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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侠文化"!!!!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今古传奇武侠版!合办!! 主持人#韩云波!
!!主持人语#相对于#$$?年前后中国大众文学

的全面繁荣!#$$%年的武侠"奇幻"言情"悬疑各门

类大众文学都几乎同时热潮不再#一方面!是各种

更加细分的文学主题门类此起彼伏"大浪淘沙!诸

如后宫"穿越类等等!各自风光一时!抢走了当下都

市忙碌着的读者的阅读目光$另一方面!则是大众

文学的先期积累逐渐耗尽!同时读者以更加理性的

眼光而不单单只是以热情来对待大众文学!因此对

作家作品都更加挑剔!选择也就更加多样!这在无

形中就分散了对某一文学门类的集中关注#凭心

而论!自#$$&年大陆新武侠小说兴起以来!文类水

平应该说是一直处于发展之中的!无论是先期崛起

的%椴"步"凤"沧&还是后期出现的新生代!其写作

技巧和思想水平"文化积累都比七年前有了很大的

进步#然而!也应该看到!即便是%椴"步"凤"沧&!
对武侠的热情似乎都有所减退#那么!在大陆新武

侠从崛起到高潮再到稳定发展这样一个过程中!总
结其得失!尤其是在对现有作家作品具备清醒认识

的同时!总结前辈作家的长处和优点!归纳前代武

侠文学的发展规律!这对当前以及未来的发展都是

有好处的#本期的两篇论文!作者都长期关注着大

陆新武侠的发展#何开丽"韩云波以民国武侠小说

家郑证因为例!论述了传统形式的经典武侠叙事模

式!当下武侠创作正从时尚回归传统!叙事技术已

经成为许多作家的瓶颈!那么!该文的论述也就可

以提供有益的借鉴#蔡爱国从历史在武侠中的位

置出发论述了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一些技巧和观念

问题!并以凤歌作品为例作了详细说明#

郑证因与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兼与麦尔维尔的(白鲸)相比较

何 开 丽&!韩 云 波#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报编辑部 重庆市A$$%&?"

摘!要#郑证因作于&BA&年的武侠小说%鹰爪王&#以宏大篇幅叙 述 单 线 故 事#以C恩 仇 结C与C群 英 会C
为纵’横结构线索#将情节叙事和文化叙事交织起来#形成了繁复与简约的良好结合#开拓了中国现代武侠 小

说叙事模式的新境界#对古龙’张艺谋等都有影响(这种风格#与麦尔维尔的%白鲸&有异曲同工之处#都 可 以

为当下小说创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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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郑证因与中国武侠小说叙事变迁的

现代历程

!!#$世纪 初 叶 兴 起 的 中 国 现 代 武 侠 小 说#其 诞 生

正遭逢了一个文体大变革的时代#其内容与形式方面

的文化基因#都已不可简单地归结于古典侠义英雄的

中国传统#也不可简 单 归 结 于 朗 松 或 安 德 森)民 族H
国家*观念的欧风美雨(仅仅在!$年间#民国通俗小

说便迅速经历了从 改 良 主 题 到 浪 漫 情 怀 再 到 人 性 关

切的主体意识变迁+&,#其 中 蕴 含 了 东 方 与 西 方’传 统

与现代的复 杂 纠 结(那 么#在 形 式 方 面#包 括 文 体 格

局与叙事结构#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又走过了怎样的历

程呢？本文指出#民国武侠小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

同方面的形式基因#到A$年代初开始形成整合#以郑

证因 为 代 表#开 启 了 一 个 新 的 武 侠 小 说 叙 事 时 代#其

影响一直及于新的世纪(

在大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郑证因在民国旧武侠

小说 中 并 不 特 别 知 名#他 较 少 运 用 新 文 艺 的 手 法#而

是在中国传统侠义小说的基础上进行渐变式创新#和

" 收稿日期##$$%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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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派"##$的平江 不 肖 生%社 会 民 俗&’赵 焕 亭%历 史

