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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淡泊名利的画家于水村迁居南京，过着寄情山水的生活。
因偶然的机会结识了歌女桃枝，两人陷入热恋，后因误会导致分手。
桃枝赌气答应某老板的求婚，嫁与他作妻。
在两人的结婚喜筵上，老板夫人大闹喜堂，多亏水村出面自认，化解了局面。
不能忘情的桃枝追随病重的水村来到船上，恰逢渡船起火，桃枝与水村调换衣服，使水村被解救妇孺
的小船载走，自己却被烧死在火中。
得救后的水村沉浸在伤痛中不能自拔，偶然看到一出剧《满江红》，讲的正是一女与情郎易装救人的
故事，终于因伤痛过度，在郁郁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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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恨水（1895年~1967年)，中国现代作家。
原名张心远，笔名愁花恨水生、恨水，取南唐李煜词《乌夜啼》“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意。
祖籍安徽潜山，生于江西广信。
1919年以处女作《南国相思豆》登上文坛。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其代表作《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风靡全国，倾倒无数
男女。
在长达五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张恨水创作了一百多部世情小说，总计近3002万字，是当之无愧的“
民国第一流行小说作家”。
其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的数量和次数均列现代作家之首，长红不衰，至今仍有大量粉丝和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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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回豪语感风尘倾囊买醉哀音动弦索满座悲秋相传几百年下来的北京，而今改了北平，已失去那“
首善之区”四个字的尊称。
但是这里留下许多伟大的建筑，和很久的文化成绩，依然值得留恋。
尤其是气候之佳，是别的都市花钱所买不到的。
这里不像塞外那样苦寒，也不像江南那样苦热，三百六十日，除了少数日子刮风刮土而外，都是晴朗
的天气。
论到下雨，街道泥泞，房屋霉湿，日久不能出门一步，是南方人最苦恼的一件事。
北平人遇到下雨，倒是一喜。
这就因为一二十天遇不到一场雨，一雨之后，马上就晴，云净天空，尘土不扬，满城的空气，格外新
鲜。
北平人家，和南方人是反比例，屋子尽管小，院子必定大，“天井”二字，是不通用的。
因为家家院子大，就到处有树木。
你在雨霁之后，到西山去向下一看旧京，楼台宫阙，都半藏半隐，夹在绿树丛里，就觉得北方下雨是
可欢迎的了。
南方怕雨，又最怕的是黄梅天气。
由旧历四月初以至五月中，几乎天天是雨。
可是北平呢，依然是天晴，而且这边的温度低，那个时候，刚刚是海棠开后，杨柳浓时，正是黄金时
代。
不喜游历的人，此时也未免要看看三海，上上公园了。
因为如此，别处的人，都等到四月里，北平各处的树木绿遍了，然后前来游览。
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很会游历的青年，他由上海到北京游历来了。
这是北京未改北平的前三年，约摸是四月的下旬，他住在一个很精致的上房里。
那屋子是朱漆漆的，一带走廊，四根红柱落地；走廊外，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平空架上了一架紫藤花
，那花像绒球一般，一串一串，在嫩黄的叶丛里下垂着。
阶上沿走廊摆了许多盆夹竹桃，那花也开的是成团的拥在枝上。
这位青年樊家树，靠住了一根红柱，眼看着架上的紫藤花，被风吹得摆动起来，把站在花上的蜜蜂，
甩了开去，又飞转来，很是有趣。
他手上拿了一本打开而又卷起来的书，却背了手放在身后。
院子里静沉沉的，只有蜜蜂翅膀振动的声音，嗡嗡直响。
太阳穿过紫藤花架，满地起了花纹，风吹来，满地花纹移动，却有一种清香，沾人衣袂。
家树觉得很适意，老是站了不动。
这时，过来一个听差，对他道：“表少爷，今天是礼拜，怎样你一个人在家里？
”家树道：“北京的名胜，我都玩遍了。
你家大爷、大奶奶昨天下午就要我到西山去，我是前天去过的，不愿去，所以留下来了。
刘福，你能不能带我到什么地方去玩？
”刘福笑道：“我们大爷要去西山，是有规矩的，礼拜六下午去，礼拜一早上回来。
这一次你不去，下次他还是邀你。
这是外国人这样办的，不懂我们大爷也怎么学上了。
其实，到了礼拜六礼拜日，戏园子里名角儿露了，电影院也换妻子，正是好玩。
”家树道：“我们在上海租界上住惯了那洋房子，觉得没有中国房子雅致。
这样好的院子，你瞧，红窗户配着白纱窗，对着这满架的花，像图画一样，在家里看看书也不坏。
”刘福道：“我知道表少爷是爱玩风景的。
天桥有个水心亭，倒可以去去。
”家树道：“天桥不是下等社会聚合的地方吗？
