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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他的一生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仕前阶段：三十七岁前，在家过着养亲、读书的生活。他接触了一些南明遗民，了解到许多南明王朝兴亡的第一手史料和李香君的轶事。对写一部反映南明兴亡的历史剧萌发浓厚兴趣，开始了《桃花扇》的构思和试笔，但“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桃花扇本末》）。二、出仕阶段：1684年康熙南巡北归，特至曲阜祭孔，三十七岁的孔尚任在御前讲经，颇得康熙的赏识，破格授为国子博士，赴京就任。三十九岁，奉命赴江南治水，历时四载。这个时期，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南明故地，又与一大批有民族气节的明代遗民结为知交，接受他们的爱国思想，加深了对南明兴亡历史的认识。他积极收集素材，丰富创作《桃花扇》的构思。康熙二十九年（1690），奉调回京，历任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广东司外郎。经过毕生努力，三易其稿，康熙三十八年，五十二岁的孔尚任，终于写成了《桃花扇》。一时洛阳纸贵，不仅在北京频繁演出，“岁无虚日”，而且流传到偏远的地方，连“万山中，阻绝入境”的楚地容美（今湖北鹤峰县），也有演出（《桃花扇本末》）。次年三月，孔尚任被免职，“命薄忍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诽谤”（《容美土司田舜年遣使投诗赞予〈桃花扇〉传奇，依韵却寄》），从这些诗句看，他这次罢官很可能是因创作《桃花扇》得祸。三、隐居阶段：罢官后，孔尚任在京赋闲两年多，接着回乡隐居。康熙五十七年（1718）这位享有盛誉的一代戏曲家，就在曲阜石门家中与世长辞了，年七十岁。他的作品.还有和顾采合著的《小忽雷》传奇及诗文集（湖海集》、《岸堂文集》、《长留集》等，均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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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价：

挺好的。封皮简单大方，内容除了原文就是一些字词的介绍，没有谁谁谁的批注，因为我是第一次看，所以还是希望先自己看原文，自己先感受，自己独立思考先，所以很喜欢。没有买错。

人与人之间，总有邂逅；心与心之间，总会生情。一种感情，无关年龄，只与倾心有染；一种思念，无关距离，却可以海枯石烂。感情，没有模板，只要感到心暖；相处，没有形式，全凭轻松自然。只要，说出的话，有人愿意听，就是温暖；只要，心里的事，有

说实话，这本书我还没有看。刚买回来就回老家过年了，因为知道带回家也不会看，所以就没有带。而我再回去也还要过一段日子，所以，一时半会也还不会看的。 
但我喜欢这本书，于是就买了一本。 
作为 中国古代的四大名剧之一，桃花扇的故事依然流传至今不是没有道理的。只有真正经典的作品才能经过时间的检验而感动一代又一代的人。 
我承认现在的人们对于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的兴趣越来越低了。我也并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去搞文学，但我希望他起码对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能够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能够以自己民族的文化底蕴而自豪，所以，不论我有没有时间看，我都买了这本书，与其说是为我自己，不如说是为我的孩子——尽管我还没有结婚，呵呵。 

真的特别喜欢这个版本，典雅精美。而且桃花扇是古代戏剧里面我最钟爱的一出戏，这本书封面也好，插图也好，还有其他一些方面又增色不少，实在是让人爱不释手

书很好，但是排版有点问题，注释与正文相距太远，应该参考把注释放在每页下面，多好参考。这一系列的都是这样，是一大缺点。

很好。在这样的时刻，快递给力，质量上乘，十分满意。

之前买了《桃》,《西》,《长》,《牡》四册,但《桃》半道而殂,于是再补仓买入。

印刷很正，字迹清晰。就是我想要的感觉。封面设计的好看。桃花扇。

以前看过这本桃花扇，但是是电子版。当时是初中的时候读的，记忆已经模糊了。只记得大概内容。现在重新购买这本，是因为对中国古典文学戏剧艺术的兴趣大大提升了。想要研究古代戏曲艺术，这本桃花扇是必读的，西厢记是必读的，金瓶梅是必读的。这部部都是经典之作。开启艺术心灵，走进艺术世界，让你体会文学艺术不一般的魅力！

