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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花缘》

内容概要

班志称小说家流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阊巷风俗，立稗官使称说之，此古义也。乃坊肆所行杂
书，妄题为第几才子，其所描写，不过浑敦穷奇面目。即或阐扬盛节，点缀闲情，又类土饭尘羹，味
同嚼蜡，余尝目为不才子，似非过论。昔王临川答曾南丰书，谓小说无所不读，然后能知大体；而《
续文献通考》《经籍》一门，亦采及《琵琶》、《荆钗》，岂非以其言孝言忠，宜风宜雅，正人心，
厚风俗，合于古者稗官之义哉!镜花缘》一书，相传北平李氏以十馀年之力成之，观者咸谓有益风化。
惜向无镌本，传抄既久，鲁鱼滋甚。近有同志辑而付之梨枣。是书无一字拾他人牙慧，无一处落前人
窠臼。枕经胙史，子秀集华，兼贯九流，旁涉百戏，聪明绝世，异境天开。即饮程乡千里之酒，而手
此一编，定能驱遣睡魔，虽包孝肃笑比河清，读之必当喷饭。综其体要，语近滑稽，而意主劝善。且
津逮渊富，足裨见闻。昔人称其正不入腐，奇不入幻，另具一副手眼，另出一种笔墨，为虞初九百中
独开生面、雅俗共赏之作。知言哉!辄述此语，以质之天下真才子、喜读是书者。悔修居士石华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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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花缘》

