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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娇娜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众多美丽可爱的女性形象之一，她漂亮、善良、

以及接近顿悟的聪慧，让她成了最与众不同与卓越的女子。她和其他的富有灵气

的女性形象一样，游离在爱情之中，但不同的是她是唯一一个没有被爱情的枷锁

困住的一个形象，她的爱情观是独树一帜的，具有着强烈的超脱的意识，同时她

对爱情的态度也引发了人们对爱情观念和对男女之间友情的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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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国文学作品里的第一句爱情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

伊人，在水一方”到现在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海角天涯，而是

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的直白表达，“爱情”成了文学作

品的永恒主题，从梁山伯与祝英台，到林黛玉与贾宝玉，每一段轰轰

烈烈爱情故事尘埃落定之后留下的总是一个梨花带雨般伤心的女子，

爱情可以让一个女子被人认可，但同时也可以让一个女子从此失去自

我和所有的快乐，也许爱情是一个女子的全部，也许只有在爱情之中

一个女子才算是完美，总之正如千年之前的那首古老的诗篇“士之耽

兮，犹可脱也，女之耽兮，不可脱也。”大凡女子总是被情所困，包



括聊斋里面那生活在世外的那些鬼狐精怪。不过也许娇娜是个例外。

娇娜是一个异类，不光是因为她是一只狐狸，她同时也是一个唯

一没有困于爱情之中的痴情女子，也许这么说听起来矛盾，但是仔细

阅读你会发现的确是这样，娇娜最终都没有和孔生走在一起，可是却

是和孔生相伴始终的一个重要的女子，她既然不求相伴到老，为什么

又始终在孔生的生活当中呢？她对于孔生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

情呢？

娇娜在文中出场的比较晚，在文中的前半部分详细的介绍了孔生

的身世：“孔生雪笠，圣裔也。为人蕴藉，工诗。”说他是孔圣人的

后代，为人性情温和仁厚，善于作诗，可见是一个出身名门，又很有

才华的青年。这些条件对于那些待字闺中却又不甘于平庸的女子们来

说是选择夫婿的上上之选。可是孔生却因为一次远行让自己“落拓不

得归”，原来孔生有一位知趣相投，交情很深的朋友在浙江的天台县

做县令，寄来书信邀他前去。孔生接到书信便起身前往，结果刚到那

里他的朋友却去世了。孔生于是没有了着落，便穷困潦倒流落在天台，

没有办法回到家里，好在在古时候“见山门都有三斗米的缘分”， 

清高如孔圣人的后人也不例外，在无处可去的时候便寄居在当地的普

陀寺，受雇给和尚抄写经文，以维持生计。现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方

不管哪里都能看到大小不等的寺庙，也许寺庙在古时候不仅仅是用来

供那些夫人小姐们来求姻缘的，它在一定时候总是充当着收容所的作

用，任何人在无处可去的时候都可以来这里落脚。

也许是上天给的缘分，在普陀寺的旁边即百余步的地方有姓单的



一户人家的一座大宅院，因单先生与人打官司，弄的家境败落，搬到

乡下去住了，宅子于是就空闲了下来，于是在一个下雪天孔生在单家

的门前遇到了一位端庄清秀，仪态万方的少年，如此不同寻常肯定不

是一般人，因为大凡肉体凡胎的人对于自己的外貌是没办法选择的，

上帝给个什么样的容貌完全取决于上帝他老人家的心情，可是这个老

头好像总是心情不好，所以在人间的美人总是很少。但是妖怪就不同

了，他们要什么的容貌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心情。只有他们愿意可

以无限的美丽，这个美的随心所欲的少年一见到孔生就主动和他做朋

友，孔生处在当下的境地自然很愿意结交住在“大宅子”的朋友，少

年似乎和孔生非常有缘分，一拍即合，少年的父亲也很喜欢孔生，对

他说“先生不弃顽儿，遂肯赐教。小子初学涂鸦，勿以友故，行辈视

之也。”作为一个父亲把自己的儿子如此放心的交给一个初识的年轻

人，可见对孔氏的器重，同时说明这一家人也许已经注意孔生很久了，

孔生人品和学识得到了他们的肯定，于是公子的父亲初次见面便“已

而进锦衣一袭，貂帽，袜、履各一事。”不仅如此还亲自看着孔生梳

洗完毕，便吩咐摆上酒菜，老头的殷勤可见一斑。孔生于是就和这一

家人住了下来，这些部分作者写的很细，也用了大量的笔墨，从这个

漂亮的公子一家对孔生厚爱上展现了孔生的不同寻常，主要是为了引

出女主人公娇娜，同时也是为下文娇娜在对待自己和孔生的感情问题

做一个铺垫。对于如此一个不俗的青年，娇娜对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感

情呢？本文为互联网收集，请勿用作商业用途

像所有的主角一样娇娜的出场也是几近铺垫，千娇百媚，明艳动



人的登场，娇娜也是一样，在我们看那个故事就那么平淡得都快要放

弃的时候，孔生病了，“生胸间腫起如桃，一夜如碗，痛楚呻吟。”公

子朝夕省视，眠食都废。创剧太公亦至，相对叹息，正当大家束手无

策的时候公子提起：“先生清恙，娇娜妹子能医，遣人于外祖出呼令

归，何久不至？”这是首次提到娇娜，在所有人的深切期盼中终于千

呼万唤始出来，娇娜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姑娘呢，书上说她是“年约十

三四，娇波流慧，细柳生姿，生望见颜色，病痛顿忘” 可见娇娜一

出场，令孔生十分惊艳，只觉得他一身兰花香气沁人心肺。从对娇娜

的外貌的直接描写和孔生看见娇娜的感受就能看出娇娜不同于其他

妖狐鬼怪，聊斋里面出现的女子非妖即怪，乍一看上去都有一个共同

的特点就是都深谙狐媚之术，可以把人迷的团团转，娇娜虽是狐狸却

是一身兰花香气沁人心肺，很是难得，可谓是《聊斋》中的一朵奇葩，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她的独特之处。

