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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梦幻之美：聊斋志异》　　从康熙九年（1670）的第一篇《莲香》，到康熙十八年（1679）全
书《聊斋志异》初稿完成为止，总共九年的时间，其实也正是蒲松龄一生中最为落魄潦倒的时光。
　　郝誉翔认为，这段时间的蒲松龄，彷佛被困在一个“血汗暴流，扭筋拔力”、“家无四壁”的牢
笼里，而唯一能把他拯救出去的，唯有文字，唯有想象力，所他以笔墨为刀斧，凿穿了时间和空间的
墙壁，而创造出一个如梦似幻，无穷无尽的“美”的天地。
　　郝誉翔指出，对于“美”的高度评价，正是蒲松龄与六朝志怪小说分岐，而要上追屈原《离骚》
《九歌》所歌颂的“香草美人”。
　　“读《聊斋志异》，不只是在读它那充满了想像力的精彩故事，更是在读中国文化中美的精髓，
并且要以此无限之美，点染我们自己有限的生命。
”——郝誉翔　　关于经典3.0Ｎ种解释：　　●3层精彩内容——导读 + 漫画 + 原典　　●3类阅读元
素——文字 + 图像 + 图解表　　●3重阅读收获——演讲 + 互动 + 资料库　　●3种阅读方向——书 + 
网络 +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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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郝誉翔  台湾大学中文博士，现任中正大学台文所教授。
着有小说集《幽冥物语》《那年夏天，最宁静的海》《初恋安妮》《逆旅》《洗》；散文集《一瞬之
梦：我的中国纪行》《衣柜里的秘密旅行》；电影剧本《松鼠自杀事件》；学术论著《大虚构时代—
—当代台湾文学论》《情欲世纪末──当代台湾女性小说论》《傩：中国仪式戏剧之研究》；编有《
当代台湾文学教程：小说读本》。
曾获中国时报开卷年度好书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时报文学奖、中央日报文学奖、台北文学奖、
华航旅行文学奖、新闻局优良电影剧本奖等。
[绘者简介]541  本名吴志英，一个来台流浪10多年的韩国华侨，辅仁大学应用美术系毕业。
现况为SOHO族，平日以插画设计维持生计。
著有《541的上班日记》《541的上班周记》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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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写作《聊斋》的过程《聊斋志异》意念的发端，最早可以推到康熙四年（1665）左右，蒲松龄
二十六岁，因为长嫂的性格泼辣，故兄弟分家，使得他的生活一时陷入贫困的绝境。
他描述自己的住家：“一庭中触雨潇潇，遇风喁喁，遇雷霆谡谡。
狼夜入，则埘鸡争鸣，圈豕骇窜。
儿不知愁，眠早熟，绩火荧荧，待曙而已。
”家庭穷到这种地步，屋漏风吹，雷电和野兽竞相来袭，早已非一个安适之地。
故蒲松龄开始四处游学，找寻谋生的出路，“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便是他这一时期
的自我写照，而也正是在这一段浪游不安的岁月中，他开始了《聊斋》的写作。
康熙九年（1670），蒲松龄应好友孙蕙之邀，到江苏宝应县担任师爷，深秋时节，他离开故乡远行，
从淄川来到了博山县青石关，再经过沂蒙山区、鲁南的沂州、苏北的淮阴，而抵达宝应。
这一去，道远路迢，山间的寂寥荒凉，以及山势的险峻和壮观，均给了他极为深刻的震撼以及启发。
对年仅三十岁的蒲松龄而言，这更可以说是一趟启蒙的大旅行。
当他来到沂州，遇到连日大雨，不得不中断行程，停留在旅店里，而投宿在同一间旅店的，还有一个
叫做刘子敬的读书人，两人萍水相逢，一见如故，彻夜长谈。
刘给了蒲松龄一本表亲王子章所写的《桑生传》，大约有万言左右。
蒲松龄读了之后，大为感慨，遂把《桑生传》改成《莲香》，而这便是《聊斋志异》第一篇完成的作
品。
《莲香》其实是一则读者最熟悉的、典型书生与美女的爱情故事。
桑生独自一人住在郊外，夜中，却忽然有两个美女，隔日轮流出现在他的房中，其中之一是莲香，另
