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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诡事录》

内容概要

千年前的唐朝，万邦来朝，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中心。优越的物质生活，多样的文化融合，催生了唐朝
人极致的想象力。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白居易等一代传奇诗人，用他们的诗句，描绘出一幅
幅华丽的大唐美卷；而穿行于市井之间的贩夫走卒，则用他们更加不羁的想象力，在唐朝的夜幕中勾
勒出神魔鬼怪的憧憧魅影；甚至当朝的宰相，也会在入夜之后，关起房门，点上一盏烛灯，开始写鬼
怪故事。
所以，当唐朝的夜幕降临，如果某一间屋内还闪烁着烛光，而且薄薄的窗户纸背后，时而私语窃窃，
时而惊呼阵阵，那一定是有人正在分享今天刚听来的一段秘史、怪谈或是惊悚传闻。这些故事，被段
成式、牛僧孺、李复言等人记录在《酉阳杂俎》《玄怪录》《集异记》《博异志》《甘泽谣》《杜阳
杂编》《三水小牍》等数百部志怪笔记中，成为后世所有奇幻志怪故事的灵感来源和创作蓝本。
现在，就让我们拨开历史的故纸堆，看看唐朝人华丽的想象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惊奇画面；看看
这些画面，又为我们记录下了怎样被湮没千年的秘密⋯⋯
翻开本书，见证唐诗之外，唐朝人更加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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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风华，历史作家，出版有《抗日战争的细节》《在黑夜遇见历史》《绝版魏晋》等畅销书。同时进
行小说和诗歌写作，作品见于《人民文学》《花城》等重要文学期刊。曾获创意写作奖、天涯年度好
书奖、新浪年度好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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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诡事录》

精彩短评

1、比穿越指南好看咧，天真推荐很靠谱。越往后越过瘾，没想到大唐背后竟如此诡异，各种画皮啊
盗墓啊飞仙啊尸解啊好慎人好fashion，最后连灰姑娘都粗来了，大唐和西阳杂俎都魅力无限。
2、唐朝志怪小说  文笔7分 故事9分
3、不伦不类，作者杂糅在一起
4、与唐朝的黑夜一样的
5、懒了，实在不想看古文，费脑子，就看的这个，我需要反省。里面的内容真是人让人心生绮丽啊
～～～
6、阴暗诡谲，瑰丽浪漫。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深厚悠久的长安史话，可能多为野史。但看的有兴趣，
作为一本茶余饭后之书，足以～～
7、虎头蛇尾
8、古人的志怪笔记是个取之不尽的宝库。
9、不是特吸引人 
10、魏风华以《酉阳杂俎》为主要题材，综合唐朝其他的志怪类笔记，完美的展现出晚唐文人华丽的
思想想象力，又从这光怪陆离的志怪背后看到晚唐的摇摇欲坠。。。。。||一本正经的扯淡，这种节
奏很喜欢，更喜欢的是大唐志怪故事里面竟然很少有关于善恶报应的说教，此外，那种万物皆可成怪
看出大唐的气概，而且很多后世的奇幻志怪故事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型，比如悟空、灰姑娘
11、作者可以好好去看看科普读物吗？写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让我笑掉大牙。好好的唐传奇小说，动
不动就觉得真有其事，甚至用星座和无稽之谈解释很多事情，子不语怪力乱神知道吗？把一种文学的
想象无限夸大直至变成糊弄人心的鬼怪之说且沉迷于此而不可自拔，真是够了。扔进垃圾桶！
12、2015-04
13、入伏的天读来凉飕飕的，有些书是桥梁，通过这本看下本。
14、28页弃看。故事讲得不行啊
15、串联了很多志怪故事，有趣味
16、酉阳杂俎 1星半。
17、作者文笔不行，但里面的故事还算有趣，会再看一遍。
18、千年以外的森林里，历史在向你诡异的微笑
19、前段蛮有意思，后面描叙昆虫之类的直接快进。。
20、白话文版 加点背景
21、原来是《唐朝的黑夜》的升级版，怪不得感觉很熟悉，消磨时间不错，连幽暗也别有绮美之味的
唐朝啊
22、仔细推敲细心勾画，心悸的
23、本书写法很多样，都是以唐人笔记尤其是《酉阳杂俎》为主生发开去，前两卷最有意思，或敷衍
成有趣的小说，或展开为唐史趣说。但是往后就草草了，归类摘抄加翻译点评而已。
科学进步昌明，古人的想象则退位，随之一同退的还有魔幻、恐惧、向往、奇迹、信仰、禁忌⋯⋯然
而有时候又觉得这些才是真正有趣。
24、喜欢
25、跳跃起来有点乱
26、直接看全唐五代筆記小說吧，這本簡直是曲解文獻的瞎扯。還好意思寫李白杜甫呢，先把研究這
些詩人的論文讀上百篇再來。
27、一半的内容都没意思。最开始几个故事说得详细还挺有趣，越往后故事太短只能东拉西扯凑字数
的太多，尤其后半本懒到直接大量引用文言文原文，贴些有点挨边的诗词。。。没法看
28、哪怕是拾人牙慧，也起码拾得认真点。一会儿UFO，一会儿虫洞，很跳戏。
29、断断续续读完，有些可做上课古文素材。
30、内容其实比书名所看上去的正经多了（。 主讲酉阳杂俎，每一篇都有较多的内容展开，还挺有趣
的。
31、不如第二册
32、还行吧，有些个基本的史实，作者搞错了。另外，对酉阳杂俎的材料排布发挥做得并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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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诡事录》

