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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聊斋志异》不是一般的志怪小说，而是屈原“天问式”的悲愤之作、孤愤之作。
蒲公对鬼狐花妖“一书而兼二体”的艺术颠覆，前无古人，堪称独创。
而当下诸多时髦的对名著似乎是无休止的“Q版”解构，却是货真价实的恶搞。
庸俗的“戏说”、“恶搞”充斥媒体，若长此以往，受众也只能像王渔洋对《聊斋志异》的那旬题辞
“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所说，我改了两个字，叫“厌闻人间语，爱听鬼唱歌”。
总之，读《聊斋》，可从鬼魅身上感悟人生！
　　在这个角度，《儒林外史》也是“小说”的历史，“外史”本身亦是借“稗官为史之支流”，且
多用“微词”、“狙击”之史笔。
　　比起当下动辄下笔数十万言，三五年一部，甚至一年一部长篇小说的多产作家，花十几年时间才
含辛茹苦写完《儒林外史》的吴敬梓，像他的同道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曹雪芹一样，一世一部
却流芳。
这已无需多说。
　　思考《儒林外史》的现代启示是有益的。
其最重要的一点是，“利益驱动”体现在封建科举制度下的文人身上，功名富贵的核心就是当官。
其实，即便拿现代考试制度下的知识分子来说。
在评定职称、申报学位点以及重点学科等“功名富贵”的事情上，也体现着与《儒林外史》相类似的
“利益驱动”。
不过，问题是。
对“利益驱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难道必须得用中庸之道来平抑吗？
再者，把当官当成人生唯一价值取向的“马二道路”，势必导致教育的功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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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光明，笔名： 一峰，男，1965生，汉族。
中共党员。
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分校中文系。
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1988年开始发表作品。
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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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刘世德（中
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演讲时间：2007年1月7日　　傅光明：朋友们
，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
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大学者刘世德先
生。
　　刘先生早在几年前讲《水浒传》的作者与版本时就说过，中国古代小说多有个版本的问题。
今天要讲的《聊斋志异》不仅不例外，而且版本较多，初步统计竟达60多种，有12卷本、16卷本、18
卷本、24卷本等，主要有手稿本、铸雪斋抄本、青柯亭刻本和“三会本”等。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聊斋志异》是雎一有手稿传世的，但可惜的是，只留下了半部。
《聊斋志异》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版本？
蒲松龄是如何写作，版本又是怎么流传的呢？
请听刘世德先生演讲《蒲松龄与》。
　　刘世德：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蒲松龄和《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小说中非常伟大、非常优秀、非常杰出的小说，我对它还是比较喜欢的
。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我读小学的时候，读到的第一部小说是《封神演义》，那时候很小，才上小
学四年级，喜欢《封神演义》里那些神仙妖怪的描写。
后来再读的一本就是《聊斋志异》。
当时我在上海读小学，《聊斋志异》我看的不是全部的原文，我买到的《聊斋志异》一半是文言的原
文，一半是白话的翻译，两边对照着的。
那时我年纪小，文言文还不能完全读懂，只能是文白对照着读的，读得很有兴趣。
　　那时候我所在的学校的老师喜欢让学生到讲台上讲故事，你读过什么书，就讲什么故事。
老师知道我读了些小说，我第一次讲，让我讲《封神演义》，我不会讲，才小学四年级，就拿着那本
书站在前面去念。
《封神演义》前面是没有故事情节的叙述，我也不懂，就照着念，才念了一页，底下的同学们就听烦
了，说这么听没意思。
老师就说：你干脆把书本拿开，凭你的记忆来讲吧。
我第一次就讲了《封神演义》的故事。
因为记不住，讲得也不是很流畅。
　　第二次再让我讲，我就讲了《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比较好讲，因为它是短篇的，不像《封神演义》是一部长篇小说，整个故事很长。
