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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异闻录》

内容概要

很久很久以前，西南某个边陲小镇有一个可怕的传说。相传，只要集齐一百个人的头骨，研磨成灰，
制成一把如玉石般滑润剔透的笛子，这把人骨笛子便有了摄取魂魄的力量。再用死者至亲之人的人皮
制成骷髅鼓，骨笛摄魂，人皮鼓封魂，集齐一百个灵魂后，死者便可起死回生。某旅店店主听信了这
个传说 ，为了复活死去多年的小女儿，不惜暗中设计前来投宿的旅客，剔骨取魂。哪知，更加可怕的
事情发生了⋯⋯人骨笛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恐怖的笛声之下，到底有着怎样曲折离奇的故事？旅店
店主能否得偿所愿，成功复活牵挂多年的爱女？
一群土匪被困在一片深山老林中，焦头烂额之际，大雾弥漫的小溪中忽然出现了一双细嫩白皙的小脚
。虽不见主人的面貌，但是所有人都断定，在小溪里洗脚的肯定是个绝世美人。等众土匪走到跟前时
，美人早已不见了踪影，只剩下两截白桦树的树根⋯⋯
多年前，一个郑氏小生恋上了一位财主家的千金小姐。为了得到小姐，郑生买下一个被冤死的女囚犯
的心头血，再将一枚红枣浸泡于血中，十四天后，剥肉留核，再将枣核浸入烈酒之中，取出枣核儿后
，刻上纹饰，最后将枣核封入红油伞的伞柄和伞头的交接处⋯⋯据说，用古法制成的油伞一共要经历
八十六道工序，比现在多了整整十四道。那十四道工序被称为“入神”，入神后的油纸伞可以辟邪、
消灾⋯⋯郑生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是否能如愿以偿，跟小姐长相厮守？红油伞的传说背后，还有多少
耸人听闻的秘密？
《中国异闻录》系列，讲述中国本土最为古老的民间故事，最离奇的秘法禁忌，最妖娆的本土传奇！
编辑推荐：
1. 百万读者盛赞！口碑系列作品《泰国/日本/印度/韩国异闻录》后，《中国异闻录》盛大回归，蛰伏
一年，破茧而生！
2. 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三皇五帝⋯⋯多次朝代更迭，五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更古老！
降神招魂、符咒秘法、堪舆相术、五行八卦⋯⋯精妙绝伦、博大精深，更神秘！回归本土，讲述自己
身边的奇闻诡事，更地道！正在国内发生的灵异故事，震撼上演！
3. 原班人马，匠心打造！原汁原味，离奇诡异！数度修订，字字珠玑！
4. 超级畅销书作家天下霸唱、大力金刚掌、蜘蛛、贰十三诚挚推荐！
5. 招魂骨笛、剪纸巫术、中元鬼节、封魂油伞、江南鬼戏⋯⋯每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都流传着神秘
诡异的奇闻异事！
6.同名网剧火热筹备中，精彩升级！！！荧幕再现，感受千年古国的传奇魅力！
推荐阅读：
博采雅集惊魂记异域密码系列：
《泰国异闻录》《日本异闻录》《印尼异闻录》《韩国异闻录》
媒体评论：
★书里写的虽然是鬼神之事，却不只是单纯地追求灵异惊悚的效果，作者为故事注入了历史的厚重感
和文化底蕴，真正赋予了它们灵魂。
——《鬼吹灯》作者 天下霸唱
★泰国大名鼎鼎的鬼妻娜娜、双头蛇神；韩国民间流传的九尾妖狐的恐怖故事；日本的百鬼夜行和阴
阳师；印度诡异古老的湿婆神传说⋯⋯这一个系列小说，完全满足了我对异域神秘文化的所有好奇。
——《十宗罪》作者 蜘蛛
★干净利落的文风，跌宕起伏的情节，凄美幽怨的故事，真正称得上是异国版的《聊斋志异》。
——《虫图腾》作者 闫志祥
★这一系列小说，以各国的民间传说为基础，为读者再现了不一样的异域风情。写的虽是鬼神灵异之
事，却直指人心，寓意深远。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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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异闻录》

作者简介

桐木，原名付婷婷，吉林人，天涯社区莲蓬鬼话人气作家，擅于搜罗民间志异和乡野怪谈，对中国传
统文化颇有研究。由于出生和成长地均在北方，作者对东北地区广袤而神秘的深山老林里的诡异传说
如数家珍，笔下故事诡谲猎奇，布局精巧，处处体现其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写作技巧。主要出版著
作有《诡事辑录》《古饰物语》等，得到了无数读者和作家的高度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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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故事非常好看，人设也符合逻辑。异闻，真诡异！
