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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武侠小说的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
王运涛

内容提要 目的:阐述现代武侠小说的社会内涵与审美价值。方法:采取文

本阅读法、文本分析法及逻辑分析法。结果：通过分析现代武侠小说

的社会内涵及艺术特征，解读现代武侠小说的审美价值及表现形式。

结论：武侠小说的文化底蕴与我们民族的心理结构有深度的契合，能

够为拥有现代意识的人们提供一个文化认同的文本。

关键词 武侠小说；文化内涵；审美价值

现代武侠小说入选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教材一度成为社会热点。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年11月第一次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读本(必修)高中第四册《语文读本》里面首次选

入了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和金庸的《天龙八部》两部武侠小说，分别排在第五课和第六

课，并合为一个单元，取名为“神奇武侠”。此举立即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批评者认为，

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娱乐性的文学形式，其思想境界不高，难以对学生起到良好的引导作

用；赞成者则认为，武侠小说蕴涵着许多中国文化的精粹，著名导演李安根据王度庐武侠

小说《卧虎藏龙》改编的电影以其特有的中国审美文化意蕴震惊世界，获得奥斯卡大奖，

更不要说审美文化内涵丰富的金庸小说了，所以把武侠小说的精彩篇章收入课本是非常必

要的。反观现实，凡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人在看武侠小说，青少年更是沉迷于武侠小说

之中。因此，我们所要做的不仅是对中学教材入选武侠小说一事进行争论，而是要对“武

侠热”给予适当的引导，这样也许会更有利于大家对中国传统“侠”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一、现代武侠小说的文化内涵及艺术特征

对中国大众读者而言，武侠小说无疑是最受欢迎的一种样式。它以超常的想象、丰富

的内涵、精彩的对话、细腻的心理描写和情节生动的叙述，最具有广泛的读者群。这种现

象，很值得我们研究与深思。武侠小说为何深受广大读者青睐？传统的看法认为它是一种

供大众休闲消遣的娱乐读物。它不仅有精彩的情节与巧妙的构思，还以快意恩仇和神奇武

功吸引读者。大概正因如此，武侠小说只能归属于通俗文学的范畴。它一直被某些文学评

论家视为不入流的娱乐文学，至少在中国评论界，对它的重视与研究显然是不够的。可惜

的是武侠小说百姓喜闻乐道、学者不屑深究的现象，近年来已有了很大的转变，先后涌现

出墨白、严家炎、孔庆东、张乐林等对武侠小说研究较有心得且为人所喜爱的学者，他们

孜孜以求的钻研对武侠小说的研究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1.武侠小说的文化内涵

武侠小说以武为底色、以侠为精髓，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优秀的武侠小说往往

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之中，不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将儒、道、佛学思想融会其

中，因此抒写世间的悲欢的同时能表达较深的人生境界。从文化角度透视武侠小说的武功

描写，往往能够看到渗透其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侠客的神奇武功有各种各样，九阳真

经、九阴真经、太极拳、太极剑、降龙十八掌、六脉神剑、易筋经、小无相功、四象掌、

两仪刀法等，却无不是周易、阴阳五行学、经络学、道藏、佛学经典等“文化元典”的基

本原理与各人的武学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武林中人的侠义故事更是义薄云天，“江南七

怪”为了兑现答应丘处机“十八年后重逢”的约定，苦苦寻访六年后在蒙古大漠传授郭靖

武功，十八年后准时赴约；神雕侠杨过为了断肠崖石壁上的“十六年之后重逢”的约定，

苦等一个人十六年后欣然赴约……总之，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家国主题上，对国家有情

有义，尽力而为；在情爱主题上，对爱侣有情有义，尽心而为，均是崇尚“一诺千金”。

当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武侠小说对丑恶人性的揭示也往往入木三分，种种尔虞我

诈、争权夺利、荒淫酒色和迫害无辜的罪恶阴谋伎俩也贯穿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武侠

小说本身就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与现实批判主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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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武侠小说的艺术特征