一:聊斋奇葩

聊斋里的女子大多不是百年的狐狸就是千年的花草，要不就是死

去不愿离开的孤魂野鬼，她们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自己的

美貌的，如果把聊斋里面所有的姑娘们集合在一起，那一定是争奇斗

艳，谁也不会输给谁，比如知名度很高的聂小倩，书上说她是“仿佛

艳绝”和她一伙的一个老妇夸“她小娘子端好是画中人，遮莫老身是

男子也被摄魂去”美到用来摄魂，可见不是寻常的美丽。小倩摄人的

魂还在借助着她作为鬼的特异功能，还有不借助任何外力就能把人的

魂摄走的美人，那就是阿宝。孙子楚第一次看到她，魂便不由自主的



跟着她走了，后来附在她的宠物鹦鹉的身上，和她一起生活、说话。

与娇娜同为狐狸的莲香，出场的时候是“倾国之姝”自称“是西家妓

女”。 鬼怪之中佼佼者当数婴宁了，因为“容华绝代，笑容可掬”的

婴宁仅仅和王子服擦肩而过而使后者神魂丧失。但是尽管憨态可掬，

不谙世事的婴宁也有“坏坏”的一面，她家有一个邻居——西人子，

因为对她“凝住倾倒”，单纯的婴宁却故意“不避而笑”又“指墙底

而下”，利用自己的美貌和狡黠导致西人子“半夜寻卒”。有人说是西

人子自作自受，可是通读全文西人子随不是好人但也不至于要死，他

也只是爱慕婴宁的美貌而已。历数这些美女们尽管也都是重情重义的

好姑娘，但是她们的美丽都是以诱惑人为前提的，美丽之中充满了狐

媚的气息，如果说这些姑娘是生在世俗之中的，那娇娜就是生在世俗

之外的，如果说其他的姑娘们是人间的精灵，那么娇娜却可以与神仙

比肩，娇娜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妹妹，又像是某个舅舅家里的

一个倾国倾城的表妹，让人总是望眼欲穿，却总是抓不住，她“娇波

流慧，细柳生姿。生望见颜色精神为之一爽”。在为孔生治疗的过程

中，娇娜医生的方法实际上就像我们现在的大夫做外科手术一样，但

是不同的是娇医生有一味特殊的“麻醉药”，是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医

生都没有达到的，那就是她的美貌，孔生因为看到如此一个漂亮的姑

娘为自己做手术不但不觉的疼，还怕割得快，与姑娘不能长久的相近。

如此的境遇也只有武圣关帝爷能与他相比，可是英勇如关羽者也肯定

没有在心里祈祷神医华佗老先生刮他的骨头刮慢一点，医术出神入化

的华佗也第一次输给了一个十三四岁的一个小姑娘。聊斋里美女很多，



能倾倒众生的也有很多。可是如此美丽的超凡脱俗的却只有娇娜一个。

她包括她的一家人行事却如同闲云野鹤般的仙人，他们不会去伤害人，

也不会去迷惑人，为他们所用，也许是这种不同寻常的气质也在提升

着娇娜的美丽吧，让她没有因为是一个狐狸精而有一丝的俗媚之气。

文档为个人收集整理，来源于网络

二:仙风道骨 其次娇娜品行让人称奇,但凡化成人形的狐狸来到

人间目的大多数是不纯的，不是看上了那个青年才俊就是为了利用某

