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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中，‘情义’是最为重要的社会规律，无情无

义的人是最大的坏人。”金庸如是说。的确，在他的小说中，那

些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英雄”、“侠士”的人无不是饱含深情的

人。郭靖对国家的满腔热血、杨过对小龙女至死不渝的爱恋、张

无忌对别人嘱托的尽心尽力、萧峰对阿朱唯一而又永恒的追恋、

令狐冲与任盈盈知音般的两相爱悦，就连很难称之为“侠”的

韦小宝也因为对兄弟朋友的“义气”而显得可爱起来了。可见，

“侠”是离不开“情”的，只有那些心中充满了美好高尚情感的

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侠。

没有“情”的人在金庸的笔下是最可怕的，他们的可怕程度

远胜过那些“毒物”、“恶人”、“邪教”中人和“妖女”。“老毒物”

欧阳锋为了称霸武林而做下无数坏事，但对儿子欧阳克的爱却

令人动容；金轮法王卑鄙下流，但对郭襄的喜爱确实是出于真

诚；成昆欺师灭祖，杀人如麻，让人恨得咬牙切齿，但他与师妹

无果的爱情还是让人唏嘘不已；叶二娘做出残害他人小孩这等

恶行，但对自己的孩子却舐犊情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对

情郎忠贞不二；东方不败自残身体，形如鬼魅，但却因为喜爱

杨莲亭而终于搭上自己的性命⋯⋯这些或令人咬牙切齿、或令

人毛骨悚然的“坏人”个个都是血肉丰满、真实的、有人性的人，

都会在真情流露之时让人心生怜悯、为之动容，其实，他们都不

可怕。而金庸笔下最可怕的莫过于那些毫无感情的人，他们被

金庸毫不留情地鞭挞、唾弃，就算武功再高明、才智再过人，也

注定只能是个奸诈阴险的小人，不可能成为“侠”。公孙止作为

绝情谷主，可说是《神雕侠侣》中最无情之人，连妻子女儿也忍

心加害，令人发指；慕容复虽然英俊潇洒、温文尔雅，但对于表

妹的一片深情却无动于衷；家臣包不同忠心耿耿却痛下杀手，

让人鄙夷；岳不群为了葵花宝典、武林至尊的地位痛杀弟子，不

惜牺牲女儿的幸福，见到妻子被俘却不管不顾，这等无情着实

让人痛恨。这些为数不多的无情之人才是金庸笔下真正的坏人。

所谓“侠骨柔情”大概说的就是这个罢。无“情”之人不

能成“侠”，真正的“侠”必然是至情之人，金庸深知这点。但

“侠”作为阳刚之品行，“情”作为阴柔之物，必然有相对立、相

矛盾之处。纵观金庸的整个创作历程，就是“侠”之“阳”与

“情”之“阴”相结合、相碰撞，最终走向调和、统一的过程。

《射雕》三部曲中的郭靖是早期金庸笔下的侠之大者。他具

有高度的道德意识和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为人宅心仁厚、质朴

至极，对黄蓉的感情却又极其温柔，为他一身的阳刚正气平添了

几分阴柔的魅力。郭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大侠，当“情”和“义”

发生冲突时，他即使再心痛也还是会选择割舍“情”来成全“义”。

当误解黄药师是杀死六位师傅的仇人时，他尽管心中痛苦万分

也还是选择离开黄蓉，为师傅报仇。“郭靖疾伸右手去扶，手指

刚要碰到她臂膀，师父的大仇猛地在脑海中闪过，左手疾出，啪

的一声，在自己右腕上击了一拳。这是周伯通所授的双手左右

互搏之术，右手被击，翻掌还了一招，随即向后跃开。黄蓉已一

跤摔倒。眼见她这一跤摔下，登时悔恨、爱怜、悲愤，种种激

情一时间涌向郭靖胸臆，他再心似铁石，也禁不住俯身抱了她

起来，要待找个柔软的所在将她放下⋯⋯”书中这一段描写将

郭靖心中情与义的冲突展现得淋漓尽致。但郭靖拥有“侠之大

者”的风范，也只有在这番内心痛苦的斗争之后方能显现。在

他的心中，个人的幸福和情爱与道德、正义以及对师长和国家

的忠诚相比都可以割舍。但这并不代表他无情，正相反，郭靖

的“侠”之精神是在其“情”的辅助下得以体现的。如果没有

“情”，这种“情”与“义”的冲突就不会发生，成就大义如顺

水推舟；没有经历过内心“小爱”与“大爱”的痛苦挣扎，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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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义”，也注定不能成为“侠”。可以说，

