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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桃花扇》是清代著名剧作家孔尚任的代表作，在我国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书现以彩图本的形
式出版，精美的插图，为本书生色，并配点评，更便于读者理解该书的内涵，是一本雅俗共赏的好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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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孔尚任(公元1648--1718年)出生于山东曲阜一个封建大家庭，他是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少年时代的孔
尚任就随当时闭门读书的父亲学习。后来他在曲阜县北的石门山中隐居，博览群书，获得了广博的知
识。他还特别注意南明亡国的历史，潜心研究，并搜集了不少材料，为后来写作《桃花扇》这一名著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翁敏华，女，汉族，浙江宁波人，1949年5月出生于上海。1982年9月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研究生部“
元明清戏曲”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代文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女子
文化学院副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中国戏曲学会理事。著有
论文四十余篇和学术著作《中国戏剧与民俗》、《中日韩戏剧文化因缘研究》等9部，业余写作散文
随笔，共发表逾百万字，多次在国内外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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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生见小旦介)小生河南侯朝宗，一向渴慕，今才遂愿。(见旦介)果然妙龄绝色，龙老赏鉴，真是
法眼。(坐介)(小旦)虎邱新茶，泡来奉敬。(斟茶)(众饮介)(旦)绿杨红杏，点缀新节。(众赞介)有趣有
趣!煮茗看花，可称雅集矣。(末)如此雅集，不可无酒。(小旦)酒已备下，玉京主会，不得下楼奉陪，
贱妾代东罢。(唤介)保儿烫酒来!(杂提酒上)(小旦)何不行个令儿，大家欢饮?(丑)敬候主人发挥。(小旦)
怎敢僭越。(净)这是院中旧例。(小旦取骰盆介)得罪了。(唤介)香君把盏，待我掷色奉敬。(众)遵令。(
小旦宣令介)酒要依次流饮，每一杯干，各献所长，便是酒底。么为樱桃，二为茶，三为柳，四为杏花
，五为香扇坠，六为冰绡汗巾。(唤介盾君敬侯相公酒!(旦蓥陛饮介)(小旦掷色介)是香扇坠。(让介)侯
相公速干此杯，请说酒底。(生告干介)小生做首诗罢。(吟介)南国佳人佩，休教袖里藏；随郎团扇影
，摇动一身香。(末)好诗，好诗!(丑)好个香扇坠，只怕摇摆坏了。(小旦)该奉杨老爷酒了。(旦斟，末
饮介)(小旦掷介)是冰绡汗巾。(末)我也做诗了。(小旦)不许雷同。(末)也罢，下官做个破承题罢。(念
介)睹拭汗之物而春色撩人矣。夫汗之沾巾，必由于春之生面也。伊何人之面，而以冰绡拭之；红素相
著之际，不亦深可爱也耶?(生)绝妙佳章。(丑)这样好文彩，还该中两榜才是。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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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康熙三十八年(1699)，北京的达官贵人们正争相传阅一部新出的传奇作品《桃花扇》，康熙帝突然传
旨说他也想要看看，此剧作者孔尚任一时手头无有，抄本都借出去了，而“内侍索桃花扇本甚急”，
只好连忙到朋友张平州家取来，“午夜进之直邸，遂入内府”。康熙皇帝读后怎样?不得而知，只知道
半年后，当大官家戏班子纷纷排练此剧时，尚任却因一件“疑案”，被罢了官，在京城闲居了一年多
后，见毫无转机，只得悻悻然回乡了。    孔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署岸堂，自称云亭
山人，山东曲阜人，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孔尚任以写作《桃花扇》闻名于世，与同时代写作《长生
殿》的洪昇齐名，世称“南洪北孔”。尚任早年过的是隐居式的生活，在家乡石门山里读书研究学问
。三十五岁前一直是个在学的“诸生”，却对“礼乐兵农”之学颇感兴趣，特别是在乐律方面下过多
年的功夫，具有相当高的造诣，家族中看好他的大有人在，“于众人之中，独以远大期许”。1684年
，尚任三十六岁，此年是他人生转折点。此先，衍圣公孔毓圻“束帛加币”敦请他出山，请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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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以前不敢看这类书，觉得太深奥，但这本书给了我很大的惊喜。值得！
2、我爹对桃花扇的评价比红楼梦高，我爹说，桃花扇是国家兴亡，红楼梦是儿女私情。反封建神马
的，都是浮云。里面的词写得很好，朗朗上口，清朗有韵律，念的话很好听。不愧是戏剧
3、明明不白白
4、点评减分！太膈应人了/(ㄒoㄒ)/~~实在没找到别的版本
5、评点太闹心了
6、李香君 侯方域。原来是确有其人 杜撰其实
7、 这版书印刷和纸张都很好  插图也漂亮
8、余韵犹在。
