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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新武侠的新历史主义
肖显惠

内容提要 自“大陆新武侠”产生以来，新历史主义观念就渗透于其发

展的各个层面。新历史主义所具有的历史图景、自我主体化、解构方

式等特征，使得大陆新武侠小说呈现出了多重面貌，并在作品的历史

观、人物形象、情节与场景、人文精神范式等方面产生了复杂反应。

创作群、读者群等文学因素的变化，也在多种互动影响中，促进了新

历史主义质素的出现。思考新历史主义态势与大陆新武侠发展之间的

关系，对深入理解武侠文学生态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大陆新武侠；新历史主义；表现与质素

“大陆新武侠”，最初的命名是由一批学者及武侠刊物共同提出的，如影响较大的韩云波《论21世

纪大陆新武侠》一文，标题就直接出现了这种说法。［1］综合各家言说，“大陆新武侠”可以如此理

解：它是有别于民国旧派武侠与港台新武侠而言的当代武侠，从时段来看，它主要指向21世纪武侠文学

的发展；从格局来看，它以大陆为重心，并包括港台及海外；从文学发生来看，它以原创为主旨，截然

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的仿作与伪作；从传播媒介来看，它以《今古传奇·武侠版》《武侠故事》等纸媒

为载体，并融合了网络等电媒方式。时至今日，以《今古传奇·武侠版》创刊为标志的大陆新武侠已存

在十余年，在文学走向上呈现出了丰富的态势。因为受21世纪后现代文化影响，而呈现出颇为复杂的新

历史主义特征和走向，这一点在大陆新武侠发展中尤其值得注意。思考这一问题，有助于深入认识21世

纪整个武侠文学生态及繁复现象。

一、新历史主义的进入及其多重表现

新历史主义是20世纪后现代主义思潮之一，它在很多方面反转了传统历史主义观念。传统历史主义

视历史为一系列先已存在的客观事实，把历史视为一个客观认识的领域，并因历史的整体性发展而强调

历史进程中社会规律的支配性和预测性。新历史主义却吸收和同化了多个流派的文学理论，以形式主

义、旧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挑战者的身份走上历史舞台。有论者对此进行比较：“在‘主体’与‘结

构’二元上，形式主义批评选择了结构和语言，旧历史主义批评选择了历史的客观决定论，而新历史主

义选择了主体与历史。”［2］这其实也道出了新历史主义对历史的理解已然有别于其他流派。它认为

历史是需要解释的内容而不是发现的结果，面对文本，需要的是实施包含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综

合研究。虽然新历史主义由于较多地整合了其他理论而使得自身缺乏一致性，但人们对其基本内涵和特

点还是形成了大致趋同的看法：“一是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二是单线历史的复线化和大写历

史的小写化；三是客观历史的主体化和必然历史的偶然化；四是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哲学等多

个领域多个层面，以文化诗学的广阔视野，整体性把握文学。”［3］

具有以上观念的新历史主义，逐渐成为了当代文学主潮的核心观念之一。作为理论形态的“新历史

主义”，早在1990年代的中国，就已受到众多关注，并逐渐渗透于小说、诗歌、戏剧及电影、电视等多

种文艺样式，体现于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等文艺活动的各个层面。渐俱特色的大陆新武侠，明显受到新

历史主义的影响，并且呈现出丰富的形态，与港台新武侠等拉开了距离。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港台

新武侠，主要呈现的还是传统的历史观，后现代语境浸染的大陆新武侠则在整体性倾向上明确地显现出

新历史主义特征。其中，历史图景的变动、人物塑造的主体性、情节的解构等特征，都具有代表性意

义。

（一）新历史主义观念下的新武侠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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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作者对作品的历史背景、社会时代有不同的构思方式，这种历史图景的建构方式显现了不同的