一位是李女。
可想而知，这两位美女都不是凡人，莲香是狐狸，而李女是鬼。
人、鬼、狐虽然殊途，但却也不妨害他们三人之间亲密的感情。
故事到了这里，急转直下，突然有一天，李女不见了，原来身为鬼的她，太渴望回到人世间了，她日
日“随风漾泊，每见生人则羡之，昼凭草木，夜则信足浮沉”。
一缕幽幽的芳魂，对于人世充满了不舍依恋，故载浮载沉，不知不觉中，就附身在另外一个张家少女
燕儿的身上，借由她的躯体还魂。
“还魂”，同样是中国古典志怪小说，乃至于《聊斋》中常见的故事典型。
但值得注意的是，《莲香》中的李女虽然借到了张燕儿的躯体，但是她不开心，当她起身，一揽镜自
照，便痛哭失声，说：日形貌，颇堪自信，每见莲姊，犹增惭怍，今反若此，人也不如其鬼也。
这段话非常有意思，也点出了《聊斋志异》与一般“还魂”之作的不同点，那就是：光有了躯体还是
不够的，假若不“美”，那躯体又有何用？
假若不“美”，那么做人，还不如做鬼。
接下来，《莲香》描述了一段躯体蜕化的过程，非常精彩，而且充满想象力。
李女痛哭失声后，便躺在床上，盖紧棉被，绝食不吃也不喝，然后全身肿胀起来，仿佛化脓，七天后
，竟也不死，她忽然觉得饥饿，进食后，又过了几天，遍体开始搔痒难耐，身上的皮竟然陆续脱落下
来，她又回复到原来的美貌。
而从丑到美的蜕变，以及净化，成了全篇最为奇幻的段落。
李女，现在是张燕儿了，还魂成功，与桑生结为夫妻，但这时莲香得了大病，膏药罔效，桑生和燕儿
痛哭流涕，而莲香却说了一句颇耐人寻味的话：“子乐生，我乐死。
”有的人以生为乐，但有的人却是以死为乐，所以或生，或死，其实又有什么差别呢？
它仿佛是事物相互流转的两面，而我们的灵魂并不会因此而减灭。
不过，光有飘渺的灵魂，却也是不够的，因为没有身体，我们就无从实践情爱，也就无从表现自己。
因此莲香许下了十年之约，十年后，她果然转世成为一个女孩，重新和桑生、燕儿相见。
蒲松龄在故事的末尾说道：嗟乎，死者而求其生，生者又求其死，天下所难得者，非人身哉？
奈何具此身者，往往而置之，遂至腆然而生不如狐，泯然而死不如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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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身体，不也就是世界上最可贵的事物吗？
它不再只是一具臭皮囊，相反，它是我们意志的显现，也是情意的具象化，所以又怎么可以不珍爱它
？
甚至不追求它的美呢？
从《莲香》开始，蒲松龄揭示了《聊斋志异》的命题核心，就在于：呼唤芸芸世相之中所流转的美。
而这种美，从内在的意志穿透到外在的躯体，而形成了一股超越无形的力量，它可以起死回生，也可
以从生入死，甚至可以感动非人类的万物，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更可以惊天地、泣鬼神。
以此看来，《聊斋志异》的写作过程颇堪玩味。
从康熙九年（1670）的第一篇《莲香》，到康熙十八年（1679）全书初稿完成为止，总共九年的时间
，其实也正是蒲松龄一生中最为落魄潦倒的时光。
他不断地考科举，但都没有考上，又得了大病，家中穷到无米可炊，面对妻子和幼儿，他慨叹自己的
无用：“花落一溪人卧病，家无四壁妇愁贫”。
屋外的大自然，是“花落一溪”的美，而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屋内不堪的丑陋人世。
而在一首俚曲《穷汉词》中，他写道：“血汗暴流，扭筋拔力”，“粮也欠，米也欠，粮食出得没一
石，衣裳当得没一件。
”也仿佛是对他在《聊斋志异》中所戮力刻画的美，做出了最大的嘲讽，因为那种美，根本不存在于
现实的人间。
蒲松龄仿佛被困在一个“血汗暴流，扭筋拔力”、“家无四壁”的牢笼里，而能把他拯救出去的，唯
有文字，唯有想象力，故他以笔墨为刀斧，凿穿了时间和空间的墙壁，而创造出一个如梦似幻、无穷
无尽的“美”的天地。
蒲松龄的朋友曾一再劝告他，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些无聊的故事上，但他却不听，对他而言，这恐怕是
性命攸关之事，否则，人世又有何值得眷恋？
等到《聊斋志异》书成，蒲松龄也已经四十岁了，恰好应聘到刺史毕际有的石隐园中，担任私塾先生
，教弟子诗文，而这一教，便是三十年。
