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卷!第"期 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月
%&’(!!!)&(" *&+,-.’&/0&+1234516-784,5719!:+;.-71745.-<0&=7.’0=74-=45><717&-" ?.,(#"##$

"

金庸小说作为大众艺术六论

寇 鹏 程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市@##$AB"

摘!要!金庸小说作为大众艺术的探讨#主要还纠缠在是$雅%还是$俗%这个问题上#还没有真正从大众

艺术本身的多层次视角来研究&借鉴西方的六种大众艺术理论#可以对金庸武侠小说作为大众艺术的价值进

行多维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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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众 艺 术%在 中 国 是 一 个$熟 悉 的 陌 生 人%&
而$金庸%以及$金庸小说%!下文将二者视为关联度

极高的话题#统一简称为$金庸%"则无疑是中国当

代大众艺术中最热门的话题&关于金庸的研究#笔
者搜索AG$G年到"##F年中国期刊网#发现有B##
多篇相关论文&作为$大众艺术%的探讨#主要集中

在金庸是$经典%还是$非经典%的地位争论上&一

些人对于武侠小说作为一个$文类%的价值持否定

态度#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金庸是文学界$一场静

悄悄的革命%#超越了文学上的雅俗对立#是雅俗共

赏的典范(A)&但这些都还是只集中在$雅俗%这个

范畴之内#金庸作为大众艺术#还有多种不同的价

值维度有待探讨&

!!一、大众艺术是直接消费而不是再创造

美国理论家格林贝格!H’4;4-1I,44-J4,K"在

*前卫与通俗艺术+里指出大众艺术是新大众社会

的产物&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移民涌入城市#形

成新的城市居民#要求社会提供适合他们消费的文

化&精英文化在这种环境下就不行了#为了适应这

个新市场的需要#一个新的艺术形式被创制出来#
这就是通俗艺术&$这样为了适应那些对天才艺术

不敏感而又饥渴于某种文化的人的需要就产生了

通俗艺术#它是真正艺术拙劣的代替品&%(")!A格林

贝格认为能够诱使读者积极参与的作品#艺术价值

就高#不需要读者自己的创造性参与的直接享受的

作品#则是艺术性不高的大众艺术&所以#他认为

天才的艺术一定是困难的#对读者提出了强烈的挑

战#读者不 通 过 自 己 的 努 力 是 不 能 直 接 获 得 享 受

的’通俗的大众艺术则不需要读者自己的努力就能

够直接 享 受#它 只 需 要 消 极 的 和 消 费 的 观 众&这

样#在大众艺术中#人的各种感官和心理能力不再

得到训练#而只是被动的消费#在大众文化中#人的

各种器官因$慢性中毒%而退化&
这就是说#接 受 起 来 比 较 困 难 的 就 是 精 英 艺

术#而毫不费力的直接接受就是大众艺术&用接受

的$难度系数%来决定艺术的好坏#这一理论本身的

漏洞一见便 知#比 如 猩 猩 在 电 脑 上 敲 击 出 来 的 文

字#接受起来的$难度系数%一定非常大#但我们显

然不能说这个作品就是高超的艺术品&以此而论#
金庸的作品接受起来的确不难#在江湖的快意恩仇

中#很容易使人沉醉而忘却现实的繁琐#它是大众

艺术的&但金庸的世界不仅仅就是这样$简单的快

乐%#他又往往和民族的危亡,家国的兴衰,家族的

利益,门派群体的冲突,人生理想与现实的对立,个
人的生存自由等$宏大叙事%联系在一起&在历经

千辛万苦而$九死不悔%的众多生死爱情面前#在杀

伐逐鹿的血腥之后而归于大彻大悟面前#在剪不断

理还乱的个人恩怨和民族利益,国家利益面前#一

个人要想接受金庸这样的庞大世界#也是要付出心

力的#也是对自我的一个挑战&在金庸精心营构的

荡气回肠的正与邪,魔与道,爱情与阴谋,善良与邪

恶,卑鄙与崇高,英雄与小人,真诚与伪善,残忍与

仁义,奸险与正直,背叛与忠贞,贫穷与富有等重重

" 收稿日期!"##FEA#EA$
作者简介!寇鹏程!AG$"E"#男#四川达州人#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美学&



