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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古典文学，要论小说的艺术成就，长篇白话自然是非《红楼梦》莫属，而短篇文言则首推蒲
松龄的《聊斋志异》。
时至今日，由《聊斋》改编的影视作品仍不断被翻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蒲松龄（1640～1715），清代小说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淄川（今山东淄博）人
。
他出身于一个败落的地主家庭。
19岁时，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取秀才，颇有文名，但以后屡试不中。
20岁时，与同乡学友王鹿瞻、李希梅、张笃庆等人结“郢中诗社”。
31～32岁时，应同邑进士新任宝应知县、好友孙蕙邀请，到江苏扬州府宝应县做幕宾。
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离乡南游，南方的自然山水、风俗民情、官场的腐败、人民的痛苦，他都深
有体会，这对他的创作有很重要的意义。
蒲松龄自幼喜欢民间文学，广泛搜集精怪鬼魅的奇闻异事，吸取创作营养，融进自己的生活体验，创
作出了杰出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由431个短篇小说组成，就内容来说，主要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反映社会黑暗，揭露和抨击封建统治阶级压迫、残害人民罪行的，如《促织》、《红玉》、
《梦狼》、《梅女》、《续黄粱》、《窦氏》等；第二类是反对封建婚姻，批判封建礼教，歌颂青年
男女纯真的爱情和争取自由幸福而斗争的作品，如《婴宁》、《青凤》、《阿绣》、《连城》、《青
娥》、《鸦头》、《瑞云》等；第三类是揭露和批判科举考试制度的腐败和种种弊端的作品，如《叶
生》、《于去恶》、《考弊司》、《贾奉雉》、《司文郎》、《王子安》、《三生》等；第四类是歌
颂被压迫人民反抗斗争精神的作品，如《商三官》、《席方平》、《向果》等；第五类是总结生活中
的经验教训，教育人要诚实、乐于助人、吃苦耐劳、知过能改等，带有道德训诫意义的作品，如《种
梨》、《画皮》、《劳山道士》、《瞳人语》、《狼》等。
这些作品大多歌颂生活中的真、善、美，抨击假、恶、丑。
这是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总的艺术追求，也是这部短篇小说集最突出的思想特色。
　　在艺术成就方面，《聊斋志异》兼采众体之长，不仅继承了魏晋志怪和唐人传奇的优秀传统，而
且还从史传文学、白话小说中吸取了有益的营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代表了我国古代文言
小说已经达到和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
　　其一，作者有意将幻异境界与现实社会联结在一起，以寄托自己的孤愤和理想，使作品既驰骋天
外，充满浓郁的浪漫气息；又立足现实，蕴含深厚的生活内容。
幻想性与真实性的相辅相成，对立统一，构成了《聊斋志异》的突出特点。
　　其二，大量的非现实性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
这些形象塑造的基本方式是：以他们作为“人”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为核心，巧妙地融进他们作为“
物”的自然属性或幻想属性，使之成为一种人性和物性复合统一的艺术形象。
这样，这些花妖狐魅既多具人情和易可亲，使人忘其为异类；又蕴含着他们本体的固有气质和超现实
的神异性，让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即，大大增强了形象的美感。
　　其三，《聊斋志异》的情节离奇曲折，幻诞诡秘，但在作品提供的特定情境之内，却又顺理成章
，是按照某种固有的逻辑必然出现的。
其情节的内在逻辑，主要包括人物性格逻辑和幻想逻辑，二者往往蕴含在同一个情节系列中，达到了
高度的和谐统一，构成了作品幻中有真、真中有幻的艺术特色。
　　其四，《聊斋志异》采用的是优美、典雅、精炼、传神的文言，又做到了文言体式与生活神髓的
高度统一，因此形成一种既典雅工丽又清新活泼的语言风格。
无论是人物语言还是作品的叙述、描写语言，都在文言形式中蕴含着强烈的生活气息，极富描摹力和
表现力，大大增强了文言小说的小说性和趣味性。
