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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主持人语:《聊斋志异》自问世以来,不仅在我国脍炙人口,还出版了约三十国文字、数量可观的外

文译本,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这样一部享誉中外的名著,自然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成就。
其中,善于从各类中国传统经典中汲取营养及高超的叙事艺术,无疑是其非常重要的两大特点。 本栏目

刊发的两篇论文,分别从这两个方面对《聊斋志异》做出了新的探索。 著名聊斋学专家赵伯陶先生通过

对《聊斋志异》与《世说新语》进行深入细致的对读和比较,从略貌取神、借意相发、使事用典、炼字取词

等方面,对《聊斋志异》借鉴《世说新语》的诸多层面,做了独到的发掘。 作者尤善于从名物、细节、语词

入手,以大量实例进行精到分析,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两部经典之间的艺术渊源,也让我们对蒲松龄活用

经典的大手笔有了全新的认识。 文章功力深厚,读来亦妙趣横生。 青年学子顾云骢则运用叙事学理论,
从叙事模式、叙事线索、叙事时序、叙事视角四个角度,对《聊斋志异》名篇《辛十四娘》采用明暗两条叙

事线索,灵活使用正叙、插叙和补叙以及叙事视角灵活等叙事艺术特点做了细致的解读,认为《辛十四

娘》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推进及能够被历代读者广泛接受,与其精巧的叙事艺术密切相关。 两

篇论文或面向中国文学传统追溯其渊源,或运用西方理论分析其叙事特点,均为我们解读《聊斋志异》
提供了新的思路。

主持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刘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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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借鉴《世说新语》四题

赵 伯 陶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9)

摘要: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转益多师,作者善于从古代典籍乃至前人诗文中取资,借鉴

有关语词、句式、典故并有意点缀于情节展开或人物对话乃至“异史氏曰冶的相关评论中,这对

于烘托小说情韵、营造某种意境不可或缺,并增加了小说文言修辞、叙事的典雅之趣。 南朝宋刘

义庆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凸显魏晋风流诸多韵致,其文学书写为蒲松龄所喜好并效法,无

论略貌取神、借意相发,还是使事用典、炼字取词,都体现了《聊斋志异》借鉴《世说新语》的独到

之处。 将之略加分类并条分缕析,对于今人探讨蒲松龄小说创作方法与构思过程皆大有助益。
关键词:《聊斋志异》;《世说新语》; 修辞;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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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创作并非一蹴而就,而是

有一个从容不迫、不断充实修订的时间历程,这为其

小说多方取资、精益求精创造了条件。 前些年,笔者

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做《聊斋志异详注新评》的过

程中,曾陆续写有一组《聊斋志异》与重要文献典籍

关联的论文,探讨了这部文言小说集与《尚书》 《周
易》《仪礼》 《周礼》 《礼记》 《诗经》 《左传》 《论语》
《孟子》《大学》 《中庸》乃至《史记》 《汉书》 《后汉

书》《三国志》《太平广记》等典籍、史书或相关总集

的关系问题。 2017 年年底,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拙

著《掖聊斋志异业新证》,即包括了上述七篇论文。 由

于时间匆促,尚有《聊斋志异》与《世说新语》 《晋
书》《隋书》以及两《唐书》的关系问题无暇顾及,留
下些许遗憾。 本文即先就《聊斋志异》与《世说新

语》的关系问题略做梳理,分为四个方面,以求正于

方家。



一、略貌取神

魏晋风流或称魏晋风度,能够成为后世读书人

的理想国,与南朝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 (包括

南朝梁刘孝标为之所作注)在赵宋及其以后时代的

广泛传播分不开。 《世说新语》三卷凡列“德行冶“言
语冶“任诞冶等三十六门,生动记述了魏晋时代士人

的方方面面,其中有些行径真能令后人瞠目结舌。
政治生态的险恶与社会风气的相对开放反而造就了

魏晋士人挥洒艺术人生的氛围,率性任情与张扬个

性遂成为那一时代的士人风尚,魏晋风流几乎成为

后世诗意栖居具有楷模形态的样板。
言约旨远,个性解放,读书人能够突破两汉以来

的礼法束缚,其风流个性完全是由魏晋时期特定的

时代因素酝酿而成,时移事迁,魏晋风流的风光难

再,后世人虽想亦步亦趋,但已然失去了历史的依

托,只能于我心有戚戚,精神向往而已。 所谓“越名

教而任自然冶 [1]“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冶 [2]638,无论对

于人生失意的代偿,还是对于政治黑暗的反拨,所谓

“魏晋风流冶无非是苦闷人生的一种外在表现,多属

于病态社会中士人的应激反应,而道家玄学思想的

弥漫,更令纵情享乐与放浪形骸之外仿佛有了理论

的支撑。 《广陵散》的绝响,华亭鹤唳的追忆,无不

记述着那一时代的荒诞。 后人读《世说新语》却往

往忽略了其间人命危浅的残酷社会生态环境,仅仅

热衷于对个中士人飘逸潇洒一面的钦羡,王羲之

“矫若惊龙冶的风神,阮籍“玉山将崩冶的醉态,皆成

为后世人津津乐道与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对象。
蒲松龄身处明清易代之后,专制统治的日益加

剧与文字狱阴影的逐渐扩大,令那一时代的读书人

更愿意在想象中而非于实践上完成对魏晋风流的追

怀与艳羡。 古代文人创作小说,往往具有强烈的自

娱倾向,属于聚焦于精神层面的产物,《聊斋志异》
中的一些篇章深受《世说新语》的影响不言而喻。
近些年来,有关两者的关系问题已逐渐引起学者的

瞩目,如子矜的《掖聊斋志异业与掖世说新语业》 [3]、齐
慧源的《论掖聊斋志异业对掖世说新语业的继承》 [4],
又如李剑锋的《蒲松龄与魏晋风流》 [5]、郑子运的

《从“深情冶说看掖聊斋志异业》 [6],俱言及魏晋风流

并都涉及《聊斋志异》与《世说新语》 两者的关系

问题。
《聊斋志异》本是作者书写孤愤之作,正是现实

中的困顿令这位内心世界异常丰富的读书人不得不

到虚幻世界去寻觅理想的净土。 承载魏晋风流的志

人小说《世说新语》中人物风范受到蒲松龄的青睐

实在是顺理成章,魏晋风流与现实的隔膜适以造成

小说作者瑰丽想象的无限空间。 以文化品格而论,
《聊斋志异》具有士林文化辅以乡村文化的双重文

化品格,而以前者最为凸显,因而儒家思想植根深

厚。 耐得住常年苜蓿生涯者往往属于性格内向之

人,蒲松龄无疑具有这样的性格特征,他常用儒家理

念约束自己的实际人生,却又不妨碍其在精神畅想

中完成在虚幻世界中的自我重构,魏晋风流的多彩

多姿恰可以满足或激发他这方面的创作构思。 仅从

《聊斋志异》与诸多古人文献典籍的关系而论,据不

完全统计,蒲松龄对于《世说新语》的借鉴频次当居

于首位。
卷八《苗生》一篇主旨似非专意刻画苗生性格,

而在于对文人酸腐乃至无行的鞭挞,并带有一定的

自我解嘲的意味。 但小说所展示苗生人虎合一的形

象,于豪爽朴野中竟然也带有几分魏晋风流:“苗不

可复忍,遽效作龙吟,山谷响应;又起,俯仰为狮子

舞。冶 [7]2307所谓“龙吟冶,当指魏晋人所喜之“啸冶,类
似于今天用手指协助口腔吹出起伏响亮的口哨。
《世说新语·栖逸》:“阮步兵啸,闻数百步。冶 [2]648正

是这一因素构成苗生与诸多书生华山宴饮联句的基

础:“首座靳生曰:‘绝 凭临眼界空。爷苗信口而续

之曰:‘唾壶击缺剑光红。爷下座沉吟既久,苗遂引壶

自倾。冶 [7]2307苗生所续句,浮现出心情愤懑又不乏慷

慨激昂之态。 语出《世说新语·豪爽》:“王处仲(王
敦)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爷。 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冶 [2]598 作者