放在书架上，回来便可看到。心安。喜欢的要相望，相拥，相知。

清·刘中柱《桃花扇题辞》：“一部传奇，描写五十年前遗事，君臣将相，儿女友朋，无不人人活现，遂成天地间最有关系文章。往昔之汤临川，近今之李笠翁，皆非敌手。奇而真，趣而正，谐而雅，丽而清，密而淡，词家能事毕矣。前后作者，未有盛于此本，可为名世一宝。”

好好说的时候来啊。的时候的情诗的情诗的情诗的，的原因，的原因，的时候的uu

还没看呢，对于现代人来说，这种版本也是一种学习吧。

四大名劇之一。這是桃花扇的劇本。還沒讀過，但是略翻感覺內容很細致。百戲之祖不是白叫的，比心國粹。

四大名剧已经买完，《桃花扇》，是最后一本，慢慢品读。

之前就读过，只是那本书貌似是盗版的，所以又重买了一本。很好的戏文，值得一读。

孔尚任的桃花扇，无疑是剧本中的一座高峰。推荐中国古文化。

插图校注都非常用心的一本书，非常好！排版、字体、印刷都很精致。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版本了，注解非常棒！原文之美自然不用说，印刷和插图我也都很满意。

关于书的内容那是不用讲了。前面有的朋友抱怨注解集中在每一出的后面，其实是个人的阅读习惯而已。我就喜欢顺顺溜溜地一气读下去，再集中看看注。看几句就翻下注解，影响个人的阅读心情。 
此书装帧实在是，咋说叫，看着就象是不结实，怕把它翻坏了。不敢坐在马桶上看，它实在是太容易弄脏了。呵呵，反正厕上读书的人也不多，我也是顺便抱怨一下而已。俺还是喜欢人文社以前的书，一本醒世恒言，放厕所两个月，等请回书架，看起来只是旧了一点而已。这书，俺不敢。放书架上慢慢熬吧，谁让它这么素净呢，俺劳动人民怕把它弄脏了。

纯古文，喜欢的可以收，质量不错，孩子没有顾问基础暂时无法阅读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非常不错，还有配图，字体较大

中国古典四大名剧的经典代表作之一，还配有精美插图，权威定本，值得阅读和收藏！

人民文学版，一般比较靠谱，果然排版很规整印刷也清晰。就是古文，读起来要查字典才行，如果能有戏曲版的看一看可能更能体会其中美感

四大名剧之一，与牡丹亭齐名，而在思想高度上有略胜一筹，而且是少有的悲剧结尾的名剧，历史兴亡感跃然纸上，读罢不禁掩卷深思。

《桃花扇》所写的是明代末年发生在南京的故事。全剧以侯方域、李香君的悲欢离合为主线，展现了明末南京的社会现实。同时也揭露了弘光政权衰亡的原因，歌颂了对国家忠贞不渝的民族英雄和底层百姓，展现了明朝遗民的亡国之痛。

《桃花扇》是一部表现亡国之痛的历史剧。作者将明末多士侯方域与秦淮艳姬李香君的悲欢离合同南明弘光朝的兴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生物形象，悲剧的结局突破了才子佳人大团圆的传统模式，男女之情与兴亡之感都得到哲理性的升华。

本书主要讲的是：明代末年，曾经是明朝改革派的“东林党人”侯方域逃难到南京，重新 组织“复社”，和曾经专权的太监魏忠贤余党，已被罢官的阮大铖斗争。结识李香君，并与其“梳栊”（和妓女结婚非正式叫梳栊）。阮大铖匿名托人赠送丰厚妆奁以拉拢侯方域，被李香君知晓坚决退回。阮大铖怀恨在心。弘光皇帝即位后，起用阮大铖，他趁机陷害侯方域，迫使其投奔史可法，并强将李香君许配他人，李坚决不从……南明灭亡后，李香君入山出家。扬州陷落后侯方域逃回寻找李香君，最后也出家学道。

《桃花扇》是一部表现亡国之痛的历史剧。作者将明末侯方域与秦淮艳姬李香君的悲欢离合同南明弘光朝的兴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悲剧的结局突破了才子佳人大团圆的传统模式，男女之情与兴亡之感都得到哲理性的升华。

有人说，这是汉人必看的经典。孔尚任在创作中采取了证实求信的原则，他在《桃花扇·凡例》中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基本上是“实人实事，有根有据”，真实地再现了历史，如剧中老赞礼所说：“当年真如戏，今日戏如真。”（《桃花扇·孤吟》）只是迫于清初环境，不能直接展现清兵进攻的内容，有意回避、改变了一些情节。

