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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传奇鉴赏集》

内容概要

这本书是欣赏唐人小说的专集，共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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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嘿 我爱红线
2、八十年代初的书 鉴赏比较包手包脚 但是有那个年代人特有的严谨。不过不重要啦，传奇本身就超
级好看。
3、这个鉴赏水平⋯⋯囧
4、总以为唐传奇也说不出什么花来了，但这一看，它当时的“有意而为”放到现在便字字都别有用
心，光看故事的确印象成模式。赵齐平分析的《李娃传》精彩，也让我重新认识了《李娃传》，真是
唐传奇里特别的一篇。
5、看了莺莺传，才知道什么是艳情什么是艳诗，后人之才子佳人故事只得其形未得其神。好书
6、大2的回忆
7、初中在校图书馆借的
8、读的费劲啊！呵呵！
9、记得传奇只有几页的篇幅，而评论确实一大段一大段的- -
10、读到李娃传，知道白行简，查到白行简，发现某重口赋，简直一本正经说上床。古人厉害⋯⋯
11、唐传奇显然是有趣的，当理想遭遇坎坷，加上一点浪漫和迷幻，而后故事只能是故事而不可再现
时，就成为了传奇。[1997冬]
12、重读 感慨颇深
13、“⋯室中女闻喜而起，饰妆更衣，笑而不语，出与相迎，翕然而合为一体。”知君深情不易，是
以亡命来奔。
14、红线~！李娃~！
15、唉 我的就是这个版本的
16、赞离魂记
17、就是 我好像 读文言文 有进步了
18、一个半月才断断续续地看完。故事真好，唐人风范！
19、哇塞！当年高中时候在学校图书馆借到过这本书，才几毛钱，写得那么那么好看，还自己摘抄总
结来着！！！
20、古文还需多读。情节结构主旨没什么有意思的，但是文字词汇方面得多学学
21、很棒 
22、不管多么有趣的书，只要一跟论文沾边，都会马上变得面目可憎起来。
23、神和妖多 鬼少  
24、我读的是很旧的一本唐传奇－ － 没有找到  估且即记下这本 
25、真是喜欢唐传奇故事，《谢小娥传》厉害的女子。原来《唐人故事》有出处呢，《昆仑奴》《红
线》《虬髯客传》⋯
26、很多故事都很有趣。特别是在我们那个古代小说漫谈的老师讲过之后...
27、虬髯客传和光明王有同一种感觉，只不过一个是人杰，一个是神。步飞烟写的各种小说对这种感
觉正是求而不得。
28、好玩。
29、比较喜欢聂隐娘和昆仑奴。。。
30、应该都看过，权当是这一本
31、出版是在八十年代出，思想不必再言必称阶级斗争，论文虽然还带着学院的枯燥，但比起之前大
字报一般的不知道好了多少倍。唐代传奇篇幅不长但情节紧凑，非常可读。
32、好看！好多只是听说过个大概但没真正读过的故事。看完之后我的中国古代文学素养+200点！终
于可以坦荡顺畅无顾忌地看小波的《红拂夜奔》和《寻找无双》了！
33、如果有译文就好了。古文终究不是我的强项。
34、乃是知君深情不易
35、唐人的脑洞真大！
36、没读完。挑了一些读。
37、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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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中国古代小说伴随着传统文学的脚步，不同的时期呼吸着不同的文化气息，一路走来书写了不少
精彩，相对于主流文学而言，内容方面更显荒诞随意，文笔方面则华美溢彩，不得不高度予以评价。
同时它的兼容并包性，使其吸纳百家之长，综儒释道集为大成，论外来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佛教了，自
东汉永平十年，白马驮经传入中国后，迄今已达2000余年，对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如
：建筑、文化、艺术、思想甚至政治，而我今天着重谈佛教给中国古代小说赋予的创造力，尤其是盛
唐时期，王维的创作很能体现佛教文化，因此在诗坛上有“诗佛”的雅称，于是我想再从唐传奇中寻
寻释迦牟尼的影子。自上古神话起，经历了朝代更替，加之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积淀，终于迎来了
一个新的高潮——唐传奇，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有着跨时代的非凡意义。唐代传奇的兴起有诸多原
因，包括国家统一，政治开放，经济繁荣，人口增长⋯⋯因此为了适应广大市民和统治阶层文娱生活
的需要，传奇应运而生。尤其是在中唐时期，通俗的审美趣味由于变文、俗讲的兴盛而进入士人群落
，与前代有所不同的是传奇受到当时佛教文化的影响很大，佛教徒利用这种通俗的文艺形式演唱佛经
故事或其他故事，以招徕听众、宣扬佛法，于是又产生了大量改变经典佛教故事，以通俗易懂的文字
形式生动展现出的“变文”，与图画展现的“变相”不同，口耳相传作为传播方式更迅速，更形象，
更容易被世人接受，因此大量佛教文献和外来文学涌入社会，在与社会风尚紧密的融合后产生了一个
兴盛期。窃以为很经典的唐传奇有《游仙窟》、《枕中记》，关于爱情以《莺莺传》《李娃传》《霍
小玉传》最为出众。且不说他们内容如何，单是字里行间中流露出的点点佛迹，就很有研读价值。与
前代小说相比，唐传奇在阶级、内容、思想等方面有了重大变化阶级：前代佛教几乎流行于上层社会
，而到了唐朝举国上下皆兴信佛之风，佛教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唐传奇的影响在于描写对象上，阶
级的跨度性很大，上至最高统治者，下到社会最底层，两者相辅相成；小说也不再是某个阶级的转门
产物，士大夫与平民都有足够的舞台去展现他们的意识；内容：由于佛教文化的大量引入，内容更加
丰富，沿袭荒诞的笔法，广譬博喻的加入了很多宗教元素，再进行一个“地域性”的转化，得出了大
量天马行空、奇闻异趣的作品；思想：加入了因果轮回、善恶报应的佛教教义，禅宗思想大量引入，
出现了包括“顿悟”“苦修”“戒欲”等，尤其是佛教中提倡的圆满一说采用到小说结尾，对唐传奇
不是很明显，但对后世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大团圆式结尾慢慢滋生；总结：唐传奇作为多元化的产物，
是一个创作巅峰的代表，而佛教也在该时期发展迅速，两者在相互促进融合下产生了新的内容，表现
方式等；佛教宣扬的教义对唐传奇的思想意识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融入于传奇中的教义又能很好的
被广大人民接受吸纳；同时创作者、传播者和接受者在唐代也是空前之多，提供了广袤的市场促使其
进一步发展。因此唐传奇取得的成就有佛教文化不可磨灭的功劳，与此同时也帮助佛教用一种文学化
的方式广泛传播，在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画卷中流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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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唐传奇鉴赏集》的笔记-第21页