9、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
10、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11、比前幾部有意思點。。
12、《桃花扇》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寄托之遥深论之,冠绝千古矣！揭露了南明王朝政治的腐败
和衰亡原因，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
13、高中课本节选的【哀江南】套曲是我以前晨读的开嗓篇目~“却原来姹紫嫣红开遍⋯⋯”这段也
是最先在《桃花扇》里看到的~看完以后再听一遍王君安的《桃花扇·追念》选段，唉，堪怜！
14、“胜国晚年,虽妇人女子,亦知向往东林,究于天下事何补也？”用红楼诗“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
公子与红妆”最贴切。剧中有卞玉京一角，又提及吴梅村。如孔尚任能以二人生平事作戏，于人性之
幽微，事情之变迁，恐更胜《桃花扇》。
15、鲜血染就的桃花扇，那是定情物，反抗自由爱情的象征
16、候感觉纸质不错,里面还有配套的插图,印刷也挺精美的
17、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18、我眼中的昆曲第一戏，跳出了中国传统才子佳人戏单写男女情爱聚散、最终大团圆的窠臼，真正
做到了“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李香君与侯方域的爱情故事仅仅只是这部戏的主线，而全戏真
正讲述的，是南明小朝廷在党争不断、军阀并起、君臣荒淫的众多因素作用下迅速覆亡的大历史。华
东师大的这个版本是孔尚任原著的全本，装帧精美、编排用心、点评深入到位，还配上了诸多充满古
韵的精美插图，是当之无愧的“大雅藏书”。
19、文辞优美，人物刻画简练深刻。
20、版式设计相当喜欢。
21、就⋯⋯挺想吐槽这本书真的闻起来好臭，熏得我头晕。
22、盛赞这套书，之前买了一本《牡丹亭》，闲来翻看极为惬意！《牡丹亭》、《桃花扇》曲本本身
已经流芳千古，自不必说。可喜的是这套书的制作工艺和精细设计，把原作渲染得得体。过段时间接
着买《西厢记》、《长生殿》，非此版本莫数！
23、不错一套买全了
24、桃花扇底送南朝
25、摘的下娇色，天然蘸好；便妙手徐熙，怎能画到。
26、李香君坚守忠贞，终与其夫君侯朝宗几经周折后相聚，不失为美好的结局！
27、有些虎头蛇尾了 跟西厢一样，难道是我的期待过高？
28、大学时看的了，故事已经模糊，却依然记得那份乱世相许的情意。找机会再重读吧(ー_ー)!!
29、就是彩色插话用电脑作的，
30、残山梦最真，旧境难丢掉
31、哈！图书馆借的书就是这样子的！
32、相較梁注，有不足之處，但曲劇方面出之。
33、正是因为侯方域这样的中国文人没有担当，才有了李香君这样的红颜
34、真挺好的  寒假一定要再看一遍
35、后世望尘莫及的经典。
36、这是我看过的几本古代戏曲里版本最好的了，虽然还有些小瑕疵，不过可以小小忽略一下。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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瑕疵，就是很多注释标得不是地方，多半过早。
37、国破山河在。国破家就不能再团圆了么？道士误人欸~
38、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故事只是本剧线索而已，这是一部历史剧。侯方域似一薄情郎，不值得李香君
如此执着。血溅纸扇本自可悲，竟可点染成暧昧的桃花，更见香君薄命
39、如今男女之情很少牵涉国家兴亡了
40、除了中国古典小说的通病，情节俗套外，完美。
41、以前爱说“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现在爱说“莺颠燕狂、关甚兴亡”。
42、拿到书，让我意外的是书的尺寸超乎想像，简直太大了。不过，其中的插图和点评都十分雅致精
辟，很不错的一本书，支持一下！最开始接触戏曲，本想买一本西厢记或是牡丹亭，可我真的不喜欢
夫荣妻贵大团圆的景象，所以便抉择买孔尚任的桃花扇。
43、桃花扇是我最喜欢的昆曲了
44、同《长生殿》一样。装订是精美，纸质也不错。可评点得一塌糊涂，仿佛接受WG再教育。好好
地看戏却让人清静不得，恨不得把评语全都涂了⋯⋯浪费了这好皮囊！
45、插图很精美，评论和注解也很准确。
46、不只是儿女情长
47、感觉就像在看一部小说，引人入胜。
48、流年偷度。动荡乱世。谁。保得了谁？当没被保护得面面俱到时，终是要学会坚韧与成长。
49、可怜香君，傻乎乎合、傻乎乎分，懵懂懂聚、懵懂懂离。
50、排版装帧都好  只是评点不堪看 不如不要
51、坑爹的结尾，全是浮云
52、桃花扇名字之由来原来如此凄美，为香君叹惋，却也十分钦佩这个风尘女子，有情有义。最精彩
非第二十二出守楼莫属，青楼悲歌，血溅诗扇。
53、书的角可能是在运输过程中折了，比想象中的体积大。插图不错。
54、装帧精美，各种字体大小安排得很好！旁边的评论感觉不舒服。插图是漫画的感觉，没有意境，
不过也不是特别差。很喜欢《桃花扇》，多年后重看，才理解那一种国破家亡的哀痛。
55、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56、结局处理粗糙,二人入道显得突兀没有个过程
57、封面真不赖，插图也还可以啊。书的开本尤其爱，瘦长型的很文雅。就是点评剧透甚多。。。
58、这一版真的相当棒！且不论作品本身是大作无疑，附带的评点也很厉害，恰到好处，又能引人深
思。看了一遍又一遍，现在书里面已经全是我用铅笔胡乱写的粗浅的感想了^ ^
59、要奇葩。。。
60、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61、需要多读几遍，去品味。
62、装帧精美，文字优雅。
63、易懂，梁启超批注版有很多历史知识
64、排版花哨了一点
65、曲终人杳，留不尽意于烟波飘渺。明人写的东西总是有幻灭之感。 | 【桃花扇
】http://url.cn/EdaCtw
66、未看之前，以为是一部忠贞的爱情故事；看完之后，觉得更像一部南明覆灭史，一个腐化堕落的
朝代。此外，全书语言精美，妙语连珠，赏心悦目。

