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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

内容概要

本版《牡丹亭》是汤显祖400周年彩印纪念版，据明万历初刻本重新修订。
南宋南安太守16岁的女儿杜丽娘，在一个春日里，第一次游玩花园，困倦之中，梦见个折柳书生。春
梦醒来，书生不见。丽娘从此一病不起，临死之前，嘱咐家人把自画像藏在牡丹亭的太湖石下。此时
金兵南下 ，太守将杜丽娘葬在梅花观，匆忙奉调镇守淮阳。
梦中书生是岭南柳梦梅。他家道败落，决定离开家乡，北上求取功名。路过南安，因缘际会间捡到了
丽娘自画像。夜里，他见到了画上的女子——原来，得到阎王准许的杜丽娘离开了枉死城。她的魂魄
来到梅花观，夜里和柳梦梅幽会。得知杜丽娘是鬼魂的柳梦梅并不害怕，他设法取得了灵药、掘开了
坟墓，让丽娘起死回生。丽娘陪柳生去临安赴考。揭榜时，偏又遭变故，太守被围。乱世中，冲破了
阴阳两界的杜丽娘，能否再和父母团圆，和柳梦梅终成眷属⋯⋯
49岁离开官场的汤显祖自云：“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
这本书写尽了他对生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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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

作者简介

汤显祖（1550-1616），明代戏曲家，后世称之为“东方莎士比亚”。
21岁中举，此后十年屡屡不中，33岁方才出仕。
经历了数次官场沉浮后，汤显祖49岁向朝廷告假回乡，居住在他自建的玉茗堂中，
创作了传奇《牡丹亭还魂记》《南柯记》和《邯郸记》，
与早年作品《紫钗记》合称为“临川四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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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

书籍目录

★色目
★凡例说明
★正文（五十五出）
★汤显祖年表
★工尺谱［皂罗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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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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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

