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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烟云（上下）》

内容概要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于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旅居巴黎期间用英文写成的长篇小说，1939年底在美
国出版，引起轰动。小说写于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作者一改平日的幽默超脱，题献给“英勇的中
国士兵”以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之勇男儿。林语堂自己认为这部小说是“非无所为而作也”。作
为他的三部曲之一的《京华烟云》，曾四次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作品，可见其文学地位和价
值。
《京华烟云》是一个枝繁叶茂的故事，可以说是《红楼梦》的“近现代”版。小说背景以北京为主，
苏杭为宾；以道家精神为贯穿，以庄周哲学为经络；以人物的悲欢离合为经，以时代的变迁为纬；以
逃难起，以逃难终。藉著姚、曾、牛三大家族的兴衰浮沉，刻画出清末义和团运动到民国抗战初期长
达四十年的社会面貌，从侧面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其中安插了袁世凯篡国、张勋复
辟、直奉大战、军阀割据、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笔战、北伐战争、
二战爆发等历史事件，人物繁华，场面宏阔。因此可以说，《京华烟云》是一部中国近代社会的百科
全书，“极有可能成为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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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烟云（上下）》

作者简介

林语堂（1895年10月3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12年入上
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
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
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
。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
，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
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
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
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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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烟云（上下）》

书籍目录

著者序关于《京华烟云》(林如斯)       上卷  道家女儿第一章  后花园富翁埋珠宝 北京城百姓避兵灾第二
章  遇乱兵骨肉失散 贴告白沿路寻人第三章  曾大人途中救命 姚小姐绝处逢生第四章  沐恩光木兰入私
塾 探亲戚曼娘交新朋第五章  母溺爱长子成顽劣 父贤达淑女富才情第六章  长舌妇恃恩行无状 贫家女
倾慕富家郎第七章  平亚染疾良医束手 曼娘探病曾府栖身第八章  病榻前情深肠空断 绝望中徒祈幻成真
第九章  拜天地孤独不成偶 入洞房凄凉又辛酸第十章  马祖婆呼风唤雨 牛大人作势装腔第十一章  训绔
绔姚思安教子 食粘粽曾平亚丧生第十二章  北京城人间福地 富贵家神仙生活第十三章  乐郊游喜姚孔相
遇 谈教育倡男女求学第十四章  为饯行曼娘设宴 苦离别银屏伤怀第十五章  沐书香寒门出才俊 别美婢
绔绔痛出洋第十六章  遇风雨富商庇寒士 开蟹宴姚府庆中秋第十七章  听命运木兰订婚 逃圈套银屏出走
第十八章  离香港体仁回北京 隐陋巷银屏迎故主第十九章  公子哥儿话时尚 莫愁妹子展辩才第二十章  
终身有托莫愁订婚 亲子被夺银屏自缢第二十一章  木兰出嫁妆奁堆珠宝 素云吃醋唇舌逞毒锋      中卷   
庭园悲剧第二十二章  施干才姚木兰管家主事 遭恶报牛财神治罪抄家第二十三章  牛家失势捉襟见肘 曾
府燕居适性娱情第二十四章  体仁向善华妓从商 木兰生子暗香遇救第二十五章  遭子丧富商购王府 慕兄
势劣妇交娼优第二十六章  迁新邸姚家开盛宴 试对联才女夺魁元第二十七章  红玉阿非纯情挚爱 青梅竹
马两小无猜第二十八章  娼妓做夫人煞有介事 劣妇追时尚得意忘形第二十九章  赏奇士莫愁嫁立夫 怀骨
肉陈妈寻爱子第三十章    贪利追欢素云甘堕落 因情应势木兰议从商第三十一章  老多病遗臣却聘归隐 
少年游才俊临水登山第三十二章  北京城新学旧派人文荟萃 静宜园淑媛硕彦头角峥嵘第三十三章  论中
西辜老发奇论 悟签文玉女溺荷池第三十四章  利欲薰心王府探宝 职责已尽四海云游                  下卷  秋季
歌声第三十五章  堕落无耻素云遭休弃 钻营有术怀瑜又高升第三十六章  挥笔为文孔立夫结怨 爱国游行
青少年遭殃第三十七章  姚木兰痛悼爱女 孔立夫横遭拘囚第三十八章  审案件法官发迂论 入虎穴木兰救
立夫第三十九章  素云伴舞银屏得祭 姚老归来木兰南迁第四十章    老实人偏拈花惹草 贤父女知釜底抽
薪第四十一章  疯狂掠夺日本走私 病榻缠绵木兰探父第四十二章  制毒牟利牛素云被捕 伤时忧国姚思安
遗言第四十三章  报国洗前愆香消玉殒 除奸生差误李代桃僵第四十四章  日寇屠杀曼娘自缢 京华论陷经
亚南逃第四十五章  追随政府携稚小木兰入蜀 全民抗战汇洪流国力西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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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烟云（上下）》