优秀的武侠小说都有巧妙而脱俗的布局与构思，读来出人意外，结果又在情理之中，

表现了文学结构的严谨与周密。如金庸把中华民族的审美精神、英雄模式、爱情理想、人

格范型、人生情趣、正义观念、文化价值，以极富审美感受、极富个性强度、极富生命体

验的艺术表现力传达出来，让每一个与他有“文化血缘”的读者都沁透肺腑地获得精神享

受。同时，武侠小说都强调“文学是写人、写人性”的观点，在梁羽生、金庸、古龙的笔

下，不仅把侠客描写得有血有肉，令人惊叹而讨人喜爱，而且其塑造的武林败类也各具个

性，由此也增加了故事的离奇性与丰满度。由于对武打过程注重细节的描述与挖掘，从而

使武侠小说的故事叙述细致而具体，无论是侠客的离奇遭遇还是社会环境氛围的描写，都

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充分显示了武侠文学的独特魅力。由于武侠作者的持续创作，

俨然缔造出一个侠义的江湖，每个武侠小说的读者，都在潜移默化中熟悉了江湖的规则，

日常生活中常不乏脱口而出的广泛引用，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扎根传统文化，影

射现实社会，运用超常想象对江湖故事进行形象化与通俗化的描写，“成人童话”似的武

侠小说从而极大地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由是可知，武侠小说在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上，都有其可取之处。它在形式上迎合了

广大读者的阅读心理，在内容上有积极的教化作用，在文学上则别出心裁、独具风格，充

满着东方文化浪漫主义的美学格调。无数读者对那个神奇的“江湖世界”心向往之，对那

妙不可言的中国功夫醉心不已，也从阅读中和主人公一起经历奇幻的“成长历程”：磨难

培育了男主人公成功所需要的品质，武功赋予了男主人公成功所需要的才能，爱情使男主

人公获得了成功所需要的凭借之力，奇遇提供了男主人公成功所需要的机会，它们交互作

用，合力造就了男主人公的成功。正因如此，武侠小说在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基础上，逐

步发展而成熟，涌现了各种流派与风格，各有特点，甚至跨越不同文本而具有蓬勃的生命

力。

二、现代武侠小说的审美特征及表现形式

把握现代武侠小说的审美特性，是确定其审美价值的基础。优秀的武侠小说决不因其

所写之人之事是大众的通俗的，而使其审美品性指向平庸肤浅。武侠小说的广受欢迎，不

仅表明当代中国最大多数的文学读者，仍然生活于渊源极深的文学和审美传统中，新武侠

小说与当代中国读者在阅读和心理对话中，具有广泛的“视界交融”——作品的视界和读

者的视野共同融合在统一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而且表明武侠作品中对现代意识的自觉追

寻，符合了现代读者的审美理想。

首先，现代武侠小说继承了古典武侠小说的叙事传统。古典武侠文学有其固定模式：

其主旨，必定是以武犯禁，锄强扶弱，快意恩仇；其人物，必定是出身世家，身负血仇，

历经磨难，练成绝世武功，手刃仇人；其情节，必定是从血海深仇开始，以善恶有报作

结，其中又必定关系到一种武林秘籍或宝藏的寻找，在结束处必有一场正邪两派武功大较

量，等等。[1] 在现代武侠小说中都能寻找到这些特征的影子，甚至还可以寻觅到更为远

古的神话的痕迹。对超越极限的武功崇拜，实际上是对生命力的一种崇拜。这种思维模

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远古神话的一种重现和追忆。神话是原始社会远古初民对于自

然和社会的幻想性产物，而武侠小说则是现代人对理想人性和理想社会的幻想性产物。所

以，从本源上说，武侠小说是一种现代神话。正如卡西尔所说:“原始人并不认为自己处在

自然等级中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权地位上。所有生命形成都有亲族关系似乎是神话思维的一

个普遍预设。”[2] 神话反映的是原始人的生命哲学，作为一种祖先集体经验的积累而将

永远地留存在每个民族的记忆深处。正是有着这样的记忆，当我们阅读到武侠小说中对赋

有灵气的动物的摹写，对出神入化的武功的崇拜，以及对超自然力的生命不灭、人可以返

老还童的抒写，我们没有想到要提出什么疑问，而是情感上不自觉的接受和认同，从而使

隐藏于心理深处的记忆得到复苏再现，使这种意识得到强化。

其次，现代武侠小说保留了朴素的“万物有灵”的文化氛围。如在武侠小说中，经常

出现一些“灵气逼人”的动物的摹写：在神雕的帮助下，杨过终于练成绝世武功，并且在

孤独的人生之旅中成为他的兄弟和忠实的朋友；在白猿的指点下，越女练成举世无双的越

女剑法；每一个千年异果的旁边也都有一种灵蛇或者异兽的守护；每一个门派也往往有其

镇山之宝，或为宝剑，或为秘籍，且只传有缘人。这种构思，与原始思维中“万物有灵”

