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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种律动，须有光
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滋
味就含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
里。”刚刚过去的8月24日，是
老舍先生逝世50周年的日子。
此时品读老舍先生的这句话，
更添几分缅怀，几分惆怅。

老舍一生颠沛流离，67年
间，除去大本营北京，有25年
分别在伦敦、青岛、济南、重庆
等地度过。老舍在齐鲁大学教
书期间，在济南的演讲估计有
20余次之多。如果您有心，仔
细披阅这一时期的报章旧刊，
不难有新的发现。从演讲中看
老舍，不失为解读老舍的一个
新视角，也有助于深入了解当
时的济南学界与社会状况。人
文周刊的老作者李耀曦先生
是位有心人，他写给我们的

《老舍在济南的演讲》一文，叙
述了老舍居济期间在齐鲁大
学、济南乡师、省立女中、省立
一中等学校及青年会的演讲
盛况，言词幽默、妙语连珠，是
老舍先生演讲的最大特色，以
至于现场听讲者无不“全神贯
注”、“掌声四起”。

老舍的演讲内容涉及广
泛，除了《文学的创造》、《何为
世界文学》等拿手话题外，针
对听众不同，《国民性之几种
缺点》、《今日中国女子应有的
态度》等题目也有涉猎。针对
学潮，老舍演讲前一句“你们
是上午读书下午革命呢，还是
白天读书晚上革命呢”的调
侃，让人看了尤受触动。当时
省立一中学潮不断，老舍焉能
没有耳闻？令作者尤为唏嘘的
是，老舍对待学潮所持的态度
与立场，那句引得哄堂大笑的
开场白，其实已表露无遗。后
来的人生经历及“文革”中的
结局，则佐证了老舍是有先见
之明的。

这期“对话”栏目，延续上
周本报对张悦然、韩寒两位80
后作家的关注，记者黄体军对
话两位我省著名的青年文学
评论家，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副院长张丽军和山东大学文
学院副教授马兵，就80后作家
是否“风头已过”、是否正在进
入主流、是否有更远大前程等
话题展开讨论。

在马兵副教授看来，“80
后作家的个体性和差异性要
大于他们之间的共性，即便是
大众所熟知的韩寒、郭敬明和
张悦然，他们的人文素养、思
想见识、文学趣味也都是迥然
不同……他们当然是缺乏历
史感的，可是80后笔下记录的
他们成长的改革开放时代不
也是正被经验化的历史的一
部分吗？”张丽军教授则认为，
80后作家的作品总给其一种
“疼痛”的感觉。80后作家是在
一种孤独的疼痛中成长起来
的。所以，他们更加注重个体
精神生活的合法性，注重建立
在这种精神生活之上的个人
精神与感官体验。“这是80后
作家与前辈作家的不同之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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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场公开演讲在青年会

1930年10月24日，老舍应济南青年
会之请前往发表演说。从现有资料看，
此当为老舍到济南后所做的第一场公
开演讲。

济南青年会位于普利门外，二大
马路东首路北，是基督教的外围组织，
但它并不直接发展教徒，而是以开展
社会公益活动来扩大影响。比如开设
民众识字夜校，英文补习班，组织文艺
演出，出版《济南青年》杂志等。邀请学
者名人演讲，亦为其常设活动之一。

老舍主编的《齐大月刊》11月10日
出版第1卷第2期，以《余博士、舒先生演
讲忙》为题刊登了有关此次演讲的消
息。“本校社会学系主任余天庥博士，
暨国学研究所文学系主任舒舍予先
生，于近中连应各方面之约请，担任演
讲，甚形忙碌。计余博士于近10日中在
齐鲁大学国际友谊会暨医学院各演讲
一次。舒先生于24日在青年会演讲一
次，题为《文学的创造》；28日在第一中
学演讲一次，题为《幽默》，闻二君之演
讲，俱受听众欢迎云。”

青年会的名人演讲，前来聆听者
甚众。当时省立一中图画教员桑子中，
就曾听过老舍在青年会的演讲。其在

《我记忆中的朋友老舍先生》一文中
说：“老舍是知名人士，济南的闻人。记
得有一次在青年会讲演，会场里早已
座无虚席，旁听席上也无立身之地。讲
演要结束时，他说了一个笑话：从前有
个老太婆很怕死，因此就忌讳说‘死’
字，遇到‘死’字便改说‘喜’字，某某人