2、中华文化在民间的缩影
3、书里的每一个故事，都和我们的传统道德息息相关，几乎每一个故事都是作者道德观念的抒发和
总结，看得出来，作者对于不干伤天害理，不为非作歹这些基本道德理念是有原则性的坚持，这从每
一个故事的主角身上都有所体现，他们无一不是因为心思还算纯良而躲过一劫，而心术不正最终必然
害人害己，自食其果。
4、中国的这些奇闻逸事还蛮有趣的。
5、人性
6、喜欢红纸伞
7、故事还行。文笔就算了。
8、在手机的Irader已经付钱拜读过了，里面稀奇古怪的民俗以及神秘古老的故事都很不错，值得一看
，只是作者在故事的叙述上面再第一篇《井底的小脚美人》做的还比较好，后面故事的叙述就开始慢
慢没有那么细腻严谨了，让人感觉常常有交代不清楚的感觉
9、我真的是不适合看任何阴暗诡异的东西啊，觉得这一周的坏情绪多少受到这本书的影响，神奇的
是今天读完了天也出太阳了，真是不作死就不会死啊。
本书一般般吧，可取之处是融入了很多真实的传说、风俗，后面也比较有教育意义，看在这个份上给
三星吧。本书结尾没交代完，不知是疏忽还是作者准备写续集⋯⋯
10、异闻录系列中，写的最好的
11、总感觉没有结局或者是作者故意给人留下大量想象的空间，其中有几篇是很有意思的，不像鬼故
事那样突然给你一下子，灵异的故事还是有脉络的，可以吧
12、有点虎头蛇尾，很难过。
真的喜欢每一章的故事，但是作者只给了框架，结局只是草草收尾。
宁愿作者挑其中的一篇去写一本书，我也不愿意看短故事拼凑的书。
感觉有点看亏了。
不过也学到了如何巧妙的收尾。
很酷。
13、蓬莱鬼话，并不刺激
14、天涯论坛水平
15、两三个人的碎片化的故事，讲述中国民间灵异故事
16、怎么说，看书名觉得满高大上的，但是读完有些虎头蛇尾，多数是故事，让人特别好奇，得不到
解答非常难受。还有最可怕的是人心。
17、有点意思，就是没有结局几个意思？难道我买的假书？？？
18、喜欢异闻奇趣
19、只挖坑不填坑
20、主题挺吸引人 ，内容一般般
21、异闻总是吸引人
22、就像看聊斋志异，不错
23、三观很正，中国灵异小故事千奇百怪，引人入胜
24、搞不懂这书会这么高分，讲真，当鬼故事读都有些无聊，气氛的渲染基本没有，人物形象也很单
调，还有故事也站不住脚，倒像是大人拿来吓唬小孩子的胡编故事，读了一半，准备弃书。
25、故事挺好，写的太糙
26、在读中，这种小故事彼此之间有联系，又有各自的特色，当然比不上鬼吹灯，但和盗墓笔记差不
多吧
27、这本书总体还是不错的，有情节，有故事。不过多的赘述，简洁明了。有闲时间可以看看。
28、有些故事讲的挺好。
29、感觉写得很好，故事里透露出作者的三观很正，冤有头债有主，做了坏事一定会有报应，故事以
各种民间故事串联，不俗套，很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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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有道是：劝君莫作亏心事，举头三尺有神明。
31、感觉我看过 确实还不错的
32、文笔幼稚。略假。不是异闻录，只是一个套着异闻外衣的俗套小说。
33、好看刺激，一听就好看。
34、第一次看懸疑類小說看到想睡覺
35、每个故事都各有特色，就是最后故事像没有讲完，完成度欠缺。
36、没办法行万里路，就读万卷书吧。
37、看第一篇我还以为作者是无脑吹的呢，再看完发现与其他灵异故事比起来，散发着很多人性的光
辉。适合当睡前故事，好。
38、看完了，这结尾算什么啊？？还没写老金放没放人，逃没逃出林子，谢如秀的祖坟报告。。写到
最后谢如秀讲了个空肚子男孩的故事，这就叫完了？我还特意看了好几次目录确定。。一开始的井底
小脚美人还蛮好看引人入胜，后来的故事讲的越来越力不从心了，一个套一个却没讲出个所以然，哎
，幸好买的电子书，还是赠送券，不然真心划不来。。
39、国内航班读物，飞机上读鬼故事大概比较刺激会忘记耳朵疼，估计紧凑搭建过故事体系，百分之
七十都很精彩，最后有点烂尾略感失望⋯⋯
40、不可思议的传说，难能可贵的是以前听说的不可思议的传说在这都有了看似合理的解释！佩服作
者的洞察力与想象力！
41、一个一个怪力乱神的小故事，看完就忘了。
42、很精彩的故事。
43、看了几篇就弃了，实在看不下去，不好看。
44、治理乱鬼神的小故事，挺有意思的，故事与故事之间的串联笔法值得借鉴
45、午夜提神佳作
46、平淡的故事，见仁见智
47、感觉大部分故事都像没有写完的样子，好多疑点都没交待清楚。不过故事倒是很有传奇色彩。最
后也没有结局，总感觉要是写故事还是要完整一些才好。
48、年三十晚上被吓得不轻
49、看了一点点，有些毛毛的。看完了，特别有莲蓬鬼话的风格的小说。嗯，越回想越吓人的那种。
