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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冥游、梦幻、放生看 �聊斋志异  中发迹变泰
*

冯 � 军1, 2

( 1.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济南 250100; 2. 安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庆 246011)

[摘要 ]发迹变泰故事主要是 !以主人公人生境遇由穷到达、社会地位由低到高的转变过

程为叙述中心 ∀。蒲松龄从冥游、梦幻、放生三种途径表达他发迹变泰的思想, 即对财富的向

往,对功名富贵的渴望,对儒家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看重与认同。蒲松龄对发迹变泰的认识是

理性而深刻的,一方面他认同发迹是人生向上的转变, 是一种鲜花着锦的人生态势,另一方面

他也指出变泰诱发人的恶向欲望, 衍生种种的世态炎凉与丑恶行径,蒲松龄以他的如椽妙笔为

我们留下了值得深思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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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变泰发迹作为主题类型见于 �都城纪胜 # 瓦
舍众伎  !说话有四家, 一者小说, 谓之银字儿, 如

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捧及发迹变

泰之事。∀ [ 1]
它兴起于说话艺术, 从内容上来看, 主

要 !以主人公人生境遇由穷到达、社会地位由低到
高的转变过程为叙述中心的作品。∀ [ 2]

如 �郑节使
立功神臂弓  �钝秀才一朝交泰 等。文言小说中
发迹变泰的作品数量也颇为可观。文言小说的巅

峰之作 �聊斋  汇集了丰富多样的发迹形式,蕴涵

深广深刻的变泰内容,作家蒲松龄的经济之道、人

生价值取向以及丰富的社会背景与生活都一一得

以呈现。蒲松龄发迹变泰思想主要通过以下三种

途径实现。

1. 冥游型

冥游隶属于佛教术语。 �广弘明集  中有 !濠
射之冥游屈祗∀, [ 3] �大正臧诸宗部明觉禅师语录

答天童新和尚  也有 !冥游天地间, 谁兮可寻

讨。∀ [ 4]
冥指冥想, 冥游类似于神游 ∃ ∃ ∃ 道家虚静

空明的精神活动。 �淮南子 #精神训  云 !夫精神
者,所受于天也, 而形体者, 所禀于地也。∀ [ 5]

司马

谈也说: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 [ 6 ]
在古人

眼中人的灵魂是思想是精神,人的肉体是外在的形

体与皮囊。灵魂可以飘忽飞翔,有着现实中肉体没

有的或所缺少的自由度。如曹子健 !孤魂翔故城,

灵枢寄京师。∀吕东莱 !十年行坐想风采, 千里魂梦

劳追攀。∀但佛教传入我国后,冥也多指阴间, 即人

死后进入的世界。冥游型发迹变泰则包括这两类

冥的内涵, 即指人死为鬼, 或灵魂脱离肉体所带来

人生命运的向上转变。蒲松龄对这一类型发迹变

泰叙述较多。�考城隍  中宋公病卧,赴城隍试, 被

授于河南城隍。 �刘夫人  中廉生早孤家贫, 夜遇

鬼刘夫人, 受资助致富。 �阎罗宴  中邵生家贫,

!学使案临, 苦无资斧, 薄贷而往。∀ [ 7]
途中被阎罗

邀请宴饮并赠真金五两。 �连城  中乔大年与连城
在现实中因父母之命, 门第差别,有情人不能成眷

属,在阴间相逢, !寄厢中者三日 ∀ !极尽欢恋 ∀。在
阳间, 情不得通, 志不得遂,困苦无状。而在阴间,

!四肢摇摇 ∀( �连城 ) !魂神驰万里 ∀, 现实不可能
实现的在冥鬼的世界却可顺利实现。

冥游发迹变泰屡见于 �冥祥记  �幽冥录  �宣
验记 ,后世的戏剧也多有表现, �倩女离魂  中张
倩女魂灵离开肉体追随情人王文举多年、�牡丹

亭  中杜丽娘的鬼魂与柳梦梅相知相恋更是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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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经典。蒲松龄在前人冥游故事基础上进行