观是相融合的。而对于无涯子、天山童姥能够几十年保持童年之躯的幻想则是对个体生命

极限的超越，相信死亡并不是不可能战胜的。这恰恰是对现代人视野的颠覆，充分体现了

武侠小说作者独特的思维模式，实现了其对人性的深刻揭示。万物既有灵，则种种天性均

可贵，从而使得武侠小说可以为人生选择提供多种人格类型。江湖争斗大多不过为了名

利，但由帝王而为高僧的一灯大师，少林寺里扫地的无名老僧，以及其他众高僧，他们大

都出场不多，现身尘世时也并不张扬，但他们却是一种让人景仰而亲切的光彩人格。周伯

通纯粹从率真本性出发，在完全“无意”（相当于现在年轻人的“不在乎”）中完成着自



己，既无意于一宗一派的信仰，也天然地无意于功业的建立，名望的获得，完全听凭本真

天性的呼唤，实现了“真人无功，至人无名”的人格理想。各种人格类型又是彼此联系，

相互勾连的：段誉心有佛念，却不入佛门；虚竹出身佛门，但命运把他赶出了佛门，心中

却仍然深存佛念；黄药师鄙弃一切门派成规、正学传统，但他精研八卦五行之术，颇具逸

隐之风。

第三，现代武侠小说多以独特的创作视角恰当地迎合了中国读者的审美心理，可以给

读者一种怀旧的体验，甚至产生强烈的共鸣。武侠小说之所以在20世纪久盛不衰，与其现

代意识的强化密切相关。其现代审美意识主要表现在，一是重人物塑造，以体现美在人物

的意识；二是采用现代心理机制，满足读者的接受心理，以体现美在适宜的心理；三是运

用新形式、新方法，以体现美在形式的意识。[2]如武侠小说往往是通过解构神圣来实现他

的现代性的，通过对历史、战争、英雄，这些历来带有很多神圣光环的质疑之中去实现

的。这一点有金庸的封笔之作《鹿鼎记》为证，在金庸笔下，历史不过是一连串的闹剧，

通过韦小宝的飞黄腾达好运亨通，将历史的不被人知的喜剧性的存在展示出来，这种游戏

历史神圣性的情节设置，借助于历史幻想建立了一个完全属于自身的虚幻世界，虽带有一

定的虚幻性，但是也给我们理解历史的另一种视角。如杨过的神勇与他亲手杀死成吉思汗

的孙子、拖雷的儿子、忽必烈的哥哥——蒙哥大汗的情节，是何等地让人叹为观止。在武

侠小说的阅读中，读者从一系列侠客身上，体验到一种人性的异化和生命的张扬，这正迎

合了现代读者的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

第四，现代武侠小说在修辞技巧等方面，给广大读者带来了思维上的狂欢和阅读的快

感。现代武侠小说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游戏”性，因而更善于举重若轻，更

彻底地解构负载于生命之上的种种一本正经，使武侠这一文本所蕴涵着的游戏品格，得到

了更淋漓尽致的开发利用。文学的生命在于不断创新，这种创新精神在武侠小说中始终是

一种原动力，不但金庸、古龙、黄易等人的小说风格迥异，即便是金庸本人，每一部小说

也都有新的尝试。这是武侠小说盛行几十年而生气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武侠小说作

家思维的跨越和时空距离的产生，让人的思维处于极度的欢快之中，让大脑时时处于幻想

的亢奋之中，从而愉快地接受了种种虚无缥缈而又充满神秘的江湖世界：或是高耸云天的

华山、茫茫无际的大海、布满毒蛇的热带岛，或是千年冰封的火山绝顶、美丽的桃花岛、

令人不寒而栗的不乐岛……[3]随着主人公一起经历种种奇遇，对神秘的体会认知和追求是

人类审美探究心理的必然要求，也是对现代人工化生活环境的一种心灵补偿。于是“中国

的武侠小说活跃于闾巷之间，藏身于草野之中，是一种纯粹的下层社会的大众文化的产

物。”[4]

当然，一种文学现象的兴起与衰落总是与一个时代的审美情感和文化取向有关，而这

正是文学发展的深层次的原因所在。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够在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主要

是因为其文化底蕴与我们民族的心理结构有着深度的契合，使我们在审美状态中深化民族

文化的认同感。它的意义既不在于武伙小说作为通俗读物能够带给人们消遣娱乐，也不在

于武侠小说本身的内容包含了多少传统文化的精华，而在于它能够为拥有现代意识的人们

提供一个文化认同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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