50、每个故事都很精彩，喜欢作者的写法，主旨明确，每个故事内容清晰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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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前四本日本异闻录泰国异闻录等虽然也很好看，但是没有这一部接地气，文笔也不如这一部细腻
。
2、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在文化上既有与其他民族的同质性又有独特性，而神鬼文化则是其中一
个典型的代表。不同民族各有自己的神鬼文化体系，这种独特的神鬼文化体系随着民族的发展逐渐得
到丰富或者是遗弃。得到丰富的被加入了很多时代性，得到遗弃的有可能在沉淀很久之后又重新焕发
出新的特质。《中国异闻录》中记录的此类故事无疑两类都有所呈现，这些故事在作者的笔下，采取
传统叙事方式与网络传播方式相结合的模式，向接触到它的人诉说着华夏文化体系中不可忽略的一部
分——神鬼文化。神鬼文化我们姑且可以认为是荒谬文化，但是任何一种文化无论是荒谬还是正统的
背后其实都是人们心理文化的一种呈现，它们呈现的只是人们处于不同文化阶段的心理而已。神鬼文
化体现的恰恰是人类早期的一种文化心理。由这种文化心理产生的神鬼文化，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时
代按说早应该被淘汰，事实却是它越来越壮大。我想，《中国异闻录》给出了这个壮大的原因，即是
所谓的神鬼文化只不过是人们心理文化的一种寄托。《中国异闻录》的叙述方式比较取巧，作者从自
己的奶奶说起，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成长历程，即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从老人那里听到这样那样
的故事。光是有奶奶不行，还得有一个媒介的存在，才能够让奶奶的影响伴随自己的终生——这种伴
随无疑是抽象化了的中国式神鬼文化的伴随。作者采用的媒介即是玉珠。玉，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很重
要的地位，它与神鬼文化结合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就与华夏文化融合在了一起。《中国异闻录》的故
事内容神秘但不惊悚，每一个故事后面都隐含着对人性的揭示、对善的宣传。这与中国神鬼文化的主
旨是一致的。“井底的小脚美人”以一种鬼文化的形式叙说了奉献社会对女性的戕害：小脚是对肉体
的戕害，诸多女人同嫁给一个男人是对她们精神的戕害，在这种双重的压迫下，在阴森森的大院里，
岂能不会产生一些从心里深处滋生的恐惧呢？这种恐惧被某些有心人利用，自然会产生一些不可解释
实则是人们心怀恐惧不敢去解释的故事。《中国异闻录》作者桐木这种不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深
谙中国神鬼文化内涵，进而采用自己的故事模式将其呈现出来的方式，可以作为当前神鬼小说一个楷
模存在。“六品叶山参”借助山参讲述了人性的贪婪、舍与得之间的挣扎。“空肚子的男孩”则是对
当社会上流行的器官买卖的谴责。“门神”则是对传统文化中对黄鼠狼敬畏的描写⋯⋯《中国异闻录
》中每一个故事都有自己独特的角度，这些独特的角度结合独特的故事，在主人公的穿针引线下，神
奇地结合在了一起，成就了《中国异闻录》。古往今来，从不缺乏和神鬼文化有关的故事，其内容想
必一个人穷其一生都无法阅读完，如何在诸多的神鬼文化中脱颖而出，如何在当前快餐文化中获得读
者的认同，《中国异闻录》显然做得比较好!既将传统文化叙事模式与时代特征结合在一起，注重故事
的内涵，挖掘每个读者童年的记忆与内心对神秘文化的向往、好奇，将诸多因子结合在一起，最终产
生一种为世人所喜爱的与神鬼有关的故事！
3、《中国异闻录》中的所谓奇闻异事，并不以阴暗血腥为目的，它并不是恐怖故事集，也不打算整
个鬼片专场来吓人，它的每个故事都围绕着一个或两个我们不曾听闻过的物品而来，故事因这些物品
而生，因这些物品的出现而活络起来。这本《中国异闻录》所记录的对象不再是远远超出我们认知范
围的牛鬼蛇神或仙侠鬼怪，这里的诡异无一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听闻过的，无法解释的异像，特别
让我们有情节代入感，因为我们不再把它当做鬼神故事一般对待，而是真实的现实故事。比如奶奶自
己的亲身经历的诡异事件，其中一部分现象已经解释为深宅大院的姬妾争宠的暗下毒手，但无法解释
的血色脚印和玉珠的来历扑朔迷离；比如关于鬼参因为吸收了阴魂的怨恨和天气的邪恶之气而滋生的
邪恶力量，映照的是关于人心正邪的对立选择；传说中拥有复活至爱之人能力的人骨笛和骷髅鼓，折
射的是关于亲情和天理的矛盾处理；更多的有关中元节的传说，鬼戏剧，诡异的爱情故事无一不贴近
我们的生活。作者在文中使用的较多是第三人称转述的叙述方式，这样会让读者有一种此刻坐在作者
