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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笑因缘》

内容概要

《啼笑因缘》是一部七十多年来一直被改编、重版，使作者一夜成名、妇孺皆知的经典作品。《啼笑
因缘》以樊家树与三位性格迥异的女性情感纠葛为线索，写尽了爱的执着，爱的隐痛，爱的无奈，爱
的背叛⋯⋯该书描写丰富、细腻，情节曲折、动人，富时代气息，值得一阅。北京大学生家树到天桥
游乐，认识卖艺为生的关寿峰，寿峰女秀姑更暗恋家树。其后家树偶遇唱大鼓的少女凤喜，相互爱慕
，树更助喜摆脱卖唱生涯，供她读书。家树虽得富家女何丽娜垂青，亦专情如一。其后，凤喜三叔贪
图富贵，使喜亲近刘大帅，刘更迫喜作妾，喜不知如何是好。刘大帅以杀家树威迫凤喜作妾，喜含泪
应允。其后树与喜重聚，二人余情未了，一次私会后，事情为大帅知悉，喜被拷打成疯。寿峰与秀姑
冒险助树救出垂危的喜，更把大帅杀死，可惜寿锋亦中枪而亡，临终将秀姑托付家树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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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恨水（1895年－1967年）,安徽人。原名心远，恨水是笔名。生于江西广信小官吏家庭.肄业于蒙藏边
疆垦殖学堂。后历任《皖江报》总编辑，《世界日报》编辑。北平《世界日报》编辑。上海《立报》
主笔，南京人报社社长，北平《新民报》主审兼经理，一九四九年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一九一七年
开始发表作品，一九五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张恨水是著名章回体小说家，也是“鸳鸯蝴蝶派”代
表作家。他一生创作了一百二十多部小说和大量散文、诗词、游记等，现代作家中无出其右者。其代
表作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等。他不仅是当时最多产的作家
，而且是作品最畅销的作家，有“中国大仲马”、“民国第一写手”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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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回 豪语感风尘倾囊买醉 哀音动弦索满座悲秋　　相传几百年下来的北京，而今改了北平，
已失去那“首善之区”四个字的尊称。但是这里留下许多伟大的建筑和很久的文化成绩，依然值得留
恋。尤其是气候之佳，是别的都市花钱所买不到的。这里不像塞外那样苦寒，也不像江南那样苦热，
三百六十日，除了少数日子刮风刮土而外，都是晴朗的天气。论到下雨，街道泥泞，房屋霉湿，日久
不能出门一步，是南方人最苦恼的一件事。北平人遇到下雨，倒是一喜。这就因为一二十天遇不到一
场雨，一雨之后，马上就晴，云净天空，尘土不扬，满城的空气，格外新鲜。北平人家和南方人是反
比例，屋子尽管小，院子必定大，“天井”二字，是不通用的。因为家家院子大，就到处有树木。你
在雨霁之后，到西山去向下一看旧京，楼台宫阙，都半藏半隐，夹在绿树丛里，就觉得北方下雨是可
欢迎的了。南方怕雨，又最怕的是黄梅天气。由旧历四月初以至五月中，几乎天天是雨。可是北平呢
，依然是天晴，而且这边的温度低挪个时候，刚刚是海棠开后，杨柳浓时，正是黄金时代。不喜游历
的人，此时也未免要看看三海，上上公园了。因为如此，别处的人，都等到四月里，北平各处的树木
绿遍了，然后前来游览。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很会游历的青年，他由上海到北京游历来了。　　这是
北京未改北平的前三年，约摸是四月的下旬，他住在一个很精致的上房里。那屋子是朱漆漆的，一带
走廊，四根红柱落地。走廊外，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平空架上了一架紫藤花，那花像绒球一般，一串
一串，在嫩黄的叶丛里下垂着。　　阶上沿走廊摆了许多盆夹竹桃，那花也开的是成团地拥在枝上。
这位青年樊家树，靠住了一根红柱，眼看着架上的紫藤花，被风吹得摆动起来，把站在花上的蜜蜂，
甩了开去，又飞转来，很是有趣。他手上拿了一本打开而又卷起来的书，却背了手放在身后。院子里
静沉沉的，只有蜜蜂翅膀震动的声音，嗡嗡直响。　　太阳穿过紫藤花架，满地起了花纹，风吹来，