民俗&’还珠楼主%宗教民俗&等相比(和!新文艺派"的

白羽%社会反讽&’王 度 庐%心 灵 悲 剧&等 相 比(他 更 加

接近中国传统手 法(其 文 体 形 式 的 内 在 渊 源(我 们 姑

且称之为!经典侠义基因")
所谓!经典侠义"(是指自*史记+开始经唐人传奇

到*水浒传+走 向 成 熟 的 古 典 侠 义 小 说 形 态)司 马 迁

所赞扬的侠(主要是个体的游侠(他们浪迹天涯(行侠

仗义(报恩解怨(形 成 了 侠 义 文 学 传 统 中 快 意 恩 仇 的

个体行为方式(在文学叙事中的表现(我称之为!恩仇

结")在侠客与流氓之间(还存在着广泛的中间人群(
即历史上称为江湖的社会形态(从*汉书,酷吏传+的

!长安少年"到王符*潜夫论,述赦+里的!洛阳会任之

家"(由于他们以 武 犯 禁 的 行 为 方 式 和 以 群 相 聚 的 组

织方式(都处于 主 流 体 制 之 外 并 与 主 流 体 制 相 冲 突(
他们大多处于地下 状 态(文 学 上 的 表 现 也 直 到*水 浒

传+才浮出水面(他们聚义起事(拉帮结派(纷争江湖(
形成了侠义文学传统中英雄争霸的群体行为方式(我

称之为!群英会")这两种行为方式(形成了侠义叙事

的典型情节(在*水 浒 传+中 实 现 了 二 者 的 会 聚 融 合(

但后来主流体制对侠义伦理的侵入(侠从江湖中走出

来之后(就只剩下 死 亡 或 者 鹰 犬 的 二 者 择 一(进 入 现

代武侠小说 之 后(这 一 传 统 必 然 出 现 断 裂)!$年 代

白羽和王度庐所构筑的侠义悲剧氛围(在一定程度上

再度 唤 起 了 经 典 侠 义 的 悲 剧 感(这 就 是A$年 代 初 郑

证因在!恩仇结"和!英雄会"表面潇洒背后的无奈感(

这种感觉一直朦胧地体现于#$世纪后期的众多武侠

小说之中(在金庸 的*鹿 鼎 记+中 达 到 极 致(并 最 终 促

成了实质上具有传 统 逆 反 意 味 的 武 侠 小 说!现 代 化"
实验)

民国武侠小说 在 内 容 和 形 式 上 都 已 迥 然 不 同 于

晚清(对其进行历 时 性 文 化 成 长 的 考 察(可 以 发 现 它

继承了更广泛的 文 化 基 因(既 结 合 了 传 统 与 现 代(也

试图横跨东方与西方)民俗’新文艺以及传统经典这

三种不同的文体形式历时性递次出现(形成三种不同

的武侠小说形式样态(展示了武侠小说走向现代的历

程)民俗样态是审美化 与 个 体 化 民 间 叙 事 的 文 人 化

改作(是武侠小说 初 期 企 望 摆 脱 晚 清 旧 侠 义 模 式(建

立新的娱乐本位的拟 民 间 化 叙 事 的 努 力)新 文 艺 样

态是将武侠小说向着深度开掘(自觉由边缘向中心移

动(企望进入文学大殿堂的努力)经典侠义样态是在

前二者的基础上民族化的探索(显示了作家回归传统

并提升传统的努力)就 读 者 大 众 最 为 重 视 的 情 节 叙

事而言(民俗样态还处在缺乏情节统一性的拟笔记阶

段(新文艺 样 态 有 较 多 的 社 会 小 说 和 言 情 小 说 的 影

子(到了经典侠义样态实际上才通过对古典传统与现

代探索的全面整合(建立起具有强烈戏剧冲突的武侠

小说文类自身的情节叙事)

