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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形形色色的嘴脸，古已有之
2、举业。。。
3、读了一批又一批的明清小说，大都忘却名字了
4、后半部分比较无聊
5、大千世界，社会百态 。
6、怎么读《儒林外史》，讽刺之外又见新奇与志向。
7、把全文言文的看完了，一字不落，难以想象。现在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一个灯芯还是两个灯芯的
节俭美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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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不算书评，小记而已讽刺小说《儒林外史》，鲁迅称作者“秉持公心，指摘时政”，其文“戚而
能谐，婉而多讽”，“足称讽刺之书。”鲁迅以“秉持公心”为讽刺文学作者最重要的品质，以“婉
而多讽”为讽刺文学作品的最主要特征，可谓确论。做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科举与士林的小说
，举凡官吏舞弊，豪绅暴横，名士招摇，士子躁竞，皆形诸笔墨，跃然纸上，其机锋所向，尤在士林
，然而推原论始，实在于社会和制度。故在开篇，即借王冕之口，批评科举八股取士，使读书人把文
行出处看得轻了，并且断言：“一代文人有厄。”作者不把科举选官看成士林的福音，却如实看做是
扭曲士子精神的祸患，这无疑是高出一世之上的卓见。（另一方面，与之相对应的却是无数古代才子
佳人小说中的“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有此识见，他为当日儒林作史，为天下各种士人写心
，虽尽其情伪，却终存忠厚之意，比如写范进中举一节，作者有的是沉痛而不是恶谑。写匡超人由善
良淳朴变为利欲熏心，刻薄寡义，其故乃在于功名富贵之心的驱使。吴敬梓怀抱悲悯之心，其批判的
笔触深入到社会与制度，由此写出了形形色色人性的复杂，书中人物虽可鄙却也可哀可怜。作者笔下
也不乏风雅英俊的士子形象，或者鄙弃功名富贵，为人桀骜不驯，如在荷花的素描中求得宁静和快乐
的王冕；或自由独立，狂放不羁，比如携娘子家人漫游天下的杜少卿；或一掷千金，一心向美，为人
有豪侠之气，比如龙阳之好的杜慎卿。其理想的生活态度则颇有陶渊明饮酒诗中淡远而宁静的情致。
比如最后一位会弹琴的士子：这人姓荆名元，是做裁缝的。在三山街开着一个裁缝铺。每日替人家做
了生活，余下来工夫，就弹琴、写字，也极喜欢做诗。朋友们和他相与的问他道：“你既要做雅人，
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
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
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和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
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
不快活？”朋友们听了他这一番话，也就不和他亲热。一日，荆元吃过了饭，思量没事，一径踱到清
凉山来。这清凉山，是城西极幽静的所在。他有一个老朋友姓于，住在山背后。那于老者也不读书，
也不做生意，养了五个儿子，最长的四十多岁，小儿子也有二十多岁。老者督率着他五个儿子灌园。
那园却有二三百亩大，中间空隙之地种了许多花卉，堆着几块石头。老者就在那旁边盖了几间茅草房
，手植的几树梧桐长到三四十围大。老者看看儿子灌了园，也就到茅斋生起火来，煨好了茶吃着，看
那园中的新绿。这日，荆元步了进来，于老者迎着道：“好些时不见老哥来，生意忙的紧？”荆元道
：“正是。今日才打发清楚些，特来看看老爹。”于老者道：“恰好烹了一壶现成茶，请用杯！”斟
了送过来。荆元接了，坐着吃，道：“这茶，色、香、味都好。老爹，却是那里取来的这样好水？”
于老者道：“我们城西不比你城南，到处井泉，都是吃得的。”荆元道：“古人动说桃源避世，我想
起来，那里要甚么桃源！只如老爹这样清闲自在，住在这样城市山林的所在，就是现在的活神仙了。
”于老者道：“只是我老拙，一样事也不会做，怎的如老哥会弹一曲琴，也觉得消遣些。近来想是一
发弹的好了，可好几时请教一回？”荆元道：“这也容易。老爹不厌污耳，明日我把琴来请教。”说
了一会，辞别回来。次日，荆元自己抱了琴来到园里。于老者已焚下一炉好香，在那里等候。彼此见
了，又说了几句话。于老者替荆元把琴安放在石凳上。荆元席地坐下，于老者也坐在旁边。荆元慢慢
的和了弦，弹了起来，铿铿锵锵，声振林木，那些鸟雀闻之，都栖息枝间窃听。弹了一会，忽作变徵
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自此他两人常常往来。当下也就别过了
