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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巷斜阳（上下）》

内容概要

最福鸳鸯天荒寻佳迹，有情离别旧巷剩斜阳。贫苦女璞纛，为冀潘亩夹桶一双幼子，以欢天喜地做了
女招待。邂逅王小二，日久生情，但却陷入情义两难之境地。随盾，膏夫独出走，情人忍痛离别，璞
王更是陷于地狱般的生活“轮回”沦落风坐，痛失爱乎，虽与王小二煮逢，但终难R首⋯⋯生活所赐
，惟有孤！
一部20世纪社会言情小说的巅峰之作。一个被誉为“五百年来无此奇”的“文坛怪杰”(沙大风语)，
“造指之深，远在张恨水之上”(郑振铎语)，其人抱不世之才华，“应与兰陵笑笑生、曹雪芹相颉”
其小说中之社会，“牛渚燃犀，无幽不见”，其人物“无不呼之欲出，如在目前”，其情节“无不波
澜起伏，意趣横生”，真可谓“腕有鬼而笔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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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巷斜阳（上下）》

作者简介

刘云若，（1903-1950），字兆麟（一说兆熊），20世纪30年代天津著名的社会言情小说家，是民国通
俗小说史上领袖群伦的巨匠，曾先后任天津《北洋画报》、《商报画报》、《天风报》的编辑，1936
年自己则创办了《大报》。他天资聪颖，酷爱文学，20岁时便以流云，若虚若实、刘云等笔名在当时
天津的《益世报》、《大公报》、《东方时报》、《天风报》等发表文章，主要作品有《红杏出墙记
》、《旧巷斜阳》、《小扬州志》、《粉墨筝琶》、《春风回梦记》、《情海归帆》等，一生创作小
说有名可考的就超过40篇，且多是洋洋洒洒上百万言的长篇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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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巷斜阳（上下）》

书籍目录

作者原序上部　第一回 衣锦人归风声动闾里 还珠曲唱梦影落繁华　第二回 小楼花月夜叱燕嗔莺 大道
战争场拗莲捣麝　第三回 碧巷骋双车香尘迷路 红楼窥半面止水生波　第四回 转怨即为恩难为人面 将
离翻乍合莫问骊歌　第五回 一唱荒鸡覆巢悲燕子 重寻故辙薄命认桃花　第六回 花终坠溷北里别幽明 
絮已沾泥东风还上下　第七回 市井畸人买春挥涕泪 烟花恶蠹争霸战玄黄　第八回 魔窟幻沧桑蛾眉历
劫 羊车追落絮鸿爪留泥　第九回 乔木故家赤凤调飞燕 好春疑梦梨花聘海棠　第十回 隔水撷芙蓉东风
有意 登仙伴鸡犬中馈无心　第十一回 白发见花羞掌珠暗寄 青楼回梦冷玉笛初闻　第十二回 柳暗花明
云端排雁阵 蛛丝马迹山外送琴声　第十三回 陋巷问残花凄凉夜话 高轩遇大户邂逅交期　第十四回 肝
胆出风尘蛾眉脱劫 姻缘怀故剑侠骨盟心下部　第十五回 月来云破恩冤了一生 水断刀抽功罪疑千古　
第十六回 飞鸟有高心狂风吹落 全牛无近目妙绪偷传　第十七回 得失幻须臾拾金不昧 去来成往事倚玉
难期　第十八回 人面依稀旧曲翻新怨 花开造次小白间长红　第十九回 转绿回黄旧盟圆墓上 看朱成碧
别调起琴边　第二十回 无风起絮历乱舞春烟 止水流花徘徊疑月影　第二十一回 薄情挥痛泪怨转成恩 
至性幻痴心星恩替月　第二十二回 白发心孤殷勤寄怜女 红鸾星动宛转赋宜家　第二十三回 老妓脱风
尘繁华一梦 新人投水月绮绪三生　第二十四回 空原是色明镜照鸳鸯 梦也能真锦衾收涕泪　第二十五
回 黄衫义重一拜岂酬恩 白水风高万言难却聘　第二十六回 烽火警良宵弦僵锦瑟 残雪思旧岫泪洒红丝
　第二十七回 重逢冤业得宝漫成歌 绝念音尘寻芳宁有意　第二十八回 悔过知非佳人敦琴瑟 杀机肇祸
君子远庖厨　第二十九回 回首百年身天刑有赦 樱心终世恨尘梦难醒　第三十回 无福鸳鸯天荒寻住迹 
有情离别旧巷剩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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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巷斜阳（上下）》

