁 132）此時的祥子已經嚴重喪失了努力的想法，取而代之的是爲了遷就自己

的生活狀態而停止奮鬥的心態，此階段

祥子的狀態可以被記作「性格 3」。此階段的祥子性格當中的努力欲可以被

判定爲大幅度的降低，同時自私性也產生了大幅度的上漲。而到了小説的最後，

祥子的狀態再次發生了明顯的改變：

以前他看不上眼的事，現在他都覺得有些意思——自己的路既走不通，便沒

法不承認別人做得對。（老舍，頁 215）

他的命可以毀在自己手裏，再也不爲任何人犧牲什麽。（老舍，頁 250）

此時的祥子對於曾經的自己眼中所無法接受、所不齒的事情現在不僅能夠接受甚

至還產生了興趣。而同時，祥子的價值觀也幾乎完全轉向為爲自己付出的自私狀

態，此階段祥子的狀態可以被記作「性格 4」。概括分析，此時祥子的努力欲再

次降低，並達到最低點；同時祥子的自私性再次上升，並達到最高點。綜合祥子

由「性格 1」至「性格 4」的變化過程，可以將其概括爲以下的走勢圖（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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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通過圖 1可以看出，以時間爲綫索，祥子性格中的「努力欲」和「自私性」兩大

元素呈現出雙向變化的趨勢。這種變化趨勢及變化本身與祥子受北京城或北京人

的影響關係很大。例如，祥子在「性格 3」至「性格 4」的過度階段中，得知小

福子去世前，還嘗試過繼續拉包月，通過自己的努力掙錢。但當他得知小福子已

經死在白房子之後，「性格 4」的特徵便佔據了祥子性格的主要成分。對此，關

紀新（2007）曾指出，祥子的性格變化過程其實是典型的滿族旗人精神世俗化

的過程。這一過程中的影響因素來自當時北京城對女性的壓迫、對社會底層人民

的奴役和歷史原因導致的旗人風氣的落寞等等。

三、北京人形象之於鄉下人形象的導向作用

如前文所述，祥子在「性格 1」階段，對於菸、酒、嫖娼等不良嗜好的態度

可以被記作「嗜好 1」，此階段的祥子受北京城或北京人不良文化或習慣導向的

程度很低，正處於整體轉化過程的初級階段。

但隨著祥子在北京城生活的時間越來越長，所接觸的北京人越來越多，在客

觀事實上祥子開始受北京其他人力車夫的影響，開始產生對抽菸喝酒等不良嗜好

的興趣：

有時候他看別人喝酒吃菸跑土窯子，幾乎感到一點羡慕。要强既是沒用，何

不樂樂眼前呢？他們是對的。他，即使不先跑土窯子，也該喝兩盅酒，自在

自在。菸，酒，現在仿佛對他有種特別的誘力，他覺得這兩樣東西是花錢不

多，而必定足以安慰他；使他依然能往前苦奔，而同時能忘了過去的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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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頁 44）

