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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老舍幽默风格研究综述

刘　悦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２５２０００）

　　摘　要：新世纪关于老舍幽默风格的研究取得显著成果，可将其大致分为创作研究、形成

发展研究、比较研究。创作研究立足老舍的幽默作品及理论创作，以及由此产生的多重价值；
形成发展研究追溯老舍幽默的渊源及历史际遇，勾勒发展轨迹；比较研究探讨老舍的幽默同国

内、国外作家幽默的异同，凸显老舍幽默的特质。这些成果有助于深入认识老舍独特的幽默艺

术风格，同时，当下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还需新老学者们持续努力，推动该研究取得更多的突

破和进展。

　　关键词：新世纪；老舍幽默；创作研究；形成发展研究；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６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１３３１９／ｊ．ｃｎｋｉ．ｓｊｚｔｄｄｘｘｂｓｋｂ．２０２２．０１．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５－２６
基金项目：刘悦（１９９７－），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信息：刘悦．新世纪老舍幽默风格研究综述［Ｊ］．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１６（１）：６６－７１．

　　自１９２６年《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发表

以来，许多知名作家、学者如朱自清、赵少候、李长

之等对老舍的幽默风格进行了研究论述，涌现出

大量研究论文及专著。新世纪以来的２０年，关于

老舍幽默风格的研究经历了新的发展阶段，无论

从共时性的角度还是历时性的角度考察，研究都

在不断深化和发展，因此，系统梳理和全面审视该

领域的研究成果是必要的。

一、创作研究

老舍在幽默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不仅 致 力 于

幽默小说、散文、话剧等作品的创作，同时还在他

的文论《谈幽默》《幽默的危险》中探讨了关于幽默

的若干文学理论，幽默的作品与幽默的理论创作

对 创 作 艺 术 以 及 现 实 生 活 等 方 面 都 具 有 重 大

价值。

（一）幽默作品创作研究现状

新世纪老舍的幽默作品中，主要集中于小说、

话剧及散文中幽默的研究，诸如《离婚》《茶馆》《多
鼠斋杂谈》等经典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充分表现

了诙谐不失分寸，讽刺不失婉转，笑中有悲，悲中

有喜的幽默特质。
在幽默小说的研究中，《离婚》得到了学术界

的广泛关注。《离婚》发表后，其经典意义和价值

在长时间内并没有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它在民

国至当代由于受到外界政治环境及文学环境的影

响而面临的遭遇成为新世纪学者们研究的热点。
宋剑华、陈泽曼具体论述了《离婚》在民国至当代

所遭遇的肯定与否定的二元对立状况：民国时，受
到大众市场的追捧，但却因其脱离了革命现实主

义的时代背景而受到学界的冷落［１］；２０世纪５０～
７０年代，《离婚》中对消极氛围、知识分子主体地位

的描写，既脱离了重旋律、轻艺术的时代要求，也无

法满足大众读者 的 审 美 趣 味；进 入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随着文学评价标准逐渐转向审美，《离婚》关注

度不断提升，但受固有观念的影响，学界对《离婚》
经典价值的认同难以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改变，大
众读者对它的接受也存在意义的延伸与“误读”［２］。
徐仲佳则梳理了老舍在《离婚》的不同版本中对“幽
默”的增添或删减，１９３３年本由于文学场的相对自