郭靖尽管宅心仁厚、胸怀天下，但没有黄蓉的出现，没有经历

过个人情爱所带来的甜蜜与痛苦，他是无法成为一代大侠的。

郭靖身上所体现的“侠”是正统的儒家的侠士。[1]“我辈练功

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这只是

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

民， 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

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万民敬仰的真正大

侠。”在郭靖对杨过的教导之中可见其心中根深蒂固的儒家道德

观念。这种“侠”，是以“情”为辅并且压倒了“情”的。在郭

靖的身上，“侠”与“情”这一阳一阴的矛盾冲突是通过“阳”战

胜“阴”来获得的，因此，这里的“侠”是阳刚之气的产物。郭

靖的成名武功“降龙十八掌”走的完全是阳刚路线，九阴真经

这种“阴性”的武功只是辅助了他的内力，也正暗示了这一点。

到了《神雕侠侣》，金庸对于“侠”的阐释发生了变化，从

一开始刚正不阿、严格遵守礼教、以效忠国家作为评判自己个

人价值标准的“儒家的大侠”向“道家的侠”发生转变，但是

这个转变并不彻底。杨过的个性与郭靖是迥然不同的。他从小

混迹江湖，学得一身的江湖之气，年少时油腔滑调、深谙世故、

心胸狭窄、任性偏激，这些特质摆在任何人身上似乎都成不了

“侠”。但杨过最终成为了一代大侠，这与他的至情至性是不可

分割的。杨过的价值体系完全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他对于善恶

的评判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其中，杨过与欧阳锋相遇的一段尤

为动人。“这几年来，杨过到处遭人白眼，受人欺辱，那怪人与

他素不相识，居然对他这等好法，眼见他对自己真情流露，心

中感动，纵身跃过，抱住了他脖子，叫道：‘爸爸，爸爸！’⋯⋯

杨过固大为激动，那怪人察觉他叫声出于真情，却只有比他更

加欢喜。⋯⋯此时两人心灵交通，当真是亲若父子，但觉对方

若有危难，自己就为他死了也所甘愿。”只因为孙婆婆对自己亲

切友善，便愿意为其而死。在他的价值体系之内，只要是真心

对自己的人便是好人，自己便是不要性命也要保护他们，这是

杨过真性情的一面。在小龙女跳崖之后的十六年内，神雕大侠

的名声响彻江湖。但杨过能够被称为“大侠”的原因却是因为

他不光急人所难，而且以惩治贪官、为民除害为己任。因此，他

可以称得上是“侠”的行为，事实上是与郭靖一脉相承的。杨

过原本怨恨郭靖黄蓉夫妇害死自己的父亲，想要杀郭靖报仇，

但最后被郭靖拼命救护自己而深受感动，又感于郭靖义薄云天

的大气，因此放弃了报仇的念头，逐渐开始以郭靖的标准行事。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杨过内心价值标准的改变，直至最后他杀

死蒙古王爷成就一世英明，也不过是有感郭靖的恩德、并且钦

佩郭靖为人的结果，要不然也不会在建功立业之后甘愿与小龙

女隐居活死人墓，过着平淡的生活。在杨过身上，至真、至情、

至性、自由和自主与“侠义精神”并存不悖，这是“侠”的概

念由《射雕》向《神雕》的转变，但“儒家的侠”为国为民的

本质并未改变。在杨过的身上，“情”与“侠”这一阴一阳虽然

是不冲突地同时存在的，但也是呈一个分离的态势。在小龙女

跳崖的十六年里，杨过尽管思念之情丝毫没有衰减，但这些行

侠仗义之事也与情爱无关，更不似郭靖那样受到情爱的羁绊，

阴阳虽不相容，但已可并存，这是由“儒家的侠”向“道家的

侠”转变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到了《倚天屠龙记》时，“侠”的内涵发生了进一步的转变，