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创作意图：《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

看了很久才看完。语言如何已不是读者所能评价的了。只叹服古人的文字塑造力，和故事的生动性。

最近特别喜欢看古代的文学作品，这个嘛，当然是先读经典的作品集了，这是中国古典四大名剧之一，我看看到底怎么样

侯朝宗和李香君的爱情是悲凉的，他们一心想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表达自己对已经不堪一击的南明小朝廷，不料自己却被他们深深热爱的朝廷作践了。本来是想完成衷心，却不料成了这个结果。生活在康熙年间的孔老先生的后人孔尚任也对这种历史转折时的民族大义有另一种诠释。究竟在亡国之际是该怎样选择,也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思考，尽管在当今这已经不重要，但仍然对我们的人生有新的启示。 
    有些人注定就是悲剧，尽管他无法改变，但或许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好的结局，岳飞不能退缩，郑成功不能投降，不然也不会成为民族英雄。

孔尚任是个学者，《桃花扇》是部历史小说。其中一干角色，皆有史可考；一部剧情，皆有本可依。看《西厢记》，注释多过正文，且大多是解释文藻；《桃花扇》这一本注释少且短，大多是解释典故和阐明史实。但《桃花扇》无疑更“文”，好比稼轩；《西厢记》更“俗”，好比耆卿。
南明覆灭之事，从历史的角度也无甚可说。厚厚一本书，谈情说爱时少，国仇家恨时多，最后落脚在“舆图换稿”，感时伤事，倘若懒得看全文，只把“余韵”拿来看一下也是好的。黍离之悲，扬州慢，哀江南。自古兴亡之事，遗民之心，大抵相同，在扬州有桥边红药，在金陵有乌衣旧巷，这一声悲歌，唱的是中国人特有的情怀，或曰怀古，或曰伤时。
侯方域不过是复社诸公子的一个代表，李香君也只是柳敬亭、苏昆生一类江湖中义人的一员。侯、李的道德选择不能影响整个悲剧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悲剧命运的灾难性后果也并不是由他们来承担的。
《桃花扇》中的悲剧情境，最具体的当然是马士英、阮大铖构衅迫害侯方域、李香君的情节。而这一情节的背后是风雨飘摇的南明小王朝：结党营私的奸佞、争权夺利的诸藩、扼腕空叹的士人等等，这形形色色的人物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构成了悲剧的社会环境。在这种情境悲剧中，性格和情节已不具备决定性的作用，只是构成整个悲剧情境的一个部分或一个层次；而另一方面，故事中的历史—时代环境则成为悲剧氛围构成的最重要因素。
整个戏剧环境处在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历史背景中，这一历史背景与李自成进北京和清兵南下等重大历史事件相串联。但是这些历史事件只是以暗示的方式间出现在故事背景中，如同一道不祥的阴影罩在整个故事之上。
《桃花扇》的悲剧艺术特色就是通过一连串或大或小、或远或近的事件一步步地把那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凉气氛积聚起来，推向高潮。

人文社这套书，的确是太好了，图文并茂。

《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生于1648年，山东曲阜人，孔子的六十四世孙。作者以贯穿全剧的桃花扇为剧名，极有匠心。

《桃花扇》描写了一个朝代的灭亡，造成这个朝代灭亡的原因不是某一个人的过失，承担最后悲剧结局的也不是一个人，而面临悲剧命运进行抗争的也不只有一个人。，《桃花扇》是少数能够将悲剧精神贯彻到底的作品之一。作者看到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如意，但并没有企图掩饰或弥合这种不如意，作者与处于其中的悲剧人物一起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悲剧性事件，是否有一个可以指向完美的解决办法，到了戏曲结尾，作者没有而且似乎也不愿意再为这些不幸的人物寻找出路了，他通过人物的悲剧性结局更加清晰和残忍地向人们展示生活中存在的对立和分裂，并且，这种对立和分裂是无法弥合的。

侯方域、李香君，1699桃花扇，清代传奇的最后一个顶峰，南明兴亡的社会，孔尚任是个大才

中国古代四大名剧之一，是四部中最有思想性的一部！

桃花扇，光看这个题目都予人无限的遐思。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流传至今的原因一看便知。很喜欢这个故事，也很喜欢这本书。封面很不错的，很好看，浓浓的古风缠绕心间，这感觉很好