章节摘录

书摘     话说多九公指着九头鸟道：“此鸟古人谓之‘鸽鸹’，一身逆毛，甚是凶恶；不知凤凰手下那
个出来招架?”登时西林飞出一只小鸟，白颈红嘴，一身青翠，走至山冈，望着九头鸟鸣了几声，宛如
狗吠。九头鸟一闻此声，早已抱头鼠窜，腾空而去。此鸟退人西林。林之洋道：“这鸟为甚不是禽鸣
，倒学狗叫?俺看他油嘴滑舌，南腔北调，到底算个甚么!可笑这九头鸟枉自又高又大，听得一声狗叫
，他就跑了。原来小鸟这等利害!”多九公道：“此禽名叫‘鸿鸟’，又名‘天狗’。这九头鸟本有十
首，不知何时被犬咬去一个，其项至今流血。血滴人家，最为不祥。如闻其声，须令狗叫，他即逃走
。因其畏犬，所以古人有‘捩狗耳禳之’之法。”    只见鹧鹕林内撺出一只驼鸟，身高八尺，状似橐
驼，其色苍黑，翅广丈余，两只驼蹄，奔至山冈，吼叫连声。西林也飞出一鸟，赤眼红嘴，一身白毛
，尾长丈二，身高四尺，尾上有勺，其大如斗，走至山冈，与驼鸟斗在一处。林之洋道：“这尾上有
勺的倒也异样。俺们捉几个送给无肠国，他必欢喜。”唐敖道：“何以见得?”林之洋道：“他们得了
这鸟，既可当菜大嚼，再把尾子取下作为盛饭盛粪的勺子，岂不好么?”唐敖道：“怪不得古人言：‘
驼鸟之卵，其大如瓮。’原来其形竟有如许之大!这尾上有勺的，他比驼鸟，一个身高八尺，一个身高
四尺，大小悬殊，何能争斗?岂非自讨苦么?”多九公道：“此鸟名唤‘鹦勺’。他既敢与驼鸟相斗，
自然也就非凡。”鹦勺斗未数合，竖起长尾，一连几勺，打的驼鸟前撺后跳，声如牛吼。东林又跳出
一只秃鹫，身高八尺，长颈身青，头秃无毛，撺至山冈。林之洋道：“忽然闹出和尚来了。”西边林
内也飞出一鸟，浑身碧绿，一条猪尾，长有六丈，身高四尺，一只长足，跳跃而出。窜至山岗，抡起
猪尾，如皮鞭一般，对着秃鹫一连几尾，把个秃头打的鲜血淋漓，吼叫连声。林之洋道：“这个和尚
今日老大吃亏，怪不得大人国的和尚不肯削发，他怕秃头吃苦。”多九公道：“原来‘肢踵’出来争
斗。他这猪尾，随你勇鸟也敌他不过，看来鹏鹅又要大败了。”那边百舌早已飞回东林；秃鹫被打不
过，腾空而去；驼鸟两翅受伤，逃回本林。只听鹉鹅大叫几声，带着无数怪鸟，奔至山冈。西林也有
许多大鸟飞出，登时斗成一团。那鹦勺抡起大勺，跤踵舞起猪尾，二起一落，打的落花流水。正在难
解难分，忽听东边山上，犹如干军万马之声，尘土飞空，山摇地动，密密层层，不知一群甚么狂奔而
来。登时众鸟飞腾，凤凰鹛鹩，也都逃窜。    三人听了，忙躲桐林深处，细细偷看。原来是群野兽从
东奔来。为首其状如虎，一身青毛，钩爪锯牙，弭耳昂鼻，目光如电，声吼如雷；一条长尾，尾上茸
毛，其大如斗；走至凤凰所栖林内，吼了两声，带着许多怪兽，浑身血迹，撺了进去。随后一群怪兽
赶来，也是血迹淋漓，走至鹉鹩所栖林内，也都撺人。为首一兽，浑身青黄，其体似麋，其尾似牛，
其足似马，头生一角。唐敖道：“请教九公，这个独角兽自然是麒麟；西边那个青兽可是狻猊?”多九
公道：“西林正是狻猊，大约又来骚扰，所以麒麟带着众兽赶来。”只见狻猊喘息片时，将身立起，
口中叫了两声。旁边撺出一只野猪，扇着两耳，一步三摇，倒象奉令一般，走到跟前，将头伸出，送
到狻猊口边；狻猊嗅了一嗅，吼了一声，把嘴一张，咬下猪头，随将野猪吃人腹中。林之洋道：“这
个野猪，据俺看来，生的甚觉悭吝，那肯真心请客。他的意思，不过虚让一让，那知狻猊并不推辞，
竟自啖了。原来狻猊腹饥，大约吃饱就要争斗了。”正自指手画脚，谈论狻猊，不意手中那个细鸟，
忽又鸣声震耳，连忙用手乱摇，那肯住声。狻猊听了，把头扬起，；顺着声音望了一望，只听大吼一
声，带着许多怪兽，一齐奔来。三人吓的四处奔逃。多九公喊道：“林兄!还不放枪救命，等待何时!
”林之洋跑的气喘嘘嘘，弃了细鸟，迎着众兽放了一枪。虽然打倒两个，无奈众兽密密层层，毫不畏
惧，仍旧奔来。多九公道：“我的林兄!难道放不得第二枪么!”林之洋战战兢兢，又放一枪。好象火
上浇油，众兽更都如飞而至。林之洋不觉放声哭道：“只顾要看撕斗，那知狻猊腹饥，要吃俺肉1无
臂国以土当饭，他是以人当饭!俺闻秀才最酸，狻猊如怕酸物倒牙，九公同妹夫还可躲这灾难，就只苦
杀俺了!顷刻就到跟前，只要把口一张，就吞到腹中!这狻猊肚肠不知可象无肠国?但愿吞了随即通过，
俺还有命；若不通过，存在里面，就要闷杀了!”唐敖正朝前奔，只觉身后鸣声震耳，回头一看，狻猊
相离不远，竟向身后扑来。不由手慌脚乱，无计可施，说声“不好”，一时着急，将身一纵，就如飞
舞一般，撺在空中。众兽都向多、林二人扑去。二人惟有叫苦，左右乱跑。忽听山冈上呱刺刺如雷鸣
一般，响了一声，一道黑烟，比箭还急，直奔狻猊，狻猊将身纵起，方才躲过；转眼间，又是一声响
亮，狻猊躲避不及，登时打落山上。众兽撇了多、林二人，都来维护狻猊。只听呱刺刺、呱刺刺响亮
连声，黑烟乱冒，尘土飞空，满山响声不绝，四处烟雾迷漫。那个响声，如雨点一般，滚将出来，把
些怪兽打的尸横遍地，四处奔逃，霎时无踪。麒麟带着众兽，也都逃窜。      唐敖落下，林之洋跑来道
：“妹夫当日吃了蹑空草，撺的高高的，有处躲避，竟把俺们撇了!幸亏俺有枪神救命，若不遇着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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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花缘》

