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厢记读书笔记摘抄 西厢记读书笔
记(优质8篇)

公益不仅有助于改善社会和个人的发展环境，也能够提升个
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公益总结需要突出项目的特色
和亮点，使其更具说服力。接下来是一些公益活动的图片和
视频，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公益事业的实践和成果。

西厢记读书笔记摘抄篇一

《西厢记》是指“世界上终于有情人成为家人”的受骗而混
乱的故事。张生和崔英英一见钟情，崔某因家庭利益和封建
礼法的考虑而百般阻挠，最终在红娘的帮助下经过一系列斗
争，崔某最终成为了家人。作品表达了男女青年追求恋爱自
由、婚姻自主的愿望，展现了所谓反封建的主题。

《西厢记》写下了长生的迷恋美、莺歌的深情美和红色母亲
热情的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活着不仅仅是物质的存在，
更是一种精神的存在。精神的美丽在于率真。任何破坏这种
美丽的势力都只能丑陋。《西厢记》写下了这种美丽和丑陋
的较量，写下了人性的束缚和压迫，写下了人性终于冲破束
缚，耀武扬威，自由伸张的生机。

让我们在《西厢记》上看一下“长征送别”。

但“逃避思念，打破问题，早早离别”的崔英英内心非常痛
苦，经过一番苦心获得的爱情又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听
到“走也走”的话，解开了金贤重。远远望着十里壮丁，减
少了玉根。谁知道这讨厌呢？“这是什么样的“仇恨”？从
莺歌的角度来看，恋人朝夕相处，磨鬓角，拿起事件扬眉吐
气，牵着庆京和我、执子的手，与儿子白头偕老。总
之，“但是得到一个人，得到一个蒂连”比什么都重要，所
以她反复对长生说：“这条线不能得到官职。即使回来”。



这是对爱情和幸福的热切渴望和执着。这种追求突破了封建
陈腐观念和传统道德的束缚，推翻了“保存天理，泯灭人
性”的新儒学信条，体现了一种反抗精神。

崔英英还有一个担心：长生一旦进入高中，还能爬上另一个
高枝吗？“你休担心问题服不均匀，我怕你停止妻子，再次
迎接妻子。”所以郑重嘱咐张生。“这个寺庙的君要记住，
遇到那株他乡花草，再休息的话，在这里好像会很晚才栖息。
"莺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父子交易、归依不仅是
常事，“始终放弃”的流氓行为也被认为是“亮相”。从林
莺的角度来看，自己对长生的深情不能辜负和背叛，要得到
对等的回报。这实际上是捍卫人格尊严，要求平等的思想。
这是对传统的不满和抗争，代表了当时很多女性的心情。

王室报写的长生和崔永英英冲破封建礼法的束缚，不顾父母
的生命，抛弃了教纲和利的功名，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呼唤，
性情自由奔放，勇敢相爱。 他们在佛典中相遇，一见钟情，
吟诗月河，交流曲，书信交合会、梁静、最后的壮丁送别这
一系列精进果断的行动，不知道有多少纬度公司能做到这一
点。即使在今天，《西厢记》仍然是人类美丽和自由的珍贵，
束缚心灵，毁灭人类的势力是多么卑劣和可憎，让人们意识
到幸福是可能的，应该争取3354，摒弃各种陈旧观念，摆脱
各种心灵枷锁，为人性的解放和生命的尊严而斗争。

西厢记读书笔记摘抄篇二

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是我国古代的爱情戏中成就最高、
影响最大的戏曲作品之一，第四本第三折的一首《正宫端正
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
林醉，都是离人泪。”颠倒了多少风流文人！一句“愿天下
的有情人都成就了眷属”，道出了多少痴男怨女的心声！王
实甫的《西厢记》虽然是在《董解元西厢记》的基础上编写
的，但它的根本基础是唐代诗人元稹（元微之）的《会真
记》。据说王实甫写至第四本第三折“碧云天，黄花地，西