我大概讲了三四次，大家反应还可以。
从此我就更喜欢看《聊斋志异》了。
　　我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参加工作以后，曾经想专门研究《聊斋志异》，也曾经想写一本书。
《聊斋志异》有四百九十多篇，将近五百篇，我曾经幻想为每一篇写一篇文章，将近五百篇可以写成
一本书，——那时年轻，不知天高地厚，就有不实际的幻想——但是没有实现，因为到文学研究所工
作以后，不能自已——大家要知道，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不能从自己的兴趣、愿望出发，定一个研究
项目，一切都由领导上安排的，领导布置什么项目，你就参加什么项目，那时我参加的还都是集体项
目，没有个人项目，所以倒是研究了《红楼梦》，没有研究《聊斋志异》。
可是我一直还是很喜欢《聊斋志异》。
　　大家知道，在世界上，国外有两位著名的大作家，都是写短篇小说出名的，一个是俄罗斯的契诃
夫，一个是法国的莫泊桑，都是最伟大的短篇小说的作家。
我认为，再加上我们中国的蒲松龄，在世界文学的范围里边来说，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就是这三位。
　　所以《聊斋志异》不完全是属于我们中国的，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有它的地位，而且更了不起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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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创作的数量，尽管在一部《聊斋志异》五百篇左右的篇幅中有一部分不能够叫做小说，但大部分是
小说。
数量上超过契诃夫，也比莫泊桑多，从内容的质量来说，一点儿也不比他们两位逊色。
这一点，我们中国人应该感到自豪，所以《聊斋志异》系列讲座，我很高兴也很愿意来讲第一讲。
　　我准备讲这么几个问题：　　一、《聊斋志异》是“短篇小说集”么；　　二、《聊斋志异》是
文言小说艺术的最高峰；　　三、《聊斋志异》与周恩来总理；　　四、三件传世的宝贵文物；　　
五、蒲松龄是哪个民族的作家？
　　六、蒲松龄的一生可以用八个字概括——读书、教书、著书、应试；　　七、《聊斋志异》有哪
些重要的版本；　　八、《醒世姻缘传》是不是蒲松龄的作品。
　　这八个问题中，有的可以讲得比较详细，有的比较简略些，因为后面还有其他的学者来讲，为了
避免重复，我就不多讲了。
像第二个问题“《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艺术的最高峰”我就讲几句，因为估计后面还有其他的学者
专门会就这个问题展开论述的。
最后，如果有时间，我愿意再和大家交流一点看法，回答大家所提出的问题。
　　一、《聊斋志异》是“短篇小说集”么？
　　“短篇小说集”五个字是打引号的。
现在普遍提到《聊斋志异》的时候都这么说：《聊斋志异》是一部短篇小说集。
这个话对，也不对，看怎么理解。
问题在于对“小说”这个词的理解。
　　从我们中国古代传统的小说的理解和观点来看，可以这么说——《聊斋志异》是一部短篇小说集
。
可是中国古代只有小说，没有“短篇”两个字，说它是“短篇小说集”应当是现代人对《聊斋志异》
的一种概括。
准确一点讲、科学一点讲，这个说法是有语病的。
这里头牵涉到对短篇小说、对小说两种不同的理解。
有的人从传统的小说的概念出发，认为《聊斋志异》就是短篇小说集，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也有人
从现代人的观点、从现代人对“小说”这个名词的定义出发，认为《聊斋志异》不能够叫做“短篇小
说集”，只能说其中一部分或大部分是短篇小说，还有一小部分不是小说。
所以才引发了这个问题：《聊斋志异》到底是不是短篇小说集？
　　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开始，谈小说就是从先秦、两汉或先秦以前谈起，那时候中国就有小说
，一直到我们当代，这是一种理解，也是学术界大多数人的理解。
　　有的学者不这么看，尤其是外国的汉学家们、外国的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学者，我曾经和一位美
国学者探讨过这个问题，他叫韩南，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现在已经退休了，是国外研究中国古代小
说的权威学者，非常有名。
我有一次跟他交谈，我说，我想写一部中国小说史，他说很好，他也有意写一部中国小说史。
我们就谈起了应该怎么写，他问我怎么写，我说基本是按照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写法和理解来
写。
他说不，他认为那样写不对，他认为中国小说史应该从唐朝写起。
也就是说，他认为在中国的唐代以前没有小说，他所说的小说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
　　这就是我说的理解的不同造成了概念的不同，因此就有了不同的说法，就牵涉到中国的小说到底
从什么时候开始，就牵涉到《聊斋志异》能不能叫做一部短篇小说集。
　　在中国历史传统上，认为小说是从《汉书·艺文志》开始，什么叫小说，有一句概括的话：“小