章节摘录

　　女人很和善地问她：“你要到哪儿去呢？”木兰不记得她们要去的是河间府，只好回答说：　“
我们是要往德州。”“德州就是我老家，你跟我走吧。”木兰觉得怕那个女义和团，但是她毕竟是个
女人，是眼前唯一能帮自己的。木兰说：“您若能把我带到德州，我父母会酬谢您的。”女人转身向
那个肥胖的兵，命令他背着这个孩子。那个兵真和气，木兰也就不怕了，只是不喜欢他那又脏又粗的
手。那手似乎勒得她很紧，弄得她很疼，并且那个男人身上有蒜的味道。不久，他们看见一匹跑散的
马。妇人命令几个兵去捉那匹马。那个胖子就奉命带着木兰骑上那匹马。这使木兰觉得很稀奇，因为
她以前从来没骑过马。胖子问她好多问题，最初木兰很谨慎，一会儿也就全无恐惧了。胖子告诉她名
叫老八，她说她叫木兰，她家姓姚。　　胖子大笑，说：“你既然是木兰，你一定从军十二年了。”
于是问她是不是喜欢在军中当兵。走了一个钟头之后，木兰还看不见城镇，就问胖子是怎么回事，因
为她知道应当不久就会到一个城镇的。老八说：“你一定心想的是河间府。”木兰这一下子想起那个
城的名字，于是说正是河间府。但是老八告诉她，他们不能到河间府去，因为城里的兵会打他们。　
　木兰现在真正害怕了。太阳即将落下去，正是孩子想歇息想安稳的时候了。可是木兰的父母不知道
远在何处，而她自己正跟着陌生人赶路。木兰开始哭起来，等一下儿，就睡着了。后来醒了又害怕，
哭哭又睡着了。她再一次醒来，他们正在一个村子的庙里扎帐篷。妇人给她一碗粥喝，里头有咸蔓菁
，可是木兰不饿。妇人叫她躺在她身旁的地上，木兰累得精疲力尽，就沉沉入睡了。早晨，木兰一醒
，又开始哭，但是那个义和团妇人很厉害，立刻制止她。　　木兰哭着央告说：“好阿姨，带我到河
间府找我爸爸妈--妈去。”那个妇人回答说：“你不是说你往德州吗？我现在带着你往德州去。你若
再哭，我可要打你了。”老八说把木兰带到河间府去，可是妇人怒冲冲地说：“你要去找枪毙呀！”
早饭后，这些人又出发，现在一共三四十个人。木兰听说他们是义和团，在北京城东边儿打过仗，听
谣传洋鬼子快接近北京城了，就撤退到乡间。过后几天，她们听说慈禧太后跟光绪皇帝逃跑了，北京
城混乱不堪，各处抢劫，并且白鬼子兵向南过来。木兰问：“为什么我们打不过洋人？为什么子弹会
把人打死呢？”老八回答说：“因为洋人有道法，比我们的道法强。就连齐天大圣孙悟空以前也没见
过红头发蓝眼睛的妖精，因为洋鬼子的道法跟我们的道法不一样。　　他们有一种法宝，放在眼睛上
，就能看一千里远。”现在北京城已被洋人占领，皇帝跑了，义和团一心只想回家。大部分村民，即
使对义和团不很好，至少也不敌视，因为他们也是本地人，说一样的家乡话。有的把义和团的头巾扔
掉。他们抱怨朝廷不该始而组织他们，继而剿灭他们，后来又派他们去打洋人。好多人后悔加入了义
和团，若在家安分守己种地就好了。木兰跟随的这一群人一天比天少，渐渐散去，都回了老家。现在
看出来，老八和那个女义和团是一对情人，不过也就要分手了。因为男的要回自己的家，不是往德州
，木兰怕一个人跟着那个妇人，但愿男的不走才好。说也奇怪，木兰的第一课英文是从老八这个义和
团嘴里学的。老八向她说了好多亲眼所见洋人的事。还告诉他学得的一首英文歌。那是：来是Come
。去是Go。二十四是twenty-fore。，山芋就是Potato，Yes！Yes！N0。妈拉八子！抓来放火烧狗头！可
笑的老八把Yes、Yes照北方的方言音“热死，热死”念。　　每逢他唱到“热死，热死”就努筋拔力
，哈哈大笑起来。木兰现在自己也觉得有点像义和团了。她觉得也恨洋人。他们不应当到中国来传教
讲洋神。中国的信洋教的二毛子仗着洋人势力欺负中国人，她听父亲这样说过。她听父亲说，二毛子
跟中国人打官司，县官总是判信教的胜诉，不然就官位难保。西洋来的传教士采用的政策，就是借洋
势力保护中国教民，保护他们自己。这样就使中国教民好像自己成了一族，跟洋人接近，而跟中国人
疏远了。过去发生过好多教案，酉洋传教士被杀，县官也免了职。因为杀了两个德国传教士，不但山
东巡抚丢了官，也把青岛割给德国人。这就是那位山东巡抚为什么那么仇视洋人，也成为影响慈禧太
后的有力人士之一，让她宠信义和团。所以传教士成了县官的眼中钉，肉中刺。对于涉及传教士与教
民的案子，县官怕得赛过五雷轰顶。一出了事，不管县官怎么处理，也是一样丢官。而且，木兰也听
见父亲说，洋人做什么也是反其道而行的。　　他们写字是由左向右，不由上向下直写，而横行霸道
如螃蟹。叫名字时，也先名而后姓。最怪的是写地址时，是先写门牌号码数，然后是街道、城市、省
份，仿佛故意一切都反着来。所以结果，要知道一封信往哪儿送，得由底下往上看。还有，他们的女
人是大脚，一尺长，说话声音很大，头发弯，眼睛蓝，走道儿男女挽胳膊。总而言之，洋人这种人，
你想怎么古怪，他就怎么古怪。

