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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

精彩短评

1、形散神聚，也敬佩作者能记得住自己书理出现过的各个人物和错综复杂的关系
2、差不多都忘了
3、02年读初中的时候我是有多闲
4、可看，可藏
5、短句白描人情
6、版本是不对的，我看的是黄山书社出的。
7、终于读完了，搁了多少年了～～
8、首先应视为明中叶后知识分子社群生活方式、网络联结、精神世界和品味的总结，批判科举、讽
刺封建礼教、揭露虚伪之类皆是深埋而婉转地写就，若两者次序颠倒，则全书野趣文字、前后情节联
结和笔墨轻重把握之妙将全然失色。闲斋老人评注水平参差，有时见血封喉让人恍然大悟，有时则嫌
穿凿附会过甚。书中可见明代知识分子社群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在精神文化和实体上联结为一个
可观的网络：共同阅读的科举必考典籍和历代经典形成共同话语；（私人托印的）印刷业、交通运输
业和驿路通信的相对发达，使当时名家名士作品可广泛流传，部分人更以此获得全国性名声；多种多
样的师生名分形成方式、地方性的文士聚会、文人任官后升迁转移、文墨的流转和口头评价，逐步编
织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且似乎形成热衷科举文事仕途的核心群体和举业不彰或懒于举业的边缘群体
9、明代知识分子的画像
10、这是为千百年来中国的读书人做的传，讲的是读书人发达、潦倒，辛酸、苦闷的事情，以及跟读
书人相关的事情。 
11、很讽刺~
12、闲斋老人的注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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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

精彩书评

1、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cce76010008nt.html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坚持着读《儒林外史
》，一天几页，读这本书纯粹是为了吴敬梓。据传因为写这本书，他的老婆得了个伤寒，没钱抓药，
终致死去，他本决定把这本书殉妻，可他妻子说那样你我都会死不瞑目的。可见穷人写本书不容易，
这本书能流传更不容易。读这本书并不是一个愉快的过程，常常有读不下去的时候。于是扔在一旁，
然后又拾起来读，反反复复的。关于文人，似乎并不好定义，但似乎又不难辨别。而在我看来，本书
的文人多是“假”的。这个假不是真假的，而是说是“虚”的意思。书中虽也有马二先生这样的豪士
。但大部分全都是附庸风雅之徒，并不见他们的半点字墨。他们多是攀附本家，招摇撞骗。骗吃骗喝
，古人倒是有养士之举。混不下去时就可以找人投奔。而一般也都留在府中或者给些银两打发了。比
如杜少卿就是重友轻财之人，却常常被人占便宜而骂他傻瓜。穷酸，似乎是文人的本色了。而没有本
事就踏实点也好。可他们却冒别人的名，把别人的认作自己的书，或者加点批注就成自己的。可见古
代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让许多人可以装B。我认为这本书算不上官场小说，是一群文人的闹剧，而
并非名家的事情，是文学小丑的闹剧。是文人假模假样的最好范本。从这个意识上说。关于讽刺关于
这个群体是可以流传的了！
2、该书重在细腻、真实，比如书中对大多数物品都是详细描述到几个、几只，对商品一般都说出价
格，很有生活感。闲时翻看一下，很有《挪威的森林》中所说的“随意翻到哪页，读下去都不会让人
失望”的感觉。不足之处是该书篇幅太短，社会百态，再写上一百回也写不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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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

章节试读

1、《儒林外史》的笔记-五十五回

        话说万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此时虞博士那一辈人，也有老了
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花坛酒社，都没有那些才俊之
人：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
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见萧索。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却是
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所以那些大户人家，冠、昏、丧、祭，乡绅堂里，坐着几个席头，无
非讲的是些升、迁、调、降的官场；就是那贫贱儒主，又不过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那
知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

2、《儒林外史》的笔记-四十七回

         五河的风俗，说起那人有品行，他就歪着嘴笑；说起前几十年的世家大族，他就鼻子里
笑，说那个人会做诗赋古文，他就眉毛都会笑，问五河县有甚么山川风景，是有个彭乡绅；
问五河县有甚么出产希奇之物，是有个彭乡绅；问五河县那个有品望，是奉承彭乡绅；问那
个有德行，是奉承彭乡绅：问那个有才情，是专会奉承彭乡绅。却另外有一件事，人也还
怕，是同徽州方家做亲家；还有一件事，人也还亲热，就是大捧的银子拿出来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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