冲突中!会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丰富的痛苦#的世

界!让人觉得"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也禁不住要浩

叹"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

铭#$金庸的"飞雪连天#%"笑书神侠#!在江湖快意

中有"史诗#一样的宏阔与洒脱!在三教九流的卑下

与龌龊中有腐朽的"升华#$金庸的"江湖#就是社

会!就是"小宇宙#!它不比任何一部经典的"严肃#
作品轻薄$它在刀光剑影"呐喊#的热闹中!既给人

娱乐!又给人生命的启迪和心灵的震撼$金庸的世

界是需要读者"费力#地再创造来阅读的而不是"直
接的消费#$经过主体的这种"阻碍#%"压抑#甚至

"痛苦#方 能 获 得 的 一 种 认 同!就 是 一 种"崇 高 感#
了$所以!金 庸 的 作 品 可 以"不 必 当 真#地 只 是 消

费!但绝不缺少再创造$

!!二、大众艺术是制作技艺而非心灵表现

!!在 意 大 利 文 艺 理 论 家 科 林 伍 德&L(I(H&’E
’7-K3&&<’那里!大众艺术的名称变成了娱乐艺术!
他认为娱乐艺术实际上是一种假的伪艺术!它不是

艺术!但被错误地叫做艺术$他认为真正的艺术是

心灵的直接表现!而不是技术制作$而大众艺术仅

仅是一种制作工艺$科林伍德认为真正的艺术和

技艺是无关的$因为技艺有着明确的计划和执行

步骤$而真正的艺术作品的最终样子并没有计划

好!作家自己也不清楚!作品不是从一个现成的计

划按部就班去执行的!而完全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创

造!是作家心灵的表现$艺术自己就是目的!艺术

不是一个为了设计好的目的而按计划操作的工作

流程$技艺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到达目的的工具

或手段$"技艺想要实现的目的!总是从一般原则

加以设想#(!)!它完全没有真正艺术的那种个性化

的独创$娱乐艺术完全只是一种制作的技艺!是按

照某种程序尽可能想方设法迎合最大量观众的口

味!达到赚钱的目的$
这种理论轻视艺术技巧的作用!认为艺术即直

觉!直觉表现就是艺术!而技巧只是一种物理性质

的制作$殊不知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

尼娜+都只是法院的公报!材料人人可见!但只有到

了托尔斯泰手里!才变成了伟大的艺术品!可见技

艺是多么重要$所谓"技进于道#!能有艺术技巧本

身并不是艺术的不幸$黑格尔就曾指出-"一个艺

术家必须具有这种熟练的技巧!才可以驾驭外在的

材料!不至因为它们不听命而受到妨碍$#(@)所有艺

术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制作!因为有制作的技艺而受

责备!将它贬低为"大众艺术#!这是有问题的$

金庸制作武侠小说"传奇性#的技艺确实炉火

纯青$在空间上"乾坤大挪移#!充分运用大侠来无

踪去无影的特性!让人物一会儿在塞北大漠!一会

儿又在江南小镇!一会儿在西域雪山!一会儿在东

海岛屿!变幻无穷!心游万仞!这样展示出的风土人

情%世 间 百 态 也 因 此 丰 富 多 彩!波 谲 云 诡!跌 宕 生

姿$在时间上也是"斗转星移#!前世今生!恩恩怨

怨!思接千载!纵横交错!充满玄机$人物关系上更

是错综复杂!师徒门派的明争暗斗!民族大义的正

气凛然!英雄儿女的巾短情长!奸诈小人的密谋策

划!高人豪杰的壮志未酬!庙堂之高!江湖之远!深

宫之景!贫寒之家!瞬息万变!措于笔端$情节时而

缠绵悱恻!时而气壮山河!时而扼腕叹息!时而开怀

大笑!时而屏息静气!时而纵横驰骋$故事的谜团

一个未解一个又来!江湖波澜风起云涌!英雄世界

