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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评点西厢记》

前言

或问于圣叹日：《西厢记》何为而批之刻之也？圣叹悄然动容，起立而对日：嗟乎！我亦不知其然，
然而于我心则诚不能自已也。今夫浩荡大劫，自初迄今，我则不知其有几万万年月也。几万万年月皆
如水逝云卷，风驰电掣，无不尽去，而至于今年今月而暂有我。此暂有之我，又未尝不水逝云卷，风
驰电掣而疾去也。然而幸而犹尚暂有于此。幸而犹尚暂有于此，则我将以何等消遣而消遣之？我比者
亦尝欲有所为，既而思之：且未论我之果得为与不得为，亦未论为之果得成与不得成；就使为之而果
得为，乃至为之而果得成，是其所为与所成，则有不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尽去耶？夫未为之而欲为
，既为之而尽去；我甚矣，叹欲有所为之无益也！然则我殆无所欲为也。夫我诚无所欲为，则又何不
疾作水逝云卷，风驰电掣，顷刻尽去，而又自以犹尚暂有为大幸甚也？甚矣，我之无法而作消遣也！
细思我今日之如是无奈，彼古之人独不曾先我而如是无奈哉！我今日所坐之地，古之人其先坐之；我
今日所立之地，古之人之立之者，不可以数计矣。夫古之人之坐于斯，立于斯，必犹如我之今日也。
而今日已徒见有我，不见古人。彼古人之在时，岂不默然知之？然而又自知其无奈，故遂不复言之也
。此真不得不致憾于天地也，何其甚不仁也！既已生我，便应永在；脱不能尔，便应勿生。如之何本
无有我，我又未尝哀哀然丐之日“尔必生我”，而无端而忽然生我；无端而忽然生者，又正是我；无
端而忽然生一正是之我，又不容之少住；无端而忽然生之，又不容少住者，又最能闻声感心，多有悲
凉。嗟乎，嗟乎！我真不知何处为九原，云何起古人。如使真有九原，真起古人，岂不同此一副眼泪
，同欲失声大哭乎哉？乃古人则且有大过于我十倍之才与识矣。彼谓天地非有不仁，天地亦真无奈也
。欲其无生，或非天地；既为天地，安得不生？夫天地之不得不生，是则诚然有之，而遂谓天地乃适
生我，此岂理之当哉？天地之生此芸芸也，天地殊不能知其为谁也；芸芸之被天地生也，芸芸亦皆不
必自知其为谁也。必谓天地今日所生之是我，则夫天地明日所生之固非我也。然而天地明日所生又各
各自以为我，则是天地反当茫然不知其罪之果谁属也。夫天地真未尝生我，而生而适然是我，是则我
亦听其生而已矣。天地生而适然是我，而天地终亦未尝生我，是则我亦听其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去
而已矣。我既前听其生，后听其去，而无所于惜；是则于其中间幸而犹尚暂在，我亦于无法作消遣中
随意自作消遣而已矣。得如诸葛公之“躬耕南阳，苟全性命”可也，此一消遣法也。既而又因感激三
顾，许人驱驰，食少事烦，至死方已，亦可也，亦一消遣法也。或如陶先生之不愿折腰，飘然归来，
可也，亦一消遣法也。既而又为三旬九食，饥寒所驱，叩门无辞，至图冥报，亦可也，又一消遣法也
。天子约为婚姻，百官出其门下，堂上建牙吹角，堂后品竹弹丝，可也，又一消遣法也。日中麻麦一
餐，树下冰霜一宿，说经四万八千，度人恒河沙数，可也，又一消遣法也。何也？我固非我也。未生
已前非我也，既去已后又非我也。然则今虽犹尚暂在，实非我也。既已非我，我欲云何？抑既已非我
，我何不云何？且我而犹望其是我也，我决不可以有少误我；而既已决非我矣，我如之何不听其或误
乃至或大误耶？误而欲以非我者为我，此固误也，然而非我者则自误也，非我之误也；又误而欲以此
我作诸郑重，极尽宝护，至于不免呻吟啼哭，此固大误也，然而非我者则自大误也，非我之大误也。
又误而至欲以此我，穷思极虑，长留痕迹，千秋万世，传道不歇，此固大误之大误也。然而总之：非
我者则自大误大误也，非我之大误大误也。既已误其如此，于是而以非我者之日月，误而任我之唐突
可也；以非我者之才情，误而供我之挥霍可也；以非我者之左手，误为我摩非我者之腹，以非我者之
右手，误为我拈非我者之须，可也。非我者撰之，我吟之；非我者吟之，我听之。非我者听之，我足
之蹈之，手之舞之。非我者足蹈之、手舞之，我思有以不朽之。皆可也。砚，我不知其为何物也，既
已同谓之“砚”矣，我亦谓之“砚”，可也；墨，我不知其为何物也，笔，我不知其为何物也，纸，
我不知其为何物也，手，我不知其为何物也，心思，我不知其为何物也，既已同谓之云云矣，我亦谓
之云云，可也。窗明几净，此何处也？人日“此处”，我亦谓之“此处”也；风清日朗，此何日也？
人日“今日”，我亦谓之今日也。蜂穿窗而忽至，蚁缘槛而徐行，我不能知蜂蚁，蜂蚁亦不知我。我
今日而暂在，斯蜂蚁亦暂在；我倏忽而为古人，则是此蜂亦遂为古蜂、此蚁亦遂为古蚁也。我今日天
清日朗、窗明几净、笔良砚精、心撰手写，伏承蜂蚁来相照证，此不世之奇缘，难得之胜乐也。若后
之人之读我今日之文，则真未必知我今日之作此文时，又有此蜂与此蚁也。夫后之人而不能知我今日
之有此蜂与此蚁，然则后之人竞不能知我今日之有此我也。后之人之读我之文者，我则已知之耳。其
亦无奈水逝云卷，风驰电掣，因不得已而取我之文自作消遣云尔。后之人之读我之文，即使其心无所
不得已，不取作消遣，然而我则终知之耳。是其终亦无奈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者耳。我自深悟夫误亦
消遣法也，不误亦消遣法也，不误不妨仍误亦消遣法也。是以如是其刻苦也。刻苦也者，欲其精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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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评点西厢记》

