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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

内容概要

本书所评批的《西厢记》，是中国文学史上艺术成就最高的巨著之一，金批《西厢记》是中国美学史
上的十大经典创作之一。    本书是国内外唯一用清代顺治(丙申)十三年(1656)《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
记》原刻本为底本，因底本稍有残缺，故以康熙怀永堂本(周锡山藏本，著名藏书家周越然“言言斋”
原藏)、康熙精刻本(李毓珍[余振]先生藏本)、乾隆宝淳堂本等善本书，作精心校雠，内容完整的《金
批西厢》整理标点本。书后附录的三种《西厢才子篇》八股文，原刻本无，是康熙、乾隆翻刻本增添
的。    为了帮助青年读者读懂《西厢记》原著和理解金批的精义妙语，笔者不惴浅陋，在序言、读法
、每卷和每折戏的总评和每折戏之后附上解读，分析和评论《西厢记》每折戏的内容和艺术上的精彩
之处，概括和评论金批(每折的总评、段落评论和夹批)博大精深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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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清）金圣叹　著，周锡山　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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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之二圣叹外书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一、有人来说《西厢记》是淫书
，此人后日定堕拔舌地狱。何也？《西厢记》不同小可，乃是天地妙文，自从有此天地，他中间便定
然有此妙文。不是何人做得出来，是他天地直会自己劈空结撰而出。若定要说是一个人做出来，圣叹
便说，此一个人即是天地现身。 二、《西厢记》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妙文。今后若有人说是妙文，
有人说是淫书，圣叹都不与做理会。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耳。 三、人说《西厢记》是淫
书，他止为中间有此一事耳。细思此一事，何日无之，何地无之？不成天地中间有此一事，便废却天
地耶！细思此身自何而来，便废却此身耶？一部书，有如许（纟丽）（纟丽）洋洋无数文字，便须看
其如许（纟丽）（纟丽）洋洋，是何文字，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如何直行，如何打曲，如何放开，
如何捏聚，何处公行，何处偷过，何处慢摇，何处飞渡。至此一事，直须高阁起不复道。四、若说《
西厢记》是淫书，此人只须扑，不必教。何也？他也只是从幼学一冬烘先生之言，一入于耳，便牢在
心；他其实不曾眼见《西厢记》，扑之还是冤苦。 五、若眼见《西厢记》了，又说是淫书，此人则应
扑乎？曰：扑之亦是冤苦，此便是冬烘先生耳。当初造《西厢记》时，原发愿不肯与他读，他今日果
然不读。六、若说《西厢记》是淫书，此人有大功德。何也？当初造《西厢记》时，发愿只与后世锦
绣才子共读，曾不许贩夫皂隶也来读。今若不是此人揎拳捋臂，拍凳捶床，骂是淫书时，其势必至无
人不读，泄尽天地妙秘，圣叹大不欢喜。七、《世说新语》云：“《庄子·逍遥游》一篇，旧是难处
。”开春无事，不自揣度，私与陈子瑞躬，风雨联床，香炉酒杯，纵心纵意，处得一上。自今以后，
普天下锦绣才子，同声相应，领异拔新，我二人便做支公许史去也。八、圣叹《西厢记》只贵眼照古
人，不敢多让，至于前后著语，悉是口授小史，任其自写，并不更曾点窜一遍，所以文字多有不当意
处。盖一来，虽是圣叹天性贪懒，二来，实是《西厢记》本文，珠玉在上，便教圣叹点窜杀，终复成
何用？普天下后世，幸恕仆不当意处，看仆眼照古人处。九、圣叹本有“才子书”六部，《西厢记》
乃是其一。然其实六部书，圣叹只是用一副手眼读得。如读《西厢记》，实是用读《庄子》《史记》
手眼读得；便读《庄子》《史记》，亦只用读《西厢记》手眼读得。如信仆此语时，便可将《西厢记
》与子弟作《庄子》《史记》读。十、子弟至十四、五岁，如日在东，何书不见？必无独不见《西厢
记》之事。今若不急将圣叹此本与读，便是真被他偷看了《西厢记》也。他若得读圣叹《西厢记》，
他分明读了《庄子》《史记》。十一、子弟欲看《西厢记》，须教其先看《国风》。盖《西厢记》所
写事，便全是《国风》所写事。然《西厢记》写事，曾无一笔不雅驯，便全学《国风》写事，曾无一
笔不雅驯；《西厢记》写事，曾无一笔不透脱，便全学《国风》写事，曾无一笔不透脱：敢疗子弟笔