由此可見，此時的祥子已經受到北京人力車夫群體風氣的影響，而對菸酒嫖娼等

不良嗜好產生興趣，並對這些有不良嗜好的北京人產生了羡慕。但此階段祥子的

性格特點也僅僅允許他將他對上述不良嗜好的態度停留在感興趣的層面，而在實

踐層面上祥子依然保持著他在「嗜好 1」時期的態度：

可是，他還是不敢去動它們。他必須能多剩一個就去多剩一個，非這樣

不能早早買上自己的車。（老舍，頁 44）

所以，將此階段祥子對於不良嗜好的態度進行簡單的概括，可以認爲此階段祥子

雖然對抽烟喝酒等不良嗜好產生了興趣，但他内心的原始態度依然主導著他的具

體行爲。所以此階段祥子對不良嗜好的態度可被記作「嗜好 2」，其相比於「嗜

好 1」最大的變化是產生了動搖，但動搖僅存在於思想領域，在行爲領域並未發

生變化。

此種變化作爲祥子在北京城所受文化導向的映射，時刻體現著不同階段祥子

的狀態。而伴隨著祥子在北京城工作時間的加長，其所受周圍來自北京的車夫或

虎妞和劉四爺等在祥子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北京人的習慣影響，此種變化依然

在發生著。如：他把酒盅接過來，喝乾。（老舍，頁 56）此時的祥子已經和虎妞

產生了很深的羈絆，二人以一種近乎彼此捆綁的模式相處，所以此階段虎妞的行

爲與觀念對祥子在客觀上有著極其明顯的導向作用。祥子作爲鄉下人，對於身爲

北京人的虎妞有服從的習慣：平日幫她辦慣了事，他只好服從。（頁 55）而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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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真正在實踐層面上產生了有不良嗜好行爲的事實則與虎妞這一北京人的人

