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厢记读后感 

西厢记读后感（精选 30 篇） 

细细品味一本名著后，相信你心中会有不少感想，需要回过头来

写一写读后感了。怎样写读后感才能避免写成“流水账”呢？下面是

小编整理的西厢记读后感（精选 30 篇），欢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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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戏剧《西厢记》后，颇具震撼与欣赏，因为之前只是在听老

师讲这部极具价值的杂剧，就饶有兴趣，尤其想进一步深入了解它，

于此对其剧情有了大概认识。 

整个戏曲的情节跌宕起伏、曲折波澜，却表现得极丰富、生动，

王实甫细致地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使

女主角莺莺的性格显得十分突出，同时也展示了中国古代女子的含羞

与矜持，充满了女性的另一种美。 

在整场戏剧中，分为 4 个高潮，一线贯串是指整部作品自始至终

都是以崔、张二人的爱情作为情节发展的线索。二类矛盾是指以崔、

张、红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和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之间的根本性

矛盾，以及崔、张、红之间的误会性矛盾。这两类矛盾构成了两种不

同的戏曲冲突，二者相互作用，共同发展，从而使剧情生动曲折。三

个人物是指处于全剧结构中心的崔、张、红三个主要人物。整部戏就

是以这三个人物为中心，通过情节发展来展示性格，又通过性格来展

开冲突。《西厢记》全剧情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六次高潮，即寺警、

赖婚、闹简、赖简、拷红和争婚。全剧既有统一的线索，又有六大转

折，因而使剧情波澜曲折，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戏剧中刻画的四个人物中，张生，一方面执着追求爱情，一方面

对莺莺的心思捉摸不定。莺莺，她既要克服封建礼教长期对他的影响，

更要躲开老夫人的耳目，又不得不表现小姐的尊严与矜持，所以充满

了顾及与尴尬，这种种的客观因素困扰着她。而在其过程中，各个人

物的心理与性格特征尤其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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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描写的是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其间红娘是关键

人物，无论郑桓、张生在想获得崔莺莺时都突显了红娘的作用，我想，

红娘在今天应该是媒人或是引荐人形象吧，而一个人的生命中遇到一

个助自己事业有成的推荐者、指引者是很重要的。 

《西厢记》中描写的爱情也收到了崔母的阻拦。即运用门第不相

配加以阻挠。在我看来，当今社会，不愿将自己女儿嫁与穷酸小子也

存在，父母在乎豪门，在乎家庭条件，他们是怕女儿吃苦，但忘了女

儿是否开心幸福，与其嫁给有钱人得辛酸孤独，倒不如嫁个重情重义

的穷酸小子得幸福快乐。我想：现在穷，只要上劲，努力，将来肯定

什么都会有的，所以，我想，有情人还是眷属的好。今天读完《西厢

记》突然有感于身边的大学情侣们，有些人甜言蜜语，有些人相互迁

就，有些人相互鼓励，相互帮助……但这浮云烟花，多少能长久，曾记

得有一个女生，因为家长不同意她谈恋爱，而她又不愿放弃那个真心

爱着她的男孩，在亲情与爱情之间。她选择了跳楼来解决这一矛盾，

转念之间成了植物人，痛心之余，我们不禁疑问：她成为植物人，谁

之过？所以我觉得，父母与孩子在对待恋爱问题上能否保持冷静，大

学生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培养强劲的心理承受能力至关重要，除此之

外，我觉得，大学生情侣们应更像《西厢记》中张生和崔莺莺那样，

要郎才佳人。 

应相互帮助，共同努力，更多些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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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是中国古典名著之一，主要讲述了崔莺莺与张生的缠