Page 5



《京华烟云（上下）》

编辑推荐

　　《京华烟云》(上下)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一部中国近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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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烟云（上下）》

精彩短评

1、存在那样完美的孩子么~
2、看完第一遍的时候绝对会给五颗星，似乎里头还有尚未看透之处，甚至可以拿来尊做行动指南，
可是，世上本无姚木兰，连莫愁荪亚等人也不一定有，外国人看看执信也就罢了。
看到第二遍的时候发现离现实还是很有距离的。奇怪附标为什么和牛似道有关系，和牛素云有关系都
说得过去。看到牛素云的结局，觉得她可以算是顾晓梦的原型，只是不知道是上升了的人性还是本能
。
上册里虽然也有悲剧情节，可是使人豁达地认为这便是天意，既然这样只有认了。下册就不这么想了
，所有的故事，一旦涉及日军侵华这段历史，都变得像死灰一样令人绝望了。
3、就书本身而言 质量凑合 存在别字
4、。。。一声长叹。想想看赵薇演的还满原著的
5、真有如此木兰？
6、喜欢牛素云，喜欢姚木兰
7、谁心目中理想的谁
8、没有期待的那么好...可能更符合男生的想法...
9、生而为人，受得所有的罪，都是活该，红玉的爱情写的太差，完全模仿，最后木兰的升华写的非
常好。
10、京华烟云原版
11、喜欢这部小说，书的装帧质量也很不错
12、木兰就像是那百年前的花木兰一样，桀骜不驯
13、和阿姨借来匆匆翻过一遍，想重读了。然后为什么我印象最深的永远是吃的呢⋯⋯木兰的那个花
生粥><
14、读不了翻译风
15、时代，平凡人的传奇
16、我的最爱
17、瑕疵很多，可是，没办法，这本书，我至今爱到不得了
18、 民国时的红楼梦
19、电视和原著差得太多了，林老先生知道改编成这样不知会咋想
20、生女当如姚木兰
21、太经典了，想重温ing...
22、非常喜欢木兰
23、小说
24、难于超越的经典，“随遇而安无不可，人间到处有花香。”，书中的的哲理足于让我们受益终生
。印象最深的人物，当然是女主角姚木兰了，不过现在看来，作者也把她写得太过于完美了吧？而姚
老头也绝对属于智慧之人，并不像新版的电视剧里的那样，违背原著，不提也罢！
25、我喜欢赵薇，我喜欢木兰。呵呵。所以大一的时候在图书馆蹲完了这套书。真的很不错。与电视
情节有出入。
26、最初看的电视剧，看完书之后才发现电视剧已经把原著该的面目全非，人物性格完全变化，还是
喜欢原著。
27、将两大家族的命运兴衰置于清末民初的宏大背景下，林先生还是受了《红楼梦》叙事的影响，太
喜欢木兰这个角色，活泼洒脱如黄蓉，娴静聪颖又像宝钗。
28、价格公道，值得购买。
29、中国近现代的变迁
30、人活一世，风光也好，平庸也罢，更重要是明白自己的期许，奋斗并勇往直前，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姚木兰出身王府大院，却最向往粗布麻衣的田园农家生活。其实我向来认为妄自尊大的评论别人
有没有出息是一件愚蠢到极点的事情。
31、为薇姐而读，高一军训
32、不管是记忆里模糊不清的赵雅芝，还是后来占据央视屏幕的赵薇，我只知道，我喜欢的是书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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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烟云（上下）》

