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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聊斋志异》(上下)(会校会注会评本)附录部分原有《猪嘴道人》、《张牧》、《波斯人》三篇，系
张友鹤先生从黄炎熙选抄残本裹辑得。近年来经美英学者马泰来、白亚仁考证，这三篇均非蒲松龄作
品。穴波斯人衫系宋濂所作，见《宋学士全集》卷二十八；《猪嘴道人》作者洪迈，载《新校辑补夷
坚志?志补》卷十九；《张牧》篇收入明末文言短篇小说集《续艳异编》卷十、《广艳异编》卷二十，
作者未详（参见《中华文史论业》一九八○年第一辑、第四辑）。一九七八年我们重版此书时，还保
留上述三篇作品，这次再版就径予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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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新序
二 聊斋志异
三 小传
四 各本序跋题辞
卷一
1 考城隍
2 耳中人
卷二
1 金世成
2 董生
卷三
1 江中
2 鲁公女
卷四
1 余德
2 杨千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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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聊斋志异（上下）（会校会注会评本）》附录部分原有《猪嘴道人》、《张牧》、《波斯人》
三篇，系张友鹤先生从黄炎熙选抄残本裹辑得。近年来经美英学者马泰来、白亚仁考证，这三篇均非
蒲松龄作品。穴波斯人衫系宋濂所作，见《宋学士全集》卷二十八；《猪嘴道人》作者洪迈，载《新
校辑补夷坚志?志补》卷十九；《张牧》篇收入明末文言短篇小说集《续艳异编》卷十、《广艳异编》
卷二十，作者未详（参见《中华文史论业》一九八○年第一辑、第四辑）。一九七八年我们重版此书
时，还保留上述三篇作品，这次再版就径予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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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有《喷水》《查牙山洞》，都是大白天读来都竖汗毛的篇章。
2、家里有本岳麓书社出的 字小且无注解  想买张友鹤注释的这个经典版本 冬日每晚捧读一则 再笑讲
与孩子听  当有异趣
3、多看看鬼片 培养下感觉
4、爱而知其丑，恨而知其妍，端地是真道理！
5、　　我一直感到奇怪的是，为何在明末清初以致乾隆时期，文学艺术界会如此大量的出现鬼的影
子，从罗聘的鬼趣图到蒲松龄的《聊斋》，袁枚的《子不语》，甚至还有纪晓岚的《阅微草堂》，至
于《萤窗异草》，加入时庆生写的，也是乾隆时期的作品，鬼不但大放异彩，而且这几部作品艺术成
就还颇高，首推的当然是聊斋和鬼趣图。本篇说聊斋，阅罢此书，应该说书中之鬼更近于人。我以前
想，考虑到这个时期的特殊性，鬼的活跃大概是因为文人之口早经钳制，然而中国古代文人的内在修
养导致他们不能完全做到隐而不发，只能借助鬼口加以阐发。这在鬼趣图里或许说得通，可是仔细看
看聊斋，好像又不是，聊斋里的鬼虽近于人，却大部分是好鬼，这其中尤其是那些频频出现的女鬼，
女妖，其好义任侠，其铮铮铁骨，其知恩图报，其爱意拳拳，试问世间又有几个人能做到，虽然我们
可以说这是借助鬼的善良正直来反讽，可是为什么这些文学巨匠偏偏选择鬼来体现呢，完全可以用儒
林外史这样的小说笔法，用市井小说的题材来体现，这也符合中国文化里写实的一贯风格，甚至曹雪
芹写红楼也特意加上一笔鬼判的桥段，难道这是偶然的么？我始终以为，在中国文言的精炼和汉字的
音义的特殊性限制中国小说发展多年以后，明朝以来，中国小说的发展空前繁荣，到了这个时候，中
国文化里的浪漫主义开始发酵了，其实中国文学一直以来的写实风格并非是中国文学的真相，早在战
国的列子里，更早在庄子里我们就能知道，中国文学的面目不该是这样的苍白，应该是百花齐放的，
假如没有以上所说的原因还有其他的种种限制，如同中国画一样，文学艺术也应该是慢慢出现写实和
浪漫并存的景象的，古典文学的发展严重滞后了，不仅在时间上滞后，也落后于作家的创作力，所以
当这种钳制放松，井喷式的发展导致鬼小说的集中出现，那为什么在中国画相对健康的发展里，尽管
出现了浪漫主义画风，却没有出现更多更早的鬼趣图呢？可能是不美吧，中国绘画里没有西方的透视
和素描，必须用东方的透视原理来体现，这种景随人移的变化视角更适合长卷的发展，而长卷更适合
生活图景的描绘，也许还有儒家思想里的子不语怪力乱神等等规范的影响，不过虽然如此，类似罗汉
图，地狱图，钟馗图这样的画作也是大量存在的，然而到了这时文学也可以来表达更丰富复杂的内容
的时候，交互影响，才出现了这种鬼文化大行其道的图景吧。总之，读聊斋，我觉得不要把它当做批