将魏晋风流的这一外在表现赋予苗生,是有意拉近

苗生与众书生距离的细节构思,不可或缺,绝非等闲

之笔。
卷七《黄英》中的菊精陶三郎嗜酒如命,小说描

写曾生与陶三郎两位“相得恨晚冶的酒友“各尽百

壶冶后皆大醉:“陶起归寝,出门践菊畦,玉山倾倒,
委衣于侧,即地化为菊。冶 [7]2098 这一段传神描写,显
然有意借鉴《世说新语》形容嵇康的文字:“嵇叔夜

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

之将崩。冶 [2]609以“玉山倾冶形容酣醉之态。 卷一《陆
判》 也 有 运 用: “ 朱 因 竟 日 饮, 遂 不 觉 玉 山 倾

颓。冶 [7]206性喜豪饮在蒲松龄笔下成为人物性格豪爽

的标记。 卷五《八大王》也以嗜酒如命之鳖妖为主

人公,其狂而不失酒德的形象更带有魏晋风流的痕

迹,“异史氏曰冶所附《酒人赋》用典取材于《晋书》
或《世说新语》者,竟达十例之多。 “酣眠乎美人之

侧也,或察其无心冶 [7]1303两句,语出《世说新语·任

诞》:“阮公(籍)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 阮与王

安丰常从妇饮酒。 阮醉,便眠其妇侧。 夫始殊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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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察,终无他意。冶 [2]731“甚至效鳖囚而玩世,亦犹非

害物而不仁冶 [7]1303两句,后句所谓“害物而不仁冶,意
谓祸国殃民,无仁厚之德。 语出 《世说新语·政

事》:“殷仲堪当之荆州,王东亭问曰:‘德以居全为

称,仁以不害物为名。 方今宰牧华夏,处杀戮之职,
与本操将不乖乎?爷殷答曰:‘皋陶造刑辟之制,不为

不贤;孔丘居司寇之任,未为不仁。爷冶 [2]187 上举各

例,蒲松龄或径从《世说新语》取事,或转从《世说新

语》取义,借鉴前人典籍自有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

游刃有余。
酒在魏晋风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酒作为

一种刺激性的饮料,在客观上可以起到麻痹神经的

作用;就主观而言,饮酒又未尝不是特意寻求物我两

忘的一个过程。 《世说新语·任诞》:“王光禄云:
‘酒,正使人人自远。爷冶 [2]749光禄大夫王蕴认为饮酒

可以达到“忘我冶(自远)的境界。 《聊斋志异》卷二

《酒友》中的车生以酒为媒介结识狐友,甚至忘为异

类,并引为知己,其豁达豪放的性格,所渲染的正是

一种忘我的人生境界。 《世说新语·任诞》:“刘公

荣与人饮酒,杂秽非类。 人或讥之,答曰:‘胜公荣

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荣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荣

辈者,又不可不与饮。爷故终日共饮而醉。冶 [2]730 《酒
友》的创作明显受到《世说新语》所记刘昶(字公荣)
“与人饮酒,杂秽非类冶事的启发。

古代专制社会,大家庭中的叔嫂关系是一个颇

难处理的问题。 《礼记·曲礼上》:“男女不杂坐,不
同椸枷,不同巾栉。 不亲授。 嫂叔不通问。冶 [8] 《孟
子·离娄上》:“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爷曰:‘嫂
溺不援,是豺狼也。 男女授受不亲,礼也。 嫂溺,援
之以手者,权也。冶 [9]《聊斋志异》中有多篇小说涉及

叔嫂关系问题。 卷四《阎王》:“小郎若个好男儿,又
房中娘子贤似孟姑姑,任郎君东家眠,西家宿,不敢

一作声。 自当是小郎大好乾纲,到不得代哥子降伏

老媪。冶 [7]992这一段夹杂民间俗语的话语,泼辣尖刻,
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主人公李久常之嫂悍妒骄横的性

格。 嫂当面称叔为小郎,是晋人以来的家庭称谓,未
必能沿袭至清初的山东一带,蒲松龄这一段绘声绘

色的描写当借鉴于《世说新语》的相关文字。 《世说

新语·规箴》:“王平子年十四五,见王夷甫妻郭氏

贪欲,令婢路上儋粪。 平子谏之,并言不可。 郭大

怒,谓平子曰:‘昔夫人临终,以小郎嘱新妇,不以新

妇嘱小郎。爷急捉衣裾,将与杖。 平子饶力,争得脱,
逾窗而走。冶 [2]559李家嫂氏伶牙俐齿、针锋相对的自

我表白,当脱胎于《世说新语》中王衍(字夷甫)妻郭

氏的声口,虽非依样葫芦,却得其神似,色厉内荏如

出一辙!
卷四《马介甫》也是蒲松龄书写悍妇的著名篇

章,篇后“异史氏曰冶开首即云:“惧内,天下之通病

也。 然不意天壤之间,乃有杨郎!冶 [7]1089这段议论完

全脱化于《世说新语·贤媛》:“王凝之谢夫人既往

王氏,大薄凝之。 既还谢家,意大不说。 太傅慰释之

曰:‘王郎,逸少之子,人材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爷
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

封、胡、遏、末。 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爷冶 [2]697有

“咏絮冶美誉的才女谢道韫嫁与王羲之的次子王凝

之为妻,自悲遇人不淑,回娘家诉苦,尽管有叔父谢

安劝慰,仍难释怀,于是发出“不意天壤之中,乃有

王郎冶的人生感慨。 蒲松龄略加变化,用于调侃猥

琐男子“惧内冶的书写中,意味深长。 至于“异史氏

曰冶以下使事用典,用骈语续写《妙音经》诉说怨偶

之情,虽属游戏笔墨,却也洞见症结,不乏精警内涵,
其中自然少不了对《世说新语》的借鉴。 如“俯首帖

耳,而受无妄之刑,李阳亦谓不可冶 [7]1091 句,意谓男

子对妻子百依百顺却无故横遭虐待,则世人皆以为

不可。 李阳,字景祖,晋武帝时任幽州刺史,性格侠

义。 《世说新语·规箴》:“王夷甫妇,郭泰宁女,才
拙而性刚,聚敛无厌,干豫人事。 夷甫患之而不能

禁。 时其乡人幽州刺史李阳,京都大侠,犹汉之楼

护,郭氏惮之。 夷甫骤谏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

可,李阳亦谓卿不可。爷郭氏小为之损。冶 [2]556王衍之

妻郭氏与晋惠帝皇后贾氏为表姐妹,未免依仗娘家

势力欺负丈夫,王衍抬出当时有社会威望的官员李

阳吓阻郭氏,无奈中亦不乏闺中谑趣。 蒲松龄信手

拈来用于小说创作,可见他对《世说新语》的熟稔。
《世说新语·贤媛》:“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

妹,奇丑。 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 会

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爷桓郎者,
桓范也。 妇云:‘无忧,桓必劝入。爷桓果语许云:‘阮
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卿宜察之。爷许便回入

内,既见妇,即欲出。 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

停之。 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爷妇曰:‘新
妇所乏唯容尔。 然士有百行,君有几?爷许云:‘皆
备。爷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 君好色不好德,何谓

皆备?爷允有惭色,遂相敬重。冶 [2]671鄄672 尽管“贤贤易

色冶 [10]一类的儒家说教千百年前即牢固地植根于读

书人心中,而“娶妻以德不以色冶一类的俗语也在社

会上下颇有市场,然而女方“颜值冶高低在古今婚姻

中绝非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桩。
《聊斋志异》卷七有《乔女》一篇,似乎就是有意

对《世说新语》中阮家女遭际再加正面的推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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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乔生有女黑丑,壑一鼻,跛一足。 年二十五六,无
问名者。冶 [7]1875乔女黑丑且有两项生理缺陷,又有嫁

