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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传奇选》

内容概要

《唐宋传奇选》收录了唐宋使得的传奇故事。唐代传奇是中国小说发展成熟的一块里程碑。早在唐代
初年，大约公元七世纪的二十年代，王度的《古镜记》已经突破了六朝志怪粗陈梗概的窠臼，开辟了
传奇体小说的蹊径。稍晚一些，在诗国高潮的盛唐时期，来源于辞赋与民间说唱文学的新体小说《游
仙窟》和蜕化自志怪小说而又赋予新貌的《补江总白猿传》”亏夕、《梁四公记》等作品又相继问世
。牛肃则写出了十卷本的小说集《纪闻》，成为写小说的专业作家。随后张荐的《灵怪集》、戴孚的
《广异记》又开创了“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鲁迅论《聊斋志异》语)的先河。这时期的小说虽然仍以
神怪故事为主要题材，但是在写作方法上注重文采和意想，加强了细节描写，因而篇幅曼长，显然不
同于以往的志怪小说，后人就称之为传奇。 
传奇是唐代小说的一个别称。把它作为书名的是晚唐人裴铏的小说集《传奇》。在他之前的元稹《莺
莺传》也曾被人称为“传奇”，不过未必是作者自己采用的原名，很可能是宋朝人擅改的新题(最早见
赵令峙《侯鲭录》引王锤《传奇莺莺辨证》)。北宋古文家尹洙曾讥笑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用对语
说时景”是“传奇体”，据陈师道《后山诗话》的解释说：“传奇，唐裴铡所著小说也。”当时人所
谓的“传奇体”还是特指裴铡《传奇》一书的文风，它的确是以“用对语说时景”为艺术特色的。但
《传奇》的内容也有鲜明的特色，那就是以神仙和爱情相结合的故事为主要题材。南宋人习惯于用“
传奇”专称爱情故事，逐步把书名变成了某一 类小说的通称。说话人把《莺莺传》、《卓文君》、《
李亚仙》、《崔护觅水》等故事列为传奇类，与灵怪、公案、神仙等并列对举(见《醉翁谈录·小说开
辟》)，可见它只是小说的一个类别：谢采伯在《密斋笔记》自序里说：“经史[疑脱及字]本朝文艺杂
说几五万馀言，固未足追媲古作，要之无柢牾于圣人，不犹愈于稗官小说传奇志怪之流乎?”更明白地
把传奇和志怪并举，作为这一类型小说的通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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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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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传奇选》

编辑推荐

　　元人夏庭芝《青楼集序》则说：“唐时有传奇，皆文人所编，犹野史也，但资谐笑耳。”又作了
具体的说明，但对传奇的评价却不高。明代人如胡应麟等才明确地把传奇列为小说的一大类，而且给
予了较高的评价。　　《唐宋传奇选》为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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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传奇选》