主使得幽默有“底气”，１９５２年的修正本因政治文

学一体化使得幽默元素大量削减，１９６３年修正本



　第１期　　　　　　　　　　刘悦：新世纪老舍幽默风格研究综述

体现老舍力图隐蔽恢复幽默资本［３］。新世纪对《离
婚》接受史的研究，需要研究者们具有敏锐的发掘

史料的眼光以及正确合理运用史料的能力，同时从

《离婚》这一具体文本的接受情况的分析中窥见老

舍幽默在不同时代的历史际遇。
对《离婚》艺术性的探讨大多延续新世纪以前

的研究，汤景泰、翟德耀《内在对话性的生成———论

老舍幽默小说的转型》、董克林《老舍后期幽默艺术

刍议》都指出从《离婚》开始，老舍的幽默艺术发生

变化、日 臻 成 熟；钟 秋 香《奇 巧 见 深 蕴 反 常 出 幽

默———老舍〈离婚〉的语言变异艺术》，指出了大量的

语言变异现象使得《离婚》呈现出幽默的特点。此

外，也有对《离婚》译本中幽默的研究，如：陈芳《言语

幽默概论视角下对老舍小说〈离婚〉中言语幽默翻译

的探讨》，以及陈芳、戈玲玲《基于言语幽默概论探讨

老舍小说〈离婚〉英译本中部分幽默缺失原因》。
在幽默话剧的研究中，马晓宇《从话剧〈茶馆〉

看老舍悲喜交融的创作特色》、符玥《简析老舍戏

剧中 的 幽 默》、王 德 岩《以 现 代 目 光 烧 出 北 京

味———论老舍戏剧语言的审美特点》等文，集中论

述了《茶馆》中幽默所呈现出的悲喜交融的创作特

色；除《茶馆》外，李媛还论述了老舍在抗战时期创

作的话剧如《归去来兮》《残雾》中所体现的“笑中

含泪”的幽默［４］。此外，也有对《茶馆》译本中幽默

用语的研究，狄洁文在《老舍〈茶馆〉两个英译本的

比较研究》中将《茶馆》的两个不同译本中对于幽

默式用 语 的 翻 译 进 行 比 较。在 幽 默 散 文 的 研 究

中，相较小说、话剧来说，数量不多，众多学者对其

散文中幽默的特性进行了研究论述，其中李敏、王
艳艳等人对幽默做出了独特的阐释，认为其中所

表现的幽默具有自由、闲适、独抒性灵等特点，以

平和的心态攫取生活中的琐事，于平凡之处表现

对可笑世事的讥讽［５］。

（二）幽默理论创作及价值研究现状

关于老舍幽默理论的研究，学界已大 致 形 成

系统一致的看法，谢昭新、王晓琴等学者们认为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幽默是一种心态，幽默

家以和颜悦色、和善可亲的态度对待所要描写的

对象；二是对幽默与讽刺进行了区别，幽默中带有

同情而讽刺中没有；三是将幽默与滑稽、奇趣、机

智等进行比较，突出幽默具有更高的企图及更高

的意义；四是幽默的语言必须写得俏皮、泼辣、警

辟，这基本与新世纪之前的研究相一致。另有一

些学者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老舍的幽默

理论做出来新的阐释，如吴小美特别指出了老舍

认为幽默是寄寓郑重和严肃的以及幽默是一种宣

传的利器［６］；李稳还论述了老舍所申明的 幽 默 的

社会意义，即幽默是消除偏狭的解药［７］。
老舍将幽默理论应用于小说、散文、戏剧等作

品的 创 作 中，同 时 又 在 创 作 中 不 断 丰 富、发 展 理

论，独具一格的幽默创作在艺术、社会等领域产生

了多重价值，学界也对老舍幽默的价值进行了深

入的、多样化的阐释，主要集中于４个方面：从审

美内蕴来看，关纪新认为老舍的幽默蕴含丰富的

审美内涵，在幽默与文学的研究中建立起完整的

幽默观［８］；从功利价值来看，章罗生认为老舍的幽

默具有讽刺意义，对黑暗社会与腐朽政治的鞭挞，
对封建专制和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人性善恶及