，只怕俺同九公久已变成狻猊的浊气了。”唐敖道：“当日小弟在东口山，手捧石碑，还能撺空，今
日若将二位驮在肩上，大约也可撺高，无奈你们相离过远，狻猊紧跟身后，那里还敢迟延。舅兄只顾
要将细鸟带回船去，刚才被他这阵乱叫，以致众兽闻风而至，几乎性命不保。”多九公也走来道：“
这阵连珠枪好不厉害!若非打倒狻猊，众兽岂能散去。此时烟雾渐散，我们前去找那放枪之人，以便拜
谢。”    唐敖道：“敝处所用器具甚多，无如贵邦钢铁甚少，无从措办。‘工欲善萁事，必先利其器
’。今既一无所有，纵使大禹重生，亦当束手。幸而我们船中带有铜铁，制造尚易。第河道一时挑挖
深通，使归故道，施工甚难。盖堤岸日积月累，培壅过高，下面虽可深挑，而出土甚觉费事，倘能集
得数十万人夫，一面深挑，一面去其堤岸，使两岸之土不致壅积，方能易于蒇事。不知人夫一时可能
齐集?”国舅道：“若讲人夫，贵人只管放心。此地河道，为患已久，居民被害已深，闻贵人修治河道
，虽土商人等，亦必乐于从事；况又发给工钱饭食，那些小民，何乐不为?但还有一事：昨日所看此河
东首刷淤之处，贵人曾言彼处当年办理不善，以致淤沙停积，水无去路，故不时为患。其受病之由，
尚求指教。”唐敖道：“凡河有淤沙，如欲借其水势顺溜刷淤，那个河形必须如矢之直，其淤始能顺
溜而下。昨看那边河道到了刷淤之处，河路不直，多有弯曲，其淤遇弯即停，何能顺溜而下?再者，刷
淤之处，其河不但要直，并且还要由宽至窄，由高至低，其淤始得走而不滞。假如西边之淤要使之东
去，其西边口面如宽二十丈，必须由西至东，渐渐收缩，不过数丈。是宽处之淤，使由窄路而出，再
能西高东低，自然势急水溜，到了出口时，就如万马奔腾一般，其淤自能一去无余。今那边刷淤之处
，不但处处弯曲，而且由窄至宽，事机先已颠倒，其意以为越宽越畅；那知水由窄处流到宽处，业已
散漫无力，何能刷淤?无怪越积越厚，水无去路了。”国舅连连点头道：“贵人高论，胜如读《河渠书
》、《沟洫志》。但开工吉期，定在何时?以便启奏国主，谕令该管各官早为预备。”唐敖道：“此时
必须先造器具。明日国舅多派工匠过来。俟器具造齐，再择吉期开工。”国舅点头，即命随从速传工
匠，明早伺候；并多派人役，听候差遣。说罢别出。唐敖将器具样儿画了，并托多九公照应把铁发来
。次日，许多工人传到，唐敖把样儿取出，一一指点，登时开炉打造。众工人虽系男装，究竟是些妇
女，心灵性巧，比不得那些蠢汉，任你说破舌尖，也是茫然。这些工人只消略为指点，全都会意。不
过两三日，都造齐备。择了开工吉期。    是日，国舅同至河边。唐敖命人逐段筑起土坝。先把第一段
之水车到第二段坝内，即将第一段挑挖深通；就把第二段土坝推倒，将水放入第一段新挑深坑之内，
再挑第二段。逐段都动起工来，总是尽力深挑。后来所挖之土，一时竟难上岸，仍命工人把筐垂入坑
内，用辘轳搅上，每取土一筐，要费许多气力。好在众百姓年年被这水患闹怕，此番动工，举国之人
，齐来用力，一面挑河，一面起堤，不上十日，早已完工。又把各处来源去路，也都挑挖疏通。这里
唐敖指点监工，那众百姓见他早起晚归，日夜辛勤，人人感仰。早有几个老者出来攒凑银钱，仿照唐
敖相貌，立了一个生祠；又竖一块金字匾额，上写“泽共水长”四个大字。    此事传人宫内，早有一
位世子把这情节对林之洋说了。原来林之洋那日同国王成亲，上了牙床，忽然想起：“当日在黑齿国
，妹夫同俺顽笑，说俺被女儿国留下，今日果然应了。这事竟有预兆。那时九公曾说：‘设或女儿国
将你留下，你却怎处?’俺随口答道：‘他如留俺，俺给他一概弗得知。’这话也是无心说出，其中定
有机关。今日国王既要同俺成亲，莫若俺就装作木雕泥塑，给他一概弗得知，同他且住几时，看他怎
样。”因存这个主见，心心念念，只想回家，一时想起妻子，身如针刺，?目似涌泉。又想自从到此，
被国王缠足、穿耳、毒打、倒吊，种种受辱，九死一生。这国王恁般狠毒，明是冤家对头，躲还躲不
来，怎敢亲近!如此一想，灯光之下，看那国王虽是少年美貌，只觉从那美貌之中，透出一股杀气；虽
不见他杀人，那种温柔体态，倒象比刀还觉利害。越看越怕，惟恐日后命丧他手，更是心冷如冰，体
软如绵，一连两夜，国王费尽心机，终成面饼。虽觉扫兴气恼，因河道一事，究竟牵挂，不敢把他奈
何。后来同国舅议定治河一事，思来想去，留此无用，只得将他送归楼上，索性把缠足、抹粉一切工
课也都蠲了。林之洋得了这道恩赦，虽未得归故乡，暂且脚下松动。就只不知将来可能放归，又不知
前日众百姓为何喧闹，细问宫娥，都是支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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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花缘》

