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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介  绍

这是聊斋里的一段故事。从前鹿城祭酒的女儿范十一娘，生得

姿容秀丽，才华过人。一日，她带了使女兰儿到水月庵中游玩，与封

三娘相遇，两人互相爱悦，依恋不舍。别后，十一娘想念甚苦。一天

傍晚，兰儿因事到东村，归途遇封三娘，乃邀她来家，与十一娘相

见。二人谈笑终夜，欢逾生平。封三娘要给十一娘物色一个称心的爱

人，约她明日到水月庵相会。十一娘如约而往，果见一年轻的书生，

虽布衣素服，但丰神俊秀，不同常人，心里很满意。她一问封三娘，

才知道是同村的秀才孟安仁。经封三娘从中撮合，第二天，孟生托媒

人去提亲。范公夫妻嫌他家贫，竟一口回绝了，反将十一娘许配给兵

部侍郎的儿子。十一娘遂愤而自缢。孟生听得凶信，痛不欲生，夜间

到十一娘坟前哭吊，遇封三娘，叫他挖开坟墓，取出十一娘的尸体背

回家去，经封三娘救治，十一娘得以复活，和孟生终成了眷属。这时

封三娘才吐露真情，原来她是一个狐仙，因爱慕十一娘，又知孟生忠

诚，才成就了他们这段美满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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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留仙作《聊斋志异》，是传诵了三百年的奇书，内容多是谈狐说鬼，

十分热闹。和留仙同时的大名士王士祯（渔洋）曾为《聊斋志异》题过

一首诗 ：

姑妄言之妄听之，

豆棚瓜架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

爱听秋坟鬼唱诗。 

王渔洋是个聪明人，诗写得十分含蓄。他明知蒲留仙写《聊斋志异》

并不是“厌作人间语”，却说了反话，这是故弄狡狯 ；当时文网密，渔洋

或许是故意为这个山东老乡打个埋伏。老子说“正言若反”，也就是这个

意思。到了老舍同志就不同了，他在题蒲留仙故居的一副对联时，干脆

就把留仙写《聊斋志异》的用意，彻底表白出来 ：

序   言



鬼狐有性格，

笑骂皆文章。

这就是说，《聊斋志异》是一本讥嘲世态的文章。也就是郭沫若同

志的对联中说的 ：“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战国时代的韩非，有过一段著名的画论 ：

齐王问一位画家 ：“什么是最难画的？”画家回答说 ：“狗和马最难

画。”齐王又问 ：“什么最容易画？”回答是 ：“鬼怪最易画。因为狗和马

人们天天见到，一眼就看得出像不像，而鬼怪谁都没见过，你爱怎么画

都可以。”

韩非的这段理论，有他一定的正确性，但只看到问题的一面。鬼怪

虽说谁都没见过，但是文艺作品中的鬼怪社会，却是人类社会的反映，

它是根据人的性格、相貌、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人的头脑把它异

化，然后表达出来，表面上画的是鬼、是狐，事实上是反映人的社会、

人的性格。老舍先生说“鬼狐有性格，笑骂皆文章”，正是因为“有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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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鬼、狐都不容易画。何况还要表现《聊斋志异》作者所笑所骂的感情，

那就更加不容易了。

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美术开了一朵奇葩，那就是连环画。中国连环

画的主要风格是严肃而忠实地表达故事内容，有多彩的民族特点，在世

界连环画中独树一帜。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这套《聊斋志异》故事，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许多位作者虽然格调不同，但细微的笔触，微

妙的人物表情，都能做到郭老所说的“入骨三分”和老舍先生所说的“鬼

狐有性格”。这种一丝不苟地体会和表达原作精神的艺术再创造，应当归

功于连环画家们对艺术的忠诚和艰苦的创作过程。

传说蒲留仙是个教村学的老夫子，他经常在大路边上，见过路人就

拿出茶烟，留他们随便聊天，“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如是二十余寒暑，

此书方告成”。就是说《聊斋志异》的故事是从群众中来的。从成书到现

在，已流行了三百余年，当时用文言文写成的这部书，读惯了白话文的

当今广大读者已经感到阅读困难。现在以图画为主，用白话文说明的连



环画本出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正是普及与提高相辅相成

的好事。

我国连环画销路很大，广大群众都喜爱这种通俗的艺术读物。想到

豆棚瓜架之际，人手一篇，领会书中“刺贪刺虐”、“笑骂文章”的内容，

哭之笑之，这不但是蒲松龄生前的愿望，也是发扬古代珍贵文化遗产的

一件好事。

我上面说《韩非子》的那段话有一定的正确性，因为狐鬼是没有的

东西，你爱怎么画就怎么画，我保证绝不会有什么狐鬼来给你找麻烦。

说人，或者人道什么的就不好说了。我是爱听人说鬼故事的，因此乐于

向读者介绍这一套连环画集。

                                                 

                                                黄苗子       

                            1987 年岁首，于北京东郊之望湖楼            

（此文原为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8 年 1 月版《连环画精选·聊斋志异》序言）



1 范十一娘是鹿城县祭酒（官名）的女儿。她不但长得面容美

丽，而且诗画琴棋件件擅长，凡是看见她的人，男男女女都爱
慕她。 



2 父母对她万分的宠爱。逢到来求婚的总是要叫男家的公子前

来，让十一娘从帘内亲自看过。



3 看了不少来求婚的宦家子弟，十一娘没有一个中意的。这

天，兵部侍郎的公子前来求亲，十一娘看过了，她的母亲问她
道：“男家的门第和公子的相貌都不错啊，你看怎样？”十一
娘只是低首摇头。



4 七月半，当地水月庵举行“盂兰盆会”，城内城外的男男女

女、老老少少都去逛庙。十一娘带了一名贴身丫环兰儿也去游
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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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月庵里里外外，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兰儿领着十一娘，

各处参谒佛像。说也奇怪，她俩进殿出堂，有一个女郎总是跟
在后面。而且几次看十一娘的脸，像要对她说什么似的。



6 这惹得十一娘也回过头去看她。只见那女郎眉目清秀，装束

雅致。十一娘非常的爱她，两下里互相顾盼了一会儿，那女郎
果然微笑着开口了，搭讪着和十一娘攀谈起来。

  姐姐莫不是范
十一娘吗？人家都
称赞你美貌、风
雅，今天见了，果
然名不虚传啊！



7 她们一同走到庵里一个僻静的去处。十一娘问她的姓名和里

居。她答道：“我姓封，排行第三，人家都唤我封三娘，住的
地方不远，就在邻村。”



8 她俩手挽着手谈谈讲讲，封三娘的言语非常的温柔婉转，两

人好似老早就相识的一般，舍不得分开。

(二)父母早死了，家
中只剩一个老妈妈，
留着看守门户，不能
和我一同来。

(一)你怎么一个人出
外，没有伴侣同来呢？



9 在尼庵里盘桓了一阵，时间不早了，十一娘要回去，封三娘

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似有无限深情；十一娘也觉得很难受，就
约封三娘到自己家里去玩，封三娘却婉言推辞了。

  你是官宦人
家的小姐，我和
你非亲非眷，到
你家里，怕被人
家笑话哩。



1 0  十一娘一定要她来。封三娘说：“等过些时再说吧。”

十一娘见她固辞，自己不便强邀，便从头上拔下一股金钗，赠
与封三娘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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