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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里面的故事环境基本上发生在冥界仙境，故事人物大多是
花妖狐魅。
蒲松龄以他超凡的想像力和深刻的洞察力构筑起一个亦真亦幻、亦人亦鬼的幽冥世界。
　　《话说聊斋》收录众多名家的精彩评说，品味聊斋人物和故事的意味深长，揭秘文本掩藏的真实
世界，体会蒲松龄的天才构思。
文字深入浅出，妙论纷纭，系极为少见的品鉴《聊斋》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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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国风，江苏无锡人，1945年生，北京大学博士毕业，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著作有《太平广记版本考述》、《传统的困窘——中国古典诗歌的本体论诠释》、《儒林外史试论》
、《公案小说漫话》、《漫说三国》、《漫说儒林外史》、《话说金瓶梅》、《话说红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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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孝可感天恐怖小说轻薄之戒幻由人生化腐朽为神奇魔术之最娇惰不能作苦山野的呼唤并非少年维特之
故事文章憎命达死缠烂打化作美女的恶鬼美得失去自己千姿百态的笑侠骨柔肠多情狐仙弥留之际复仇
女郎三角恋爱用心良苦惜乎击之不中爱的极至是不是欺骗，已经不太重要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
人才、识互补识英雄于未遇之时不吐不快的悲愤人不如虫地位未变而思想已变最阳光的两个女鬼短篇
而有长篇之容量无心之善，涌泉相报帘中人并鼻盲矣一个“在逃犯”的悲欢离合迷狂的心态螺旋式的
结构公案加爱情万生真天下之快人也天下之宝，当归爱惜之人人间百态除了爱，什么都不要亦真亦幻
鬼的逻辑视觉以外纤足和绣花鞋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妓尽狐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往而不在的恩报
观念聊斋和红楼之异同文章虽美，贱则弗传青林黑塞有知音词赋气和小说气诗笔和史笔结局种种小说
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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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孝可感天蒲松龄的小说，伦理色彩很浓，借小说而惩恶扬善的意图非常强烈。
这种意图特别鲜明地体现于人物的结局。
伦理至上，这正是传统文化最核心的精神。
蒲松龄当了一辈子塾师，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塾师的职业习惯渗透到小说里来，就是喜欢教训人。
蒲松龄的每一篇小说，都要寄托教训，对于他的小说创作来说，有利有弊。
有利的是，作者带着一种社会责任感创作，带来一种严肃的创作态度。
不利的是，喜欢说教，搞得不好，主题先行，剪裁生活，会损害艺术的美。
幸运的是，蒲松龄在惩恶扬善的同时，尽可能地照顾到了生活的真实。
他的作品在很高的层次上达到了教化与艺术的统一。
五伦之中，蒲松龄对君臣之义没有兴趣，《聊斋志异》里没有一篇作品是表彰忠君的。
蒲松龄是个乡村的秀才，屡试不举，淹蹇场屋，始终未能跻身统治者的行列，皇上的雨露没有洒到他
的身上，他对统治者没有什么好感。
所谓太平盛世，享受繁荣之果的，永远是极少数的人。
他最推崇的是孝，《仪礼》中说：“夫人伦之道，以德为本。
至德以孝为先。