风紧，北雁南飞”的千古名句时，已是力竭心枯，呕血而死。

大凡读过西厢记的人都觉得这部剧作的语言文字很美，让人
有一种感觉，就好像走进神奇璀璨，异彩纷呈的艺术境界。
作者用着如珠似玉的语言不着痕迹地将环境，人物，感情融
为一体，浑然天成。

剧中有雄浑豪放的曲词：“{油葫芦}九曲风涛何处显？……
这河带齐梁分燕晋隘幽燕。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
揽浮桥，水上苍龙偃；洞悉愧九州，南北串百川。归舟紧不
紧如何见？却便似弯剑乍离弦。”

这里把九曲黄河写得何等气势磅礴，一泻千里。

当然也有绮丽婉转的小词：“{中吕}{粉蝶儿}风静帘闲，透
纱窗麝兰香散，启朱扉摇响双环。绎台高，金荷小，银镇尤
灿。比及将暖帐轻弹，先接起这梅红罗软帘偷看。”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这里洋溢着美好幽深的诗一般的气氛。读来余香萦绕。

而在剧中情节有悲苦性质的场面里，作者的描写依然笼罩着
诗般的气氛。比如第四本第三折“长亭送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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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语言是借助古典诗词描写离愁别绪的特有表现手法
来加以渲染的，是以那种诗意的浅浅哀愁和无奈的色调来表
现主人公离别时的悲苦的。

“文辞华丽”是《西厢记》语言艺术的特色，这种语言特色
更表现在该作品语言的文采性。西厢记可谓是吸收了唐诗宋
词的精美语言，这些绝妙好词在剧中俯拾皆是，真是美不胜
收。



西厢记读书笔记摘抄篇三

读完西厢记，总有一种时代感很接近的感觉。曲中崔莺莺，
张珙，红娘等角色一点儿都不像古代人。这些人物的开放程
度甚至比现代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元代之
所以出现如此开放的角色，应该是元代是外族统治，不太受
旧礼教约束的结果吧！同时，这是因为中国在元代已进入传
统礼教社会的中叶，年青的男女对封建婚姻制度的盲婚哑嫁
已经唾弃，并对自由恋爱及婚姻响往不已吧！这份鼓动对身
在现代自由社会的我都感到震奋！现今的社会当然比中古时
代或近代更为开放和自由，但实际上现今社会并不是完全开
放的！排斥姊弟恋，同性恋和「男主外，女主内」，「夫尊
妻卑」等保守敏感性强的规条仍是社会的主流。现今社会亦
不是完全自由的！婆媳翁婿纠纷，政治婚姻等封建产物亦是
屡见不鲜！「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鲜明的主张下，这
些开明的主人翁变得勇敢，进取。当中红娘更是一个代表性
人物，红娘缔造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成功的奴婢形像。奴婢不
再是俯首称臣，任人鱼肉，身不由己，懦弱自卑的悲剧人物，
红娘一身伶俐，直爽，泼辣，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少女形
象完全推翻我心目中弱少无助，孤苦无依的奴婢形像！这种
具开创性的人物形像确使人心悸！亦正因为这种划时代的人
物风格，才能使西厢记历久而常新！

内容感想：

中国的元曲与欧洲的歌剧，非洲班图人的皮鼓舞以及波尼里
西亚的巫舞祭不同，是糅合了中国和西域的文学作品，既是
歌，更是一个从散文，传纪体过渡到小说的中转站。内容严
谨详尽，远比欧洲的歌剧如《罗密欧与茱丽叶》，《戒指
王》，《十二夜》，《歌剧魅影》来得精细。可知真正的元
曲，可以长到数天才能演完，亦可以短至区区一个时辰就结
束。元曲兼有细致工笔，亦有言简意深的特徵。而西厢记亦
是如此！对於张生与崔莺莺的相知相惜相恋相爱并没有花太
多笔墨，但又达到传神的效果。而在两人的感情以至其相恋