倾向于新文艺手法的论者(常常以白羽和还珠楼

主作为民国武 侠 的 两 大 代 表)但 这 并 不 说 明 经 典 侠

义的 沉 沦(经 典 侠 义 作 为 源 远 流 长 的 传 统 文 化 呈 现(
在价值体系上暗合了传统伦理对侠义的理解(在文化

体系 上 暗 合 了 知 识 传 承 的 小 说 功 能-另 一 方 面(在 叙

事模式上虽有对传统的继承(却更多地呈现出改良传

统的努力(而这正是本文所要论述的)
郑证因作于&BA&年 的*鹰 爪 王+(以 宏 大 的 篇 幅

描叙了一个简单的单一主线故事(这本身可以说是对

传统长篇小说 叙 事 模 式 的 一 个 革 命 性 创 举)在 传 统

长篇叙事中(主要模式有三种.一是短篇连缀式(而以

一条形式主线统一起来(从*水浒传+到*儒林外史+的

一系列小说(大抵如此-二是人物列传式(写一个人物

的成长周围环境的变迁(时间跨度常常长达数年(*红

楼梦+’*金瓶梅+’*孟丽君+等(大率如此-三是浪迹天

涯式(以 主 人 公 移 步 换 景 为 线 索(是 同 一 主 人 公 的 系

列故事连缀(如*西游记+’*镜花缘+等(大约如此)在

#$’!$年代的武侠小说 中(也 主 要 采 取 了 上 述 叙 事 模

式)而郑证因则通过*鹰 爪 王+突 破 了 上 述 传 统 叙 事

模式(他将情节叙事%动作(在小说中是江湖恩怨与武

林争霸&和文化叙事%知识(在小说中是武功技击和江

湖帮会&二者交替起来(在故事中确证了文化(又在文

化中加强了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百科全书"式的

意义(为中国 现 代 武 侠 小 说 的!文 化 的 融 合"#!$提 供

了重要的形式基础)
无独有偶(这种 百 科 全 书 式 的 文 化 的 融 合(并 不

仅仅在于东方)在西方小说传统中(也早就有了类似

的技 法(而 且 由 于 西 方 的 理 性 与 科 学 传 统(其 文 化 叙

事表现得更加淋漓 尽 致)&G?&年 美 国 作 家 麦 尔 维 尔

出版的*白 鲸+(全 书"$万 字(只 写 了 一 个 简 单 的 故

事(大 量 的 篇 幅 被 用 来 进 行 百 科 全 书 式 的 文 化 叙 事(
比*鹰爪王+更为突 出)虽 然 中 国 现 代 武 侠 小 说 在 许

多方面都是西方文学影响下的产物(但我们无法找到

材料说明*白鲸+与*鹰爪王+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然

而(通过二者的比 较(却 可 以 更 好 地 说 明*鹰 爪 王+叙

事模式的优劣(为中国武侠小说乃至更广泛的传统写

作提供借鉴)
正是由于*鹰爪王+特色鲜明的叙事表现(他对后

来的武侠文 学 依 然 具 有 重 要 影 响)兹 举 二 例)其 一

是古龙(他曾经说.!郑证因是我最早崇拜的一位武侠

小说作家(%中略&他的写作路线(仿效的人虽不多(但

是他书中的技击招式和帮会规模(却至今还被人在采

用(所以他 无 疑 也 具 有 一 派 宗 主 的 身 份)"#A$其 二 是

张艺谋(他 就*英 雄+一 片 接 受 记 者 采 访 时 说.!&B"%



年的时候!我看了一部叫"鹰爪王#的书!繁体字!竖排

版!忘了是谁写的!薄薄的#%本!各自独立成章!像电

视连续剧!同学之间换着看!看完就互相讲!也不按顺

序$到现在我还 记 得!里 面 的 燕 赵 双 侠!两 个 黑 衣 老

头儿!武艺 之 高!每 到 关 键 时 刻!两 个 黑 老 头 就 出 来

了!到现在我脑子里都有这个形象$可能它不是怎么

有名!但是在我小时候它对我产生的影响特别大$这

之后!我就成了武 侠 迷 了$%&?’因 此!探 讨"鹰 爪 王#并

兼及"白鲸#的叙事表现!其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二、《鹰爪王》与《白鲸》的情节叙事

!!目前!在对民 国 武 侠 小 说 家 的 研 究 中!对 郑 证 因

关注相对较少!除 专 著 中 的 有 关 章 节 外!专 论 仅 见 叶

洪生"(纸上江湖%大对决)))浅谈郑证因*鹰爪王+与

帮会技击#&"’&G!H#&"!其 研 究 主 要 在 社 会 文 化 批 评 层

面展开!指出郑氏作品的(江湖%性!以及他对白羽(武

林%的丰富$但 体 裁 诗 学 还 有 更 重 要 的 方 面!即 巴 赫

金所说,(作品只 有 在 具 有 一 定 体 裁 形 式 时 才 实 际 存

在$每个成分的结构意 义 只 有 与 体 裁 联 系 起 来 才 能

理 解$%&%’那 么!郑 证 因 如 何 将 散 乱 的(遍 地 江 湖%整

合起来!成为一个长篇小说的文学性和大众文学的通

俗性 二 者 都 得 到 较 好 体 现 的 文 学 结 构!在A$年 代 提

升武侠小说情节叙事模式!提供了从旧武侠向新武侠

过渡的某些必要因素!对于建构武侠小说乃至通俗小

说的体裁诗学!都是值得探讨的$

"鹰爪王#全书%!回!约&?$万字!情节叙事采取

了纵横线索并进的方式$纵的线索是(恩仇结%!淮阳

派弟子被凤尾帮所劫!淮阳派大举复仇!千里追踪!直

捣凤尾帮总 坛!破 入 分 水 关!再 入 十 二 连 环 坞$横 的

线索是(群英会%!双方倾力出动!高手云集!广邀朋友

助拳$两条线索在最后时刻会聚到一起!并由另一枝

节横生的偶然因素完成全部情节!凤尾帮叛徒引来官

军!凤尾帮土 崩 瓦 解!帮 主 武 维 扬 只 身 逃 脱$"鹰 爪

王#的情节模式并 不 新 颖!可 以 说 简 直 就 是"水 浒 传#

的再 版!正 派 被 害!复 仇 灭 祸!群 英 会 聚!皆 大 欢 喜$
但"水浒 传#是 多 故 事 连 环 交 叉 的!而"鹰 爪 王#以%!
回&?$万字的长 篇!仅 仅 写 了 其 中 的 一 个 故 事!这 就