”不光是儒家这么说，它早已成为全民的认识。
历史上那些手刃父仇的人，即便不能得到法律的宽容，也必能获得舆论的强烈同情。
《考城隍》一篇，位列《聊斋志异》之首，可谓开宗明义。
如何垠之评点所说：“一部书如许，托始于《考城隍》，赏善罚淫之旨见矣。
篇内推本仁孝，尤为善之首务。
”确切地说，从艺术上看，《考城隍》在《聊斋志异》中并非一流之作，但是，它在体现蒲松龄的创
作意图方面却是非常鲜明的作品。
《考城隍》的构思并不新鲜。
传说颜渊、子夏死后成为地下的修文郎。
李贺死后，被上帝请去撰写《白玉楼记》。
这类传说很多，一方面在纪念死去的尤其是英年早逝的人才，一方面在安抚活人的心灵。
这类传说渐渐地由名人发展到一般人，于是，在六朝至唐的志怪和传奇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故事，一
个文人因为文章写得好，被请到阴间，去做点文字的工作，他不愿意，乞人替代，经过一番曲折，终
于找到替身，侥幸得脱，回到阳间。
可是，蒲松龄接过这一古老的题材，腾挪变化，将故事讲得更有人情味，描写更细腻，文字更流畅，
生活气息更加浓郁。
蒲松龄一般并不在意小说的纪实性，可是，对于这篇开宗明义的作品，为了使故事显得更加真实、亲
切，作者有意地增加了故事的纪实色彩。
主人公是作者的“姊丈之祖宋公”，小说的结末交代说：“公有自记小传，惜乱后无存，此其略耳。
”故事本身并不复杂，宋公病中，有人来请他赴试，宋公感到十分奇怪：“文宗未临，何遽得考？
”作者故意写得含糊其辞，以完成情节从现实到超现实的过渡。
我们看志怪和传奇中，从现实到超现实、非现实的过渡，一般都是如此，病中、梦中，或是醉意朦胧
之时，总之，神志恍惚之时，多幻象幻觉，少理性判断，糊里糊涂、不知不觉地就跨进了仙界、冥界
。
《聊斋志异》中更多的是冥间，因为冥界虽然可怕，却可以容纳更多的不平和痛苦，与平民的距离也
更近。
地狱虽然阴森可怕，但那是惩治恶人的地方，那里有人间缺失的道德法庭。
而仙境虽然金碧辉煌，虚无缥缈，却可望而不可即，可敬而不可亲。
《聊斋志异》中，《席方平》、《于去恶》是例外，说阴间和阳间一样的黑暗，一样的贿赂公行，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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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义和公平。
但是，席方平终于有二郎神替他找回了公平，于去恶则有张桓侯使他扬眉吐气，还是比阳间强。
宋公进了冥间，所见所闻，并无多少特别之处。
只是这里提到，上面列坐的官员中，居然有大名鼎鼎的关羽。
蒲松龄对关羽颇为崇拜，他为关帝庙写过碑记，说关帝“为人捍患御灾，灵迹尤著”。
考试的题目是“一人二人，有心无心”，宋公答得也很简单：“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
恶不罚。
”好像八股的破题。
蒲松龄考了一辈子，在八股上下过苦功，八股里的破题自然是非常熟悉，毕竟练得很多，用到小说里
来，也很自然。
我们看《叶生》一篇，就有宋生出色的破题，其实是作者在那里露了一手。
当然，蒲松龄那种小说家的破题真要用到考场上，恐怕是有害无益，因为小说家的破题，决不会符合
代圣贤立言的口吻。
《考城隍》里，诸神欣赏宋公的才思敏捷，当即任命他为河南某处的城隍，此时此刻，宋公才觉悟到
自己已经告别人间，不禁悲从中来。
他哀求宽限岁月，以奉养老母：“辱膺宠命，何敢多辞。
但老母七旬，奉养无人，请得终养天年，惟听录用。
”这是小说的关键之处，宋公的拒绝任命，不是惜命怕死，而是为了奉养老母。
于是感动诸神，尤其是关公为他说了话：“应即赴任，今推仁孝之心，给假九年，及期当复相召。
”感动之余，政策放宽。
以前类似的故事里，常常是托关系，走后门，甚至是送礼行贿，作弊弄假，找人替死。
宋公提出老母的赡养问题，这就提高了作品的思想境界。
工作总得有人来做，同时参加考试的长山张某便暂时代理城隍之职。
张某考得怎么样，作者没有交代，大概是不如宋吧。
张某在小说里只是一个陪衬，对考官来说，他只是一个替补，但是，没有替补也不行，没有张某，宋
公就脱不了身，所以张某也不是可有可无的。
