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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老舍小说中的金钱观

何锦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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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

海南 琼海

【摘 要 】鲁迅
、

茅盾
、

巴金
、

老舍等文化先驱以 小说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扦击 了腐朽垂死的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

现实
,

老舍以独特的视角通过笔下的人物对金钱展开 了痛诉
,

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
“

钱造成天大的黑暗
”

的金钱观
。

【关键词 」老舍 ,
、

说 金钱观 认识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 一 一

十九世纪末
,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
,

不仅在军事
、

作过详尽的叙述

政治上受列强们的残欺
,

而且在经济上深受掠夺
。

拿着现钱回到家
,

她开始发愁 … …她先核计该

中国文化先驱者们为了再造一个新的中国
,

他们从 还多少债
,

口中念念有词
,

手里掂动着几个铜钱
,

而

不同的角度抨击了垂死腐朽的社会 鲁迅以深沉泼 后摆在左方
。

左方摆好
,

一看右方 过 日子的钱 太

辣的幽默之笔刻画出国民丑恶的灵魂 茅盾以澎湃 少
,

就又轻轻地从左方撤下几个钱
,

心想 对油盐店

的气势描写了两大阶级的对立 巴金以满腔的怒火 多说几句好话
,

也许可 以少还几个
。

想着想着
,

她

控诉了吃人的旧礼教 老舍以幽默泼俏的语言来刻 的手心 上就出了汗
,

很快地又把撤下 的钱补还原

画小市民的
“

灰色灵魂
” 。

在这些文化先驱者中
,

对 位
。

不
,

她不喜欢低三下 四地向债主求情 还 还
“

金钱的罪恶
”

认识得最为深刻的要首推老舍
。

尽 清 剩多剩少
,

就是一个不剩
,

也比叫掌柜的或大

管鲁迅
、

茅盾
、

巴金等人对金钱有一定的认识
,

但 徒弟高声 申斥好的多
。

是呀
,

在太平天 国
、

英法联

是
,

阿 丢了一大把白花花的银子后
,

只会扇 自己两 军
、

甲午海战等等风波之后
,

不但高鼻子的洋人越

个耳光 吴荪甫为了赚钱
,

振兴民族工业
,

与赵伯韬 来越狂妄
,

看不起皇帝与旗兵
,

连油盐店的山东人

相斗破产后
,

依然能及时行乐 曾树生为贫穷所困
,

和钱铺 的山 西人也对旗籍主顾们越来越不客气

离弃丈夫随银行经理而去 … …这些先驱者们大都 了
。

他们竟敢瞪着包子大的眼睛挖苦
、

笑骂吃了东

没有有意识地流露出自己对金钱的看法
,

而老舍
,

西不还钱的旗人
,

而且威胁从此不再记帐
,

连块冻

在这一方面
,

认识得最为深刻
,

批判得最为彻底
,

他 豆腐都须现钱交易 母亲虽然不知道国家与天下

就像巴尔扎克一样
,

用自己犀利的笔刃剖析了金钱 事
,

可是深刻地了解这种变化
。

即使她和我的父亲

的罪恶 老张的
“

钱本位哲学
” 、

《月牙儿 》中
“

我
”

的 商议
,

他 —一个负有保卫皇城重大责任的旗兵
,

控诉
“

这些经验叫我认识了
`

钱
'

与
`

人
' 。

钱比人更 也只会惨笑一下
,

低声地说
“

先还债吧
”

利害一些
,

人若是兽
,

钱就是兽的胆子
。 ”

为何在文 老舍是在一位慈善家 —定大爷的热心资助

化先驱者中
,

唯有老舍对
“

金钱的罪恶
”

认识得最为 下
,

才获得上学受教育的机会
。

当他小学毕业
,

周

深刻得呢 这就有必要了解老舍的身世了
。

围的亲友一致认为他应该去学手艺挣钱
,

好减轻家

一
、

老舍的身世 庭的负担
,

他 自己也意识到理应这样做时
,

却毅然

一八九九年
,

老舍诞生于北京的一座大杂院一 作出了继续升学的决定
。

一九一八年
,

老舍从北京

户舒姓的满族贫民家庭
。

父亲是名守卫皇城的护 师范学校毕业
,

立即由京师学务局委任为一所公立

军
,

每月只有响银三两
。

在老舍还不满两岁时
,

八 高等小学的校长 一九二 年
,

升为京师郊外北区

国联军人侵
,

父亲在保卫京都的巷战中阵亡
,

一家 劝学员
,

还兼任了好几项职务
。

一九二四年
,

老舍

老小靠着母亲充当杂役和给人缝洗衣服的微薄收 应聘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汉语教师
,