精彩短评

1、评注极二
2、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读。唐代的小说比宋代的有意思多了，最喜欢《柳毅传》。这本书里每篇题
解还用阶级分析法分析主要人物，现在看觉得特别搞笑。。。
3、扩充知识面
4、看过《人间六道-修罗道》之后，突然有想看真正的“刺青”的冲动
5、南柯太守记尤其精妙
6、唐传奇浪漫优美，宋代之后的小说趋于世俗化、市井化，尽管之后的小说自有其泼辣生动鲜活的
魅力，但是前者的典雅与高贵就逐渐消失了.文言文是多么的优美高贵,啊啊啊啊
7、只有注释没翻译，有些地方有点费解，要有耐心
8、后来在电影电视中看到的传奇故事大部分都是从这里改编过来的
9、始乱之，终弃之。感谢当年的我买了这本书。
10、意趣盎然。
11、竖排的老版比新版好。
12、似乎和后来明清的好话本差别不大的感觉，看完后就知道那些短篇武侠小说里的飞烟，昆仑奴是
怎么一回事了。大体情节常围绕爱情，暴力手段，人物或可称为侠身份诡异，在那时也算得上颇有传
奇色彩吧。
13、传奇如玉
14、这本读得有点水。。但是看的几篇都觉得是有意思的传奇小说。。可能是因为个人对小说类不是
很有感啊
15、前言很好
16、唐朝人真是open，，
17、为毛不用来做文言阅读材料呢 
18、题目的注释很有意思，对传奇小说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其他还好，大略窥古人生活。有些事，古
今皆同。
19、王知古！！
20、我读的是79版
21、《亚瑟和他的迷你王国》有抄袭《南柯太守传》的嫌疑啊。
22、最喜欢柳毅传 还有红线红拂聂隐娘等一众女性人物 但其中的直男癌价值观实在让人悲叹 尤其是
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的千秋万代一以贯之
23、很好的版本！利剑！
24、很八错~除了那个年代的阶级分析法⋯⋯
25、每一篇都动人。
26、任氏，愿终己以奉巾栉
27、爱笔记小说，爱聊斋，爱唐宋传奇。装帧设计不错，印刷也很精美。
28、除了有名的那几篇，其他的也就普普
29、评注还是有些时代局限性的
30、较为经典的选本，有意识形态的痕迹。
31、可能是因为作者所处历史阶段的原因吧，注释评论还是有比较浓的老派味道。
32、10.12.23~11.01.07 读完。这个版本的还不错，注释很详细。收录的篇目都比较有代表性。唯一不足
的是没有收录《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枕中记》这些较优秀的代表篇目。特别是《古镜记》《
补江总白猿传》，是唐传奇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标志着唐传奇的兴起。
33、爱志怪小说，则当读之
34、挑着读的，有待补完⋯⋯
35、成书于六十年代初，作者意识形态鲜明的点评如今看别有一番味道。
36、《聊斋》以情致深密胜，唐传奇以气象豪迈胜。
37、6年前买的了。。。
38、真的很有意思。包含着一些奇特的民间故事，让人读起来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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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传奇选》

39、洞庭柳毅。
40、找起源
41、部分篇目很值得看后思考
42、以后有机会我会买它回来的！
43、老先生的书很厉害！
44、文化风格各有千秋，趣味非凡。
45、选的篇目很有代表性，见水准。
46、唐宋传奇的思维模式应该发挥。
47、谢谢豆友啦~~文言我基本都还给老师了，以前读的很轻松，现在就算是简单的我也很难顺遂的读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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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传奇选》