了继承创新性整合,利用冥游的形式糅合掺进更多

的新鲜内容、情感价值与人生价值, 彰显发迹变泰

的功能。

2. 梦幻型

!作为一种复杂的精神与心理现象, 也作为一

种重要的题材和表现手法,梦在中国古代各类语言

艺术形式 (诸如史传、抒情诗、小说、散文尤其是哲

理性散文 )中被人们长期地、反复地加以运用 ∀[ 8]

蒲松龄在�聊斋 中也不例外的梦幻叙述描写中添
加了发迹变泰的色调与因子。

蒲松龄笔下的梦幻型发迹变泰主要有以下两

种形式:

( 1)梦幻之中的富贵, 梦醒后现实依旧, 发迹

只限于梦幻之中的特有时间与空间上。如 �画壁  
朱孝廉见东壁散花天女拈花微笑, !樱唇欲动, 眼

波将流 ∀!不觉神摇意夺,恍然凝想, 身忽飘飘如驾

云雾∀到壁上与之狎好。 �莲花公主  中窦旭昼寝
梦娶莲花公主。 �续黄粱  中曾孝廉梦中出将入
相,享 20载富贵。汪辟疆先生在�唐人小说 #枕中
记  篇末曾云: !唐时佛道思想, 遍播士流, 故文学

受其感化,篇什尤多。本文于短梦中忽历一生, 其

间荣悴悲欢,刹那而尽; 转念尘间实境,等类齐观。

出世之想, 不觉自生。影响所及,逾于 �庄列  矣。
惟造意制辞, 实本宋刘义庆 �幽明录 所记杨林一
事;而唐人所记之 �樱桃青衣 与李公佐之 �南柯太
守记 , 皆与此篇命意相同。∀ [ 9]

蒲松龄用意与此类

似, !于短梦中忽历一生, 其间荣悴悲欢, 刹那而

尽;转念尘间实境, 等类齐观。出世之想, 不觉自

生。∀梦中的功名富贵, 发迹变泰是一相情愿的想

象,是暂时的得意与慰藉,梦醒后生活状态依旧在

原点, 只不过是做了一场自我满足自我虚荣心膨胀

的白日梦。种种梦境皆幻境, 盖 !幻由人生%%皆
人心所自动耳。∀ !然而梦固为妄,想亦非真。彼以

虚作,神以幻报。∀梦幻又不是凭空而做, 而是有着

现实的基础,有着真实思想的流露与表达, 是客观

现实的投影与折射。

( 2)梦醒之后人生现实命运的彻底改观。如

�薛慰娘  中丰玉桂, !贫无生业 ∀, 病且惫。在这种
贫穷凄凉的况境下梦遇一叟一女,许以婚姻。后女

兄为之买第,一切日用所需皆给之。婚姻与财富在

梦醒后一一得到。�李八缸  中李月生家贫山穷水
尽,苦况不可明言,梦亡父许金, !次日, 发土葺墙,

掘得巨金。∀ �金永年 中的 !金永年八十二岁无子,

媪亦七十八岁 ∀。 !忽梦神告曰: &赐予一子 ∋ ∀, 无
何,媪果生一男。借助梦的形式实现富贵婚姻子嗣

的愿望,蒲松龄在梦中展开无限的想象, 现实中不

可能存在的事情在�聊斋 中神奇发生。 �陆判 中
朱尔旦素钝, 梦中陆判为之易慧心, !自是文思大
进,过眼不忘∀!未几,科试冠军 ∀, 秋闱中经元。人
心可易,鲁钝可改,脸面一样可以移植嫁接。朱妻