形成了二者的巨大差别!情节线索的处理方式在整个

叙事结构中!也就起了不同的作用$(恩仇结%体现为

情节发展的推动 力!是 结 怨 到 解 决 的 过 程!正 如 金 庸

"书剑恩仇录#所揭示!是武侠小说人物动态深层次关

系结构的 基 本 模 式!也 是 动 态 的 情 节 发 展 的 基 本 模

式$(群英会%体现为人物结构形成的推动力!是从单

一人物到群体人物的过程!是武侠小说人物静态关系

结构的基本模式!不 同 人 物 因 同 一 江 湖 事 件 而 会 聚!
是武侠文体所投射 的 江 湖 社 会 中 帮 会 现 实 与 义 气 伦

理的反映!是武侠小说结局构造的基本模式$
现在的问题在于!单一的小情节如何承载起大篇

幅!并将情节 叙 事 营 造 得 紧 张 有 趣$我 认 为!作 品 主

要是在明 快 的 线 索 结 构 中!作 了 叙 事 空 隙 的 精 心 填

补!从 而 把 握 了 简 约 与 繁 复 之 间 的 叙 事 张 力!造 成 强

烈的 内 在 紧 张 感!以 此 形 成 情 节 的 势 能 蓄 积!表 现 出

简约之中的另一种复杂性$
当自然时间的(故事%被处理成非自然时间的(情

节%时!线性时间因素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时间的单轨

连续性被打破重组而形成了复杂的潜在时间结构!时

间的垂直均衡性 被 变 形 夸 张 而 形 成 了 跳 跃 的 组 接 时

间结构$更进一 步 即 如 德 国 学 者 斯 坦 泽 尔 所 说,(新

的时间维向就存在于时间的-宽度.之中/每个事件的

同时性0!存在于时间 的 深 度 中/-延 绵.!过 去 对 现 在

的压力0!存在于时间流动的某种方向上/可逆转性和

年代 悬 搁0$%&G’#$世 纪A$年 代 的 通 俗 小 说!虽 然 在

时间观念上还远未发展到(现代小说%的水平!但在当

时已有的多种文化因素夹击下!明显地开始了既继承

了古典传统但又有明显技巧提升的新探索$
古典线性时间结构被打破之后!留下了诸多叙事

空隙!如 何 填 补 这 些 空 隙!成 为 作 家 首 先 要 解 决 的 问

题$古典小说中有以(实 体 空 间 的 场 景 意 象%填 补 叙

事空隙的方法!张 世 君 将 其 归 纳 为 园 林1节 庆1诗 乐1
生日1死亡等具体形 式&B’!形 成 包 罗 万 象 的 百 科 全 书

式的叙事结构$郑证因借鉴了这一手法!大量运用武

侠文体特有的物 质 事 件 场 景 意 象 填 补 作 品 的 叙 事 空

隙!尤其是具有知识空间意义的(江湖%和(武功%的放

大!起 到 了 以 空 间 压 缩 时 间 的 作 用!使 小 情 节 承 载 起

了大篇幅$这种 方 法!在 西 方 文 学 名 著 中 也 有 使 用!
美国作家麦 尔 维 尔&G?&年 出 版 的"白 鲸#就 是 如 此!