对面，专心聆听作者讲一个好故事的画面感。第三人称更关注的就集中在了故事本身，这和主体经历
复述相比少了很多心理性描写，不过故事本身的精彩并不因此打了折扣。作者在文中的语言选择极为
谨慎，简洁有力地组织着故事情节，逻辑清楚地推动着故事发展。他的文字没有华丽的修饰，一如既
往的直截了当，阅读起来毫不费力。不得不说作者的每一个故事都像是一杯在嘴里留有余味的美酒，
他并不会完全将一个故事讲得十分透彻，总是在揭示个八九分的时候留下一些疑问让读者去自行想象
或思考，比如在奶奶这一章节中留下的疑问，为何奶奶在溺水之后能够生还，奶奶是否也是活死人了
？比如关于如何利用骷髅鼓施展复生术？比如鬼参何以驱动这种巨大的杀伤力？等等，这种写法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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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留白的余地更加深了故事的高深莫测和诡异氛围。他笔下的诡异而不
血腥，充满着魅影和畏惧，但从不无缘无故迫害他人，他的故事里面，仿佛让人体会到一种因果由己
的命定，或许还能让我们生出一种对于道德底线的敬畏和尊重。书里的每一个故事，都和我们的传统
道德息息相关，几乎每一个故事都是作者道德观念的抒发和总结，看得出来，作者对于不干伤天害理
，不为非作歹这些基本道德理念是有原则性的坚持，这从每一个故事的主角身上都有所体现，他们无
一不是因为心思还算纯良而躲过一劫，而心术不正最终必然害人害己，自食其果。
4、不同于恐怖小说，这是一本异闻录，讲的是关乎山野精怪的故事，却偏偏都离不开人和人心。有
道是，魑魅肚肠人如鬼，佛心一片鬼做人。《中国异闻录》以“我”的视角将作者由山林乡野搜集而
来的志异怪谈娓娓道来，有的是亲身经历的，有的是友人的过往，更有一路上从各地原住民处得来的
，或是规矩、或是讲究、或是禁忌、或是信仰⋯⋯全书十二章，似十二夜，每夜讲述一个夹杂人性、
鬼气、恩怨情仇的故事，每个故事之间并无甚关联，既能兴之所至一口气读完，也可以当做短篇故事
集在闲暇时翻看。也许有人会联想到《聊斋志异》，然《中国异闻录》中的故事并非久远缥缈的，相
反，故事中有青砖瓦房，也有手机汽车，有油伞骨笛，也有报纸电脑，与时代和生活的贴近让读者在
翻读这些文字时不知不觉产生了亲切感和代入感，少了年代的习俗的隔阂，自然能够更多的从故事中
读出故事内里的味道。第一夜讲的是那个时代司空见惯的事情，富家大院里女人的勾心斗角，鬼气森
森的老宅里追根究底不过是对情、爱、利、权贪婪的追逐。本以为第二章的故事该是接着第一章讲 “
我”手上串珠的来历，不曾想作者笔锋一转，时光跳回到当下，从驴友的口中我们看到了这个被转述
的，关于参的故事。比起大宅院里的斗争，人烟稀少的山林更能激发起人原始的兽性，这一则围绕着
人参鬼参的故事展示了赤裸裸的贪和恶，最终应了那句善恶到头终有报。白骨笛和红油伞里的引子也
极具吸引力，一是带有民族特色和神秘风情的人骨笛子，一是手工古法步步制成的红色油纸伞，在这
样不普通的事物后面隐藏的故事，细细看来也叫人感慨，物件本无好恶之分，端看炮制使用它们的人
心如何。而在鬼娘娘和门神里面，读者能看到更多人性善良美好的一面，纵使神鬼之说让人畏惧，倘
若这鬼怪精灵怀着仁慈之心，与人为善，便成了人所倚仗和尊敬的对象。作者通过十二个故事把人性
展示的淋漓尽致，故事结构完整，情节张弛有度，读民间故事、品风俗禁忌、看人情人性，读起来十
分过瘾，算不得是高台教化，却在故事里外都含着人心本该向善的寓意。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国度，
领域辽阔，伴着这些而生的自然是多样化的人文习俗，代代传承下来。经由时间洗礼打磨，这些异闻
是真是假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接触到那些特色的物件儿、风情，看清人心和鬼心。文｜团团
花哚 2016.10.09非经授权不得转载，转载授权可豆邮或联系fionado@qq.com
5、我就喜欢书里写的那个穷小子至死不渝地爱着那个小姐的故事！！！！！！小姐死了以后都没阻
止他对她的爱！！！不惜下墓陪伴她的尸体！！！！感人！又很刺激！又变态！！不能更赞！！！ 
6、对于恐怖题材类的小说，我可以算是比较喜欢的了，在以前上学的时候我就偷偷的买了那种两元
一本的鬼故事的书在上晚自习的时候偷偷看，有的时候看完在晚上放学回家的路上偶尔听到一两声猫
叫的时候，立马拔腿就跑，边跑边想起鬼故事里面的种种场景，就越发的感觉自己的背后有人跟着，
那种感觉真是既害怕又刺激。后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回头再看以前看过的那些鬼故事，例如女生宿舍
，咒怨等等，就开始觉得很多都经不住推敲，很多都太离奇以至于也就不敢到怎么害怕了，当然也就
