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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聊斋志异》是清代小说家蒲松龄的代表作，是一部具有独特思想风貌和艺术风格的文言短篇小说集
。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人。
蒲松龄从小聪慧过人，少年时即以文才出名。
他希望依靠自己的才学博取功名，但是命运对他却十分残酷，他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每次都失意而归
。
一直到了七十一岁时，才补了一个贡生。
他的一生穷困潦倒，很不得志。
    蒲松龄从小喜欢民间文学，从二十多岁时就开始写作《聊斋志异》。
“聊斋”是蒲松龄书斋的名称，“志”是记述的意思，“异”指的是奇异的故事。
为了积累素材，他广泛地搜集各种有关狐精鬼怪的奇闻异事。
据说他曾在自家门口设了一个茶摊，请行人过客在此饮茶小憩，讲述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各种新奇的鬼
怪故事。
之后，他就把这些故事记下来，再进行加工修改。
在他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全书的创作。
后来，他又对此书进行多次增补，直到六十多岁时才最终完成，前后历时四十余年。
    《聊斋志异》的大多数故事都是在谈狐说鬼，看起来虚妄无稽，但却曲折地反映了蒲松龄所生活时
代的社会状况和人民的思想情感。
这些故事有的反映了社会的黑暗，揭露和抨击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如《促织》、《红玉》等；
有的揭露和批判科举考试制度的腐朽和种种弊端，如《叶生》、《僧术》等；有的歌颂人民反抗压迫
、勇于斗争的精神，如《席方平》、《田七郎》等；有的总结生活中的经验教训，教育人们要乐于助
人、吃苦耐劳，如《种梨》、《崂山道士》等。
书中写得最精彩最动人的，则是那些描写人与狐妖、人与鬼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纯真爱情的篇章，如《
青凤》、《聂小倩》、《阿纤》等。
    《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很高，书中的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
，代表了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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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聊斋志异》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短篇小说集。
作者蒲松龄(公元1640—1715年)，山东淄川蒲家庄(今淄博市)人，字留仙，号柳泉，世称聊斋先生。
他的作品，除《聊斋志异》外，还有《聊斋诗集》、《聊斋文集》和《聊斋俚曲》等。
  《聊斋志异》虽然谈狐说鬼，实际上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批判了不合理的科举制度和婚姻制度
，寄托着作者的满腔“孤愤”。
作品多是运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具有想象丰富、构思奇特、情节曲折、境界瑰异的特色。
但是，作品也有一些宣扬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和迷信色彩。
    《聊斋志异》在作者在世时就“人竞传写，远迩借求”，但那些抄本后来均已失传。
现存各种较重要的版本，凡十余种，其中最重要的为半部手稿本、铸雪斋抄本、青柯亭刻本。
这部于1962年在距蒲松龄家乡不远的淄博市周村区所发现的二十四卷抄本，是世人所未知的一部重要
抄本。
    二十四卷抄本，出自一人手迹，字体工整，文中有为改正笔误而而挖补的痕迹，但无有关抄写、批
校和收藏的印记和说明。
从避讳和题诗等方面鉴定，这个抄本很可能抄于乾隆十五年至三十年间(1750一1765)，也可能是道光
、同治年问，根据乾隆年间的抄本重抄的。
    二十四卷抄本同铸雪斋抄本比较，实有篇数相等，篇目不同；二十四卷抄本缺少的篇章，基本上是
所谓“单章只句”意味平浅”者，而多出的篇章，则篇幅较长，多为思想内容较为深刻的作品。
以二十四卷抄本、铸雪斋抄本、青柯亭刻本与蒲松龄手稿本异文对比，则二十四卷抄本似最接近手稿
本。
由此可见，二十四卷抄本具有较大的校勘价值，是研究《聊斋志异》的新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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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清)蒲松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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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孔生，名雪笠，是孔圣人的后代子孙。
