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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

内容概要

《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内容简介： 金圣叹学识渊博，所作评点明快犀利，所发议论往往出人意表，
一时见者叹为灵鬼转世，所评《西厢记》成书于顺治十三年（1656），从此风行天下。金圣叹的评语
，对人情世态的体悟深刻而细腻，评点文字的表述机智而幽默。此外金圣叹的评点，对原作的最大贡
献是明确反对“淫书”说，直接抨击了历代封建礼教维护者和道学先生对这部优秀古典爱情剧的诋毁
，为《西厢记》在清代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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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

作者简介

作者：（元朝）王实甫 合著者：（清朝）金圣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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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

书籍目录

卷之一  序一曰恸哭古人    序二曰留赠后人卷之二  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卷之三  会真记卷之四    一之
一  惊艳    一之二  借厢    一之三  酬韵    一之四  闹斋卷之五    二之一  寺警    二之二  请宴    二之三  赖婚  
 二之四  琴心卷之六    三之一  前候    三之二  闹简    三之三  赖简    三之四  后候卷之七    四之一  酬简    
四之二  拷艳    四之三  哭宴    四之四  惊梦卷之八    续之一  泥金报捷    续之二  锦字缄愁    续之三  郑恒
求配    续之四  衣锦荣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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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前乎我者为古人，后乎我者为后人。古人之与后人，则皆同乎？日皆同。古之人不见
我，后之人亦不见我。既已皆不见，则皆属无亲，是以谓之皆同也。然而我又忽然念之：古之人不见
我矣，我乃无日而不思之；后之人亦不见我，我则殊未尝或一思之也。观于我之无日不思古人，则知
后之人之思我必也；观于我之殊未尝或一思及后人，则知古之人之不我思，此其明验也。如是，则古
人与后人又不皆同。盖古之人，非惟不见，又复不思，是则真可谓之元亲。若夫后之人之，虽不见我
，而大思我，其不见我，非后人之罪也，不可奈何也。若其大思我，此真后人之情也，如之何其谓之
无亲也？是不可以无所赠之，而我则将如之何其赠之？后之人必好读书，读书者必仗光明。光明者，
照耀其书所以得读者也。我请得为光明，以照耀其书而以为赠之。则如日月，天既有之，而我又不能
以其身为之膏油也，可奈何！后之人既好读书，读书者必好友生。友生者，忽然而来，忽然而去；忽
然而不来，忽然而不去。此读书而喜，则此读之令彼听之；此读书而疑，则彼读之令此听之。既而并
读之，并听之；既而并坐不读，又大欢笑之者也。我请得为友生并坐并读，并听并笑，而以为赠之。
则如我之在时，后人既未及来，至于后人来时，我又不复还在也，可奈何！后之人既好读书，又好友
生，则必好彼名山大河、奇树妙花。名山大河、奇树妙花者，其胸中所读之万卷之书之副本也。于读
书之时，如人名山，如泛大河，如对奇树，如拈妙花焉。于人名山、泛大河、对奇树、拈妙花之时，
如又读其胸中之书焉。后之人既好读书，又好友生，则必好于好香、好茶、好酒、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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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

媒体关注与评论

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
。　　——朱权《太和正音谱》读金圣叹所评《西厢记》，能令千古才人心死。自有《西厢》以迄于
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能历指其所以为第一之故者，独出一金
圣叹。是作《西厢》者之心，四百余年未死，而今死矣。不特作《西厢》者心死，凡千古上下操觚立
言者之心，无不死矣。人患不为王实甫耳，焉知数百年后，不复有金圣叹其人哉？圣叹之评《西厢》
可谓晰毛辨发，穷幽极微，无复有遗议于其问矣。　　——李渔《闲情偶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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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

编辑推荐

《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是由凤凰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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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