　　几百年来，《聊斋》故事在民间广为传播，历久不衰，先后被译成十几种文字，成为世界人民共
同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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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极力把花妖狐魅人格化，通过人鬼之恋、人狐之恋、鬼狐之恋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冲突，同
时，又充分利用花妖狐魅和幻想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特点，突出表现作者理想中的人物和生活境界。
　　而经改编的《聊斋志异》在坚持原文意思不变的情况下，将文言文翻译成了白话文，截取其中最
具风格和典型意义的精彩故事，情节连贯，文笔简练，语言通俗，描写细腻，让小读者在读懂表层意
思的情况下感受到作者所生活年代的风土人情与人文特色，有助于小读者有效吸收经典名著中的精华
。
其中《婴宁》、《聂小倩》、《促织》、《口技》等都是孩子们耳熟能详的名篇，但是与原著文言文
不同，改编版少儿读物使文言篇章变得更通俗易懂，让孩子们能更详细地了解《聊斋》故事中的每个
细节，引导孩子准确理解《聊斋志异》。
　　改编版《聊斋志异》不仅适合青少年阅读，也适合成年人品味，是老少皆宜、脍炙人口的作品。
文中描写的狐仙鬼怪栩栩如生，并具有较强的画面感，在引发孩子想象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有助于
孩子拓宽思维，展开联想。
一个个故事娓娓道来，将向你讲述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经历，不一样的体会，不一样的心情，不
一样的褒贬。
郭沫若在评价《聊斋志异》时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筹，刺贪刺虐入木三分。
”让我们在阅览妖狐鬼怪的系列故事之余，体会其刺贪刺虐，让自己的悟性更进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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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
”人鬼之恋，人狐之恋，鬼狐之恋，这些花妖狐魅的故事在民间广为传播，历久不衰。
这是一部歌颂真善美，抨击假恶丑的作品；更是帮助孩子拓宽思维，展开丰富联想的经典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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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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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劳山道士　　湽县有个姓王的读书人，排行第七，于是取名王七。
他是官宦人家的后代，却从小就喜爱学习道术，听人说劳山有许多仙人，他就背着书箱前往游历。
有一天，他登上一座山顶，看见一座道观非常幽静。
有一个道长坐在蒲团上，虽白发垂肩，却神态自若，气度不凡。
王七便上前行礼，并与这位道长攀谈起来。
　　道长谈论的道术十分精深玄妙。
王七心悦诚服，便请求拜他为师。
道士说：“你娇生惯养的，恐怕吃不了这个苦。
”王七信誓旦旦地说：“请相信我，我一定能行。
”　　这位道长的徒弟很多，傍晚都到齐了，王七向他们一一行过礼之后，便留在观中学道了。
第二天凌晨，道长让人把王七唤来，交给他一把斧子，叫他随其他徒弟一道进山砍柴。
王七恭恭敬敬地听从师父吩咐，随大家进山砍柴去了。
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王七的手脚都磨出了厚厚的茧子。
他实在忍受不住了，便暗暗产生了回家的念头。
　　有一天晚上，王七回到观中，看见道长正陪着两位客人在饮酒。
这时天色昏暗，屋里还没点灯。
王七看到师父用纸剪成一面圆镜，粘贴在墙壁上。
不一会儿，就如同明月照进来一样，屋子里顿时亮了起来，摆着的物件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众徒弟都环立一旁侍候，不时跑进跑出，忙个不停。