面目不甚佳丽, 陆判梦中为其换 !长眉掩鬓, 笑靥

承颧∀的美人首。个人的才智, 功名的追求, 相伴

画中人的男性知识分子的重要追求皆在梦中得以

实现。但明伦评 �聊斋 说: !聊斋志梦, 则谓其非

梦,而非非非梦。∀诚然, 蒲松龄善于依凭梦幻的浪

漫翱翔表达荣之道达之运得之理生之情,彰显其发

迹变泰的深层心理意识。

3.放生型

放生作为一种民俗事象有着悠久的传承传统,

以独特的姿态活跃于文学史与文化史。 �聊斋  中
有关放生的篇章多达 20余篇,蒲松龄以他的天才

创造对历来的放生情况做了全方位的注解,并在其

中充实进他个人对现实社会人生的特有感受,使放

生焕发出新的色彩,在很大程度上饱含发迹变泰之

意。�西湖主 中陈生泊舟洞庭, 偶遇受伤猪婆龙,

戏以金疮药敷其患处并放之,后因之得娶仙妻, 又

得长生。�酒友  中车生不以狐为异类, 没有生歹

心加以伤害,反而与之共寝, 引为糟丘之良友。而

狐也助其治产, 令其 !家不中资∀而后 !治沃田二百
亩 ∀。 �八大王 中老鳖为报冯生活命之恩,赠其鳖

宝。使其富比王侯,后又娶得肃府三公主。�诗经
#卫风 #木瓜 有云: !投我以木瓜, 报之以琼踞。

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 报之以琼瑶。

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 报之以琼酒。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 10 ] �聊斋  的放生回报正是
这种投桃报李, 互示友好的表示。异史氏曰 !人生
业果, 饮啄必报 ∀。在蒲松龄这, 只有真诚的善意

方能获得真诚的回报。

这种真诚的善意源于儒释道对生命的敬畏与

尊重。对道家来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 11 ]
对儒家

来说, !生好物也。∀ !万物之生意最可观∀。[ 12]
对佛

教来说, !世间至重者生命, 天下最惨者杀伤。∀ [ 13]

不杀被列为佛教诸戒之首,放生被视为众善之先。

蒲松龄笔下的放生涵盖了儒释道对生命的态度与

认识, 带着宗教的光环、宗教性善恶果报的提示。

儒家典籍�尚书 #汤诰 说 !天道福善祸淫∀, [ 14]
道

家经书 �太平经  云 !善自命长,恶自命短∀ [ 15 ]
佛教

文字�放生偈  道 !放生合天心,放生顺佛令, 放生

免三灾,放生离九横,放生寿命长, 放生官禄盛, 放

生子孙昌, 放生家门庆, 放生无烦恼, 放生少疾病,

放生解冤结, 放生罪垢净, 放生观音慈, 放生普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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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放生与杀生, 果报明如镜。∀放生果报历来不
爽, !宋尚书仆射荥阳郑鲜之元嘉四年从大驾巡京
至都, 夕暴凶, 乃灵语著人曰: &吾寿命久尽, 早应

过世, 赖彼岁来敬信佛法放生布施, 以此功德延驻

数年耳,夫幽显报应有若影响。∋ ∀ [ 16] �西游记  中

陈光蕊在赴任途中其母忽然染病,他买了一条金色

鲤鱼, !待烹与母亲吃, 只见鲤鱼闪闪眨眼, 光蕊惊

异道: &闻说鱼蛇眨眼, 必不是等闲之物 ∋ ∀。[ 17 ]
遂

把鱼送在洪江里去放了生, 后被鲤鱼所化龙王所

救。�聊斋 中放生表达的发迹变泰内容更丰富更
具体更鲜明。如 �赵城虎  中赵城妪独子被虎所
噬, !妪悲痛几不欲生, 号啼而诉于宰∀。虎主动投
案,宰对之曰: !杀人者死, 古之定律。且妪止一