姚木兰。
33、上、下两册并不是同时看的，因为借阅的人太多。当上册的故事快要在我的脑海中消失的时候，
再看下册，影响就不大了。
34、怎么能是用英文写出来的呢..............
35、（3.8星）电视剧版的改编得厉害。我很少会注意到女生有没有气质这件事情，第一次有这种观感
就是看电视剧版的京华烟云，姚木兰很有气质。
36、前半部分看得出林先生受红楼梦的影响极深，整部书处处可见庄子的道家思想，明暗皆有。
37、全书充满着道家的人生哲理和作者的爱情观，不过就小说来说，讲理太多
38、气势稍逊，诚意动人。喜欢其中仁厚的味道。
39、去厦门之前看了五十页左右，然后在旅馆从电视剧的二十多集开始看，剧情衔接没有冲突。旅行
归来接着读，才知电视剧版整个剧情改得面目全非。不太喜欢书中的立夫，木兰还可以，最爱姚思安
。
40、书里喜欢木兰，到了电视剧就喜欢莫愁了
41、看完之后，我姐告诉我这书是拍过电视剧的，OUT了
42、开始还行，后面越来越难看，很像家春秋，我果然不喜欢这类书。看完之后什么都不留下。模仿
红楼梦的痕迹十分明显。而我自始至终都喜欢薛宝钗一样的人物。所以不喜欢木兰，越来越不喜欢，
喜欢莫愁，一直很羡慕这样大气沉稳的女生，虽然自己做不到，嘿嘿。人物安排得太刻意，最后把每
个人都变成了好人，典型的中国人的大团圆。唯一感觉亲切的是里面的老北京，好像亲眼见见当时的
北京啊。
43、想超越家庭背景影响，不是努力就足够，需要的是蜕变
44、一般来说 男性的要求都是
娶妻当如莫愁
找情人理应木兰
45、娶妻当娶姚木兰
46、好书！启发很大···电视剧版的改编的太差了，真是应该让人们看看这原版的小说

47、一直很想看的作品
48、不愧诺贝尔奖四次题名~中国文学和传统文化的神韵渊远绵延道不尽⋯⋯
49、张振玉译，2007年1月第2版。
50、chinese version seems better
51、居然能坚持把这一大本书看下来 对我来说真是个奇迹 看了书才知道那部电视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
把这样一本包含的很多思想和精神的小说改成了一出狗血的爱情剧 京华烟云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包含
了道家 中国古代文字 中华女性美德等等
52、曹雪芹的笔下走出了清高出世的林黛玉与温婉入世的薛宝钗，常暗自惋惜，如果有女半若黛玉半
若宝钗，该是怎样的完美。幸而，读到《京华烟云》，认识了林语堂先生笔下的姚木兰，再无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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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烟云（上下）》