没有什么阅读的兴趣了。前段时间我看了腾讯出的叫做“慎点”的几分钟短剧，里面也是讲述的恐怖
心跳类的微故事，感觉上学时看鬼故事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然后又开始对这些股市感兴趣了。今天
我看的这本书就是由桐木所著的《中国异闻录》，里面一共有十二个故事，每个故事独立一章。可以
说本书中的这些故事的篇幅和我以前看过的那些鬼故事相比，都可以算得上是小中篇的节奏了。本书
中的这些故事基本上都是作者根据北方的一些民俗传说编写的，由于我是南方人，所以这些故事到底
在当地是怎样的版本也不清楚，但是既然是小说，我们就不必当真，当真了估计就是自己吓自己了。
我在看着本书的这些故事发现，作者不仅仅只是用直白吓人的文字来渲染营造那种恐怖气氛，也注意
了使用悬念的手法。例如在“引子”中作者重点介绍了文中主人公‘我’的奶奶受伤的那颗玉珠，在
这里面没有什么恐怖的东西，但是那枚玉珠也为后文的情节埋下了伏笔。例如在第一章“井底的小脚
美人”里面就介绍了玉珠的来龙去脉，当然这个故事是以奶奶为亲历者来展开的，在这里面我就不介
绍情节了，只是我在看到当奶奶被推下荷花池时抓扯到了秦玉珠脖子上的玉珠后，在池子里跑了半个
多时辰，在身体都已经泡的有些胀的情况下还能像没事人一样，这已经有点不可思议了，但是我看到
这里的时候也只是简单归结为那枚玉珠的神奇作用，但是后面当大太太复活的真相揭开以及这枚玉珠
的来历被交代的清楚之后，我却感到了一阵深深的恐惧，那就是主人公的奶奶从池里里被人捞起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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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还是活人吗？或者说是不是像大太太一样也是活死人状态，或者是其他什么，这些都不得而知，关
键是后面还有主人公我的出现，这本身就比较诡异了。从上面我所讲的这些，我认为本书的这些故事
还是很有意思的。当然我建议那些想要需求刺激的人在午夜观看本书，那是极好不过的了。
7、《中国异闻录》是作者桐木写就的一本还算接地气的略微惊悚的鬼魂故事。这一个个的故事以书
中的一名年轻男子赵鄂所经历或听闻到其周围人讲述的信息慢慢展开。很多时候，一种文化的传播，
往往会寄托到某一物件上。如书籍传颂正向文化，古建筑，古玩传承了中华民族的艺术之形。而大部
分与鬼魂相关的传说，往往有一物件包含这段，或痴恨，或怨念，或不甘心而引发的感慨故事。不管
是寓意吉祥的玉珠还是神秘恐怖的白骨笛，红油伞，这些故事的背后都有一段令人哀叹的故事。“我
”手上戴着的一颗玉珠，是奶奶留下来的，而她得到这颗玉珠，竟也经历了一翻惊奇恐怖的的事件。
民国时期，深府大院里，奶奶的爹娶了几房姨太太。府里一位真正三寸金莲姨太太的死，以及随后出
现在井口上的小脚血印和陆续离奇死亡的小脚女人，扰乱了这座深宅里的安宁。而奶奶在这一次事件
中，逢凶化吉，得到了这颗神奇的，能保佑人平安的玉珠。一切的神鬼故事，大多有人为的成分。这
出闹剧，最终也揭示了富宅大院中的勾心斗角，人心贪念罢了。听名字就觉得惊悚的白骨笛，故事也
发生在一位网友去旅行途中，住宿一家旅店时，发现一架造势奇特，触感冰凉的鼓，还有半夜听到的
奇怪笛声。从旅店老板奇怪的行为，以及旅店旁人的解释中得知，这面骷髅鼓竟由人皮制成，而它的
背后又是一个凄凉悲惨的故事。至于白骨笛，传说是由女子的小腿骨制成，可以招人魂魄。这两样东
西合成一起，又能救回一人的生命。旅店老板因为女儿的死亡，一直寻思着奇门异法，想要救活女儿
。可是这在现代社会，他的事迹最终还是败露。所有的迷底被揭开，读者只叹这世间伤心难过事太多
。因为“我”暗恋的一名女子失踪，根据她最后留下的照片上的戏楼，“我”和朋友起程去追踪这件
事。在一个离杭州偏远的小镇，有着独特的风俗。每十年到镇上表演一次鬼戏的戏班，锦玉班来一次
，就会有一个孩子失踪。而这座戏楼，百机楼成为故事的发生地。而“我”在百机楼里找到的女孩与
她已经离世的同事，在当地人的帮助下，一段传说背后竟是又一个血淋淋的悲伤故事。戏班里的一对
师兄妹相爱，而受到阻挠的他们私奔后，最终他俩遭到了报复。而师兄为了救回孩子，必须带着魔鬼
面具演戏，以吸引小孩跟着他走，为了以命换命。这个神奇古怪的模式竟也流传了许多年。本书的奇
异故事每个听起来还挺合理，不会太夸张，淡淡如民间流传的小故事一般，没有太多惊悚与玄幻，如
普通的生活衍生而出的故事。这里很多故事，作者好像很喜欢用，晕过去了，昏过去了，应付危险。
好几个惊险的场合都是昏过去了，而故事的主角却安然无恙，真是光环保护啊。书名起的挺大气的，
但是并不是超级神奇惊心的故事，加之中途插入的硬性人物活动，又减弱了几分惊悚味道。总体来说
，情节不是太精练，但行文还是比较流畅。
8、中国有一句老话“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简单的一句话，说明一个道理，做事儿、做人都