精彩书评

1、我在上学那会儿有段时间在疯狂阅读色情小说，期间下载到过一个压缩包，名字大约是“明清艳
情小说合集”，印象中有几十上百个记事本，但我只看了其中不到十分之一，因为我随机头两篇觉得
新鲜有趣，但之后我发现好像所有的文章似乎都差不多——它们似乎有些非常雷同的标签，有些甚至
是一样的，用现在的眼光描述就是日系轻小说的“套路”——男才女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反抗、
差一些生死相离、道士和尚或者喇嘛、科举上榜、全文的前百分之十必有婚前的性行为、私定终身、
大团圆结局⋯⋯并不是说这些作品不值得看或是挖不出深刻的东西，但看多了也是不免吐槽一句“卧
槽怎么又是这个套路”，而且这个套路似乎流行了几百年，《红楼梦》被很多人誉为中国古典文学的
巅峰作品，却依然有在全文的前百分之十即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我想我不那么喜欢红楼梦的原
因之一就是因为这个。这钟套路我姑且认为叫“商业上的考虑”，就像现在动画片放到快一半的时候
几乎都会来点泳装卖卖肉之类的一个意思。所以我非常险恶地猜测，《牡丹亭》很可能是这种套路的
发扬光大的万恶之源。我没看过《西厢记》，通说认为牡丹亭诞生之前是西厢记的天下，西厢记里张
生想对崔莺莺动手动脚的时候被残忍地拒绝，崔莺莺甚至差点为此自杀。到了牡丹亭里就不对了，年
方二八久居深闺的杜丽娘做了春梦和并不认识的柳梦梅做爱，然后杜丽娘就疯狂思念抑郁，死后第三
年以幽魂形态见到了男人然后又“幽媾”了一次，然后两人就疯狂地相爱了。要说自由恋爱这一思想
已经被西厢记给抢先了，所以是只能通过别样形态的性行为来展现这一恋爱过程了吗？而在牡丹亭发
表前的三年，在西方一座美丽的岛屿上，有一位叫威廉·莎士比亚的剧作家写了一出同样描写自由恋
爱的戏《仲夏夜之梦》，情节曲折生动而且没有色情描写，也就一些荤段子擦边球，大团圆结局最后
还留给读者和观众一些思考这男欢女爱到底是不是一场梦？仲夏夜之梦在叙述男女爱慕之情诉衷肠时
那语言肉麻、温馨、丰富、充满少男少女情怀；牡丹亭里表达爱意的地方并不多，更像是没羞没臊的
成熟男女先做爱后恋爱。文本里通过旁人形容柳梦梅的年纪不足三十，而杜丽娘年方二八，这对伉俪
应该是有一些年龄差距的，但曲文和宾白里却不能感受到。牡丹亭出彩的地方也非常明显，第十七出
·道觋，石女道姑的个人生平用了近一半的千字文，附带一出肛交；第二十三出·冥判里的报花名，
绝对就是作者自己的技艺炫耀，在我看来这是整部牡丹亭最出彩的曲文。牡丹亭本是昆曲，要更多用
唱的，而且篇幅较莎翁戏要长很多，字数三十万出头，一般一部莎翁戏一个下午都能演的完，但牡丹
亭我估摸着要是完整演绎估计需要五个下午。所以会感到有些剧情毫无必要，冲突的发生又显得不够
突然，一共五十五出，还只是一个单线故事。所以我之前说汤显祖比不过莎士比亚是肯定的，现在我
看过了以后我讲这句话再也不虚了，他最出名的作品都比不过莎翁的中等故事。至少在剧情角度肯定
是这样，语言的话，相比整部剧占得分量又不够，炫技么有点过显得语句节奏上有点拖。顺便说说我
看的这个版本，建议不选，因为没有注释。我觉得出版社有点高估读者的古汉语水平了，一个注释都
没有，要是经常查字典显然不现实，毕竟我不是做研究的，还影响阅读的顺畅和流畅。我也就阿那多
姿能看出前两字是通假这种水平，高明些的查字典不是不行，但真的是只能不求甚解的看下去了。倒
是我看的原版的莎士比亚，而且几乎是所有原本莎翁作品，出版的时候基本都是左页注释右页正文，
而且还会罗列一些八卦和争议——读书当然要考虑涨知识装逼这个好处的嘛。PS：别提东方莎士比亚
，差远了。 
2、由《牡丹亭》想到《倩女幽魂》、《人鬼情未了》，以及《渴望》文/方木鱼旦：不到园里，怎知
春色如许！旦：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由
诗而词，由词而曲，再高雅的艺术，都要有受众，而最多的受众，无疑是来自底层的百姓。所以，阳
春白雪固然重要，下里巴人同样不可少。一部《牡丹亭》，一部古老的爱恨别离。汤显祖的确称得上
戏剧大师，而一部牡丹亭，也的确称得上中国戏剧界的经典。汤显祖在戏曲家、文学家的身份之前，
其实是一名非常成功的官员，他34岁中进士，在南京先后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
事。官场混得久了，按理说应该足够圆滑，但汤显祖不是，他还是像一个老愤青一样，做着许多不合
时宜的事。万历十九年（1591），他难忍当时的官场黑暗，于是愤而上书《论辅臣科臣疏》，龙颜大
怒，汤显祖屡遭贬谪，做了一个不得志的小小县令，于是愤而弃官归故里，虽然也有退休后的不适，
奈何朝廷已无心起用，转而潜心于戏剧及诗词创作。这一下，少了一个多如牛毛的官员队伍中的一员
，却多了一位可以和莎士比亚媲美的戏剧家。时过境迁，竟然少有人知《牡丹亭》的全名是《牡丹亭
还魂记》，女主角杜丽娘身死又还魂，虽然揭露的是封建制度的腐朽，却让人想起港片《倩女幽魂》
和好莱坞大片《人鬼情未了》。作者以人鬼幻化的浪漫过程表现了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故事，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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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