‘死’啦，她就说某某人‘喜’啦，最后老
舍大声欢呼，祝贺这个会永远不‘喜’。
语音刚落，掌声四起，笑声满场，听众
们个个喜笑颜开，心情舒畅，边谈边笑
中步出了会场。”可惜，桑先生没在文
中说明他是何时在青年会听的演讲，
老舍演讲题目又是什么。

老舍在青年会发表演讲不止一
次。济南书画家关松坪在其手札日记
中还提到1933年11月下旬老舍在青年
会的一次演讲。日记云：“十一月廿日
晴：早晨舒老师把介绍文华登录稿子
的文，亲自送来。作的实在好，面面俱
到，笔下异常生动。真是老师得意杰
作。老师走了，我给友声送去……胡耳
山也在那里，谈起舒老师在青年会演
讲，中外人士热烈欢迎。演词异常精
彩，人人感动……”

日记中所说“文华登录稿子的
文”，即老舍为关氏兄弟所作《介绍两
位画家》一文，于1934年发表于《文华》
第45期。当时关松坪家住城里鞭指巷，
老舍不辞劳苦亲自登门送稿，足见两
人交情非同一般。文中所提“胡耳山”，
为济南书画篆刻家，直到上世纪60年
代初还活跃于济南画坛。

老舍之所以多次去青年会演讲，除
本人为基督教徒外，恐与总干事张达忱
的力邀不无关系。张氏既为济南青年会
创始人，又是齐大校董事会的董事。

济南乡师与省立女中演讲

1930年老舍应济南社会各团体之
邀的演讲，还有公立学校济南乡师与
省立女中。

去济南乡师演讲为12月12日下午。
济南乡师位于北园白鹤庄，校园与省
立第一师范分校一墙之隔。当年臧克
家考入省立一师时，入学就读即在北
园白鹤庄。臧克家曾在回忆文章里描
述过白鹤庄校址周围环境的优美：满
眼是稻田，处处是流水，湖田里荷叶田
田，红花万头攒动。

济南乡师创办于1929年8月，设特
科与本科各一个班，每班40人。老舍来
此演讲，学校才招了两届学生，在校生
不过200人左右。老舍此次演讲的题目
为《师范生与国民性之改造》。老舍乃
北京师范毕业，做过多年中小学教员，
可谓这些学生的老前辈，现身说法，自
然有很多话可讲，也必定讲得幽默风
趣。

关于这次演讲，《齐大月刊》没有
刊登消息，消息为齐大学生刊物《齐大
旬刊》第1卷第10期所披露。题为《舒先
生余博士先后去乡村师范演讲》，其
云：“12日下午，舒舍予先生应北园乡村
师范学校之约前去讲演《师范生与国
民性之改造》；次日，余天庥博士亦应
约去讲《乡村教育》。二君对于各本题
极有研究，故讲起来津津有味，滔滔无
穷，极受听众之欢迎云。”

当时济南乡师的校长为鞠思敏。
由鞠之性情风范来看，必是亲赴齐大
校园恭请并一路陪同前来的。鞠思敏
在济南教育界有“山东蔡元培”之称，
济南乡师在其掌校期间，有“红色乡
师”之称，因为教员与学生中都有地下
党员。曾任中共地下省委组织部长，后
被逮捕亲历韩复榘大堂审案的赵建
民，就是乡师的学生。老舍在50年代谈
长篇小说《大明湖》创作时曾说，里面
还写了一位共产党员呢。当时老舍来
演讲未必知道谁是共产党员，但“红色
乡师”之说，肯定是耳闻过的。

老舍到省立女中演讲在去济南乡
师之前，为11月28日。省立女中其址原
为清末景贤书院，省立女中初中高中
部皆有，当时约有三四百名学生。校长
为苏郁文，抗战中山东公立中学近三
千名师生流亡四川绵阳，苏为国立六
中第二分校校长。老舍在省立女中演
讲，《齐大旬刊》刊登在第1卷第9期上，
题为《老舍先生去女一中演讲》。其云