Page 9



《桃花扇》

精彩书评

1、渔樵同话旧繁华，短梦寥寥记不差，曾恨红笺衔燕子，偏怜素扇染桃花，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
南朝换几家？传得伤心临去语，年年寒食哭天涯。——《桃花扇》鲜血绽放如桃花般绚烂——“一朵
朵伤情，春风懒笑；一片片销魂，流水愁飘”⋯⋯一曲《桃花扇》终了，心情却百转千回，无处向人
道。女子、情意、别离、国恨、家愁⋯⋯无数字眼纷至沓来，却终究理不清思路，道不明心绪，只能
如此了了。
2、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明末清初，一段触目惊心的国史，一段颠沛流离的爱情。桃花扇，是历史
剧，和别的戏剧有很大的不同。看桃花扇，不仅仅是看两个人的故事，还有着诸多的爱恨情仇。有着
侠义，有着忠诚，有着热忱，有着超脱，有着卑躬屈膝，还有着恬不知耻。细看来，似乎是一出闹剧
，闹着闹着，国家亡了。闹着闹着，灰飞烟灭了。爱情，是一个传奇，书生，妓女。秦淮河水倒影着
众生百态，小楼里一个个笑语嫣然，画舫中，夜夜笙歌。纸醉金迷，颠倒红尘，乱了浮生。有那么一
个女子，既是认定了，你便是我生命的全部。管你有钱不有钱，管你权贵不权贵，小女子我不稀罕。
我只要你对我好。这似乎很奢侈，无论对谁来说，都是一件奢侈的愿望。然后她就遇见了他，那个书
生。其实我是不太喜欢他们两个的，是的，他们两个。相对来说，我喜欢苏昆生，柳敬亭两位侠肝义
胆的义士。香君，怎么说呢，一个妓女，把爱情当作生命的全部。呜呼悲哉~···其实吧，以前没
看桃花扇的时候，只是知道一个模糊的大概，一直以为他一头撞死了呢，然后看书的时候，发现没死
，心理还真不是滋味。侯方域。话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放他身上，还真是在合适不过了。娶媳妇要别
人出钱，立场不甚鉴定。一直以一副软弱的样子出现在我脑海里。真心的不喜欢这样的男人。相比较
，苏昆生，柳敬亭，要比他有爱多了。诙谐中字字珠玑，句句真理。为了别人，他们不惜劳苦奔波，
为了大义，至自己生命于不顾。可敬。可叹。国将不国的时候，有那么一群人，似跳梁小丑般，丑态
百出。有没有见过皇帝带着嫔妃半夜里偷跑的？有没有见过堂堂天子还要臣子哄着才继续干下去？更
别提那一群把国事当儿戏的相国大臣们了~~·要不是他们，南明还不至于这么快就玩完了。改朝换代
，江山更替，这是历史的必然。南明终将是要走向灭亡的。只不过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有点滑天下之
大稽尔。词是好词，曲是好曲，剧是好剧。一并桃花扇，扇出来这些许的故事。现在看来，也不过博
人一乐一思一叹而已。
3、一叹,作者功力非常强.孔尚任真不愧是才子!二叹,一部宏大的作品,架在历史的真实及亡国的思考上,
以历史的真实写成,使得它所表达的爱情在这样的背景下升华而显得更深刻了.三叹,香君虽是女子,却晓
大义,敢想敢做,竟比自命不凡的儒生、王侯将相来得无私多了。叫人敬佩香君之余不由为那些男人觉
得可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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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桃花扇》的笔记-第1页

        回头皆镜幻 对面是何人

2、《桃花扇》的笔记-第七出

        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
连女子都有这般气节，更何况男儿重义气，何用钱刀为？

一开始还不太习惯阅读戏曲剧本，不过越看越觉得有意思。

3、《桃花扇》的笔记-第1页

        中文还是最美的，特别是到了元曲这里，总是感叹他们怎么想得到，这样的词句，艳丽浓郁，感
人肺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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