满地花纹移动，却有一种清香，沾人衣袂。　　家树觉得很适意，老是站了不动。　　这时，过来一
个听差，对他道：“表少爷，今天是礼拜，怎样你一个人在家里？” 家树道：“北京的名胜，我都玩
遍了。你家大爷、大奶奶昨天下午就要我到西山去，我是前天去过的，不愿去，所以留下来了。刘福
，你能不能带我到什么地方去玩？”刘福笑道：“我们大爷要去西山，是有规矩的，礼拜六下午去，
礼拜一早上回来。这一次你不去，下次他还是邀你。这是外国人这样办的，不懂我们大爷也怎么学上
了。其实，到了礼拜六、礼拜日，戏园子里名角儿露了，电影院也换片子，正是好玩。”家树道：“
我们在上海租界上住惯了那洋房子，觉得没有中国房子雅致。这样好的院子，你瞧，红窗户配着白纱
窗，对着这满架的花，像图画一样，在家里看看书也不坏。”刘福道：“我知道表少爷是爱玩风景的
。天桥有个水心亭，倒可以去去。”家树道：“天桥不是下等社会聚合的地方吗？”刘福道： “不，
那里四围是水，中间有花，有亭子，还有很漂亮的女孩子在那里清唱。”家树道：“我怎样从没听到
说有这样一个地方？”刘福笑道：“我决不能冤你。那里也有花棚，也有树木，我就爱去。”家树听
他说得这样好，便道：“在家里也很无聊，你给我雇一辆车，我马上就去。现在去，还来得及吗？”
刘福道：“来得及。那里有茶馆，有饭馆，渴了饿了，都有地方休息。”说时，他走出大门，给樊家
树雇了一辆人力车，就让他一人上天桥去。　　樊家树平常出去游览，都是这里的主人翁表兄陶伯和
相伴，到底有些拘束，今天自己能自由自在地去游玩一番，比较的痛快，也就不嫌寂寞，坐着车子直
向天桥而去。到了那里，车子停住，四围乱哄哄的，全是些梆子胡琴及锣鼓之声。　　在自己面前，
一路就是三四家木板支的街楼，楼面前挂了许多红纸牌，上面用金字或黑字标着，什么“狗肉缸”、
“娃娃生”，又是什么“水仙花小牡丹合演《锯沙锅》”。给了车钱，走过去一看，门楼边牵牵连连
，摆了许多摊子。就以自己面前而论，一个大片头独轮车，车板上堆了许多黑块，都有饭碗来大小，
成千成百的苍蝇，只在那里乱飞。黑块中放了二把雪白的刀，车边站着一个人，拿了黑块，提刀在一
块木板上一顿乱切，切了许多紫色的薄片，将一小张污烂旧报纸托着给人。　　大概是卖酱牛肉或熟
驴肉的了。又一个摊子，是平地放了一口大铁锅，锅里有许多漆黑绵长一条条的东西，活像是剥了鳞
的死蛇，盘满在锅里。一股又腥又臭的气味，在锅里直腾出来。原来那是北方人喜欢吃的煮羊肠子。
家树皱了一皱眉头，转过身去一看，却是几条土巷，巷子两边，全是芦棚。前面两条巷，远远望见，
芦棚里挂了许多红红绿绿的衣服，大概那是最出名的估衣街了。这边一个小巷，来来往往的人极多。
巷口上，就是在灰地上摆了一堆的旧鞋子。也有几处是零货摊，满地是煤油灯、洋瓷盆、铜铁器。由
此过去，南边是芦棚店，北方一条大宽沟，沟里一起黑泥浆，流着蓝色的水，臭气熏人。家树一想：
水心亭既然有花木之胜，当然不在这里。又回转身来，走上大街，去问一个警察。警察告诉他，由此
往南，路西便是水心亭。　　原来北京城是个四四方方的地方，街巷都是由北而南，由东而西，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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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住房，也是四方的四合院。所以到此的人，无论老少，都知道四方，谈起来不论上下左右，只论东
西南北。当下家树听了警察的话，向前直走，将许多芦棚地摊走完，便是一片旷野之地。马路的西边
有一道水沟，虽然不清，倒也不臭。在水沟那边，稀稀的有几棵丈来长的柳树。再由沟这边到沟那边
，不能过去。南北两头，有两架平板木桥，桥头上有个小芦棚子，那里摆了一张小桌，两个警察守住
。过去的人，都在桥这边掏四个铜子，买一张小红纸进去。这样子，就是买票了。家树到了此地，不
能不去看看，也就掏了四个子买票过桥。到了桥那边，平地上挖了一些水坑，里面种了水芋之属，并
没有花园。过了水坑，有五六处大芦棚，里面倒有不少的茶座。一个棚子里都有一台杂耍。所幸在座
的人，还是些中上等的分子，不作气味。穿过这些芦棚，又过一道水沟，这里倒有一所浅塘，里面新
出了些荷叶。荷塘那边有一片木屋，屋外斜生着四五棵绿树，树下一个倭瓜架子，牵着一些瓜豆蔓子
。那木屋是用蓝漆漆的，垂着两幅湘帘，顺了风，远远地就听到一阵管弦丝竹之声。心想，这地方多
少还有点意思，且过去看看。　　家树顺着一条路走去，那木屋向南敞开，对了先农坛一带红墙，一
丛古柏屋子里摆了几十副座头，正北有一座矮台，上面正有七八个花枝招展的大鼓娘，在那里坐着，
依次唱大鼓书。家树本想坐下休息片刻，无奈所有的座位人都满了，于是折转身复走回来。所谓“水