"白鲸#全书"$万 字!只 写 了 一 个 简 单 的 故 事$以 实

玛利自荐到捕鲸船裴廓德号上当水手!跟随船长亚哈

追击 曾 咬 断 船 长 一 条 腿 的 白 鲸!经 过 三 天 追 踪!亚 哈

全船 与 白 鲸 同 归 于 尽!除 以 实 玛 利 一 人 获 救 外!全 船

人马葬身大海$"白鲸#在 叙 事 空 隙 的 填 补 上 采 用 了

民俗性和知识性的叙事手法!差不多一半篇幅是捕鲸

业的传统和掌故$"鹰爪王#里的武术和江湖!则可以

把两位高手的一 场 临 阵 对 招 通 过 慢 镜 头 式 的 招 式 描

绘1武 术 要 诀 的 细 致 解 说1相 关 掌 故 的 补 充 插 叙 等 不

同手法综合运用 而 拉 到 数 千 字 之 多!比 起 之 前 的"水

浒传#与之后的古龙小说!篇幅都在十倍以上$

这种叙事手 法 其 实 是 一 种 叙 事 的 冒 险$梁 羽 生

!$余年后回顾武侠小说 称,("鹰 爪 王#对 于 武 术 的 描

写就 很 详 尽 很 细 腻2然 而!许 多 人 读 了 都 觉 得 很 枯 燥

很无味$%&&$’在&B?$年代以来的武林世界里!新武侠

小说家既超越了纯 想 象 的 神 魔 化/还 珠 楼 主0也 超 越



了现实化的技击化!郑证因"的武功叙事#而先后出现

了梁羽生的诗意 武 功$金 庸 的 意 境 武 功$古 龙 的 气 氛

武功等更 加 简 略 也 更 加 具 有 审 美 意 趣 的 叙 事 形 态%
不仅如此#格非也不免感叹&’我们还是觉得这部分内

容太过庞杂#我在 几 次 阅 读(白 鲸)的 经 验 中#常 常 会

不自 觉 地 想 要 跳 过 过 于 冗 长$细 致 而 烦 琐 的 章

节%*+&&,&??尽管存在 上 述 问 题#(白 鲸)仍 被 称 为 美 国

文学史上’一 部 最 伟 大$最 出 色 的 长 篇 小 说*+&&,&A"#
(鹰爪王)的整体成就也是值得称道的%我以为#在一

部长篇小说的叙事结构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简约与繁

复之间的张力#这 种 张 力 构 成 一 种 内 在 的 紧 张 感#引

导着叙事的延伸 和 发 展%(鹰 爪 王)和(白 鲸)的 故 事

都是简单的#而在叙述人将故事提升为情节以及对叙

事空隙的填补中#作者努力创造着一种繁复%
繁复最直接的外在表现是篇幅的拉长#具体内容

是民俗性和知识性的 叙 事 铺 陈 与 夸 张%武 林 江 湖 或

捕鲸百科#一旦通过故事有意识地融入情节之中#(白

鲸)就具备了某种 文 化 人 类 学 意 味#隐 含 着 人 与 自 然

的生态关系-(鹰爪王)则在自民国初年兴起的武术热

潮中#探究着中国 武 术 文 化 的 根 蒂#武 侠 小 说 因 此 成

为以武的审美形态 与 侠 的 伦 理 判 断 相 结 合 而 区 别 于

旧侠义小说的现代文体#那么#’真正将中国传统武功

与叙事文学完美结 合 并 形 成 一 种 别 开 生 面 的 武 林 技

击小说形态#是在 郑 证 因 的 手 下 完 成 的#这 从 其 代 表

作(鹰爪王)中可以得到验证*+&#,的评价#就绝非空穴

来风%

繁复是简 约 的 发 展#简 约 体 现 为 情 节 线 索 的 单

一#郑证因执着地坚守着情节的主线#在(鹰爪王)中#

’恩仇追踪*始 终 是 正 面 叙 事 的 主 体%其 他 穿 插 的 故

事#如小龙王江杰 的 来 历$铁 笛 丐 侠 与 要 命 金 老 七 的

过节等#大致相当于古典史家写作人物传记时以’初*
的手法链 接 而 成 的 补 叙 和 插 叙 文 字#很 快 又 回 到 主

线%暗写的燕赵 双 侠$蓝 氏 二 矮 等 支 援 线 索#则 相 当

于刘熙载(艺概.文概)中所说的正叙与带叙#并非说

书人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就区别于(水浒传)
与(英雄儿女传)结构的多线索空间处理#将繁复的江