大浪 淘 沙!机 关 悬 念 层 出 不 穷!扣 人 心 弦!动 人 心

魄!让人欲罢不能!金庸可谓调动人心的高手$这

正是金庸善于抓住大众心理来"讲故事#!制作传奇

的高超技艺$这种制作固然有某种可操作的程式

技巧和"结构#!但也无不包含着作者天才的匠心和

心灵的表现$在杨过%小龙女.梅超风%陈 玄 风.张

无忌%赵敏.郭靖%黄蓉.段誉%王语嫣.萧峰%阿珠那

样的爱情制作中!不是金庸强烈的心灵表现吗？在

林平之近乎变态的复仇心理面前!在岳不群畸形的

权利欲面前!在东方不败的孤独里!甚至在李莫愁

的爱情里!无不激起我们情感的波澜$每一个金庸

的人物!每一个金庸的故事!每一部金庸的作品!不
是都包含着作者强烈的"倾向性#吗？不是都激起

读者潮水般经久不息的共鸣吗？这种"制作#怎么

能是"心如死灰#机械的制作呢？怎能不是激情洋

溢的"流溢#%"表现#呢？包含着真挚情感的制作是

可能的!而金庸是一个范例$

!!三、大众艺术是文化工业的产物

阿多 诺 &M(N(D<&,-&’与 霍 克 海 默 &?(
:&,O247;4,’关于 大 众 艺 术 的 讨 论 从 另 一 个 全 新

的角度把这个问题推向深入$他们认为现代资本

主义社会是一个工具理性的社会!大众艺术就是工

具理性的结果$真正艺术的目的是想要反抗工具

理性!是去争取独立自主!展示被工业社会"挤掉了

的幸福#(B)$而大众艺术甚至连试图反抗社会统治

的想法都没有!一点儿也不能揭示社会总体本质!
只是一味的与社会相融!消磨人的斗志!用工具理

性和利润去掩盖社会矛盾$大众艺术的制作者是

一些技艺高超的工程师!而他们设计的方案经过机



器批量生产出来的大众艺术只是无止境的重复!是
完全形式化"商品化和缺乏想象力的#大众艺术无

需人们的想象"创造!没有留下任何需要读者自己

来做的事情!设计者已经为他们做好了一切!带着

欢乐的人们不得不直接接受文化工业制造者提供

给他们的东西!完全是娱乐工业在教人们做什么"
想什么!观众自己已经不会做"不会想了!他们的行

为完全是被 动 机 械 的 行 为!没 有 自 己 的 想 象 与 创

造!完全淹没在大众艺术设计者的幻觉里!丧失了

自我#大众艺术是人类自由"解放的障碍#这种理

论认为!大众艺术不能深刻地揭示社会的矛盾"斗

争!不是与社会对立的!不去反抗社会的统治!而是

以廉价的欢乐唱赞歌!麻痹人的洞察力!与社会$融
合%!从而丧失了艺术的批判精神和艺术的$警世%"
$醒世%精神#

这似乎有一些偏见#大众艺术并不就 意 味 着

肤浅!且不说简单世俗生活的柴米油盐里蕴含着朴

素的人生在世的真谛!很多大众艺术在巴赫金所说

的$狂欢%式的$不严肃%中也揭示了人情"人性"社

会的深刻矛盾#金庸小说看上去似乎是远离社会

的江湖儿女的恩怨复仇"孤岛寻宝"深山秘籍"$古

墓丽影%或武林侠客的$独孤求败%!或者$缥缈峰%
灵鹫宫的$天山童姥%等!他们飞檐走壁!杀人如割

草!好像只是一个江湖的$乌托邦%#但金庸的武侠

世界总是在 这 种 看 上 去 似 乎 远 离 社 会 的 热 闹$烟

幕%下和世俗的家国情怀"民族大义"朋友义气"真

假善恶的人性人情紧密联系在一起!深刻地反映了

传统文化语境下的社会历史状况和心态#比如&射
雕英雄 传’"&神 雕 侠 侣’"&天 龙 八 部’"&碧 血 剑’"
&鹿鼎记’等!金庸的江湖常常放在社会历史转折之

处!时代变幻莫测的非常时期!在瞬息万变"风云际

会的社会大背景下!放在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和民

间文化大背景下!不仅成就了金庸武学大宝库的地

位!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腋成裘%(F)#而作品

人物的个人命运也放在复杂的各种关系中来处理!
比如&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神雕侠侣’中的杨过