绵曲折的爱情故事，表现了两人为了爱情而敢于与命运，封建制度等

抗争的爱情故事。 

故事的主要内容是：崔相国死了，夫人郑氏携小女崔莺莺，送丈

夫灵柩回河北安平安葬，途中因故受阻，暂住河中府普救寺。崔莺莺

与红娘到殿外玩耍，碰巧遇到书生张生。张生见到莺莺容貌俊俏，为

能多见上几面，便住进西厢房。 

张生从和尚那知道莺莺小姐每夜都到花园内烧香。他来到后花园

内，偷看小姐烧香。张生夜夜苦读，感动了小姐崔莺莺，她对张生即



生爱慕之情。 

叛将孙飞虎听说崔莺莺有倾国倾城之容，西子太真之颜。便率领

五千人马，将普救寺层层围住，限老夫人三日之内交出莺莺做他的压

寨夫人。正当大家束手无策时，张生先用缓兵之计，稳住孙飞虎，然

后写了一封书信给杜确，让他派兵前来，打退孙飞虎。但崔老夫人在

酬谢席上以莺莺已许配郑恒为由，让张生与崔莺莺结拜为兄妹，使张

生和莺莺都很痛苦。 

自那日听琴之后，多日不见莺莺，张生害了相思病，趁红娘探病

之机，托她捎信给莺莺，莺莺回信约张生月下相会。夜晚，莺莺在后

花园弹琴。张生听到琴声，急欲与小姐相见，便翻墙而入，莺莺见他

翻墙而入，反怪他行为下流，发誓再不见他，致使张生病情愈发严重。

莺莺借探病为名，到张生房中与他幽会。 

张生考得状元，写信向莺莺报喜。这时郑恒又一次来到普救寺，

捏造谎言说张生已被卫尚书招为东床佳婿。于是崔夫人再次将小姐许

给郑恒，并决定择吉日完婚。恰巧成亲之日，张生以河中府尹的身份

归来，征西大元帅杜确也来祝贺。真相大白，郑恒羞愧难言，含恨自

尽，张生与莺莺终成眷属。 

看完这本书，让我对男女主人公那种为了爱情而奋不顾身地抗争

精神印象深刻，他们勇敢地追求爱情，即使备受相思的煎熬也不放弃。

他们是不幸的，生活在封建皇朝中，受到父母之命等摆布，无法自由

追求爱情。但同时他们也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对爱情坚定不移的追求，

让他们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结为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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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杂剧的四大爱情剧包括《拜月亭》、《西厢记》、《墙头马

上》、《倩女离魂》，在这四部剧作里，《西厢记》是我唯一一部从

头读到尾的作品。 

对于西厢记，恐怕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便是剧中的人物了，剧中主

要人物张生、崔莺莺、红娘，各自都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彼此衬托，

相映成辉。就崔莺莺这个人物个性，就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地方。 

出身名门家道中落的崔莺莺，带着青春的忧郁上场。封建社会中，



女子常被教化“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以及“三从四德”。

崔莺莺也是这个大背景下生出的大家闺秀。但是当她遇到了风流俊雅

的张生，彼此就像磁石般互相吸引，当她分明觉察到一个陌生男子注

视着自己，但她的反应是“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剧本写红娘催

促她回避，而她的反映是： 回顾觑末下。 此时莺莺的这种举止已将封

建礼教的规矩抛之于脑后，这一细微的动作中，不难想象莺莺以后性

格发展的走向。此时年龄的她似乎还带着青春期的小小叛逆之心，但

是她却毕竟是封建礼数教化下的大家闺秀，一方面她强烈追求爱情，

似乎让人值得敬佩，但是另一方面她对红娘却也有所顾忌，所以她的

性格显得热情而又冷静，聪明而涉狡狯，当看到她有时一本正经，有

时黠谲多端，有时又扭捏尴尬时，让人哑然失笑。 

《西厢记》中的鲜明的人物性格，还有很多值得人们赞叹和研究

的地方，其实这些人物性格也是成就者一部古代经典爱情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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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西厢记》时，只因一个虚名，元杂剧压轴之作。读了之后

我便后悔了，觉的枯燥无味无心再读，于是我就把它弃掷一旁。之后

我收拾书本时发现了它，一时兴起便有读了起来。读完之后，我得出

一个真理——什么是好书，就是耐读的书。 

该书辞藻华丽，情节生动，文笔精湛，令人爱不释手。长亭送别

这一出是我最最喜欢的，该曲曲情凄婉缠绵，辞句清丽俊秀，声调婉

转秀美。将莺莺的离愁别恨表现的淋漓尽致，使全文弥漫着一种淡淡

的和无法言说的哀愁。 

该折主要描述莺莺为张生送别时的情景，以及分手后莺莺的伤别

后忧虑的感受。该折不仅仅词句优美，还借用了超多的曲调。“碧云

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堪称为当中的压卷之作。。 

前四句一句一景，巧妙的利用秋景来营造一种凄凉的气氛，侧面

烘托了莺莺复杂的内心世界。后两句一问一答，使得景物深含离人的

主观色彩，经霜树叶如痴如醉，其实那是离人的血染就的。这两句不

仅仅说明时刻季节，更是绘出莺莺的泪眼之情态，将离别之情描绘的



更为凄切，从而表现出一个多情女子的形象。 

古往今来又何止一个崔莺莺，大家所熟知的梁山伯祝英台至死不

渝的感情，以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她们不畏封建势力的迫害，

敢于同封建势力作斗争，正因要实现自我的理想。咱们就应学习她们

这种执着的信念，坚持不懈的精神，为自我的梦想抱负而奋斗。至于

感情，咱们还没有到享受它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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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杂剧四部爱情剧包括《拜月亭》，《西厢记》，《墙头马上》，

《倩女离魂》。这四部剧里，《西厢记》是我从头到尾看的唯一一部。 

《西厢记》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剧中人物了。剧中的主要人

物，张生、崔莺莺和媒人，有着各自鲜明的个性，他们相互映衬。就

崔莺莺的个性而言，有许多有趣的地方。 

崔莺莺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生活在家庭的中间，他带着青春的

忧郁玩耍。在封建社会，妇女经常被教导“不说恶，不见恶，不听恶”