2、古典名著的名字，都是中小学语文需要背和考试的，看过却大多一知半解，以翻书死记为目的，
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所以阅读起来苦涩难懂些，不过尽力看下去，古典名著确实值得反复看的。寒
冷的春节，除了在家上网，还从家中抽屉翻出高中时候买的已经有些泛黄的《儒林外史》，以前买这
书大多时候冲着古典名著，印象中“范进中举”实在颇为可笑，书太厚了常常没有耐心看完，而且古
代称谓和特定的名词难懂不解，大多故事的内容实际都没有阅读过。看了《明朝那些事儿》以后，突
然对古代可怕的科举制度产生了解的兴趣，本想好好看看，在网上查询了关于科举制度的那些专有名
词，如秀才、童生、生员、贡生、监生、举人、进士、县试、乡试、殿试、解元、会元、状元、探花
、榜眼、编修、翰林、庶吉士等（百度百科查“科举”）。略微了解后，重新阅读起《儒林外史》会
顺畅些，但由于电脑在身边，上网和看连续剧占去了假期的大多时间，书看来比较慢，以数页/天速度
翻读。 儒林，即古代的知识分子群，古代的精英分子。封建帝国从明朝开始，科举制度开始了“八股
文”取士，由此禁锢思想和实行愚民政策，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腐败，严重危机。 举业是所有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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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由之路，如书中开头六十多岁的周进考了多年连秀才都没有，生活上饱受欺凌和嘲讽，一进入几十
年梦想进入的贡院，哭得死去活来，众人可怜他，凑钱替他捐了监，他才爬到地下，停止了哭，去参
加考试；而令人印象深刻的范进，二十多次的考试后，中举后，不想梦想突然成真了，发了疯，幸而
他那平日最瞧他不起的岳父胡屠户，用重手才扇醒范进，扇得范进洗脸都快洗下半盆猪油了。 科举带
来的功名和富贵是显而易见的，社会是现实的，一旦中举，报喜人的消息一到，周围的乡绅和百姓无
不巴结、恭维，胡屠户对范进中举前后的变化深刻地说明了这点。 八股文限制了人们的自由思考，是
极其腐朽的、僵化的制度，满足了统治者愚民政策的需要，读书人只许做八股文，其他学问一概不准
。所以那些秀才、举人、进士、官员大多痴呆迂腐而不自知，甚至厚颜无耻。范进，范学道居然不知
苏轼是何人；一位老科甲居然不知《史记》为何书，司马迁为何人（书中序）；迂腐的老秀才不顾他
人劝阻赞同女儿为夫殉节，饿死家中；丑陋的严贡生，强占邻里的猪，吞并兄弟家产，赶走兄弟的妻
妾，却常常口称：‘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栗的便宜“；高翰林嘲讽仗义疏财的杜少卿的父亲的话，“
逐日讲那‘敦孝弟，劝农桑’的呆话，这些话，都是教养题目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可见
儒林中文人的虚伪，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类，都不过是八股文中的词藻，用以骗取功名富贵而已。一
个利欲熏心的现实社会，道貌岸然者比比皆是。 社会的利欲熏心下，不乏无耻之徒，作弊，冒名顶替
，假扮侠客义士，如所谓“张铁臂”提着一个装有猪头的血红包裹，半骗半吓从娄三爷和娄四爷那里
骗取500银两去做“报恩”，到了其再次在杜少卿家中行骗被揭穿才灰头土脸地离去；牛浦捡到一本书
就冒充书的作者牛布衣，到处招摇行骗；更有甚者，居然胆敢冒充官员，万里本是秀才，却自称万中
书，周旋于达官贵人之间混吃混喝，揭穿被捕后，经过凤四老爹的多方帮忙与周旋，居然把假的做成
真的了。 除了反面人物，书中也描述了不少正面形象，如仗义疏财的世家子弟杜少卿才华横溢，以及
他在江南的好友们，常常论道吟诗，针砭时弊。还有书中赞道的余家兄弟，“风尘恶俗之中，亦藏俊
彦；数米量柴之外，别有经纶。”，江湖豪杰凤四老爹的仗义助人，不图回报的故事。 嬉笑怒骂于书
中，依照着书中的序和这些天来的阅读写的上面的笔记，比先前更加了解了中国古代罪恶的封建科举
制度和八股文，科举制度下，应了文章开篇的话“一代文人有厄”。 大千世界，社会百态 一部书，
一个世界，生动又深刻
3、在上班的路上读这本书,常能突然为几百年前古人超乎常人的幽默感而突然笑出来.有一次居然还因
为看着错过了徐家汇站....读到娄三爷娄四爷这一段,突然联想到豆瓣上的不正之风.不知几人在将
那&quot;猪头肉&quot;当成了血淋淋的人头被人骗走七百两银子? 又不知几人像那张铁臂一般靠着此等
勾当过活?或许人类天生就有此等喜好,或扮作叶公,或扮作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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