；欲其精妙也者，我之孟浪也；我之孟浪也者，我既了悟也；我既了悟也者，我本无谓也；我本无谓
也者，仍即我之消遣也。我安计后人之知有我与不知有我也？嗟乎！是则古人十倍于我之才识也。我
欲恸哭之，我又不知其为谁也。我是以与之批之刻之也。我与之批之刻之以代恸哭之也。夫我之恸哭
古人，非恸哭古人，此又一我之消遣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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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评点西厢记》

内容概要

元代王实甫创作的《西厢记》，是公认的我国古代杰出的戏剧作品之一。它自问世以来，不断有人从
不同的角度予以评点，其中以清初文学批评家金圣叹的评点本最为著名，也最有影响。金评本有较高
的审美价值，对于读者深入理解欣赏这部剧作的精髓所在，有很大的帮助。为满足读者在这方面的需
求，此次整理出版金评本《西厢记》，特搜求荟萃数百年来与之相关的珍稀版刻插图，使图文互动，
以期给读者在阅读时带来更多的审美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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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评点西厢记》

作者简介

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今北京市)人。著有杂剧十四种，现存《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
三种。《破窑记》写刘月娥和吕蒙正悲欢离合的故事，有人怀疑不是王实甫的手笔。另有《贩茶船》
、《芙蓉亭》二种，各传有曲文一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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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评点西厢记》

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序一序二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卷一一之一　惊艳一之二　借厢一之三　酬韵一之四　
闹斋 卷二二之一　寺警二之二　请宴二之三　赖婚二之四　琴心卷三 三之一　前候 三之二　闹简三
之三　赖简 三之四　后候卷四 四之一　酬简四之二　拷艳四之三　哭宴四之四　惊梦卷五续之一　
捷报续之二　猜寄续之三　争艳续之四　荣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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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评点西厢记》