和“三从四德”。崔莺莺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生的好家庭。但当她遇

到浪漫优雅的张生时，她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对方。当她明显注意到一

个陌生男人在盯着自己看时，她的反应是“抱着香肩，只有笑扭花”。

剧本里媒人催她回避，她回应是：最后回头看。此时盈盈的行为已经

忘记了封建礼教的规则，盈盈的性格未来的发展趋势不难想象。这个

年纪的她，青春期好像有点叛逆的心，但毕竟是封建礼教下的好家庭。

她一方面强烈追求爱情，看似让人佩服，但另一方面也对媒人有所顾

忌，所以性格温婉从容，聪慧狡诈。当她看到自己有时严肃，有时笨

拙，有时笨拙时， 

《西厢记》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人物，值得人们钦佩和研究。事

实上，这些人物也是成功者创作的一部古代经典爱情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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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曲的现实主义杰作，它改编至一个悲剧

故事《莺莺传》。作者王实甫根据前人的改编，再结合自己的创作，

最终将一个大悲剧改成大团圆，打破了封建礼教思想。从这点说，王

实普确实是一个反封建思想剧作家。 



《西厢记》的情节错综，跌宕起伏，人物描写个性鲜明，富有很

强的戏剧性。通过不同的曲词，刻画不同人物的性格。起初，张生是

一个穷苦的秀才，而崔莺莺的身份却是相国小姐，身份的设定不可谓

不悬殊，用古代的说，这是“门不当户不对”，可偏偏两人的姻缘被

月老撮合在一起。郎才女貌，本来是很般配的一对，但败在两个人面

前的封建的等级制度，注定不可能在一起的。张生最终考中状元，得

到了社会的地位，但是心中从未忘记崔莺莺，“梦魂儿不离了蒲东

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可以说，《西厢记》是讲述二人从相知，

到相爱，到最后相守的故事。崔莺莺在乎张生的功名吗？答案是否定

的，崔莺莺从来没有嫌弃过张生的出生，也不在乎张生到底能不能高

中。在长亭送别张生的时候，崔莺莺说，“疾便回来”，我们也可以

看出，张生能不能得官，她是不在乎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二人的

爱情是纯洁的，是凌驾于物质、地位之上的，这是作者对爱情的看法。

他用张生和崔莺莺的完满结局打破了封建礼教的约束，在封建社会能

有这样的想法，真是难能可贵。 

反封建的思想是《西厢记》的主题，而这一观点也影响到了后世

文人。汤显祖的《牡丹亭》，曹雪芹的《红楼梦》等都是反封建思想

的代表作，不同程度上都是继承了王实普的思想。无怪乎后世有人评

价《西厢记》为“天地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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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最真的是亲情，最深的是友情，最琢磨不透的是爱情。 

爱情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更是遥不可及。但是王仕普的《明月

三五夜》让我明白了他对爱情的诠释，也让我知道了一对年轻男女的

憨直之爱。我钦佩他们敢于反对封建势力。 

刚看《西厢记》的时候只是个假名，元杂剧大结局。看完之后，

我后悔了。我觉得无聊，不想再读一遍，就扔在一边了。后来收拾的

时候发现了这本书，心血来潮就开始看。看完之后，我得出一个道理

——。什么是好书，什么是耐久书。 

这本书修辞华丽，情节生动，文笔细腻，让人爱不释手。亭子的

告别，属于我最爱的。歌曲多愁善感，优美动听，语气婉转动听。把



盈盈的哀怨和恨意表现到极致，让全文充满一种淡淡的说不出的哀怨。 

此折主要描写盈盈告别张生时的情景，以及离别后的焦灼感。这

个折不仅好看，还借了很多曲子。“蓝天，黄花，西风紧，北雁南飞。

黎明来临，霜林中谁醉？总是泪流满面。”堪称其中最重要的作品。 

前四句一句一景，巧妙地利用秋景营造出一种萧瑟的氛围，凸显

了盈盈复杂的内心世界。两个问答下来，风景深深地脱离了人的主观

色彩，磨砂的叶子如痴如醉。其实是脱离人的血液的。这两句话既说

明了时间和季节，又刻画了盈盈含泪的眼神，使离别更加伤感，从而

表现出一个多情女子的形象。 

古往今来，不止一个崔莺莺，众所周知的梁山伯和祝英台至死不

渝的爱情，还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他们不怕封建势力的迫害，

敢于反抗，因为他们想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应该学习他们执着的信

念和不懈的精神，为他们的梦想和抱负而奋斗。至于感情，我们还没

到享受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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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无事闲看，遇到《西厢记》，将其小说版看完。 