灰色人生的探讨，都是以幽默实现了讽刺［９］；从艺

术价值来看，王卫平认为老舍的幽默小说为中国

现代文坛吹来了一股清新、鲜活的喜剧之风，为喜

剧文学、讽刺幽默艺术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齐荣

胜认为老舍的幽默作品促进了中国现代幽默讽刺

小说的成熟［１０］。从终极价值来看，王卫平认为老

舍的幽默突破了传统喜剧精神的非喜剧化倾向，
从喜剧的角度关照人和事，以欢声笑语面对现实

生活，以关怀同情对待人类社会［１１］。

二、形成发展研究

老舍自幼饱尝生活的辛酸苦楚，并称自己“是
个悲观者”［１２］，但却以幽默享誉文坛，其背后渊源

广泛，但在他长达４０年的文学创作中，幽默并不

与他时时相伴，受到或外界或自身的影响，幽默经

历了反反复复、起起落落的发展阶段。

（一）幽默渊源研究现状

新世纪以来，学者们为了理清老舍幽 默 风 格

的渊源，已从不同角度对老舍幽默的来源进行了

多样化的阐释，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梳理，发现学界

普遍认为来源有４个方面：
一是传统文化的积淀。以石 兴 泽、石 小 寒 为

代表的部分学者在考察中国丰富的幽默文学及其

对老舍影响的基础上，认为老舍的幽默源于中国

传统民族文化和文学中幽默讽刺元素的浸染［１３］。
二是西方文化的熏陶。以葛桂录为代表的部分学

者认为，老舍在英国有着长时间的留学经历，且视

作他文学创作的起点的《老张的哲学》也正是在英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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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留学期间完成的，因此，一些英国小说家如狄更

斯等人都 对 老 舍 幽 默 风 格 的 形 成 产 生 了 重 大 影

响。他们通过分析指出，狄更斯、契诃夫、果 戈 里

等众多“老 师”的 幽 默 原 料 触 发 了 老 舍 的 幽 默 天

赋，使得老舍得以找到属于自己独特的创作倾向

及艺术 表 现 手 法。三 是 北 平 市 民 精 神 气 质 的 影

响。王卫平、穆莹认为老舍一方面视北平为生命

之根，另一方面又认识到了北平市民世界的苟且、
自私、懦弱，选择幽默这一创作风格就是为解决这

一二元对 立 的 心 理 矛 盾［１４］。四 是 满 族 文 化 的 浸

染。关纪新在对旗人生活经历及生存状态进行详

实考察的基础上，指出老舍幽默风格的形成主要

源于其满族的出身，严格的八旗制度下满人的悲

惨状态及末代旗人的屈辱境遇造就了满人悲怆命

运下的韧性心态，养成了独特 的 幽 默 天 性［８］。除

以上４个方面的来源外，刘迅还将老舍幽默风格

的研究置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语境中，认为

老舍幽默的最终生成与中国现代时期的文坛有３
次碰撞磨合，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促成了

白话文的运用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第二次是各

种文学社团杂志的产生促进了老舍小说的传播与

接受，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老舍的幽默

变得淡薄而苦涩［１５］。
由此可知，学界对老舍作品中幽默的 来 源 已

进行了多维度的探究，但是，学者们在探究传统文

学及西方文学对其影响时，仅是笼统地指出“影响

与被影响”这一事实，却未能准确地凝练出中西方

众多幽默文学家、文学作品在老舍幽默风格形成、
发展、调整中的具体作用。

（二）幽默的发展轨迹研究现状

老舍幽默风格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 就 的，而

是经历了漫长的形成发展过程，在新世纪以前，最
早对老舍的幽默风格进行动态研究的是刘诚言，
他将老舍幽 默 的 发 展 分 为“形 成———成 熟———完

美”３个 阶 段［１６］，此 后 陆 续 有 学 者 对 其 幽 默 风 格

作动态的叙述。进入新世纪，学界在进一步探讨

幽默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又展现了幽默在

不同时期的起落变化。
从老舍幽默的发展阶段来看，学者们 仍 然 坚

持“三段论”的主张，他们认为，老舍在英国创作的

《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３部作品标志着其

幽默风格正式形成［１７］；王卫平认为《离婚》相比之

前的“笑”有了“节制”“分寸”，是老舍幽默风格趋

于成熟的标志［１８］，这与新世纪以前刘诚言所持观

点不同（刘诚言认为《骆驼祥子》阐述了幽默与生

活的关系以及北京口语的运用，因此是老舍幽默

风格成熟的标志）；建国后的压卷之作《正红旗下》
标志着老舍的幽默风格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
以新社会的视角和轻松活泼的笔调反映时代的大