在那

人为生
,

家境 自然更加艰辛
。

当年的北京大杂院
,

里整整住了五年
。

尽管这时的老舍生活已比较阔

是典型的贫民窟
,

聚居着各种各样的城市贫民
,

老 绰
,

但是
,

他仍在许多小品文和自述中常常发一发

舍从小就生活在他们中间
,

使他十分 自然地从城市 对钱的
“

牢骚
”

贫民的角度
,

以他们的眼光和好恶
,

观察
、

评价和对 钢笔有一个缺点
,

一个很大的缺点
。

它 —不

待整个世界
。

这段贫困的生活
,

老舍在 《正红旗下 》 —能 —生 —钱 我只瞪着眼看它生锈
,

它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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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不了我
,

我也救不了它
。

它不单喝墨水
,

也喝脑

汁与血
。

供给它血的得先造血
,

而血是钱变的
。

我

喂不起它呀 … …它 的报酬可只是三块钱一千字

与比三块钱还多一些的臭骂
。

在 《成绩欠债
,

收人更欠佳 》一文中
,

更体现了

老舍对钱的
“

斤斤计较
” 。 “

《二马 》等三本书是文学

会的丛书
,

每次领税都由商务印书馆付给文学会的

负责人
,

由会里扣百分之十
,

再发给作者
。

这百分

之十的税上税都做什么用了 天晓得 最近 四年

我的版税都上哪里去 了 天晓得 好
,

这三本书等

于不存在
。

出 《猫城记 》的那一家书店久已倒闭
,

纸

型押在了一个纸铺里
。

纸铺仍继续印它
,

但与我无

关
。

我若问版税
,

则纸铺会找我代书店还债 好

了
,

四本等于不存在了
。

《牛天赐传 》等四本书
,

四年

的版税应是多少 不晓得
。

我只听到家中的报告

从抗战第二年起
,

家中每月得五十元 五十元到家

不过是二十元
,

而书局按五十元算
,

最近得到通

知
,

说二年共付一千七百元
,

即算全数付清 此后

不再付 好了
,

八本书等于不存在了 《赶集 》与 《离

婚 》
,

近二年来才在沪复印
,

恢复版税
,

而今 日沪上

情形如何
,

不可得知
,

大概这两本也要不存在 好
,

十本了 《面子问题 》与 《三四一 》均卖版权
,

书卖多

卖少与我不相干
。

好
,

十二本了 《周家至上 》没得

过分文
,

详情不必说
。

十三本了 《小坡的生 日 》每

年约人二三十元
。

《蛤藻集 》每年约人四五十元
,

均

有帐有查
。

《残雾 》到今 日为止
,

得过四十一元 您给

我算算
,

我 的版税是相当的可观
,

还是
`

不
'

相当客

观呢
”

由于儿时的贫苦遭遇和当了写作家后不公

正的待遇
,

使老舍对
“

钱
”

的思索更为多些
、

深些
,

因

而
,

他在许多小说中流露出自己对
“

钱
”

的评价
,

有

时是以叙述者的 口吻而评
,

有时是以绅士 的态度来

看待
,

有时是以妓女
“

我
”

来控诉 … …这样
,

就形成

了老舍的独特的金钱观
,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

面
。

二
、 “
钱本位哲学

”

几千年来
, “

利他
”

和
“

为我
”

这两种人生观就一

直对立着
。

有的人舍身取
“

义
” ,

有的人则见
“

利
”