艰难的情节以及对自由恋爱的诉求却用不少笔墨所述。这亦
是元曲比上述三者更能吸引我的原因！音乐的引入，广义的
「说唱」的引入，弥补了语言的局限性给戏剧造成的损失。
《西厢记》中「说」与「唱」交叉出现，交相呼应，堪称
「说唱」在戏剧中应用的典范：

[寄生草]兰麝香仍在，佩环声渐远。东风摇曳垂杨线，游丝
牵惹桃花片，珠帘掩映芙蓉面。你道是河中开府相公家，我
道是南海水月观音现。

「十年不识君王面，始信婵娟解误人。」小生便不往京师去
应举也罢。[觑聪云]敢烦和尚对长老说知，有僧房借半间，
早晚温习经史，胜如旅邸内冗杂，房金依例拜纳，小生明日
自来也。

这是第一本第一折结尾处的场景。见到崔莺莺第一面后便魂
不守舍的张君瑞当即作出了放弃赴京赶考的决定，请求在寺
中住下，从而有了以后的故事。这一幕中，「说」的部分承
担了情节的发展，修辞朴实而精练；「唱」的部分渲染了人
物的复杂情感，用词夸张，生动。[寄生草]中渐渐远去的香
气和佩环声构造了一个粉红色的背景，观音之比从侧面烘托
了莺莺的美貌，跟传达了张生的爱慕，[赚煞]中以铁石人作
夸张，大好春光为反衬，更突显了张生心中的不安与期待。
夸张的用词辅以音乐，将张生的心态勾勒得惟妙惟肖。

总结：

总括而言，西厢记作为元曲，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开明的
人物性格，详略得宜的内容剧情，独特的半歌剧形式，澎拜
的思想，使人们(包括我)都被其俘虏了！

西厢记读书笔记摘抄篇四

《西厢记》说的是“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样一个又俗又



滥的故事：张生与崔莺莺一见钟情，而崔母出于家族利益和
封建礼法的考虑百般阻挠，最后，在红娘的帮助下，经过一
系列斗争，崔张终成眷属。作品表达了男女青年追求恋爱自
由、婚姻自主的愿望，显示出一种所谓反封建的主题。

《西厢记》写出了张生的钟情之美、莺莺的深情之美、红娘
的热情之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活着不只是一种物
质的存在，而是一种精神的存在，精神的美在于率性纵情，
而任何破坏这种美的势力必然是丑恶的。《西厢记》写出了
这种美与丑的较量，写出了人性的被束缚和被压抑，更写出
了人性终于冲破束缚如惊雷如春笋自由伸张的勃勃生机。

我们来看看《西厢记》中“长亭送别”一场。

“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的崔莺莺内心十分痛
苦，历经苦心刚刚获得的爱情又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听
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
此恨谁知？”这是一种什么“恨”呢？在莺莺看来，有情人
朝夕相处，耳鬓厮磨，举案齐眉，卿卿我我，执子之手，与
子偕老……总之，“但得一个并蒂莲”，比什么都重要，所
以她反复叮嘱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即便回来”，休
要说什么“金榜无名誓不归”！这是对爱情和幸福的热烈渴
望和执著追求，这种追求突破了封建陈腐观念和传统道德的
束缚，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信条的颠覆，表现出
一种叛逆精神。

崔莺莺还有一层忧虑：张生一旦高中，会不会另攀高
枝？“你休忧文齐福不齐，我只怕你停妻再娶妻。”所以郑
重嘱咐张生：“此一节君须记，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
此处栖迟。”莺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在那个时代，富易
交，贵易妻不但是常事，甚至“始乱终弃”的流氓行为还被
认为是“善补过”。在莺莺看来，自己对张生的深情不应该
被辜负和背弃，而要得到对等的回报，这实际上是一种捍卫
人格尊严和要求平等的思想，这也是对传统的不满和抗争，