要坦荡荡，不能做一些猫三狗四、道貌岸然的事情，否则，举头三尺有神明--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
回，不信抬头看，苍天绕过谁。《中国异闻录》的小故事们恰恰体现了这一点。《中国异闻录》的作
者，以一个个小故事，讲述着鬼神精怪对人心的拷问，这故事讲得诡谲猎奇，却不离一个“正”字，
让人读之津津有味，并有所感悟。鬼戏映照的是亲情的别离和爱情的愁绪，花马车讲述的其实是对桃
花源般生活的向往和拼死守护，人皮鼓虽为做恶的工具，却也能为心爱的女儿往生，黄皮子报仇也报
恩，讲述的是为善终有好报。。。书里的故事，“鬼话”背后总是在弥漫着一股“人性”，曲折离奇
里总离不开现实感。有些人说，我们的民族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无所畏惧便无所顾忌，无所信仰
便不受道德的审判、神鬼的裁决，其实不然，我们的文化土壤里，从来都不乏鬼神精怪的作品，古有
《山海经》、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刘安的《淮南子》、干宝《搜神记》、冯梦龙《三遂平妖传》
，为什么到今天，这一题材的作品还是能受到无数人的喜爱？因为这些故事，不仅仅是灵异，它披着
鬼神的外衣，像一面镜子，映射着人的内心。这些故事，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多做善事积福报，
切莫害人终害己。看完这本书，我想说的是，天道轮回，生生不息，世界之大，奇人异事层出不穷，
世界之小，守好本心结出善果。最后，对玉珠的来历作用还是没有交代，期待下一本能交代一下。
9、一系列异闻录中，这个是扛鼎之作，期待已久，终于出来了。
10、——评《中国异闻录》文/蓦烟如雪记得《六祖坛经》中曾有说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
动”，来表达风动，幡动都是境相，一切相由心生，一切虚幻，都是空的。反之，我们幼年常遇见长
辈说，掉米粒，会遭雷公打，而吓唬孩子会说，这里有鬼。其实，这大多是人的内心虚构，奇闻，是
会有，但是延伸到鬼魅，多是人云亦云，当然，在国外也不乏鬼魅，如典型吸血鬼，而中国就比较偏
爱僵尸或者狐狸精、蜘蛛精等等，当然多数妖怪被妖魔化，真正让妖怪成为一种可爱角色的要属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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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他笔下的妖怪多属善良，而今天看的《中国异闻录》并不能说，没有善良，它里面充斥着道德，
在基本人伦上，尤为明显。作者大多以第三人称来叙述故事，全书分为十二章，虽然不是环环相扣，
但每一个故事都会令人印象深刻。这本书不太血腥和《盗墓笔记》《鬼吹灯》比起来，还是比较中规
中矩，毕竟这是一本奇闻异事。而且这里的故事，并非以人物展开，而是以物诉人。第一章中，题目
讲述了井底的小脚美人，看这个题目，会想到井底下有鬼，可是在引子上，又叙述了那个不肯给予的
玉珠，再从玉珠之谜，去铺垫小脚美人的故事，可以说，开始的时候，吊了一个胃口。和一般的传说
不同，照着作者的叙述感，略微觉得这是真实性的故事，只是这个故事被人传成了鬼，第一章故事中
鬼魅并非是姨太太，而是旧院大宅，为了争宠的老梗，而作者奶奶掉入井中，也是被人陷害，那些诡
异出现的鞋子，也是人为所做，不过第一个故事有点不全，可能作者也不知道玉珠的来历，所以，在
最后也发出了一问，它到底是什么？似乎这未知的迷，需要读者自己去解读。而那些诡异的血色脚印
，在我看来，也是人为。不过，这本书里，我最渗人的，不是骷髅鼓，而是六品叶山参，好的人参是
吸取日月精华，而鬼参是吸取冤魂和邪恶之气，它散发腐烂的气味，能杀人无形，徐三当年遇见，把
鬼参放回原处，得以续命，而自己的子孙拿下来，找到了老参解读，而那句“心术不正者，皆为鬼”
道出了此篇的关键。这世道，心中无鬼者，甚少，但无鬼，心必坦荡荡。而白骨笛，最初会被那个摄
人心魄的骷髅鼓而惊吓，但如果看到后面才会发现，想尽办法杀人的旅店老板，只是一心想用复生术
来让女儿复活，再慢慢道出，那个多年前的故事，一环扣一环的路数，很是有味。但因为是第三人称
，故事多为叙述，少了人物内心的刻画，似乎略微有些单薄。不过，作者叙述还是比较干脆，鬼参反
应人心，而白骨笛和骷髅鼓，何尝不是人伦矛盾的显现。而中元节中，石材店老板和寿衣店老板，早
些年谋财害命，最后诡异死去，似乎也是一种善恶终有报的结果，而剪纸巫术、鬼娘娘、诅咒之地都
是以身边故事加以着色的。这本书既将传统文化和现今结合，让故事有了延伸，也抓住了每个读者对
鬼魅的好奇，不过作者有个好，不会把所有故事都说死，我很怕故事都说尽了，似乎已没有了想象空
间，而这本书，还是有的。前面井底的小脚美人中，大房明明死了，可为何还能活了生下孩子，而奶