人后守寡的遭际,人生悲惨已极。 在信息相对封闭

的古代社会,新丧偶的孟生不可能对这位乔女有道

德层面上的任何了解,只是“忽见冶 之后而 “大悦

之冶,显然属于性取向上的某种歧变心态,即对丑陋

残疾的异性有一种特殊的偏嗜,这在性心理学上可

称之为变态反应。 然而出身于读书人家庭的乔女在

不清楚孟生这种择偶心理的条件下,反而认为他有

“娶妻以德不以貌冶的胸怀,因而在感动之余也增强

了其道德的自我认定。 乔女对于自己容貌的不自信

是与生俱来的,孟生的心仪则令其产生“知己冶遐想

的同时,又重新确立了她道德高岸的自信,具有对自

己其貌不扬的强烈代偿作用。 乔女从拒绝再婚到

“心许冶孟生,正是其企盼道德自我更加完善的体

现;乔女为已故孟生的遗孤伸张正义到抚孤成立,在
这一较为漫长的过程中,当时社会对乔女行为的认

同与赞许也无疑有令其“义举冶日臻完善的催化作

用,并最终使之功德圆满,皆大欢喜。 小说作者从

“知己冶的角度阐释乔女难能可贵的行为,则又与自

己大半生蹭蹬科场、潦倒不遇并亟需“知己冶光顾的

心态暗合,平居企盼获得知己的青睐,无疑也有代偿

自己科场失意的作用。 这篇小说写作或许有一定的

生活依据,但作者有意从人情事理上借鉴《世说新

语》相关内容也不能忽视。
蒲松龄借鉴《世说新语》最为传神者,当属卷五

《颠道人》篇后“异史氏曰冶中所附作者家乡生员殷

文屏矫情抗俗的奇事,讽喻意味堪称浓墨重彩:
予乡殷生文屏,毕司农之妹夫也,为人玩世不

恭。 章丘有周生者,以寒贱起家,出必驾肩而行。 亦

与司农有瓜葛之旧。 值太夫人寿,殷料其必来,先候

于道,着猪皮靴,公服,持手本。 俟周舆至,鞠躬道

左,唱曰:“淄川生员,接章丘生员!冶周惭,下舆,略

致数语而别。 少间,同聚于司农之堂,冠裳满座,视
其服色,无不窃笑;殷傲睨自若。 既而筵终出门,各
命舆马。 殷亦大声呼:“殷老爷独龙车何在?冶有二

健仆,横 扁 杖 于 前, 腾 身 跨 之。 致 声 拜 谢, 飞 驰

而去。[7]1425

殷生玩世不恭中具有强烈的反抗社会黑暗内

容。 清但明伦于章丘周生有评云:“偏是寒贱起家

者,多妄自尊大,殆恐人轻之也,不知适以此致人之

侮。冶 [7]1425其实这位清代人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

面。 孟森《心史丛刊三集》有《跋掖聊斋志异·颠道

人业》一文,文章首先揭示出殷生怪异装束的符号意

义,功不可没:“殷生着猪皮靴,骑扁杖,少时读之,

不辨是何舆服。 后始知明代功令,教坊妓者之夫所

服所乘,定制如此。 《聊斋》去明未远,当时言此,必
人人知为妓夫仪式,故绝不复加诠释。冶孟文又引述

明刘辰之《国初事迹》云:“太祖立富乐院于乾道桥,
男子令戴绿巾,腰系红搭腷,足穿带毛皮靴,不容街

中走,止于道旁左右行。 或令作匠穿甲,妓妇戴皂

冠,身穿皂褙子,出入不许穿华丽衣服,专令礼房王

迪管令。 此人熟知音律,能作乐府,禁文武官及舍人

不许入院,止容商贾出入。冶 [11]这一段引文恰可与明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四《教坊官》内容相对照:
“按祖制,乐工俱戴青卍字巾,系红绿搭膊,常服则

绿头巾,以别于士庶,此《会典》所载也。 又有穿带

毛猪皮靴之制。冶 [12] 可见所谓“猪皮靴冶必须带毛,
或许类似于今天的翻毛皮鞋,否则外人何以分辨之?

“独龙车冶何谓? 清倪鸿《桐阴清话》卷七《秦淮

旧院教坊规条碑拓本》云:“秦淮旧院教坊规条碑,
余尝见其拓本。 略云:‘入教坊者,准为官妓,另报

丁口赋税。 凡报明脱籍过三代者,准其捐考。 官妓

之夫,绿巾绿带,着猪皮靴,出行路侧,至路心被挞勿

论。 老病不准乘舆马,跨一木,令二人肩之。爷冶 [13]

殷生穿带毛猪皮靴与乘“独龙车冶,竟然自居于明代

社会最低贱者乐户或妓女之夫(乌龟)的地位,当属

于故意的反传统行为,带有嵇康、阮籍一流人物的性

格特征,这也是对魏晋风流的一种仿效。 鲁迅曾论

及嵇康、阮籍的反礼教言行说:“魏晋时代,崇奉礼

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

的。 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

礼教。冶 [14]明末是江河日下、天崩地解的时代,一切

皆已陷入混乱不堪的状态,殷生叹息礼崩乐坏,看不

惯社会的虚假浮躁,又不必担心学校革除其生员资

格,这是殷生产生怪异行为的基础。 殷生以佯狂戏

弄周生的初衷,也许不只是针对周生个人的极端行

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或许还是等级社会的忠诚卫

道者。 蒲松龄于魏晋风流心有灵犀,因而听说殷生

怪诞事迹,略加修饰夸张,记入《聊斋志异》,实在也

有从文字的神似角度借鉴《世说新语》的用心。
二、借意相发

《聊斋志异》借鉴《世说新语》又有借意相发的

妙趣,若寻其踪迹,溯流而上,对于我们破解蒲松龄

创作构思过程大有裨益。 卷一《三生》谓刘举人能

记其前身数世,曾一世为马,“甚畏挞楚,见鞭则惧

而逸。 主人骑,必覆障泥,缓辔徐徐,犹不甚苦;惟奴

仆圉人,不加鞯装以行,两踝夹击,痛彻心腑冶,以后

转世为人,考中举人,“每劝人:乘马必厚其障泥;股
夹之刑,胜于鞭楚也冶 [7]108鄄109。 所谓“障泥冶,即垂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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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腹两侧,用来遮挡泥水的织物。 《世说新语·术

解》:“王武子善解马性。 尝乘一马,箸连钱障泥,前
有水,终日不肯渡。 王云:‘此必是惜障泥。爷使人解

去,便径渡。冶 [2]705马与障泥这一微妙的关联,被蒲松

龄敏锐地捕捉到,写入小说,对于串联刘举人的“转
世冶书写有颊上三毫之妙。

卷二《巧娘》:“听松声谡谡,宵虫哀奏,中心忐

忑,悔至如烧。冶 [7]376 所谓“松声冶,即松涛声。 “谡

谡冶,形容强劲的风声。 晋陆机《感时赋》:“寒冽冽

而寖兴,风谡谡而屡作。冶 [15]然而将谡谡风声与松相

联系,则始于刘义庆。 《世说新语·赏誉》:“世目李

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爷冶 [2]415这里的“谡谡冶已经

转化为形容人物风貌的赞语,蒲松龄再加转化,又回

归至对南方夜晚旷野萧森景象的渲染,显然得益于

对《世说新语》用语的联想,再借意相发。 从中可见

蒲松龄小说创作认真细腻,一句乃至一词都斟酌取

舍,煞费苦心,绝非苟作。
类似的巧托情境,借意相发,又见于卷二《黄九

郎》。 这篇小说描写何子萧与黄九郎两人同性相恋

的执着情感,这与古代社会文人士大夫盛行一时的

蓄优狎伶风气相关,反映了当时病态社会的部分现

实,因而尚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小说后附骈文

《笑判》本属作者炫才之作,不免旁征博引,思绪万

千,其中有句云: “分明王家朱李, 索钻报于来

生。冶 [7]466这句巧用晋朝王戎生性吝啬的故事,以虐

谑之语调侃同性相恋必然丧失孕育后代的可能性。
所谓“王家朱李冶,语出《世说新语·俭啬》:“王戎有

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冶 [2]874朱李,谓红

色李子;钻报,暗示李子被钻核以后的绝种后果。 读

者若不明白这一借鉴关系,其文字诙谐挖苦的意向

就被完全湮没了。
卷四《绛妃》的故事性并不强,也当属于作者借

用骈文以炫才的力作。 古代骈文之作,三国时陈琳、
唐陆贽和骆宾王的相关作品,或檄文,或奏疏,具有

一定的实用性;北朝庾信的《哀江南赋》、唐朝王勃

的《滕王阁序》,以文学性强,千百年来脍炙人口。
古人一般的骈文之作则形式往往大于内容,即以诸

多典故为资粮,巧办佳肴,串联古人的有关情事传达

出自己内心中之所思所想。 作者融通古今、借鉴化

用的巧思固不可或缺,而如何纵横捭阖、花样翻新也

是必不可少的功课。 《绛妃》中讨伐风神的檄文,即
为蒲松龄的一篇骈文力作,亦收录于其文集,即《为
花神讨封夷檄》一文,与《绛妃》所录者小有异同。
作者苦心孤诣、精心结撰,的确非一蹴而就之笔。 如