精彩短评

1、木心说张生和莺莺初试云雨情，大胆而精细，守得住诗意。木心在课堂上都没好意思讲，让大家
回去自己读。。。读完发现古人的生活好无聊，尤其那些大家闺秀，木讷又虚伪，无趣极了。还不如
侍女红娘来的爽快、俏皮。而且古人的爱情，端的都是一见倾心，勾搭上床，比现代人简单直接多了
。
2、分明打了个照面，疯魔了张解元。西厢记果然是余香满口，值得再读。金大才子才真真是读书人
！就是我水平太低，他评的几乎没看懂。。。
3、包装严实，送货及时，送货上门，纸张印刷没的说。第一次亚马逊购物，很好。
4、西厢记读起来其实倒很有意思，特别是最后一章，原来是一个梦，落魄书生的侠客梦，娇妻美妾
梦。梦的确是为了达成未了的心愿
5、书的内容就不必再夸赞了⋯⋯书的质量不错，正文字很大，评点文字赭红套色，大小也ok。这次
购买就是冲着金批去的，待闲暇慢慢欣赏。
6、内容很喜欢，不喜欢这个版式
7、情不知其所起，一往而深。
8、金圣叹做网络推手必定是极好的，不过话的确都赞到了点子上。
9、书很好，但是没有注释，读起来费劲。买了一套4本，只有这一本有塑封，是新书。
10、还没细看，排版有点乱，估计看着看着就摸清了。字号稍微有点大，很清楚
11、由这本书引起了对金圣叹的兴趣。
12、幸好金圣叹没生在红旗下⋯⋯要不然就成了某条巷子口天天摆龙门阵吹牛逼的大爷了⋯⋯靠
13、消化需要很久
14、2014.3.14 红娘描写的很有趣，金圣叹评的也很有趣。只不过单论剧情的话就像贾母说的，实在是
太“虚”了。
15、跟着金圣叹读《西厢记》，可以欣赏美⋯⋯
16、多少经典好书为啥不出一些精致一点的版本？咱不追求宣纸线装，稍微好一点的纸，排版大方些
（在繁体竖排双行夹注的基础上用点心），校对认真些，少出一些错误，不然就直接影印古本完事。
但是个人觉得现在的编辑还是应该做些有意义的工作。重排本做精致一些还是会有报酬的。辽宁人民
出版社出的冯其庸的瓜饭楼红楼梦定价268元，虽然定价有点高的离谱了，但是当年的三印就印
到13000册，我就是买的第3印。不知道后来印没印。可见好的版式是有市场的。排版用心点，印刷用
纸好一点卖高点价格也是好的。经典的书不是一个人看一遍就会丢掉的。有的或许会代代相传，每看
一次捧在手里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编辑啊，能细心研读这类经典的人肯定都是爱书之人，不要用简
体字好不好？难道现在的编辑连正体字都处理不好？我倒是看过凤凰出版社的招聘启示，都是招的高
文凭的人。现在的高文凭者却大多不识字（识得的字太少），这样的人当编辑真是一个绝妙讽刺。
17、金圣叹太有趣。
18、混分的贴
19、金圣叹的评本值得购入
20、西厢记批评本
21、16开的尺寸，印刷精美，纸张也好。正文字体几乎有三号宋体字那么大，金圣叹的评语用红色略
小号正楷字体，大约是四号字的大小。比岳麓书社出的四大名著双色套印那个版本的字体要大，印刷
，纸张都要好。当然那个版本也很好，我也很喜欢，买了其中的《脂砚斋批评本红楼梦》《金圣叹批
评本水浒传》《毛宗岗批评本三国演义》。仔细一看，原来这个凤凰出版社即是以前的江苏古籍出版
社，以前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差不多的。难怪出的书品质如此精美。反倒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现在的书印
刷和装帧似乎差强人意，不如眼前的这个。而且上海古籍的有很多繁体横排版本的书，都没有用双色
套印，看起来眼睛好辛苦。85年的时候，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过《金圣叹全集》。高二的时候，在书
店看到这个，那时候我也不知好歹，胡乱买了其中的第一第二册，即是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繁体竖
排版。到现在还保存的好好。一转眼，二十多年了。。。
22、金圣叹一出，后世再无人敢评《西厢记》。
23、相当不错，不过，似乎还不是最完整的，有几首酸诗不见了，不过那种颂扬小脚的酸诗没了也就
没了，总之，这个版本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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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