物形象有直接關係：

可是他知道，虎姑娘一向對他不錯，而且她對誰都是那麽直爽，他不應當得

罪她。既然不肯得罪她，再一想，就爽性和她訴訴委屈吧。自己素來不大愛

説話，可是今天似乎有千言萬語在心中憋悶著，非説説不痛快。這麽一想，

他覺得虎姑娘不是戲弄他，而是坦白的愛護他。他把酒盅接過來，喝乾。一

股辣氣慢慢的，準確的，有力的，往下走，他伸長了脖子，挺直了胸，打了

兩個不十分便利的嗝兒。（老舍，頁 56）

至此，祥子在整部作品中第一次產生了實際的飲酒行爲，而促成這一事實的關鍵

人物就是北京人虎妞。而在祥子飲酒前，祥子曾對「飲酒」這一行爲表達過明確

的拒絕意願。可是虎妞通過語言逼迫的形式促使祥子飲酒，僅從祥子此時的性格

基礎和上述文本資料出發，祥子在面對虎妞的逼酒行爲時的第一反應是拒絕，且

明確地向虎妞表示「我不喝酒！」（頁 56）但虎妞卻以自己的方式勸導祥子飲酒，

以幾句話就輕易地促使「祥子飲酒」這一行爲成爲客觀發生了的事實。所以此階

段的祥子對飲酒這一行爲的抵觸程度已經微乎其微，被虎妞僅用語言就可以攻破。

説明此階段祥子對菸酒等不良嗜好在北京人虎妞的影響下已經由「產生興趣」發

展爲「實際進行」了，所以可以將此階段祥子對不良嗜好的態度記作「嗜好 3」。

在「嗜好 3」階段，祥子對喝酒等嗜好僅僅由「嗜好 2」階段的興趣演化為行爲

層面的事實，但並無任何證據能證明祥子在「嗜好 3」階段對不良嗜好產生過明

顯的依賴性。

但隨著主導的進行，祥子一旦對不良嗜好產生了現實層面的事實行爲之後，



老舍小説中的鄉下人形象對展現「京味兒」風格的作用——以《駱駝祥子》爲例

12

往後的發展便難以依靠祥子本人的意志得到控制。在小説中，後期可見到如下描

寫：菸卷可是已吸上了癮。（老舍，頁 214）此階段的祥子已經對不良嗜好明確

成癮，從行爲事實演變爲成癮的依賴性行爲，所以此階段祥子對不良嗜好的態度

可記作「嗜好 4」。其與「嗜好 3」相比，最大的變化在於祥子針對不良嗜好已

經成癮了。

然而成癮並不是祥子對不良嗜好的最終態度，根據小説後續的情節，當祥子

已經到達「性格 4」階段的時候，針對不良嗜好的依賴性隨之到達頂峰。在小説

中，有如下描述：

他的心完全為那點錢而活動著：怎樣花費了它，怎樣不教別人知道，怎樣既

能享受而又安全。（老舍，頁 257）

打鑼的過去給了他一鑼錘，他翻了翻眼，朦朧的向四外看一下。沒管打鑼的

説了什麽，他留神的在地上找，看有沒有值得拾起來的菸頭兒。（老舍。頁

261）

可以看出，此時的祥子由於性格中的努力欲元素幾乎徹底喪失，所以為不良嗜好

的蔓延創造了條件。至到後期，祥子的生活主綫幾乎被弄錢來滿足自己的不良嗜

好所貫穿。此階段祥子對不良嗜好的依戀達到最巔峰，此時其對不良嗜好的態度

可被記作「嗜好 5」。

由「嗜好 1」時期直到「嗜好 5」時期，縱觀來看，祥子對不良嗜好的態度

前後是截然不同的，並且是從思想層面過渡至行爲層面，從低層次感興趣過渡至

高層次依賴，整體過程可由以下示意圖（圖 2）概括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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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四、鄉下人形象塑造過程中體現「京味兒」語言風格

《駱駝祥子》作爲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品，老舍先生在其中運用了大量具有個

人特色的描寫語言。所以老舍先生在塑造主人公祥子這一「鄉下人」形象的過程

當中，依然體現出濃鬱的「京味兒」語言風格。以《駱駝祥子》的情節發展為綫

索，在小説的開篇，老舍先生（1989）對祥子初入北京時的初始狀態下的性格

特點有如下的概括性描寫：

假若他的環境好一些，或多受著點教育，他一定不會落在「膠皮團」裏，而

且無論是幹什麽，他總不會辜負了他的機會。（頁 4）

在本段描寫中，老舍先生用了「膠皮團」一詞來代指人力車夫行業，頗具北

京特色。在北京和天津地區，由於人力車的兩個輪胎由膠皮製成，故當地人們將

人力車俗稱為「膠皮」，而將人力車行業俗稱為「膠皮團」。而值得注意的是，此

一段描寫的性質是老舍先生以第三人稱向讀者進行的介紹性文字，並不是主人公

祥子的第一人稱描寫，而以小説情節為綫索，此時的祥子可考證的語言描寫為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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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時的對話，如「我要這輛車，九十六！」（頁 10）與「抄土道走吧？馬路上—

—」（頁 16）。而與祥子出現在同一情節中的、比祥子更加熟識北京城的其他車

夫，則展現出了更具北京特色的語言，如賣車舖主的「一百塊！少一分咱們吹！」

（頁 10）一句與矮子的「自要一上了便道，咱們就算有點底兒了！」（頁 17）一

句可以看出，相比於初入人力車行業的祥子，這些已經在業内和北京城與北京人

打過許久交道的角色被北京城或北京人影響的程度較深，因爲他們能熟練使用北

京獨特的語言詞匯，比如「吹」是「放棄」的意思，而「自要」是北京話中「只

要」的意思。但從此階段對祥子僅有的語言描寫可知，當時的祥子並不能熟練使

用北京特色的語言，由此可視爲祥子由於未能使用北京語言中的特色詞匯，且此

時所使用的詞匯很明顯都與交易或拉車工作有關，故可被判定為尚未被北京城或

北京人影響或被影響程度較低，故筆者將此階段祥子受北京城或北京人影響的程

度記作「程度 1」。

至此，《駱駝祥子》中出現的三種語言已經全部展現，分別爲：老舍先生的

旁白、對祥子的語言描寫、和對熟悉北京的人（或北京人）的語言描寫。而老舍

先生的旁白及對熟悉北京的人（或北京人）的語言描寫在《駱駝祥子》中可以充

當對祥子的語言描寫的參考系，用以觀察不同階段祥子語言的變化以體現祥子不

同階段受北京城或北京人影響的程度。

隨著小説情節的推進，當祥子正式進入北京城時，他所受的來自北京城的影

響便以語言層面的同化的形式被體現出來。在《駱駝祥子》原文中，祥子在人和

車廠擁有了第一輛車時，與人和車廠的劉四爺產生過如下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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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四爺，看看我的車！」祥子把新車拉到人和廠去。