其中有“莫言蒲柳无能,但须藩篱有志冶 [7]1113两句,

意谓不要认为花木体质衰弱无能为力,只须立志,编
为篱笆也能抵抗风的肆虐。 语出《世说新语·言

语》:“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早白。 简文曰:‘卿何

以先白?爷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
霜弥茂。爷冶 [2]117所谓“蒲柳冶,即“水杨冶,一种入秋就

凋零的树木,后因以比喻人未老先衰或体质衰弱。
藩篱,即用竹木编成的篱笆或栅栏,这里是保卫自家

疆界的意思。 上引《为花神讨封夷檄》两句,蒲松龄

并非纯粹地使事用典,而是化用《世说新语》中文

字,借意相发,另造情境,因而兴味无穷。
卷六《陆押官》一篇中有关于仙凡两界兰花进

行“比拼冶的情节,若对照《世说新语·汰侈》,其借

鉴痕迹宛然:“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

服。 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 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

许赐恺。 枝柯扶疏,世罕其比。 恺以示崇;崇视讫,
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 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

宝,声色甚厉。 崇曰:‘不足恨,今还卿。爷乃命左右

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

七枚,如恺许比甚众。 恺惘然自失。冶 [2]882鄄883毋庸讳

言,蒲松龄撰写此篇,其构思或有疏漏。 陆押官其家

“舍宇华耀,迥异人间,随处皆设花石,精盆佳卉,流
光散 馥; 即 兰 花 一 种, 约 有 数 十 馀 盆, 无 不 茂

美冶 [7]1685,如此华美之家宅,则非神仙洞府难以办

到。 陆押官既有如此家境,又何必为仆为役跟随已

然致仕的赵宫詹十余年不离不弃? 难道有夙世因缘

求报于今生? 或许蒲松龄读《世说新语》有感于石、
王两人争豪的故事,借事相发中忘记了小说的逻辑

自洽。 任何优秀的文学家也难保证其作品篇篇优

秀,中外古今,概莫能外。
在人物对话中,《聊斋志异》借鉴《世说新语》,

拐弯抹角,借意相发,也常不乏令人解颐之趣。 卷四

《颜氏》虚构“顺天某生冶屡试不售,妻子伪为丈夫之

弟参加科举考试,竟然一路顺畅地考中进士,官至监

察御史方辞职退休。 蒲松龄将故事背景置于明清易

代之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真相大白后的无

限尴尬;至于为顺天某生设计出流落他乡再回归故

里应试的情节,为颜氏设计出不能生育的人生缺陷,
也都是为小说“圆谎冶而设计,绝非等闲之笔。 全篇

故事紧凑而滴水不漏,极见巧思。 妻子女扮男装前

曾与丈夫斗口,争论科举中式的难易问题,丈夫针对

妻子轻视自己之语反唇相讥:“闺中人身不到场屋,
便以功名富贵似汝在厨下汲水炊白粥;若冠加于顶,
恐亦犹人耳。冶 [7]1150何谓“炊白粥冶? 即形容世间极

易做到的事情。 语出《世说新语·汰侈》:“石崇为

客作豆粥,咄嗟便办……(王恺)乃密货崇帐下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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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御车人,问所以。 都督曰:‘豆至难煮,唯豫作熟

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爷冶 [2]880 读者若不明“炊白

粥冶的出典,也不难理解整段话的意思,一旦通晓作

者有意借用石崇待客化难为易的小伎俩以渲染丈夫

对妻子漠然轻视的态度,则其间无限情韵跃然纸上

且耐人寻味。
类似上述精雕细琢并且耐人寻味的措词用语,

在《聊斋志异》中俯拾皆是,其中借鉴《世说新语》故
事者并不罕见。 如卷三《寒月芙蕖》:“是日,客饮而

甘之,固索倾酿,公坚以既尽为辞。冶 [7]870 所谓“倾

酿冶,意谓将其家酿美酒悉数供客。 又如卷七《湘
裙》:“入而谋酒,则家酿已竭。冶 [7]1925无论“倾酿冶还
是“家酿冶,皆语出《世说新语·赏誉》:“刘尹云:
‘见何次道饮酒,使人欲倾家酿。爷冶 [2]486其字面义并

不难理解,然而若不明白作者巧借《世说新语》掌故

以增加小说内在情韵的用心,就会丧失一部分小说

阅读的趣味,特别是前者“倾酿冶两字,有一定内蕴,
草草读过,未免辜负作者的良苦用心。 至于后者,作
者手稿本文字固如以上所揭者,铸雪斋钞本则作:
“入谋酒,又告竭。冶 [7]1932两相比较,铸本文字则味同

嚼蜡了,远不如手稿本文字灵动有韵致。
《聊斋志异》借鉴《世说新语》有时用旁敲侧击

之法,读者若明其间借意相发的关联,也自有无穷之

趣味。 卷五《巩仙》中明藩鲁王曾戏问巩道人:“闻
仙人亦不能忘情,果否?冶巩道人从容作答:“或仙人

然耳;臣非仙人,故心如枯木矣。冶 [7]1335所谓“忘情冶,
意谓无喜怒哀乐之情。 语出《世说新语·伤逝》:
“圣 人 忘 情, 最 下 不 及 情, 情 之 所 钟, 正 在 我

辈。冶 [2]638仙人属神话传说中长生不老并有种种神通

的人,为道家的追求目标;圣人多指品德最高尚且智

慧最高超的人,为儒家的理想中人。 蒲松龄有意插

入这一段有趣的对话,灵活套用《世说新语》掌故,
变换称谓,借意相发,增加了小说情趣。 卷五《沂水

秀才》中将“秀才装名士冶作为社会中诸多“不可耐

事冶的一种加以讽刺。[7]1352所谓“名士冶,一般多指以

诗文等著称的读书人。 《世说新语·任诞》:“王孝

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 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
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爷冶 [2]764王孝伯即王恭,是一

个不学无术却又附庸风雅的人。 显然,《沂水秀才》
中的所谓“名士冶,并非褒义词,只有依托《世说新

语》掌故加以诠释,方能凸显蒲松龄讽刺锋芒的

尖锐。
《聊斋志异》用语依托《世说新语》,有时通过

“借意冶的含蓄之语以隐藏自家尴尬身份,搪塞敷衍

对方的问话,同时还可以令小说语言增加典雅之趣。

卷七《天宫》讲述权贵家女眷为解决性饥渴而引诱

“仪容修美冶的郭生在黑暗中幽会的故事。 郭生心

生疑虑,女子则以模棱语为答:“为尔俗中人,多言

喜泄,故不欲以形色相见。 且暗中摸索,妍媸亦当有

别,何必灯烛!冶 [7]1868所谓“俗中人冶,即有别于方外

人或出家人的世俗中人,小说中女子答言显然有以

方外仙人自居之意,却又不明说。 蒲松龄特意用

“俗中人冶,而不用“俗人冶称谓。 语出《世说新语·
任诞》:“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 阮方醉,散发

坐床,箕踞不哭。 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唁毕,便去。
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 阮既不哭,君何

为哭?爷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 我辈俗中

人,故以仪轨自居。爷时人叹为两得其中。冶 [2]734所谓

“方外人冶与“俗中人冶是作为对语出现的,有明于

此,《天宫》中权贵家女眷自喻“方外人冶以掩其形迹

的用心昭然,“俗中人冶三字正可收言简意赅之效。
《聊斋志异》借鉴《世说新语》,也时而顾及南朝

梁刘孝标注文。 卷五《甄后》为蒲松龄受唐裴铏《传
奇》中“太和处士萧旷冶故事影响而撰写,不过其中

又受到宋代以后愈演愈烈贬曹风潮的影响,这一点

与小说《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同一。 曹阿瞒转世

为黄犬的情节以及“异史氏曰冶的评论,将本来属于

描写男女情爱的笔墨嫁接融会到维护封建正统与女

子从一而终的守旧观念中,不免令这篇小说的意旨

复杂化了。 小说中魏文帝曹丕的甄皇后化为美女穿

越历史与建安七子之一刘桢转世后身刘仲堪重续旧

情,甄后再圆昔日“目成冶之好,其根缘于甄氏的“不
贞冶,而正是这种“不贞冶才导致了旧时文人企盼分

羹一杯的“精神染指冶。 对茫然无识的刘仲堪有如

下反诘:“相别几何,遂尔懵懵! 危坐磨砖者,非子

也耶?冶 [7]1454所谓“危坐磨砖冶,即再现东汉末刘桢曾

因失敬于甄氏而被曹操惩罚事。 《世说新语·言

语》“刘公幹以失敬罹罪冶下刘孝标注引《典略》曰:
“刘桢,字公幹,东平宁阳人。 建安十六年,世子为

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使桢随侍太子。 酒酣坐欢,
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桢独平视。 他日