变化，改变了以往为笑而笑的状况，使得幽默中蕴

含深刻的思想意义。
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从当时所处的 社 会 现

实环境出发，展现老舍在处理幽默问题上的起起

落落，徐仲佳深入探究不同时期所处“文学场”的

不同对老舍修改《离婚》的影响，由此体现复杂的

社会关系变化对老舍幽默习性的塑造［３］，同 时 也

指出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小阳春”期间老舍对于幽默

的恢复［１９］；范亦豪、王卫平探究了老舍创作生涯中

幽默的起落变化，前者将其幽默的变迁概括为“四
起三落”［２０］，后者则概括为“三起三落”［２１］，其争议

之处为《四世同堂》是否表明老舍幽默的回归。
通过以上梳理可发现，学界对于老舍 幽 默 的

发展轨迹研究日趋多样、完善，关于发展阶段的研

究与前人研究基本保持一致，但是对于各个阶段

的标志性作品研究仍然存在较大争议。

（三）幽默的历史际遇研究现状

关于老舍的幽默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境遇问

题，一些学者对此也有论及，如王卫平在《从“三起

三落”看老舍幽默的命运和处境》及《重评老舍早期

的讽刺幽默小说———兼谈当前的现代文学研究》中
谈到，老舍的幽默由于脱离当时的主流文学而受到

轻视、反对甚至诋毁，胡安定在《老舍的”幽默“作家

形象与〈论语〉杂志之关系》中也谈到了老舍幽默在

不同时期面临的尴尬、批判。但是这些研究多偏重

于总体性的研究，内容比较庞杂，仅仅是在论述其

他相关问题时稍有提及，并未对老舍幽默的历史际

遇及其具体成因做全面研究及专门论述。
因此，加强对相关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梳理老

舍的幽默风格在各个历史阶段面临的境遇，并做

出 合 理 化 的 解 释，是 当 前 老 舍 幽 默 研 究 的 重 要

论题。

三、比较研究

（一）同国内幽默作家的比较

在国内幽默作家中，学界大多集中于 将 老 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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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幽默同鲁迅、钱钟书、林语堂、张天翼等作家的