代表了当时广大妇女的心声。

王实甫笔下的张生和崔莺莺冲破封建礼法的束缚，不顾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鄙弃名教纲常和利禄功名，听从自己内心的
召唤，纵任性情自由奔放，勇敢地爱起来了。他们从佛殿相
遇、一见钟情，到月下吟诗、互通款曲，发展到传书递简、
跳墙赴约，直至西厢幽会、两情缱绻，最后长亭送别、海誓
山盟，这一系列情真意切、大胆热烈的行为，不知使多少卫
道士咬牙切齿、胆战心惊，也不知使多少在封建婚姻制度压
迫下的青年男女为之击节，为之陶醉，为之神魂飞越。即使
在今天，《西厢记》仍然让人心领神会、激动不已，让人认
识到人性的美好和自由的可贵，认识到束缚心灵、摧残人性
的势力是多么的可鄙和可憎，认识到幸福可以，应该和必须
去争取——丢弃各种陈腐的观念，摆脱各种心灵的枷锁，为
人性的解放和生命的尊严而斗争！

《西厢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著，有人将它与《红楼梦》
并提。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写这篇读后感前无法下笔并不是
感觉不足以动心动情，亦或是不够深刻，而是感觉满满的，
那么的贴切那么唯美，只有去感知无法将它语言话，尽管如
此我任然想把这心中诸多感触付之笔杆，一吐为快。

故事曲折，情趣动人，描写细腻的《西厢记》真乃爱情的美
学宣言，何谓爱情的美学宣言呢？在王实甫的笔下，莺莺和
张生公然战胜了封建礼教，维护了他们至纯至洁的爱情，重
在公然上，这就是宣言。

“不到一顿饭的工夫，江十六出聚以看完，自觉辞藻警人，
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的记诵”。
这是《红楼梦》二十三回中黛玉对《西厢记》的赞词，其实
也就是曹雪芹的赞词。

“永老无别离，万古常玩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这是《西厢记》里一句流传千古的名句，是几百年来无数代



人心中吟唱的美好爱情生活，它洞穿亘古而发出无穷的魅力
和奇峭，连西湖的月老祠，也忘不了将这句词题为对联---
——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
美好的爱情是我们所追求的，所以当生活略显枯燥时，我们
不妨试着让自己的心灵得到一层净化，翻开《西厢记》，用
心去感受一下那种坎坷的爱情，那种甜蜜的聚合，还有那里
面美得让人心醉的辞藻。

细细品味《西厢记》，我们不难发现，张生与崔莺莺的相识
只是一种纯粹的一见钟情，张生恋上莺莺，仅仅是因为她的
美貌和温柔，而莺莺喜欢上张生，也仅仅是因为张生的才气
和气质。然而，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生活经
验里，“一见钟情”往往是外貌特征或者气质上偶然迎合心
理需求所产生的，那是一种人类生理的荷尔蒙冲动，而冲动
又总是短暂的，短暂的冲动犹如冰天雪地里的一滴水，过不
了多久它就会自动冷却和结冰。丘比特的神箭、月老的红线、
天意神谕···在我眼里，一见钟情的神话抑或只是浪漫的
幻象，生活里的故弄玄虚。它经不起天长地久的考验。

人们常说《西厢记》是喜剧，吾深感如此。张生看似有愚钝
笨拙，但其实质无非是追求自身的真爱，所表所露都是自然
真诚的，于生活中不易寻觅而已即不常见的更难拥有，遂讥
之天真，实则笑己矣。

读书是一种心灵的享受，不同的人去读会有不同的想法，当
夕阳西下，不免有一丝哀愁，于是也就想到了张生与崔莺莺
可能不完美的婚后生活，同时也奉上了我自己的一些理由，
不管有理与否，这些都是我自己过完一天读书生活后最深的
心得，生活照常要过，如果有情人能终成眷属，那也何尝不
是一见美满的事情！