公闻,乃收桢,减死输作部。冶又引《文士传》曰:“桢
性辩捷,所问应声而答。 坐平视甄夫人,配输作部,
使磨石。 武帝至尚方观作者,见桢匡坐正色磨石。
武帝问曰:‘石何如?爷桢因得喻己自理,跪而对曰:
‘石出荆山悬岩之巅,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

珍。 磨之不加莹,雕之不增文,禀气坚贞,受之自然。
顾其理枉屈纡绕而不得申。爷帝顾左右大笑,即日赦

之。冶 [2]70危坐,古人以两膝着地,耸起上身为 “危

坐冶,即表示严肃恭敬地正身而跪,后泛指正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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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 磨砖,即“磨石冶,谓研磨石头,或为磬,或为建

材。 小说《甄后》正是通过《世说新语》借《典略》与
《文士传》所言者踵事增华,这与其说是借历史因缘

以圆昔日刘桢之梦,毋宁说是作者借古人之穿越完

成自家旖旎的情感神游。
卷五《柳生》在人世婚姻的命定论中巧妙融会

人谋于其中,前呼后应,是蒲松龄构思巧妙之处。 作

者于其后“异史氏曰冶中则笔锋一转,将“英雄不问

出身冶以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冶的见识暗中融入:
“乃盗也而有是女耶? 培 无松柏,此鄙人之论

耳。冶 [7]1442所谓“培 无松柏冶,意谓小土丘长不出松

柏。 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部娄无松

柏。冶杨伯峻注:“部娄,《说文》引作附娄,云‘小土山

也爷。 《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又引作培 。 小土山

不生大树仍言小国不可与大国平行。冶 [16] 《世说新

语·方正》引用《左传》典用来比喻门第不相称的婚

姻:“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结援吴人,请婚陆太尉。
对曰:‘培 无松柏,薰莸不同器。 玩虽不才,义不为

乱伦之始。爷冶 [2]305鄄306《春秋左传》为“五经冶之一,蒲
松龄对之熟悉自不必言[17],然而其“鄙人之论冶当

径用《世说新语》而非《左传》,这从小说讲述非门当

户对的婚姻故事可知,甚至《柳生》的构思就是受

《世说新语》这一故事的影响,从而借事生发也未

可知。
卷五《小翠》是《聊斋志异》中优秀的篇目之一,

狐仙小翠为报答王元丰之父(王太常)无意中救护

母亲的恩德,以身相酬其痴子外,还要未卜先知,防
患于未然,巧设机关,于游戏三昧中解脱王家于水

火,并令王元丰脱胎换骨,由痴变慧,最终又逐渐变

丑自家形貌,以便为人作嫁。 小说中官场生态环境

的险恶与王太常因小事而忘恩负义,无不凸显作者

对于世道人心的悲观心态。 诚如篇后“异史氏曰冶
所论:“而身受再造之福者,顾失声于破甑,何其鄙

哉!冶 [7]1488所谓“失声于破甑冶,意谓王太常只看重财

物而不顾情分。 失声,谓不自主地发出声音,这里形

容王太常顾惜与吝啬之情;破甑,比喻不值一顾的事

物。 语出《后汉书·郭太传》:“孟敏字叔达,巨鹿杨

氏人也。 客居太原,荷甑堕地,不顾而去。 林宗见而

问其意。 对曰:‘甑以破矣,视之何益?爷冶 [18] 然而

“失声于破甑冶亦当径用《世说新语·黜免》而借意

相发:“邓竟陵免官后赴山陵,过见大司马桓公。 公

问之曰:‘卿何以更瘦?爷邓曰:‘有愧于叔达,不能不

恨于破甑。爷冶 [2]868鄄869“失声冶与“恨冶,两字用来异曲

同工。
三、使事用典

《聊斋志异》擅长使事用典,因而文字典雅清

新,一向受到论者的称誉,其中从《世说新语》中取

资者占有相当比重,可见蒲松龄对这部志人小说的

喜爱。 作为一种修辞手段,“使事用典冶与上述“借
事相发冶的概念有相互重合的地方,介入程度或有

深浅之别,一间而已,笔者分别考论,意在使论文眉

目更为清晰。
卷一《叶生》抒发作者对科举取士不公平的愤

懑,其篇后“异史氏曰冶有云:“叹面目之酸涩,来鬼

物之揶揄。冶 [7]122卷六《王子安》也是对科举不公的

“夫子自道冶式的心理演绎:“昔人为鬼揶揄,吾今为

狐奚落矣。冶 [7]1812揶揄,谓为嘲笑、戏弄。 所谓“来鬼

物之揶揄冶或“鬼揶揄冶,意谓难以进入仕途,因而被

鬼嘲笑。 事见《世说新语·任诞》 “襄阳罗友有大

韵,少时多谓之痴冶一段,刘孝标注引《晋阳秋》,罗
友为桓温幕僚,不得志。 桓温一次设宴送人为郡长

官,罗友故意迟到,桓温问故,罗友回答:“民性饮道

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门,于中路逢一鬼,大见

揶揄,云:‘我只见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见人送汝作

郡?爷 民 始 怖 终 惭, 回 还 以 解, 不 觉 成 淹 缓

之罪。冶 [2]754

卷二《莲香》: “袅娜如此,妾见犹怜,何况男

子!冶 [7]329卷二《巧娘》:“此即吾家小主妇耶? 我见

犹怜,何怪公子魂思而梦绕之。冶 [7]381 所谓“妾见犹

怜冶或“我见犹怜冶,皆用侧写法形容女子极其美丽

温柔。 事见《世说新语·贤媛》 “桓宣武平蜀,以李

势妹为妾冶,刘孝标注引南朝宋虞通之《妒记》:“温
平蜀,以李势女为妾。 郡主凶妒,不即知之,后知,乃
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 见李在窗梳头,姿貌端丽,
徐徐结发,敛手向主,神色闲正,辞甚凄惋。 主于是

掷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爷遂

善之。冶 [2]693鄄694

卷二《鲁公女》中男主人公张于旦祭祝已故鲁

公女之词:“睹卿半面,长系梦魂,不图玉人,奄然物

化。 今近在咫尺,而邈若河山,恨如何也!冶 [7]429所谓

“玉人冶,古人常指容貌美丽的女子。 语出《世说新

语·容止》:“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

好,时人以为‘玉人爷。 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

上行,光映照人。爷冶 [2]612此外《晋书·卫玠传》:“玠
字叔宝。 年五岁,风神秀异……总角乘羊车入市,见
者皆以为玉人,观之者倾都。冶 [19] 所谓“今近在咫

尺,而邈若河山冶,意谓生与死之间遥远得如隔山

河。 邈,遥远,这里并非指男女两者空间距离大,而
是对人天永隔的浩叹。 语出《世说新语·伤逝》:
“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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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近,邈若山河。冶 [2]637小说中的几句祝词竟然两用

《世说新语》中文字,可见作者对刘义庆文学才能的

心仪。
卷二《庚娘》是一篇讲述奇女子复仇的故事,其

篇后“异史氏曰冶有评:“谁谓女子遂不可比踪彦云

也!冶 [7]566所谓“比踪彦云冶,意谓女子也可与英杰之

士相提并论。 语出《世说新语·贤媛》:“王公渊娶

诸葛诞女,入室,言语始交,王谓妇曰:‘新妇神色卑

下,殊不似公休。爷妇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
令妇人比踪英杰!爷冶 [2]677 按新妇之父诸葛诞,字公

休,三国魏司空,曾养死士数千,甚得人心,后因造反

被杀。 《三国志》卷二八有传。 王公渊之父王凌,字
彦云,三国魏太尉,因反抗司马懿专权,为司马氏所

逼,饮药自杀死。 《三国志》卷二八有传。 新婚夫妇

各以对方英名卓著的父亲为楷模要求对方能绍其家

声,或为闺中戏语,蒲松龄用为典故,凸显了庚娘巾

帼英雄的气概。
卷二《胡氏》:“在门墙之幼子,年十五矣,愿得

坦腹床下。 不知有相若者否?冶 [7]443 卷六《陈锡九》
篇后“异史氏曰冶有云:“某贵官,吾东床也。冶 [7]1703

所谓“坦腹冶或“东床冶,为“当女婿冶或“女婿冶之代

称,皆用晋代王羲之东床坦腹的故事。 事见《世说

新语·雅量》:“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
求女婿。 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爷门生