章节摘录

四之四　惊梦旧时人读《西厢记》，至前十五章既尽，忽见其第十六章乃作《惊梦》之文，便拍案叫
绝，以为一篇大文，如此收束，正使烟波渺然无尽。于是以耳语耳，一时莫不毕作是说。独圣叹今日
心窃知其不然。语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何谓“立德”？如黄帝、尧、舜、禹、
汤、文、武，周公、孔子，以其至德参天赞化，俾万万世食福无厌，此立德也。何谓“立功”？如禹
平水土，后稷布谷，燧人火化，神农尝药，乃至身护一城，力庇一乡，智造一器，工信一艺，传之后
世，利用不绝，此立功也。何谓“立言”？如周公制《风》《雅》，孔子作（《春秋》，《风》《雅
》为昌明和怿之言，《春秋》为刚强苦切之言。降而至于数千年来巨公大家，摅胸奋笔，国信其书，
家受其说。又降而至于荒村老翁，曲巷童妾，单词居要，一字利人，口口相受，称道不歇。此立言也
。夫言与功德，事虽递下，乃信其寿世，同名日“立”。由此论之，然则“言非小道，实有可观”。
文王既没，身在于兹，必恐不免，不可以不察也。《西厢记》一书，其中不过皆作男女相慕悦之词，
如诚以之为无当者而已，则便可以拉杂摧烧，不复留迹。赵威后有言：“此相率而出于无用者。胡为
至今不杀也？”如犹食之、弃之，恋同鸡跖；则计必当反复案验，寻其用心。盖乌知彼人之一日成书
，而百年犹在，且能家至户到，无处无之者，此非其大力以及其深心，既自作流传，又自作呵护者也
？昨者，因亦细察其书：既已第一章无端而来，则第十五章亦已无端而去矣。无端而来也，因之而有
书；无端而去也，因之而书毕。然则过此以往，真成雪淡。譬如风至而窍号，风霁即窍虚，胡为不惮
烦，又多写一章？蛇本自无足，卿又为之足哉？及我又再细细察之，而后知其填词虽为末技，立言不
择伶伦，此有大悲生于其心，即有至理出乎其笔也。今夫天地，梦境也；众生，梦魂也。无始以来，
我不知其何年齐入梦也；无终以后，我不知其何年同出梦也。夜梦哭泣，旦得饮食；夜梦饮食，旦得
哭泣。我则安知其非夜得哭泣，故旦梦饮食；夜得饮食，故旦梦哭泣耶？何必夜之是梦，而旦之独非
梦耶？郑之人，梦得鹿，置之于隍中，采蕉而覆之。彼以为非梦，故采蕉而覆之也。不采蕉而覆之，
则畏人之取之。彼以为非梦，故畏人之取之也。使郑之人正于梦时，而知梦之为梦，则彼岂唯不采蕉
而覆之，乃至不复畏人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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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评点西厢记》

编辑推荐

《金圣叹评点西厢记》评点本自问世后，风靡海内，数百年间在各本《西厢记》中重版极多、流行甚
广、影响巨大，成为无数读者最为熟悉喜爱的版本之一。在金评《西厢记》中，金圣叹从审美的视角
，对《西厢记》的构思技巧、剧情发展和人物形象的分析批评，均有独到的见解，有助于读者深入了
解欣赏这部剧作的精彩所在，语言生动活泼，富有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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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评点西厢记》

