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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奇书，也是

一部不可不读的好书。人、神、仙、鬼、魅、狐、

兽、精、怪共同在仙界人间、幽冥鬼界上演了一幕

幕悲欢离合的传奇故事，全在至性至情。人人应

当享有，而有百般坎坷，千般险阻、万般无奈的

“情”字，正是《聊斋志异》伟大的人文精神之所

在，也是作者蒲松龄名垂史册的人格所在。

在近500篇短篇小说里，蒲松龄以其超凡的想象

力和深刻的洞察力构筑起一个亦真亦幻、亦人亦鬼的

幽冥世界，这个鬼神世界是人间世的真实投影，既是

人世辛酸悲凉的真实写照，也是善恶报应和人生憧憬

的重新开始。《聊斋志异》中的故事情节曲折离奇，

环境奇幻莫测，但人物遭遇却能够引发人们强烈的政

治义愤、美妙的情感共鸣，其魅力正在于此。

《聊斋志异》看来篇篇讲的是鬼、狐、仙、怪，

其实字字都是人、情、世、态，字里行间饱含着作者

对人生、社会的丰富体验和深刻智慧。编者精心挑选

了20篇最能代表《聊斋志异》艺术精华的精彩篇章，

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将文言文改编成为通俗易懂的

白话文，希望读者能享受这一部充满诗情画意的文学

瑰宝，并从中得到社会生活的启迪和教益。

前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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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嘻！天可阶而升乎？”曰：“有术

在。”乃启笥，出绳一团约数十丈，理其端，

望空中掷去；绳即悬立空际，若有物以挂之。

未几愈掷愈高，渺入云中，手中绳亦尽。乃呼

子曰：“儿来！余老惫，体重拙，不能行，得

汝一往。”遂以绳授子，曰：“持此可登。”……

子乃持索，盘旋而上，手移足随，如蛛趁丝，

渐入云霄，不可复见。

在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去参加郡试，正好

赶上立春。按照习俗，立春前一日，各个行当

的商人都会用彩带扎成棚架，一路抬着，吹吹

打打地来到官府门前，这就叫做“演春”。

那一天，我也跟着朋友去看热闹，隔着好

远，就看到官府门前人头攒动，四处都被围得

密不透风。我好不容易才钻到了前面，抬头一

看，只见公堂上端坐着四位官员，身穿绯红色

偷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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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服，东西两面对坐着。可惜当时我年纪小，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官。

这时，从人群中走出一个卖艺的人，领着

一个披头散发的小孩，挑着副担子走上公堂，

口里还念念有词。但是四周说话声、鼓乐声响

成一片，我根本听不清他说些什么。

只看到堂上的四位官员被逗得哈哈大笑，

有个穿青衣的衙役对卖艺的人高声吆喝，要他

赶快变戏法。

艺人连忙答应，问道：“诸位大人想看什

么戏法？”

堂上的官员们相互看看，低声交谈几句后，

问：“你最擅长什么？” 

艺人回答说：“我善于颠倒生物的季节。”

官员说：“那就变桃子吧。”

艺人恭敬地说了声“遵命”，站起身来，

不慌不忙地把衣服脱下，盖在箱笼上，装出一

副很苦恼的样子，说：“大人真是糊涂！现在

冰雪还没融化，从哪儿能弄来桃子呀？可我若

是不取，又怕大人们发怒，真是左右为难啊！”

他的儿子说：“爹爹既然答应了，又怎么

能推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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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人皱眉想了好一阵子，才说：“这时节，

在人间哪有桃子可摘？只有王母娘娘的蟠桃园

四季常春，或许有桃子，看来必须从天上偷桃

才行。”

儿子歪着头，问：“天那么高，没有梯子

怎么爬上去呢？”

艺人显然是胸有成竹，笑着说：“我有法

术。”接着，他打开箱子，取出一捆绳子，大

约有几十丈长，拿着一端就朝天空抛去。说来

奇怪，这绳子竟然直直地竖在空中，就好像挂

在什么东西上。不一会儿，绳子越抛越高，很

快就消失在云里。

等手中的绳子全部抛完了，艺人招呼儿子

过来，说：“儿啊，为父年老体衰，不中用了，

你替我上天走一趟吧。”

儿子接过绳子，一脸的不情愿，埋怨道：“您

老也太糊涂了！要我拿着这么细的一根绳子，

爬上万丈高空，万一绳子断了，孩儿可就摔得

粉身碎骨了！”

艺人摸着儿子的头，哄他：“我已经失口

答应了，后悔也来不及了，只有麻烦你去一趟。

儿啊，千万别怕苦。只要偷来桃子，大人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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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你许多钱，到时候就给你娶个漂亮媳妇，

好吗？”

儿子无奈地点点头，攀着绳子，盘旋而上，

手每移一下，脚便跟着挪一下，如同蜘蛛沿着

丝爬行一般。一会儿，他就渐渐地爬到云霄上

层，下面的人再也看不到身影了。

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看着天上，生怕错过什

么好戏。过了很长时间，就见一个碗口大的桃

子突然掉了下来，艺人手忙脚乱地接住，扬声

道：“大人，桃来啦！”说完，就喜滋滋地将

桃捧着献到公堂上。官员们拿着左看右看，也

无法分辨真假。

众人正啧啧称奇时，忽然间，绳子坠落到

地上，艺人一看，顿时面色灰白，大叫一声“不

好”，惊慌地说：“上面有人砍断了我的绳子，

我儿子怎么下得来啊？”

不一会儿，天上又掉下个东西，大家定睛

一看，竟然是艺人儿子的头。艺人捧起头大声

号哭：“肯定是我儿子偷桃子时，被看园子的

人发现了，被砍了头了！”