忘
“

义
” ,

为财舍命
。

老舍在青年时就追求社会 的公

平
、

真诚
、

和谐与光明
,

他最容不得 自私
、

虚伪与偏

狭
。

当老舍一踏进社会的时候
,

他发现
,

在他的周

围是一团黑暗
,

民国的共和之风根本吹不走固有的

腐败气味
。

在老舍当小学校长时
,

他那点真诚好比

暗夜中一点微弱的星光
,

他那点热心于社会教育的

天真
,

好比荒野中的一根嫩芽
,

他周围的荒草野棘

总想吞噬 了他
。

老舍已深感到他周围的旧势力的

冷酷与腐朽
,

所以当他到了英国
,

在一个新的环境

里
,

有了更新的感受后
,

再回过头来看原来生 活在

其中的那个环境里的人和事
,

就更加了然了
。

当老

舍把 自己的认识
、

感受以及爱与憎诉情笔墨时
,

《老

张的哲学 》诞生了
。

在小说开篇
,

老舍写道
“

营商
,

为钱 当兵
,

为

钱 办学堂
,

也为钱 同时教书营商又当兵
,

则财通

四海达三江矣 此谓之
`

三位一体
'

此之谓
`

钱本

位而三位一体 ” ' 。

十九世纪的中国
,

资本主义商品

经济的萌芽和异族的强化统治
,

形成了一种以奴隶

性为根底的奴才文化
。

老张 的
“

钱本位
”

哲学正好

是这种文化的体现
。

老张的所作所为均以有利可

图为准则
,

钱消溶了他作为人的尊严
,

铸造了他极

端 自私
、

吝音和狠毒的个性
。

钱是老张的胆子
,

也

是他的生命
。

为了钱
,

他逼学生家长送礼
,

勒索学

生的早点钱
。

在第五章
,

老舍对老张那往钱孔里钻

的丑恶心里作了详尽的描述

今天那两句
“

立正
”

叫得多么清脆 那些鬼子

地名说得多么 圆熟 老张 总算你有本事 … …

一百四
,

加节礼三十
,

就是一百七
。

小三的爹还不

送几斗谷子
,

够吃一两个月的
。

学务大人看今天的

样子总算满意
,

一报上去奖金又是三十
。

一百七加

三十就是二百
,

—二百整 铺子决不会比去年赚

得少
,

虽然还没结帐 … …李应叔父欠的债
,

算是

无望
,

辞了李应叫他去挑巡击
,

坐地扣
,

每月扣他响

银两块
,

一年又是二十 四
。

李应走后
,

五德帮咱算

帐
,

每月少要他两吊钱
,

可是省找一个徒弟呢
。

狠

心罢 舍两吊钱 … …

为了钱
,

他不但虐待妻子
,

而且放高利贷
,

逼李

应的叔父卖侄女李静抵债
,

直至逼得李静以死护住

了人的尊严
。

老舍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剖析了
“

钱本

位
”

的罪恶
。

老张狡黯奸猾
,

借机敲诈与他交往过

的一切人 他善于钻营
,

借办各种
“

协会
”

以取得权

势与地位
。

人人恨他
,

却又奈何不得他
。

他就是那

个时代
、

那个环境里的英雄
。

清末的遗老遗少孙守

备
、

孙八不是他的对手 就是吃洋饭
,

在
“

会
”

的教徒

龙树左
,

也得让他三分
。

他皮厚心黑
,

即有办法又

有新招数
,

得机会就捞一把
,

受挫折就耍无赖
。

这

种人的言行
,

一言以蔽之曰 无耻 这种无耻之徒
,

常常是 作官则官运亨通
,

经商则财源茂盛
,

办学则

能得到
“

泽被桑梓
”

的美誉
。

最后
,

老张当上 了某省

教育厅长
,

花了五百元买了两个妾
, “

钱本位
”

哲学

使老张大获全胜
,

使他是那个时代的不倒翁
。

然

而
,

老张的欺行霸市
,

敲诈勒索
,

夺女作妾等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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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他人性的表现
,

都是
“

钱本位
”

哲学在作祟
,

对

此
,

老舍有深深的感触
,

他写下 了
“

人是被钱管着的

万物之灵
”

警句
。

一方面
,

他感叹于人的精明 另一

方面
,

他憎恶人的卑俗
,

让钱把美好的人性扭曲了
,

让
“

钱本位
”

哲学把人洁净的灵魂站污了
。

如果说老张的
“

钱本位
”

哲学是穿着土大褂的
,

那么文博士 的
“

钱本位
”

哲学则是西装革履的
。

文

博士懂得要弄钱就得作官
,

他的意识核心是官本

位
。

官本位的思想意识
,

包上一层洋博士的花皮
,

就可 以到处招摇过市了
。

文博士虽说是个博士
,

却

对学问无兴趣
。

他说
“

人生不应抓学问
,

而是把握

现实
。 ”