        一个篇幅比“一分钟小说”还短的名篇，仅用500多字居然就将整个故事的地点、人物、时间一系
列要素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了。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正是我国古典小说的民族特色，短短
篇幅却有着几十年的时间跨度，而且还不同与六朝志怪小说的“粗陈梗概”，虽然受限于字数，大多
只能采用粗线条描写，但也适当加入了一些表现人物性格特点的细节描写，并且加以夸张和想象，让
情节更加丰富。比如《离魂记》，就是作者在封建现实的基础上的反抗与想象，交织着现实主义和浪
漫主义的双重色彩，因为现实的“父母之命”不能违背，所以只有通过离魂的方式和自己心爱的人长
相厮守。想象丰富，情节曲折，可读性很强。

2、《唐传奇鉴赏集》的笔记-第104页

           看了《霍小玉传》和《李娃传》，更觉得那句“在爱情的世界里，谁认真了，谁就输了”是真 
理。对于感情，若总是带着一股霍小玉式（或者是郑生式）的太傻太天真的痴情和执著，牵着橡皮筋
的另一端迟迟不肯放手，那么受伤还无处诉苦的悲剧自然便不可避免了。特别是身处于那个“家世、
门望高于一切”的封建社会—唐朝，一个病态的社会。
  这两篇传奇中的男主人公李生与郑生，最初都是被美人的皮相所惑。正如李益在初见小玉时说的那
句：“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隐约之中透露出了这段感情不能善终的结局
。相信霍小玉也是有所察觉的，她很多时候在自欺欺人，否则也不会有中宵之夜的哭诉。“一旦色衰
，恩移情替”、“盟约之言，徒虚语耳”。她其实并非盲目乐观，更多的是自我麻痹吧。
    但《李娃传》中的郑生却是不同，就像应了那句“同龄的男人总比女人幼稚”，可怜的郑生涉世未
深，天真单“蠢”，置身于一个只专注于皮相和钱财的圈套之中，自己却全然不知。所以，究竟应该
怪罪社会？还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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