媒体关注与评论

石华序班志称小说家流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阊巷风俗，立稗官使称说之，此古义也。乃坊肆
所行杂书，妄题为第几才子，其所描写，不过浑敦穷奇面目。即或阐扬盛节，点缀闲情，又类土饭尘
羹，味同嚼蜡，余尝目为不才子，似非过论。昔王临川答曾南丰书，谓小说无所不读，然后能知大体
；而《续文献通考》《经籍》一门，亦采及《琵琶》、《荆钗》，岂非以其言孝言忠，宜风宜雅，正
人心，厚风俗，合于古者稗官之义哉!    《镜花缘》一书，相传北平李氏以十馀年之力成之，观者咸谓
有益风化。惜向无镌本，传抄既久，鲁鱼滋甚。近有同志辑而付之梨枣。是书无一字拾他人牙慧，无
一处落前人窠臼。枕经胙史，子秀集华，兼贯九流，旁涉百戏，聪明绝世，异境天开。即饮程乡千里
之酒，而手此一编，定能驱遣睡魔，虽包孝肃笑比河清，读之必当喷饭。综其体要，语近滑稽，而意
主劝善。且津逮渊富，足裨见闻。昔人称其正不入腐，奇不入幻，另具一副手眼，另出一种笔墨，为
虞初九百中独开生面、雅俗共赏之作。知言哉!辄述此语，以质之天下真才子、喜读是书者。悔修居士
石华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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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花缘》