湖世界表现为单纯的恩仇情感之结与正义伦理之结%
繁复回到简约#既是意义的简约#也是结构的简约%

繁复的好处在于让人应接不!#简约的好处在于

让人一目 了 然#繁 复 是 山 重 水 复#简 约 是 柳 暗 花 明%

武侠小说在A$年代面对的读者#主要是广大的’识字

分子*#这使作家 常 常 要 迁 就 出 版 者 的 世 俗 化 商 业 需

求#在意义上反复 地 再 现 传 统 的 世 俗 伦 理 价 值#在 结

构上承袭传统的审美趣味而将其简化%所谓’承袭*#

我以为是承袭了自 明 清 小 说 以 来 由 评 点 家 引 导 读 者

而形成的细节化文 章 作 法#如 支 线 情 节 上 的’招 中 套

招*#武功描写上的’虚 实 并 用*#人 物 表 现 上 的’武 戏

文唱*等%所谓’简化*#这是郑证因的创造#以庞大的

篇幅仅仅表现较单一的故事#和晚清以来流行的多线

索连缀穿插体!包 括 平 江 不 肖 生 和 还 珠 楼 主"比 较 起

来#通过对故事结构的简约化而实现了情节结构的纯

净化#在 小 说 结 构 整 一 性 基 础 上#有 利 于 对 文 本 的 精

心处 理#无 论 人 们 批 评 这 类 小 说 如 何 烦 琐 冗 长#和 清

末民初的连缀穿插体小说比较起来#它们的叙事更具

匠心#情节更具魅力%其所产生的综合效应通过线索

的进 一 步 集 中#改 变 了 传 统 模 式 之 下 的 时 空 关 系#也

改变了故事时空的能指结构#建立起一种新的叙事时

空的所指结构#并以二者之间的张力形成了繁复与简

约之间的 巨 大 张 力#刺 激 和 影 响 着 读 者%格 非 评 价

(白鲸)说&’我们 会 不 时 感 觉 到 作 者 的 叙 事 有 一 种 内

在的 紧 张 感#它 弥 漫 于 整 个 作 品 之 中#即 便 是 作 者 的

笔触暂时游离于/情节0之外#我们仍会感到这个紧张

的氛围%*+&&,&??古 龙 谈 到 郑 证 因 时 说 他 的 特 点 在 于

’文 字 简 洁*$’干 净 利 落*+A,#叶 洪 生 称 赞(鹰 爪 王)
’何等精心 的 营 造 与 铺 陈*+",&B&#指 出 的 正 是 郑 证 因

化繁复为简约#在简约中制造紧张的特点%
更重要的是#这 种 紧 张 感 是 内 在 的#不 仅 仅 是 一

般意义上的’情节紧张*%这种内在的紧张感#由作者

强烈的情感所引发#通过对人物内心冲突的矛盾化表

现#最终形成强大的情节势能#形成作品的魅力%
和古代人不同的是#在现代时段产生的(鹰爪王)

和(白鲸)#人 类 痛 苦 的 性 质 和 根 源 已 经 开 始 发 生 变

化#人类日 益 为 生 活 的 重 压 感 和 心 灵 的 挤 压 感 所 占

据#伦理的价值评判也随之发生了偏转#比如#正义就

不再是道德的快乐之源#胜利也不再是自我确证的终

极评判#人们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古典诗意氛围中的众

多乐趣#代之以种种心灵的痛苦%(鹰爪王)和(白鲸)
都在人物的深层次上被这种痛苦所笼罩#形成了强烈

的情 感 投 入#痛 苦 而 不 能 解 脱#或 者 最 后 发 现 自 己 的

无能为力#蓄积了强大的情节势能%(白鲸)里的大海

和白 鲸 本 身#构 成 了 一 股 始 终 挥 之 不 去 的 神 秘 力 量#
人物 变 成 这 种 神 秘 力 量 的 主 动 的 祭 品#船 长 的 执 着#

