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瑞芳揭秘聊斋志异》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马瑞芳揭秘聊斋志异》

13位ISBN编号：9787506025058

10位ISBN编号：7506025051

出版时间：2006-5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作者：马瑞芳

页数：27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马瑞芳揭秘聊斋志异》

内容概要

2005年初，山东大学的马瑞芳教授在CCTV-10《百家讲坛》开讲《说聊斋》，她以丰富的专业知识和
活泼的叙事方式迅速赢得社会各界观众的广泛欢迎。
《聊斋志异》是一部家喻户晓的奇书。有人说，《聊斋志异》是一部写鬼与狐的神怪小说；也有人说
，蒲松龄通过写鬼写狐来讽刺黑暗的现实社会；而在本书中，《聊斋志异》有着更深刻的内涵：它不
但承载了一个屡试不第的落魄书生的男人梦，更展示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另类女性形象。
马教授以她30余年的研究成果，重新解读了这部短篇小说名著及其作者，从本书里，读者可以读到《
聊斋志异》在21世纪的全新内涵，感受到小说中关于“女权主义”和“环保主义”主张的前世先声。
更值得读者注意的是，马教授经过研究发现：《红楼梦》对于《聊斋志异》有着多方面的承传——“
聊斋、红楼都创造了乌托邦，《聊斋志异》还能梦想，还相信梦想；《红楼梦》却梦醒了，且无路可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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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瑞芳揭秘聊斋志异》

作者简介

马瑞芳，女，山东青州人，回族。1942年农历3月30日出生，196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5年制）
，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研究所党委宣传部工作，曾先后借调国家卫生部、中国医学科学院院报
、天津市卫生局做文字工作，1972年调淄博日报任文教编辑。1978年调山东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
室任教师，1978年任讲师，1986年任副教授，1993年任教授，1995年任博士生导师。1994年当选山东省
作家协会副主席，2002年换届时再次当选；1995年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2001年换届再
次当选。1995年增补为山东省政协常委，1998年换届再次当选。2003年当选“山东大学十大女杰”
，2003年当选山东省人大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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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瑞芳揭秘聊斋志异》

精彩短评

1、→_→ 不是马老师讲得不好，而是我太不喜欢聊斋了。
2、难得
3、记住了连成。
4、写书人看的书非常多，有法国文学莫迫桑和欧亨利等，那聊斋和其他国家文学或者中国同类似的
故事做对比，每一章节都是书的小开头，不需要从头开始读，可挑自己喜欢的章节读。章节较为独立
。总之，可看性强。
5、马叫兽讲《聊斋》，无趣无趣，这本书几乎毁在这个女人口中了。
6、其实就是一些直接的“解读”，可以用来做中学语文课后问答题解答
7、可以看看
8、聊斋有股仙气，虽然谈的是鬼魅。
9、比较失望，没有《趣谈红楼梦》写的有意思，吸引人。
10、这本书很不错，初次阅读《聊斋志异》的推荐先看看这本书。
11、老太太很爱国，所以书里到处充斥着这样一句套话模板“。。。。。其实中国在XXXX年前就有
了/这样写了/等等等等”烦不烦啊，我不过想看看你能把聊斋再榨点什么料出来，你老说外国干什么
？
12、聊斋志异没看过，看了这个，在手机上看完的。
13、读文言文有些费力，短时间了解小说内容。真的是“写鬼写人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
14、有些地方还是不错的，打低分的同志是不是也应该给刘心武的分打低一些
15、轻读物
16、里面图片很漂亮，本书适合扫盲。
17、1047：马瑞芳揭秘聊斋志异（比较朴实，没有揭秘，只有解读。化虎那个故事很简单，解读的还
不错）
18、焦点不同 
19、先看的讲座
20、还行。还是先把聊斋读了再看比较好
21、轻轻松松的草地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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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瑞芳揭秘聊斋志异》