精彩短评

1、前三回和最后的海誓山盟怎么关联不大呢 我读的是改版的新名叫《恨不相逢未嫁时》讲的是 韩巧
儿 玉珍等人对于璞玉只有简单的大姐和王小二圆满的故事 怎么回事？
2、偶然看了刘云若的一本小说，就被作者深深吸引住了，其写作功力果然在张恨水之上，这本书真
没让人失望，以后会继续关注这个作者的其他小说。
3、真的很好，社会人情宛然若见，老绅董竟然极可爱。结尾急转直下，怅然一叹。
4、邓友梅说，多年来人们要他谈走上文学道路的经过时，他都避重就轻，只说什么“战争时期写快
板”“解放后文学讲习所”“18、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五四新文学”等等。“不是怕露丑，是怕
无意之中犯了忌。”【原来还没能免于恐惧！】“现在可以坦白：我出身既低微，文学趣味也不高雅
，最先使我入迷的小说之一是刘云若先生的《旧巷斜阳》。”
5、看完金陵十三钗突然想起了这本书··············
虽然主角是璞玉，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婉儿
可能是小时候总是对第一个出场的姑娘印象最深吧
6、   惟妙惟肖的心理描写，让人不得不惊叹作者敏锐的洞察力，言之情，晓之理。更绝的是作者的语
言。
7、基友一点不萌好咩，让璞玉HE能死啊。。。。就跟读者别着劲儿呗，你盼着HE啊，我就偏不，偏
俩老头纸私奔掉，坑爹哪！
8、情节细腻，人物感觉很形象
9、璞玉的故事可以称为民国时期的韩剧咩？很多社会各个阶层的描写挺棒的，了解了很多当时的风
俗人情。作者阅历和笔锋赞。
10、在图书馆借到刘云若《恨不相逢未嫁时》，里面节选《旧巷斜阳》前三节，本以为会是俗艳的一
故事，但是很意外啊，不光情节很吸引我恨不得立马看完去，手法也很好，对于人的描述，感觉人物
很立体，所以马上订购了一套全本的来收藏，真的很好。
11、看了当当上有关刘云若的介绍，买了一本旧书《红杏出墙记》，读来不错。于是就买了这本《旧
巷斜阳》。价格比其他地方便宜，书也是正版的。刘云若描写男女感情是很到位很有分寸的，让读者
羡慕不已。
12、民国小说真是好看，情节跌宕起伏，心理描写更是一绝
13、辛辣，狗血但不减人物魅力
14、#在看小说# 最后的1%，我是真的惊呆了。瞠目结舌。璞玉这辈子怎么这么倒霉，中间她受苦的地
方我大片大片跳过去了，完全不忍心看。
15、正版的 还省得到书店去选那么麻烦
16、虽为章回小说，但人物刻画细腻、传神！值得收藏、阅读1
17、英雄末路 美人迟暮
18、想买这套书已经很久了，这次买了来还是很满意的。推荐喜欢刘云若的朋友们购买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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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巷斜阳（上下）》