精彩书评

1、《裴航》一文是晚唐时期的裴铏在《传奇》中的作品，也是中国古代小说“人仙恋”题材中的代
表作。后人常以“蓝桥相会”四字来概括其内容。本篇，开始道出落地秀才裴航“游于鄂渚”之情景
。舟中遇一国色天香之人——樊夫人，寓情于诗，托夫人婢女袅烟以告，终得信于夫人，信中诗云“
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航不解，此事遂终。后几
日，裴航至蓝桥，因口渴求水，得见云英。慕其容，爱其貌，欲娶之。于是，裴航便展开了一系列的
追求行动：京城寻玉臼，室中捣丸药。最终得佳配。航也成为仙人。《裴航》一篇中，结构严谨，前
后呼应，此见于两次遇樊夫人。全篇大体分三个部分，遇仙——追仙——成仙。就形式而言，并无太
大新意。裴航托信一节与元稹《莺莺传》中张生托信一节极为相似，均是由女方作诗一首以达前意。
诗中蕴含下文内容。两者所不同的是，《莺莺传》张生得知的明确，并且女方并没有发生变化；《裴
航》中，主人公却是不解其意。再有，二人遇美时的心境也有所不同：张生是未取功名，踌躇满志，
之后所载内容体现的则是张生多情与无情的一面；裴航则不同，在遇樊夫人前，便已金榜无名，于落
魄无奈之际，选择了出游，宦海沉浮不可得，便转嫁对情的看重。后文所记述的则体现了裴航为追求
爱情的矢志不渝、中守诚信的品格。《裴航》问世晚于《莺莺传》，这对于小说结构的建架，思想的
表达，体现了一定得进步性。在唐代，关于“人仙恋”题材的传奇作品，较著名的还有《柳毅传》。
本篇记述了落地秀才柳毅，与返乡途中遇见洞庭龙女。得知龙女受其夫之辱。柳毅为助龙女，传信与
龙王，就得龙女。龙女感恩，几经周折，终成眷属的故事。全篇塑造了柳毅、龙女、龙王、钱塘君四
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突出表现了柳毅的重诚信的精神。《裴航》与《柳毅传》相比，大致有三个
相同点1、�主人公遇仙心境二人都是落地的秀才，都怀着未能入仕的无奈心情，裴航的借诗传意与柳
毅的义助龙女，在其内心潜意识上都是一种排解心头不畅之情的心理。当然，这也体现了当时创作者
对待某种奇遇的心态：科宦失意文人的满足自身虚荣心的方式与心态。2、�主人公对待事物的态度二
人都被冠以“信诺重义”之人，都是以自身内在的优秀品质来打动仙人。3、�结局二人都以得佳配，
列仙班为结局，并在结尾处都遇见了另一个凡人，并给与饰物，体现了由人入仙，但仍与凡尘有纠葛
的情态。两篇小说的不同点则是：柳毅虽有意于龙女，但不愿落得“杀其婿而纳其妻”的名声，而龙
女与柳毅的结合，带有命运安排之意；裴航得见云英后，便将心奉献于她，对爱情忠贞不移，为爱情
而追求，不惜放弃功名利禄。再有，柳毅是得知龙女在先，裴航是得知云英为仙在后，是以更能突现
裴航对待爱情的态度。文学作品中关于“人仙恋”的故事还很多，它也成为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不
可忽视的一环。“人仙恋”题材的由来，寻其根源则要到人们内心在本质上是相信神的存在的。西方
学者费尔巴哈就关于宗教信仰方面曾说，人们一手创造了宗教，反过来却要臣服于自身的创造品。宗
教是信仰的高级形式，它既然由人类一手创造，则其内部结构与外在表现上则不可避免出现人类自身
形象的或人类社会的影子。所以，仙人在人们想象之中，还是一种人的形态，并有人的心态，人的行
为与思维方式。只不过与凡尘远离，有着过于凡人的能力，过着凡人所不及的闲适生活罢了。所以，
这就为人与仙的相遇，构建了一种心理层面的可能。这种可能再加之以创造着对环境的构造，内容的
想象，思想的表达，人物的塑造就不可避免出现了人仙相恋之类的故事了。关于这一题材，战国时的
宋玉的《高唐赋》与《神女赋》就有体现。前者写楚怀王与巫山神女相会的轶事。“妾在巫山之阳，
高山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本赋表现了一个反礼教，自由奔放的女性
形象，而《神女赋》则不同，本赋通过大量描写神女的体服饰，塑造了一位端庄典雅，举止有节的形
象。二者表面上是矛盾的，其实有互通之处。二者不同形象的结合便是文人墨客或当时封建礼制下男
性心目中最优秀女性的形象。赋体有别于小说，但宋玉的两片赋无疑对后世小说对仙女的塑造上产生
了影响。描写人仙相会的著名篇目还有班固的《汉武帝内传》，写汉武帝因崇尚道教，以诚心感动了
天界。西王母与上元夫人便下凡与之相会，于是宴请仙班，留宿于朝。篇中描写了两位天人的容貌、
仪态、服饰，端庄之中透露着威严，非常人所能近。全篇并无值得称赞之处，表现的是汉武帝虔诚信
教，以求长生不老之心感动天人。王母下凡表其意，赞其行。其中文字不无相恋之意味。情感的透露
较之宋玉的两篇赋略逊，但宋玉文章中流露的也并非真正的爱情，只是神女与人世天皇的相会，相会
之中，楚怀王的欲念大于情感。谈到与爱情接近的应属干宝《搜神记》中的《董永》一篇。“汉董永
，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乃自卖为奴，以供丧失。主人知其贤，
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
。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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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传奇选》