用现代人（其实准确地说，我们国人现在还不能算是现代人，顶

多现代人的初级阶段而已）的眼光来看，王实甫用不错的文笔讲述了

一个磨磨唧唧但又很有味道的爱情故事。 

张生一见倾心崔莺莺，经过退贼赖婚、门第赖婚、状元蜚语等几

波浮起，终于抱着美人归的圆满故事。故事最精彩处在红娘往返与莺

莺和张生之间，张生和莺莺书信往来，以致花影重叠的精细描写。比

如“有闰年闰月何不闰个五更”，再比如“恨不能拜托枫树林梢挂住

那已经西斜的太阳”，情爱洗礼，跌宕机谋，很多章节读罢让人很是

入味。也想起了《聊斋》里的男男女女，但故事多凄婉玄幻，云雨直

白，远非《西厢记》的绵思清悠所能比也。 

试想古人在传统礼教的压迫下争取婚爱自由是何其难也。又试想

那古人安全措施不健全，往往一夜之欢而玷污清白，又何其悲也。再

试想古代很多婚姻只是条件的比较和父母的总承包，失之太多的人生

创意，又何其憾也。 



或许也正缘于此，才有那么多动人的故事流传：牛郎和织女的相

遇，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私奔，范喜良和孟姜女的悲剧，周郎与小乔

的绝美，曹植对甄氏相思入骨，范蠡携西施泛舟江湖，以及梁祝化蝶、

娥皇哭虞舜、神女会襄王、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苏小小风华残落

历代伤…… 

某一年，绍兴的夜晚，独自来到沈园，看墙上依旧残留着当年的

词，听婉转悠长的越剧《钗头凤》，想起陆游和唐婉凄美的爱情，心

潮澎湃，久难平息。 

想起了央视百家讲坛的有个老教授，评论古代中国经典中的爱情，

讲到动情处竟是手抖声颤。这些爱情串起来，就是一部伟大的史诗。 

西厢记读后感 篇 10 

提到王实甫的《西厢记》最先想到的人物必是崔莺莺，最能见出

作者深厚艺术功力的，也要算是崔莺莺。别林斯基说过：“真正艺术

的作品永远以其真实、自然、正确和切实去感染读者，以致读完之后，

其中所描绘的人物好像活人一样，使你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他们。” 

在《西厢记》中，崔莺莺是和红娘互相映照的极其成功的艺术形

象。如果说，红娘的性格有点像出谷长风，那么，崔莺莺则属于幽林

曲涧式的人物，细腻隽永，柔美恬静。崔莺莺是元代人民群众民主思

想在剧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她一经诞生就又成为封建社会中争

取自由幸福的无数青年男女的精神鼓舞，同时她还给人们以赏心悦目

的艺术享受。可以说，崔莺莺这一艺术形象，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体。 

关于《西厢记》主题思想的看法，学术界基本上众口一词认为

《西厢记》是反封建。这种矛盾、含混的说法显示了人们在《西厢记》

的主题思想上所处的困境，也透露了人们需要对《西厢记》的主题思

想重新认识。崔莺莺和张珙二人从相爱到结成婚姻经历了一个在“礼”

的约束中挣扎、冲破“礼”的约束而结合，到最终结成婚姻，也就是

回归“礼”的过程。 

应该要在这样的文字与已经当中感受美，慢慢享受这种美…… 

西厢记读后感 篇 11 

说到王实甫的《西厢记》，第一个想到的是崔莺莺，最能看出作



者艺术功力深厚的也是崔莺莺。别林斯基说：“真正的艺术作品总是

以其真实性、自然性、正确性、实用性感染读者，让读者读完之后，

其中所描绘的人物就像是活生生的人，让你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 

在《西厢记》中，崔莺莺是一个极其成功的艺术形象，用红娘反

映出来。如果说红娘的性格有点像顾长风，那么崔莺莺属于幽林的性

格，细腻而有意味，温柔而安静。崔莺莺是元杂剧作家心中反映人民

民主思想的产物。她一出生，就成为封建社会无数争取自由幸福的青

年男女的精神鼓舞。同时，她也给人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可以说，

崔莺莺的艺术形象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 

学术界基本认同《西厢记》是反封建的。这种矛盾而暧昧的说法，

展示了《西厢记》主题中人们的困境，也揭示了人们需要重新理解

《西厢记》的主题。从恋爱到结婚，崔莺莺和张勋经历了一个在“礼

仪”的束缚中挣扎，突破“礼仪”的束缚，最终结婚，即回归“礼仪”

的过程。 

你应该已经感受到了这句话中的美，并且慢慢地享受这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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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戏曲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不但数量之多，经典之多，戏曲

