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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戏剧文学是一座伟大的宝库，继元杂剧之后，传奇是明清时期戏剧的主要表现形式，《桃花扇》
则是明清传奇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时势总是把伟大的人物及时地推向历史舞台。
孔子的第64代孙孔尚任的出生与清王朝统一中国恰好是同一个时期，他是孔子后裔中最有成就的学问
家之一，又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戏剧家。
康熙皇帝励精图治、恩威并施，巩固了皇权，满族成为中国历史上在广大汉族地区建立政权的第二个
少数民族。
公元1684年，康熙巡视江南，冬季返京，途经山东曲阜，孔尚任被推荐讲儒经，那年他36岁，正值年
富力强。
康熙帝大为赏识，给予褒奖，任他为国子监博士。
这使孔尚任感激非常。
孔尚任并未亲身经历明亡的痛苦，1686年他被派往维扬从事治河事宜期间，接触到了明朝遗民冒辟疆
等人，明朝遗民自然发思古之幽情，南明王朝那许许多多令人潸然泪下的故事融人剧作家的脑海中。
1689年返京后，经过十年的艰苦创作，数易其稿，《桃花扇》终于在1699年问世了，时年为康熙三十
八年，孔尚任52岁。
当时，京城上演《桃花扇》真是盛况空前，甚至流传到边远地区。
尽管孔尚任竭力回避正面描述清兵的武力征服，也用心良苦地用了曲笔，通过老赞礼之口，竭力歌颂
清初的太平盛世，然而终因全剧歌颂抗清英雄，贬斥降清叛逆，清廷还是委婉地罢了他的官。
孔尚任写《桃花扇》的目的是让观众和读者知道：“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
败于何事？
消于何年？
歇于何地？
”是为“惩创人心，为末世一救”的。
他要揭示短暂到只有一年有馀的南明王朝败亡的历史教训。
他认为南明灭亡是由于清兵南下和南明自身腐败的内外综合因素造成的。
南明皇帝昏庸荒淫，只知醉生梦死，及时行乐；南明权臣马士英、阮大铖之流祸国殃民，一味贪恋钱
色，卖官鬻爵，同时结党营私、报复清流(指东林、复社党人)。
可见，昏君与奸臣组成的权力核心是不可能力挽狂澜、重振山河的。
在南明内乱之时，左良玉气急身亡，在外患袭来之际，史可法只能独善其身、守义不辱、舍身尽忠而
已。
再说以陈定生、吴次尾等为领袖的复社文人，在政治上继承东林党人的主张，然而他们在“中原无人
，大事已不可问”的情况下，竞风花雪月，醉情歌舞。
因此，康熙皇帝看了《桃花扇》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弘光弘光，虽欲不亡，其可得乎！
”《桃花扇》剧中的主人公李香君与侯方域的爱情悲剧，因与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命运及南明王朝内
部忠奸斗争紧密结合，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艺术总纲——“借离合之情，写兴
亡之感”。
这就使《桃花扇》成为一个无懈可击的有机体，情节曲折、感情强烈、寓意幽深、馀韵悠扬。
在孔尚任看来，对“离合之情”只是“借”而已，而对“兴亡之感”才是“写”，“借”是从属的，
“写”是主要的。
可见，孔尚任的主观意愿是写历史，但不管他的初衷如何，《桃花扇》确实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
型性格”。
《桃花扇》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远远地超过了作者本人的认识水平，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伟大的作品就是这样，它不只是它所诞生的那个时代的辉煌，而且是永恒的辉煌。
伟大的精神并不一定是伟大人物的精神。
李香君出身地位低下，身世已不可考，从小被美丽善良的鸨儿李贞丽当做亲生女儿来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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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社领袖人物张天如、夏允彝等十分赞扬李香君色艺超群，苏昆生也是在复社文人声讨阮大铖后坚决
离开阮家做了她的教曲师傅的。
东林复社党人组成敢于和魏忠贤阉党势力斗争的清流文人团社，这样，它的社会影响也作用到了人来
人往的秦淮妓院，自然也就潜移默化地感染了李香君，在她的心中形成了朴素的正义感。
所以，当李香君得知“这些妆奁酒席，约费二百馀金，皆出怀宁(阮大铖)之手”，又听了杨龙友为阮