精彩短评

1、发货时间很快，书的质量也很好。关键还是要去看，认真去看书中的精华，这样子才是最值的！
2、买此书，只为看金才子。读罢金点评《水浒》，感觉自己这么些年的书都白看了。估计读完金才
子评点的《西厢记》，还是这种感觉
3、有美一人兮见之不忘。惊梦而已。金圣叹更是梦呓一般！
4、很多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理解了也明白了。
5、第六才子书，古人之真性情，绝妙好文
6、因为这本书很喜欢金圣叹，金圣叹点评本的西厢记可令千古才子心死，哈哈 我很赞同这句话。千
古丽文西厢记，锦绣才子金圣叹。
7、金圣叹真是个天才呀
8、没有注释?没有校注?晃眼的双色印刷?上海古籍你在想什么?!
9、写得真是好呀，不过看多了会中毒
10、月下读西厢
11、古文读起来还是有些困难
12、书很漂亮原来不相信这个出版社的买回来发现很好而且点评和原文色彩不一样很好区分
13、古代文学史
14、本来稀松平常，但结合金圣叹的批注再读，哇，天才！
15、看的版本很不好，但是批得真的很细致。如果没有批注，好多地方我应该都不明白。
16、千古评点第一人，可惜早逝
17、黄段子不断啊
18、缠绵伟大的爱情，不过，莺莺小姐好轻浮吖，张公子也不是gentleman，两个人还蛮配的
19、这个版次的印刷和排版尤为精良，想收藏的可以入手。
20、唯一败笔就是字形调成扁的了。
21、大弹幕金圣叹，金才子“也想一个佳人”，嘿嘿
22、包装很好　纸张也很好喜欢金圣叹的评点　就是没注释（人民文学的有）看不太懂
23、字字都象含着珠玑,非要一口气读完,书包装很好，只是本人更加喜欢简装版,漂亮的字体和插画总
觉得不适合古籍.
24、金圣叹的评语是蓝色字体，搞得这个本子一点古迹的意思都没有，而且只有评点没有译注，对初
读者不是很好，需要有较深古文功底的人去研究
25、搬来救兵的明明是杜确，可为什么娶莺莺的是张生？很简单，因为让杜确搬救兵的信是张生写的
。这就是文人骨子里的底气啊。
26、“西厢记断断不是淫书，西厢记断断是妙文。”
看西厢记你可不必焚香沐浴，看金批西厢记你一定会五体投地；看西厢记你可以掩卷而笑，看此书你
绝对笑不出来。
西厢一出则锦绣才子与贩夫皂隶分，金批西厢记妙手金针度千百凡夫俗子，载西厢妙船。
金批西厢记，是两大才子跨世纪的心有灵犀；若你只看西厢记，不看金批西厢记，你可能想看的只是
一本“淫书”，看了西厢记，再来看金批西厢记，你看到的则是“千古妙文”。
27、金聖歎實在太驚人了
28、迎风待月会张郎，张珙和崔莺莺皆琴棋书画的才子佳人，不过较之张生，崔莺莺在感情上更多几
分勇敢，她虽是相国之女却突破封建牢笼，十分敢爱敢恨。当张生遇挫预退出西厢时，崔莺莺违抗母
命表露真情。但当山野强盗入侵普救寺之时，张生的男儿勇气略胜一筹，真可谓是郎才女貌，天生般
配的一对璧人！不过文中另一位旷世英雄杜确虽寥寥数字，确尽显英雄本色。最开始以为琴童会和红
娘举案齐眉，可到后来越发觉得红娘的聪明伶俐岂是琴童能够高攀的，红娘虽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可
人却识大体、说话办事干脆利落，和杜确倒是天生一对，只可惜门户不当。做个妾是绰绰有余的！若
是放在现代，必定是一个白骨精吧！
29、书的质量不错，只是不是竖型排版。
30、我觉得崔莺莺就是饥渴。。。
31、金圣叹斩水浒就斩水浒吧，这部戏给改得实在很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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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评点西厢记》