的作品也能体现出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思想境界。因此，在拜读完《牡

丹亭》以后，我又马不停蹄的借来了《西厢记》进行研读。研读并不

过半，却要写读书笔记了，害怕有些人看了之后又嘲笑说不过是应付

任务，我还是解释一下，此篇读后感只是个人之拙见，还请见谅。 

版本介绍：《西厢记》 王实甫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北京第

1 版。这个版本是横排简体的版本，虽然可能缺乏竖排繁体的风韵和优

雅，但是仍不能盖过经典饱经风霜的清香。 

其实《西厢记》的故事雏形最早是出现在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

传》里，而这部小说其实就是以元稹自己的人生经历为题材提笔写下

的。小说中的穷书生张生起先疯狂且热烈的追求着崔莺莺小姐，却在

仕途利益面前低头，最终娶了另一高门下的女子，对崔莺莺始乱终弃。

而在《西厢记》中，作者是以张生和莺莺的故事为主线，但是结局一

改张生负心汉的形象，改为了两人得以终成眷属，这也体现出了王实



甫内心中对爱情的期望和对未来生活和情感的希望和期盼。 

《西厢记》的故事是围绕着主人公张生和崔莺莺展开的。张生是

一个赴京赶考的穷书生，而相较之下，崔莺莺是一个貌美如花的崔相

国家的千金，本是门不当户不对，是一对连上天都不眷恋的男女。但

是从张生开始，两个人都不甘屈于命运。两人一见钟情，张生看崔莺

莺看的神魂颠倒，六神无主，不禁感慨“我死也！”；而崔莺莺在与

张生吟诗对唱之后，心生情感，说道“昨宵个锦囊佳制勾引，今日个

玉堂人物难亲近。这些时坐又不安，谁又不稳，我欲待登临又不快，

闲行又闷，每日价情思睡昏昏。”但是现实总是残酷，本有一个机会

若张生能够献策解孙飞虎之围，夫人便让张生娶莺莺为妻，但是夫人

并没有兑现诺言，而是让两人以兄妹相称。两人伤心难过，但是情难

却，每晚弹琴诉心意，最后竟两人或是神情恍惚，或是病卧在床。而

莺莺的贴身女婢红娘为两人向夫人求情，最终夫人心软，答应若是张

生赴京考取功名便成全两人。张生考取状元，但此时郑家少年郑恒来

向莺莺求亲，并说谎说张生已经另娶高门。就在郑恒和莺莺就要拜堂

之时，张生以河中府尹的身份归来迎娶莺莺，郑恒则灰溜溜离开，两

人终成眷属。 

在对于人物的刻画中，其实两人各有时代和人性的缺陷，并不如

此完美。张生生来一个多情种，一开始看到莺莺时就不停称赞“你道

是河中开府相公家，我道是南海水月观音现。”但令人惊讶的是，他

在面对莺莺的奴婢红娘的时候，竟也说“若共他多情的小姐同鸳帐，

怎舍得他叠被铺床。”这样实在不妥。而莺莺其实也并不全然大家闺

秀，她端着相国家千金的架子，喜欢张生不愿说出来，还虚伪假装的

试图掩盖自己的情感，实在让人难以捉摸。 

而在整篇《西厢记》看下来，作者试图在通过故事的娓娓道来，

抒发出自己对封建等级制度和门当户对习俗的不满和控诉，用崔莺莺

和张生两人向命运的反抗，最终两人在一起了的情节，和一开始就由

于地位高低排斥张生的相国夫人作对比，由此更突出了对青年男女恋

爱自由的追捧。而故事虽有诸多坎坷，但是能够看出来，张生最终考

取状元，并与莺莺双宿双飞，作者其实是写出了自己的一种期望。无



论是后世的《牡丹亭》还是《金瓶梅》，爱情总是一路的阻碍和荆棘，

《金瓶梅》中，几个女人甚至为了对爱情和利益的欲望勾心斗角，丑

陋不堪。而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两人即使爱情被阻，仍能以琴

声传情；即使张生病倒，两人还能够见面甚至幽会。所以我认为相较

之下《西厢记》更能够体现出的是作者的希望和期盼。 

至于我们，不要被一时的肾上腺激素冲昏了头脑，趋之若鹜根本

不具任何理智，但青春何妨不该疯狂一把呢？愿有情人终成眷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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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是我国古代四大古典爱情戏曲之一，为元代王实甫所

作。先讲讲大致故事：张生对前相国小姐崔莺莺一见钟情，恰遇良机，

致书信求援击退强寇，救崔氏一家于水火。得婚约，然敌退后崔夫人

毁约，竟使张生莺莺以兄妹相交。张生郁郁寡欢，幸得红娘相助，与

莺莺互通书信，制造巧遇，终使莺莺动心。又经跳东墙乌龙，莺莺一

封书信至，终成好事。崔夫人怒不可遏，却只能允了。张生进京赶考，

莺莺长亭送别。中状元，张生会见夫人，对质郑恒，一家共团圆。故

事是圆满结局，皆大欢喜。 

且就故事情节来看，一波三折。张生追求莺莺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若非得红娘助力，很有可能“折戟”。而夫人的阻挠，莺莺的“变