这是金庸对“侠”与“情”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的表现，主要

体现在张无忌这样一个聪明但生性憨直、轻信他人、优柔寡断

的人身上。他的所作所为无不是出于至情至性，因为纪晓芙待

他亲切和蔼，便可以为了完成纪晓芙的嘱托多次冒奇险将杨不

悔送到杨逍身边；为了常遇春待他的真诚和恩情，便可以在烂

泥中和他一同受苦难，这些极富“侠义”精神的举动，事实上

都是以“情”为支撑点的，他并不会以“侠义”自居，而是把自

己的行为简单地视作受人恩情、尽人所托而已。“张无忌道：‘纪

姑姑没将我瞧低，才托我送她女儿来给你。若是我有所求而来，

我这人还值得托付么？’他心中在想：‘一路上不悔妹妹遭遇了

多少危难，我多少次以身相代？倘若我是贪利无义的不肖之徒，

今日你父女焉得团圆？’只是他不喜自伐功劳，一句也没提途中

的诸般困厄，说了那几句话，躬身一揖，转身便走。”也正因如

此，他的纯朴、真诚、善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尽管因为缺乏心

机而显得没有政治头脑、因为宅心仁厚而优柔寡断，但仍不失为

“侠”。在张无忌的身上，“情”不再与“侠”相对立，而是“侠”

以“情”为支点，“情”因“侠”而愈发动人。这正暗合了“阴”

与“阳”相济相合的道理。张无忌得了张三丰太极拳的精要，将

“道”之精髓完全掌握，这也是对侠和情、阴和阳相容的暗示。

《天龙八部》之中，萧峰起初将建功立业、保家卫国作为个

人价值的标准，在他发现自己身世之前也一直都以这样的信条

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以致“大侠”的名号在江湖上越传越广。

他一直对自己汉人的身份坚信不疑，将辽人视作十恶不赦的恶

棍，然而造化弄人，一夜之间自己居然变成了辽人，且自己一

直以为是同胞的汉人居然是残害自己父母的元凶。他心中所有

对自己、对善恶正邪的评判瞬间崩塌了。聚贤庄一役萧峰为了

萍水相逢的小姑娘阿朱而双手沾满了无辜汉人的鲜血，事实上，

也正是他价值观崩塌的表现之一。尽管萧峰慷慨仗义，喜欢意

气用事，但在知道自己身份之前也绝不会做出这样滥杀无辜的

事情，是自己心中信仰的崩塌才最终酿成了这场血战。阿朱出

现在萧峰的生活中是他人生的又一转折点，他头一次感受到了

人间真情惊心动魄的魔力。之前虽然他的养父母、师父都对他

极好，但直到后来他回想起来才发现这些人多多少少都有些怕

他，对他很是客气。他想报完父母之仇后就跟阿朱去塞外隐居，

从此做一个独善其身的“道侠”，但命运再次捉弄了他，他打死

了挚爱的阿朱。阿朱的牺牲起初更加汹涌地燃起他的复仇之火，

但随着自己在宋辽边界目睹了宋人对辽人的迫害以及之后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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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仇人慕容博了却尘缘、遁入空门，他最终明白了阿朱的一番

心意。最后，他的自杀正和阿朱选择死亡相照应，期盼以自己的

死来化解仇恨和苦难。萧峰的生世悲剧其实正暗示着“儒侠”的

消亡，是对儒家等级制度、礼制的反讽，最后萧峰终于领悟到了

众生平等的真谛，也终于明白了世间真情最深刻的含义。“大爱”

的含义由郭靖至萧峰发生了由对国家的爱至对天下苍生的爱的转

变，发生这样转变的原因也正是基于阿朱无私的爱在萧峰接下

来的人生遭遇中不断发酵、酝酿的结果，最终使得萧峰演化成

了一个悲天悯人的“佛侠”。在萧峰身上，“情”成为了促进其成

为一个真正大侠的原因，也是其侠义一生最后壮举的催化剂。萧

峰的一生正是由“侠”之阳刚与“情”之阴柔相冲突并且“侠”