编辑推荐

班志称小说家流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阊巷风俗，立稗官使称说之，此古义也。乃坊肆所行杂
书，妄题为第几才子，其所描写，不过浑敦穷奇面目。即或阐扬盛节，点缀闲情，又类土饭尘羹，味
同嚼蜡，余尝目为不才子，似非过论。昔王临川答曾南丰书，谓小说无所不读，然后能知大体；而《
续文献通考》《经籍》一门，亦采及《琵琶》《荆钗》，岂非以其言孝言忠，宜风宜雅，正人心，厚
风俗，合于古者稗官之义哉!《镜花缘》一书，相传北平李氏以十馀年之力成之，观者咸谓有益风化。
惜向无镌本，传抄既久，鲁鱼滋甚。近有同志辑而付之梨枣。是书无一字拾他人牙慧，无一处落前人
窠臼。枕经胙史，子秀集华，兼贯九流，旁涉百戏，聪明绝世，异境天开。即饮程乡千里之酒，而手
此一编，定能驱遣睡魔，虽包孝肃笑比河清，读之必当喷饭。综其体要，语近滑稽，而意主劝善。且
津逮渊富，足裨见闻。昔人称其正不入腐，奇不入幻，另具一副手眼，另出一种笔墨，为虞初九百中
独开生面、雅俗共赏之作。知言哉!辄述此语，以质之天下真才子、喜读是书者。悔修居士石华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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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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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看的是电子书，有些段落篇章缺失了，不过还算把全部情节看完了，果然要读实体书为是~恩，下
面是想到的，不算解读，只是乱谈一下~翻了多篇书评，都赞前半部分而损后半部分，确实，前面游
海外的故事想象奇诡、趣味横生、引人入胜，唐林多几人的形象也挺生动讨喜，虽然里面种种奇珍异
兽、怪谈传说大概是出自山海经等前书，但集在故事里也倒自有味道~而后来则没什么曲折动人的情
节，或者说没什么情节了，无非众女中举相聚，最后回归天命什么的，都是前面看过即能想见的，大
部分笔墨在那些礼仪谈吐、吟诗作对、猜谜行令上，不免让人觉得烦琐卖弄，不过个人觉得那些韵学
、谜语、酒令不无趣味~各女子的形象着墨不多，看过就忘，闺臣作为本应突出的主角，也显得苍白
单薄，最后修仙的动因不清，甚觉莫名~起义攻关那段，四大阵法当得亮点，其寓意令人唏嘘，但也
是略略叙过，有笔力不足之感~总体说来，文笔、情节设置、人物塑造什么的都是尚可，但整个故事
的构想应该说很奇妙，而且若补上后一百回，也许能对并不完整的情节人物做些弥补~奇特之处还有
，三重矛盾：故事里总透出股打趣戏谑之味，似是玩味显得热闹而和谐的大千世界；却脱不开儒家礼
教束缚，人物们往往一副正经刻板的面孔恪守规矩；结局却散的散亡的亡，或是远离尘世，莫不惨淡
收场，又是倾向道家的出世思想，把一切归为命数，最后只求超脱尘嚣。如此混沌，哪个才是主题？
应该是作者自己也不知。他构架出一个镜花水月的虚幻故事，也许原只为有趣，却不觉写进了自己对
现实的不满、被桎梏同化的无奈、对幻想中世界的希望和冷眼旁观的嘲讽。若说刻意讽今刺时什么的
，也不见得，可能种种心思还是折中成无谓了。什么都有，什么都是浮云~最后不知道给个什么评价
，也折中吧~
2、小时候看过几个木偶片，还有《哈哈镜花缘》那个水墨动画片，终于有幸翻了这本书，看了前因
和后果。为什么要周游各岛呢，因为他在“采花”，各式各样的美女啊，整个一海选。旅行的部分好
看，林之洋裹脚的部分也相当恶搞，后面就巴拉巴拉了。
3、元旦时候去湛江找同学，聊天时候谈到看电影的事情，之后他就说道王小波的无肠国的比喻，现
在的电影就好像这无肠国的人们，吃了就大解，之后再把自己拉出来的重新吃回去。过后想想真是妙
极，也萌生看《镜花缘》的想法，想起自己小的时候看过一个故事，也就是镜花缘的精简版那种猎奇
游记式的故事，我印象深刻的是双面国的人。在之后确实看过王小波的那段杂文，却是自己不求甚解
的读过，蛮惭愧的，竟也没留下什么印象。经过好友翻述后才点亮。不过看罢书后个人觉得不是书中
写的好，而是王小波的引申做得好。这本书大约断断续续读了半月，书过了一半后写一群才女时故事
开始搅烂，絮絮叨叨的掉书袋的故事开始。我在床上用手机看的电子书，经常不自觉的就睡了过去，
实在提不起了兴趣。故事里面写的唐朝武后的故事，不过书中各种《西游记》《西厢》乱入，才女们
作宋词《西江月》也蛮无语，不知道是我弄错还是作者不注意。前段写仙境再后来是游记再后来才女
们的玩乐生活再后来排兵打仗，看起来不伦不类的一盘杂烩。PS:个人觉得这本书的可读点只在于前半
段的游记部分。读书时游历各国顺序大致记了记：君子国、大人国、老民国、聂耳国、无肠国、狗头
国、鬼国、元股国、毛民国、毗骞国、无继国、深目国、黑齿国、长人国、白民国、淑士国、双面国
、穿胸国、厌火国、寿麻国、结胸国、长臂国、翼氏国、豕喙国、伯虑国、巫咸国、岐舌国、智佳国
、女儿国、轩辕国。
4、前半部分，主人公乘坐商船游历海外各国，大人国，小人国，黑齿国，女儿国，直肠国。。。又
寻访仙岛。经历奇特，情节充满隐喻。除了遭遇种种奇闻轶事，主人公每到一国也会做生意，从甲地
贩入到乙地贩出，贩卖之物多是胭脂水粉，而且返回大唐时，船上只是载满多位&quot;花魁&quot;，
并不见什么货物带回。难道说那个时候的中国已经是啥也不缺，外邦进贡点皇上用的，老百姓似乎不
缺什么东西需要从国外进口的。各位花神托生的美女们聚在一起之后，就开始夜航船式斗嘴炫技。其
中有对茶叶造假内幕的揭露，看完之后对茶叶顿无兴趣。有对鼻烟的鉴赏窍门，花草鉴赏，书法绘画
鉴赏。然后是长达数十章的诗词歌赋，烦死了反正我是看不懂，全部略过。最后是符合宿命论的结局
，还有石头记式的自传。比较郁闷的是女人聚在一起讨论的话题是挺无聊的啊。唐闺臣，的确，再诗
词歌赋精彩文章，也左右不过是闺阁之中的小儿女。
5、我一向比较喜欢看古典小说，从小到大，基本上市面上常见的都看过了，四大名著，金瓶梅，冯
梦龙，老残聊斋等等，整体来看最喜欢的是《东周列国志》，百看不厌，每看一遍都能有所启发，从
小看到大；最不喜欢的是《金瓶梅》和《镜花缘》。金瓶梅因为语言风格的关系，看着费劲，情节因