宋公回到阳间，这是志怪传奇里常见的公式，人死了几天，忽然醒来，像做了一场梦，而张某就在同
一天死去。
九年以后，有人马来迎接宋公赴任，这都是对冥间一段的呼应。
作品特别强调，宋公在赴任以前，已经将老母的后事料理妥当：“营葬既毕，浣濯入室而殁。
”情节并不复杂，突出一个孝字，孝可感天，因此而成为《聊斋志异》开宗明义的作品。
孝的思想，表现于《聊斋志异》的许多作品中。
我们读《席方平》，觉得作者是在揭露腐败，但作者的创作意图，更主要的是在写孝。
所以他在“异史氏曰”里说：“忠孝志定，万劫不移。
异哉席生，何其伟也！
”《田七郎》一篇，田七郎是个侠义人物，但作者却处处在写他的孝。
难怪但明伦的评点说：“能为孝子，然后能为忠臣，为信友，为义士。
”蒲松龄对妒妇、悍妇的谴责，很大程度上是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着眼的。
妒妇、悍妇自己不生儿子，又不让丈夫娶妾；有了妾，不让丈夫与妾亲近；妾怀孕以后，又促其堕胎
。
《钟生》一篇，道士对钟生说：“子福命至薄，然今科乡举可望。
但荣归后，恐不复见尊堂矣。
”钟生至孝，“闻之泣下，遂欲不试而归”，“早归一曰，则多得一曰之奉养”。
结果感动神明，母亲延寿一纪，钟生中举。
恐怖小说我们读李贺的诗，只觉得凄侧、艳丽、诡谲、神秘，时有鬼气，难怪人家称他是鬼才。
鬼气是鬼气，不损其美。
《苏小小墓》一篇，他能把一个坟场、一个幽灵，写得那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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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中多讲狐鬼，真正有意渲染恐怖的作品却不多。
可是，《尸变》一篇，却是一篇恐怖的小说。
夜深人静之际，停尸房里，女尸起而杀人，奔而逐人，穷追不舍。
这自然是迷信，但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蒲氏制造悬念、渲染气氛的高明手腕。
故事发生在一家临街的小旅店里，情况非常特殊，旅店客满，而店主子妇新死，于是，迟到的四位客
商竟住进了和停尸房相通的一间房子里。
一面是客商“坚请容纳”，一面是店主“似恐不当客意”，这是说明客商住进停尸房这一情节的合理
性。
《聊斋志异》里的故事再离奇，再耸人听闻，也要还你一个合情合理，让你挑不出一点勉强的地方。
这是蒲氏的本事，也是他非常注意、非常坚持的地方。
客商一路奔波劳碌，疲惫不堪，急于休息，不挑剔居住条件，固然是不得已；店主要揽客，图赚钱，
既然客人不挑，乐观其成，亦在情理之中。
“翁沉吟思得一所，似恐不当客意”，“沉吟”才思得一所，说明他介绍那么一间房子的时候，也不
无犹豫和顾虑，所以说“似恐不当客意”。
停尸房的情况，蒲氏略加点染，一是“灯昏案上”，二是“纸衾覆逝者”，鬼尚未出来，已是鬼气拂
拂。
四客奔波疲极，唯思一榻，竟将就住下。
看来都是无神论者，否则的话，再困也不至于睡在与停尸房相通的房间里。
其中三人沾枕就着，“鼻息渐粗”，黑甜一梦，不知所之。
我们不能不对三人的勇气表示由衷的钦佩，如果在晋宋之际，这三位客商一定会被刘义庆编进《世说
新语》的《雅量》一栏。
倘若四客都是酣睡不觉，则恐怖的场面就将死无见证，幸好四客中有一人尚在朦胧迷糊之中，他因此
而不幸成为恐怖事件的目击者，又因此而成为大难不死的幸存者。
先是听到灵床上“察察有声”，未见其鬼，先闻其声。
接着，借着灵前灯火，看到女尸揭衾而起，慢慢进入卧室，恐怖的戏剧从此拉开了序幕。
对女尸的样子，小说有八个字的描写：“面淡金色，生绢抹额”，亏得客商惊恐之余，还能注意到女
尸的面色和额上的生绢。
只见女尸俯身对着客商一个一个地吹气，那位朦胧的客商此时此刻没有晕过去，也没有大声呼救，已
是很不简单，他的心理素质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了。
“潜引被覆首”，“闭息忍咽”，唯恐被尸鬼发觉他还活着，这是他自我保护的必然反应。
尸鬼俯身，对着几位客商，一个个地吹过以后，也对他吹了一阵，然后就走了出去，那位客商在被子
里只听得纸衾的声音。
整个过程和动静完全从这个受惊的客商的感受去描写，所以显得格外恐怖。