大铖说情的一番诡辩，而侯方域对阮大铖竟生恻隐之心时，她义愤填膺地怒斥：“官人是何说话？
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
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
”“官人徇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
”她毅然决然拔簪脱衣唱道：“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
”这正是华夏几千年文明史一直倡导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精神的真切
体现。
本来侯方域梳栊李香君只是出于苦闷，为了排解忧愁而寻欢作乐，双方只是在才华和容貌上的互相倾
慕。
通过“却奁”一事，李香君给侯方域上了一堂正气课，使他幡然悔悟。
他说：“那些社友平日重俺侯生者，也只为这点义气。
”因此，侯方域、李香君的爱情便牢固地建立在共同的人生理想和人生态度上了，正如贾宝玉、林黛
玉的爱情是建立在反封建礼教的共同思想基础上一样。
在这一点上也只有《红楼梦》与《桃花扇》交相辉映，其他的儿女风情戏，则要逊色得多。
李香君被卷入南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既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
阮大铖在不得志时，想靠近复社文人，捞取政治资本。
这点韬晦之计被李香君揭穿后，他气急败坏，伺机报复。
崇祯帝煤山自尽后，他幸灾乐祸，“幸遇国家多故，正我辈得意之秋”。
马士英、阮大铖狼狈为奸，拥立福王为帝阴谋得逞。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阮大铖必然迫害复社人士，也必然对李香君下毒手。
他怂恿马士英强迫李香君嫁魏阉馀孽田仰时说：“当年旧恨重提起，便折花损柳心无悔。
那侯朝宗空空梳栊了一番，看今日琵琶抱向阿谁？
”当杨龙友为田仰撺掇此事时，李香君以死抗争，血溅诗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对爱情的忠贞、对奸贼的抗争两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这场闹剧终由善解人意的李贞丽李代桃僵，杨龙友从中斡旋而蒙混了过去。
《却奁》、《拒媒》、《骂筵》是塑造李香君性格的三场重头戏。
南明弘光皇帝不顾国家安危，一味声色犬马、选优演戏。
李香君冒名李贞丽被征人宫，马、阮在内廷审戏时，她故做不会演戏，马士英指责她“样样不会，怎
称名妓”。
当得以允许诉述心事时，她控诉道：“拆散夫妻惊魂进，割开母子鲜血涌，比那流贼还猛。
”她指责皇帝“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南明不过是重蹈历史覆辙而已。
她怒斥马士英、阮大铖奸贼“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那是祸国殃民的奸党乱了朝纲，而
“俺青楼皆知敬重”的东林复社却受到压制。
李香君大义凛然、爱憎分明，她与时代脉搏同起伏，她与乱世风云共命运，她的个人遭遇是悲惨的，
她的精神境界是高尚的。
与李香君受马、阮集团迫害相并行的另一条线索是侯方域被迫害。
他奔逃到史可法处，协助史可法调解四镇内讧未果，又随高杰北上防河。
高杰被防河将领许定国所杀，侯方域颠沛流离，又被马、阮以清除复社文人逆党为由而监押，侯的遭
遇是南明王朝内部矛盾激化的一个缩影。
南明弘光帝及马、阮之流逃亡后，侯、李等也分别被营救而逃出宫中。
侯、李在苦苦的等待中互寻踪迹。
苏昆生带着侯、李婚姻信物桃花扇在苦苦地寻找侯方域，他们在船上相遇后桃花扇到了侯方域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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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不禁情思绵绵、感慨万端。
桃花扇象征侯、李曾经的爱情，象征他们劳燕分飞的痛苦思念。
他们在道观奇遇后，李深切地对侯说：“想杀奴也！
”猛然间，张薇道士一声断喝，割断他们的情根，双双人山修道。
侯、李的归道意味着国家、民族和个人的不幸，他们无力挽救国家和民族的衰亡，也无力改变自己不
幸的命运，或以死殉国、以死殉情，或人佛人道、苟活于世。
《桃花扇》剧把这两者有机地交织在一起，道家的“无为而治，顺其自然”成为最后的选择：躯体健
在，精神死亡。
这结局似乎有些出人意料，相爱的人在颠沛流离之后好不容易相遇了，以常人的想像，他们应该团圆
了；然而却又似乎是心甘情愿地分离了，这将意味着他们要忍受长期的痛苦的精神折磨。