为从小都耳闻不少也没什么意思；《镜花缘》前半部分唐、林、多周游列国还有点趣味，适合闲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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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其中讲音韵斗学问直接跳过，后半部分百余花仙的事直接看每回标题就知道要讲什么了，略看看
而已。《镜花缘》在思想艺术方面确实稍显薄弱，语言风格也无甚亮点，作为一个长篇无疑不是很成
功。作者无非是借着些故事，讽刺一些社会现象。因工作关系，我在连云港生活了半年，很喜欢这座
城市。周末常在周边闲逛，连岛、花果山、海州古城、老街等等，适值冬天，海风很大。当时住在新
浦双盛花园，晚上常在附近的苍梧绿园跑步，买点云雾茶。有个把聊得来的朋友，所以这半年内心十
分舒畅。四月份还曾经从淮安骑车到新浦，很有意思的经历。后来夏天之前跳槽，去了南京。才知道
李汝珍在板浦生活了数十年，板浦镇在港城南面，大约二十公里。至今板浦有李汝珍纪念馆，未曾去
过。板浦盛产香肠。大约李汝珍是个音韵好手。小时候看过镜花缘的四集动画片，前几天又翻出来看
了一遍，艺术水平确实比当下的很多动画片高很多。国产动画的良心之作啊。
6、镜花缘，镜中花和水中月，镜中的人物何尝不是照射出世间的人生百态。镜花缘是清朝的小说，
本人饶有兴趣在一个下雨的下午，真正地看了前五十回。即唐敖、多九公、林之洋三人在天朝上国四
海之滨的游历，各色习俗、各种神鸟神兽、还有各种奇异的国家，想象力丰富。随着唐敖游历各国，
体验各种传奇和奇异的地域，还以为八股文把文人的想象力早已经绑死了，各种奇特的经历又常常照
出天朝上国的倒影，呵呵，表达了作者对现世的讽刺。后五十回是在讲各个能文能武的奇女子，后面
的内容看起来实在费劲，作者无时不在显示他的博学，但对于对诗词歌赋和早已被打倒的儒家经典几
乎一无所知的现代人来说，看不懂只好pass掉。书中各国有小人国、巨人国，那巨人更是无限大，呵
呵，睡在地上，两眼望着天，真是目空一切，莫说立了，连翻身都不能。君子国，无论平民还是乞丐
、贵族，“好人不争”，那个互相谦让的，费老劲了。天朝上国在四海之内永远是高高在上，教化其
它四海之国，书中也无不提到，天朝上国的国民到哪都是倍受尊崇的。中国在它所处的位置如此得天
独厚，在哥伦布为发现新大陆之前，中国一直都是高高在上于其它各小国。对于外面的世界，天朝上
国的总是高高在上地藐视是由于环境自古形成，直到携带着铁甲船和重炮的另一个半球来的敌人轰开
帝国的大门。作者绝也想不到，世界是圆，居然还有不论《论语》、不知道孟子的其他国人。两面人
不就是人的真实写照，带着面具的人。黑齿国尽出才女，可把多九公和唐敖这两个天朝人，难死，他
们蒙羞而出；白民国，原以为高傲不可一世的私塾老先生读了深奥的书，不想，原来读的“白字”，
真正的可笑；女儿国，描写的最精彩，林之洋不幸被女儿国国主看上了，但男子被扑粉、裹脚后，林
之洋差点也成为真正的国王的宠物，当男子和女子被调个后，裹脚布一样能把男子裹得老老实实的。
裹脚布真正是万恶的旧社会的产物，科举绑住了男子的头脑，裹脚布则绑住了另一半人的手脚。中国
的旧社会在封闭的环境下，男子的晋升只能依靠八股文的科举，讲忠讲孝，儒教成了他们的教义；女
子则依靠裹脚布，畸形地裹出小脚，去竞争，去满足那些考中科举的达官贵人的癖好（《灰姑娘》的
水晶鞋跟这一样）。
7、王母圣诞，众仙齐聚昆仑山庆贺。百花仙子与嫦娥就百花齐开一事产生争执，终决定若百花得以
齐开放，百花仙子必贬至人间，或为广寒宫清扫庭院。百花仙因麻将费心经营数日，其部下接到人间
帝王——武则天的命令，让百花齐放。时间紧迫主人未归，仙子部下遂私下命令，让百花违花时而齐
放。事毕，百花仙子不忍降尊扫庭院，故投胎人世。其父名唐敖，一书香人士，因得梦境为觅百花齐
放之仙山而周游四海，见得许多奇人异事，终隐于小蓬莱，与世隔绝。其女小山追父之踪，奈父只留
一碑，欲其考取功名，遂相见并为之改名唐闺臣。唐闺臣和众女子皆才华横溢，恰武后广纳贤才，尤
设女科，闺臣高中殿元，奈其名不祥，被贬之十一名。寻父之旅最终成为回到仙路之行。洋洋一百回
，镜花缘线索明朗，言语易懂，简洁凝练，所叙之事大致有二。其一是唐敖周游四方，比之于夷狄，
天朝虽为政治文化中心，仍相形见绌；其二是众女赴京赶考，谈吐不凡，诗词歌赋，腹中篇章，不亚
于男子。以女子为叙述主体的题材出现在清朝，是一种进步。唐敖至一国，见其民视燕窝如贱品，路
不拾遗，甚惊讶。其民对天朝人嘲之曰“因燕窝价贵，一肴可抵十肴之费，故弗宴会必以此物为首，
既不恶此形似粉条，亦不厌其味同嚼蜡。”至黑人国，对其人身长而尽黑颇不齿，然而以知识渊博著
称的多九公竟被两小黑女讨教得瞠目结舌，面红耳赤，羞愧不已。方自行惭愧，连走路都觉得失态，
赶紧逃离。另外，“脱尽仕途戾气”的国民让他们自觉俗气逼人；“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
书”的对联也令他们印象深刻。文本有一点淡淡的出世意味。泣红亭之对联“桃花流水杳然去，朗月
清风到处游”，加之另一幅“庭院深沉处，千秋荡漾时”皆营造一种舍世俗，放四海的情怀。文中亦
有一句“凡有各事，只要俯仰无愧，时常把天地、君亲放在心上，这就是你一生之事了”这是作者借
别人之口，慎重地对一生的总结。当下人也许会对这种“忠君”的传统情怀表示“喷饭”（喷饭一词
早在镜花缘中已经出现）。但细细思量，这种顾己及人的道德教诲比起当下夸夸其谈，虚有其表的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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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劝，高明许多，清晰许多，坦白许多。百回镜花缘，目之所及，皆人品高洁、学富五车、不计名
利之人，常感神清气爽，赏心悦目。时时捧读，暂时忘却俗世，令自己置身于一道德高地，不禁沾沾
自喜，自命不凡，岂非人间胜事？然奈何双脚触地，又置身于名利漩涡，所谓百回镜花缘，一场春梦
，其意莫若此。C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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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镜花缘》的笔记-第55页