过了一会儿，艺人儿子的手脚四肢也纷纷

掉下来，没有一块完整的。艺人悲痛万分，含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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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泪把残骸一一拾起来，放入箱子里，合上盖

子，伤心地说：“老汉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整日跟着我走南闯北，没过上一天好日子。今

天他奉大人的命令，到天上偷桃子，谁料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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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这么凄惨！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埋了这可怜

的孩子。”他走上公堂，跪着哀求道：“我儿子

是为了偷桃才断送了性命。诸位大人，如果可

怜小人，就帮我安葬他吧，小人来世当牛做马

也要报答各位的大恩大德。”

那四位官员又惊又怕，赶忙赏赐银两，想

打发他走。艺人接过后缠在腰袋里，走回箱子

旁，咚咚敲了两下，喊道：“我的儿，还不快

出来叩谢大人们的赏钱。”

话音刚落，一个头发蓬乱的小孩用头顶开

箱盖，跳了出来，笑嘻嘻地向堂上磕头，众官

员吓得倒抽一口气。众人伸长脖子看过去，那

小孩不正是艺人的儿子嘛，手足完好，毫发未伤。

这个戏法实在是太奇妙了，所以至今都让

我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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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一客曰：“蒙赐月明之照，乃尔寂饮，

何不呼嫦娥来？”乃以箸掷月中。见一美人自

光中出，初不盈尺，至地遂与人等。纤腰秀项，

翩翩作“霓裳舞”。已而歌曰：“仙仙乎！而还

乎！而幽我于广寒乎！”其声清越，烈如箫管。

歌毕，盘旋而起，跃登几上，惊顾之间，已复

为箸。

山东境内有一座崂山，坐落在海边，山上

终年常绿，有着各种奇花异草，传说在云雾缭

绕的山顶，住着很多仙人。

有个姓王的世家子弟，排行第七，人家就

叫他王七。王七从小就痴迷于道术，他一听说

崂山有仙人，便迫不及待地收拾行装，匆匆辞

别家人，赶去崂山求仙问道。

这一路，王七辛苦跋涉，好不容易才来到

崂山。这果真是座仙山啊！山上树木遮天蔽日，

崂山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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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弥漫着淡淡的雾霭，脚边狐奔兔跑，头顶

还不时传来鸟雀欢快的鸣叫。

可王七却无心欣赏美景，只顾向上攀爬，

等登上了山顶，转过一片小树林，就见前面不

远处，屹立着一座古朴的道观。道观前古松森

森，后面一道山溪顺流而下，叮咚作响。王七

又走近几步，发现松树下一个老道士正盘坐在

蒲团上，白发垂肩，显得气度不凡。

王七赶忙上前行礼，与他攀谈起来。这老

道士谈道论术十分精深玄妙，令王七佩服得五

体投地，跪下磕头就拜，央求道：“师父，您

收我为徒吧。”

老道士捻着胡须，连连摇头：“你一个富

家公子，养尊处优惯了，恐怕吃不了苦啊。”

王七连忙保证 ：“为了学到仙法，再苦再

累我也愿意。”

老道士见他态度坚决，只好答应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老道士就把睡意蒙

眬的王七叫起来，给他一把斧子，让他随师兄

们一起进山砍柴。王七恭敬地听从吩咐，扛着

斧子进山了。过了一个多月，王七的手脚都磨

出了血泡，整日累得直不起腰来。他实在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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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种苦，便萌生了回家的念头。

这天晚上，王七干完活回到道观，远远地

就听见屋内传来阵阵喧闹声，他一时好奇，便

踮着脚尖走到窗下，偷偷向里窥视。只见师父

正陪着两位客人饮酒，众弟子环绕在侧，端茶

倒水，跑前跑后忙个不停。

这时，天色渐渐昏暗下来，屋子里还没点

灯烛。老道士用白纸剪成一个镜子一样的圆形，

粘在墙上。顷刻间，白纸就变成了一轮明月，

发出炫目的光芒，满室生辉，屋里的东西都看

得清清楚楚。

一位客人说：“有这样好的月色，我们可

不能独自享受，让徒儿们也好好乐乐吧。”说完，

就拿起桌上的一壶酒，赏赐给众弟子，让他们

开怀畅饮，一醉方休。

王七暗暗嘀咕：七八个人分一壶酒，哪能

个个喝得到？

弟子们四处寻找杯盏，争先恐后地斟酒，

生怕轮到自己时酒壶空了。可奇怪的是，酒过

几巡，壶中的酒却丝毫不见减少。王七心中暗

自称奇。

过了一会儿，另一位客人说：“虽然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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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高照，可光喝酒未免太乏味了，为何不把嫦

娥请来呢？”

说着，随手将一支筷子向月亮抛去。片刻

后，一位仙子从月亮中缓步走出，开始身高还

不满一尺，等到了地上就与常人一般高了。仙

子腰肢纤细，秀颈颀长，挥舞着衣袖，翩翩地

跳起了《霓裳羽衣曲》，鲜花随着袖子坠落，

满座升腾起云烟。舞了片刻，她又唱起歌来，

声音清亮悦耳，如同洞箫般响亮。

唱完歌后，仙子像只翩飞的蝴蝶般旋转而

上，轻盈地跃上桌子。大家正看得目不转睛时，

她突然就消失不见了，还原成刚才的那支筷子。

师父和客人们看到大家一副目瞪口呆的表

情，不禁都大笑起来。

一位客人说：“今晚真是开心啊，可惜我

不胜酒力，你们到月宫为我饯行好吗？”于是，

三人离开酒席，携手步入云端，渐渐进入月中。

弟子们凑近一看，只见他们三人坐在一株月桂

树下，正相互敬酒，透过皎洁的月光，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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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渐渐昏暗。一个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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