下雅驯不透脱、透脱不雅驯之病。十二、沉潜子弟，文必雅驯，苦不透脱。高明子弟，文必透脱，苦
不雅驯。极似分道扬镳，然实同病别发。何谓同病？只是不换笔。盖不换笔，便道其不透脱；不换笔
，便道其不雅驯也。何谓别发？一是停而不换笔，一是走而不换笔。盖停而不换笔，便有似于雅驯，
而实非雅驯；走而不换笔，便有似于透脱，而实非透脱也。夫真雅驯者，必定透脱；真透脱者，必定
雅驯。问谁则能之？日《西厢记》能之。夫《西厢记》之所以能之，只是换笔也。十三、子弟读得此
本《西厢记》后，必能自放异样手眼，另去读出别部奇书。遥计一二百年之后，天地间书，无有一本
不似十日并出，此时则彼一切不必读、不足读、不耐读等书亦既废尽矣，真一大快事也！然实是此《
西厢记》为始。十四、仆昔因儿子及甥侄辈，要他做得好文字，曾将《左传》、《国策》、《庄》、
《骚》、《公》、《谷》、《史》、《汉》、韩、柳、三苏等书，杂撰一百余篇，依张侗初先生《必
读古文》旧名，只加“才子”二字，名日《才子必读书》。盖致望读之者之必为才子也。久欲刻布请
正，苦因丧乱，家贫无资，至今未就。今既呈得《西厢记》，便亦不复更念之矣。十五、文章最妙，
是目注彼处，手写此处。若有时必欲目注此处，则必手写彼处。一部《左传》，便十六都用此法。若
不解其意，而目亦注此处，手亦写此处，便一览已尽。《西厢记》最是解此意。十六、文章最妙，是
目注此处，却不便写，却去远远处发来，迤（辶里）写到将至时，便且住；却重去远远处更端再发来
，再迤逞又写到将至时，便又且住；如是更端数番，皆去远远处发来，迤逞写到将至时，即便住，更
不复写出目所注处，使人自于文外瞥然亲见，《西厢记》纯是此一方法。《左传》、《史记》亦纯是
此一方法。最恨是《左传》、《史记》急不得呈教。 十七、文章最妙，是先觑定阿堵一处，已却于阿
堵一处之四面，将笔来左盘右旋，右盘左旋，再不放脱，却不擒住。分明如狮子滚球相似，本只是一
个球，却教狮子放出通身解数，一时满棚人看狮子，眼都看花了，狮子却是并没交涉。人眼自射狮子
，狮子眼自射球。盖滚者是狮子，而狮子之所以如此滚，如彼滚，实都为球也。《左传》《史记》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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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是此一方法，《西厢记》亦纯是此一方法。十八、文章最妙，是此一刻被灵眼觑见，便于此一刻放
灵手捉住。盖于略前一刻，亦不见，略后一刻，便亦不见，恰恰不知何故，却于此一刻忽然觑见，若
不捉住，便更寻不出。今《西厢记》若干文字，皆是作者于不知何刻中，灵眼忽然觑见，便疾捉住，
因而直传到如今。细思万千年以来，知他有何限妙文，已被觑见，却不曾捉得住，遂总付之泥牛入海
，永无消息。十九、今后任凭是绝代才子，切不可云：此本《西厢记》，我亦做得出也。便教当时作
者而在，要他烧了此本，重做一本，已是不可复得。纵使当时作者，他却是天人，偏又会做得一本出
来，然既是别一刻所觑见，便用别样捉住，便是别样文心，别样手法，便别是一本，不复是此本也。 
二十、仆今言灵眼觑见，灵手捉住，却思人家子弟，何曾不觑见，只是不捉住。盖觑见是天付，捉住
须人工也。今《西厢记》实是又会觑见，又会捉住。然子弟读时，不必又学其觑见，一味只学其捉住
。圣叹深恨前此万千年，无限妙文，已是觑见，却捉不住，遂成泥牛入海，永无消息。今刻此《西厢
记》遍行天下，大家一齐学得捉住，仆实遥计一二百年后，世间必得平添无限妙文，真乃一大陕事！
二十一、仆尝粥时欲作一文，偶以他缘不得便作，至于饭后方补作之，仆便可惜粥时之一篇也。此譬
如掷骰相似，略早略迟，略轻略重，略东略西，便不是此六色，而愚夫尚欲争之，真是可发一笑！二
十二、仆之为此言，何也？仆尝思万万年来，天无日无云，然决无今日云，与某日云曾同之事。何也
？云只是山川所出之气，升到空中，却遭微风，荡作缕缕。既是风无成心，便是云无定规，都是互不
相知，便乃偶尔如此。《西厢记》正然，并无成心之与定规，无非此日，佳日闲窗，妙腕良笔，忽然
无端，如风荡云。若使异时更作，亦不妨另自有其绝妙。然而无奈此番已是绝妙也，不必云异时不能
更妙于此，然亦不必云异时尚将更妙于此也。二十三、仆幼年最恨“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
君”之二句，谓此必是贫汉自称王夷甫口不道阿堵物计耳。若果知得金针，何妨与我略度。今日见《
西厢记》，鸳鸯既已绣出，金针亦尽度，益信作彼语者，真是脱空谩语汉。二十四、仆幼年曾闻人说
一笑话云：昔一人苦贫特甚，而生平虔奉吕祖。感其至心，忽降其家，见其赤贫，不胜悯之，念当有
以济之。因伸一指，指其庭中磐石，粲然化为黄金，曰：“汝欲之乎？”其人再拜曰：“不欲也。”
吕祖大喜，谓：“子诚如此，便可授子大道。”其人曰：“不然，我心欲汝此指头耳。”仆当时私谓
此固戏论耳，若真是吕祖，必当便以指头与之。今此《西厢记》，便是吕祖指头，得之者处处遍指，
皆作黄金。二十五、仆思文字不在题前，必在题后，若题之正位，决定无有文字。不信，但看《西厢
记》之一十六章，每章只用一句两句写题正位，其余便都是前后摇之曳之，可见。