为人风雅，善于作诗。
有个好朋友在天台当县官，来信邀请他。
孔生前往，正碰上那个县官死去了。
孔生在那里穷困潦倒，回不了家。
他住在菩陀寺，给庙里和尚抄写经文。
寺庙西边百多步远，有座单先生的宅子。
单先生是个大家子弟，因为打了个大官司，家境破落下来，家口不多，搬家到乡间去了，这所宅子就
空闲起来。
一天，大雪纷飞，路无行人。
孔生偶尔经过单家门口，只见有个少年走出来，眉清目秀，穿戴考究。
这少年看见孔先生，赶忙快步过来，作揖行礼，说了几句问安的话，就请孔生到家里坐坐。
孔生喜欢这人，就爽快答应，跟着进了宅子。
房间都不算宽绰，到处悬着锦帛幕帐，墙上挂着不少名人字画。
案子上有本书，题签写的是《琅缳琐记》。
孔生拿起书来翻看一遍，内容都是没看到过的。
孔生以为住在这宅子里的自然是房主，也就不问少年的出身家世。
那少年却仔细询问孔生的情况，很表同情，劝孔生开私塾教学生。
孔生叹息说：“我一个在外地作客的人，谁肯推荐介绍呢？
”少年说：“如果你不嫌我愚笨，我愿意拜你为师。
”孔生很高兴，表示不敢当师傅，就作为朋友吧。
孔生就问：“这宅子怎么总是锁闭着呢？
”回答说：“这是单家宅子，因为单公子一向住在乡下，所以老是空闲着。
我姓皇甫，老家在陕西，因为家里宅子被野火烧毁，所以暂时借住。
”孔生这才知道少年不是单家人。
当天晚上，两人说说笑笑，很是投缘，就留下过夜了。
天刚放亮，就有个童子到房里给生炉火，少年先起床到里面去了，孔生还围着被子坐在床上。
童子进来说：“老太爷来了！
”孔生慌忙穿衣起床。
一个头发霜白的老头儿进来，恳切地道谢说：“先生不嫌弃小儿愚顽，愿意教他念书。
这孩子刚学习，写字也很不像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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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编者的话《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杰作，代表了文言短篇小说创作的最高峰，书名中
“聊斋”是作者蒲松龄的书斋名，“志”是记的意思。
     蒲松龄(1640一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
山东淄川(今属淄博市)人。
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蒲家号称“累代书香”。
他十九岁时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一时很有文名。
但此后屡试不第，直到七十一岁高龄．才援例成为贡生。
除了壮年时做过两年幕宾外．蒲松龄一生与官场无缘，长期在乡间做塾师，过着清寒的生活。
《聊斋志异》这部短篇小说集凝聚了蒲松龄一生的心血。
    《聊斋志异》的故事，内容非常广泛，有的借用过去原有的题材．有的采白民间传说．有的则是作
者自己虚构而成。
这些故事．有的暴露了现实社会的黑暗，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荒淫昏庸和官吏的贪赃枉法，如《促织
》和《席方平》；有的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埋没人才的弊端，如《叶生》；有的表现冲破世俗观念束
缚的爱情和婚姻生活．如《婴宁》《小翠》和《细柳》；还有的则是趣闻佚事和类似于寓言的小故事
。
    《聊斋志异》塑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如天真烂漫的婴宁，活泼顽皮的小翠，温柔拘谨
的青凤。
鲁迅先生指出，蒲松龄“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义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
作者写出了花妖狐魅原有的物性，又赋予它们以人的面貌和性格。
人和狐鬼精灵的恋爱故事，可以说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
    《聊斋志异》想像丰富，构思奇妙，情节曲折，境界瑰丽，语言简洁生动，极富浪漫色彩，具有令
人百读不厌的艺术魅力．历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本书精选了《聊斋志异》中的三十五个精彩故事。
为了方便小读者们阅读，我们把这些故事都改用白话叙述，力求使故事更生动，形象更鲜活。
希望这个改编本能让小读者们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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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聊斋志异》由齐鲁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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