他的后半生总算比较安定了，但从四十岁到他去世为止，将近三十多年的时光，蒲松龄仍然反复地删
改《聊斋志异》，斟酌文字，耗费了他一辈子的精力，把这本“孤愤之作”经营得尽善尽美。
康熙五十四年（1715），蒲松龄七十六岁，据说是在窗前正襟危坐，悄然逝世。
在他生前，《聊斋志异》仅以手抄本的方式，在亲朋好友之间流传，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也
就是他死后五十年，才有抄本编刻。
至于这本书影响所及，也出现了许多仿作，有名的有：袁枚（1716—1797）的《新齐谐》、纪昀
（1724—1805）的《阅微草堂笔记》等等，然而这些著作多半停留在“志怪”或是搜奇，近乎游戏笔
墨，既缺乏蒲松龄深沉的寄托，也没能超越它广博又精致的艺术成就。
物之哀：孤独的终极美学关于《聊斋志异》的写作方式，最有名的传闻，莫过于邹弢《三借庐笔谈》
了：相传先生居乡里，落拓无偶，性尤怪癖，为村中童子师，食贫自给，不求于人。
做此书时，每临晨携一大瓷瓮，中贮苦茗，具淡巴菰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陈芦衬，坐于上，烟茗
置身畔。
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则引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已，偶闻一事
，归而粉饰之。
这种说法，未免近乎夸大，而且不近人情。
事实上，蒲松龄的题材来源多是听亲友讲述，或是亲身经历，或是融化了中国古有的志怪传奇，然后
再转化出自己独特的面貌。
志怪，向来就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主流，从神话《山海经》、魏晋南北朝笔记小说《幽明录》《述异记
》等，到唐代传奇，已经攀登上想象力的高峰，但自从宋代话本和明代以降，小说便又逐渐浸染了世
俗化的色彩，而越来越朝向现实靠拢，譬如《金瓶梅》等正是。
故《聊斋志异》乃是上追古人，集六朝笔记小说乃至唐代传奇之大成，也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故事的宝
库，像是“还魂”、“离魂”还有“黄粱梦”、“桃花源”等等故事的典型，都可以在《聊斋志异》
中轻易地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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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它是中国古典故事的宝库之外，《聊斋志异》甚至可说是继承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儒家文化之外，
所开辟出来的另一个形而上的精神世界，而这个世界与儒家的规范相互对立，它自由不羁、浪漫绮丽
、多采多姿，而被科举所禁锢了的士人心灵，都可以在这个世界中获得了淋漓尽致的解放。
尤其是身逢乱世，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大都要沦为空谈，而失去了原有的安身立命的效用，故
一个有理想的文人，更容易被另外一个超越现实的世界所吸引，而欲向它翱翔而去，好寻求精神上的
终极慰藉。
如此一来，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所打造出来的，无非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是一颗被压抑于黑
暗深处的灵魂，所隐约颤动而出的微弱之光──“子夜荧荧，灯昏欲蕊”，但它却比起光明还要更加
的慑人，比起真实还要更加的真实。
这一精神世界的源头创始者，就是屈原。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时刻，屈原似乎比起孔子，都还要更能贴近知识分子的内心。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便开宗明义点出：“披荔带萝，三闾氏感而为骚”──“三闾”指的就是三
闾大夫屈原，而“披荔带萝”则是出自于楚辞《九歌》中的“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