脸”，郑恒的污蔑，一切都使这情节变得曲折动人。 

从角色塑造来说，在挣脱礼教束缚的相国小姐崔莺莺，耽于爱情

的痴心书生张珙，封建女性代表崔夫人和活泼可爱的婢女红娘中，我

最喜爱的还是红娘。红娘在书中虽不是主角，但却是各个人物之间联

系的交集。红娘是莺莺的贴身婢女，是张生追求莺莺的谋士，是崔夫

人派来监视莺莺的探子。可以说，红娘联系了各个人物。而在红娘身

上，作者赋予了更多心血。红娘善良可爱，活泼机灵。在她身上几乎

没有任何缺点，她是美好的化身。不似莺莺仍受封建思想束缚，不似

张生沉溺于情色忘却功名，不似崔夫人毁约失信，红娘在书中只是坚

守自己的正义，做自己认为的正确的事。以卑微身份顶嘴崔夫人，帮

助张生追求莺莺，成就莺莺张生姻缘，促进作者要表达的爱情喜剧主

题达成，红娘拥有超越那个强调身份等级的封建时代的个人魅力。 



我认为从爱情角度来看，《西厢记》讲述的是勇敢冲破封建束缚，

追求纯粹美好的爱情的故事。特别是对于古代女性，这种举动更是难

得。张生追求莺莺情感火热灼人，而莺莺回应张生更显珍贵。作为相

府小姐，莺莺是知礼节的，矜持的大家闺秀，在崔母的阻挠下，她该

是与张生一刀两断。然而她却听从了本心，在对张生有意后，经过一

番挣扎，最终还是被病弱张生的炽热的情感俘获，主动送书信，成就

好事。这是离经叛道之举，在当时可称为“不守妇道”，也背离了崔

夫人的教育，但莺莺还是做了，为了纯洁的爱情。作者表达了那个压

迫的时代人们心中的属于人的真实合理的欲望，对挣脱封建礼教不合

理束缚的渴望，对自然爱情的追求的欲望。相国小姐与穷酸书生的爱

情故事令人感动。王实甫也为这段爱情写下了完美的结局。“愿天下

有情人都成眷属。” 

就语言来说，我真感叹于王实甫的文才。且不说化用诗句，就是

其本身的韵脚便押韵的好。且看：“人间看波，玉容深锁绣帏中，怕

有人搬弄。想嫦娥，西没东生谁与共？怨天公，裴航不作游仙梦。这

云似我罗帏数重，只恐怕嫦娥心动，因此上围住广寒宫。”波、中、

弄、共、公、重、动、宫，呈 ong 叠韵,读来音韵极强，显得活泼有趣。

书中语言有典雅的诗句，也有偏向口语化的用词，实集大成。且不说

各种曲牌名，单是书中随手拈来的典故便极具文采。听说《西厢记》

最完整的注本的注释有 2000 处，也是难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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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凝是玉人来。”，每

当读到这句诗时，脑中总会浮现出关于崔莺莺的朦胧想象，那大概是

一个身姿纤弱的大家小姐，斜倚在木质的门廊上，满目柔情的望着一

轮圆月，等待着自己的情郎到来，这样的意像，充满了关于诗情画意

的美好和一丝花前月下的浪漫，是属于中国古代独有的含蓄古典之美，

让人忍不住心神荡漾，思绪在字里行间沉浮，被带向一个未知的远方。 

很长一段时间里，说道西厢记，我总认为这就是一个关于情情爱

爱的无聊故事，当年读红楼梦时，见贾母说：“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

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那样坏，还说是佳



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

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

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

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

儿是佳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

只觉得深感赞同，但是当我我真正拿起这本书时，就完全改变了自己

的看法，不由自主的被书中的故事所吸引。 

王实莆细腻优美的笔触下所描绘的崔张两人的爱情故事，乍一看

有些老套，家境贫寒的张生上京赶考时路经河中府，去古刹普救寺拜

访时遇到了暂住在寺中的崔相国家小姐崔莺莺，崔小姐气质娴雅容貌

秀美，惹得张生“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飞儿在半天”，为了接近佳

人，张生在寺庙中住下，诗书应和之下两人逐渐暗生情愫，无奈崔府

老太太百般阻拦，两人的爱情历经种种磨难，好在上天不负有情人，

两人最终修成正果拜堂成亲。 

其实比起这一版的故事，元慎的《莺莺传》似乎更贴合实际，在

元的故事中，张生上京赶考后将莺莺抛之脑后，徒留莺莺苦等一生。

王的大团圆结局或许是为了迎合观众，毕竟杂剧是要演出的，比起悲

剧观众显然更容易接受喜剧，其实在我看来，我们每一位读者，也都

希望王的版本才是真实的，才子佳人终成眷属，这也是我们对美好爱

情的一种想象和期许。 

西厢记中不乏精彩词句，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大概还属“我就是

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 让我想起了87 版红楼中，宝

黛共读西厢时彼此那懵懂而爱恋的眼神，我想这样含蓄而深厚的爱情

已经在现代社会中逐渐离我们远去，快节奏的生活逼着我们不断地前

进，爱情变得越来越简单，却也越来越浅薄。那种“愿得一心人，白

首不相离”的爱情观，大概也只有在阅读这些经典书目时才能再领会

一番，只是掩卷之际，还是会忍不住轻轻叹息，一分为卷中佳人，一

分为孑然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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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在看王实甫的《西厢记》，真是有趣，金圣叹的评语也有



