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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源远流长，历经数千年的流淌，留给

世人难以计数、浩如烟海般的书籍。其中最为璀璨夺目的，是

那些古今中外久经时空考验的名家传世著作。这些名著都凝

聚了人类思想的精华，深入并改变着我们的言行与思想，成为

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不朽佐证。

世事境迁，斗转星移，这些名著创作的时代与我们已经相

去甚远。我们如何在当今的社会情况下解读这些宝贵的精神

财富，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为社会生活服务，已成为今天

人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中外名著

解读丛书》。

本套丛书共分３８册，都是从人类历史上流传广泛、影响

深远的中外名著中精选而出的。在各个分册当中我们设置了

多个栏目，例如必读理由、作者小传、写作背景、内容概要、精

彩篇章、妙语佳句、作品解读、作品影响、名家评论、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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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书中图文并茂，语言通俗易懂，内容深入浅出，力求多

角度地解读这些中外名著，提炼出作者创作的主旨，为广大读

者提供指导性的阅读建议。

本套丛书在选编过程中由于涉及面广，时间仓促，有误之

处，欢迎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指教批评，以便今后修订完善。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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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书书

·１　　　　·

必读理由

　　 （１）……………………………………………………

作者小传

　　 （２）……………………………………………………

写作背景

　　 （６）……………………………………………………

内容概要

　　 （１０）…………………………………………………



·２　　　　·

精彩篇章

　　 （１５）…………………………………………………

妙语佳句

　　 （８４）…………………………………………………

作品解读

　　 （８８）…………………………………………………

作品影响

　　 （１４５）…………………………………………………

名家评论

　　 （１４８）…………………………………………………

相关链接

　　 （１５２）…………………………………………………



书书书

西厢记

１　　　　

必读理由

《西厢记》位列我国古代“十大才子书”之六，在体裁上

突破了元杂剧每剧四折的体例，大大扩展了篇幅，结构严

谨，场次洗练，文辞优美，诗意浓郁，体现了元杂剧的辉煌成

就，在戏剧发展史上影响深远，并有“新杂剧，旧传奇，《西厢

记》天下夺魁”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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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王实甫像

王实甫（约公元１２６０年—１３３６年），元代大都（今北

京）人，著名剧作家，《西厢记》为其代表作。

王实甫早年为官，宦途坎坷。他常在演出杂剧及歌舞

的市井出入，是个不拘封建礼法、混迹勾栏的文人。晚年弃

官归隐，过着吟风弄月，纵游山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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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鬼簿》说他“名德信，大都人”，并记录了他十三种杂

剧。从他在《破窑记》中流露的“世间人休把儒相弃，守寒窗

终有峥嵘日”的思想和在《丽春堂》中抒发的宦海浮沉的感

叹看来，他可能是一个在仕途失意的文人。明初贾仲名吊

王实甫的《凌波仙》词说：“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

风风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显然他也是一个熟悉

当时勾栏生活的剧作家。王实甫的戏剧除《西厢记》外，现

在流传的还有《丽春堂》《破窑记》两种，以及《芙蓉亭》《贩茶

船》的各一折曲文，成就都不很高。只有《破窑记》写吕蒙正

与刘月娥的爱情故事，影响比较大。《西厢记》一经问世就

深受读者欢迎。因此，贾仲名的《凌波仙》词又说他“作词

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

下夺魁”。

剧本描写张生在寺庙中遇见崔相国之女崔莺莺，两人

产生爱情，通过婢女红娘的帮助，历经坎坷，终于冲破封建

礼教束缚而结合的故事。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有鲜明深

刻的反封建的主题。张生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已经不再

停留在“才子佳人”的模式上，也没有把“夫贵妻荣”作为婚

姻的理想。他们否定了封建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

传统联姻方式，追求真挚感情，爱情已被置于功名利禄之

上。《西厢记》结尾处，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面地表达

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表达了反对

封建礼教、婚姻制度的进步主张，鼓舞了青年男女为争取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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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婚姻自主而抗争。《西厢记》之所以能成为元杂剧的“压

卷”之作，不仅在于其表现了反对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的进

步思想，还因为它在戏剧冲突、结构安排、人物塑造等方面，

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西厢记》的戏剧冲突有两条线

索。一条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老夫人”与崔莺莺、张生、红娘

之间展开的冲突。这是维护封建礼教的封建势力和反对封

建礼教、追求婚姻自主的叛逆者之间的冲突。此外，《西厢

记》还有由崔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种种矛盾引起的另一

条戏剧冲突的线索，这些冲突虽然属次要，却是大量的，错

综复杂的，常常和主要矛盾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推动戏

剧情节一环扣一环地发展，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

《西厢记》的角色不多，但情节曲折，安排合情合理。

《西厢记》的结构规模在中国戏剧史上是空前的。它突破惯

例，用长篇来表现一个曲折动人的完整爱情故事。因此它

避免了其他元杂剧由于篇幅限制而造成的剧情简单化和某

种程度的模式化的缺点，能够游刃有余地展开情节、刻画人

物，这是王实甫的一个创举。

王实甫的《西厢记》问世以后，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

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版本数量众多，流传至今的明清刻

本约有一百种。

明清两代的众多学者对《西厢记》评价很高，直到近现

代，《西厢记》的各种版本依旧活跃在舞台上，备受人们的

赞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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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之窗

想一想

１．史书上关于王实甫的记载少之又少，人们只能在一

些古籍当中找到关于他的只言片语，由此可见古代剧作家

的地位是很低下的。请问你如何看待这一事实？

２．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他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在我国