精彩书评

1、不好意思的说，第一次看的是赵薇版的电视剧，看了还算喜欢，打算看一看原来的小说。因为找
不到理想的封面版本，又拖了很久，终于买到了理想的一版看完小说，被深深的震撼了，小说不仅仅
限于那些小情小爱，更深刻的歌颂了抗日的可歌可敬的中华儿女！
2、我无法一一去评价人物，构思，或者情节。但看了就会喜欢。还买了英文版，哈哈，可惜只是看
了几页，没有坚持下来。
3、自从遇着曹雪芹笔下走出的清高柔弱的林黛玉与温婉世故的薛宝钗，心里总是惋惜，倘有一位女
子，半若黛玉，半若宝钗，该是何其完美。幸而，得以与《京华烟云》中的姚木兰邂逅，相见恨晚，
惊为天人，难怪连林语堂先生自己也慨叹——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也！木兰聪敏随性的脱俗气质与
谦忍理性的世俗睿智皆浑然天成，前者必定是受其深谙道教真义的父亲姚思安的言传身教，而后者也
必定是传承了其主持家务杂事的母亲之衣钵。生长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氛围中，木兰是快乐的
，她没有感到丝毫的矛盾与冲突，恰恰相反，像她这般大智的女子总能将两者的分寸拿捏地不可不说
精准，何时何地该以何种心态去面对，皆恰如其分。作为一个“道家女儿”，道家的随遇而安，返璞
归真始终是木兰血液中最炽热的成分，给予了她无限的生命活力，使着她无论是在安享富贵荣华之时
，还是身处战乱流离之地，永远不失乐观自由的灵魂，永远能发现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并热忱地为之奋
斗。其父那句“正直自持，则外邪不能侵”给了她一生自信、坚强与快乐的勇气。书下卷卷首所引老
庄《知北游》中的“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
为臭腐”是蕴含辩证的哲学意味的。当国有袁世凯、家有牛素云欲灭神奇为臭腐时，木兰却屡屡化腐
朽为神奇。其夫曾荪亚最爱称妻为“妙想家”，任何平凡无奇甚至是濒临绝境之事，木兰总能赋予它
自身的性格色彩，总能顺势而为，进而化险为夷，祈幻成真。人生的大起大落——从养尊处优，享尽
荣华到痛丧爱女，落户村林，木兰统统坦然面对，她并非如普通女子般一味隐忍苦撑，而是超脱地站
在更高的角度，即周国平先生所称的“终极角度”来冷静地审视自己的遭遇，“内在生活充实的人仿
佛有另一个更高的自我，能与身外遭遇保持距离，对变故和挫折持适当态度，心境不受尘世祸福沉浮
的扰乱。”也因此，“得到了不会忘乎所以，没有得到也不会痛不欲生。”生离死别，鼎盛没落，凡
此种种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太过普遍，只是你恰好成了其中某个部分的主角，所以，有什么抱怨呢？太
阳东升西落，草木春生秋凋，潮水涨而复退，凡人生老病死......自然界早就将一切安排得完整而精确
，无须自满、自傲、自责、自怜、自弃，这个轮回中有你，下一个中就有我，万物就这样周而复始，
生生不息。对于爱情和婚姻的理解是最显木兰的非凡理智与气魄的。如此冰雪聪颖的女子，自是懂得
爱情之真谛，她自始至终欣赏孔立夫，爱慕孔立夫，“她深深体会到，只要和立夫在一起，她就会永
远幸福，永远满足。”然而，她依然是相信命运的安排的，还是遵父母命嫁给了青梅竹马的曾荪亚，
她还远没有新自由女性对爱情飞蛾扑火般的决绝，况且，和荪亚从孩童时就建立起了情意，她自己心
里也早就暗暗认定了是要嫁给他的。木兰清醒地将爱情与婚姻划开了一条界线，只是在心灵深处，暗
暗地给立夫留着无可他替的位置，而在生活中，她也依然是真心与丈夫相濡以沫，和和美美，别无它
念。突然想起了林徽因，在经历了与徐志摩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后，她决然抽身离去，嫁作梁家妇，
从此与夫君相敬如宾，相依相伴。也许，“有情人终成眷属”并不是对所有人的祝福，留着一点距离
，一点思念，一点遗憾的情愫，有时会比朝朝暮暮来得更有味道，更坚不可摧。只是，我们太俗，始
终不愿意，也找不到那条界线，死心踏地地要与相知相爱的人双宿双栖。但林徽因比起姚木兰来，还
是略逊一筹的，她心里有伤，或许还有些恨，故此她至死也未再见志摩，而木兰则尽情享受与立夫在
一起的每一刻，立夫身陷囹圄时又不惜孤身救险，这是发乎情，止乎礼的纯粹的精神欢愉，纯洁地令
人心疼。林语堂先生最终将木兰和她的家人们推入了纷飞的战火中接受洗礼，他是在告诉每一个阅读
此书的人，在国家和民族遭受侵略与欺凌之时，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只有国人团结一心，才能驱除
鞑虏，重整河山，才能过上宁静安详的小日子。书中每一段关于战争和屠杀场面的描写，都是他用一
颗泣血的爱国心写就，其女林如斯在为本书作的序中说，她父亲创作此文时，常眼含热泪。这种心情
借用艾青的名句来诠释再贴切不过：“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他对
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充满渴求和希望，他不仅是用一个作家更是用一个哲学家的敏锐洞察力和责任感
将这希望借由木兰之心，木兰之口，木兰之为传递给每一个人，也因此成就了《京华烟云》的经典地
位。
4、昨天中午看完了《京华烟云》，流了很多眼泪。看到木兰最后成为逃难人群中的一个普通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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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烟云（上下）》