子,而汝杀之,彼残年垂尽,何以生活? 倘尔能为若

子也, 我将赦汝 ∀。虎颔之, 宰乃释缚令去。虎杀

生,而宰放生,宰放生的结果是人与虎的真情相依。

虎尽赡养之责,时衔金帛、死鹿等掷妪庭中, !妪由
此致丰裕,奉养过于其子, 心窃虎德。虎时卧檐下,

竟日不去。人畜相安, 各无猜忌∀。妪死, 虎骤奔

来,直奔冢前, 嗥鸣雷动。因宰的放生令本应仇雠

的妪与虎在长期诚挚相处之下, 结下了深厚的情

感。蒲松龄在这里表达的放生不是狭隘的对生命

的放纵,而是以宽容、包容的心态来对待生命, 是建

立在对生命充分理解基础之上的放生,这样放生的

内涵是极其丰富的,放生的动因也更为人情与人性

化,放生的结果对老妪来说更不谛于人生最重要的

发迹变泰。

蒲松龄笔下这三类发迹变泰概括起来无外乎

是利名情三方面,从中不难窥见蒲松龄对财富对物

质利益的向往, 对功名富贵的渴望, 对儒家传统伦

理道德观念的看重与认同。这些思想与当时蒲松

龄所生活的时代及他个人经历有很大的相关性。

二

1. 利:金钱财富的社会情境与蒲松龄的个人

认知

蒲松龄 ( 1640∃ 1715) , 主要生活在顺治康熙

年间。这一时期正是清廷由动荡走向稳定繁荣的

时期, 统治者采取积极的政策安定民心,顺应民意,

尤其在经济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以达到富民

目的。一是大力发展农业,对农业生产给予相当的

扶助与鼓励。 ( 1)招徕生活艰难的人垦种荒地, 顺

治时期在大多数省份实行: 无主荒地分给垦户开

垦, !永准为业∀方针。对于农业 !欲种则无牛, 欲

播则无种 ∀[ 18]
的情况则由国家 !酌给牛、种、银

两 ∀。[ 19]
( 2)对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进行减负, 如蠲

免赋税,减轻佃户地租负担等。有历史资料记载自

康熙元年至四十四年十一月间, !所免钱粮数目,

共九千万有奇∀。至康熙四十九年止 !前后蠲除之
数,据户部奏称,共计已逾万万 ∀。[ 20]

( 3)从政策法

令上保证农民获得真正的实惠。顺治六年规定:

!其六年以前不许开征,不许分毫佥派差役∀。[ 19 ]
并

指出, !如纵容衙官衙役、乡约、甲长借端科害, 州

县印官无所辞罪 ∀。[ 19]
二是改变传统抑商的思想,

认为商人作为四民之一, 也是皇帝子民。康熙说

!重困商民, 无裨国计。种种情弊, 莫可究诘。朕

思商民亦吾赤子,何忍使之苦累? 今欲除害去弊,

正须易辙改弦。∀[ 20]
于是他积极革除商业发展的弊

政,实行恤商政策。严饬税吏 !务遵定例征收, 不

许苦累商民 ∀ !恤商裕民。必征输无弊, 出入有

轻。∀ [ 20] !必以敷恩宽赋为急也。∀ [ 20]
在顺治康熙努

力下, !农务兴而野无旷土, 国计裕而泉货流通, 豫

大丰亨,洵至隆之上理也 ∀[ 20]
的图景在某种程度上

得到一定的实现。民有所依, 民有所安, 对顺治康

熙时期的普通百姓来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无异于他们人生的发迹变泰。

顺康时期也是社会思潮激荡,思想较为活跃的

历史阶段。众多知识分子强烈主张经世致用,以务

实的精神要求自我发展、自我个性与价值的实现,

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追求。黄宗羲说: !有生之初,

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 [ 21]
王夫之也说 !有欲斯

有理∀ !私欲之中,天理所寓∀ [ 22]
肯定人欲, 肯定人

通过正常的途径谋取利益。颜元更明确指出 !正
其谊以谋其利, 明其道而计其功。∀ [ 23]

在顺康时期

!势利之心 ∀与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 ∀[ 24]
在各个阶

层达到了广泛而一致的共识。

蒲松龄以诗人的敏锐触觉早已感知到这样重

利的社会氛围, 也表达了他对此的理解与欣赏。他

说 !初,松龄父处士公敏吾, %%。家贫甚, 遂去而

学贾, 积二十余年,称素封。∀ [ 25]
他父亲就是财富的

积极追求者与实现者。在 �聊斋  中蒲松龄更表达
了对经济之道的普遍关注,对物质的深刻认识。金

钱是生存的基本保障生活质量的重要保证,蒲松龄

落落大方地谈物质的重要性,谈人对金钱的渴求与

追求。如�成仙  中点金术, �雨钱  中狐仙作法的
雨钱满屋。�王成  中王成贩卖鹌鹑致富 !起屋作
器,居然世家 ∀。 �黄英  中作者也借陶生之口指
出: !自食其力不为贪, 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

可苟求富, 然亦不必务求贫也。∀对自食其力以正
当手段谋求财富给予肯定。从中我们也就不难理

解为什么蒲松龄的发迹变泰多落实到得以黄金为

酬, !家益富 ∀!颇增产 ∀!居然世家∀。这只有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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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对物质的意识达到一定自