冲突集中在以杜宝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势力与以杜丽娘为代表的争取爱情自由的力量之间的斗争，在表
现上比《西厢记》情感更为强烈。全书的主要角色杜丽娘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有特色的典型。她对
爱情执着的追求和对礼教彻底的反对，是前无古人的，特别是作者赋予它的生而死，死而生的独特经
历，给全剧渲染了浪漫气氛，把如此一个悲剧写出了难得的亮点。好的文学作品总是时代的产物。这
容易让人想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渴望》。它很巧妙地抓住了城市人王沪生的小市民的角色，和颇
有农村特色的刘慧芳一家淳朴善良的本色，于是，一下子，万人空巷，老少爷们围在一台黑白电视机
前等一部剧。这样的盛况，在当时的人们追逐《牡丹亭》演出的时候，也许有过吧。
3、《牡丹亭》听的人多，看的人少，大概是《牡丹亭》问世以来的常态。第十出《惊梦》里“皂罗
袍”“山坡羊”；第十一出《寻梦》里“懒画眉”，头脑里先出的唱段声音，次来的是杜丽娘的身影
，末了才是文字，这文字有时候还未必出得来。《牡丹亭》更多是听的，较少是阅读的。待到昆曲热
微微有些习以为常，昆曲迷也逐渐稳定，愈发专业的时候，阅读昆曲应该是昆曲艺术普及化的应有之
义。文字的妙趣在于想象，昆曲艺术受限于舞台，并总要在表演中具象化。文字阅读便不同，文字想
象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可分享亦可不分享，自己给自己搭一台戏。这本《牡丹亭》是面向大众的
，少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那版的严肃，更活泼泼些。版本以万历初刻本为底本，也参校了其他常见版本
，内容是无差的。纸张选得轻，较为便于携带，大概是市面上最为喜人的一个版本了。要说不喜之处
，也有一二，例如插画我便不喜欢，画风略有些突兀，如多加些工尺谱，素雅些或许更好。
4、文/猫豆小漾微信公众号：倾听小漾  ting_xiaoyang动情不过《牡丹亭》。看过《牡丹亭》许久了，
因为是明代大曲家汤显祖的代表大作，那里面神鬼意境的奇思幻想，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让人难忘至
今，出去故事情节的波折意趣，意境也格外丰富。因为他又是汤显祖追求自然超脱的内心精神、丰富
自由的道家思想的特别体验。但是汤显祖的这本书也有情节来源，便是《杜丽娘慕色还魂》的故事背
景。因而这部剧又称为《牡丹亭还魂记》，虽说这题目有点耸人离奇，但这内容确实浪漫至极。因为
他写了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婚姻，出身名门的杜丽娘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封建教育，在父亲的安排下
过着平静却单调的生活，虽说一世安稳，却也乏味无比，而这正是一个契机，让她沉闷已久的内心终
于在另外一个人的出现时得到了解脱，那边是柳梦梅。这一才华横溢的青年同时也勇敢无比，否则怎
会冒着处死的风险而开棺一望梦中人呢。神鬼之间的爱情变换，更是让故事更为新颖，现在又有几个
文学作品能像此书一般，或许是现在人们内心太为浮躁，总是有种快节奏的心情，又怎么有这辗转的
爱情故事呢，柳梦梅和杜丽娘都为心上人而一意坚定，哪怕生死相隔都无所畏惧，更是一番爱情的勇
气，杜丽娘死前都要葬在花园梅树下，好让心上人，要把画像放在太湖石底，又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天
意，好让心上人终有一天能将自己想起。而柳梦梅也不负心上人的一番苦心，偶然拾得杜丽娘画像，
掘墓开棺与她结为夫妻。除却爱情剧情的离奇，两人命运更是自有一番惊喜，杜丽娘梦中与情人相会
，柳梦梅前去考试却被囚禁，又从阶下囚变成状元，这命运的突变更是为故事平添了一份传奇色彩，
难怪这部经典作品能和《西厢记》、《窦娥冤》、《长生殿》合称为古代四大古典戏剧。这次《牡丹
亭》再版，忍不住再次翻开来看，想从这个经典的作品中获得一份文学的宁静，这是只有在古典文学
中才存在的意境，除去浮躁，这部作品会带给你很多的东西，便是经典文学的所在吧。文章皆为原创
，如有转载经授权后方可，请豆邮联系笔者。
5、小时候很不喜欢戏剧这些，总觉得是姥姥这样年纪的人才会听的。读初中听王力宏的在梅边，第
一次知道了汤显祖的牡丹亭。再去试着听牡丹亭，简直字字珠玑。每一句词都要写到心坎。“原来姹
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6、正巧今天在京东买的刚到，对书的设计很失望，既然要做纪念版就应该多花些心思呀，32开、普通
胶印，书又小又厚，纸张很差（可以看见纹路，书脊出还有机器切割过后的纸渣粉末），味道刺鼻（
个人印象中盗版书的味道），和那种论斤卖的书店的书无异，第一反应这是盗版书，再看特别合作:石
小梅昆曲工作室，何处是双方合作的？难道就是书签？如果还有别处，那本书设计不知石小梅昆曲工
作室如何过关的？除了插图和文字排版说的过去（能有繁体更好），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对于本书真
是很失望，售价48元更难以理解，果断退货，期待更好的版本做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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