以死殉情是中外最著名的悲剧主人公的结局：焦仲卿与刘兰芝、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精
神死亡的也有先例，贾宝玉皈依佛门，侯方域、李香君入了道家。
两者是相似的，无论肉体死亡还是精神死亡，都体现了悲剧艺术的原则——把美好的东西毁灭了给人
看。
《桃花扇》全剧以高超的艺术手法表达了深沉的故国哀思和浓烈的亡国之痛，激发读者、观众怀念故
国不做顺民而以民族利益为重的思想感情。
揭示了腐败亡国的沉痛历史教训，深远的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本书以康熙戊子刻本为底本，以兰雪堂本、暖红室本、梁启超注本为参校本，择善而从。
因为是为普通读者提供的读本，故而未出校勘记。
每一韵之后，有注释和短评。
书末附有“孔尚任年谱简编”、“《桃花扇》研究主要文献”及“《桃花扇》名言警句”(正文中用着
重号标出)。
由于评注者水平所限，错讹之处在所难免，诚望大方之家斧正。
评注者200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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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朝崇祯末年，南方政治中心南京尚在战乱之外，复社骨干人物侯方域心仪秦淮名妓李香君，并题诗
宫扇赠予香君，遂有朋友杨龙友为其牵线，使二人结合。
事后，发现侯方域所出之资，乃明末阉党馀孽阮大铖所助，李香君大怒，方域也受其激励而严加拒绝
，于是复社与马士英、阮大铖等结仇更深。
此时，武昌总兵左良玉被迫移兵就食南京，引起南都恐慌。
侯方域因与左良玉为世交，乃修书劝阻。
不意阮大铖竟诬方域内通左氏，迫使方域投奔在扬州督师之史可法。
李自成陷京师，崇祯皇帝自尽，马士英、阮大铖力主迎立福王朱由崧，并因迎立之功而把持南明朝政
，遂大肆逼害复社诸人，并强迫李香君作漕抚田仰之妾。
香君不从，撞柱伤额，血染方域所赠宫扇。
杨龙友怜之，采摘盆花，扭汁点染，遂成“桃花扇”，并由戏人苏昆生送于驻守黄河之侯方域。
方域闻讯，恰值黄河失守，乃急急人南京寻找香君，不判香君已被选人宫中。
侯也与吴应箕、陈贞慧等复社骨干人物被捕入狱。
清兵南下，史可法抗击失败，见南明君臣已经弃城逃亡，乃自沉长江。
方域、香君等也不约而同避难栖霞山。
在白云庵相遇后，欲重续前缘，不料被道士张薇点破，并撕碎桃花扇，侯、李二人感悟，乃双双在山
中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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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清）孔尚任　著，贾炳文，任爱玲　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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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缑山月】(生丽服上)金粉未消亡，闻得六朝香[1]，满天涯烟草断人肠。
怕催花信紧[2]，风风雨雨，误了春光。
小生侯方域，书剑飘零，归家无日。
对三月艳阳之节，住六朝佳丽之场，虽是客况不堪，却也春情难按。
昨日会着杨龙友，盛夸李香君妙龄绝色，平康第一[3]。
现在苏昆生教他吹歌，也来劝俺梳栊；争奈萧索奚囊[4]，难成好事。
今日清明佳节，独坐无聊，不免借步踏青，竞到旧院一访，有何不可。
(行介)【锦缠道】望平康，凤城东[5]，千门绿杨。
一路紫丝韁，引游郎，谁家乳燕双双。
(丑扮柳敬亭上)黄莺惊晓梦，自发动春愁。
(唤介)侯相公何处闲游？
(生回头见介)原来是敬亭，来的好也；俺去城东踏青，正苦无伴哩。
(丑)老汉无事，便好奉陪。
(同行介)(丑指介)那是秦淮水榭。
(生)隔春波，碧烟染窗；倚晴天，红杏窥墙[6]。
(丑指介)这是长桥，我们慢慢的走。
(生)一带板桥长，闲指点茶寮酒舫。
(丑)不觉来到旧院了。
(生)听声声卖花忙，穿过了条条深巷。
(丑指介)这一条巷里，都是有名姊妹家。
(生)果然不同，你看黑漆双门之上，插一枝带露柳娇黄。
(丑指介)这个高门儿，便是李贞丽家。
(生)我问你，李香君住在那个门里？
(丑)香君就是贞丽的女儿。
(生)妙妙！
俺正要访她，恰好到此。
(丑)待我敲门。
(敲介)(内问介)那个？
(丑)常来走动的老柳，陪着贵客来拜。
(内)贞娘、香姐，都不在家。
(丑)那里去了？
(内)在卞姨娘家做盒子会哩。
(丑)正是，我竟忘了，今日是盛会。
(生)为何今日做会？
(丑拍腿介)老腿走乏了，且在这石磴上略歇一歇，从容告你。
(同坐介)(丑)相公不知，这院中名妓，结为手帕姊妹[7]，就像香火兄弟一般[8]，每遇时节，便做盛会