文博士钻天觅缝地研究观察中国现实社会
,

去寻找他升发的机遇
, “

博士
,

学问
,

本事
,

几乎都可

以搁在一边不管
,

得先
`

打进去
'

这个社会
,

凭他

几个月的观察来说
,

是个大泥塘
,

只管往下陷人
,

不

懂得什么人才
,

哪叫博士 只有明眼的才能一跳
,

跳

到泥塘里埋藏着那块石头上 一块一块地找
,

一步

一步地迈
,

到最后
,

泥塘的终点有个美国花园
。 ”

文博士踩到的第一块
“

石头
”

是齐鲁文化学会

的唐先生
。

他用一张有美国博士头衔的名片
,

征服

了唐先生
,

唐先生几乎想把 自己女儿说给他作妻

呢
。

但文先生是有
“

大
”

志的人
,

唐家既无势又更无

钱
,

不过唐先生有社会关系和信息
。

文先生通过唐

先生的信息
,

踏进了商会会长家的大门
,

这是一块

大石头
,

何以见得
,

杨家给官府送的月饼
,

一个就值

五百元
,

月饼的馅是钞票与金首饰
。

仅这细节
,

就

可以让文博士判断杨家的富足与权势
,

官通商
,

为

财 商通官
,

为权 财权结合
,

便可豪横一方
。

文博

士毕竟是博士
,

而且是经济学博士
,

自然有经济头

脑
,

看准了杨记这块
“

大石头
”

便跳了过去
。

他走内

线
,

尽其所有陪着老太太打牌
,

目的是想娶杨家的

六姑娘
,

他想
“

浪漫
、

排场
、

实利
,

都一网打尽
”

他真

的实现了
,

他靠杨家的财势
,

要谋到一个专员 的位

子
,

齐鲁文化学会的经费也全由他支配
,

他得意
,

每

日在什么委员们中间周旋
、

巴结
,

以期跳到下一块

更大的
“

石头
”

上去
。

从老张到文博士
,

老舍批判的笔锋更为犀利
。

老张只会商兵学
“

钱本位三位一体
” ,

而文博士在
“

钱本位
”

的前提下死扣
“

官本位
” ,

商通官
,

官通商
,

有权就有钱
,

有钱能买权
,

这就是文博士所观察出

的中国现实
。

老舍正是通过老张
、

文博士的
“

钱本

位
”

哲学观
,

深刻地批判了中国二
、

三十年代腐朽
、

黑暗
、

丑陋的社会现实
。

三
、 “
人若是兽

,

钱就是兽的胆子
”

如果说老舍对老张
、

文博士 的
“

金钱观
”

尚带着

一些幽默的味儿
,

嘲讽他们那投机商的本性
,

那么
,

在 《月牙儿 》《生灭 》等小说中
,

老舍对金钱的看法是

相当严肃和深刻的
。

从老张到
“

我
” ,

说明老舍对金

钱的看法已由绅士阶层转向贫困市民阶层
。

《月牙儿 》通过
“

我
”

的叙述
,

向人们描述了一个

母女两代为妓的悲惨故事
。

老舍虽不能像马克思

在 《一八四四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 》中那样
,

论证

了在私有制社会里
,

劳动者被剥夺去他的生产资

料
、

生 活资料和劳动产品
,

也被剥夺去他作为社会

的人的
“

本质力量
”

而转化为商品
,

过着非人的生

活 可是
,

他以一个民主主义作家的锐利眼光
,

通过

钱的罪恶
,

折射出社会的昏暗与腐朽
。

“

我得打主意安置自己
。

假若我愿意
`

帮助
'

妈

妈呢
,

她可 以不再走这一步
,

而由我代替她挣钱
。

代她挣钱
,

我真愿意 可是那个挣钱方法叫我哆

嗦
。

我知道什么呢
,

叫我像个半老的妇人那样去挣

钱 妈妈的心是狠的
,

可是钱更狠
。 ”

这就是
“

我
”

最初对钱的看法
,

在饥饿
、

贫困的面前
, “

我
”

陷人了
“

买
”

与
“

卖
”

的困惑中
, “

我
”