32、西厢西厢，谁来东往，见我红娘梦一场。
33、最近迷上戏曲了。不过说实话，《西厢记》的内容让我看得很火。。。哎~~
34、没想到这么好呢
35、= = 就是把原版故事读一遍吧
36、现在好的评点本和插图本太少了。希望出带评点和全套木板插图的平装本，即使有残缺的插图舍
掉不印也是一大遗憾。这样的书太少了。好的底本+全部插图+评点文字+精良印刷+朴实无华=我会买
。现在有些东西直让我怀疑印刷术是否倒退了？今天我收到这本书，总的感觉还可以，只是感觉比划
太细了，看着不够醒目。若是竖排加粗字体，感觉会很好。书还可以薄一些，定价还可以再降一些，
这样五颗星就是必然的了！
37、古人的文本细读真是精彩，把好处全道尽。
38、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休道是小生，便是铁石人也意惹情牵。
39、我是个多愁多病身，怎当你倾国倾城貌
40、难怪说，金圣叹是一大才子，真的佩服不已。
41、好一个吐槽帝。
42、金圣叹评点的六才子书之一，内容自然上乘。装帧也很棒，排版也很大方。
43、好看好看，如醍醐灌顶
44、才子书
45、西厢记在我看来，是开始及过程十分好看，但是结尾有点不如人意。金圣叹点评的真是十分的好
46、嚣张
47、爱死
48、小生张氏，不曾娶妻——你不该临去也回头望！ 叹隔花人远天涯近，乍相逢记不真娇模样，尽无
眠手抵着牙儿慢慢想——千种相思对谁说？
49、西厢如是观
50、篡改讨厌
51、优点：评点专门颜色标注，比较清晰。印刷也很好。竖排与否至少对于我不是太重要，这种批注
的书看竖排很辛苦的。书绝对写得好，金圣叹不愧才子，看了他的评点，对于西厢之美，之奇，之妙
，就更通透了.缺点：1：没有注释，搞得我同时还要看上海古籍竖排版本的《西厢记》，比较辛苦。
因为就算懂古文，但很多古代的词语，没有注释是不可能理解的，特别是西厢，因为是元曲，很多词
都是方言发音，没有注释太辛苦了。2：不知是否金圣叹的删减版本，相对于竖排的版本，很多香艳
的词句都消失了，这个比较遗憾，幸亏我同时也看了竖排版，不然就不能完全了解为什么在明清《西
厢记》被列为禁书了。总之，书不错，但还需要改进.
52、一遍还是少了。语言很生动，比听说的好看，简短。
53、金圣叹喜铺排增强气势，幸好他气盛言宜，不然得留个废话串串之名于后世。
54、喜欢评注小字所用的蓝色：）同意楼下的说法，稍微有点花哨，但是总体还可以。
55、王实甫的语句很典雅，虽然这情节在今天看来可能有些老套，但仍然无愧经典。金圣叹的点评很
多，有些感觉啰嗦了点，但是把人物的内心分析得很透彻，尤其是莺莺的矜尚，明白了之前看越剧的
不解之处，不过这终究是金圣叹眼中的双文，各人心中应该还是有所不同吧。续篇真的是很狗血。。
。
56、这个，说不好，有点调侃的味道了。
57、同金批水浒
58、震于金圣叹大名，买来并无惊喜，仅就评点而言，虽时有妙语，多数过度诠释。比不上张竹坡一
双冷眼，也比不上吴吴山一腔志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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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上海古籍出版社是买古代名著时的质量保证，细致用心，上档次。《西厢记》高中语文课时读过
选段，是送别的那段。当时惊艳于元曲的细腻婉转，音韵意趣，于是有了读全本的想法。如今终于了
了一个心愿，完完整整读了《西厢》。最后的皆大欢喜大结局是别人加的，金大才子毫不客气，骂的
那叫一个损，堪称吐槽大王。
2、这么多年都没想明白，韶颜樨齿绮罗永休的霍小玉，与崔莺莺到底谁更决绝。值得玩味的是，饮
恨的才子在很多年后说，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尚且有几分脉脉。而多情的诗人到底有几
番“除却巫山不是云”。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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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中共建政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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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原来王实甫的文字那么好，无怪乎金圣叹要把它评为六才子书之一了。2、张生赶考后的段落是
别人写的，怪不得是个俗艳的大团圆结局。3、六才子书：史记  左传   水浒传   西厢记   楚辞，还有一
个什么，记不得了。4、遭遇了一回干净并激动人心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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