24、大才子 不错
25、圣叹先生有时着实聒噪了一点，不过意趣尚可，评书最怕境界低，这点上来说，这本书还是不错
26、书评书单。
27、卖家很细心地加包一层，防止书边磕坏。字体很大，看着非常舒服。批注用暗红色字体与正文区
分开来，非常方便阅读只是快递的速度稍微有点慢，比我后买的书还晚到了两天
28、再配上人文版的注释本！
29、习惯了红楼梦，一下子受不了这股浓浓的小家子气。辞藻的确华丽，以后还是看戏吧⋯
30、大一上读的，没有注释，有点吃力。还记得金圣叹说的“须与美人并坐读之”，拿这句话和一位
朋友开玩笑，如今两年多过去了。
31、果然是才子之书！
32、我买了四本，感觉不错，物流很快～～
33、不对胃口
34、买一套收藏。。。
35、写张生莺莺俩人相思极生动。本来以张生梦结束极好，偏偏又狗尾续貂了个恶俗结局，最后一篇
直接不看。
36、沒看批注咯。
37、珠联璧合 西厢记
38、知音者芳心自同，戚怀者断肠怨痛。
39、很喜欢。样子拿在手里可是远远超过我的预期，比图片看起来要上档次得多，外观大气，细节精
致，不错
40、纸质 印刷 内容 都好 值得购买
41、金圣叹的评注有了，但是没有今人的评注，所以有些地名还是要自己去查。凤凰出版集团有些商
业化，我买的书都是里面实际内容印的不多但是装帧很精美。（我觉得它适合出版言情小说。）
42、一般看看，不错
43、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44、西厢记的文笔真美，金圣叹的文笔也到位。王实甫的红娘好惹人讨厌，张生和崔莺莺我也没感受
到什么爱情，感觉张生就是见色心起精虫上脑
45、好看好看，被张生逗死了！
46、金评的字有点小
47、纸张很好，字很大。。双色。。金圣叹的评注至今没闲工夫去看。。
48、百看不厌，字句词三绝。老金被清帝砍了头一点都不冤，牙尖嘴利的确一才子，这厮最大的快乐
就是议论人和事，即使穿越到49年后他也是个被砍头的对象，总要强扭读者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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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

精彩书评

1、因为是一出戏，情节浓缩，篇幅短小，很多地方也没有展开。倒是结尾的地方张生无可奈何去，
倒也是收的很有力道。金圣叹确实是一个性情中人，张丕人物，嬉笑怒骂，不做作，也不装，这不仅
在今天难得，任何时候都难得。有的时候原文短短几句，就看金兄忙碌碌地在旁边倒逼倒逼不停，也
是可爱。这样的人有机会喝一杯倒是有趣的。

Page 10



《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

章节试读

1、《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的笔记-一之一  惊 艳

          《论语》传曰：“一言智，一言不智，言不可以不慎。”
  烘云托月的手法 。
  盼不到博陵旧冢，血泪洒杜鹃红。
   张生之品，张生不得自言。于是顺便反借黄河，快然一吐其胸中隐隐岳岳之无数奇事。

2、《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的笔记-第201页

        王思任批点《牡丹亭》，序言开头讲“古今高才，莫高于《易》”；金圣叹评点《西厢记》序言
“如读《西厢记》，实是用读《庄子》、《史记》手眼读得；便读《庄子》、《史记》，亦只用读《
西厢记》手眼读得”。一定是极爱、爱极，才做这般比较。

写评作注又不只为爱。王序结尾处说：（汤）若士见改窜《牡丹》词者，失笑一绝：“醉汉琼筵风味
殊，通仙铁笛海云孤。总饶割就时人景，却愧王维旧雪图。”持此作偈，乞韦驮尊者永镇此亭，天下
之宝，当为天下护之也。是一片护惜之心。

金圣叹更不独护此厢“天地妙文”，连同读此妙文的万世书生、生此妙文的无穷天地，都要一并护惜
起来。尤怕人胡评乱点、狗尾续貂、海边逐臭似地糟蹋。汤显祖温和，只笑叹“风味殊”、“海云孤
”；金圣叹爱憎分明，一面愿为锦绣才子作灯作仆，一面要咒俗笔横涂者“定坠拔舌地狱”。

“最解功名事，最重功名事，乃至最心热功名事者，固莫如相国小姐之甚也”，续篇里莺莺全无相国
家风，半年之别，不胜啧啧怨怒，一味空床难守，淫啼浪哭。金圣叹满篇满章一劲儿连呼“丑！”、
“丑语！”、“丑极！”、“语熟口臭”、“使人焉耐！”。肯定是咯应坏了。到莺莺“病里得书知
及第，窗前拦镜试新妆”处，圣叹评：丑至于鬼止矣，世间更有丑于鬼者；臭至于屙止矣，世间更有
臭于屙者。怪狂言浪语，腌臜了妙文，令佳人才子，一并扫地。

莺莺本是“天人下凡”，金圣叹原话“食人间烟火者道杀不到”。“杀不到”，是因全
无pattern/stereotype/trick/routine，或说是“套路”，因为全无套路、不识套路，所以自然不落俗套。

我以前觉得，秀才全都考上状元，抱得美人归，就是古代这些戏里的大俗套，一片大热闹哄得人只顾
开心。现在发觉并不是这样。

如张生，出落成这等人物，习坎而能有孚有信，刚得中正，大行天下，《西厢》止于《惊梦》，骑马
上路，无需多说。戏到这般田地，它自己便“放大光明”，何止莺莺张生，春香、惠明、长老，此刻
看起来无一不好，无一不妙，不复带一丝晦暗。《牡丹亭》结尾不只杜丽娘起死回生，就是土匪婆也
能成镏金娘娘，打酱油的韩子才也得中鸿胪之职。我记得胡兰成书里把传统中国戏结尾的大团圆，叫
作“民间喜气”的一种。读过、看过好戏结尾的大团圆，我不觉得它是民间生出的“喜气”。沧海月
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干了泪，散了烟，现此珠玉光华。