33、后半部分不喜欢，读起来太辛苦
34、有些篇目挺好看的，有些就太呵呵呵
35、倒时差的枕边读物，杂七杂八的志怪小说集合，缺点整理和想法
36、呵呵
37、一般
38、酉阳杂俎的白话文版，前面还可以，后面好敷衍，但总体还挺有趣的
39、天涯帖子既视感
40、读完第一个故事就发现不该买这书，故事讲的太啰嗦
41、走进唐朝走进你大爷
42、作者自我发挥太过度，很多观点说出来直想让人扶额问多大脸？为了材料的串联给到三星。
43、类似笔记小说白话版，大概是通读类，很有趣
44、不过是对史料的反刍而已，没有任何观点或见解
45、太扯了⋯⋯所有对于志怪小说的考证全是耍流氓
46、前三分之二非常精彩，后面有点糊弄事儿，直接摘原文，连翻译都没有。唐朝真实一个让人充满
遐想的幽暗又神奇的朝代，大气、诡谲、洒脱又狂放。
47、老实说一般。整体感觉就像志怪小说的白话翻译。作者本身的内容不是很多。
48、好书！
49、既然大多数文言都被译为白话，又何必再引用原文？有凑字数之嫌！
50、作者太偷懒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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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诡事录》

精彩书评

1、那时候的唐朝，天下太平，人们不愁吃喝，下班回家吃饱喝足，又不能随便瞎逛，干什么呢？想
看新闻没电视，想玩lol没电脑，就几个人围在一起讲鬼故事咯。这些故事都被有心人记录下来，各种
志怪笔记异事录不下百种，怎么说也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吧，我觉得魏风华做了一件大好事诶。
2、《唐朝诡事录》是以中国古代志怪笔记的集大成者《酉阳杂俎》为叙事线索。有人可能会诧异地
问：志怪传奇的“老大”不是《聊斋志异》或《搜神记》吗？但读完《唐朝诡事录》，你会立刻改变
自己看法。用文学评论家李敬泽的话说：“《酉阳杂俎》是一本秘密的书，它有一种魔鬼的性质，它
无所不知，它收藏了所有黑暗、偏僻的知识。”在《唐朝诡事录》中，魏风华正是沿着唐人留下的线
索，一点点往时光的深井里下坠，最终为读者打捞上一桩又一桩惊悚的怪谈、有趣的轶事，以及瞠目
结舌的历史真相。让历史写作变得有趣可读的重要保证，是寻找古人不经意间遗留下来的细节和被史
官拒载的真相，而非仅仅复制肤浅的正史表象，作者魏风华所追求的正是这一点。从阅读的角度，可
以把《唐朝诡事录》看作是一份来自唐朝晚报，因为书中的内容确实是五花八门：神魔精怪、仙剑奇
侠、幻术道法、奇闻轶事、异域传说、珍禽异兽，以及众多在后世失传的偏僻隐秘的知识：长安郊外
的一个庄园，女主人公遭遇异形后离奇死去；在中原旅途，一位怪客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使人神行太保
般地日行数百里；成都郊野，有男子被灵异犯罪团伙拐入寺院中的佛像内部，并误入时光隧道；而在
关中地区，盗墓贼在古墓中遇到最诡异的杀人机关⋯⋯还有驱鬼仪式中的方相和伯奇到底是什么？郎
巾真的有测盗功效吗？老虎的目光沉在地下是否会变成美丽的玉石？蛊分为多少种，最凶险的是哪一
种？一个人真的可以闯进他人的梦境吗？《画皮》最早的故事原型什么样？使人健忘的鸱脑酒用于了