精彩书评

1、花了四天的时间看完这套书，感觉很不错，情节跌宕起伏，一次次的柳暗花明误会重生，让人目
不暇接手不释卷。刘云若是写故事的高手，大凡爱看故事的人都知道，要想把一个故事讲得有条有理
不难，难的是把一个特别复杂的故事讲得妙趣横生，何处详，何处略，何处峰回路转，何处细细雕琢
⋯⋯都是技术。刘云若讲故事的技巧相当高明，让人叹服。这套书首先的给我的感觉是，前面1/4部分
将网撒得太大了，出场的人物众多，线索百结：又是写了韩巧儿见到了微时同伴衣锦还乡，触发了自
己要出去闯出片荣华富贵的念头；又是写了女招待梁玉珍因为行为不检点而被江湄坑进了专供外国水
兵玩乐的窑子；又写了吕性杨和梁意琴的一段邂逅相识；又写了璞玉和赵警予的一段辗转纠结互诉衷
肠⋯⋯本以为要由这四条线慢慢发展成为多么鸿篇巨制的一个超级大故事，没想到，到了第二个1/4部
分，其余的线索全部搁置不用了，专写璞玉这倒霉女人拖着两个孩子是如何的从原本的房子搬进贫民
窟，如何被过铁欺骗加上半推半就把自己给卖进了窑子，如何在窑子里吃尽苦头所托非人，又如何从
过铁的窑子里流落到了最下等的窑子⋯⋯（汗，一连说了好多个“窑子”呃）然后又从璞玉的遭遇牵
出了一个韩雪蓉，才顺带的写到了韩雪蓉将要嫁的一个张柳塘。然后全书的其余部分，全是在写张柳
塘的事迹：到处寻找璞玉、结交老绅董、替璞玉和赵警予拉红线、替玉枝打算终身、原谅自己出轨的
太太⋯⋯把这个张二爷美化得简直不成体统-------张二爷有钱有势，饱读诗书，风雅蕴藉，举止不俗
，礼贤下士，心胸开阔，宽宏大量，善解人意，善良温柔，体恤下人，庇护朋友，对女人尊重照顾，
对男人义薄云天，路见不平时必然拔刀相助，受人之托一定尽心尽力⋯⋯总之，张柳塘除了年纪老，
所有男人该有的优点他全部包办了，这就让人觉得不大真实。当然，这个故事我想要是换了个人来讲
，未见得有刘云若这样好的叙事本领。刘云若功力一流，讲起故事来夹叙夹议，幽默谐趣，尤其厉害
的是，刘云若的心理描写更见真章，几乎比得上钱钟书。描写起人物的心理来，头头是道，明察秋毫
，细腻得令人拍手叫绝。他把璞玉后来既想嫁给赵警予、又后悔前面已经说了要出家为尼的话不好反
悔、又没法找到机会和赵警予一诉衷肠的急、悔、叹、悲、气写得多么的清楚明白！又把璞玉身在贫
民窟交不出房钱的焦虑、面对过铁施以援手的感激、对过铁始终不能不设防的警惕、最后反而对之产
生感情的复杂隐秘、幽微曲折、兴许连当事人都无法说得清的心理描写得多么的活泛跳脱，让人一望
而知毫不晦涩！刘云若不愧是我最喜欢的民国通俗小说作家。另外，此书中有一联有趣得紧，我过目
就再也难忘，时时想起来还要大笑：”从来名士皆酗酒“-----当时看到这里时我还暗自凝思下联，看
自己能不能对出个工稳的对子。没想到一看下文，立刻喷饭，下联竟然是：”可惜淫娼不读书。“哈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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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巷斜阳（上下）》