奶溺水许久，为何还可以复活？这些都是未知。古人喜欢看风水看命理，这个东西，有的时候看个人
的信与不信。不过还是觉得，心怀善念，必然好事多。
11、一直喜欢光怪陆离的鬼怪故事，但是从没有当真 ，总觉得是迷信或者杜撰的传说。直到最近，父
亲请了一个风水先生回到老家看祖坟和几家亲戚房子的风水，很多细节风水先生说的相当准确，比如
指着一个亲戚的西房说，你们这个门框建的不对，住在这间屋的人会有灾，现在是不是正有事缠身？
确实，他家儿子前几年出了车祸，作为肇事者，赔偿了别人几十万。现在还是服刑期间。在另一家亲
戚家，指着一件房子说，住在这里的人难以成家，房子必须要改。果然，住在这间屋的是他们的儿子
，已经三十好几，却一直讨不上媳妇。而最神奇的还是在爷爷奶奶的祖坟前，烧着的纸钱不断旋转飞
舞，似乎是地下有知的爷爷奶奶给予的回应。当这种故事真正的发生在身边，不得不对另一个世界心
怀畏惧心理。《中国异闻录》正是集结了十二个鬼怪故事，不同于《盗墓笔记》、《鬼吹灯》等这种
长篇玄幻小说，《中国异闻录》更短小精悍，也更接地气，就像小时候我们每晚坐在奶奶身旁听她讲
述的一个又一个鬼故事，害怕的捂起了耳朵，却又怀着更大的好奇心想听下去。然而，在深夜读完这
本书后，并没有害怕的不敢上厕所。因为这本书中所传达的，是不管在人的世界还是在鬼怪的世界，
都通行的正能量——善良和爱。心存善念，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比如第二个故事《六品叶山参》中
的主人公徐三，被神算子张铁嘴算出24岁的死期，却通过克尽本心，多做善事，一次一次的改变了自
己的命运，为自己后半辈子积下了福报。而与他一起挖参的同伴，却一个一个遭遇不测，这就是贪婪
的下场。正如老参把头所说，“心术不正者，皆为鬼”。善业能感召善果，恶业也会感召恶果。第八
个故事《中元节》中，石材店老师傅和隔壁寿衣店老板王裁，多年前谋财害命，最终诡异的死去。正
所谓善恶终有回报，不论在何世何时，都是通行的真理！心中无鬼，自然无鬼。古人讲“天时地利人
和”，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天时不可改，地势不可选，唯有个人多修行，多做善事，才能掌握和改
变自己的命运。人鬼殊途，阴阳两膈，心中没有邪念，多做善事，必定能自求多福！
12、等了好久好久好久，终于出来了，哭晕
13、有段时间对灵异事件、远古传说、未解之谜这之类的故事很感兴趣。市面上类似的小说几乎都读
过了，还在网上搜索了很多，有时不禁想那些传说、那些未解的谜团，都是真实存在过的。这类的书
读的越多，要求也就越高，故事必须新奇而刺激，就像是真实发生过的一样。《中国异闻录》是近段
时间淘到的一本好书，红油伞、白骨笛、剪纸巫术等等民间鬼神传说，书中都有涉及，看似一个个毫
不相连的故事，最终组成一个大局，把那些遗失在历史长河里志怪故事，一一讲述。本书有三个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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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继承奶奶玉珠手链的我，本书的讲述者赵鄂，因移植眼角膜后能看到常人看不到东西的中二青年
富二代谢如秀，人生阅历丰富的檐下水猪。书里的故事有的是他们自己亲自经历过的，有的是发生在
祖辈父辈身上听来的，有的说共同历险过的，那些渐渐遗失在历史里的故事传说，在他们的讲述里、
经历中，又重新被人们知晓。每件事物的传说背后，都有一段故事，等待人们去发现。我国有着几千
年的文明历史，在五千年的时间里，肯定发生过很多奇闻异事，有些在今天看来是无稽之谈的传说，
在当时说不定就是真实发生过的，你可以不去相信，但不能否认他们的存在。人参是有灵性的，小时
候就听过关于它的传说。人参生长在东北长白山，年岁越多的人参越有灵性，它们可以自己移动。挖
参人进山前都要拜天地求保佑，挖到一颗就要停手不要贪得无厌。可你是否知道在长白山的密林里，
还有一种鬼参，它们不是吸食天地的灵气生长，而是依附吸食阴气。遇到这种参而你又辨别不出，把
它们挖出带走，会给自己带来性命之忧。江南小雨淅沥沥的下着，有美人拿一把红油伞立在雨中，宛
如一幅山水画。现在的油伞是用七十二道工序制成，古法却有八十六道工序。由八十六道工序制成的
雨伞可辟邪、消灾，少了的十四道工序，究竟是少了什么呢？本文记录者赵鄂有奶奶留下的玉珠手链
，隐藏着什么秘密吗？经过眼角膜手术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的谢如秀，眼睛为何会开始变红变痛
，他会再次失明吗？檐下水猪经历过那么多离奇的事，自身有什么秘密吗？所有谜题的答案，在书里
经过一个一个故事的讲述，终会揭开最终的面纱。《中国异闻录》，讲述中国本土的奇闻异事，不容
错过！