老爺子看了車一眼，點了點頭：「不離！」

「我可還得在這兒住，多喒我拉上包月，才去住宅門！」祥子頗自傲

的說。（老舍，頁 38）

由此段對話可看出，祥子已經開始能夠正確使用北京語言中特色的詞匯「多喒」，

其具體含義為「等到什麽時候」，這已經不再是一個人力車夫在工作中所能使用

到的特色詞匯了，已經開始出現了由人力車夫專業領域向日常領域過渡的趨勢。

同樣的對話在同階段的角色劉四爺的語言則運用了更多的北京語言中的特色詞

匯，如「跟車鋪打印子，還不如給我一分利呢！」（頁 42）其中的「打印子」一

詞意思為「借款」；再如「買車也得悠停著來，當是你是鉄做的哪！你應當好好

的歇三天！」（頁 47）一句中的「悠停著來」的意思為「循序漸進地進行」。由此

可見，同階段的北京人人物形象所使用的語言相比於祥子的語言，北京語言中的

特色詞匯使用的頻率更高，但此時的祥子已經能夠使用北京語言中的特色詞匯。

而對於此一階段中祥子對北京特色語言的使用情況，老舍先生在作品中有直白的

描述。當祥子面對虎妞的咄咄逼人時，有如下情節：

「不……」祥子想説「不用打一巴掌揉三揉」，可是沒有想齊全；對北平的

俏皮話兒，他知道不少，只是説不利落；別人説，他懂得，他自己説不上來。

（頁 89）

由此情節及描述可以直接看出，此階段的祥子對於「北平的俏皮話兒」，即北京

語言中的特色詞匯在聆聽辨別領域處於高度接受的程度，而在語言使用方面則仍

處於較爲基礎的程度。此階段祥子對北京語言中的特色詞匯整體的掌握程度相較

於「程度 1」，已經在語言方面已經開始具有北京特色，但相較於參考系仍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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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差距，與最初階段的「程度 1」有了明顯的差別，但與「程度 1」時期相同，

那就是祥子對相關詞語的使用仍然在與人力車或從事人力車夫工作有高度相關

的語境中，老舍先生在作品中刻意對祥子對北京語言中的特色詞匯的掌握情況進

行説明的情況可由側面證明祥子在該方面產生了變化的事實。因此，可將此階段

祥子受北京城或北京人影響的程度可以體現在祥子的語言當中對北京語言中特

色詞匯的使用情況，可將其記作「程度 2」，與「程度 1」相比，開始產生了由

人力車夫行業向日常生活領域轉換過渡的趨勢，但此時也僅僅停留在趨勢的層面，

並未發生實質改變。

隨著情節的推進，人和車廠易主、祥子與虎妞在一起過日子之後，虎妞這一

北京人形象在祥子身邊每日耳濡目染的熏陶，也使得祥子對北京語言中的特色詞

匯的掌握程度日漸加深。在《駱駝祥子》第十五節中，一共出現了 31句針對人

物具體説話内容的語言描寫，其中虎妞對祥子的對話的語言描寫有 20句，祥子

對虎妞的對話的語言描寫有 8句。在第十六節中，一共出現了 35 句針對不同人

物具體説話内容的語言描寫，其中虎妞對祥子的對話的語言描寫有 13句，祥子

對虎妞的對話的語言描寫有 7句。將該數據量化可知，在第十五節中，虎妞對祥

子的對話的語言描寫占到第十五節全部語言描寫的 64.5%，祥子對虎妞的對話的

語言描寫占到了 25.8%。在第十六節中，虎妞對祥子的對話的語言描寫占到第十

六節全部語言描寫的 37.1%，祥子對虎妞的對話的語言描寫占到了 20%。數據

顯示，自第十五節中虎妞與祥子在一起之後，虎妞對祥子一直保持高頻率的北京

特色語言的信息輸出，在客觀層面上對祥子會構成熏陶與影響。第十五節中，虎

妞對祥子的對話有如下的語言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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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我告訴你。我手裏一共有五百來塊錢。連轎子，租房——三份兒，