章节试读

1、《旧巷斜阳（上下）》的笔记-第364页

        正在这时，忽听外面一阵喧哗，张福先跑进来，报说老绅董到。柳塘和赵警予就 立起迎到门口。
向外瞧时，见那情形，掌柜真会巴结，因得了柳塘要排场的嘱咐，不 知从哪里寻了这许多人，都穿了
灰布大褂，由大门口一直排到院里，比接官差还整齐 严肃。随见由大门影壁，先转出饭庄掌柜，在前
打顶马引路，老绅董随在后面，宝山 紧跟着老绅董，还有四五位门柜在后相送，一个喉咙最响的，喊
着一号。那老绅董好 像预备要死在这里，竟穿着寿衣来了。上身是藏青缎子钉三道大宽花边的大袄，
下身 是蓝地印牡丹花的羽缎裤子，也钉着花边。这两件除了在三十年前，能发现于老太太 的箱底，
现在只有寿衣店还有得卖。但在大袄外面，还穿了件紫绒长马甲，这倒是件 没甚过时的衣服，在文明
小戏台上还可常见扮梅香的穿着。只是长马甲还不够长，露 着尺许裤腿儿。脚下却是摩登过度，一双
半高底的黄皮鞋，配着肉色丝袜。最妙的是 身上手帕太多，比变戏法的不在以下。手提一条，腋下掖
着一条，大襟钮上系着一 条，脖子上还围了一条，颜色非红即绿，鲜艳动人。头上的掺白头发，已完
全变得漆 黑，鬓角齐得刀裁似的。脸上并没擦太多的脂粉，但只把嘴唇涂得又红又小，这已经 美得
难杀画家，愁死摄影家。而她那走路专用脚跟走路，左扭右摆前仰后合的姿态， 直好tk三月中的春风
嫩柳，在掌柜后面，成曲线走来。据说海上军舰，在开战时候， 驶行必作曲线，敌方炮火就不能瞄准
。路上醉汉，行走欹侧歪斜，老虎扑不准，就没 法吃他。老绅董这样走法，当然是不怕炮火不怕老虎
的了，但却苦了饭店那些衣冠峙 立的人，都笑得要胀破肚子，却闭口咬牙的力下自制工夫，不敢稍露
笑容。那些人每 个都是等老绅董由身前走过，便蹑步溜出去，一过影壁，便噗的笑出来，但不敢纵 
声。每人只噗一声，禁不住人多，只闻噗噗不绝于耳，好似烧着了什么，许多人一齐 吹气。柳塘、警
予也都强忍着笑，迎着老绅董，抱拳说句客气话，迎入房中。
　　老绅董入室，看了那整齐陈设，先呦了两声。柳塘让她坐在榻上，给警予引见 道：“这位是赵秘
书长，这位是老绅董。”警予鞠了一躬，老绅董却点了七八下头儿, 向柳塘道：“你说他什么长？”
柳塘道：“赵秘书长!”老绅董道：“秘书长是官儿 呀？”柳塘笑道：“是大官，这一省除了督军，
就属他大。”老绅董眦鼓着眼儿道： “是老爷，我该磕个头儿吧。”柳塘道：“不必客气，咱们都是
朋友。”老绅董点头道: “不错，是朋友，这儿没有客。”说着又拉柳塘低语道：“他是大官,可管得
着横街子 的巡警么？”柳塘不解何意，随口应道：“自然管得着。”老绅董又道：“当巡警的胡 嘎
子，白住了我们老大一夜，总不给钱，欺负苦了我。这当儿见了老爷，我得告状，说着就要从榻上往
下溜。柳塘一看不好，只得拉住叫道：“那都好说，等赵秘书长回 去，给警察厅打个电适，立刻就给
你出气/说着又附耳低声说道：“你是我的朋友， 赵老爷也是我的朋友，大家身分一样，你不要说这
种话，叫人家看不起。你得明白， 从古来就是绅士比官儿大。官儿上任，还得先拜绅董。你别忘了自
己是绅董啊!”老绅 董听了，似信似不信的点了点头，但从此就矜持起来，不再叫老爷了。柳塘又让
她抽 烟，老绅董说不会抽这行子。柳塘又自吸了几筒，同时向赵警予夸奖老绅董，说她怎 样侠义，
怎样光棍，又怎样名震津沽，是个古道热肠女英雄，所作所为，都是现在衣 冠士夫所不能及的。又像
作小说似的，杜撰许多故事，都给安在老绅董身上，老绅董 听着也觉耳生，但禁不住柳塘尽力赞扬，
赵警予又从旁点头咂嘴的捧场，就不由得忘 其所以，面有得色，身体也摇晃起来。柳塘见感情已联络
得到了程度，就坐起喊了声 来，立刻由外面进来四个堂倌。柳塘吩咐一声摆，四人同声答应，两人跑
出去传令， 两个去收拾台面，又开了十多盏电灯，把室中照成雪洞般白。张福和宝山过来伺候柳 塘
、警予脱马褂，跟着又有四五个人进来张罗。柳塘让老绅董入座，老绅董蛮不客 气，走到桌前。后事
如何，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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