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

矜持。 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爷 郗公

云:‘正此好!爷访之,乃是逸少(王羲之),因嫁女与

焉。冶 [2]362与上举“比踪彦云冶例相较,这一典故更为

古人诗文中所常用。
卷三《辛十四娘》中冯生对辛叟有言曰:“窃不

自揣,愿以镜台自献。冶 [7] 801所谓“镜台自献冶,意谓

为自己做媒求婚。 镜台,即上面装有镜子的梳妆台。
语出《世说新语·假谲》:“温公丧妇。 从姑刘氏,家
值乱离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属公觅婚。 公

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难得,但如峤比云何?爷姑

云:‘丧败之馀,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馀年,何敢希汝

比?爷却后少日,公报姑云:‘已觅得婚处,门地粗可,
婿身名宦,尽不减峤。爷因下玉镜台一枚。 姑大喜。
既婚,交礼,女以手披纱扇,抚掌大笑曰:‘我固疑是

老奴,果如所卜!爷冶 [2]857这一典故虽不常用,但并不

生僻。
卷四《绛妃》:“寻帷下榻,反同入幕之宾;排闼

登堂,竟作翻书之客。冶 [7]1112所谓“入幕之宾冶,即能

参与机密的幕僚,这里形容狂风毫无拘束地擅自闯

入主人的内室。 语出《世说新语·雅量》:“桓宣武

与郗超议芟夷朝臣,条牒既定,其夜同宿。 明晨起,
呼谢安、王坦之入,掷疏示之。 郗犹在帐内。 谢都无

言,王直掷还,云:‘多!爷宣武取笔欲除,郗不觉窃从

帐中与宣武言。 谢含笑曰: ‘ 郗生可谓入幕宾

也。爷冶 [2]368此事又见《晋书·郗超传》,但远不如《世
说新语》记述生动。 “入幕冶两字看似平易,实则双

关,蒲松龄径用为典,增添了行文的妙趣。
卷五《八大王》:“山公之倒其接,彭泽之漉以葛

巾。冶 [7]1303,前句所谓“倒其接冶,用晋人山简事以凸

显仕宦者饮酒后的旷达。 山公, 即山简 ( 253—
312),字季伦,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人,以
征南将军镇守襄阳,好酒,喜游山水。 《世说新语·
任诞》:“山季伦为荆州,时出酣畅。 人为之歌曰:
‘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 日莫倒载归,茗艼无所

知。 复能乘骏马,倒箸白接篱。 举手问葛彊,何如并

州儿?爷 高 阳 池 在 襄 阳。 彊 是 其 爱 将, 并 州 人

也。冶 [2]738《晋书·山简传》亦载此事,文字小有出

入。 白接篱,或作“白接冶,当时谓以白鹭羽为饰的

帽子。
卷六《吕无病》叙述山中女子吕无病向洛阳孙

公子自荐之语: “慕公子世家名士,愿为康成文

婢。冶 [7]1634所谓“康成文婢冶,即郑玄家婢,古人常谓

知书的婢仆。 康成,东汉郑玄字。 事见《世说新语

·文学》:“郑玄家奴婢皆读书。 尝使一婢,不称旨,
将挞之。 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泥中。 须臾,复有

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爷答曰:‘薄言往愬,逢
彼之怒。爷冶 [2]193按:“胡为乎泥中冶,语本《诗·邶风

·式微》“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冶 [20] 22;“薄言往愬,
逢彼之怒冶,语本《诗·邶风·柏舟》 “亦有兄弟,不
可以据。 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冶 [20]15。 汉代经学家郑

玄家的两位婢女日常对话全用《诗经》中成句,且切

合当时情境,可见风雅。 小说中吕无病以“康成文

婢冶自喻,仅用四字即显示了这位其貌不扬女子谈

吐风雅的聪慧,蒲松龄在人物对话中使事用典的巧

妙可见一斑。
卷六《凤仙》:“但南阳三葛,君得其龙,区区者

又何足道!冶 [7]1725所谓“南阳三葛,君得其龙冶,意谓

皮氏八仙、水仙、凤仙三姊妹中,刘赤水娶了最美丽

的凤仙。 南阳三葛,即三国时南阳诸葛瑾、诸葛亮、
诸葛诞兄弟三人,皆有名于时。 事见《世说新语·
品藻》:“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

国。 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 诞在

魏,与夏侯玄齐名;瑾在吴,吴朝服其弘量。冶 [2]503鄄504

至于诸葛亮,属于古今妇孺皆知的三国著名人物,小
说从侧面渲染凤仙之美并为三姊妹之冠,正可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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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功倍之效。
卷六《折狱二则》篇后“异史氏曰冶有云:“方宰

淄时,松裁弱冠,过蒙器许,而驽钝不才,竟以不舞之

鹤为羊公辱。冶 [7]1828后一句意谓因为自己无能,未能

科举得意,致使曾经称赏自己的前县令费祎祉名声

受损。 这番自我调侃之语,透露出作者一种怀才不

遇的无奈。 所谓“不舞之鹤冶,事见《世说新语·排

调》:“刘遵祖少为殷中军所知,称之于庾公。 庾公

甚忻然,便取为佐。 既见,坐之独榻上与语。 刘尔日

殊不称,庾小失望,遂名之为‘羊公鹤爷。 昔羊叔子

有鹤善舞,尝向客称之。 客试使驱来,氃氋而不肯

舞,故称比之。冶 [2]812蒲松龄用此故事为自己场屋不

得志解嘲,文字灵动又不失身份。
卷六《杨大洪》篇后“异史氏曰冶云:“公生为河

岳,没为日星,何必长生乃为不死哉! 或以未能免

俗,不作天仙,因而为公悼惜。 余谓天上多一仙人,
不如世上多一圣贤,解者必不议予说之傎也。冶 [7]1835

所谓“未能免俗冶,意谓未能免于俗例或常情,这里

专指小说中有关明代杨涟乡试得中之前汲汲于功名

的描写。 《世说新语·任诞》:“阮仲容、步兵居道

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 七月七日,北阮

盛晒衣,皆纱罗锦绮。 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

庭。 人 或 怪 之, 答 曰: ‘ 未 能 免 俗, 聊 复 尔

耳。爷冶 [2]732鄄733蒲松龄反用这一典故,愈加凸显人物

性情之真,表彰了杨涟为人臣的一腔忠义之情。
卷七《胭脂》中的判词有云:“求浆值酒,妄思偷

韩掾之香。冶 [7]1993意谓毛大本欲挑逗王氏,却因之进

一步萌生骗奸胭脂的妄想。 所谓“求浆值酒冶,即
“乞浆得酒冶,比喻所得超过愿望,语出唐刘知几《史
通·书志》,这里不作辨析。 所谓“偷韩掾之香冶,意
谓冒充他人以求私通于女。 事见《世说新语·惑

溺》:“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 充每聚会,贾女

于青琐中看,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 后婢

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 寿闻之心动,遂请

婢潜修音问。 及期往宿。 寿跷捷绝人,逾墙而入,家
中莫知。 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 后

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箸人,则历

月不歇。 充计武帝唯赐己及陈骞,馀家无此香,疑寿

与女通,而垣墙重密,门阁急峻,何由得尔? 乃托言

有盗,令人修墙。 使反,曰:‘其馀无异,唯东北角如

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逾。爷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
即以状对。 充秘之,以女妻寿。冶 [2]921古代官场判词