写出大光明的，是隐没于戏文背后的作者。放此光明，如身燃一灯，长揖世间，攫心自食，可知其味
。从此在我心目中，这样的大团圆，是美，是真，毫不逊色于西方的伟大悲剧。

---------------------------------------------------------------------------------------------------------

火可画，风不可描；冰可镂，空不可斡。俗人悟不到，只学一摊俗套。给西厢写续的就是这样。此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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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

圆非彼团圆。但是写得再差，也是爱莺莺。佳人谁人不慕。锦绣才子爱，不锦绣的不才子，也爱。于
是有了金圣叹的疑问：
人即爱好，何至向西施颦眉？
续篇于原本西厢记，好比“郑桓求配”于双文。锦绣才子，宁有种乎？凭什么郑桓就不能配佳人？奈
何王实甫的双文太正，太正点，纵被《泥金报捷》、《锦字緘愁》连着两出糟蹋，待到郑桓真来在跟
前，也只能一头撞死。虽然死得莫名其妙，却也绝了天下郑桓的念想。如此也算护惜了好双文。叫人
心服口服，“食人间烟火者道杀不到”。

3、《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的笔记-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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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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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厢记》有金圣叹来评，穷幽极微处都得酬对，”知音者芳心自同，感怀者断肠悲恸“。于此之前
必有千千万万轻薄文人，谓莺莺春情难耐目挑心招种种丑态唐突美人。于此之后也必有千千万万人谓
张生“轻薄狂浪登徒子”。然此书成则圣叹与实甫已同悟同解，同得同证。胡乱指注的忤奴，渡江追
不回。

未开口说《西厢》，先恸哭古人，又言：《西厢记》是何一字？《西厢记》是一“无”字。赵州和尚
，人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曰无。是此一“无”字。
如果我说话能算数，我希望今后所有的《西厢记》都加上才子的三篇序才好，要令人就此直下洒洒落
落，如此才是好张生，好双文。就好比《倩女幽魂》一开头，不唱云雨风月，必唱”人生路...路随人
茫茫“，如此才出落得好采臣，好小倩。

其实莺莺何惧忤奴唐突，自然不用我护。彼一亮相就”尽人调戏“，而兀自”只将花笑拈“，天仙化
人，目无下土，食人间烟火者杀不到，千载空传”临去秋波“。

4、《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的笔记-第156页

        木心说张生和莺莺初试云雨情，大胆而精细，守得住诗意。木心在课堂上都没好意思讲，让大家
回去自己读。我好奇，把金圣叹点评本通读了一遍，把此段摘录出来，给大家看看。免得大家到处找
。
【元和令】绣鞋儿刚半拆。柳腰儿恰一搦。羞答答不肯把头抬，只将鸳枕捱。云鬟仿佛缀金钗，偏宜
鬏髻儿歪。
【上马娇】我将这纽扣儿松，把罗带儿解；兰麝散幽斋。不良会把人禁害，咳，怎不肯回过脸儿来？
【胜葫芦】我这里软玉温香抱满怀。呀，刘阮到天台，春至人间花弄色。将柳腰款摆，花心轻拆，露
滴牡丹开。
【后】蘸着些儿麻上来，鱼水得和谐，嫩蕊娇香蝶恣采。你半推半就，我又惊又爱，檀口揾香腮。
【柳叶儿】我把你做心肝般看待，点污了小姐清白。忘餐废寝舒心害，若不是真心耐，志诚捱，怎能

Page 12



《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

够这相思苦尽甘来？

凤凰出版社的这个版本，在【后】之后删了几句，一并找来摘录如下：
【后庭花】春罗原莹白，早见红香点嫩色。(旦云)羞人答答的，看甚么？(末)灯下偷晴觑，胸前着肉
揣。畅奇战，浑身通泰，不知春从何处来？无能的张秀才，孤身西洛客，自从逢稔色，思量的不下怀
；忧愁因间隔，相思无摆划，谢芳卿不见责。

5、《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的笔记-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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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一消遣法也。
卷之二 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
九，然其实六部书，圣叹只是用一副手眼读得。如读《西厢记》，实是用读《庄子》《史记》手眼读
得。
《西厢记》所写事，便全是《国风》所写事。雅驯，透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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