个凡人来修炼，亦或者要通过和男子零距离接触，炼成金丹，达到自

己长生不老的目的，但是娇娜却正好相反，她是用自己练成的丹来救

人。娇娜与孔生相遇是缘于孔生的谁都没有办法救治的怪病，娇娜一

出场就像是观音姐姐一般，救人于水火之中，一语道破生病的原因，

而且很熟练的撸下手臂上的金镯子按在患处，慢慢的压下去，使肿疮

鼓出一寸左右，高出镯子外，疮的肿根也都收在镯子里。不像以前那

么大了。然后另一只手撩起衣襟，解下佩刀，那个刀子刃薄如纸，她

按着镯子，手握刀轻轻地从疮的根部刮削，鲜血外流。从这一连串麻

利的动作，和娇娜所使用的工具上，我们似乎看到不是一个修炼成精

的狐狸，而是习惯于在江湖上行医的世外高人，同样是修行的狐狸，

作为一个家庭的成员，她的哥哥和父亲都没有她这样的本领，唯独她

有，可见在狐狸当中她一定是最潜心修炼的一个，而且是一心向善的，

否则，不会练就一身救人的本领，大凡妖精之所以能成为妖精，高尚

一点的是通过吸收日月之精华，天地之灵气，觉悟一般的都是通过迷

惑众人，来吸走别人的元气，已达到自己成精的目的，妖精在人心目

中地位不高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老百姓口中才有害人精这么一



说，可是娇娜绝对不是那样的妖精，她的金镯子，佩刀，还有的口中

的红色的丹药成了她治病救人的随身药箱，她操作这一切的熟练程度，

不光体现了她平时惯于救人，同时也体现她时刻准备着救人，她把救

人的工具改造成自己的镯子，佩刀，随身携带，既方便，又有个性，

活脱脱的一个美丽善良的好姑娘。别的妖精是利用人来炼丹，她是用

自己炼的丹来救人，从动机到结果她都超越的所有的妖精鬼怪，她比

她们高尚，比她们纯洁，比她们多一种卓越，更重要的是多了一颗普

渡救人的善心，让娇娜有了一种天使般的气质。本文为互联网收集，请勿用作商业

用途

 三:心较比干多一窍

 娇娜第三奇是她的聪慧，初次与孔生见面的娇娜对孔生的病根

一语道破；“真该有这种病，是心脉动啦，这病虽然危险，还能治，

但皮肤肿硬，非剥皮削肉不可”。名医风范可见一斑，不光知道该怎

么治同时还知道病根在哪里，是一个非常有灵气的姑娘，可见她不光

是在修行法力，同时洞明世事，见识非凡，也许正是这份非凡的见识，

才让她在与孔生的感情问题上作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选择。孔生见了

娇娜之后，常常倾慕姑娘的美貌，思念的心情再也抑止不住。为此，

孔生常常放下书，呆呆地坐着，心情烦闷，百无聊赖。可是这个时候

非常厚爱孔生的皇甫公子一家却并没有把娇娜介绍给他，而是介绍了

娇娜的姐姐松娘，孔生见到松娘之后看到她也很漂亮，就把开始听说

皇甫公子要给他介绍一位佳侣时他自己发的誓言：“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 ”的誓言抛在了脑后，并且马上请皇甫公子做媒，