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稗官”就是一种小官，也就是说古人认为小说是篇幅很小的、没什么意义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
、片言只语，从小说的“小”就可以看出来，它不是“大言”，是“小说”。
也是看不起的，认为它没什么重要性的。
这种东西叫“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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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个观点来看，当然先秦和先秦以前，我们中国就已经有小说了，《汉书·艺文志》就认为是有小
说的。
　　这是传统的观点，鲁迅就是这么看的。
现在很多中国小说史中也是这么写的。
鲁迅对古代小说一开始的内容做了这样的概括评论，说“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
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意思是说“小说”中托古人的像子部——中国古代书籍分为四种：经史子
集——又很浅薄，记事的像历史，可是又有很多荒诞不经的记载。
古人心目当中的“小说”也得到了现代学者的认同，大概是这样的情形。
　　从《汉书·艺文志》开始，小说的范围越来越宽泛，被大家承认是小说的东西越来越多，《汉书
·艺文志》记载的没几篇小说，可是到《隋书·经籍志》就记载了155卷25部，到了《新唐书·艺文志
》就有了119家635卷，到了清代纪晓岚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小说就变成了123部1359卷。
这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扩大。
　　那么，是不是到了清代，对小说的理解就非常正确全面了呢？
　　不是。
从《汉书·艺文志》一直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两个特点。
第一，小说的范围不断扩充，越来越大；第二，这个“小说”大体上把我们现在知道的文言小说全部
概括进去了。
　　可是，古人的“小说”概念一直到清代纪晓岚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个很明显的缺点，这
个缺点主要表现在两点：第一，忽视唐代以来的传奇小说；第二，排除宋元以来的白话小说。
把今天所知道的中国古代小说的主流像《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
金瓶梅》等不称做“小说”，把白话小说排除了。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当代人的观点来看什么叫做小说，从这个角度再去衡量那些作品，《聊
斋志异》里将近五百篇作品是不是都是小说？
那这又是一个新的标准了，我们当代人认为小说必须有人物形象的塑造，必须要有故事，不能光是记
一个事情，而没有情节，并且还得有时间、时空、环境的描绘。
另外一点，小说和其他文学体裁不同的、不能缺的一个因素是——它必须是虚构的。
　　中国古代小说是从唐代开始有了和重视虚构的，在这个以前基本不重视虚构，也没有虚构。
魏晋志怪小说写了很多妖怪灵异的事情，那难道不是虚构么？
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们由于认识水平的局限、时代的局限，他们认为鬼神是客观世界存在的，不是虚
构出来的，所以他们写鬼神认为是实录，不是虚构。
真正的虚构是从唐代传奇小说开始的，所以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小说要从唐代算起，就是这个道理
。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聊斋志异》里有很多作品——不是一篇、两篇——我们现在举出两个篇
名，一个叫《地震》，一个叫《夏雪》。
《地震》这一篇很短，就是说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发生了地震，大家感到很恐慌。
就是这么一个记载，你说这是小说么？
《夏雪》记的某年某月某日的夏天忽然下雪了，你说这是小说么？
　　当然用今天的观点、今天的概念来看，这不叫小说。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把《聊斋志异》称为“短篇小说集”不够准确，不够科学，经不起推敲。
　　我有个看法，对所谓的“文言小说”，对待宋元以前的、鲁迅所提到的那些小说，应该不应该叫
做小说？
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古人是把它们叫做小说的，但是它们是不是小说集？
我始终认为不能这么说。
我的观点就是说，一部书是不是小说集不能拿整部书来认定，而要认定其中的单篇是否是小说，也就
是说，是不是小说要看单篇作品，而不能够把整个儿的这一部书——不管里边包含着哪些是不是小说
的东西——笼而统之地叫做小说集，我认为那是不够准确的，也不够科学的。