心亭”，不过如此。这种风景，似乎也不值得留恋。先是由东边进来的，这且由西边出去——一过去
却见一排都是茶棚。　　穿过茶棚，人声喧嚷，远远一看，有唱大鼓书的，有卖解的，有摔跤的，有
弄口技的，有说相声的。左一个布棚，外面围住一圈人；右一个木棚，围住一圈人。这倒是真正的下
等社会俱乐部。北方一个土墩，围了一圈人，笑声最烈。家树走上前看，只见一根竹竿子，挑了一块
破蓝布，脏得像小孩子用的尿布一般。蓝布下一张小桌子，有三四个小孩子围着打锣鼓拉胡琴。蓝布
一掀，出来一个四十多岁的黑汉子，穿一件半截灰布长衫，拦腰虚束了一根草绳，头上戴了一个烟卷
纸盒子制的帽子，嘴上也挂了一挂黑胡须，其实不过四五十根马尾。他走到桌子边一瞪眼，看的人就
叫好，他一伸手摘下胡子道：“我还没唱，怎么样就好得起来？胡琴赶来了，我来不及说话。”说着
马上挂起胡子又唱起来。大家看见，自是一阵笑。　　家树在这里站着看了好一会子，觉得有些乏，
回头一看，有一家茶馆，倒还干净，就踏了进去，找个座位坐下。那柱子上贴了一张红纸条，上面大
书一行字： “每位水钱一枚。”家树觉得很便宜，是有生以来所不曾经过的茶馆了。　　走过来一个
伙计，送一把白瓷壶在桌上，问道：“先生带了叶子没有？”家树答： “没有。”伙计道：“给你沏
钱四百一包的吧！香片？龙井？”这北京人喝茶叶，不是论分两，乃是论包的。一包茶叶，大概有一
钱重。平常是论几个铜子一包，又简称几百一包。　　一百就是一个铜板。茶不分名目，泡过的茶叶
，加上茉莉花，名为“香片 ”。不曾泡过，不加花的，统名之为“龙井”。家树虽然是浙江人，来此
多日，很知道这层缘故。当时答应了“龙井”两个字，因道：“你们水钱只要一个铜子，怎样倒花四
个铜子买茶叶给人喝？”伙计笑道：“你是南边人，不明白。你自己带叶子来，我们只要一枚。你要
是吃我们的茶叶，我们还只收一个子儿水钱，那就非卖老娘不可了。” 家树听他这话，笑道：“要是
客人都带叶子来，你们全只收一个子儿水钱，岂不要大赔钱？”伙计听了，将手向后方院子里一指，
笑道：“你瞧！我们这儿是不靠卖水的。” 家树向后院看去，那里有两个木架子，插着许多样武器，
胡乱摆了一些石礅石锁，还有一副千斤担。院子里另外有重屋子，有一群人在那里品茗闲谈。屋子门
上，写了一副横额贴在那里，乃是“以武会友”。就在这个时候，有人走了出来，取架子上的武器，
在院子里练练。家树知道了，这是一般武术家的俱乐部。家树在学校里，’本有一个武术教员教练武
术，向来对此感到有些趣味，现在遇到这样的俱乐部，有不少的武术可以参观，很是欢喜，索性将座
位挪了一挪，靠近后院的扶栏。先是看见有几个壮年人在院子里，练了一会儿刀棍，最后走出来一个
五十上下的老者，身上穿了一件紫花布汗衫，横腰系了一根大板带，板带上挂了烟荷包小褡裢，下面
是青布裤，裹腿布系靠了膝盖，远远地就一摸胳膊，精神抖擞。走近来，见他长长的脸，一个高鼻子
，嘴上只微微留几根须。他一走到院子里，将袖子一阵卷，先站稳了脚步，一手提着一只石锁，颠了
几颠，然后向空中一举，举起来之后，望下一落，一落之后，又望上一举。看那石锁，大概有七八十
斤一只，两只就一百几十斤。这向上一举，还不怎样出奇，只见他双手向下一落，右手又向上一起，
那石锁飞了出去，直冲过屋脊。家树看见，先自一惊，不料那石锁刚过屋脊，照着那老人的头顶，直
落下来，老人脚步动也不曾一动，只把头微微向左一偏，那石锁平平稳稳落在他右肩上。同时，他把
左手的石锁抛出，也把左肩来承住。家树看了，不由暗地称奇。看那老人，倒行若无事，轻轻地将两
只石锁向地下一扔。在场的一班少年，于是吆喝了一阵，还有两个叫好的。老人见人家称赞他，只是
微微一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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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为中国大众文学最精致的范本，张恨水编著的《啼笑因缘》历来被认为是最适合搬上银屏的文
学作品。富家子弟与平民女子、部长千金、江湖侠女间的爱情纠葛，曲折多变的悲喜恋情，善恶交锋
的旷世传奇，七十年来魅力依然的不朽巨作。无论其人物性格塑造，心理描写，还是情节安排，语言
风格，都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精华，具有浓郁的时代特色，是《红楼梦》诞生以来难得的艺术精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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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考试周总是不想复习...不想复习...