因此由伟大的情操变为极度的疯狂#而这种疯狂所揭

示的更深一层含义#无疑是伟大本身成了人类的难于

避免的病症%(鹰爪王)的焦虑不如(白鲸)深沉#而人

物向着正邪两个极端!我们在后来的一些作品中将其

称为脸谱化或模 式 化"的 伦 理 展 现#却 充 满 了 作 者 对

社会与江湖刻骨铭心的痛心疾首%鹰爪王是’正*#扫

除魔道使他成了传统 文 化 中’大 侠*的 抽 象 概 念%武

维扬是’邪*#然而 他 却 并 无 一 般 武 侠 小 说 魔 头 的’一

统江湖*观念与’武 林 浩 劫*行 为#除 了 一 些 分 舵 有 断

眉石老幺$女屠户陆七娘等败类!有趣的是#这些败类



都没有安排在总 舵 之 内!"十 二 连 环 坞 尽 管 收 罗 了 一

些昔日魔头"今日却已经俨然是一所感化院#比起东

方不败$任我行$上 官 金 虹$无 花 和 尚 而 言"武 维 扬 倒

有更多的%正面&成 分"到 最 后 正 邪 对 决 之 时"鹰 爪 王

见识了武维扬的武功才能$帮规家法"不禁为之%心折

不已&’?%回!#古 龙(欢 乐 英 雄)里 郭 大 路 所 困 惑 的

钱的问题"魔 教 靠 暴 力 掠 夺"凤 尾 帮 则 靠 专 营 垄 断#
凤尾帮的垄断盐政"和朝廷争利"从%原侠&角度讲"这

就是(韩非子)里的%以 武 犯 禁&$(史 记)里 的%以 武 断

于乡曲&"是真正的%其 行 虽 不 轨 于 正 义&的 原 初 意 义

上的%侠&"相当于(水浒传)里的水泊梁山#至此"(鹰

爪王)里的%魔&开始 发 生%侠&的 偏 转"%侠&与%魔&都

已成了模糊混淆 的 概 念"意 义 的 消 解"成 为 人 物 的 无

奈感$作家的困惑 感$情 节 由 于 内 在 矛 盾 而 产 生 的 内

在紧张感#
郑证因的地 域 和 时 代 加 剧 了 这 种 紧 张 感#他 世

居的天津"%混星子&辈 出"构 成 了%北 派&武 侠 小 说 昌

盛的文学生态动因"在这块土地上"出现了白羽$还珠

楼主$朱贞木$戴 愚 庵$徐 春 羽 等 一 大 批 武 侠 小 说 家#
天津江湖帮派社会 两 面 性 的 直 接 现 实 以 及 由 此 导 致

的价值判断的模 糊 和 多 元"使 其 作 为 一 种 生 态 背 景"
促成了从晚清侠义 公 案 小 说 向 着 民 国 江 湖 武 侠 小 说

的转向’实际上"后 来 一 直 仍 有 以 曲 艺 形 式 存 在 的 侠

义公案故事"惟独在武侠小说中发生了根本的题材表

现和价值判断的转向!"促成了作家的%另类思考&"所

以叶洪生 说 郑 氏%武 侠 不 犯 禁&"虽 然 龚 鹏 程 反 诘 说

%这跟清代侠义 小 说 又 有 什 么 区 别&*"+#&!"但 我 认 为"
龚氏只看到了外在形 态 上 的 相 似#如 果 要 理 解 郑 证

因小 说 的 内 在 肌 理"必 须 进 一 步 放 到A$年 代 初 的 历

时氛围来考察#这就是白羽在!$年代后期心灵的无

奈外化为%侠&的反讽描写"郑氏对%魔&的多元表现实

际上是白羽道路在另一角度上的继续#我曾指出"在

!$$A$年代的殖民语境 中"北 派 武 侠 小 说 通 过 表 现 强

者的人生在现实面 前 不 过 是 一 场 无 奈 悲 剧 的 心 灵 审

美历程"展示了一种在民族文化反思中%逃往自由&的

心灵欲望*&+#然 而"这 里 的%自 由&净 土 却 又 是 在 实

际上 并 不 存 在 的"这 构 成 了A$年 代 前 后 北 派 武 侠 小

说家心灵的焦虑#

现实帮会存在 的 深 层 文 化 与 社 会 背 景 及 其 群 体

性格中随时表现出来的多面性"使作家无法解脱这种

焦虑"因此他一方 面 极 力 写 出 帮 会 存 在 的 合 理 性"一

方面极力维护正统秩序的统一性"二者在小说中形成

为一对矛盾"随着 情 节 的 发 展"这 种 矛 盾 由 内 在 的 紧

张感形成情节的势 能 蓄 积"最 终 以 人 物’在 武 侠 小 说

中还是帮派!自我毁灭导致激烈的爆发#毁灭的深层

原因"(鹰爪王)和(白鲸)几乎不约而同地归结为人物

个体的%伟大的病症&"(白鲸)立足于人类心灵理想的

神秘偏执"(鹰 爪 王)立 足 于 人 类 现 实 处 境 的 欲 望 诉

求"虽然外在 表 现 不 同"实 质 却 殊 途 同 归#在(白 鲸)
中"亚 哈 船 长 长 年 飘 荡 在 海 上 的 孤 独 的 折 磨"狂 暴 的

大海成为他心灵的束缚与囚禁之源"而大海是广阔和

抽象的"他必须寻求一个具体的对手"这就是白鲸"结

局的同归于尽"其 实 是 他 的 心 灵 以%尘 归 尘"土 归 土&
的本原方式获得解放"大海的万顷波涛就是他生命意

义的体现与生命光辉 的 升 华#(鹰 爪 王)有 更 现 实 的

价值 取 向"武 维 扬 企 图 创 建 一 个 世 外 的 桃 源"而 江 湖

的现实人性却使整个社会成为他心灵的牢笼"作者虽

然对他%心折不已&"知识分子的%经世&伦理责任却不

自然地在理性 上 让 他 站 在 武 维 扬 的 对 立 面#但 即 使

如此"他 的 心 灵 焦 虑 并 未 得 到 舒 缓"鹰 爪 王 与 武 维 扬

的对峙之局"%正&并不足以构成%邪&的真正具有威慑

力的制衡力量"只好以江湖之外的庙堂制度化力量来

对江湖进行调整"只有以朝廷的大兵压境才足以扫灭