觉的程度才会出现的现象。

2. 名:功名利禄观念的影响与追求

文人的人生抱负是达则兼济天下。而达的重

要途径就是通过科举考试的功成名就进入统治阶

层,从而实现为 !生民立命, 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
理想。清朝虽属异族统治, 但他们汉化程度很强,

为巩固统治,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安抚怀柔政策,

为他们提供了他们才能得以施展,抱负得以实现的

平台。顺治三年, 清政府以 !海内初定, 需人共

理 ∀ [ 19] (卷 5)
为理由, 恢复科举, 并要求: !每三年一

大比之外,举行加科, 以增加录取名额 ∀, [ 19] (卷 5)
为

了进一步笼络文人, 并积极开举荐隐逸之路, 招募

文坛名士。康熙十二年荐举山林隐逸,康熙十七年

举荐博学鸿儒、康熙十八年开 �明史馆  。由于顺
治康熙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优待与拉拢政策, 文人

!学而优则仕∀的理想不会因异族统治而破灭, 元

代文人的惨痛经历不会历史性重演。因而诸多文

人名士相继为清朝服务,也受到了清朝统治者现实

性的优待。康熙说 !朕自幼读书,凡大臣多不能保

其初终,故立志待大臣如手足, 论满汉蒙古,非大奸

大恶法不容者, 皆务保全之。∀ [ 20] (卷 246) !朕尝阅史
书,自古大臣,得始终善全者少, 朕今御极四十年,

大学士周祚、冯薄、杜立德、李霨、宋德宜、王熙等俱

役全功名而考终命者, 皆朕极力保全之所致

也。∀ [ 20] (卷 218)
在如此优良的政治环境与氛围下文人

治国平天下的名利美梦也更易做。

蒲松龄也不例外,他少有才名, 19岁夺得 !县、
府、道三个第一∀,此后却是屡试屡败,直到 71岁才

!贡于乡 ∀。几十年的科举生涯证明他对功名充满
太多的梦想,承载他太多的志向与抱负, 他对拥有

功名能够发迹变泰的心理也异常强烈。这在他的

作品中我们可窥得一二。 �叶生 中叶生虽死不改
其衷, �素秋  中俞恂九遗恨而亡, 功名不遂带给知

识分子的感伤与遗憾。功名不遂也意味着生活的

潦倒, 生存的卑微。�胡四娘 中程孝思 !家赤贫 ∀,
居岳家, !群公子鄙不与同食, 婢仆咸揶揄焉。∀连
带妻子胡四娘也受姐妹婢媪嘲笑。�书痴 中郎玉
柱 !家苦贫∀ !每文宗临试, %%而苦不得售。∀邑宰
史公为睹颜如玉丽容, 拘郎玉柱, !斥革衣衿, 梏械

备加∀。科举是一个分水岭, 功名得遂与否体现太

多的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科举之后功名富贵则

是另一番景象。程孝思擢第后 !申贺者, 促坐者,

寒暄者,喧杂满屋。∀ !夫人及诸郎各以婢仆器具相
赠遗∀。郎玉柱举进士官于闽, !访史恶款, 籍其

家。∀功名富贵如同一个标尺, 衡量人在社会的位

置与价值, 这即是当时社会的普遍价值标准, 它也

是蒲松龄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深深烙印在他的内

心深处,无论是梦幻也好, 是冥游也罢,是现实的慰

藉亦可,总会带来发迹变泰的满足与自得。蒲松龄

不惜以任何的方式来表达他对功名的那分执著与

热切。

3.情: 对深具民族特质的仁义礼智信等人格魅

力的充分肯定

发迹变泰的实现需要机缘, 需要自身的努力,

更深植于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之中。蒲松龄作为

一位传统的知识分子,他对发迹变泰的实现更倾注

于深具民族特质的伦理道德品质与人格精神魅力。

蒲松龄在�聊斋  中对传统的仁义信诚等人格
特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连城  中顾生利用在阴
间职权令乔生、连城死后返魂, 因乔生 !与顾生善,