”刘福道：“不，那里四围是水，中间有花有亭子，还有很漂亮的女孩子在那里清唱。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满江红>>

”家树道：“我怎样从没听到说有这样一个地方？
”刘福笑道：“我决不能冤你。
那里也有花棚，也有树木，我就爱去。
”家树听他说得这样好，便道：“在家里也很无聊，你给我雇一辆车，我马上就去。
现在去，还来得及吗？
”刘福道：“来得及。
那里有茶馆，有饭馆，渴了饿了，都有地方休息。
”说时，他走出大门，给樊家树雇了一辆人力车，就让他一人上天桥去。
樊家树平常出去游览，都是这里的主人翁表兄陶伯和相伴，到底有些拘束，今天自己能自由自在的去
游玩一番，比较的痛快，也就不嫌寂寞，坐着车子直向天桥而去。
到了那里，车子停住，四围乱哄哄地，全是些梆子胡琴及锣鼓之声。
在自己面前，一路就是三四家木板支的街楼，楼面前挂了许多红纸牌，上面用金字或黑字标着，什么
“狗肉缸”，“娃娃生”，又是什么“水仙花小牡丹合演《锯沙锅》”。
给了车钱，走过去一看，门楼边牵牵连连，摆了许多摊子。
就以自己面前而论，一个大平头独轮车，车板上堆了许多黑块，都有饭碗来大小，成千成百的苍蝇，
只在那里乱飞。
黑块中放了两把雪白的刀，车边站着一个人，拿了黑块，提刀在一块木板上一顿乱切，切了许多紫色
的薄片，将一小张污烂旧报纸托着给人。
大概是卖酱牛肉或熟驴肉的了。
又一个摊子，是平地放了一口大铁锅，锅里有许多漆黑绵长一条条的东西，活象是剥了鳞的死蛇，盘
满在锅里。
一股又腥又臭的气味，在锅里直腾出来。
原来那是北方人喜欢吃的煮羊肠子。
家树皱了一皱眉头，转过身去一看，却是几条土巷，巷子两边，全是芦棚。
前面两条巷，远远望见，芦棚里挂了许多红红绿绿的衣服，大概那是最出名的估衣街了。
这边一个小巷，来来往往的人极多。
巷口上，就是在灰地上摆了一堆的旧鞋子。
也有几处是零货摊，满地是煤油灯，洋瓷盆，铜铁器。
由此过去，南边是芦棚店，北方一条大宽沟，沟里一片黑泥浆，流着蓝色的水，臭气熏人。
家树一想：水心亭既然有花木之胜，当然不在这里。
又回转身来，走上大街，去问一个警察。
警察告诉他，由此往南，路西便是水心亭。
原来北京城是个四四方方的地方，街巷都是由北而南，由东而西，人家的住房，也是四方的四合院。
所以到此的人，无论老少，都知道四方，谈起来不论上下左右，只论东西南北。
当下家树听了警察的话，向前直走，将许多芦棚地摊走完，便是一起旷野之地。
马路的西边有一道水沟，虽然不清，倒也不臭。
在水沟那边，稀稀的有几棵丈来长的柳树。
再由沟这边到沟那边，不能过去。
南北两头，有两架平板木桥，桥头上有个小芦棚子，那里摆了一张小桌，两个警察守住。
过去的人，都在桥这边掏四个铜子，买一张小红纸进去。
这样子，就是买票了。
家树到了此地，不能不去看看，也就掏了四个子买票过桥。
到了桥那边，平地上挖了一些水坑，里面种了水芋之属，并没有花园。
过了水坑，有五六处大芦棚，里面倒有不少的茶座。
一个棚子里都有一台杂耍。
所幸在座的人，还是些中上等的分子，不作气味。
穿过这些芦棚，又过一道水沟，这里倒有一所浅塘，里面新出了些荷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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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塘那边有一起木屋，屋外斜生着四五棵绿树，树下一个倭瓜架子，牵着一些瓜豆蔓子。
那木屋是用蓝漆漆的，垂着两副湘帘，顺了风，远远的就听到一阵管弦丝竹之声。
心想，这地方多少还有点意思，且过去看看。
家树顺着一条路走去，那木屋向南敞开，对了先农坛一带红墙，一丛古柏，屋子里摆了几十副座头，
正北有一座矮台，上面正有七八个花枝招展的大鼓娘，在那里坐着，依次唱大鼓书。
家树本想坐下休息片刻，无奈所有的座位人都满了，于是折转身复走回来。
所谓“水心亭”，不过如此。
这种风景，似乎也不值得留恋。
先是由东边进来的，这且由西边出去——一过去却见一排都是茶棚。
穿过茶棚，人声喧嚷，远远一看，有唱大鼓书的，有卖解的，有摔跤的，有弄口技的，有说相声的。
左一个布棚，外面围住一圈人；右一个木棚，围住一圈人。
这倒是真正的下等社会俱乐部。
北方一个土墩，围了一圈人，笑声最烈。
家树走上前一看，只见一根竹竿子，挑了一块破蓝布，脏得像小孩子用的尿布一般。
蓝布下一张小桌子，有三四个小孩子围着打锣鼓拉胡琴。
蓝布一掀，出来一个四十多岁的黑汉子，穿一件半截灰布长衫，拦腰虚束了一根草绳，头上戴了一个
烟卷纸盒子制的帽子，嘴上也挂了一挂黑胡须，其实不过四五十根马尾。
他走到桌子边一瞪眼，看的人就叫好，他一伸手摘下胡子道：“我还没唱，怎么样就好得起来？
胡琴赶来了，我来不及说话。
”说着马上挂起胡子又唱起来。
大家看见，自是一阵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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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再现三十年代秦淮两岸市民阶层的悲欢离合。
一位敢爱敢恨近乎完美的秦淮歌女，坚强地面对社会的种种不公与屈辱，顽强抵抗，最终献出自己的
生命。
将言情和传奇融为一体，将六朝古都的文化底蕴与秦淮两岸的桨声灯影完美再现的世纪经典。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满江红>>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