德。”主曰：“妇人何能？”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
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    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
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本篇了了数语，但对后世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就原文而言，仙女
只是为助董永而成其妻，并无爱情可言。这与当时文人士大夫对待人世间男女爱情观是有所反应的。
但后世就此文，将其拓展，加入了爱情的元素，使得牛郎织女的故事流传千古。在《董永》这篇小说
上，可以窥视出魏晋时期人们对于仙界的理解。人们相信仙界的存在，知道无法达到那片神秘之地，
于是便心游万仞，游仙界也就成为当时文人的相思止渴剂。面对仙界的诱惑，人们将其赋之于笔。所
写随充满向往，但与向往之中又透露着某种不信任感，仍旧流连于凡界之物。步入仙界只是一个向往
，因此人们表现也并非积极。《张道陵》中言：“凡入道之人先要断除七情⋯⋯喜、怒、忧、惧、爱
、恶、欲。”人仙恋中的描写大多游离于爱情的边沿，最终主人公并未成仙，这大概就是原因吧。这
一类题材的小说，发展道《裴航》一篇时，无疑实现了质的突破。裴航为了心中所爱之人不惜放弃当
时文人最为看重的科举一事。此时，爱情价值观的内在透露，已不再呈游离状态了，真正为爱而付出
的行为，开始受到关注，并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但《裴航》一篇也存在着当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唐宋传奇说微》一书中说该片是反对礼教婚姻的，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不能把凡人与仙人的结
合，就看成反对当时礼教制度的行为。就本文而言，篇末得知裴航是“清冷裴真人子孙，业当出世。
”这一点说明裴航的身份是与云英相配的，符合当时的婚姻要求。《裴航》一出，为世人树立了真正
的爱情观，将这种观念与科举并提，甚至高于科举，这无疑对当时热衷功名利禄，积极寻求入仕的万
千文人以深刻的警示。真爱是值得一生追求的。后世“人仙恋”题材的作品，便有了更为宽阔的思路
。
2、中国人对于神仙志怪的爱好，大概是为了在拘束重重的无奈现实中留一些飞扬跳脱的灵魂。所以
才有《柳毅传》、《任氏传》、《离魂记》、《裴航》。《霍小玉》、《莺莺传》、《无双传》、《
长恨传》、《非烟传》、《流红记》，悲欢生死、情海缠绵，在主流载道之文压抑下，为人性留下一
点暗影，宛如重殿深宫之内飘来的一点落红。《聂隐娘》、《昆仑奴》、《虬髯客传》、《红线》，
俨然侠客列传的风标，金庸、古龙的恣肆剑光里，依稀可见千年前唐宋的遗韵。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里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
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由志怪而为传奇，是由搜神述怪
的口头文学转而进入精心构建演绎的文学创作，自然是一大进步，显出小说的雏形。唐一代传奇远比
宋一代活泼生动，不是宋代的小说退步，而是更加新鲜灵动的“平话”取而代之，世俗的中国在小说
上更进了一步，也让冠盖云集的文学殿堂总算为升斗小民开了一扇窗。扫描关注我的读书分享微信公
众号
3、玉殒香消，劫数难逃；梦断魂离，红颜薄命。佳人情痴，金风玉露一相逢，何其美艳；才子薄幸
，流水落花春去也，只在朝夕。“资质秾艳，一生未见；高情逸态，事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通解
。”如此女子，教人如何不动情？倘若只有这些，那倒未为宝贵若何。至要至贵的，乃是少女情窦初
开的那份“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至诚至坚痴情，两年来忠贞不渝。李益何幸，能博
得如此佳人青睐。就算是如其所誓“一生作奴，死亦不惮”，尚且不为过分。不幸，这又是一出始乱