判小说来读，从人性的角度更能发扬小说的真意，从阅读和艺术欣赏的角度来说，我是提倡去政治化
的。 　　——————————————————————————————————— 　　我在
文中提到的中国文字对于中国文学样式的影响，是我的一己之见。我觉得中国之所以缺乏长篇小说，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字的特殊性，中国文字表意多于表音，不能如同英语这样的表音文字通过字
母的变化累加，不断加长单词的长度来轻易增加文字的数目，即时表达不断出现的新事物，新语意。
中国文字更多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稳定性，不管现实生活如何丰富复杂，事物不断推陈出新，中国人使
用的还是那三五千汉字，当需要表达新事物的时候更多通过委曲的方式来创造，这样虽然保证了语言
的一贯性，使我们在看古代文字的时候也可以通过现有的词汇来揣测，便于历史的保存，但绝不利于
小说这样长篇的发展，因为中国的文学作品必须要用最简短的文字来表达更丰富的含义，简单一点来
说就是文字不够用，直到近代，有了俚语，白话，音译和大量虚词以及新创文字的出现还有文字构造
的改变，文学表达的手段才丰富起来，但是不管我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历史事实是中国小说的发展是
一直被限制的，所以不影响以上书评的观点
6、最后一段的观点，提醒了我。
7、　　睡前每取数篇披玩，期年始尽，窃惟止黄英，石清虚，王子安，细侯，宦娘等数篇可人意者
；该书评价历来不低，有“古代短篇小说之王”之称，如此，似萤窗异草，夜雨秋灯录，子不语，阅
微草堂笔记之属，从此大约不必奉手了。
　　
　　连篇累牍的富贵梦、佳人梦、成仙梦；如欲一探老大帝国穷途末路时候士人的精神世界，会是极
好的教案。
8、　　     应该说，《聊斋》比《阅微》更广为人知，其俗名传播得更广一些。但我读《聊斋》要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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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阅微》，中学时代家里没什么闲书可资消遣，偶然在屋角扒出一本老书，当时也不暇细看书名，
只瞥见什么什么笔记选。后来才知道是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的选本。当时本是作为打发时间的看
资，可慢慢读下去，竟不知不觉喜欢上了这种小品似的短文。
　　   作为小品文，《阅微》短小精练，简淡数言、自然妙远。它延承的是《诗经》及《世说新语》
的行文风格。《聊斋》则香草美人、铺排镂彩，继承了《离骚》的风格。
　　    一人有一人的风格。决定书好坏的，不是以风格论。爱而知其丑，恨而知其妍，当是读者应具
备的审慎态度。
9、也是寓言
10、蒲松龄不愧是一流的作家，文笔流畅优美。
11、再也没有本科时候在文图一坐一天的热情
12、想请问下，聊斋里 一个人有两个妻子的故事 是哪个故事呢？
13、　　淡绿色的缎布封面，精致古雅的排版，捧在掌心，有恍如隔世之感。聊斋虽是用古文写就的
，但语言习惯已比较接近白话文，像我这种水平的人也能读。
　　特别是大家的点评，拿出来与我这个小人物分享，幸福极了。例如《尸变》中，写到“女尸已揭
衾起⋯遍吹卧客者三&quot;，冯评“夜深读至此，纸暗灯昏，令人毛发森立”，联想到古人瑟瑟发抖
的样子，让人又害怕又好笑。
14、好些人物很有趣。
15、買的一版一印的平裝本！贊~~~~~~~~
16、心心念念的版本可惜买不到了....
17、刚好我读了《尸变》，不过古文水平有限，所以并没有完全体会到文章的妙处，不过喜欢坚体版
的，注释在文内看起来容易。
18、我读到这句，大白天都竖起寒毛....
19、很好的版本
20、长见识了，同意

Page 6



《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全》

精彩书评

1、淡绿色的缎布封面，精致古雅的排版，捧在掌心，有恍如隔世之感。聊斋虽是用古文写就的，但
语言习惯已比较接近白话文，像我这种水平的人也能读。特别是大家的点评，拿出来与我这个小人物
分享，幸福极了。例如《尸变》中，写到“女尸已揭衾起⋯遍吹卧客者三&quot;，冯评“夜深读至此
，纸暗灯昏，令人毛发森立”，联想到古人瑟瑟发抖的样子，让人又害怕又好笑。
2、睡前每取数篇披玩，期年始尽，窃惟止黄英，石清虚，王子安，细侯，宦娘等数篇可人意者；该
书评价历来不低，有“古代短篇小说之王”之称，如此，似萤窗异草，夜雨秋灯录，子不语，阅微草
堂笔记之属，从此大约不必奉手了。连篇累牍的富贵梦、佳人梦、成仙梦；如欲一探老大帝国穷途末
路时候士人的精神世界，会是极好的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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