　　二、《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艺术的最高峰　　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最高峰是《红楼梦》，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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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聊斋志异》只是文言小说艺术的最高峰；在文言小说的艺术上达到最高成就的是《
聊斋志异》，从整个中国古代小说来说，艺术上达到最高成就的是《红楼梦》。
《红楼梦》是可以和《战争与和平》这些伟大的外国小说并驾齐驱的、互相媲美的，全世界范围来说
都是第一流的。
可是单就文言小说来讲，那是《聊斋志异》。
就总体而言，它的艺术成就超越了它以前所有的文言小说，不是说它的哪一篇，它超越了唐代的传奇
小说，宋元的小说就更不用说了。
这正如鲁迅所讲，它写的是妖怪狐狸精花木精魅，但是有人性，使你感觉到很亲切，不感觉它是个异
物、妖怪，这点很了不起。
　　还有一点很了不起的是它的语言，文言小说把语言写得很生动非常不容易，如果我们多读些文言
小说就可以看出来，大部分文言小说作家的语言我们今天读起来不感觉到生动，而是很枯燥。
　　我举一个《翩翩》中的描写：　　一日，有少妇笑入日：“翩翩小鬼头快活死，薛姑子好梦，几
时做得。
”女迎笑日：“花城娘子，贵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风紧，吹送来也，小哥子抱得未？
”日：“又一小婢子。
”女笑日：“花娘子瓦窑哉！
那弗将来。
”日：“方呜之，睡却矣。
”于是坐以款饮。
　　这只是随便从书中摘出的，写两个妇女之间开玩笑说的话，非常生动，非常有趣，这在文言小说
中很少见，蒲松龄吸收了白话小说的一些技巧和因素，写得非常生动，很多作品都是这样。
从唐代传奇小说开始，非常注重写人物对话，到蒲松龄是达到了高峰。
　　三、《聊斋志异》与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怎么跟《聊斋志异》沾上边呢？
周总理在建国以后对很多文学作品的问题发表过意见，我认为都很重要。
上一次我讲《金瓶梅》的时候介绍过一个观点，今天我还可以重复一下。
　　过去有位戏剧家叫欧阳予倩，是大师，解放前写过一个话剧叫《潘金莲》，给潘金莲翻案，这个
话剧在解放以后不能上演。
可是后来有人提出要想给潘金莲翻案，现在当然有人给她翻了，电视剧就有个《潘金莲外传》，我看
过，就是替潘金莲翻案的。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人提出要上演欧阳予倩的《潘金莲》话剧，请示周总理。
周总理那时也管文艺，周总理说不行，不能够上演欧阳予倩的《潘金莲》，也不能替潘金莲翻案。
为什么不能呢？
周总理说，很简单，潘金莲抛弃了一个劳动人民的丈夫，投身于一个恶霸地主，这样的人怎么能替她
翻案。
一直到现在欧阳予倩《潘金莲》话剧都没有上演。
当然现在的电视剧《潘金莲外传》在有的地方电视台播放了，那里边确实是给潘金莲翻案，但是翻得
不够彻底，矛盾不好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明周总理很关心文艺问题，也经常对文艺问题发表意见。
可是我们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周总理当年读书的时候和《聊斋志异》有一段轶事。
　　那是在1916年，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在天津的南开学校读书，南开学校组织了一个新剧团，周总
理是这个新剧团的主要骨干，他担任的职务是剧团布景部的副部长，而且还是主要演员，有些剧本的
作者也是他。
他这个主要演员不是演男角，而是演女角，这一点大家可能想不到。
　　他编的什么戏，演的什么戏呢？
这个戏叫《仇大娘》。
《仇大娘》就是《聊斋志异》里边的一篇小说。
周总理编的这个剧本保存下来了，收在《周恩来早期文集》这本书里，由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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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剧本叫幕表剧本。
　　什么叫“幕表剧本”呢，就是话剧产生的时候，人物的对白并不是完全在剧本中写出来的，只是
有个大纲性质的几句交代，人物之间说什么话要靠演员的临场发挥。
周总理就写了这么一个剧本。
　　《仇大娘》是个什么故事呢？
很复杂的，是说有个人家，前妻生了个女儿，就是仇大娘，后来娶的老婆又生了两个儿子。
后来这个父亲被入关的清兵俘虏了，在八旗一个将军的手下做奴隶，那是清兵入关时的事情。
家里就留下了妻子和两个儿子，女儿仇大娘已经嫁出去了，在外边居住。
有个邻居想害他们，就引诱这个哥哥赌博做坏事，输了就找人借钱，最后输得说把老婆卖掉，他的老
婆叫蕙娘，蕙娘原来是个有钱人家的女儿，蕙娘被赌场里赢钱的那个人买去以后坚决不从，就回到自
己家里。
嫁出去的女儿仇大娘看不惯家里受人欺负，就回到娘家帮助他们把房子整理起来，然后又花了钱，把
父亲从八旗将军那里赎回来，又把弟妹接回来，整个一家就复兴起来了。
　　我讲得比较简单，这个故事还要复杂得多，有很多曲折的情节。
周总理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是那个哥哥的妻子蕙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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