。
【朱奴剔银灯】结罗帕，烟花雁行[9]；逢令节，齐斗新妆。
(生)是了，今日清明佳节，故此皆去赴会，但不知怎么叫做盒子会？
f丑)赴会之日，各携一副盒儿，都是鲜物异品，有海错、江瑶、玉液浆[10]。
(生)会期做些什么？
(丑)大家比较技艺，拨琴阮[11]，笙箫嘹亮。
(生)这样有趣，也许子弟人会么[12]？
(丑摇手介)不许不许！
最怕的是子弟混闹，深深锁住楼门，只许楼下赏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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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赏鉴中意的如何会面？
(丑)若中了意，便把物事抛上楼头，他楼上也便抛下果子来。
相当，竟飞来捧觞，密约在芙蓉锦帐。
(生)既然如此，小生也好走走了。
(丑)走走何妨。
(生)只不知卞家住在那厢？
(丑)住在暖翠楼，离此不远，即便同行。
(行介)(生)扫墓家家柳。
(丑)吹饴处处箫[13]。
(生)莺花三里巷。
(丑)烟水两条桥。
(指介)此间便是，相公请进。
(同人介)(末扮杨文骢、净扮苏昆生迎上)(末)闲陪簇簇莺花队，(净)同望迢迢粉黛围。
(见介)(末)侯世兄怎肯到此，难得难得！
(生)闻杨兄今日去看阮胡子，不想这里遇着。
(净)特为侯相公喜事而来。
(丑)请坐。
(俱坐)(生望介)好个暖翠楼！
【雁过声】端详，窗明院敞，早来到温柔睡乡。
(问介)李香君为何不见？
(末)现在楼头。
(净指介)你看，偻头奏技了。
(内吹笙、笛介)(生听介)鸾笙凤管云中响，(内弹琵琶、筝介)(生听介)弦悠扬，(内打云锣介[14])(生听
介)玉玎珰，一声声乱我柔肠。
(内吹箫介)(生听介)翱翔双凤凰。
(大叫介)这几声箫，吹的我消魂，小生忍不住要打采了。
(取扇坠抛上楼介)海南异品风飘荡[15]，要打着美人心上痒！
(内将白汗巾包樱桃抛下介)(丑)有趣有趣！
掷下果子来了。
(净解汗巾，倾樱桃盘内介)好奇怪，如今竞有樱桃了。
(生)不知是那个掷来的，若是香君，岂不可喜。
(末取汗巾看介)看这一条冰绡汗巾[16]，有九分是她了。
(小旦扮李贞丽捧茶壶，领香君捧花瓶上)(小旦)香草偏随蝴蝶扇[17]，美人又下凤凰台。
(净惊指介)都看天人下界了。
(丑合掌介)阿弥陀佛。
(众起介)(末拉生介)世兄认认，这是贞丽，这是香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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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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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唤介)保儿烫酒来[20]！
(杂提酒上)(小旦)何不行个令儿，大家欢饮？
(丑)敬候主人发挥。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版家庭藏书－戏曲小说卷－桃花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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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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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幺为樱桃[22]，二为茶，三为柳，四为杏花，五为香扇坠，六为冰绡汗巾。
(唤介)香君敬侯相公酒。
(旦斟生饮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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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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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好文采，还该中两榜才是[24]。
(旦斟，丑酒介)柳师父清酒。
(小旦掷色介)是茶。
(丑饮酒介)我道恁薄[25]。
(小旦笑介)非也，你的酒底是茶。
(丑)待我说个张三郎吃茶罢[26]。
(小旦)说书太长，说个笑话更好。
(丑)就说笑话。