Page 6



《西厢记》

编辑推荐

《西厢记:贯华堂第六才子书》由万卷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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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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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金圣叹(1608—1661)，名人瑞，字圣叹。传说他出生时，孔子的画像叹了一口气，故而字圣叹。这
位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是以点评文学经典著作闻名的，可以说他评点的《西厢记》、《水浒传》就是他
的代表作，中国自古就有以注释名家的哲学家，如郭象、王弼，注释可以是一种创作，点评也可以是
一种创作，金圣叹就是古代以点评为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 《清代七百名人传·金人瑞传》说他：“
纵横批评，明快如火，辛辣如老吏。笔跃句舞，一时见者叹为灵鬼转世。”读金圣叹评点的《西厢记
》同样有这样的感受，《金批西厢》在清代至民国初的三百年间一直是《西厢记》唯一流传的权威版
本。可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此书却淹没不彰，不知道什么原因，难道是因为鲁迅曾经写文章批评过金
圣叹？ 《金批西厢》的文艺观点自然是见仁见智，但是金圣叹点评的真正价值在于他那种“痛快美学
”的精神，那种个性张扬，高歌性情至上，蔑视礼教的叛逆精神，这些在他的点评里都表现得淋漓尽
致。在小说和戏曲被视为诲淫诲盗、毒害人心、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的时代里，金圣叹却敢于将《水
浒传》、《西厢记》与《庄子》、《离骚》、《史记》、杜诗并列为“六才子书”，这种做法本来就
是颠覆传统观念的，但是却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共鸣！在《琴心》一折中，金圣叹在“知音者芳心自同
，感怀者断肠悲痛”一句后评道：“普天下才子必普天下好色，必普天下有情，必普天下相思，不止
是张生一人为然也⋯⋯”我以为金圣叹不仅是个出色的文艺点评家，更是晚明思想启蒙运动的最后一
个思想家，以王阳明“心学”、李贽、汤显祖的性灵文学为代表的晚明个性解放运动，到了清代初期
只有金圣叹可以作为代表，金圣叹最后因为“抗粮哭庙”案而被清政府杀害，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
明末思想启蒙运动在清朝专制主义极权下被彻底扼杀的命运。 金圣叹分别以“恸哭古人”、“留赠后
人”作为《西厢记》的序题，他是用评点古人书的方法来纪念和继承古人独立、自由的精神，同时他
的点评是留给后人一种薪火相传的启蒙火种，他用自己的言行和生命见证了“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
”！ http://gcontent.oeeee.com/a/a0/aa00b07e9b911a4c/Blog/bce/bd13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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