当晚，鼓乐齐奏，热闹非凡。孔生感到盼望中的仙女，竟然能同自己



同帐共衾，真怀疑广寒宫也未必在天上了。婚后，孔生心满意足。可

见孔生虽是圣人的后裔，在对待感情问题上却是没有遵循他的祖训

“有始有终”，她对女孩子的态度只是看她们是不是有一副娇美的容

貌，而不是从通过了解她们的内心，去感悟她们真正的美丽，也许聪

明的娇娜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她选择做了孔生的贰友，而不是

妻子，这也许是所以聪明姑娘的一个正确选择，正因为是贰友，娇娜

成了孔生一生都在牵挂，都在欣赏的一个女子，甚至超过的他自己的

妻子松娘，她因为不是主角胜过主角，成了与孔生相伴终身的一个重

要的女子。可以说她是因为放弃而得到。大凡美丽多情的女子总是过

不了围在身边男子的那些花前月下浓情蜜意的诱惑，而奋不顾身不计

较一切后果的付出，到最后却往往不能令自己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因

为某种时候，女子的可贵之处是因为她的不可得到，可是明白这一点

女孩子太少，大多数女子是为爱而生的，所以就有了自古红颜多薄命

的现象。可是娇娜却能做到让自己不受到伤害，足见她是心较比干多

一窍，让她能拿得起放得下，从这一点上来说，智慧应该是美貌的保

护神，大凡美丽的女子一定要让自己有一颗七窍玲珑心，否则就不如

生的平庸一点，或许还能修成正果，让自己有一个完整的人生。本文为

互联网收集，请勿用作商业用途

四:情真意坚 

娇娜的四奇是她的传奇爱情故事,娇娜是聊斋里唯一一个没有和

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她对孔生是情深意重的，从初次见面的倾心相救

到最后看到孔生为救自己全家而昏死过去时看到孔生昏死在自己身

边，便大哭，说：“孔郎为我而死，我还活着做什么？”的真情流露，



我们似乎可以把我们没有看的事情这样推测：作为皇甫家族最出众的

成员，娇娜的归宿是大家最关注的，所以大家就都在留意着给她找一

个如意郎君，孔生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们要找的人不需要有钱，

但是必须要有内涵，有良好的品德，孔生家贫，流落他乡，作为孔老

夫子的后人，家传渊源，更何况他“为人蕴藉，工诗”。可见是一个

品行高雅，没有不良的嗜好，所以就有了孔生与皇甫公子的偶遇，以

及孔生后来在他们家所受到的一系列优待，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无

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殷勤，娇娜当

然早就知道了有这样一个公子，但是她可不是一般的姑娘，想进一步

了解孔生，于是就有了香奴陪酒来试探孔生，结果孔生难过美人关，

还染上了恶疾，无人能救，娇娜姗姗来迟，也许是在嗔怪孔生，可是

又不能见死不救。于是出现用自己特有的灵丹不遗余力的搭救孔生，

孔生对娇娜一见倾心，娇娜想考验一下自己在孔生的心里是不是独一

无二的，于是就让他的哥哥把同样很漂亮的姐姐松娘引见给孔生，孔

生又一次让她很失望，可是不甘心和割舍不了，她用放手的方式来拥

有他。娇娜轻轻的离开，不带走一片云彩，可是却留下了孔生一生的

思念。娇娜是倾心于孔生的，但是至始至终她都安于礼法。当久别的

孔生见到她拜谢她过去的恩惠时，她一语双关；“姐夫现在是贵人了，

疮口已合，没忘了痛吗？”表面是说过去的病情，实际上是警告告孔

生不要胡思乱想，一句姐夫是让孔生明白他们之间现在的关系，疮口

虽合但是不要忘了动心念的痛，是希望他跟自己的姐姐好好过日子，

希望孔生能拿捏得好她们之间的关系。她抱着孔生和松娘的孩子开玩



笑说道：“姐姐可乱了我们家的种了”嘴上似乎带着些许嗔怪，可是

实际上却是充满了自豪，孔生与松娘的结合使他们的孩子带有一半人

的血液一半狐狸的血液，代表了人和狐狸的和谐相处，小宦（那个小

孩的名字）的健康成长象征狐狸和人类的友好在延续，这是娇娜最欣

慰的，虽然和孔生白头到老的不是自己，但是看到孔生和姐姐的幸福

她依然是很满足的，孔生在她的生命里是值得珍惜的，虽然他不懂得

真正的爱一个人，可是毕竟是重情重义的君子，因为他们都知道，在

他们最危险的时候，孔生会毫不犹豫的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正如他们

一家在遭受灭顶之灾向孔生求救时，他虽不知道是什么事，但是还是

慷慨地承担下来，于是皇甫公子这个时候以实情相告，并且对他说：

“您要肯为我们赴难，我们一家人可望活命，否则请您抱着孩子快走，

不要因为我们受害”。孔生不愧得到了圣人是真传，有情有意，发誓

和他们同生共死，最后冒着生命的危险举剑与老天抗争，拼死救下了

娇娜，娇娜在看到孔生昏死了过去，第一次不顾一切的真情流露，“孔