等!要面对的 人 际 关 系 之 复 杂!实 在 超 出 一 般$大

众%!把大众要面对的爱与恨"正义与邪恶"友谊与

欺骗"掠夺与复仇"个人与群体"民族与国家等各种

矛盾都$典型化%地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密集%的矛

盾冲突甚至让人窒息#这使得金庸的作品具有很

强的社会历史性!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人生的矛盾和

斗争!反映了人民的心态和人性的种种层面#金庸

的武侠江湖就是现实人生的$江湖%#金庸的小说

绝不仅仅是消遣娱乐!而是$寓教于乐%#说金庸的

大众艺术不能揭示社会的矛盾斗争!是纯粹的幻想

和廉价的痴梦!这是牵强附会的#

!!四、大众艺术是历史的必然产物

本雅明*N.’14,P4-Q.;7-+认为大众艺术是历

史的必然!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里!他认为艺

术不是一个超历史的观念!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与

它的时代生产力相适应的艺术形式#大众艺术从

其本质上说就是那种随着生产力的扩张而来的新

的艺术样式#那些贬低大众艺术的人!完全是拿过

去历史时代的艺术标准来评价新时代的艺术!比如

拿有$氛围%的艺术或康德式的艺术这样的标准来

评价新时代的艺术!所以那些贬低大众艺术的人其

实是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本雅明认为社会生产力

的提高如报纸"摄影"电影"无线电"大规模出版等

给社会带来了一种新样式的艺术!即大众艺术#可

以大规模复制艺术!艺术的私人拥有将会而且必须

被社会公众拥有代替!以前少数几个人才能有的艺

术享受!现在可以被大众所拥有!这是社会的巨大

进步#大众艺术之前的艺术是有着艺术$光晕%的

艺术!它是高贵的!在我们之上的!在我们远处的#
而大众艺术则没有什么神秘的$光晕%!它可以在任

何地方"任何时候得到传播!人们不必长途跋涉去

看它!大众艺术因而没有什么神秘之处#欣赏大众

艺术是一种$随 意 注 意%!我 们 不 需 要 全 身 心 地 投

入!我们可以边看电视边和人聊天!边欣赏音乐边

做饭!我们不是大众艺术的俘虏!大众艺术也不是

我们的枷锁!我们是自由的#而过去那种充满艺术

$光晕%的作品则要求我们把整个身心全部沉进去!
把我们限制在沉思里!不得自由#总的说来!大众

艺术是和社 会 生 产 力 发 展 相 适 应 的 产 物!是 进 步

的!是社会生产力的释放!是人类的解放#生产传

播技术的现代化是大众艺术的前提!大众艺术也因

此是新生产力的见证!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它改变

了艺术$贵族化%的历史#
$金庸神话%的出现正是现代传播技术的产物#

金庸作品最先是以连载形式在报纸上传播的!这种

大众传媒使金庸作品迅速深入人心#而现代出版

技术又使金庸作品瞬间几十"几百万册地在全世界

$同步%销售!网络的出现又使金庸更快地融入$全

球化%进程中!使人们不必$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

获取到$金庸真经%!而是足不出户就可以坐拥$全

部金庸%!这才真正出现了有华人处就有金庸这样

的盛况#能够被如此多的大众$零距离%接触!现代

传播技术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设想在雕版印刷



或羊皮纸时代!金庸能成为真正的"大众#艺术吗？

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当时很少人见到!而现在!
我们每个人都对那"神秘的微笑#有一个直观的印

象了!它的那种神秘性也部分消解了’金庸从这个

意义上说也 是"时 代 的 盛 宴#!他 借 助 于 现 代 生 产

力!使如此多的华语阅读者聚集在一个目标周围!
有如此一致 的 兴 趣 和 方 向!这 对 于 凝 聚 某 种 民 族

的(文化的认同感功不可没’同时!金庸能够使如

此多的人身在其中!津津乐道!如痴如醉!建立起一

个自己的"江湖#(自己的"第二世界#(自己的"话语

体系#而乐此不疲!他确实也给了大众一种新的自

由与解放’