读者读着读着，仿佛置身其中，毛骨悚然。
客商听得女尸出房，悄悄掀起被角，偷偷一看，那女尸又回到尸床上，若无其事地躺下了，一动不动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客商悄悄地用脚蹬了蹬他的三位伙伴，发现他们一动不动，已经死去。
孤掌难鸣，他越想越怕，苦思无计，求生的欲望使他鼓起勇气，偷偷穿起衣服，准备逃跑。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谁知这时女尸那边又传来纸衾的声音，大概是女尸听到了这边有动静，怀疑这边还有活口，想过来“
补枪”。
客商一看不行，赶快装死躺下，缩进被里。
那女尸又来，吹了一阵才走。
从小说的角度来说，这是有意制造曲折。
听女尸又躺下，客商赶快蹬上裤子，鞋也顾不得穿就往外飞跑。
女尸立即起床，要来抓他，女尸刚起来，客商已将门栓拔开，真是千钧一发。
客商光脚，一路狂奔，女尸尾随其后，紧追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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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商一边跑，一边大声呼救，但是旷野之中，凄厉的呼救声却没有得到一点回应。
本想去敲店主的门，又怕耽搁时间，被女尸追上。
好不容易看到一座寺庙，里面隐隐传出敲木鱼的声音，客商发疯似的敲击山门，可念经的和尚不明底
细，又不敢开门。
眼看就要被女尸追上，客商借着一棵大树和她周旋，女尸伸手抓他，竟“抱树而僵”，客商也昏厥倒
地，故事戛然而止。
后面便是一点尾声，尾声中令人难忘的一幕，是女尸的可怕：“使人拔女手，牢不可开。
审谛之，则左右四指，并卷如钩，人木没甲。
又数人立拔，乃得下。
”不难想象，这双魔爪如果用来抓人，那将是多么的恐怖！
尸鬼虽然可怕，但真正的恐怖，不是女尸的面目如何狰狞，而是人对死亡的恐惧。
而且这种死亡的威胁悄然而至，让人猝不及防。
卧榻之旁，咫尺之遥，躺着如此凶残之女尸，四位客商竟没有一点防备的措施，没有应急的预案，没
有一点心理的准备。
难怪当灾难从天而降的时候，三人死去而不知如何死去。
一人受尽惊恐，侥幸得脱，仅以身免。
虽然大难不死，但那种心理的创伤，大概是终身不愈的了。
那恐怖的一幕，恐怕将成为他心中永远无法摆脱的阴影。
轻薄之戒《瞳人语》一篇，情节并不曲折，主题非常单纯，就是轻薄之戒。
《聊斋志异》的写法，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受文言小说传统的影响，一般喜欢盯住主人公的行踪，笔
头跟着他不放，围绕主人公的荣辱沉浮、悲欢离合来展开描写。
这样写的好处，是紧扣人物的命运，不枝不蔓，使读者容易得到一个集中的印象。
《聊斋志异》，一般都是一开始立即将男主角推出来，而女主角则在以后的情节中带出来。
而男主角的出场，一般是抓住其思想性格的要点，三言两语，点到即止，说多了，读者反而不得要领
。
随着故事的展开，读者对人物自会有进一步的了解。
《瞳人语》一篇，开篇即介绍说：“长安士方栋，颇有才名，而佻达不持仪节。
每陌上见游女，辄轻薄尾缀之。
”这段文字，将主人公定格为有才、有名、好色、轻薄的类型，这就是作者描写方栋的一个纲。
轻薄好色是他的取祸之道，有才有名是他受到惩罚以后，能够忏悔、获得原谅的原因。
先是清明节时在郊外偶遇美人。
在古代，这种节曰正是青年男女难得的见面机会。
但这里不是要写男女相悦的浪漫爱情，而是要惩戒轻薄之徒。
方生见到车中女郎，“红妆艳丽，尤生平所未睹，目眩神夺，瞻顾弗舍，或先或后，从驰数里”。
女郎并非等闲女子，而是“芙蓉城七郎子新妇”，方生因此而惹祸。
六朝的志怪、唐人的传奇里，就有很多轻薄子与女神戏谑而招致酷报的故事。
《封神演义》的第一回，就写纣王女娲庙进香，见女娲美色，题诗调戏，后来即因亵渎神灵而遭到酷
报，把江山给丢了。
芙蓉城女郎的报复非常古怪，她的婢女扬土眯了方的眼睛。
方生“才一拭视，而车马已渺”，这是写女郎的神秘。
方回家以后，双目逐渐失明，症状类似今曰所谓白内障。
病情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先是“觉目终不快”，接着“睛上生小翳”，“经宿益剧，泪簌簌不得止；