意思。崔莺莺与张生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但看过书的人大概不

多。故事非常简单，甚至有些俗套，但流传至今，自是有其道理的。

王实甫笔下的这几个角色，真是活灵活现，跃然纸上，下面为各位看

官一一道来。 

张生是个痴情种，初见莺莺小姐，惊鸿一瞥便再也无法忘怀。"我

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我便铁石人也意惹情牵，"只觉得小姐也对自己

有意，暗送秋波，真是可爱至极。第二日便拜见住持，谎称要在这寺

中住几日，温习功课，聆听教诲，并一再强调要住在靠近西厢的客舍

中，"虽不得窃玉偷香，且将这盼行云眼睛打当".听闻莺莺一家要为亡

父做道场，为见她一面，备了五千钱，追荐自己早亡的父母。真是痴

情至极。即见了红娘，直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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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在此处评

曰"千载奇文！"这个梗现在的言情剧还会用，在张生道来，真是呆得

很，有趣得很。及到莺莺在花园中烧香，张生便"在太湖石畔墙角儿头

等待，饱看他一回，"读着好笑，全无猥琐之态，活生生一个痴情种。 

再说莺莺姐姐，也很有意思。张生初见莺莺，只是一瞥，莺莺便

转身离开，大家闺秀，当是如此，万万不能轻浮的。彼时莺莺并未留

意张生，一直到花园中烧香，与张生对了首诗，佩服他的才气，那时

也只是敬慕。而后孙飞虎带兵发难，崔母许亲，张生解围，才写莺莺

对张生之情。事后崔母宴请张生以答谢救命之恩，这一段也很有趣，

红娘云："小姐今日起得早也。"莺莺却说"若不是惊觉人呵，犹压着秀

衾卧。"我是被人吵醒，所以起这么早啊。这一段，将莺莺急切见到张

生，却又羞于表露出来的情感刻画出来。 

其他角色如红娘，崔母，法本，惠民等都是生动形象，个性鲜明，

这里就不具体讲了。再来说说金圣叹的评语，那也是有趣得很，虽说

评语过多了一些，但确实评得好，评得妙。"今夜凄凉有四星，他不偢

人待怎生！"读这后一句七字，"悄然废书而卧者三四日，不茶不饭，

不言不语，如石沉海，如火灭尽者，皆此七字勾魂摄魄之气力也。"说

这《西厢记》该当扫地读之，不得存一点尘于胸中；焚香读之，期鬼

神之通；对雪对花读之。古人读书，真是有腔调。 



初读元曲，是李元洛的《元曲之旅》一书，算是启蒙了，后来又

读了几本介绍性的读物，关汉卿的《窦娥冤》是我看的第一部杂剧，

写得也是好，对元曲自由大胆的行文风格很是喜欢。有元一代，文人

地位不高，但创作环境倒是自由，因而元曲这一艺术形式非常通俗，

在当时应该算作是"流行歌曲"吧。 

我印象最深的是关汉卿的一曲《不伏老》，很有韵律感，个性十

足。"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

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

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

柳。我也会围棋、会蹴踘、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

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

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

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那，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

儿上走！" 

相较于唐诗宋词这类阳春白雪，更多了几分下里巴人的畅快！可

惜对于"元曲"这一艺术形式，世人知之者甚少，真是可惜！最出名的

大概是马致远的那首"天净沙·秋思"了，属于散曲。记得在欢乐颂里，

有一处便是讲奇点与安迪聊元曲，不知看过这部剧的有没有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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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直接切入生活本身，来描绘青年男女对自由的感情的