!!五、大众艺术作为一种媒介对人类的解放

美国理论家麦克卢汉)?.,52.’’?.=’+2.-*认

为任何技术都是人类能力扩张的表现’传播媒介

的技术是人类智能扩张的表现!交往媒介水平的高

低决定了人类意识发展水平的高低!新的媒介扩展

人类感受力 的 范 围 使 人 类 成 为 一 个 更 健 康 的"全

体#!创造人类新的意识水平’麦克卢汉认为人类

文化文艺复兴 以 前 可 称 为 前 印 刷 时 代!由 此 至"#
世纪初可称为印刷时代!第三个时代是当今的大众

传媒时代!即彻底的电子时代’传媒形式的改变正

一天天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从面对面的口头

交流到表意文字(字母文字的书写到机器印刷!到

电子时代的大众传媒!交往形式决定着人们占主导

地位的感受方式和思想方式的样态’印刷媒介把

人们的意识 局 限 在 视 觉 感 受 上!形 成 线 性 思 维 方

式!从而束缚了人类意识的发展!而当今的大众传

播媒介!比如电视(电脑等这种交流决不仅限于视

觉!它保存了人们感受方式的多样性!促进了人类

意识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传

媒的进步’大众艺术是大众媒介的一种形式!是新

的传媒水平下的崭新艺术形式’大众艺术作为一

种新的传媒正在为丰富和发展人类的各种潜能作

出巨大贡献!正在把人类带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从

这个意义上说!当今大众传媒艺术比以前的印刷时

代的艺术要好’麦克卢汉与本雅明有异曲同工之

处!但他更重于大众艺术作为一种全面解放人的感

受力的媒介作用’大众艺术借助声(光(电(影等各

种形式!解放人的眼(耳(鼻(舌(身等各种感官!而

不像传统艺术着重于视(听两个器官’对于"机械

化#的现代"单面人#来说!这种感官的解放就是普

遍解放的前提’
金庸作品作为大众艺术!在解放人的多种感官

上同样功勋卓著’它不仅有传统的印刷形式!还有

改编的影视以及其他电子产品!全方面(多角度地

冲击和丰富 着 人 们 的 感 官!形 成 了 一 个 丰 富 的 世

界’金庸对于现代人的解放还不仅仅表现在这种

"技术形式#的现代多样性上!更表现在武侠文类的

形式与内容上’金庸充分利用了武侠江湖世界的

宽度和广度!展示了光怪陆离的新奇世界’比如那

些神之又神的武林秘籍如九阴真经(葵花宝典(玉

女心经(武穆遗书!那些深不可测的武功境界如独

孤求败(化功大法(吸星大法!那些匪夷所思的武功

套路如黯然销魂掌(蛤蟆功(打狗棒法!那些缠绵悱

恻的"催泪 弹#如 萧 峰 与 阿 珠 的 爱 情!以 及 大 漠 边

关(江南水乡的风情等!这些"陌生化#的世界都可

以解放现代人僵化的感知力!的确让在现代(后现

代语境中麻木的众生大开眼界!直接刺激他们的想

象力(感知力的范围!从而解放感知!开阔视野’
除了直接的感官解放以外!金庸作品还可以使

人获得真正心灵的解放!使他们超越于日常生活的

困顿与繁琐’武侠英雄们以其超人的武功和胆识!
所向披靡!逢凶化吉!扶危济困!惩恶扬善!酣畅淋

漓!大快人心’在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快意里!人

们把平时不公的郁闷淋漓尽致地挥洒一番!这是英

雄"超人#带给我们的"内模仿#的平等与超越’金

庸还带给我们境界的超越!不管在武功还是人生境

界上!他推崇一种以"无#胜"有#的"化境#!使人若

有所悟!摆脱现实功利的纠缠!"不伤于物#!实现心

灵的自由和解放’在金庸武侠世界中!很多人为了

名声(权利(金钱(宝藏(荣誉(美色(复仇等等而奔

走杀戮!处心积虑!飘风云霓!到头来往往如梦幻泡

影!迷失自我!失去意义’在险恶江湖兜一圈回来!
似乎才发现原来只有明月清风和自己的自由才是

真实的’回顾向来萧瑟路!也无风雨也无晴!这种

天高 地 迥(宇 宙 无 穷 的 境 界!常 常 使 人 心 生 解 脱’
当洪七公和"西毒#欧阳锋大战七天七夜!相视抵掌

大笑而死的时候!确实会有一种凭虚凌风(宠辱偕

忘都付 笑 谈 中 的 超 越 与 解 放’人 生 有 限!天 地 无