凤尾帮的十二连环坞#但人们都深信"郑证因也许并

未说服自己"于是"(鹰 爪 王)也 就 成 了 白 羽 式 的 只 不

过是较为中庸的%武侠反讽&#

观念的混乱与心灵的焦虑"使武侠小说价值指向

在伦理与叙事 之 间 再 度 摇 摆#从 民 国 初 年 的 改 良 到

#$年代的民俗 娱 乐 本 体 是 第 一 次 摇 摆"!$年 代 后 期

转向伦理失落 基 础 上 心 灵 的 痛 苦 是 第 二 次 摇 摆#接

下来情况又有所 变 化#&B!$年"姚 民 哀 为 顾 明 道(荒

江女侠)作序说,%治盗善法"莫妙于行侠尚义"则铲首

诛心"无 形 瓦 解#--不 佞 年 来 从 事 于 秘 密 党 会 著

述"随 处 以 揭 开 社 会 暗 幕 为 经"而 亦 早 以 提 创 尚 武 精

神侠义救国为 纬#&*&!+但 在 具 体 实 践 中"他 承 认 只 剩

下了%留心探访 各 党 秘 史 轶 闻"摸 明 白 里 头 的 真 正 门

槛"才敢拿来 形 之 笔 墨"以 供 同 好 谈 资&*&A+的 江 湖 娱

乐心态"故徐文 滢 批 评 说,%这 其 实 不 是 侠 义"而 是 江

湖秘闻了"作 者 则 自 己 挂 上 一 块 招 牌,(党 会 小 说)#
这个作家的熟 习 江 湖 行 当 和 黑 话 确 是 惊 人 的#他 似

乎是一个青红帮好汉中的叛党者".吃里爬外/不断地

放着本党的.水/吧#&*&?+到A$年代郑证因再写%纸上

江湖&"伦理的失落使心灵痛苦被麻木化处理"转向叙

事的铺陈"这是第三次摇摆#有论者将(鹰爪王)的叙

事归于%为了渲染帮 会 的 奇 趣&*&"+"其 实 是 小 看 了 郑

证因#和白羽相 似"郑 证 因 有 一 种 潜 在 的 反 讽 意 识"

鹰爪王这个豪气盖世的正面人物"最后也差一点让官

军玉石俱焚"这实际上已经说明"在这个世界里"命运

之神只是一种 混 乱 结 构 里 的 不 确 定 性#在 这 个 世 界

里"所谓%正派&的自信"其实并不源于他真正的强大"

而是源于他对自身焦虑的掩盖"这成了作品中自始至

终存在着的紧张感#



和!白鲸"一样#情节叙事的魅力就在这种紧张感

中表现出来$!白鲸"是心理的内在紧张#!鹰爪王"以

通俗小说的叙事惯 性 首 先 表 现 了 情 节 发 展 的 外 在 紧

张#而有心 人 照 样 可 以 从 细 部 读 出 潜 藏 的 心 灵 的 焦

虑$由紧张感形成的强大情节势能#使情节发展有如

大江急湍#直泻而 下#虽 然 不 足 以 形 成 具 有 宽 度 的 平

面时间#却也显 示 了 对 时 间 作 变 形 处 理 的 艺 术 匠 心#
在情节统 一 性 的 核 心 周 围#形 成 了 厚 实 曲 折 的 复 杂

性$从传统汉语叙事思维发展的角度看#这是通俗小

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革命性成果$

!!三、结!论

如果把郑证因!鹰爪 王"这 部 超 长 篇 和 大 量 的 短

长篇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则可以发现在民国武侠小说

家中#他对情节整 一 性 的 重 视 尤 其 突 出#这 和 平 江 不

肖生%还珠楼主甚 至 白 羽%王 度 庐 都 形 成 了 明 显 的 区

别$他虽然主要以&恩 仇 结’和&英 雄 会’的 经 典 侠 义

模式形成故事#是 传 统 侠 义 的 现 代 回 归#而 在 情 节 组

织上却与 古 典 侠 义 的 多 线 索 连 缀 大 为 不 同$!鹰 爪

王"等所表现出来 的 情 节 观 念#倒 与 亚 里 斯 多 德 对 情

节完整性或统一 性 的 观 念 更 为 接 近#可 以 认 为#这 是

他间接从白羽那里 承 袭 了 新 文 艺 的 一 些 观 念 和 手 法

来叙述经典侠义故事 的 结 果$白 羽 极 其 强 烈 的 反 讽

意味#使其!钱 镖"系 列 在 观 念 上 成 了 武 侠 小 说 中 的

&另格’#郑证因则将这另格重新回归到传统经典的路

上来#而他 所 使 用 的 叙 事 手 段 带 有 不 同 于 传 统 的 色

彩#从此开启了武 侠 小 说 关 于 故 事 与 情 节%动 作 与 文

化叙事的一片新天地$
郑证因及!鹰爪王"在A$年代初曾具有突出的轰

动效应#对后来的武侠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古龙

认为#郑证因的&文 字 简 洁’#古 龙 的 小 说 虽 然 情 节 曲

折#但情节的整一 性 极 为 明 显#正 是 郑 氏&干 净 利 落’
的法度$张艺 谋 自 称"$年 代 他 读!鹰 爪 王"#开 始 了

武林英雄梦#在#$$#年岁末公映的!英雄"#故事并不

复杂#叙事的功力 专 注 于 情 节 线 索 的 精 心 处 置#也 是

&干净利落’的典例$武侠叙事情节结构的探索#还大

有文章可作#而这个探索路线的起点#是在A$年代的

郑证因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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