幽默进行比较，比较的对象包括幽默的创作风格、
描写对象、审美追求等多方面。在同鲁迅幽默的

比较中，大都将视点置于他们对于幽默和讽刺的

不同倾向上，老舍主张以宽厚的心态对待人，因而

倾向于用温和的幽默观察国民生活，而鲁迅则强

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因而倾向以锐利的口吻进

行辛辣的讽 刺［２２］；在 同 钱 钟 书 幽 默 的 比 较 中，朱

秀英、莫丽君等指出老舍和钱钟书为幽默讽刺理

论提出了创造性的见解，共同促进了幽默讽刺艺

术的完善以及成熟，但又因性格、身份的差异保持

着各自独特 的 风 格，老 舍 的 幽 默 是 一 种“含 泪 的

笑”，温婉、夸张、通俗，钱钟书的幽默是一种“嘲讽

的笑，理性、智慧、俏奇［２３］。穆莹在她的硕士毕业

论文中从幽默观与幽默风格两方面比较了老舍与

林语堂幽默的不同，相比老舍，林语堂更倾向于将

幽默与讽刺严格区分，强调单纯的幽默、闲适的幽

默［２４］。此外，刘迅还对老舍与张天翼的幽默进行

了比较，认为他们的幽默常以小人物的命运作为

观察社会、剖析社会的入口，同时，他们由于家庭

出身及成长经历的差异导致了幽默层次与讽刺力

度上的不同，张天翼的幽默多偏向于讽刺，戏剧冲

突更 加 尖 锐 化、漫 画 化，而 老 舍 的 幽 默 更 加 风 俗

化、喜剧化，相对来说更加温和［１５］。

（二）同国外幽默作家的比较

在与国外幽默作家的比较中，学界多 选 取 对

老舍幽默风格的形成影响较大的作家，如狄更斯、
契诃夫等。在老舍与狄更斯幽默的比较中，时雯

钰主要以他们早期的创作微研究对象，全面地阐

述了两人幽默艺术手法方面的共性以及幽默美学

方面的差异，人物形象的荒诞性和情节、语言的不

和谐是他们幽默的共性，差异则主要表现在美学

方面，老舍的幽默是一种悲观者的自嘲，而狄更斯

的幽默则是乐观者的人道主义［２５］。此外，邱慧从

新的角度———叙事角度与语言学角度探讨他们幽

默的相同 点 与 不 同 点［２６］。在 老 舍 与 契 诃 夫 的 比

较中，解浩从创作意识、理论认知、美学追求３方

面论 述 了 他 们 悲 喜 交 集、婉 而 多 讽 的 共 性 特

征［２７］。此外，陈飞还将老舍与加拿大作家斯蒂芬

·里柯克幽默小说做比较，总结出两人的幽默在

主题内容及写作手法上的异同。
通过对老舍与本民族及其他民族不 同 时 代、

不同风格的幽默作家进行比较，其创作个性得以

彰显，更清楚地认识到老舍幽默中异于他人的特

性：以温和同情的笔调对市民社会众生相进行了

辛辣的讽刺，形成了笑中含泪的幽默。

四、总结及展望

（一）总结

新世纪老舍幽默风格的研究在承接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对于老舍幽默同

其他幽默作家比较研究的开展，尤其是在众多硕

士毕业论文的研究中，系统全面论述了老舍与其

他作家幽默的异同，使得老舍幽默研究领域拓宽；
二是对于老舍幽默的发展轨迹研究更加系统、多

样，突破了传 统 的“三 段 论”的 说 法，对 其 发 展 分

期、起落等做出新的阐释；三是一些学者还从新的

角度对老舍幽默进行研究。例如，学界普遍认为

老舍的幽默风格比讽刺更加突出，因此在实际研

究时着重于对幽默的研究。但是作家在运用时又

常常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基于此，新世纪有研究者

将老舍的幽默与讽刺进行联系、对照，阐释其亲缘

关系，展现老舍在各个创作阶段中幽默与讽刺的

交叉对比、相互生发［１０］。另有一些学者从叙事学

角度阐释作品中隐含读者与叙述者的关系对幽默

讽刺形 成 的 作 用［２８］，为 老 舍 幽 默 研 究 注 入 新 的

活力。

（二）问题与展望

２０年辛苦不寻常，老舍幽默风格的研究在新

世纪依然吸引着学者们的关注，一方面该研究不

断走向深入，另一方面还有许多待开掘的地方：
一是在幽默作品的研究中，新世纪的 大 多 数

研究者都把注意力放到了《离婚》《茶馆》身上，而

对其他幽默文本研究不够，例如老舍早期的３部

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这３部小说

虽是老舍在英国留学期间的实验之作，具有不成

熟性和尝试性，但却是老舍幽默的开端之作，研究

其中幽默的表现也有助于解读其他的幽默文本。
此外，老舍是具有世界视野的世界性作家，对老舍

作品译本中幽默元素的研究有所涉及，但成果寥

寥可数，仍远远不够。
二是缺乏结合当下文学背景对老舍幽默的反

思，缺 乏 老 舍 的 幽 默 与 当 代 文 学、生 活 的 对 话 研

究，时代价值的凸显不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

由于受意识形态的限制，认为幽默是“耍贫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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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过境迁之后，重读老舍的作品，仍能感受到其

中的笑声，尤其是当今一些小说情节平淡、人物形

象干瘪，相较之下更能体现出老舍幽默小说的价

值，特别是当下我们经常把趣味性当作文学评价

的尺度之一，就更不能轻视老舍的幽默作品给读

者带来的审美愉悦。
三是将老舍幽默同中国现代幽默思潮联系起

来进行的研究明显不足，尤其是同林语堂《论语》
《宇宙风》等开创的幽默传统的联系有待开掘，此

外，老舍的幽默风格对后代作家的影响研究不足。
因此，未来老舍幽默风格的研究，也需要朝着

相应的方向努力，完整梳理老舍幽默的来源及他

们对老舍幽默形成发展的具体作用，整理老舍幽

默风格自形成以来的境遇问题，加强对幽默作品

的再解读及其对当代文学、生活的借鉴及影响，这
都有助于 推 动 老 舍 幽 默 风 格 的 研 究 向 纵 深 方 向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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