穷!在大起大落(英雄驰骋的豪迈江湖世界!只有超

越于"小我#!融入家国"大我#+超越于个人生死!融
于天地自然+超越于一时一地的眼前得失(个人荣

辱!融于生命的真诚豁达+超越于利益的纷争!光明

磊落!坦坦荡荡!才是真正的"归路#!才能真正"笑

傲江湖#’金庸作品可以使人获得这样一种几乎是

审美非功利的"顿悟#与解放!使大众在现代的钢筋

混凝土世界里获得游刃有余的"逍遥游#!这种精神

的快意和自由是武侠的精髓!也是金庸的精髓’让



如此众多的大众有一个这样自由的超越世界!可以

说!金庸确实是一个大众解放的媒介"

!!六、大众艺术是商品

美国理论家麦克唐纳#R37K21?.=<&-.’<$的

%大众文化理论&着重阐明了大众文化的商品特征"
他认为大众文化’大众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

是直接为了大量的观众’读者的消费的目的而生产

的)*"+AF!是毫无个性可言的商品!其主要目的是尽

可能多地获取商品的利润"他认为民间艺术是从

下面生长起来的!它是人民情感的自然迸发"而大

众艺术是通过策划从上面形成的!由商人雇佣的技

术人员捏造而形成的!它的观众是消极的消费者!
他们的参与限制在买与不买之间"高雅艺术是艺

术家个性的 表 达!而 大 众 艺 术 的 表 达 没 有 什 么 个

性!比如好莱坞的电影作品就是雇佣无特点的技术

人员的群体制作!毫无个性可言"大众艺术迎合的

是尽可能多的观众的口味!表达最大众的趣味和感

情!所以大众艺术就不得不迎合人们一般的一种共

通的生活趣味!这样大众艺术往往把审美风尚引向

低下的层次"
商品性追求成为大众艺术受到责难的一个理

由"这里有一个误区就是以为怀着(商业利润)的

心态去创作就必然没有好作品!这种将艺术的非功

利性绝对化的做法!只是艺术(高蹈派)为艺术而艺

术的一家之言"殊不知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人
们反而会更有力地改进生产!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

展!(商业利润)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而艺术也是一

种生产!穷困潦倒!没有(利润)固然能产生艺术品!
但并不否定大地主托尔斯泰’魏玛高官歌德也可以

创作出伟大作品"我们似乎羞于承认自己的商业

动机!以为这样一来就不高雅了"把艺术说成是商

品更无疑就是对该作品的否定了!似乎商品就等于

无价值"
这其实是一个误解"有人就有交换!有交换就

有商品!商品自然是有价值的"艺术品创作出来自

然是要和读者交换的!这种(功利性)和艺术性之间

并没有绝对的对立!相反!商品性的大小在某种程

度上也是衡量作品价值大小的一个标准"马克思

就是从生产,,,消费的环节来考 察 艺 术 的"而 像

%红楼梦&这样的(经典)也是(发行量)可观的商品"
没人买的作品可能是所谓(高雅艺术)!但不能说明

大家都买的就不是高雅艺术了"所以!我们不怕被

贴上所谓(商品)的标签!像%百年孤独&这样的作品

一出来就是发行上千万册的(畅销书)!难道说它就

不是艺术了吗？我们可以大胆地承认金庸的武侠

小说无疑是商品"金庸小说在报纸上连载!就是为

了招揽顾客"而小说的故事曲折离奇!悬念迭生!
人情世态光怪陆离!复仇寻宝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内

容!而且似曾相识的寻找(真经)’夺取(宝藏)或者

(盟主)等可以复制的模式化-或者一男几女’一女

几男的爱情竞争模式!英雄的忠肝义胆’惩恶扬善’
古道热肠-小人的阴谋诡计’奸诈邪恶!因果的报应

轮回等等!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迎合大众口味!确

实有一定的商品性"金庸作品是商品!这是其作为

大众艺术的一个特征!对于这一点不必躲躲藏藏’
闪烁其词!因为承认这一点并不影响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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