“十一月二十八日，本校国学研究所国
文学系主任舒舍予先生应本市省立女
子第一中学之约，前去讲演，讲题为

《今日中国女子应有的态度》，讲词甚
长，凡一小时之久，词意精确，条理井
然，极受听众之欢迎。”

开场白与省立一中学潮

除济南青年会外，老舍曾多次前
往演讲的地方，便是济南第一中学。当
时济南一中分为省立初中与省立高
中，两校一墙之隔，共在一个大院。此
大院原为民初山东高等政法学堂，位
于圩子墙永绥门外，杆石桥东首路北，
距齐大校园不算远。当时一中前后几
任校长均是山东教育界的头面人物，
一中国文教员中在齐大国文系兼课者
也不乏其人，老舍多次应邀来此演讲，
与上述因素不无关系。

前面已经提到，1930年10月28日老
舍曾前往第一中学演讲，讲题为《论幽
默》。其实1932年5月还有一次，此消息

登在6月1日《齐大旬刊》第2卷第25期
上，题为《舒舍予教授去第一中学讲
演》。其云：“5月23日本校中国文学系教
授舒舍予先生应省立第一中学之约前
去讲演，题为《中国国民性之几种缺
点》，历时四十分钟，洋洋数千言，说理
透辟，引证确凿，所举几种缺点极能发
人猛醒，故一般听讲者自始至终均能
全神贯注，侧耳细听云。”

而据当时高中学生刘国俊回忆，
1933年秋天老舍还曾应新上任的高中
校长宋还吾之请，前往一中校园发表
演讲。老舍此次演讲谈的是文艺创作
问题。老舍一登台便显示出他的幽默
天赋。刘先生在晚年回忆文章中说：

“他在未讲正题以前，先说了几句幽默
的话，他说：‘我一进学校大门，看到二
门左右各悬一块招牌，上联是‘读书不
忘革命’，下联是‘革命不忘读书’。我
不知道，你们是上午读书下午革命呢，
还是白天读书晚上革命呢？’一句话说
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见济南一中校友
回忆录中刘国俊《济南高中琐忆》)。

原来，当时学生闹学潮犹如家常
便饭，此起彼伏。1932年春至1933年初就
接连爆发三次学潮。学潮中学生们暴
打了前来视察训导的省教育厅督学马
汝敏。学潮中学生们曾上街游行，并先
后到省政府与省党部请愿，闹得满城
风雨。老舍虽非这场“革命”的亲历者，
但不会不上街，不会不看报纸，自然亲
见亲闻也不会少。那么，老舍对学潮持
何种态度与立场呢？那句引得哄堂大
笑的开场白，其实已表露无遗了。后来
的人生经历及“文革”中的结局，则佐
证了老舍是有先见之明的。

齐大校内演讲

老舍在济南期间的演讲，更多的
还是在齐大校内。

齐大原有一个文学研究会，由各
院系学生中文学爱好者组成，但因缺
乏良师指导，并不经常活动。老舍来后
又活跃起来。1931年2月27日文学研究
会全体会员于齐大办公楼招待室集
会，议定简章。文学研究会于3月17日
晚，在齐大柏根楼333大教室，举办首次
公开演讲大会，顾问老舍应请发表演
讲，讲题为《何为世界文学》。《齐大旬
刊》云“听众极见踊跃。”5月10日文学研
究会又举办首次文学研讨会。两名学
生在会上分别作了《滑稽的文学》与

《文学的生命》的报告。报告毕，会员群
起讨论，最后由顾问老舍进行评点并
勉励了一番。见于记载的还有，1934年2
月24日，老舍在柏根楼333教室发表演
讲，讲题为《我的创作经验》。

老舍演讲并不限于文理学院，医
学院也曾多次请老舍前去演讲。见于

《齐大旬刊》记载的，1930年11月4日，老
舍应医学院师生之请，以《中国小说》
为题发表演讲。1931年5月中某日，老
舍还应医学院33级学生之请，在广智
院作了题为《美国人民生活及其性
情》的演讲。老舍为何以此为题演讲？
原来，齐大各院系教授之中，留美博
士甚多，仅文理学院的老舍同仁中就
有六位。或许正是这个原因，老舍以
济南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文博士》，即
安排了小说主人公文志强为“留美哲
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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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前排左二)与《齐大月刊》编辑部同仁的合影。 老舍与关友声合影于千佛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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