(说介)苏东坡同黄山谷访佛印禅师，东坡送了一把定瓷壶[27]，山谷送了一斤阳羡茶[28]。
三人松下品茶，佛印说：“黄秀才茶癖天下闻名，但不知苏胡子的茶量何如？
今日何不斗一斗，分个谁大谁小。
”东坡说：“如何斗来？
”佛印说：“你问一机锋[29]，叫黄秀才答。
他若答不来，吃你一棒，我便记一笔：胡子打了秀才了。
你若答不来，也吃黄秀才一棒，我便记一笔：秀才打了胡子了。
末后总算，打一下吃一碗。
”东坡说：“就依你说。
”东坡先问：“没鼻针如何穿线？
”山谷答：“把针尖磨去。
”佛印说：“答的好。
”山谷问：“没把葫芦怎生拿？
”东坡答：“抛在水中。
”佛印说：“答的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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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又问：“虱在裤中，有见无见？
”山谷未及答，东坡持棒就打。
山谷正拿壶子斟茶，失手落地，打个粉碎。
东坡大叫道：“和尚记着，胡子打了秀才了。
”佛印笑道：“你听■■一声，胡子没打着秀才，秀才倒打了壶子了。
”(众笑介)(丑)众位休笑，秀才利害多着哩。
(弹壶介)这样硬壶子都打坏，何况软壶子[30]。
(生)敬老妙人，随口诙谐，都是机锋。
(小旦)香君，敬你师父。
(旦斟，净饮介)(小旦掷介)是杏花。
(净唱介)“晚妆楼上杏花残，犹自怯衣单[31]。
”(旦向小旦介)孩儿敬妈妈酒了。
(小旦饮干，掷介)是樱桃。
(净)让我代唱罢。
(唱介)“樱桃红绽，玉粳白露[32]，半晌恰方言。
”(丑)昆生该罚了，唱的唇上樱桃，不是盘中樱桃。
(净)领罚。
(自斟，饮介)(小旦)香君该自斟自饮了。
(生)待小生奉敬。
(生斟、旦饮介)(小旦掷介)不消猜，是柳了，香君唱来。
(旦羞介)(小旦)孩儿腼腆，请个代笔相公罢。
(掷介)三点，是柳师父。
(净)好好！
今日是他当值之日。
(丑)我老汉姓柳，飘零半世，最怕的是“柳”字。
今日清明佳节，偏把个柳圈儿套住我老狗头。
(众大笑介)(净)算了你的笑话罢。
(生)酒已有了，大家别过。
(丑)才子佳人，难得聚会。
(拉生、旦介)你们一对儿，吃个交心酒何如？
(旦羞，遮袖下)(净)香君面嫩，当面不好讲得；前日所订梳栊之事，相公意下允否？
(生笑介)秀才中状元，有什么不肯处？
(小旦)既蒙不弃，择定吉期，贱妾就要奉攀了。
(末)这三月十五日，花月良辰，便好成亲。
(生)只是一件，客囊羞涩，恐难备礼。
(末)这不须愁，妆奁酒席，待小弟备来。
(生)怎好相累？
(末)当得效力。
(生)多谢了。
【小桃红】误走到巫峰上[33]，添了些行云想，匆匆忘却仙模样。
春宵花月休成谎，良缘到手难推让，准备着身赴高唐[34]。
(生作辞介)(小旦)也不再留了。
择定十五日，请下清客，邀下姊妹，奏乐迎亲罢。
(小旦下)(丑向净介)阿呀！
忘了，忘了，咱两个不得奉陪了。
(末)为何？
(净)黄将军船泊水西门[35]，也是十五日祭旗，约下我们吃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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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这等怎处？
(末)还有丁继之、沈公宪、张燕筑[36]，都是大清客，借重他们陪陪罢。
P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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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桃花扇(修订版)》是中国清代著名的传奇剧本，作者是孔尚任，是他经历十余年三易其稿而完成的
。
此剧表现了明末时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吴次尾、陈定生为代表的清流同以阮大铖和马士英为代表的权
奸之间的斗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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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通过侯方域和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表现南
明覆亡的历史，并总结明朝300年亡国的历史经验，表现了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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