历史主义。“金梁”习惯于以某一或某几个历史时代为故事背景，在细节化、具体化的历史背景中，作

品基本上遵从了传统的历史观。新武侠却在很多方面进一步凸显了后现代语境对文学发展的影响问题。

1．历史语境的“虚化”处理。从旧武侠小说对民国背景的艺术化，到金梁对历史空间的镜像还

原，这时的武侠文学即使经过相应的艺术处理，从而与逸闻主义、边缘化等说法接近，但从中也很容易

发现故事与某个时期历史的基本吻合或神似。而大陆新武侠小说中的历史语境方式，却更为虚化，如小

非的《侠女秀秀》，其时代背景就在虚化中走上了彻底的戏谑，故事发生在“古代”——只是叫“古

代”而已，笼统地将古代粗疏的特征，如不发达的农业社会、人物使用冷兵器等，展现在了人们面前。

整个背景，没有细化的特征叙述，也看不到任何时代的痕迹或烙印。这种处理方式，在新武侠小说中的

确十分常见。

在时段选择上，大陆新武侠也突破了传统武侠单纯的古代史限制。譬如，《星海》就有共和国建国

的影子，《唐门后传》发生于抗日战争时期，有着奇幻色彩的剑侠小说《蜀山的少年》则打破了时空顺

序，穿梭于古今，与黄易《寻秦记》等小说一样地消解了时间的特殊性。至于都市武侠的当代背景，更

是虚拟的镜像，具有更为明显的虚构。这些小说，正反映出了新历史主义的时间观：取消历史的单线

性、不可逆性，使时间性具有了强烈的主观性色彩。

2．历史语境的抉择转变。“金梁”时期的武侠小说，倾向于大历史的书写与还原，如《碧血剑》

《射雕英雄传》中历史人物的评判、史实的还原，都基本沿袭了传统历史观。这些小说中的历史，呈现

出一元化、整体连续的面目，成为对已发生事件的客观性解释，带有明显的大历史话语强权。新历史主

义则主动疏离了由强势话语撰写的单线大写的正史，通过对小历史和复数历史的书写，拆解和颠覆着大

历史的叙述方式。大陆新武侠正是把握了这种历史语境的变化，整体上颠覆、消解了历史言说中的客观

性与本质性。碎石的《逝鸿传说》就是一显明例子。该小说时代背景为东晋五胡乱华时期，但是，除了

血腥与残暴的战争场景和几个没有弄乱姓氏的前赵王爷与郡主外，已看不到更多的与这个时代的联系。

九把刀的《少林寺第八铜人》中的“历史事件”也具有如此特征，除了几位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名字遵从

历史外，其他与传统历史也无太大关系。虽然传统历史在该小说的虚化与艺术化处理中，还没有完全走

向消解与颠覆，但《少林寺第八铜人》中的少林寺，成了一个武术培训班、夏令营。这完全翻转了传统

历史观念，体现了新历史主义所具有的颠覆与消解特征。

（二）人物塑造的新自我主体化

在文学作品中，主角人物历来是最重要的要素，也是故事的核心纽结。武侠小说的人物形象，无疑

也凝聚着作者倾诉的情愫、营构的主旨、高扬的历史精神。大陆新武侠在人物塑造上的变化，显然也关

联着新历史主义所包含的对客观性的颠覆、本质性的消解等表达方式。

1．从还原到虚构的人物变动。武侠文学中有大量的以历史人物为原型的作品，但是大陆新武侠小

说却多采用“失是求似”的方法创造了不同的历史性人物。由于抛弃了历史丰腴的骨肉，只取一点神髓

来点染，新武侠中的历史人物与传统历史人物基本上不相符合。由此，原本客观的历史，在新武侠中呈

现出了高度的自我主体化变化，这也正是新历史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少林寺第八铜人》中，主角

无疑是作者塑造的英雄，是隐忍、韬光养晦、智慧的凝结，为了“太极”这一话语的需要，作者将之命

名为“张三丰”。但是除了这一丝联系，采用何种姓名来称呼主角，其实皆无不可，这一历史人物在这

里也就成为了一个自我主体化对象。至于担任主角的非历史性人物，新武侠小说对之塑造更趋向完全的

虚构。这种主角，不仅有助于消释作者胸中块垒，其从无至有的形成，更有助于作者的随意发挥，实现

了对传统的“还原”式主体表达诉求的摒弃。

2．精神形象的主体化改变。作为新武侠代表，金庸小说《鹿鼎记》人物性格的塑造，就实现了从

建构到解构的转变。在此以前，金庸笔下的武侠英雄，都有着神圣的光圈：舍己为人、忠君爱国、寡欲

清心。但《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却德不高艺不精，欲不寡心不清，他玩弄权术，左右逢源，混迹朝