终弃的故事，又是一桩痴心女子负心汉的冤孽。然而，李益却非简简单单的“负心”，更确切而言，
他实“负约”而非“负心”。李益自开始的慕名而来，一见钟情，到两个人“婉娈相得”，难分难舍
，负约后“残吃忍割”，乃至于后来“为之缟素，旦夕哭泣甚哀”，甚至梦幻相见。想想便知，若非
心中真情如一，做不来这一些。李益何尝不想与心上人霍小玉有情人终成眷属，但又怎么可能？霍小
玉虽身出王府，却已没落烟花，沉沦下层，为妾尚且困难，遑论正妻了。这一点她心知肚明：“妾年
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室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谐秦晋
，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昔之愿，于此足矣。”者飞蛾扑火式的悲壮，有多少悲愤
的无可奈何啊。此时李益情酣意切，愿携伴终身，未必为假。然而这个时候，李母出现了。中国古代
爱情故事中的“严母”角色，无一次不将美丽却也无力的姻缘压得粉碎。焦仲卿之母，陆放翁之母，
等等皆是，如森森巨影，压在年轻的情侣身上。而“李益”们呢？孝与爱不能两全，在“举孝道”的
中国社会，柔弱无力的红颜注定水流花谢。霍小玉的命运是一个悲剧。对于悲剧，恩格斯认为其表现
的是“历史的必然性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李益固然有错，他错在他不该
的软弱与妥协，错在没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魄力；但他也是无可奈何，因为他们两人的爱情面对
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整个社会——这个对父母之命唯唯诺诺的社会，这个讲究门当户对的社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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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面如寒铁等级森严的社会。霍小玉不幸处在这个无理的社会。当然，我们也可以争辩说阿尔芒为了
茶花女不顾自己尊敬的父亲，弗龙斯基为了安娜背对了主流社会，他们这样勇敢，李益为什么就不能
？确实，李益只是一个可怜的小心翼翼的士大夫而已，软骨的通病在他身上亦根深蒂固。“太夫人素
严毅，生逡巡不敢辞让，遂就礼谢，便有近期。”李益畏惧，他畏惧他的严母，而更深一层说，畏惧
的是社会压力，他畏惧悲伤“不孝”的罪名而无以立足，他畏惧得罪了甲族卢家而仕途无着。霍小玉
期望寄予幸福的，并非什么伟丈夫，而只是一名没有独立人格和傲视勇气的弱书生而已。任凭他写出
了多少“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的貌似雄壮的边塞诗，也改写他柔弱书生的秉性，社会
一压，他便连自己都丢弃了，更别论一个情人了。霍小玉寄命于斯地这个男人，只是一个软弱的中国
文人而已，这是更大的不幸！一个女子会将爱情当做生命的全部，而男子固然也会付出真情，却未必
会如女子那样将它当做全部，这本来就是潜在的悲剧。霍小玉死了，死得这样令人惋惜。留下一个沉
痛的回声：或许中国的男人应该更像男人一点。
4、&lt;离魂记&gt;女主角最后魂与肉身喜相逢迎\合二为一的时刻,有电影&lt;魔戒&gt;的意境.还让我想
起安徒生童话里那棵从书中长出,上升而成的晶晶亮的大树.古人的想象力要赞一下.突然想起张爱玲的
第一本小说集就叫传奇.传奇就是中国&quot;小说&quot;的另一个名字?不管传奇不传奇,都是&quot;传
奇&quot;.豆瓣非让我打个评价分,我实在不想打.&quot;还行&quot;对人家不公平.推荐?一个人有一个人
的菜,有什么好推荐的,更何况还力荐??吃饱了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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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唐宋传奇选》的笔记-第62页