胜过“情”的儒侠，到实现“侠”之阳刚与“情”之阴柔融合的

道侠，最后到佛侠——看似无情，实际上却含有对芸芸众生的

大爱，化解了侠之阳刚和情之阴柔之间的分歧，比道侠“情”与

“侠”二者的相济相合更进了一步，实现了二者的共生[2]。

到了《笑傲江湖》，与上述小说最大的差别在于时代背景被

淡化了，从根本上杜绝了效忠皇帝、效忠国家的儒家价值观。主

人公令狐冲既有杨过洒脱的真性情、又有张无忌的善良憨直，

因而极富人格魅力。《笑傲江湖》一书尽管没有强调历史背景，

但却充满了政治隐喻，写尽了政治中人性的贪婪、伪善和虚荣，

同时歌颂了急流勇退的行为。令狐冲代表了金庸笔下“道侠”的

最高境界，将“侠”之阳刚和“情”之阴柔完美地融合在了一

起。出于对师父的爱，他把素不相识的仪琳也当做自己的师妹，

并且可以为了她舍弃性命大战田伯光；出于对任盈盈的感激，

他甘冒奇险和任我行与向问天一起智斗东方不败；出于对两位

师太为己牺牲的愧疚，他可以不顾天下人的眼光出任全是女尼

的恒山派掌门⋯⋯他所有的“侠义”之举事实上都是以“情”为

支撑点的。但是，令狐冲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尽管武功冠绝

天下，仍然保持着一颗率性而为的赤子之心，在自己权力最稳

定的时候急流勇退，甘于隐居西湖梅庄和自己最爱的人一起过

平淡的生活。事实上，也正是这点成就了令狐冲真正的大侠身

份。位子坐得越高，人便越可怕，这是《笑傲江湖》想要揭示

的道理之一。没有“情”在背后支撑，那些建功立业的想法最

终会让人误入歧途，不可能成为万人敬仰的大侠。任我行和东

方不败在上位之初都怀着振兴神教的雄图大志，但最终都沉迷

武功而渐渐变得无情、丧失了人性。只有发乎情、止乎情，才

能成为真正的大侠。“侠”不离“情”，“阳”不离“阴”，只有

实现了阴阳调和，把握天道的规律，方能成为大侠。

《鹿鼎记》一书被称为“反武侠”小说，主人公不但油嘴滑

舌、阴险狡诈、俗气不堪，而且丝毫不会武功，只会逃跑[3]。无

论从哪一方面看，韦小宝都与“大侠”的标准相差甚远。但正

是在这部封笔之作中，金庸写出了现代社会中最真实的人，而

正是这份坦率不做作的真实成就了真正意义上的侠。《鹿鼎记》

尽管将时代背景定在了康熙年间，但事实上却与国之大计、建

功立业毫无关系，单写人性之复杂，这就比时代不明的《笑傲

江湖》更高明了一步。这部小说中有胡逸刀的痴情和归辛树这

一类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豪杰，但这类人物却是悲剧性的，甚至

可以从书中情节的安排看出一些讽刺意味。相反，正是有着人

类最真实的七情六欲、贪生怕死的韦小宝最后大获全胜。读《鹿

鼎记》再也没有之前各书的热血沸腾，而是充满了现实主义和

个人主义的色彩，在韦小宝身上似乎可以发现人性中可爱、懦

弱或是丑恶的一面。但是，金庸没有丑化韦小宝这种最本真的

状态，没有丑化人性之复杂，而是将最真实、最本质的一面展

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是像韦小宝那样的

“丑侠”，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挣扎着，想要活下来；我们有控

制不住的贪欲和情欲，我们永远无法做到视死如归[4]。但这并不

是人性的丑恶，真正的丑恶是我们掩盖自己人性中种种贪婪的

欲望与情感，企图建立起一种虚幻的完美人格。在《鹿鼎记》中，

“侠”与“情”都不再纯粹，而成为了现实世界中一碰即碎的道

义和爱情的真实的反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是这样现实的

“侠”与“情”的统一体，这两者在我们人性之中结合得是如此

紧密，以至于我们无法将他们完整地从中提取出来，压制其中

任何一部分都会让人痛苦不堪，同时，在二者结合的过程中也

滋生了种种更复杂的、美好或是丑恶的品质。只有当我们接纳

自己人性的完整与复杂、正视自己人性中所有的美好与丑恶时，

个体方能实现真正的自由，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侠士。

纵观金庸的创作轨迹，看似是从“侠”向“非侠”、“反侠”

转变的进程，实则是金庸对于人性的复杂性认识一步步深化的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侠”由起初的压制“情”到之后的与“情”

相互依托、相辅相成、再到最后的密不可分，从而达到了真正

自由的、个人主义的“侠士”境界。

注释：

[1][4]朱露露.论金庸小说的侠义形象[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3

(10)

[2]胡雪峰.儒家文化视角下金庸小说侠义精神内涵及其表现形式探

析[J].时代文学，2009(08)

[3]韩云波，何开丽.再论金庸“反武侠”：终结还是开端[J].江汉论

坛，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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