内容感想：

中国的元曲与欧洲的歌剧，非洲班图人的皮鼓舞以及波尼里



西亚的巫舞祭不同，是糅合了中国和西域的文学作品，既是
歌，更是一个从散文，传纪体过渡到小说的中转站。内容严
谨详尽，远比欧洲的歌剧如《罗密欧与茱丽叶》，《戒指
王》，《十二夜》，《歌剧魅影》来得精细。可知真正的元
曲，可以长到数天才能演完，亦可以短至区区一个时辰就结
束。元曲兼有细致工笔，亦有言简意深的特徵。而西厢记亦
是如此！对於张生与崔莺莺的相知相惜相恋相爱并没有花太
多笔墨，但又达到传神的效果。而在两人的感情以至其相恋
艰难的情节以及对自由恋爱的诉求却用不少笔墨所述。这亦
是元曲比上述三者更能吸引我的原因！音乐的引入，广义的
「说唱」的引入，弥补了语言的局限性给戏剧造成的损失。
《西厢记》中「说」与「唱」交叉出现，交相呼应，堪称
「说唱」在戏剧中应用的典范：

[寄生草]兰麝香仍在，佩环声渐远。东风摇曳垂杨线，游丝
牵惹桃花片，珠帘掩映芙蓉面。你道是河中开府相公家，我
道是南海水月观音现。

「十年不识君王面，始信婵娟解误人。」小生便不往京师去
应举也罢。[觑聪云]敢烦和尚对长老说知，有僧房借半间，
早晚温习经史，胜如旅邸内冗杂，房金依例拜纳，小生明日
自来也。

这是第一本第一折结尾处的场景。见到崔莺莺第一面后便魂
不守舍的张君瑞当即作出了放弃赴京赶考的决定，请求在寺
中住下，从而有了以后的故事。这一幕中，「说」的部分承
担了情节的发展，修辞朴实而精练；「唱」的部分渲染了人
物的复杂情感，用词夸张，生动。[寄生草]中渐渐远去的香
气和佩环声构造了一个粉红色的背景，观音之比从侧面烘托
了莺莺的美貌，跟传达了张生的爱慕，[赚煞]中以铁石人作
夸张，大好春光为反衬，更突显了张生心中的不安与期待。
夸张的用词辅以音乐，将张生的心态勾勒得惟妙惟肖。



西厢记读书笔记摘抄篇五

今年春天，借着适宜的气候，读了几本书。同时也趁着明媚
的阳光出去疯玩了一个春天。所以把读后感一拖再拖。

《西厢记》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邂逅，一见钟情，为争取婚
姻自主，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而私下结合的感情故事，
表达了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对完美感情梦想
的憧憬和追求。几百年来，它曾深深地激励过无数青年男女
的心。

《西厢记》是部浪漫的爱恋书。我很羡慕书中的崔莺
莺。“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
属。”婚姻缔结的基础应当是男女之间真挚的感情，而不在
于门第的高低、财产的多寡、权势的大小、容貌的丑俊、才
情的敏拙。可见，它所表达的不是某一时期、某一阶层的呼
声，而是世世代代人的梦想和愿望。

读《西厢记》，有感于莺莺与张生的真挚感情，欣赏他们冲
破封建礼教的勇气；有感于红娘的聪明机智，敬佩她的胆识
和智慧。

《西厢》剧情布置巧妙，情节波澜起伏，矛盾冲突环环相扣，
故事富于变化，情趣浓厚，并且经过不断的磨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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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展现了一个美丽的感情故事。使得她格外动人：以眼游西
厢记读后感幸，满口余香。

“……频祝愿：普天下心厮爱早团圆。谢天神，教俺也频频
的勤相见。”“愿普天下姻眷皆完聚。”这一祝愿是在大团
圆喜庆的气氛中由主角的幸福而推及“普天下”，所以格外
令人感动，这一主题也是就几乎成了《西厢记》所独有，从
而使后世不知多少才子佳人在咀嚼这句话时，似痴如醉，无
限向往！