哪一次宫廷政变？显然，魏风华不愿意走在正史的大道上，而是更乐于带领读者闪进正史旁边的幽径
和密林。在历史与魔幻的重重叠叠的光影中，读者领略到一种别样的攀登险峰的阅读快感。《唐朝诡
事录》依据的线索是《酉阳杂俎》，而后者的记载往往是极短的“残丛小语”，怎么把故事讲述得跌
宕起伏是个考验。所幸的是，魏风华恰到好处地做到了这一点，他对原记载中的各个关键点进行了深
入挖掘和有机链接，在保持奇绝诡异色彩的同时增加了阅读上的丰富度，读起来趣味横生，令人回味
无穷。
3、唐朝是中国人心目中的鼎盛，更有人说过了唐朝中国再无古风。我们用一个朝代“汉”命名自己
的民族，用另一个朝代“唐”命名自己的物件，这实在是一个令西方人无从理解，但是又聪明绝顶的
做法。我们从自己日常生活接触的物品中接触了自己的历史，记住了自己的民族，从而成为了一群有
根的人。但是这个“根”，很容易让人陷入一种误区，那就是所谓的“光晕效应”。在美好的光晕下
，一切恶劣的事物都了无踪迹；在恶心的光晕下，所有的美好都无从释放。就好像我们觉得唐朝无比
强盛，它就一定有着无比光明的历史；宋朝连战连败，就一定军力薄弱，一无是处。但是哪里可能是
这么一回事呢？就像地图炮很难真的有准的时候一样，年代炮的命中率也低得可怜。这不是说有先入
之见就一定不好：世界纷繁复杂，有色眼镜能够帮助我们简化这个世界，让自己过得更轻松——这本
是进化赋予我们的自我保护能力。问题在于：如果有兴趣的话，看一些反偏见而行之的材料，未必是
一件坏事。比如这本《唐朝诡事录》。无论是段成式的原著，还是魏风华引经据典的译注，都为读者
勾勒了一个不一样的唐朝。李家天子的盛世下，就算是天子自己，有时候也做不了主。我不禁想起了
《白鹿原》中冷先生的一句话：“皇上毕竟是一条龙，龙走了，各种虫蛇也就都出来了。”在皇室衰
微的时期，民间就会出现无数的灵异诡事，经过唐人小说家的渲染，竟力透纸背，让人确实由衷地生
出一股寒意来。但是即使是皇室鼎盛的时候，又何尝少了这些神奇的东西。唐太宗李世民何其英武的
皇帝，死于幻术师的丹药；武则天一代女帝，竟在其治下怪事连连；就更别提那倒霉催的唐玄宗了。
李唐盛世比之我们如今，的确是古得很，可惜人终究只是人，本性是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的。即使是我
们想象出来的古风，有时候也并不靠谱。所有的光辉靓丽背后，都很难深究其深层的底牌。一旦翻出
来，往往是令人失望的。看着这本书里飘荡的吊诡气氛，有时候我就不禁在思考，如果古人记载的这
些事情是真实存在的，那今天我们还有机会能看到这些高人、妙招、奇物吗？如果跟你说，上海最繁
忙的高架路下，压着九条龙，不知道是该信还是不该信。说说缺点吧。这本书感觉就是天涯论坛帖子
的一个集锦，有时候看了后面就会忘了前面。不过笔记小说本来也不过就是如此，一切图个开心，不
要太在意。
4、下文转自：顾斐女士————————————歌—————————————————伴随着
《画皮》为代表的魔幻题材影视剧大受市场欢迎，香港TVB大剧《酉阳杂俎》的推出，观众对唐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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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诡事录》