糊棚，作衣裳，買東西，帶給你，歸了包堆花了小一百，還剩四百來塊。」

（頁 158）

在此語言描寫中，虎妞使用了諸多具有北京語言特色的詞匯，如表達「三個月房

租」的「三份兒」和表示「一共、總共」的「歸了包堆」。其中「份兒」一詞可

汎指大多數以租期結算的租金單位。而在第十六節，祥子對虎妞的對話有如下的

語言描寫：

「把一輛賃出去，進個整天的份兒。那一輛，我自己拉半天，再賃出半天去。

我要是拉白天，一早兒出去，三點鐘就回來；要拉晚兒呢，三點才出去，夜

裏回來。挺好！」（頁 171）

從此處描寫可以看出，祥子一共説了 4句話，其中使用了具有北京語言特色的詞

匯 4個共 5次。分別為：「賃」使用 2次，「份兒」使用 1次，「一早兒」使用 1

次，「拉晚兒」使用一次。其中「拉晚兒」指「人力車夫下午四點以後出車，拉

到天亮以前」，根據此語言描寫的數據，祥子在此處平均每一句使用 1.25 次北京

語言特色的詞匯，其中「份兒」一詞亦是首次出現在對祥子的語言描寫當中，而

「份兒」一次前一次出現的情況是在第 15節中，虎妞對祥子的對話裏。由此可

以證明，祥子在與以虎妞爲代表的北京人相處的過程之中，在客觀上存在北京話

的語言環境的沉浸與熏陶，且此種沉浸與熏陶對祥子產生了某種程度的影響。由

祥子對「份兒」一詞在口語中的使用可知，在語言層面，祥子存在著向以虎妞爲

代表的北京人學習的情況。

所以在對北京語言中的特色詞匯的使用程度方面，此階段的祥子相較於「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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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1」階段對北京語言中特色詞匯使用頻率低、受北京人或北京文化影響的低程

度與「程度 2」階段對北京語言中的特色詞匯僅能夠在聆聽層面辨別，卻在口語

表達上有所欠缺的特點已經有了明顯地提升。此時的祥子不單單能夠在聆聽層面

對北京語言中的特色詞匯進行辨別，同時也能夠在口語表達層面進行準確運用，

所以從此階段的祥子能夠更熟練地在聆聽層面和口語表達層面辨別和應用北京

語言中的與人力車夫行業有關特色詞匯，儘管詞語的範疇仍然屬於人力車夫行業

這一領域，但祥子所使用的頻率和準確性都得到了顯著提升這一客觀現象可以判

斷出，此階段的祥子受北京城或北京人影響的程度進一步加深，可將其記作「程

度 3」。

隨著情節的發展，在虎妞因難產而死之後，祥子的狀態逐漸轉換爲沉默寡言，

有關於祥子本人的語言描寫亦明顯減少。在《駱駝祥子》最後的部分。即十七至

二十四節（頁 173-頁 261）中，祥子的語言描寫和以語言獨白形式呈現的心理

活動共計 37處。此階段祥子的語言描寫隨少，卻已經顯現了北京人語言的簡練

性，變得更加「北京本土化」，如：

「甭提了！」「甭了！我這個樣兒！你給説説吧！」（老舍，頁 249）

此階段祥子雖然話少了，但從此例可看出，祥子此階段已經可以將「不要再提起

了」的意思像北京本地人一樣以「甭提了」來簡練表達，也能夠正確使用北京話

兒化音的省略性來將「樣子」用「樣兒」來表達。較之前三種程度，此階段的祥

子在對北京語言的掌握程度上已經不局限於和人力車夫行業有關的詞匯，而是擴

展到了與工作關係不大的日常生活對話的層面，同時在語言習慣上也已經上升到

簡練的表達習慣的層面，這一現象也反映出此時祥子受北京城和北京人的影響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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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達到最深，已經改變了他原有的語言習慣，故將此階段影響的程度記作「程度