　　这时，有一位客人说：“今天这样的良宵美景，大家怎能不共享快乐。
”于是师父从桌上拿起一壶酒，赏给弟子们，让他们开怀畅饮，一醉方休。
　　王七觉得奇怪：弟子有七八个，一壶酒哪够喝，还说什么开怀畅饮，一醉方休？
　　这时，那些个弟子纷纷找来杯子，抢先倒酒，然而就这样一遍遍不断斟酒，壶中的酒却一点也不
见减少。
王七心中暗自称奇。
　　过了一会儿，另一位客人说：“多谢主人请出明月照耀，不过，像这样光是饮酒，也未免太乏味
了，为何不把嫦娥从月宫中请来助兴呢？
”众人听了都拍手叫好。
　　于是，师父将手中的筷子向月宫中抛去。
不一会儿，便见一位美人从月亮中走出。
开始时还不满一尺，到了地上就与常人一般高了。
她腰肢纤细，面容秀美，步履翩翩地跳起了霓裳羽衣舞。
跳了一会儿，她又歌唱道：“神仙啊神仙，你们还回来吗？
为什么把我幽禁在广寒宫中啊！
”那歌声清脆悠扬，如同洞箫中吹出的音响。
歌唱完了，她轻盈旋转而上，一跃登上了桌子。
大家正惊奇地注视着，那仙女已变回一支筷子。
师父和客人大笑起来。
又有一位客人说：“今晚真尽兴，可我喝醉了，你们到月宫为我饯行好吗？
”于是三人移动酒席，渐渐进入月中。
众徒弟看三人坐在月光中饮酒，连胡须眉毛都看得清清楚楚。
如同镜中的人影一样。
又过了一会儿，月亮渐暗。
有一个门徒点上蜡烛进来，却只见道士一个人独坐桌旁，客人不见踪影，桌上残羹剩菜还在。
回头再看墙上月亮，只是一张如同镜子大小的圆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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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问众徒弟：“喝够了吗？
”众人齐声回答：“足了。
”道士说：“既然喝够了，就该早早睡觉，不要误了明天砍柴割草。
”众徒弟连连答应退了出来。
王七心中暗暗羡慕师父的道术，便打消了回家的念头。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月，王七实在吃不了这个苦，而道士却不传授给他一点点法术。
他再也不愿等待了，便向师父辞别，他说：“弟子走了好几百里路，来找仙师求教，纵然不能求得长
生不老之术，就是传给我一点小小的法术，也可安慰我这颗求教的心。
现在已过去两三个月，但每天却不过是上山砍柴，早出晚归。
弟子在家时，还真的没有吃过这种苦。
”道士笑着说：“我早就说你吃不了这个苦，今天果然证明了。
明天早上你动身回家吧。
”王七说：“弟子在这里也劳动几个月了，请师父传授点小技给我，也不负此行了。
”道士问：“你想学点什么法术？
”王七说：“我常见师父行走时，坚硬的墙壁也不能阻隔你，只要学到这一法术我就满足了。
"道士笑着答应了他的要求。
就把穿墙的口诀传授给他，叫他自己念咒语，念完，喊了声“过去！
”王七面对墙壁不敢进去。
道士又说：“你试着往里去。
”王七便不慌不忙地往墙里走去。
等他走到墙根边却止步不进。
道士说：“你要低着头猛然朝里进，不要犹豫！
”王七按照师父的话做，果然在离墙几步时，猛地向墙壁冲去。
到了墙边，就像什么东西也没有似的。
待他回头一看，自己已站在墙外了。
他心中大喜，进去谢过师父。
道士说：“回去以后，应去掉私心杂念，否则不灵验。
”于是送给他路费让他回去了。
王七回到家中，逢人便自吹遇上了神仙，学到了法术，就是坚硬的墙壁也不能阻挡他。
他的妻子不信，王七便模仿在劳山的做法，在离墙几尺远处，猛地一下往里冲。
结果一头撞到墙壁上，一下子跌倒在地。
妻子把他扶起一看，额头上鼓起一个大包，像个大鸡蛋似的。
妻子不由得开起他的玩笑。
王七又愧又恨，便一个劲地骂老道士没安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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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聊斋志异》是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一部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的中国古典文学精品，是传世藏书。
小说描绘了大量狐仙鬼怪、花妖树精，有吃人不吐骨的面皮恶魔，也有温婉深情的狐仙鬼女；有对社
会的尖锐批判，有对丑恶人性的鞭挞，也有对美好、健康生活理想的热情讴歌，一篇篇动人心魂、曲
折离奇的故事，令你应接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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