有人说《西厢记》是“天地妙文”。说“《西厢记》必须扫
地读之，扫地读之者，不得存一点尘于胸中也……必须焚香
读之，焚香读之者，致其恭敬……必须对雪读之，对雪读之
者，资其洁清也……必须对花读之，对花读之者，助其娟丽
也……必须尽一日一夜之力一气读之，一气读之者，总揽其
起尽也……必须展半月一月之功精切读之，精切读之者，细
寻其肤寸也……”。我只是做完了家务而读之，只能是粗读
与浅见之。究竟怎样读，尽自我的体会。

“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西厢记读书笔记摘抄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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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厢记读书笔记摘抄篇七

《西厢记》说的是“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样一个又俗又
滥的故事：张生与崔莺莺一见钟情，而崔母出于家族利益和
封建礼法的考虑百般阻挠，最后，在红娘的帮助下，经过一
系列斗争，崔张终成眷属。作品表达了男女青年追求恋爱自
由、婚姻自主的愿望，显示出一种所谓反封建的主题。



《西厢记》写出了张生的钟情之美、莺莺的深情之美、红娘
的热情之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活着不只是一种物
质的存在，而是一种精神的存在，精神的美在于率性纵情，
而任何破坏这种美的势力必然是丑恶的。《西厢记》写出了
这种美与丑的较量，写出了人性的被束缚和被压抑，更写出
了人性终于冲破束缚如惊雷如春笋自由伸张的勃勃生机。

我们来看看《西厢记》中“长亭送别”一场。

“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的崔莺莺内心十分痛
苦，历经苦心刚刚获得的爱情又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听
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
此恨谁知？”这是一种什么“恨”呢？在莺莺看来，有情人
朝夕相处，耳鬓厮磨，举案齐眉，卿卿我我，执子之手，与
子偕老……总之，“但得一个并蒂莲”，比什么都重要，所
以她反复叮嘱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即便回来”，休
要说什么“金榜无名誓不归”！这是对爱情和幸福的热烈渴
望和执著追求，这种追求突破了封建陈腐观念和传统道德的
束缚，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信条的颠覆，表现出
一种叛逆精神。

崔莺莺还有一层忧虑：张生一旦高中，会不会另攀高
枝？“你休忧文齐福不齐，我只怕你停妻再娶妻。”所以郑
重嘱咐张生：“此一节君须记，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
此处栖迟。”莺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在那个时代，富易
交，贵易妻不但是常事，甚至“始乱终弃”的流氓行为还被
认为是“善补过”。在莺莺看来，自己对张生的深情不应该
被辜负和背弃，而要得到对等的回报，这实际上是一种捍卫
人格尊严和要求平等的思想，这也是对传统的不满和抗争，
代表了当时广大妇女的心声。

王实甫笔下的张生和崔莺莺冲破封建礼法的束缚，不顾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鄙弃名教纲常和利禄功名，听从自己内心的
召唤，纵任性情自由奔放，勇敢地爱起来了。他们从佛殿相



遇、一见钟情，到月下吟诗、互通款曲，发展到传书递简、
跳墙赴约，直至西厢幽会、两情缱绻，最后长亭送别、海誓
山盟，这一系列情真意切、大胆热烈的行为，不知使多少卫
道士咬牙切齿、胆战心惊，也不知使多少在封建婚姻制度压
迫下的青年男女为之击节，为之陶醉，为之神魂飞越。即使
在今天，《西厢记》仍然让人心领神会、激动不已，让人认
识到人性的美好和自由的可贵，认识到束缚心灵、摧残人性
的势力是多么的可鄙和可憎，认识到幸福可以，应该和必须
去争取——丢弃各种陈腐的观念，摆脱各种心灵的枷锁，为
人性的解放和生命的尊严而斗争！

《西厢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著，有人将它与《红楼梦》
并提。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写这篇读后感前无法下笔并不是
感觉不足以动心动情，亦或是不够深刻，而是感觉满满的，
那么的贴切那么唯美，只有去感知无法将它语言话，尽管如
此我任然想把这心中诸多感触付之笔杆，一吐为快。