野。小说对这一形象的塑造，正显示出金庸对武侠英雄形象的解构。不可否认的是，新武侠虽然总体上

存在着一个从武功到人，从人物写作到人的写作的转变，但是这还不够彻底。只有到大陆新武侠小说

中，人物才越来越具有主体性，表现出更明显的对自由、自我解放的追寻。与以侠义或复仇为中心来体

现传统儒家理想精神的人物比较，新武侠小说的人物，具有发现自我并达到自我解放的本体主义精神。

这种本体精神比起传统小说中人物的理想主义而言，更具有新历史主义的色彩。沧月《七夜雪》中的瞳

术者明介，最终发现了自我也最终失去了自我，摆脱不了命运的枷锁，等待他的只能是最终的灭亡。李

亮《浴火穷途》中的主角云舒怀，从侠者变为施暴者，也正是因为失去引以为傲的旧我。只有《逝鸿传

说》中的道森，虽为孽果，但他潜心佛学，精通武学，实现自我解放与超脱，达到了自由彼岸。这些都

是大陆新武侠人物形象的解构表现。



（三）情节场景的解构性

传统武侠离不开几大要素：侠客、帮会、武打等。大陆新武侠小说对此也多有沿袭，如作为崛起标

志的《昆仑》。但是，发展过程中的大陆新武侠，却更多走向了传统的对面，消解了江湖、侠义、武功

等因素，消解了武侠文学的传统情节营构。《游侠秀秀》就有如下诠释。

游侠：会武功的人除了开镖局，就是要么投靠大户做保镖，要么进官府做侍卫捕快。只是僧多粥

少，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好工作，于是绝大多数习武之人只得浪荡江湖——或落草为寇，做没本钱的

生意；或行侠仗义，赚点名声以期出头之日——后面这部分人就是人们常说的游侠，为数不少。

武林规矩：江湖上总流窜着很多游侠，有事没事常常会打起来。官府只负责抓强盗淫贼，没怎么去

管他们，所以世道很乱，杀来杀去的，时间长了，游侠们也吃不消，就自然而然生出了些规矩来。这种

默契实际上也是一种保障，除非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保护自己。

这些说法似乎不无几分道理，但实则是对传统武侠观念的颠覆，从而树立起新的观念，即世俗性、

偶然性、随意性的武侠世界。

再看《游侠秀秀》行侠前的场景：似乎有受害者在树林里痛苦哼哼，主人公于是拿着刀小心翼翼朝

小树林走去，远远听那人又哼了一声，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在将读者的期待引向传统的俗套的场景预测

时，作者却戏谑地抛出结果：原来只是一个强盗在大便而哼哼!在新武侠作品的情节与场景中，这种对传

统武侠情节与场景的反转，这种方式与新历史主义观念不谋而合。再如武侠文学必备的武打场景，武功

决斗，独打或群殴，在大陆新武侠小说中也成为了解构对象。《少林寺第八铜人》中的丐帮帮主，在武

打的紧张时刻，却堂而皇之地大吼要大便，继而以大便为武器大败敌手。这种情景，竟以恶俗方式挑战

着读者的审美习惯。如此，从行侠到武功决斗，从仗义到江湖博弈，武侠文学特有的情节场景便被一一

解构。

二、大陆新武侠的新历史主义质素

从以上对新历史主义表现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大陆新武侠呈现出的多种新异特征。这些特征的出

现，其实是与新历史主义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时代的文化蕴含变化、拆解与建构的新历史主义观