带女萝”。
屈原遭到楚怀王放逐，浪游在汨罗江畔，郁郁不得志，于是有了《离骚》诸作。
而在《离骚》中，屈原上穷碧落，下至黄泉，翱翔八荒九陔，叩问天神，下访幽冥，虽然四处寻觅知
音而不可得，但却在鸿蒙太空之外，开出了多重且无边无际的世界观。
《离骚》中说：“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而楚辞之中的《九歌》《天问》，甚至《招
魂》和《大招》诸作，不也都是在朝向另外一个非现实世界的探索？
屈原借远游，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以无限，来求得此世有限之身的解脱，而这种向天、向浩瀚宇宙的
叩问，也因此变成了一桩富有悲剧性意义的举动。
故蒲松龄谈鬼搜神，不只设意好奇，更是一种精神上孤独的终极美学，才有了集大成的《聊斋志异》
，也才能够超越中国志怪小说中朴素的原始思维，而达到了人文的高度──自我的解放之上，不但从
黑暗的政治社会中解放，从贫困的物质生活中解放，也要从僵死的八股科举中解放。
换言之，蒲松龄取志怪的故事骨干，但其实注入了自己的生命，意在释放澎湃的想象力、生命力，甚
至是被污浊人世所遮蔽了的“美”。
所以《聊斋》喜欢写美，尤其喜欢写美女、丽人，以之作为篇名，譬如《娇娜》《小谢》《婴宁》《
珊瑚》《翩翩》《菱角》⋯⋯仿佛人影绰约，暗香浮动于纸端。
而且不仅人物美，动物美，景致美，就连言语都很美。
蒲松龄下笔时，特意使用骈丽雅致的文言，譬如《婴宁》一篇，写王子服因为思念婴宁，媒人却又推
三阻四，故他一气之下，决定自己前去山中，探访佳人：怀梅袖中，负气自往，而家人不知也。
伶仃独步，无可问程，但望南山行去，约三十余里，乱山合沓，空翠爽肌，寂无人行，止有鸟道。
遥望谷底丛花乱树中，隐隐有小里落。
下山入村，见舍宇无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
北向一家，门前皆柳丝，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其中。
写山景用“乱山合沓”，写空气之清新用“空翠爽肌”，这是多么的干净简洁！
而婴宁所居住的空间，又是多么的“修雅”！
故全书俨然形成一种绝美的风格，晶莹剔透，而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几乎无人可以与之匹敌。
可惜的是，日后改编《聊斋》的人却多未注意到这一点，而多把它庸俗化、粗糙化了。
又有许多人误以为，《聊斋》是在写鬼魅恐怖之事，结果大失所望。
不过，若要说蒲松龄把鬼狐写得像人类一样可亲，那倒也未必，恰恰相反，这些鬼狐大都闪烁着一种
神秘的绝美，而非俗人可以比拟。
这份绝美，更可以上溯到晚明——中国文化最为成熟灿烂的时刻，而承接汤显祖《牡丹亭》、孔尚任
《桃花扇》乃至于张岱的《陶庵梦忆》，这些作品无不是由“美”入“情”，而由“情”见到了人的
真诚，但也见到了人的渺小、无奈、悲哀与执念。
就这个角度看来，《聊斋志异》虽然写成于清朝，但其实是集晚明文化之美的大成，并且为之画下句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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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梦幻之美:聊斋志异》编辑推荐：经典3.025种经典/25位名家导读梦幻阵容前所未见●我们是在传播
一种新观念：web3.0阅读 ●我们是在倡导一种新的阅读方式：书+网络+旅行 ●我们是在倡行一种新的
阅读体验：“我阅读，我存在” ●我们是在致力于一项事业： “为了人与书（经典）的相遇”；“
阅读经典，打开梦想和未来”；“探寻两岸三地华文文化普适价值”（实现文化三通）。
 3.0提供经典： ——我们永远不知道，如果错过这些经典，自己错过的是什么。
3.0也提供体验： ——网络将结合文字以外的声音、影像、气味、触感，甚至意念，提供一种全新的阅
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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