        我们还能相信誓言吗？——《霍小玉传》

看完之后我对李益这个负心的人是充满憎恨的。他怎么可以这样？跟小玉在一起的时候，“平生志愿
，今日护从，分身碎骨，誓不相舍。”他对她说：“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这是他对她的诺言。即
便死了，也不会改。然而，几个月后，他却在别处，与别的女子结婚了。
所以我怨恨这样的人。读着小玉传地时候，内心的激愤之情是难以言喻的。

然而现在安静下来的时候，却想起了作为与王昌龄边塞诗并称的李益，他的边塞诗充满着荒凉寂寞，
伤感悲凉的情调，语简意深，非经历离乱生活之人是写不出的，他的生活应该有着太多的无奈。而他
的一首《写情》：
水纹珍簟思悠悠，千里佳期一夕休。
从此无心爱良月，任他明月下西楼。
就让我想了很多。他还是爱她的罢，在失去她以后，他便夜夜颓靡，任由时光慢慢流逝。我想，在他
和小玉在一起的那段日子，他真真切切地爱着她。他许的那些誓言，亦是真心的。只是生活的无奈，
父母之命，使他不得不从。并且在离开小玉之后，他遇到了那么多的人事，做了官，娶了妻。人呐，
会在现实中，慢慢地改变的。爱情从来都不是坚韧不摧的。人的力量是那么微不足道啊。
当他有了妻，有了安定的日子，阖家幸福，人的一生所求不就是如此吗？为什么还要为年轻时的冲动
破坏现在的一切呢？爱淡了，它就是谈了；走了，它就是走了。

然，当年小玉因爱成恨，死在他面前，并且用最狠毒的话诅咒他。
也许在她死在他怀里的那一刻，他才猛然惊醒，他曾经的爱啊。“平生志愿，今日护从，分身碎骨，
誓不相舍。”从此，他的一生永不安宁。

他送了她一命，她毁了他一生。
究竟是谁的错，是他的负心，还是她的决绝。

爱情没有对错的，错就错在，她太过相信誓言了罢。
太多的女子，为了那一纸诺言，死守烂守。看不开事实，读不透爱情。最终转爱成恨，把所有的过错
都怪在了对方的身上，以致两败俱伤，灵魂苍老，满目苍夷。
得到什么了吗？情老心死。而爱的人也不会回到身边。

让爱有退路，接受爱情的不完美。
永远只是在誓言说出的那一瞬间。仅仅是在那一瞬间。
所以，当爱情还在身边的时候，好好珍惜，用尽一切地珍惜。
而当爱情走了，就放她一条生路，也给自己一个远方。

年少时候的自己并不自知，以为对方纸上口中的誓言会一生一世灵验。当初恋带着背叛离开时，自怨
自艾怨恨冷漠伤心绝望常常把自己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近半年多未曾主动开口说话。亦断绝了
任何交往。
在自己的世界里，在过去的回忆里挣扎不休。浑浑噩噩地活在幻想里。
然而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始终回不来。

为什么不能放开呢？
起码知道对方过得安好。有疼爱的人陪伴，按着想过的生活安逸地过着。
你知道她过得比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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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还会翻翻两年前的那些书信。有时会心痛，落泪。但有时又会微笑，看看窗外暖暖的阳。
我们曾经相遇，相爱，已经很好了，不是吗？

这就够了。
而今，我有着平静的生活。期待着每一个惊喜的发生。
岁月静好。

2、《唐宋传奇选》的笔记-第162页

        王仙客躲避战乱，回到乡下，三年之后才回去？这⋯⋯难道非要等待转乱彻底平息才敢回去？难
道反贼不被杀掉，京城不收复就不回去？一个人偷偷摸摸的回来打听一下消息总可以吧，这算什么“
死而不夺”？

说实话，刘震虽然是个反面人物，倒也算实在。在自己姐姐临死前表示希望王儿子和无双结合的情况
下，居然没有用“善意的谎言”去欺骗她，只是“姊宜安静自颐养，无以他事自挠。”况且在仙客回
来后也没刻意亏待他“舅甥之分，依然如故”。另一方面，无双母亲能够表示希望仙客能够和无双结
合，虽然是因为仙客的刻意讨好，但也可以看出，刘震并没有对她说什么“仙客不行自己绝不会把女
儿嫁给他”之类的话，毕竟在那时候，一家之主的权利不是现在可以比的。所以，我觉得刘震的意向
，更多的可能是想看主角的发展，看他未来争不争气。

无双的描写好少，名字叫做《无双传》，看来也只是个名字而已，就像之前看过的其他故事一样，作
者的重点是讲好整个故事，并且在结尾之处加上自己的看法，并没有想要塑造出什么可以传世的角色
。

王仙客和无双感情的正面描写更少，就只有开头的“皆幼稚，戏弄相狎”，就算是这，也最多是两小
无猜罢了，还谈不上什么爱情。当然，如果花大量的笔墨来说两人之间怎么怎么难分难舍，怎么怎么
形销骨立，似乎也不好。