怪笔记下的魔幻世界也产生了浓厚兴趣。最近，著名畅销书品牌读客推出的历史作家魏风华所著的《
唐朝诡事录》，可谓此类题材的集大成之作。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恰恰是以灿烂奇诡的唐代志怪笔记
《酉阳杂俎》为线索，循着古人的脚印追寻大唐时代的志怪传奇、坊间珍闻与秘史真相。由于内容同
时具有悬疑、惊悚、魔幻元素，甫一上市即受到众多读者和不少影视导演的追捧与关注。唐朝一代诗
歌为王，但这只是帝国的正面。按《唐朝诡事录》的说法，其幽暗的背面，则有着百鬼夜行的惊悚景
象。因为从世界怪谈史的角度看，七、八、九三个世纪正是神秘大发现和妖怪大爆炸的是时代。对于
《唐朝诡事录》，魏风华打了一个比喻：如果把唐朝正史比作土黄色的官道，那么该书就是官道两旁
的幽径与密林，内容涉及了神魔精怪、仙剑奇侠、幻术道法、奇闻轶事、异域传说、珍禽异兽，以及
众多在后世失传的偏僻隐秘的知识，集奇幻、悬疑、惊悚于一体。人们对大唐明朗华丽的传统印象被
彻底颠覆，那个时代进而变得阴森可怖又扑朔迷离起来。《唐朝诡事录》的主打内容是魔幻元素或者
说今人大惊失色的异闻怪谈：荒野驿站中的暗影，史上最恐怖的壁画，唐人的盗梦空间，一夜间化为
冰尸的远征军，废弃佛像中的时光隧道，身后跟随刺客的危险旅途，古墓中不可思议的杀人机关，用
灵异手段进行犯罪的团伙，《画皮》最初的故事原型，还有长期被后人推测的幻术、蛊术、隐身术⋯
⋯把《唐朝诡事录》比作“唐朝的聊斋”并非是恰当的，因为《聊斋志异》中有太多的煽情故事，温
情大于惊悚，而《唐朝诡事录》所展现的，则是地地道道、原汁原味的中国古典式怪谈的模样。除魔
幻主题外，《唐朝诡事录》这片密林中，还有一条条通往历史真相的幽径，众多被正史拒载的秘闻在
书中得到还原与解密。迫于当时朝廷的压力，将历史真相以“曲笔”的方式隐藏于志怪笔记中，是古
人的一种习惯。从这个角度说，所谓正史里的充斥着太多经不起推敲的谎言，民间野史笔记反倒一派
天真。《唐朝诡事录》中，魏风华耐心地从志怪笔记中打捞出一段段被湮灭的真史，使遥远的唐朝旧
事在千年后的光彩重生。比如，李世民的死亡真相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说“甘露之变”是古代最惊心
动魄的一次宫廷政变？怪谈和秘史之外，在《唐朝诡事录》中还可以找到一些非常有趣的宫廷八卦和
坊间轶事，比如身上刺满白居易诗歌的超级粉丝，比如双鱼座李白和水瓶座杜甫的关系，唐时最珍贵
的撒马尔罕的金桃真的失传了吗？真的有“飞头族”和生活在梦中的“梦人”吗？魏风华通过诗意的
生发，将一段段不可思议的故事写得跌宕起伏，趣味横生。从大唐怪谈中窥视历史的真相，在长安幻
夜里擦亮惊悚的镜子，《唐朝诡事录》亦真亦幻的诡谲风格可以说是该书在众多历史读物中显得卓尔
不群的原因所在。可以说，该书在题材、视角和写作风格上都令人眼前一亮。在当前这个水煮历史和
白话翻译体史书泛滥的时代，《唐朝诡事录》虽然貌似“鬼话连篇”，但实则有我们最想了解的那个
最著名王朝的最珍贵的秘闻，就看你敢不敢看了，就看你相信不相信了。
5、今年我读过的书里，这本书让我吃了一惊，最开始的时候我都不记得是怎么下载到这本书的，在
去南京出差的路上才算踏实下来开始看，原本打算就是为了应付这个旅途，结果这本书断断续续加上
摘录一些笔记，居然一直读到了现在。这本书以唐朝的志怪笔记《酉阳杂俎》为底，参考了一些同时
代的志怪小说，主要是对酉阳的翻译和解释，对于唐代志怪笔记读的不多的人来说，算是一个简单的
科普，对于文言阅读功底比较弱的人比如我来说，就是一个很不错的读本。