2、应该说，结局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吧。
背叛者会被背叛，守护者会一直守护，唯有局中人摸不透
3、上个世纪的故事，也是这个时代的写照。虽说不懂爱情，可是有多少爱情是没有杂质的？人啊，
总想满足骨子里缺失的那份不完美，但又总是逃不过现实的魔掌，就像凤喜。爱与幸福，该是秀姑还
是丽娜？
4、无数琼瑶场景在眼前闪过....
5、张恨水曾经精通多种语言，晚年就只会说南昌方言呢(*^__^*) 嘻嘻⋯⋯
6、开放式结局。。
7、这本比夜深沉好看，甚至觉得好看超过金粉世家
8、我个人觉得读张恨水的作品是特别需要回到报刊连载的历史现场的，光是按回目读下来可能很难
对张的作品在当年何以拥有如此深广的社会影响力这一现象获得直观而且亲切的体会。《啼》被公认
是张恨水的代表作之一不是没有道理的。一方面，它兼顾了言情、武侠、社会批判等元素；另一方面
，它对于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的优点的糅合较为成功。更多的好处我大概还得慢慢品味罢。
《啼笑因缘》对民国北平都市景观、民俗生活的细致刻画也使它部分具备史料价值，足可作为研究那
个时代都市社会史的材料。
9、很棒的章回体言情小说   人物塑造很灵活  没有正能量爆棚的玛丽苏女主   但是有个很棒的女二和一
个还不错的男主 
10、眼睛和爱情一样容不得沙子。
家树放在现在也是渣男了，不是无情，而是软弱愚善。今日凤喜，明日何小姐。最终又想起来关大姑
娘。觉得自己对谁也不住，望着谁心里都有风花雪月。最烦这样的男人，磨磨叽叽，不痛快，不果断
。
喜欢关大姑娘的明白，有情有义，不纠缠不沉迷。
纵然是何小姐也比凤喜好得多。但是男人好像都喜欢凤喜那种类型，所以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也只
能怪自己识人不清。
11、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想来是不适合我的。
12、啼笑因缘为什么会成为张恨水的代表作？
13、因为强迫症才坚持读完。
14、本着批判言情小说的出发点读了这本书，剧情过于狗血，但是不得不承认里面对北京风土人情的
描写实在是太招我喜欢了
15、笑眸悲容述红尘百态  空弦数载皆啼笑因缘
16、最喜欢那位江湖侠女，最可怜小妹子凤喜。张恨水的故事着实是娓娓道来，看着很适意。
17、传说中男人看脸女人看钱的爱情观
18、樊家树骨子里带着中华民族千年遗留下来的大男子主义，实在不讨喜。沈凤喜这个人物的悲剧除
去她自己的虚荣，社会的和家庭也是很大的因素，她们一家人都畏惧了贫穷带来的低微和耻辱。何丽
娜则为一个男人而失掉自我着实称不上新时代的女性。一切皆是因缘⋯⋯
19、刚开始看觉得情节有点抓不住，后来发现是节奏太快了，后来觉得还不错。人物性格感觉比较扁
平化，除了何小姐最后的出走让我有点意外外，其他情节你都能把故事发展后续猜个八九不离十。但
也不失为一篇佳作，处于新旧时期的民国始终仍让我们这些二十世纪末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有种耳目一
新的神秘感，时代背景的真实还原是这部小说令我感到最欣喜的部分。关秀姑侠义的故事乍看起来有
点传奇，但是放在这样一个时期却觉得合乎情理。
最近是越来越喜欢这种民国爱恨纠葛的言情小说了。
20、风雨欺人，望君保重
21、富二代泡妞史
22、真的是看迷进去了。其实剧情很老套。不过，虽然凤喜和何长相完全相同，身份地位的差异使他
们人生轨迹完全不同，这个现实让人心疼，可是即便现代也如此。凤喜的不幸还源自她自身的市侩，
相比我反而喜欢关家父女豪爽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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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决定不看续集，这个结尾对我来说已经挺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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