多用骈文书写,讲究用典,作者在此反用韩寿偷香的

故事,有调侃意味,读来令人捧腹。
卷七《青蛙神》: “薛昆生,吾婿也,何得近禁

脔。冶 [7]2118所谓“禁脔冶,比喻珍美的、独自占有而不

容别人分享、染指的东西,常用以称帝王女婿。 语出

《世说新语·排调》:“孝武属王珣求女婿,曰:‘王
敦、桓温,磊砢之流,既不可复得,且小如意,亦好豫

人家事,酷非所须。 正如真长、子敬比,最佳。爷珣举

谢混。 后袁山松欲拟谢婚,王曰:‘卿莫近禁脔。爷冶
余嘉锡笺疏引李详云:“详案:《晋书·谢安传》附谢

混载此语云:‘元帝始镇建业,公私窘罄,每得一豚,
以为珍膳。 项上一脔尤美,辄以荐帝。 群下未尝敢

食,于时呼为禁脔。 故珣因以为戏。爷冶 [2]820 “禁脔冶
两字出自小说中妄自尊大的蛙神之口,极为传神。

卷八《李象先》篇后“异史氏曰冶有云:“象先学

问渊博,海岱之清士。冶 [7]2436 海岱,古人称今山东省

渤海至泰山之间的地带。 所谓“海岱之清士冶,即山

东青州一带的高洁之士。 《世说新语·赏誉》:“庾
公为护军,属桓廷尉觅一佳吏,乃经年。 桓后遇见徐

宁而知之,遂致于庾公曰:‘人所应有,其不必有;人
所应无, 己不必无, 真海岱清士。爷冶 [2]459 李焕章

(1614—1692),字象先,幼颖悟,博极群书。 明诸

生,入清,不应科举,是明末清初一位具有遗民心态

的读书人。 蒲松龄用典,以“海岱之清士冶比喻李焕

章,堪称选择有方,恰如其分。
四、炼字取词

《聊斋志异》借鉴《世说新语》,使事用典必须依

托相关故事方能完成对小说文本的解读;炼字取词

则主要表现于蒲松龄在小说修辞技巧上所下的功

夫,而修辞是以追求小说文字的清新灵动为目的的。
卷一《偷桃》描写作剧艺人假意劝导其子援绳

登天偷桃,有“父又强呜拍之冶的描写。[7]48所谓“呜
拍冶,即形容哄劝小儿的声音与动作。 呜,口中发声

以抚慰孩子。 卷二《口技》:“呜之不睡,定要从娘子

来。冶 [7]392所谓“呜之冶,即口中发声以抚慰孩子,或
谓亲吻孩子。 上举两例皆语出《世说新语·惑溺》:
“乳母抱儿在中庭,儿见(贾)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

呜之。冶余嘉锡笺疏附周祖谟曰:“‘呜之爷者,亲之

也。冶 [2]918鄄919“呜拍冶或“呜之冶并非蒲松龄所独创,仅
是取资 《世说新语》 而已,信手拈来居然也妙趣

横生。
卷一《画皮》:“我固怜之,鬼子乃敢尔。冶 [7]178卷

三《捉鬼射狐》:“公起,叱曰:‘何物鬼魅敢尔!爷裸裼

下榻,欲就捉之。冶 [7]827卷四《小谢》:“生骤起,叱曰:
‘鬼物敢尔!爷二女骇奔而散。冶 [7]1159无论“鬼子乃敢

尔冶“鬼魅敢尔冶还是“鬼物敢尔冶,皆为带有威胁性

的反诘之语,意谓哪个鬼东西敢如此欺负或作弄人。
语出《世说新语·方正》:“士衡(陆机)正色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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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爷冶 [2]299蒲松龄

对《世说新语》的这一反诘句式情有独钟,因而屡次

借鉴于小说人物对话中,用来增加文字的情感色彩。
所谓“鬼子冶,属詈词,犹言鬼东西,是六朝人表示憎

恶的口语,蒲松龄将这一口语单独借鉴于小说,也有

画龙点睛的妙趣。 如卷三《赌符》篇后“异史氏曰冶
有云:“左觑人而右顾己,望穿鬼子之睛。冶 [7]621对农

村赌徒以“鬼子冶相称,憎恶之情溢于言表。 《聊斋

志异》中称“鬼子冶,有时还意在双关,如卷七《席方

平》: “鬼子胡为者! 我性耐刀锯, 不耐挞楚。冶
[7]1954既点明地狱鬼卒的身份,又属人间詈语,愤激

之情灼然可见。 此外“何物冶,即问语“什么冶或“哪
一个冶,也属六朝人常用语。 《世说新语·雅量》:
“潮水至,沈令起彷徨,问:‘牛屋下是何物人?爷冶
[2]359“何物冶两字,《聊斋志异》也常用在人物对话