        作者借吴家二老之口，表达了对封建葬丧习俗、子女满月酒席等活动浪费食物、争讼、三姑六婆
欺骗女子、妇女缠足、后母、尚奢华等事情的看法。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弊端，以后或许有用，笔
记。

2、《镜花缘》的笔记-第六十六回

        他既得失心重，未有不前思后想：一时想起自己文字内中怎样练句之妙，如何扫藻之奇，不独种
种超脱，并且处处精神都是无所谓、不自然的。提倡“回到自然”去，对一切采取，越思越好，愈想
愈妙，这宗文字，莫讲秦、汉以后，就是孔门七十二贤也做我不过，世间那有这等好文字！明日放榜
，不是第一，定是第二。如此一想，自然欢喜要笑了。姐姐！你说这宗想头岂非昧了良心么？及至转
而一想，文字虽佳，但某处却有字句欠妥之处，又有某处用意错谬之处，再细推求，并且还有许多比
屁还臭、不能对人之处，竟是坏处多，好处少，这样文字，如何能中！如此一想，自然闷恨要哭了。
姐姐！你说这宗忖度岂非良心发现么？

3、《镜花缘》的笔记-第二十一回

        俺闻秀才最酸，狻猊如怕酸物倒牙，九公同妹夫还可躲这灾难，就只苦杀俺了！

4、《镜花缘》的笔记-第三十二回

        唐敖同多九公登岸进城，细看那些人，无老无少，并无胡须；虽是男装，却是女音；兼之身段瘦
小，袅袅婷婷。唐敖道：“九公，你看：他们原是好好妇人，却要装作男人，可谓矫揉造作了。”多
九公笑道：“唐兄：你是这等说；只怕他们看见我们，也说我们放著好好妇人不做，却矫揉造作，充
作男人哩。”唐敖点头道：“九公此话不错。俗话说的：‘习惯成自然。’我们看她虽觉异样，无如
她们自古如此；他们看见我们，自然也以我们为非。此地男子如此，不知妇人又是怎样？”多九公暗
向旁边指道：“唐兄：你看那个中年老妪，拿著针线做鞋，岂非妇人么？”唐敖看时，那边有个小户
人家，门内坐著一个中年妇人：一头青丝黑发，油搽的雪亮，真可滑倒苍蝇，头上梳一盘龙鬏儿，鬓
旁许多珠翠，真是耀花人眼睛；耳坠八宝金环；身穿玫瑰紫的长衫，下穿葱绿裙儿；裙下露著小小金
莲。穿一双大红绣鞋，刚刚只得三寸；伸著一双玉手，十指尖尖，在那里绣花；一双盈盈秀目，两道
高高蛾眉，面上许多脂粉；再朝嘴上一看，原来一部胡须，是个络腮胡子！看罢，忍不住扑嗤笑了一
声。那妇人停了针线，望著唐敖喊道：“你这妇人，敢是笑我么？”这个声音，老声老气，倒象破锣
一般，把唐敖吓的拉著多九公朝前飞跑。那妇人还在那里大声说道：“你面上有须，明明是个妇人；
你却穿衣戴帽，混充男人！你也不管男女混杂！你明虽偷看妇女，你其实要偷看男人。你这臊货！你
去照照镜子，你把本来面目都忘了！你这蹄子，也不怕羞！你今日幸亏遇见老娘；你若遇见别人，把
你当作男人偷看妇女，只怕打个半死哩！”