故事曲折，情趣动人，描写细腻的《西厢记》真乃爱情的美
学宣言，何谓爱情的美学宣言呢？在王实甫的笔下，莺莺和
张生公然战胜了封建礼教，维护了他们至纯至洁的爱情，重
在公然上，这就是宣言。

“不到一顿饭的工夫，江十六出聚以看完，自觉辞藻警人，
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的记诵”。
这是《红楼梦》二十三回中黛玉对《西厢记》的赞词，其实
也就是曹雪芹的赞词。

“永老无别离，万古常玩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这是《西厢记》里一句流传千古的名句，是几百年来无数代
人心中吟唱的美好爱情生活，它洞穿亘古而发出无穷的魅力
和奇峭，连西湖的月老祠，也忘不了将这句词题为对联---
——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
美好的爱情是我们所追求的，所以当生活略显枯燥时，我们
不妨试着让自己的心灵得到一层净化，翻开《西厢记》，用



心去感受一下那种坎坷的爱情，那种甜蜜的聚合，还有那里
面美得让人心醉的辞藻。

细细品味《西厢记》，我们不难发现，张生与崔莺莺的相识
只是一种纯粹的一见钟情，张生恋上莺莺，仅仅是因为她的
美貌和温柔，而莺莺喜欢上张生，也仅仅是因为张生的才气
和气质。然而，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生活经
验里，“一见钟情”往往是外貌特征或者气质上偶然迎合心
理需求所产生的，那是一种人类生理的荷尔蒙冲动，而冲动
又总是短暂的，短暂的冲动犹如冰天雪地里的一滴水，过不
了多久它就会自动冷却和结冰。丘比特的神箭、月老的红线、
天意神谕···在我眼里，一见钟情的神话抑或只是浪漫的
幻象，生活里的故弄玄虚。它经不起天长地久的考验。

人们常说《西厢记》是喜剧，吾深感如此。张生看似有愚钝
笨拙，但其实质无非是追求自身的真爱，所表所露都是自然
真诚的，于生活中不易寻觅而已即不常见的更难拥有，遂讥
之天真，实则笑己矣。

读书是一种心灵的享受，不同的人去读会有不同的想法，当
夕阳西下，不免有一丝哀愁，于是也就想到了张生与崔莺莺
可能不完美的婚后生活，同时也奉上了我自己的一些理由，
不管有理与否，这些都是我自己过完一天读书生活后最深的
心得，生活照常要过，如果有情人能终成眷属，那也何尝不
是一见美满的事情！

内容感想：

中国的元曲与欧洲的歌剧，非洲班图人的皮鼓舞以及波尼里
西亚的巫舞祭不同，是糅合了中国和西域的文学作品，既是
歌，更是一个从散文，传纪体过渡到小说的中转站。内容严
谨详尽，远比欧洲的歌剧如《罗密欧与茱丽叶》，《戒指
王》，《十二夜》，《歌剧魅影》来得精细。可知真正的元
曲，可以长到数天才能演完，亦可以短至区区一个时辰就结



束。元曲兼有细致工笔，亦有言简意深的特徵。而西厢记亦
是如此！对於张生与崔莺莺的相知相惜相恋相爱并没有花太
多笔墨，但又达到传神的效果。而在两人的感情以至其相恋
艰难的情节以及对自由恋爱的诉求却用不少笔墨所述。这亦
是元曲比上述三者更能吸引我的原因！音乐的引入，广义的
「说唱」的引入，弥补了语言的局限性给戏剧造成的损失。
《西厢记》中「说」与「唱」交叉出现，交相呼应，堪称
「说唱」在戏剧中应用的典范：

[寄生草]兰麝香仍在，佩环声渐远。东风摇曳垂杨线，游丝
牵惹桃花片，珠帘掩映芙蓉面。你道是河中开府相公家，我
道是南海水月观音现。

「十年不识君王面，始信婵娟解误人。」小生便不往京师去
应举也罢。[觑聪云]敢烦和尚对长老说知，有僧房借半间，
早晚温习经史，胜如旅邸内冗杂，房金依例拜纳，小生明日
自来也。