却仍如梦想家一般的收留走失的孩子，刚出生的婴儿。很显然这是作者的天真想法，因为如果是真的
处在那种环境下，自顾不暇，又有什么精力或者能力去做这些事情。不过偶还是很喜欢木兰。喜欢木
兰超过莫愁。她的想法总是超乎常人的。虽然也有我不喜欢的，比如她曾想过要给荪亚纳妾，而且已
经选定了自己的丫鬟暗香。幸好事先发现了暗香已经对平亚安生情愫。不过，在这本书中是看不到完
整的爱情的。林先生写这本书的背景与目的，或者说他所接受的思想，与现今对自由的爱情的追求是
相差太远了。所以他安排了木兰安心接受了与荪亚的婚姻，他把银屏描绘成一个充满心计的旧式丫鬟
，把跟少爷的感情当成是爬上主人位置的跳板。不过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林先生对华太太的态度。
记忆最深的是木兰跟立夫游泰山时候的那一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最真实的木兰，最酣畅淋漓的
木兰。印象最深的人物还有一个是红玉。人说林先生的这一本书是仿红楼梦的，那么红玉的原型明显
的就是黛玉，才气逼人，却敏感体弱，红颜薄命。唯一不同的是她是自己选择了死亡，成全了阿非与
宝芬的婚姻。林先生的文章本是为了向外人展示一个那个时代下的中国。所以对爱情的描述有失欠缺
。不过我从这书中还是看到了一些其它文章里所看不到的。也许是哲学，也许是老庄思想。从通俗的
文字中看到这些，更能有所感悟吧。比如立夫对废墟的美的赞赏，比如姚老先生中途出家修道，都自
有一份独到的味道在里面。又在电驴找了新版的电视剧《京》来看。据说电视跟原著有很大出入。只
稍微的看了一点：是年少的莫愁跟荪亚赌气，就体验到了出入太大。莫愁是圆通，稳健安详的，可是
电视里却把她演绎成了一个刁钻任性的小丫头。当然我只看到这么一点点，无法再妄加评论。等看完
了再说。看到有评论说，如果把新《京》换个名字，主人公全换个名字，那么谁也不会想到它是《京
》的演绎。其实这样更好不过了，不会有太多比较，如我这样的人也更能安心接受。其实新《京》的
情节生动，演员阵容强大，也该能吸引人的眼球了。用不着再借了林先生的名气去抢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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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烟云（上下）》

章节试读

1、《京华烟云（上下）》的笔记-第1页

        只是叙述当代中国男女如何成长，如何过活，如何爱，如何恨，如何争吵，如何宽恕，如何受难
，如何享乐，如何养成某些生活习惯，如何形成某些思维方式，尤其是，在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
尘世生活里，如何适应环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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