想过常人的生活
,

甚至

想浪漫
,

然而
“

最后的黑影又 向我迈了一步
。

为躲

它
,

就更走近了它
。 ”

她想躲开那个黑影
,

但是饥饿
,

却一时也不离开她
, “

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
,

是的
,

我开始卖了
。 ” “

我
”

在
“

钱
”

与
“

肉
”

的交易下
,

明白了
“

在钱的管领下
,

人都很精明
。

缥不如偷
,

对偷省

钱
。

我要是不要钱
,

管保人人说爱我
。 , ,

妓女的生活

使
“

我
”

懂得钱的凶狠
。

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 》中

指出
,

在金钱交易的社会里
, “

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

裸的利害关系
,

除了冷酷无情的
`

现金交易
' ,

就再

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 ”

为了钱
, “

妈妈
”

只能睁着

眼睛看着自己的女儿在火线上挣扎
,

为了钱
, “

妈妈

便不顾一切的单单站在钱上 了
” ,

她的心已老得和

钱一样的硬
。

母女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撕去了
,

代之

以狭隘的利己主义
。 “

钱 比人更厉害些
,

人是兽
,

钱

是兽的胆子
。 ” “

什么母女不母女
,

什么体面不体面
,

钱是无情的
。 ”

作品力透纸背地揭露在劳动异化条

件下
,

钱的冷酷
、

无情
,

人为了钱
,

为了生活
,

不得不

出卖自己的肉体
、

灵魂
。

这些
,

闪烁着对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批判的锋芒
。

在 《月牙儿 》中
,

人们看到的是
“

钱
”

与
“

肉
”

交易

的悲剧
,

而在 《生灭 》中
,

老舍又引导人们去窥探金

钱用无形的手扼杀那未生的生命
。

主人公文每月

收人才六十元
, “

他不嫌少
,

可是住房
、

穿衣
、

吃饭
、

交际
、

养小孩却仗着这六十块
。 ”

自从有了儿子小纯

后
,

他们差不多有一年没作过一件衣裳
,

没去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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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电影或戏
。

文并不希求能有太多的钱
,

可是
,

“

钱 不愿想它 敢不想么 事事物物上印着它 的

价值
” “

自从有了小纯
,

金钱的毒手已经扼住他们

的咽喉
。 ”

此时
,

老舍对金钱的痛恶有如大海一样

深
。

在小说中
,

老舍为夫妇文
、

梅俩
“

发愁
” “

六十

块钱怎么对梅呢 永远就这么作下母亲去 孩子

长大了能不上学么 钱造成天大黑暗
。 ”

为了小纯

能更好地活着
,

钱的窘迫逼着文作出把那尚未出生

的生命扼杀的决定
。

他不愿这么做
,

可是
, “

哪个孩

子不是用金子养起的呢 他没主意
,

金钱锁住那未

生的生命
。 ”

没钱
,

逼使
“

我
”

不得不出卖谋生 没钱
,

迫使文

不得不放弃那未生的生命
。 “

人是兽
,

钱是兽的胆

子
” , “

什么母女不母女
,

什么体面不体面
,

钱是无情

的
” , “

钱造成天大的黑暗
” ,

这就是老舍对金钱的感

触
,

他深谙没钱在下层市民中所造成的许多悲惨故

事
,

对于钱
,

老舍是深恶痛绝的
。

老舍
,

在 年以前
,

依然是一名民主主义作

家
,

他能挑起批评社会
“

丑
”

的担子
,

但是他 尚不能

揭示出造成社会黑暗的根源
。

由于他忠于生活
,

忠

于现实
,

在他的笔下就呈现出一副副活生生 的图

画
,

这其间
,

流露出作者对生活的评价
。

老舍小说

中的
“

金钱观
, , ,

是他对生活评判的一种观点
。

尽管

老舍不能一针见血地揭露出造成社会黑暗根源所

在
,

但是
,

他通过了金钱的罪恶抨击了黑暗不合理

的社会
。

老舍的
“

钱造成天大的黑暗
”

的观点显然

是不恰当的
,

然而作为民主主义作家的老舍
,

他只

能认识到这一个深度
,

正因如此
,

他在小说中流露

出来的
“

金钱观
” ,

隐约曲折而又忠实地批判了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
,

闪烁着批判现实主义的光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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