念等方面来思考，更能见出大陆新武侠发展的内在质素。

（一）在文化诗学上的扩展

在以金庸为代表的大文化写作思路中，武侠小说往往涵盖历史、哲学、宗教、医学等多种学科知

识，大陆新武侠的单个作品与之相比，往往在知识层面上不可望其项背。不过，整体看来，身处21世纪

时代文学渲染下的大陆新武侠，也包含着更为广泛、程度更深的大文化意识。如以传统武侠范式为基础

的，由号称“南凤歌，北晴川”的两作者创作的大陆新武侠代表作《昆仑》《雁飞残月天》，就包含了

多样的学科知识。《昆仑》体现了广阔的数学、机械学、天文学知识背景，《雁飞残月天》包含传统的

马术、棋艺等—165—国学知识。在人文哲学方面，《逝鸿传说》对部分《金刚经》的诠释，也是极其

深刻的，比起金庸作品诠释的正大肃然之姿，显得更有锐气和新意。在社会经济形态的直接影响下，方

白羽的“千门”系列、杨叛的商战武侠等，无疑都是现代经济学、管理学与武侠的一场交融汇合。

除此之外，以技术发展为支撑、以影视视听艺术为动力的21世纪新文艺思潮，也增加了大陆新武侠

中的新神话主义色彩。步非烟、沧月、江南等人，在创作中就拉开了“奇幻武侠”这一绚丽的图景。步

非烟《武林客栈》中奇异的蛊术、《曼荼罗》中的神秘印度教，构筑了“华音流韶”系列涣涣之著的瑰

丽。同样，沧月的“鼎剑阁”系列、江南的“九州”系列等，通过对异世或异界的叙述，创造了新的历

史演绎。步非烟、郑丰等女作家，则打破了武侠作家群中的男性壁垒，以优客李玲《红颜四大名捕》、

媚媚猫《杜黄皮》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品，开拓了大陆新武侠中的女性主义道路。可见，从宽泛的文化理

解来看，大陆新武侠又呈现出了丰富的文化诗学意义。

这些特征，多角度多层面地拓宽了大陆新武侠的文化蕴含与文化境界。继金梁时期的武侠，在“文

史一家”的习惯中蕴含“历史诗学”的理念之后，大陆新武侠又跨了一大步。正如上文所述，新历史主

义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哲学等多个领域多个层面，以文化诗学的广阔

视野，来整体性把握文学”。大陆新武侠也正体现了出这样一种宽泛的、整体的、多领域的文化诗学主

张。

（二）拆解与建构的双重向度

新历史主义认为不存在普遍的、超历史的人类本质，这无异于将人类道德精神与价值取向，置于了

怀疑与消解的境地。这种新历史主义的怀疑精神、批判趋向，在大陆新武侠中得到了多方面的体现。金

庸的《射雕英雄传》宣扬“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之中所彰显的明确的、积极的传统侠义观，在大

陆新武侠中就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如萧拂的《隋侯珠》，其中的大侠沐天风，勇救二百多无辜百姓，却



反遭仇报，这使得沐天风由侠义观的坚守者变成了怀疑者，留下了“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

霜”的遗训。同时，作品还塑造了侠义的怀疑与矛盾者——赵无常，利用与破坏者——龙在天，批判者

——妓女小翠等形象。可以说，该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怀疑与批判精神，几乎完全瓦解了传统的理想主义

的侠义观。这种怀疑和瓦解在其他大陆新武侠中也屡屡皆是，《破城锥》中对忠义的置疑，就为一例。

在故事中，破城锥工匠的“灭门”存在两难问题——对有功之臣灭门为不义，不灭门对朝廷为不忠，该

两难问题又影响到侠士对刘将军复仇与否的道义问题的置疑；《灭劫无常》（唐缺）对有关魔教复兴的

“圣物”的态度，逐步从怀疑走向了完全的颠覆，小说最开始叙述“这世界太可疑了”、“只是一场玩

笑”，到结尾时再次确定“这世界的确只是一个玩笑”，除开这种字面上的相似，小说对“圣物”之

“圣”的描述却没有必然的因果与终结。

当然，对传统狭义观的明显批判或者含蓄否定，并不是大陆新武侠创作的最终旨归，这种消解还只

是文学精神的“反动”表现之一。大陆新武侠所拆解和建构的，还针对着武侠文学的美学范式。在这方

面，从小非的“童话江湖”，到九把刀的“都市武侠”等创作，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并且是成功的对新的

武侠美学的建构意图。小非《侠女秀秀》，就开创了插科打诨似的诠释文本，九把刀的《功夫》、“杀

手”系列则把电影语法多角度多方位地引入了武侠作品。文舟的“天马传奇”系列作品，把“天道气

数”拟化为天马，这样既具有了文学的形象性、直观性，带上了宗教式的神秘主义色彩。作者脱离了大

汉族主义，以少数民族的视角来展开故事。这样一来，正史中的蔡文姬，则成为了该作品艺术形象的野

史参照与注脚内容。细节上的缜密，逻辑上的丝丝入扣，都促进了小说从多方面来建构出新的历史时

代、江湖图景，以及历史人物形象。可以说，这一大陆新武侠小说，由此实现了新的话语方式转变，远

离了客观的、还原的历史习惯，建构出了主观的、解释性的历史叙述。

由此可以说，大陆新武侠小说在拆解传统的崇高、神圣和庄严的武侠美学的同时，又建构出了世俗

的、庸常与狂欢的新美学范式，这之中包含着了深刻的新历史主义观念质素。

三、大陆新武侠与新历史主义态势

大陆新武侠中新历史主义质素的产生，其实是与整个后现代背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后现代背