Page 8



《唐朝诡事录》

章节试读

1、《唐朝诡事录》的笔记-第188页

        厉鬼并没罢休，把王煌弄上床，用脚猛踩王煌腹部，随后笑着消失了⋯⋯道士⋯⋯长叹⋯⋯：“
永世之悲剧！此鬼乃北天王右脚下的耐重鬼，每三千年找人代替。杀人时，如果该人是坐着死去，那
么被代替者三千年后也能找新替身。但你死后，又被那鬼放到床上，踩断脊背，最终躺着而死，即使
是三千年后，也没资格寻找他人代替自己了。你将永世被踩在北天王脚下，不得托生！”↑读来何其
酣畅淋漓：一来没什么好人好报的混账话，二来心狠手黑、永绝后患，三来~我脑补了一下圣传里吉
祥天她男人毗沙门天那个诱受样儿~
双生弦首O(∩_∩)O~荡漾吧米娜桑！~“在当时，敢逮捕唐朝人，要么是疯了，要么是傻了。王玄策
没返回唐朝，而是沿途发了道檄文，要求周边国家立即出兵，归他统领去讨伐阿罗那顺。很快，泥婆
罗（在今尼泊尔）出兵七千，吐蕃出兵一千二百，王玄策⋯⋯带着这八千多人，扭头就攻入了摩羯陀
，生擒阿罗那顺，俘虏国王以下万余人。这是盛唐的气魄和方式，这是一人灭一国的奇迹。”
我不是民粹主义者，但是读来这样霸道的文字，还是难以自持的狂拽一番，就算是全盛时期的美帝也
做不到如此气魄之万一吧——找个拉登就找了十年，还得各种被媒体唧唧歪歪，瞧瞧我盛世大唐，纯
粹的霸道，过瘾！

2、《唐朝诡事录》的笔记-第344页

        全书看完，的确唐人的想象力超乎我的想象。简单来说，唐人是用它自己的思维去创造了这么一
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朝代，也是一个感性敢为的朝代。

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那些诡事最重要意在惩恶扬善、强调因果交报，那么唐朝则是毫无逻辑，不
论善恶一律皆有可能中招、且都是让人毛骨悚然骇人听闻的事情。这也说明了唐朝人对未知世界的探
索和好奇及其敬畏。

当然，唐朝也可能也是骗子盛行的朝代。人们对于无法用逻辑去解释的事情，统一的归咎于鬼神。对
于这些幻术，我有以下猜测：
1、骗子的障眼法或障耳法；
2、民间以讹传讹，最后因信息扭曲而神通；
3、盲人摸象，对于未知事物之见部分，其他想象完整，
4、部分奇异生物，如龙，也许是远古生活、快要灭绝或已变种的生物（于是今人觉得神奇）
5、外星生物造访带来的文明或第三类接触，在唐人看来不可思议；
6、也许在未来发明了时光机而后人穿越回去、未能以真身相现；
7、纯粹杜撰。
总之，不可能空穴来风，即便是支持神秘学存在的基础上。

另外篇中有几点让我印象深刻：
1、唐朝的氏族（催卢李郑）相当于时下的贵族，在婚姻等级上绝对超越帝王爵位等级，帝王曾经打
击该家族在朝廷的势力。
2、国花牡丹唐开始流行，寺庙庭院皆种。唐最受欢迎的水果是樱桃。
3、道人修仙，尸皆成精
4、黑影吃人
5、判官生死簿索命
6、九影、各种精等

3、《唐朝诡事录》的笔记-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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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们知道了世界的神奇。但为什么不相信它是真的呢？一如刘幽求的夜遇，段成式的樱桃，
举人的迷惘，以及伯奇的传说和那个梦人半真半假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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