郎为我而死，我还活着干什么？”“郎”是古时候女子对自己最亲密

的爱人的称呼，被称为郎的男子就表示这个女子一生都认定了这个男

子，娇娜在忘情的情况下称孔生为“孔郎”就说明她虽然没有把自己

托付给孔生，但是在心里却早就把他当成了这一生的唯一。并且在救

治孔生的时候毫不避亲，用舌头把红丸送入孔生口中，嘴对嘴的进行

呼吸，一向守礼的娇娜在这个时候却完全的忘记了礼仪，可是当孔生

苏醒过来要带他们到自己的故乡时，所有的人都非常高兴，唯独娇娜

不高兴，这个时候已经身为人妻的她，也只是在为自己的丈夫考虑，



孔生又邀娇娜和她的丈夫吴郎一起去，却又担心吴郎的父母不愿意，

商量了一天也没有结果，直到吴郎家人来报，吴家也在同一天内遭到

了同样的劫难，只是他们家因为没有人相救，而所有的人都死了，娇

娜悲伤的大哭，泪流不止，又是一次大哭，可是这次的大哭和对孔生

的大哭是有区别的，对孔生的哭是生死相许的哭，对吴郎则没有这钟

意味。终娇娜跟着来到了孔生的家，在孔生家的一处闲置的庭院里生

活了下来，也许这个时候娇娜完全可以和孔生走到一起，完全有机会，

也有了感情的基础而“在天可做比翼鸟，在地可为连理枝”了，那么

这个故事也就会是最完美的结局了。在古代姐妹两个同嫁一个丈夫是

很平常的事，但是也许是娇娜不愿意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爱人，也许是

在经历过生死离别之后，本来极有悟性的娇娜更看开了：“相爱不如

相知，相守不如相忘”，也许生活在那个时候的人不知道婚姻是爱情

的坟墓，但是聪明的她知道，在一起也许并不是爱情的最好的归宿。

爱情的最高境界是在得到与未得到之间，她爱孔生，但是她选择的是

雪藏这份爱情，因为这样是使爱情永恒的唯一方法，在一起的有情人

们，总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两个人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把原本的爱情

磨成亲情，这个时候彼此不再是吸引，而是成为互相不得不承担的责

任。所以秦少游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何不在

空闲时，两人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探讨人生，共看花开花落，云

卷云舒，享受纯洁友谊带来的快乐，有共同的精神追求。有这样的心

心相印的朋友，不是性对性，而是心对心的，结下友爱的很纯的友谊

的红颜知己，岂不快哉。童话里的王子和公主的幸福都是只到两个人



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现实当中的爱情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女孩的

娇俏、可爱、撒娇不是都到步入结婚的礼堂前就结束了吗，但是娇娜

让自己成为了爱情当中永远的主角。原来爱情是可以不以拥有为前提

的，爱他就让他过自己喜欢过的生活，爱他就让自己离他远一点，这

样我才不会成为一个负担而存在，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懂得放手才

是一种得到的人太少了，娇娜以她独一无二智慧做到了这一点。个人收

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五:关于娇娜爱情观的思考

蒲松龄说“他对于孔生，不羡慕他得到了一个漂亮的妻子，而羡

慕她得到了一位好朋友，看到她的容貌，可以忘记饥饿，听到她的声

音，可以解除烦恼。”这种朋友就是离婚姻远一点，离朋友近一点，

比妻子更善解人意，比朋友更知心的人。林语堂在他的小说《京华烟

云》中就塑造了完美女人姚木兰和孔立夫这样一对精神上的伴侣，他

们互为知音，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在孔立夫身陷牢笼，几乎没命的关

头。姚木兰毫不犹豫拼死去营救，他们可以不做夫妻，但是不能不相

知。还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香港很红的两个明星，张国荣和梅

艳芳，他们两个人在精神上是永恒的伴侣，他们相知相望相怜，所以

就算不在一起也互相是是世界上最亲的人，在这里不妨引用《京华烟

云》中姚思安的一句话：“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夫妻外，还在精神上

有一个伴侣，她（他）和夫妻一样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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