景，在作者创作理念、读者消费观念和文学生产机制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使得大陆新武侠

形成了与传统武侠、新武侠小说等都有所不同的文学特征和文化身份。从这些方面来审视大陆新武侠，

—166—其实也能加深对新历史主义态势的理解。

从创作群体的职业属性来说，大陆新武侠小说作者并未完全把文学当作一种谋生职业。他们大多生

长于经济、文化都较发达的都市，从小受到西方消费文化的影响，大多数都受过高等教育，有些还出身

理工科，少数还有着出国留学的经历。这些文学的周边因素，使得大陆新武侠作者相对于原来过于专业

化和精英化的创作队伍，表现出了更明显的业余化和个人化特征。同时，在后现代所具有的游戏、消

遣、娱乐、自我释放的精神影响下，许多写手走上武侠的创作之路，自然也就容易产生具有这些特征的

作品，如小非、碎石、沧月等人的武侠创作，就具有鲜明的随意性、幻想性等特点。当然，整体来看，

这些因素也会造成作品的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不过，大陆新武侠创作个人化、反主流的边缘文化特

征，却是显而易见的。

同样，从大陆新武侠作品的读者群来看，也颇能感受到新历史主义的发展态势。这些武侠小说的读

者，多为崇尚个性、幻想的年轻一代。他们对待文学的态度，是追求轻松的消遣、多变的感官刺激和奇

异的想象，对于历史苦难、现实苦痛和深沉的思索，往往缺少深入的理解，缺少持续的热情。“这样的

读者需要的人物是充分展示自己个性的小人物，不是改天换日的大英雄；需要的情节是个人性情的小叙

事，不是惊天动地的宏大叙事；需要表达的是欲望之性与情感之性，不是高尚清高的精神之旨。”

［4］如此一来，这样的读者在文学生产机制的“读者—作者”双向互动中，也就成为了大陆新武侠的

新历史主义态势发展的重要催生力量。

从文化症候看，大陆新武侠文学的文化身份已融入了后现代文化语境。这些作者，虽然生长于中国

文化土壤，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也是其潜在的创作基石，但他们所具有的其他学科背景与跨国经验，在

开阔创作视野、提升思维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传统文化与当代消费文化的交接。在当代中国，

多元重构的文化身份逐渐取代了单一的身份确认，以消费文化为代表的后现代文化，正以其强大的优势

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武侠文学构建的文化空间，由此也具有了满足读者在现实中无法实

现的身份想象的作用。武侠文学的身份建构，对消费文化的极端追求，正可以制造一个虚幻的身份系

统。文化工业中的这种消费型的终极追求，将历史变成了一种消费对象，将作品的商品价值作为一种标

靶，这当然也会导致作品精神价值和美学价值的缺失，这也是大陆新武侠的新历史主义态势发展，尤其

需要避免的危机。



总之，“新历史主义”使大陆新武侠形成了多种新异的特色，也打上了鲜明的后现代烙印。新历史

主义本身存在着的许多问题，它与马克思主义文学历史观的差别就是表现之一。后者既注重“文本”认

识，又注重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体验与透彻分析，新历史主义对问题的分析却缺少这样的深度。同时，它

的“历史视野缺少物质生产实践这一块，必然就只能在‘文本’中游走，只能限于‘语言’的牢笼。因

为它的意向，恰恰是在脱离客观社会历史和经济条件下释放出来的。它产生的效果，第一个可能就

是‘不可知论’，第二个可能就是‘虚无主义’”［5］。加之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可以重写但不

可以复写，尽管重写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难免使之带有较浓厚的主观色彩。历史的需要重写性

与重写的不完美性之间的矛盾，也就成为了新历史主义的又一个方法悖论。不难看出，在后现代语境

下，大陆新武侠中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消遣娱乐解构，与新历史主义所包含的这些问题都有关联。问

题也正在于此，大陆新武侠与新历史主义有着割不断的渊源，新历史主义的态势，最终也就会影响到大

陆新武侠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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