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一

美好的愿望，请问你如何理解这一愿望？

做一做

１．元代杂剧创作旺盛，众多作品交相辉映，而《西厢记》

被认为是元杂剧的“压卷”之作。请你结合其内容，谈谈你

对《西厢记》这一地位的认识。

２．请你通过上面关于王实甫比较少的介绍，以及他所

创作的杂剧，谈谈你对王实甫的认识，说说他为什么能够创

作出《西厢记》这样伟大的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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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的故事，直接来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

莺传》。此外，流传的西洛书生张浩与东邻女李莺莺逾墙相

会，终成眷属的故事和蒲妓崔徽为裴敬中憔悴而死的传说，

在题材和人物、情节上对《西厢记》也都有某种影响。

《莺莺传》写唐代贞元年间书生张生与少女崔莺莺从恋

爱、结合到离异的悲剧故事。作者元稹可能受到《游仙窟》

的影响。所谓“游仙”，本意写嫖妓宿娼；所谓“会真”，实质

是写偷情艳遇。所以作者抱着欣赏文人风流韵事的态度，

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加以肯定。但崔莺莺的悲剧形象和

悲剧命运赢得了人们的同情，一些文人诗作中不时提到“莺

莺”和“待月西厢”的事。

到了宋代，崔、张故事十分流行。秦观、毛滂的《调笑

令》以一诗一词咏唱这个爱情故事，使它成为歌舞曲词。后

来又有小说《张公子遇崔莺莺》，见于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的
《绿窗新话》。此外，罗烨的《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记有

小说《莺莺传》。赵令的鼓子词和《绿窗新话》中的《张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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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崔莺莺》，与元稹的原作不同，它们都删去了传奇小说文

中张生诋莺莺为“尤物”“妖孽”的部分，赞赏莺莺的真情，同

情她的命运，并对张生的行为颇有微词。

金代的董解元曾将这个故事改编为长篇《西厢记诸宫

调》。它共１４宫调，１９３套组曲，在主题思想和人物塑造上

都与《莺莺传》有根本的差异，结局是张生和莺莺双双私奔

并最终团圆。《莺莺传》中矛盾的双方是张生和莺莺，导致

莺莺悲剧命运的因素，是张生的薄情。而《西厢记诸宫调》

中的基本矛盾是争取婚姻自主的崔、张和以崔母为代表的

封建势力，这就使作品具有明显的反抗封建礼教的思想。

与此相联系，《西厢记诸宫调》中主要人物的性格有了很大

的变化，从《莺莺传》到《西厢记诸宫调》，崔母从一个性格软

弱的老婆婆，成为封建势力的维护者，崔、张婚姻的直接障

碍。张生从一个思想感情上存在矛盾的负心汉，变成一个

用情专一、敢于反抗封建礼教的多情种。而莺莺的形象则

显现出鲜明的反抗性。《西厢记诸宫调》删去了莺莺所说的

“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一类话，并写她和张生一同投

奔了白马将军。

王实甫的《西厢记》以《西厢记诸宫调》为基础，在一些

关键的地方作了修改，从而弥补了原作的缺陷。这主要表

现在：一方面删减了许多不必要的枝叶和臃肿部分，使结构

更加完整，情节更加集中；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让剧

中人物更明确地坚守各自的立场———老夫人在严厉监管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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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坚决反对崔、张的自由结合、维持“相国家谱”的清白与

尊贵上毫不松动。张生和莺莺在追求爱情的满足上毫不让

步，他们加上红娘为一方与老夫人一方的矛盾冲突于是变

得更加激烈。这样，不仅增加了剧情的紧张性和吸引力，也

使得全剧的主题更为突出、人物形象更为鲜明。再加上它

的优美而极富于表现力的语言，使得这一剧本成为精致的

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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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之声

想一想

１．《西厢记》是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之上，经过作者的改

编和再创作而写成的。请问你如何理解认识作者根据前人

的创作改编再加工这一创作模式？

２．请你比较一下《西厢记》与《莺莺传》《西厢记诸宫调》

两部作品的异同，说说它们各自的特点和你对此的理解

认识。

做一做

１．请你找到《莺莺传》和《西厢记诸宫调》两部作品，仔

细阅读，然后谈谈它们对《西厢记》的影响和《西厢记》对它

们的改造之处。

２．《西厢记》之所以几百年来为人们所喜欢，主要是因

为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冲破了门第的藩篱，终成眷属的结

果满足了人们内心反对不公平现实的愿望。请你谈谈你对

崔张爱情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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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唐代，张生入京赶考，路过河中府，想顺便

探望一下小时的同学、现在统领十万大军镇守蒲关的白马

将军杜确。听说普救寺是当地的名胜古刹，闲中便往一游。

游玩之时，蓦然间遇到一位绝色佳人，惹得他“眼花缭乱口

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原来这位佳人乃是崔相国府的小

姐莺莺，身边陪着的是丫鬟红娘。此刻她正与母亲崔老夫

人护送其父棺柩至博陵安葬，为乱兵所阻，只得在普救寺的

西厢暂住，并写信入京，叫侄儿郑恒前来迎接。

为了能够接近莺莺，张生也在普救寺住下，当他听说崔

家要为老相国做斋超渡时，便也要求老和尚带一份斋追荐

自己的父母。红娘接洽好做斋之事从方丈室走出，迎面撞

见早已守候在门外的张生。张生连忙深深一揖，说道：“小

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氏，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

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红娘又好气又好恼，回去告

诉莺莺，莺莺暗暗把此事记在心上。晚上，莺莺在花园中焚

香祝祷，诉述一腔悲绪。这时张生隔墙听到莺莺长叹，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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