《桃花扇》是清初戏剧作家孔尚任经十余年苦心创作，三易其稿写出的一部传奇剧本，为中国四大古典戏曲之一。桃花扇一剧形象地刻画出明朝灭亡前统治阶层腐化堕落的状态，是中国传奇剧的典范

青年人读桃花扇，无论是陶冶情操、提高素养，还是研究戏曲，都是极好的。

没有译文，有一些典故的解释，这很好。可以让自己去体会文章的含义

相比于其他三本来说 觉得桃花扇要好得多 西厢记里 刻画的最好的觉得倒觉得的是红娘了 长生殿里 俩人都不是痴情种             虽然以一个现代人的观点来看 侯李的爱情未必算得上爱情 但从作者行文看本身也无意于写一个爱情故事 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倒不免想起了红楼梦

一直很喜欢桃花扇的故事 希望像传说的一样好看

书是好书，想要多说一句的就是，希望好好保护好书，上面的刮痕让人感觉不是很好

纸质很差，而且字迹略显深浅不一，疑似盗版书籍。

明清小说非常值得一读，小说是当时社会的写照

桃花扇底送南朝。很是苍凉的故事。 

当年粉黛，何处笙箫。于是在仓皇世事中，记住了秦淮旖旎的风月，暧昧的桨声灯，迷离的灯影影。 

秦淮八艳，从前之记得她们风华绝代，同样的世事，不同的结局。陈圆圆成为世人眼中“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祸水，柳如是最终安然生活，董小宛找到美好归宿。 

而《桃花扇》，让我看到了李香君的刚烈坚强。永远记得那个血染诗扇的女子，她的悲壮美好，在秦淮风月里，盛开成灼灼桃花。

这套书不错，有原文和注解，有插画。通过阅读剧本，可以了解很多知识。

纸张很好，读起来舒服。以前没读过元曲的书，怕不习惯，但这个排版挺合理，细细读来，又还能适应！

这套书很有古味，即使打折，我依然觉得很贵，因为，这几年嘛，出版商的定价太高了，你再打折也是坑老百姓的钱，是这样子的

想看古典小说很久啦，听说人民出版社注释是最全的，还没开封，希望阅读完可以稍微提高我的语文水平～

刚到的书，还没看。不过看上去很好看，也很经典，希望可以增长知识

还不错自己买了一本希望可以打开一扇中国戏剧的窗

《桃花扇》是清孔尚任的剧本，作者孔尚任通过侯方域和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表现了明末时期复杂的权奸之争，以及南明覆亡的历史。可以结合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白门柳》一起看，可以了明末清初时期的各种人物之前的争斗。

不错，书拿到手的手感不错，翻起来也舒服，大出版社还是精良多了。

很喜欢这个本子的《桃花扇》，这个系列的《长生殿》《牡丹亭》《西厢记》都不错。《桃花扇》太过经典，不得不反复阅读反复感受反复思索，最让我感兴趣的是“闲话”“入道”两出，我们常说桃花扇是文人之作，但仔细阅读体会又会发现它的“俗”色彩，“入道”的追奠场景尤其引人注目，其罗列奸闲之细致，其善恶得报之畅快，真是一边史笔一边传奇。

《桃花扇》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它的美学价值高于《牡丹亭》和《长生殿》。一把定情的扇子沾上了几滴血迹，竟被一个画画的人将它描绘成桃花形状，这点美学在我看来非常吸引我。只是书的纸质一般，每页纸很薄。不过中间的插画非常有味道。

孔尚任的传奇，文辞典雅流丽，抒写亡国易代的感情深沉。

古典剧本，个人最喜欢窦娥冤和这桃花扇。如书中所言，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诗有史诗，剧难得有史剧，相比牡丹亭、西厢记等其他名剧的才子佳人爱情味，桃花扇除此之外，还有更丰富的内容，对于我有更强的感染力。 
 
这个版本的桃花扇，书小巧，装帧素朴，图文并茂，注释丰富详实，个人觉得值得一看。建议了解一些戏剧尤其是昆曲知识，可能更好。

桃花扇是中国元曲的压轴之作，至此以后，再无大作

我就是有点强迫症有其它版本却还是要买这个系列的书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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