5、《镜花缘》的笔记-第一回

        “小仙所司各花，开放各有一定时序，非比歌舞，随时皆可发令。月姊今出此言，这是苦我所难
了！况上帝于花，号令极严，稽查最密。凡下月应开之花，于上月先呈图册，其应否增减须瓣、改换
颜色之处，惧候钦裁。上命披香玉女细心详察，务使巧夺人工，别开生面。所以同一梅花，有绿萼、
朱砂之异；同一莲花，有重台、并蒂之奇。牡丹、芍药，佳号极繁；秋菊、春兰，芳名更伙。一枝一
朵，悉遵定数而开。或后或先，俱待临期而放。又命催花使者，往来保护，以期含苞吐萼之时，如式
呈妍。果无舛错，注明金篆云签，来岁即移雕拦之内，绣闼之前，令得净土栽培，清泉灌溉，邀诗人
之题品，供上客之流连。花日增荣，以为奖励。设有违误，纠察灵官奏请分别示罚。其最重的，徙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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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亭驿馆，不特任人攀折，兼使沾泥和土，见蹂于马足车轮。其次重的，蜂争蝶闹，旋见凋残；雨打
霜摧，登时零落。其最轻的，亦谪置深山穷谷，青眼稀逢，红颜谁顾；听其萎谢，一任沉埋。有此种
种考察，是以小仙奉令惟谨，不敢参差，亦不敢延缓。今要开百花于片刻，聚四季于一时，月姊此言
，真是戏论了。”
这个人设（？）真是要多风雅有多风雅⋯⋯

6、《镜花缘》的笔记-第59页

        他因人生在世终有一死，纵使争名夺利，富贵极顶，及至“无常”一到，如同一梦，全化乌有。

7、《镜花缘》的笔记-第十六回

        唐敖道：“这个无启，大约就是无继国。小弟闻彼国之人，从不生育，并无子嗣。可有其事？”
多九公道：“老夫也闻此话。又因他们并无男女之分，甚觉不解。当日到彼，也曾上去看过，果然无
男无女，光景都差不多。”唐敖道：“既无男女，何能生育？既不生育，这些国人一经死后，岂不人
渐渐少了？自古至今，其人仍旧不绝，这是何故？”多九公道：“彼国虽不生育，那知死后其尸不朽
，过了一百二十年，仍旧活转。古人所谓‘百年还化为人’，就最指此而言。所以彼国之人，活了又
死，死了又活，从不见少。他们虽知死后还能重生，素于名利心肠倒是雪淡。他因人生在世终有一死
，纵让争名夺利，富贵极顶，及至‘无常’一到，如同一梦，全化乌有。虽说死后还能复生，但经百
余年之久，时迁世变，物改人非，今昔情形，又迥不同，一经活转，另是一番世界，少不得又要在那
名利场中努力一番。及至略略有点意思，不知不觉，却又年已古稀，冥官又来相邀。细细想去，仍是
—场春梦。因此他们国中凡有人死了叫作‘睡觉’，那活在世上的叫作‘做梦’。他把生死看的透彻
，名利之心也就谈了。至于强求妄为，更是未有之事。”

8、《镜花缘》的笔记-第九十一回

        青钿道：“玉儿快接下去，我饮两杯。”玉儿道：“有一道学先生，教人只体贴得孔子一两句言
语，便终身受用不尽。忽遇一个少年道：‘在下生平也只体贴孔子两句，极亲切，自觉心宽体胖。’
道学先生听了，不觉起敬道：‘不意先生如此青年竟有这等颖悟！不知是那两句？’少年道：‘食不
厌精，脍不厌细。’”说的众人个个发笑。”
另外发现《九云记·第三十三回》引用了同一个段子。

9、《镜花缘》的笔记-第三十一回

        林之洋道：“这样说来：‘珠翁’二字，是个‘中’字，原来俺也晓得反切了。妹夫：俺拍‘空
谷传声’，内中有个故典，不知可是？”说罢，用手拍了十二拍；略停一停，又拍一拍；少停，又拍
四拍。唐、多二人听了茫然不解。婉如道：“爹爹拍的大约是个‘放’字。”林之洋听了，喜的眉开
眼笑，不住点头道：“将来再到黑齿，倘遇国母再考才女，俺将女儿送去，怕不夺个头名状元回来。
”唐敖道：“请教侄女：何以见得是个‘放’字？”婉如道：“先拍十二拍，按这单字顺数是第十二
行；又拍一拍，是第十二行第一字。”唐敖道：“既是十二行第一字，自然该是方字，为何却是放字
。”字？”婉如道：“虽是‘方’字，内中含著‘方’房、仿、放、佛’，阴、阳、上、去、入五声
，所以第三次又拍四拍，才归到去声‘放’字。”林之洋道：“你们慢讲，俺这故典，还未拍完哩。
”于是又拍十一拍，次拍七拍，后拍四拍。唐敖道：“昔照侄女所说一例推去，是个‘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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