14、每个阶段，每个地方都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异闻传奇。而我手头的这部以悬疑定位的《中国异闻
录》更是将那些诡异，离奇的故事内容收罗汇总，自成一体地创作出一段耐人回味无穷的冒险阅读之
旅。正所谓书如其名。最初抱着好奇心的我在翻阅着《中国异闻录》时不知不觉地沉浸其中。这里分
享着的是好几个不同的悬疑故事。借由着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书中的内容着实让人叹为观止。哪
怕是我这个阅悬疑小说无数的“资深”读者。读着《中国异闻录》，我从最初的抱着猎奇的心理，到
了随后不可自拔地如痴如醉，最合卷刹那身不由己地意欲分享更多本土发生的诡异奇闻怪事。细细翻
看书目录，这部小说以十二个章节为段落倾力地讲述了十二个自成一体的诡异故事。借由着引子里我
关于奶奶手腕上的玉珠揭开了随后带来的各种荒诞诡异往事待人发掘-----也许正因为本就具有着十足
悬念的开篇气势震撼着读者，我想很多的人会和我一样迫不及待地想要抽茧剥丝寻觅其中的诡异异闻
了。井底的小脚美人，六品叶山参， 白骨笛，红油伞， 剪纸巫术------闻所未闻的章节篇名从各个角
度逐一分享着各个不同的异闻故事。虽然我明明知道这里的故事都是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但是作者
那入木三分的文笔功底却潜移默化地调动了我的视神经，更营建着那种似有若无的恐怖气氛。那种天
性使然的好奇心就此被激发得到达了极致。那种被其中的故事吸引着渴求找寻悬疑背后真相的冲动又
让身为读者的我总是迷离其中。不可否认，这部小说的创作和定位是相当地成功的。相较于以往我读
到的很多悬疑类作品读物，这里的故事内容很多的地方依托这民间本就有着的诡异物件作为引子进行
牵连。总是有种探奇之下的情不自禁。讲述着中国本土最为古老的民间故事，最离奇的秘法禁忌，最
妖娆的本土传奇------这也许就是本书最为亮眼的所在。事实上我个人还跟觉得故事里面的画外音同样
很是出彩。类似于《 六品叶山参》的尾声很是清晰明了地点明了“心术不正者皆为鬼。这世上的鬼太
多，想做个心中没有鬼的人，太难.” 这样的话语何尝不是一句相当耐人寻味的哲理呢！事实上书中
个每个章节故事都其实时时都有着这样的寓意等待着读者的发现。看的是那些惊悚离奇的异闻，但是
品的却是这些光怪陆离背后的隐藏深意。那种意犹未尽之下的含沙射影，那种猎奇寻觅之下的精彩亮
相，《中国异闻录》这部小说着实值得推荐给更多喜欢悬疑的读者！至少我个人觉得这是一部悬疑小
说的上品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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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异闻录》的笔记-第48页

        梦里，去世多年的父母守在一个油锅的旁边，油锅被烧得滚开，里面似乎正在炸什么东西，滋滋
作响，还冒出滚滚黑烟。他蹲在一旁似乎在等什么。过了一会儿，父亲从油锅里捞出一颗被炸得面目
全非的猪头递给他。他接过一看，哪里是猪头？竟然是颗人头！

2、《中国异闻录》的笔记-第243页

        被焚烧的尸体渗出大量的尸油，慢慢地渗进泥土里。过了几年，当初活下来的两个人回来了，他
们带回大量的树苗，将树苗植遍这片旷野。在这里，树苗插之即活，所以这里慢慢变成了森林。

3、《中国异闻录》的笔记-第277页

               紧接着，他在铜镜上看到了更恐怖的一幕：一个女儿的脸部从他的脸皮里慢慢地渗透出来，他
的脸和女儿的脸交替着在铜镜中出现，就像水和油相溶的过程，他的脸像是被女人的脸吞噬了一样，
他明明没有感觉，却看到镜中的脸呈现出痛苦的申请。整个过程大约只有半柱香功夫，可是孙师傅却
像是在煎熬了几天几夜。他望着铜镜中诡异的一幕，满头满身都是冷汗，却动也动不得。
       最后，那张女人的脸终于完全从孙师傅的脸部透了出来。

4、《中国异闻录》的笔记-第109页

        人皮制品在历史上也出现过。封建社会时期，有些残暴的君主会将犯人或者自己厌倦的姬妾处死
，剥去他们身上的皮制作一些物品。比较著名的有西藏寺庙里的人皮唐卡和二战时期纳粹集中营用犹
太人的人皮制作的人皮灯罩。

5、《中国异闻录》的笔记-第193页

        这世上哪有绝对的公平？世上有人长得美，有人长得丑；有人家产万贯，有人一贫如洗；有人德
高望重，有人臭名昭著......世上虽没有绝对的公平，却又因果之说。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的恶果，
清水村的种种好处，难道不是祖先种下的善因而留下的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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