4」。

以情節發生的時間為綫索縱觀「程度 1」至「程度 4」，祥子的語言描寫的

特點所體現其受北京人或北京城影響的程度呈現出明顯的遞增趨勢。影響層面由

聆聽遞進至口語，影響領域由與工作有關的詞匯深化至語言習慣。將祥子對於北

京話當中特色詞匯的習得過程，可以用以下示意圖（圖 3）概括表示：

（圖 3）

與前文對祥子各階段性格的剖析相結合分析可知，祥子對北京語言的掌握的

範疇由人力車夫行業的專業詞匯過渡至日常生活詞匯的過程與其性格當中努力

欲的降低和自私性的增加的時間幾乎相吻合。這兩方面的變化相配合，既互相印

證，又從語言和性格兩個方面共同映襯出北京城和北京人對祥子影響之深、覆蓋

範圍之廣。同時也證明了當時的北京城所謂的「京味兒」文化，在底層社會所體

現出的陰暗和腐朽，宛如病菌一樣，藉助當時的北京社會這一溫床肆意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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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暢（2012）指出，祥子的生存際遇是被北京這座城市一步步改造的。而

溫儒敏（2002）也同樣指出，祥子的墮落是由於現代城市文明對農村淳樸農民

的對立所產生的。綜上，從老舍先生塑造祥子過程中所使用的語言描寫的變化規

律及其與情節發展的對應，可以看出，祥子處於一個被北京城逐漸同化、持續掙

扎、最終迷茫後選擇墮落的過程，而「京味兒」文化隨著祥子被影響程度的加深

而顯現得越發濃厚，所以老舍犧牲了祥子這一典型的「鄉下人」形象而展示了「京

味兒」文化中北京舊文化的黑暗，雖然是負面的，但這也是當時北京的文化特點

之一。

五、總結

本文以《駱駝祥子》文本為核心證據，分階段梳理了祥子自進入北京城後在

性格、語言和對待不良嗜好的態度三方面的變化。經過梳理，可以清晰地發現，

隨著祥子在北京城内接觸到越來越多的北京人，感受到越來越市井越來越底層的

北京文化的過程中，祥子的性格逐漸自私化、慵懶化；其對待抽菸喝酒嫖娼等不

良嗜好的接受程度由思想層面至行爲層面的接受程度持續增加；伴隨這一過程進

行還有祥子對北京特色語言的習得過程。在語言層面，隨著北京城和北京人對祥

子影響程度的加深，祥子的口語當中所使用的具有北京特色的詞語的範圍由人力

車夫行業的術語逐漸過渡至日常生活用詞。

是種變化無論體現在哪個方面，其產生的原因都是由於北京城在 19世紀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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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市井文化及北京人觀念的影響。這種「京味兒」文化在老舍先生的《駱駝

祥子》中，展示出了其獨特的負面文化意義，將一個鄉下人在北京城所受其文化

的影響過程動態展現出來，也體現了老舍先生對於北京的「京味兒」文化實際保

有著客觀、中性的態度。在宣傳文化中的積極性的同時，也在這部作品中展現了

那一特定歷史時期的北京文化對於正常人的腐蝕作用。

本文僅僅是管中窺豹，嘗試通過梳理祥子在作品中各個方面的變化，從而探

究北京文化對鄉下人的影響作用，也歡迎學界前輩不吝賜教，展開討論。本文亦

希望為未來的學術研究提供一個可參考的方向和一種具有個人理解色彩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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