翳渐大，数曰厚如钱，右睛起旋螺，百药无效”。
虽然这是超现实的情节，但眼病的症状却符合人的相关经验。
蒲松龄最善于在超现实的想象中渗入现实生活的体验，使人欲不信而不得。
病情的发展非常迅速，看来，女郎的报复心真是不可低估，简直是立竿见影。
失明的痛苦使方生对自己的轻薄不免心生忏悔，并开始诵读佛经，于是，事情有了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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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异的是，瞳中似乎有两个人在小声地对话。
显然，这两个躲在方生瞳仁里的小人，就是女郎调理方生、惩罚轻薄之徒的武器。
两个小人好像是两个顽童，他们嫌瞳仁里黑黑的，闷人，要出去散心解闷。
当然，他们一旦跑出去，把瞳仁外面的厚翳钻破，方生也就有希望恢复视力。
两个瞳中小人的出走过程，写得很细，这是作者有意盘旋的地方，也是展示作者想象力的段落。
两个小人不是立即钻破眼翳飞出去，而是从鼻子里钻了出去。
一会儿，玩够了，“复自鼻人眶中”，说是园子里的珍珠兰都枯死了，原来两人去花园逛了一趟。
一问妻子，园子里的珍珠兰果然枯萎了。
两个小人又嫌从鼻子里出去太麻烦，要开辟更为直接的道路，于是，方生复明的希望出现了，可惜，
他们都从左眶钻了出去，左眼的视力得以恢复，而右眼却厚翳如故。
看来，方生的忏悔和读经，尚不足以完全赎清他的罪过，清明节的一番轻薄，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
其实他不过是跟踪了人家一段，没想到遭到如此惨烈的报复，看来神灵是不能轻易亵渎的。
因果报应，不但有质的要求，而且有量的计算，犹如法律上的量刑。
轻薄而亵渎神灵，双目失明；忏悔读经，恢复一目的视力；如果不忏悔，不读经，那就永无复明之曰
。
《瞳人语》一篇的本事出自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和张师正的《括异志》，当然，有人说，《括异志
》是魏泰假托张师正之名而作。
《六一诗话》提到石曼卿的故事，说他是芙蓉城主：曼卿卒后，其故人有见之者云，恍惚如梦中，言
我今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
欲呼故人往游，不得，忿然骑一素骡，去如飞。
《括异志》里说丁度的故事：庆历中，有朝士将晓赴朝，见美女三十余人，靓妆丽服，两两并马而行
。
丁度观文按辔其后。
朝士惊曰：“丁素俭约。
何姬之众耶？
”有一人最后行，朝士问观文：“将宅眷何往？
”曰：“非也。
诸女御迎芙蓉馆主。
”俄闻丁卒。
蒲松龄的《瞳人语》一篇，将石曼卿和丁度的传说捏合在一起，加以生发，赋以轻薄之戒的主题。
《聊斋志异》里尚有《黎氏》一篇，亦写轻薄之戒，结果极为惨烈。
谢中条遇黎氏，死皮赖脸地追逐，强与野合。
谢中条将黎氏带人家中，“嬖爱异常”。
一曰，办事回来，“方至寝室，一巨狼冲门跃出，几惊绝。
入视子女皆无，鲜血殷地，惟三头存焉。
反身追狼，已不知所之矣”。
可是，《聊斋志异》的艳情故事里有许多轻薄之徒，都没有得到惩戒，反而如愿以偿。
由此可见，蒲松龄的思想很复杂，难以一概而论。
小说都是即景生事，不是哲学论文，万万不可较真，你要较真，只会自讨没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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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的出现，堪称奇迹。
雅爱搜神情意真，青林黑塞幽思深。
狐魅花仙恩怨多，知音今日是何人！
名家精彩评说，品味聊斋人物和故事的意味深长，揭秘文本掩藏的真实世界，体会蒲松龄的天才构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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