这是第一本第一折结尾处的场景。见到崔莺莺第一面后便魂
不守舍的张君瑞当即作出了放弃赴京赶考的决定，请求在寺
中住下，从而有了以后的故事。这一幕中，「说」的部分承
担了情节的发展，修辞朴实而精练；「唱」的部分渲染了人
物的复杂情感，用词夸张，生动。[寄生草]中渐渐远去的香
气和佩环声构造了一个粉红色的背景，观音之比从侧面烘托
了莺莺的美貌，跟传达了张生的爱慕，[赚煞]中以铁石人作
夸张，大好春光为反衬，更突显了张生心中的不安与期待。
夸张的用词辅以音乐，将张生的心态勾勒得惟妙惟肖。

总结：

总括而言，西厢记作为元曲，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开明的
人物性格，详略得宜的内容剧情，独特的半歌剧形式，澎拜
的思想，使人们(包括我)都被其俘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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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说的是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样一个又俗又滥的
故事：张生与崔莺莺一见钟情，而崔母出于家族利益和封建
礼法的考虑百般阻挠，最后，在红娘的帮助下，经过一系列
斗争，崔张终成眷属。作品表达了男女青年追求恋爱自由、
婚姻自主的愿望，显示出一种所谓反封建的主题。

《西厢记》写出了张生的钟情之美、莺莺的深情之美、红娘
的热情之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活着不只是一种物
质的存在，而是一种精神的存在，精神的美在于率性纵情，
而任何破坏这种美的势力必然是丑恶的。《西厢记》写出了
这种美与丑的较量，写出了人性的被束缚和被压抑，更写出
了人性终于冲破束缚如惊雷如春笋自由伸张的勃勃生机。

我们来看看《西厢记》中长亭送别一场。

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的崔莺莺内心十分痛苦，
历经苦心刚刚获得的爱情又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听得道一声
‘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
知？这是一种什么恨呢？在莺莺看来，有情人朝夕相处，耳
鬓厮磨，举案齐眉，卿卿我我，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总之，
但得一个并蒂莲，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她反复叮嘱张生，此
一行得官不得官，即便回来，休要说什么金榜无名誓不归！
这是对爱情和幸福的热烈渴望和执著追求，这种追求突破了
封建陈腐观念和传统道德的束缚，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
学信条的颠覆，表现出一种叛逆精神。

崔莺莺还有一层忧虑：张生一旦高中，会不会另攀高枝？你
休忧文齐福不齐，我只怕你停妻再娶妻。所以郑重嘱咐张生：
此一节君须记，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莺莺
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在那个时代，富易交，贵易妻不但是
常事，甚至始乱终弃的流氓行为还被认为是善补过。在莺莺
看来，自己对张生的深情不应该被辜负和背弃，而要得到对



等的回报，这实际上是一种捍卫人格尊严和要求平等的思想，
这也是对传统的不满和抗争，代表了当时广大妇女的心声。

王实甫笔下的张生和崔莺莺冲破封建礼法的束缚，不顾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鄙弃名教纲常和利禄功名，听从自己内心的
召唤，纵任性情自由奔放，勇敢地爱起来了。他们从佛殿相
遇、一见钟情，到月下吟诗、互通款曲，发展到传书递简、
跳墙赴约，直至西厢幽会、两情缱绻，最后长亭送别、海誓
山盟，这一系列情真意切、大胆热烈的'行为，不知使多少卫
道士咬牙切齿、胆战心惊，也不知使多少在封建婚姻制度压
迫下的青年男女为之击节，为之陶醉，为之神魂飞越。即使
在今天，《西厢记》仍然让人心领神会、激动不已，让人认
识到人性的美好和自由的可贵，认识到束缚心灵、摧残人性
的势力是多么的可鄙和可憎，认识到幸福可以，应该和必须
去争取——丢弃各种陈腐的观念，摆脱各种心灵的枷锁，为
人性的解放和生命的尊严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