精彩书评

1、推荐理由适合大众人群阅读，老少皆宜，引人入胜，作者先把你心中的问题抛出，再一个个解读
。书看完了，马瑞芳像庖丁，更加像厨子，把蒲松龄写的聊斋重新在分类解释，加上外国的 调味料（
莫迫桑作品等），还有中国土出产的毛泽东语录、邓小平同志语录、鲁迅语录，还有上一代出产六朝
小说和传奇小说，其他得就是庄子、孔子、孟子、现代电影（指环王、哈利波特等）。爱情，读书，
升官，情义，五花八门 ，什么都有。我看的是电子书，记录了些马女士自己自己写的话：1.天才就是
从别人看过一百遍的东西里看出全然不同的含义。2.对女 人来说，狐媚有效亦有限，重要的还是提升
自己的人生价值。3.“幻由人生”是整个《聊斋》的哲学理念。4.“幻由人生”=幻境是由人在心里制
造出来的。5.古代短片小说第一高峰是唐传奇，第二是《聊斋》。6.在封建时代，女子帮助男子求官，
男子往往一阔脸就变了。（现代人也有这种情况）7.读《聊斋志异》要读表面文字，也还琢磨表面文
字背后的含义。《聊斋 》这本书本身就有两百多篇的文章，和以前古代几乎重复故事也有。
2、五月风筝2011-09-29 10:50:22在图书馆随手挑选的书，一口气便看完了。 一直很喜欢《聊斋志异》
。蒲松龄先生的文笔极度精妙，能用精炼的文言文，写出如此优美动人的短篇故事结集， 实在是非常
难得的一件事。记得有一篇写鬼的故事，大约也就一千字，却将那种氛围描绘得生动无比，看后只觉
得全身阴森森的冰冷。若是用现代白话描述，估计得一万字才能写出那样的感觉。 当然，《聊斋志异
》不仅仅是故事集，更是一面时代的镜子。作者将整个社会现实，如此深刻巧妙的剖析出来，又塑造
了一系列令人着迷的神仙鬼怪，至今依然影响着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很多地方的读者。 《马瑞芳揭秘聊
斋志异》，个人觉得这个题目有些不够恰当。本书中，所谓揭秘之处，只有开篇的一节，是关于蒲松
龄的身世和写作的原因，写得比较清楚和富有新意。但整本书，还是以剖析《聊斋志异》中的故事为
主。 关于蒲松龄的身世和写作原因，马瑞芳女士写得非常清晰和明确，便是蒲老先生一生生活潦倒，
因为始终考不到功名，而寄情于写鬼怪小说中。他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寄托了他的浪漫的梦想——
功成名就，娶到才貌双全的女子，儿孙满堂⋯⋯事实上，这也是很多写小说的人所喜爱编织的梦想，
我们现在称之为YY吧。但是能把YY转换成杰出之作，也实在是了不起，从这一点看，人类拥有的想
象力是人类之所以为高级动物的原因之一吧。 整本书中，马瑞芳女士主要通过几个方面分类剖析蒲老
先生的作品。像狐类、鬼类、仙女类、其他动物类、贪官污吏类⋯⋯虽然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概括《聊
斋志异》的内容，但也起到归纳总结的作用。且作者文笔生动，博古论今，将晦涩的，适合小众的文
言文故事转换成浅白的现代语言，可以使读者增加对《聊斋志异》的兴趣，可以说，作为参考书而言
，还是有其可读之处的。 
3、很多书就好象可以休闲时增加知识的。这本书是看了百家讲坛的系列而买的，《聊斋》对比《红
楼梦》在我看来是属于通俗读物的。总没那么的厚重，所以，这本书让你从多个角度看这本流传许久
的鬼狐神怪，从作者的成长，生活经历出发，到情感，至仕途。对故事中的人物娓娓道来，总之，惊
喜不时出现，值得一读，藏之。。。。
4、看的不多十分之一不到但是却有不少想法摸清了写这类书的一般方法1、阅读聊斋记笔记2、将其故
事进行分类3、按照分类整理成书目录写书方法1、将每一类中的故事分析一遍2、挑出典型3、先复述
故事内容再根据故事内容进行讨论4、基本成书看的兴趣不大只是想了解一些关于聊斋的东西这种书
基本属于指南和快速入门类的喜欢聊斋的人不会感兴趣的而且语言啰嗦重复率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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