中,如卷二《汪士秀》:“何物生人,败我清兴!冶 [7]542

与上述“何物冶性质近似的“可儿冶一词,蒲松龄

也屡次用于小说中。 如卷二《巧娘》:“惜可儿此处

阙然。冶 [7]380卷五《沂水秀才》:“狐子可儿,雅态可

想。冶 [7]1352卷八《嘉平公子》篇后“异史氏曰冶有云:
“温 姬 可 儿! 翩 翩 公 子, 何 乃 苛 其 中 之 所 有

哉!冶 [7]2297所谓“可儿冶,即对可爱的人的昵称,晋人

语与“可人冶相通。 语出《世说新语·赏誉》:“桓温

行经王敦墓边过,望之云:‘可儿! 可儿!爷冶 [2]466

卷二 《 白 于 玉 》: “ 冷 如 鬼 手 馨, 强 来 捉 人

臂。冶 [7]498所谓“冷如鬼手馨冶,意谓手凉似鬼,硬来

抓人胳膊,这也是六朝人常用语。 《世说新语·忿

狷》:“王司州(王胡之)尝乘雪往王螭(王恬)许。
司州言气少有牾逆于螭,便作色不夷。 司州觉恶,便
舆床就之,持其臂曰:‘汝讵复足与老兄计?爷螭拨其

手曰:‘冷如鬼手馨,强来捉人臂。爷冶 [2]887 馨,语助

词,犹今“般冶“样冶。 “鬼手馨冶作为六朝人语,蒲松

龄特意用于小说人物对话中,以求生动的效果。
《世说新语》中一些较为独特的用语,常成为蒲

松龄有意效法的对象。 卷三《翩翩》:“花城既去,惧
贻诮责,女卒晤对如平时。冶 [7]644卷七《阿纤》:“父兄

辄相 诮 责, 不 得 已, 以 重 金 买 妾, 然 思 阿 纤 不

衰。冶 [7]2007所谓“诮责冶,即责备的意思。 《世说新语

·轻诋》“王丞相轻蔡公冶一则,刘孝标注引南朝宋

虞通之《妒记》:“时有妍妙,皆加诮责。冶 [2]829再如卷

三《田七郎》:“一李应,最拗拙,每因细事与公子裂

眼争,武恒怒之。冶 [7]694 所谓“裂眼争冶,谓极其愤怒

状态下的相争;裂眼,犹裂眦,谓因发怒而眼睛睁得

极大,眼眶似要裂开,形容极其愤怒的神态。 语出

《世说新语·品藻》:“王右军问许玄度:‘卿自言何

如安石?爷许未答,王因曰:‘安石故相为雄,阿万当

裂眼争邪?爷冶 [2]529鄄530 又如卷五《邵女》:“但女奉侍

谨,无可蹈瑕,或薄施呵谴,女惟顺受。冶 [7]1322 卷七

《云萝公主》:“后成进士,夫人犹呵谴之。冶 [7]1859所

谓“呵谴冶,即斥责之意。 语出《世说新语·尤悔》:
“小人引船,或迟或速……撞人触岸。 公初不呵谴。
人谓公常无嗔喜。冶 [2]904诸如此类的修辞手法,以下

再列举数例,以说明《世说新语》在蒲松龄小说创作

中炼字取词的作用不可小觑。
卷四《狐梦》: “毕为人坦直,胸无宿物,微泄

之。冶 [7]935所谓“胸无宿物冶,比喻人性格坦直,无城

府。 宿物,存留之物。 语出《世说新语·赏誉》:“谢
仁祖云:‘庾赤玉胸中无宿物。爷冶 [2]471

卷四 《 跳 神 》: “ 室 中 诸 女 子, 凛 然 愕 顾

曰……冶 [7]1135所谓“凛然冶,表示敬重或惊恐的神态。
语出《世说新语·轻诋》:“济先略无子侄之敬,既闻

其言,不觉凛然,心形俱肃。冶 [2]428

卷五《八大王》篇后“异史氏曰冶有云:“甚有狂

药下,客气粗;努石棱,磔鬡须。冶 [7]1304 所谓 “努石

棱冶,形容醉酒者怒目瞪眼。 石棱,石头的棱角,这
里比喻眼眶。 语出《世说新语·容止》:“刘尹道桓

公:鬓如反猬皮,眉如紫石棱,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

一流人。冶 [2]620

卷五《宦娘》:“君之业,妾思过半矣,但未尽其

神理,请为妾再鼓之。冶 [7]1464所谓“神理冶,即精神理

致。 《世说新语·言语》“晋武帝每饷山涛冶,刘孝标

注引《谢车骑家传》:“(谢)玄字幼度,镇西奕第三子

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冶 [2]137

卷五《钟生》: “则母病绵惙,下丹药,渐就痊

可。冶 [7]1535所谓“绵惙冶,即病情沉重,气息仅存。 语

出《世说新语·德行》:“刘尹在郡,临终绵惙,闻阁

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爷冶 [2]35

卷六《崔猛》: “妻惊挽之,绝裾而去,自首于

庭。冶 [7]1659卷七《申氏》:“绝裾而去。冶 [7]2069 所谓“绝
裾冶,言断去衣襟,表示去意坚决。 裾,衣服的前后

襟,亦泛指衣服的前后部分。 语出《世说新语·尤

悔》:“温公初受刘司空使劝进,母崔氏固驻之,峤绝

裾而去。冶 [2]902

卷六《丐仙》:“居人恐其死,日一饴之。冶 [7]1743

所谓“饴冶,同“饲冶,即拿食物给人吃。 语出《世说新

语·德行》:“郗公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

以公名德,传共饴之。冶 [2]24

卷六《丐仙》:“见有高门,口圆如井,入则光明

似昼,阶路皆苍石砌成,滑洁无纤翳。冶 [7]1746所谓

“纤翳冶,即微小的障蔽,这里指尘土。 语出《世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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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语》:“司马太傅斋中夜坐,于时天月明净,都
无纤翳。冶 [2]150

卷六《爱奴》:“未几,设筵,备极丰美,而行酒下

食,皆以婢媪。冶 [7]1749所谓“行酒冶,即依次斟酒;所谓

“下食冶,即准备食物。 语出《世说新语·德行》:“陈
太丘诣荀朗陵……既至,荀使叔慈应门,慈明行酒,
馀六龙下食。冶 [2]7

卷六《绩女》:“使作丈夫,当为情死。冶 [7]1790 所

谓“情死冶,即伤心而死。 这里谓因情爱而死。 语出

《世说新语·任诞》:“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
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爷冶 [2]764

卷八 《寄生》: “积数日, 鸡骨支床, 较前尤

甚。冶 [7]2363所谓“鸡骨支床冶,比喻身体瘦弱。 语出

《世说新语·德行》:“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具以

孝称。 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冶 [2]19

《聊斋志异》借鉴《世说新语》语词,其来源或有

更早的出处,而《世说新语》仅起到“摆渡冶的作用。
如卷三《毛狐》篇后“异史氏曰冶有云:“信因果者,必
不以我言为河汉也。冶 [7]639 所谓“河汉冶,即银河,常
用来比喻言论迂阔荒诞、不切实际。 语出《庄子·
逍遥游》:“肩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

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爷冶唐

成玄英疏:“犹如上天河汉,迢递清高,寻其源流,略
无穷极也。冶 [21] 意谓不相信或忽视 (某人的话)。
《世说新语·言语》:“谢公云:‘贤圣去人,其间亦

迩。爷子侄未之许。 公叹曰:‘若郗超闻此语,必不至

河汉。爷冶 [2]135鄄136蒲松龄熟悉《庄子》,曾有《庄列选

略》之作,然而《毛狐》的“河汉冶取义,当径取自《世
说新语》无疑。

《聊斋志异》中虚构人物的取名,甚至也得到《世
说新语》的启发。 如卷三《狐谐》:“龙王下诏求直谏,
鳖也‘得言爷,龟也‘得言爷。冶 [7]747所谓“得言冶,即获得

讲话的机会;“孙得言冶则是小说的虚构人名。 语出

《世说新语·方正》“文帝兄弟每造其门冶,刘孝标注

引《楚国先贤传》:“魏武弱冠,屡造其门,值宾客猥

积,不能得言。冶 [2]279鄄280这里以“得言冶谐音孙之名,笑
骂其为“鳖冶与“龟冶,足见狐女之诙谐幽默。

《聊斋志异》中的名物或也与《世说新语》有关

联。 如卷七 《仇大娘》:“禄解复衣,分数金,嘱令

归。冶 [7]2024所谓“复衣冶,即有衣里,内可装入棉絮的

衣服。 《世说新语·夙惠》:“晋孝武年十二,时冬

天,昼日不箸复衣,但箸单练衫五六重,夜则累

茵褥。冶 [2]593

《聊斋志异》中某些动词的使用有意模仿六朝

人,也可以在《世说新语》等文献中找到例证。 卷四

《小谢》: “山荆陋劣,何足以方君妹?冶 [7]1165所谓

“方冶,即对比的意思。 《世说新语·企羡》:“王右军

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
甚有欣色。冶 [2]631又《晋书·王湛传》:“时人谓湛上

方山涛不足,下比魏舒有馀。冶 [22] 卷五《细柳》:“一
日,请诸母,将从诸贾入洛。冶“福立刻而发,比入洛,
则弟被逮已三日矣。冶 [7]1512鄄1514 所谓“入洛冶,小说中

前后凡两见,不用“至洛冶或“之洛冶,原因即在于“入
洛冶并不成词的特殊情韵义。 《世说新语·言语》:
“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冶 [2]79 《世说新

语·品藻 》: “ 刘 令 言 始 入 洛, 见 诸 名 士 而 叹

曰……冶 [2]508《世说新语·任诞》:“贺司空入洛赴

命,为太孙舍人,经吴阊门,在船中弹琴。 张季鹰本

不相识,先在金阊亭,闻弦甚清,下船就贺,因共语,
便大相知说。 问贺:‘卿欲何之?爷贺曰:‘入洛赴命,
正尔进路。爷张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载。爷便与

贺同发。 初不告家,家追问,乃知。冶 [2]740鄄741 《世说新

语·简傲》:“陆士衡初入洛,咨张公所宜诣。冶 [2]770

《世说新语·轻诋》: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

境。冶 [2]834《世说新语·汰侈》: “极晚发,争入洛

城。冶 [2]880在《世说新语》中,“入洛冶两字凡七见。 此

外,“入洛冶一词在《文选》乃至《全唐诗》中屡见,并
与西晋文学家陆机、陆云兄弟发生关联,《晋书·张

载传》后“史臣曰冶有云:“洎乎二陆入洛,三张减价。
考核遗文,非徒语也。冶 [23] 从上述可知,蒲松龄对小

说语言的加意锤炼,堪称细致入微,这正是《聊斋志

异》在文言小说中戛戛独造的重要因素之一。
《世说新语》中的一些语词,在后世流传中或保

持原貌,或稍有变异,已然成为常用语,甚而至现代

不废。 如“君家尊冶 “杖头钱冶 “高自标持冶 “青盼冶
(或“青睐冶)“手谈冶“阿堵物冶“自惭形秽冶 “管中窥

豹,时见一斑冶 “捉刀冶 “卿卿冶,等等,也时时见于

《聊斋志异》中,不胜枚举,本文因篇幅所限,恕不

赘言。
总之,《聊斋志异》的创作借鉴《世说新语》所在

多有,这是一个值得今天的小说研究者瞩目并进一

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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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u Songling謖s Reference to Shi Shuo Xin Yu in Liao Zhai Zhi Yi

ZHAO Botao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In writing Liao Zhai Zhi Yi, Pu Songling learned a lot from the ancient classics, the poems and articles of his predecessors.
He not only drew materials from them, but also used their words, sentences and allusions in plot development, dialogues and even "
Yishishi comments" . This is not only indispensable for setting off the charm of the novel and creating a certain artistic conception, but
also adds the rhetoric and narrative elegance of classic Chinese. Pu Songling liked and imitated the literary writing of Shi Shuo Xin Yu,
a novel written by Liu Yiqing in Song (420AD-479AD) of Southern Dynasties(420AD-589AD),which highlights the charming life
style of the celebritie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He referred toit in four aspects: learning its spirit instead of form, borrowing the
meaning of its expressions, using its allusions, borrowing its words. This shows Pu Songling謖s originality and uniqueness. Classifying
and analyzing these aspects is of great help to discuss Pu Songling謖s creation method and conception process.
Key words: Liao Zhai Zhi Yi; Shi Shuo Xin Yu; rhetoric;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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