渴望，情与欲的不可遏制和正当合理，以及青年人的生活愿望与出于

势利思考的家长意志之间的冲突。 

如一开场莺莺所唱的一段《赏花时幺篇》：“可正是人值残春蒲

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写

出了生活在压抑中的女性的青春苦闷和莫名的惆怅，在这背后，则存

在着她那非出于己愿的婚约的阴影。而张生初见莺莺时所唱的一段

《元和令》：“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只

教人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他那里尽人调戏亸着香肩，

只将花笑捻。”更是十分直率甚至是放肆地表述了男子对于美丽女性

出于天然的渴望与倾慕，以及女子对这种渴慕的自然回应。作者以舞



台上的胜利，给仍然生活在压抑中的人们以一种心理的满足。表达了

“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完美愿望；从而对封建道德教条的某

些方面造成有力的冲击。 

《西厢记》剧情上关目的布置巧妙，写得波澜起伏，矛盾冲突环

环相扣，山重水复、萦回曲折的复杂情节，是一般短篇杂剧不可能具

有的。它不仅仅使得故事富于变化、情趣浓厚，而且经过不断的磨难，

使得主人公的感情不断得到强化和淋漓尽致的表现。以很高的艺术水

平来展现一个美丽的感情故事，使得它格外动人。 

剧中主要人物张生、崔莺莺、红娘，各自都有鲜明的个性，而且

彼此衬托，相映成辉；在这部多本的杂剧中，各本由不一样的人物主

唱，有时一本中有几个人的唱，这也为透过剧中人物的抒情塑造形象

带给了便利。 

张生的性格，是轻狂兼有诚实厚道，洒脱兼有迂腐可笑。反映出

元代社会中市民阶层对儒生的内含同情的嘲笑。张生在《西厢记》中，

是矛盾的主动挑起者，表现出对于幸福的感情的直率而强烈的追求。

他的大胆妄为，反映出社会心理中被视为“邪恶”而受抑制的成分的

蠢动；他的一味痴情、刻骨相思，又使他贴合于浪漫的感情故事所需

要的道德观而显得可爱。 

《西厢记》中，催莺莺的形象得到了相当精细的刻画，她的性格

显得更为明朗而又丰富。在作者笔下，莺莺始终渴望着自由的感情，

并且一向对张生抱有好感。她总是若进若退地试探获得感情的可能，

并常常在似乎是彼此矛盾的状态中行动，但是，她最后以大胆的私奔

打破了疑惧和矛盾心理，显示人类的天性在抑制中反而会变得更强烈。

作者以赞赏的眼光看待女性对感情的主动追求。 

红娘在《西厢记》中成为全剧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主角。 

她在剧中只是一个婢女身份，却又是剧中最活跃、最令人喜爱的

人物。她机智聪明，热情泼辣，又富于同情心，常在崔、张的感情处

在困境的时候，以其特有的机警使矛盾获得解决。她代表着健康的性

命，富有生气，并因此而充满自信。这个人物形象固然有些理想化的

成分，却又有必须的现实性。在她身上反映着市井社会的人生态度，



而市井人物本来受传统教条的束缚较少，他们对各种“道理”的取舍，

也更多地是从实际利害上思考的。 

我觉得，那曲折的情节中暗藏着人们渴望而不可及的生活理想和

人性追求，那就是——自由，和追逐自由的力量和勇气。然而，每个

人都明白，在此刻，即使是将来，完全的自由终究是不可能的，人始

终要受到这般那般的约束。尽管包围着咱们的是个受约束的世界，但

咱们能够让内心尽量变得广阔而幽深，让它能够无边无际、包容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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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为元代著名的戏曲作家王实甫所著，究其根源，实

为“新杂剧，旧传奇”，唐代元稷宋代赵令畤，金董解元，都曾撰写

过不同版本的《西厢》，至元代王实甫，终于把《西厢》推举到颠峰，

不仅家喻户晓，而且已经变为一种潮流，一种中国封建思想的蜕变，

如此寥寥万余字，何以有如此魅力，何以堪如此重任?就此处，我把我

的观后之感付之于字，并总结了下面三点世间文章不可兼备的好处，

望阅者于其中游幸一翻，感受《西厢记》这一文学珍品为大家带来的

视觉的冲击与精神上的享受。 

一为情节。大凡书籍，均以情节为首要之物，叙述平铺还在其次。

《西厢》的故事情节，简单明了。崔莺莺与其母老夫人并红娘送父亲

灵柩至博陵安葬，路宿于普救寺。恰逢张君瑞游览至此，二人相遇，

便萌生爱慕之情，只迟迟未得机遇相见。后因孙飞虎围住普救寺，欲

强抢莺莺为妾，老夫人无奈，言道：“谁若能解救我母女二人，便把

莺莺许配与他。”张生闻听便投信至其友白马将军处，求其解围，并

完此姻缘。后兵至围解，老夫人又悔其前言，并未撮合崔张二人。二

人悲苦，想尽万般妙计，互相试探内心，后因红娘于中穿插取事，成

就了一段美好的婚姻。故事情节让现代人觉得俗气简单，可实不知于

当时的封建社会，这便是一种突破，一种冲击!霎时掀起了一股“西厢

热”，竟成为了当时社会的“畅销书”，且不少词曲作家都开始对爱

情剧本下了大量的笔墨与精力。到了明清，凡写男女方面的故事、剧

本，都是受了《西厢记》的影响，以致于今，按一些言情剧、肥皂剧

的情节看来，《西厢》应该算是他们的鼻祖了。其表现的主题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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