顾卒, 时恤其妻子∀。孙子楚、乔生以真诚痴情赢得
爱情婚姻的最终胜利。 �象  中象以牙回报, 并负

送猎人出山,因猎人曾怜拯象。 �金永年  中金永
年八十生子是因神念其贸贩平准,为商诚信。�王
六郎 中王六郎本是溺鬼, 只要有人溺死, 他就可

!业满劫脱 ∀!将往投生 ∀。但他为救投水妇人的性
命,主动放弃自我投生的机会。 !此仁人之心, 可

以通上帝矣∀。后六郎为邬镇土地。在蒲松龄看
来,贫穷失意不可怕, 可怕的是精神的虚无与人格

上的缺陷。他说 !不知一贫彻骨, 而至性不移, 此

天所以始弃之而终怜之也。∀ �钱卜巫 中夏商即是
这样典型。他一贫如洗, 后货干篓桐油内得银

1325两, !由此暴富,然益赡贫穷, 慷慨不吝。妻劝

积遗子孙, 商曰: &此即所以遗子孙也。∋ ∀ !后商寿
八十, 子孙承继,数世不衰。∀反面的教材如 �丑狐  
中穆生, !家清贫, 冬无絮衣。∀丑狐相赠财物, !年
余,屋庐修洁,内外皆衣文绣,居然素封。∀后 !女赂
遗渐少,生由此心厌之。∀聘道士驱逐丑狐, 丑狐愤

抱物嚼其两足离去, 而穆生家清贫如初。异史氏

曰: !邪物之来, 杀之亦壮; 而既受其德, 鬼物不可

负也。既贵而杀赵孟,则贤豪非之矣。夫人非其心

之所好,即万钟何动焉。观其见金色喜, 其亦利之

所在, 丧身辱行而不惜者与? 伤哉贪人, 卒取

残害! ∀

三

蒲松龄由于自身独特的经历与时代氛围,以极

大热情描述各种发迹变泰情形,认同发迹是人生向

上的转变, 是一种鲜花着锦的人生态势, 是对人生

真诚善意积极努力的结果。同时蒲松龄又是现实

而清醒的, 冷酷而理智指出发迹变泰的趋向与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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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很多情况下发迹只在人生某一时刻甚至意味

着某种程度上的虚无。

蒲松龄甚至深刻地指出变泰诱发人的恶向欲

望,衍生种种的世态炎凉与丑陋行径。 �席方平  
中席方平在冥间经历多次的官司与磨难才为其父

洗冤。虽然最后与父一起复生, 仇人受到严惩, 仇

人的财产归其所有,家资富足。但作者也指出了冥

间亦非自由公平公正的乐土, 也存在腐败与贪残。

�田七郎  中 !富人与财,穷人与义 ∀的田七郎意外
的幸运最终却付出生命的代价,发迹变泰在蒲松龄

这走向了反面。 �公孙夏  中保定国学生某死后做
真定太守作威作福, �梦狼 中官虎狼吏,更以幻化

的形态说明发迹变泰的极端趋向。蒲松龄对发迹

变泰的认识之深刻是以往作家所少有的, 蒲松龄以

他的如椽妙笔为我们留下了值得深思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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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deep sleep travel, dream and free captive anim als

to see changed fortune in "Liaozhaizhiyi"

FENG 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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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 ch ool of L itera ture and Journalism and Commun ica tion, Shandong Universi ty, Jinan 250100, China;

2. S chool of A rts, A nqingN orma l Colleg e, Anqing 246011)

Abstract: The sto ries in changed fo rtunem a inly described that the ma in cha racte r is based on the situa tion in life from poor to

rich process, soc ial status from low to h igh transform ation. From deep sleep trave ,l dream, free captive an im a ls, Pu Song ling ex�

pressed h is thought about the life w ou ld change in fo rtune, nam e ly, long ing for w ea lth, desir ing fo r fam e, identify ing w ith the

Con fuc ian m oral tradition. Pu Song ling∋ s thought is rationa l and pro found, on the one hand, he ag rees that the upward changes in

life are good; on the othe r hand, he a lso po inted out that the changes induced to the ev il des ires and ug ly acts. By h is w onder fu l

pen, Pu Song ling le ft us w orthwh ile sp ir itua lw ea lth.

Keywords: deep sleep trave ;l dream; free captive an ima ls; L iaozhaizh iy;i changed fo rt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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