最后部分的内容，奇人古生在仙客找他求助一年后才开始行动，然后在结束的时候杀掉所有可能泄露
情报的人，包括自己。这真是让我想要吐槽一下，不过还是算了，之前春秋时候的那些刺客刻，多是
这种“豪侠”，连自己都杀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当然，最重要的是采萍姑娘没死啊！

3、《唐宋传奇选》的笔记-第292页

        这篇较为平淡。我以为战乱平息之后会有转折剧情，谁知道人已经死了，虽然之后有托梦，却没
有复活⋯⋯
杨贵妃写的很跋扈，另外基本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给唐明皇了。。
还是看看文笔。

4、《唐宋传奇选》的笔记-第302页

        第一遍看完有些感慨，然后第二遍再看，算算时间才知道，靖康之难，金兵破城时，李师师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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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40多岁了。40多岁，还是孤身泥淖里，年华啊⋯⋯不过李师师直到这个时候还是这么有个性。 另外
，从徽宗第一次见她到最后过去了二十多年，这两人感情还真是好，难为这么多年⋯⋯

5、《唐宋传奇选》的笔记-第103页

          读到男主角被父亲遗弃，身带重伤成为乞丐的时候，一股熟悉的味道涌现出来。  现代好多小说
都用过这种套路：要不然是开头的废柴流，要不然就是主角被陷害的颓废⋯⋯也是从这里开始，我才
知道这个故事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才子佳人”的套路，而是可能充满了曲折，不落俗套。而就是因
为前面有了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再看到这种转折就颇让我有种惊艳的感觉。 因为虽然现代的时候这
种情节已经变得泛滥，但是在唐朝的话，应该还是属于比较“雄奇”的类型。
  整个故事作者的视角以及最后的“作者言”都把重点放在了故事后期李娃如何“持家相夫”品节高
洁上面，这种观念在现代的我们看来当然是属于见得比较多以至于有点旧腐的感觉，现代人看这个故
事，兴趣多半都放在前面的神展开上面。不过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也确实是无可厚非。
  李娃最终在丈夫功成名就的时候提出要离开，无论丈夫怎么劝都坚持要走，结果男主的父亲知道这
件事找人去劝，李娃就决定留下来。这么看来李娃对男主毕竟还是真爱，只是出于之前的事情和自己
的出身。所以顾虑重重，等待公公大人派人以正式仪式来请自己才真正的安下心来。
  后来的好多人在分析这个故事的时候都提到了李娃对男主到底有没有真爱的问题，有人说主要是为
了弥补自己的过错，有人说只是被男主的悲惨所感动⋯⋯我也说一句“你以为什么样的爱才是真爱？
”就算是为了弥补过错，就算是因为自己被打动，这么长时间的朝夕相处，难道会没有感情？
  爱情总是要有个开头，但是这开头不一定就是爱情；爱情包含很多，而最常见的，就是朝夕相处的
相濡之情。
  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这则文章的评价是“行简本善文笔，李娃事又近情而耸听，故缠
绵客观”这应该是属于那种“还行，但是也不至于到经典的地步”的级别。我倒是很喜欢，同样的故
事现在的人来写，要多少字才能说好，还不一定能够达到同等的高度，这样一想，就会更加觉得赞了
。

6、《唐宋传奇选》的笔记-第34页

        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
。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

7、《唐宋传奇选》的笔记-第22页

        從這裡走到紅樓夢，是多遙遠的距離。所以封建社會的女性形象真的好不容易，哪怕是大唐。

8、《唐宋传奇选》的笔记-第31页

        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

9、《唐宋传奇选》的笔记-第17页

        離魂的故事讓我有點迷惑，對唐宋傳奇、筆記小說、甚至後來的故事，都混淆了嗎？尤其是她叫
倩娘。。。看來寒假預習是有必要的。

10、《唐宋传奇选》的笔记-第67页

        我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崎羅
弦管，從此永休。徵痛黃泉，皆君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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