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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江湖」原出於《莊子•大宗師》「相濡以

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詞語的背後隱含了一段富

有人生哲思的寓言，引人參透。如今「江湖」已成

為華語世界武俠文學馳騁的不二場域。多少英雄俠

義、兒女情仇，蕩氣迴腸的故事傳說，都在江湖裡

滋生蔓衍。回望歷史，舉凡《史記》、傳奇話本、

章回故事甚至當代武俠小說，扣人心弦的情節裡都

有「江湖」的蹤影，不僅深深吸引著無數海內外華

人，更豐富展現了中國武俠文化的源遠流長。為

此，本館107年秋季續與國際知名半導體廠商—科

林研發（Lam Research）合作辦理閱讀推廣系列講

座，以「細說江湖—談武論俠話古今」為主題，自

107年8月4日至10月13日，利用週六的午後時光，

規劃辦理6場專題講座，禮聘6位國內知名的武俠學

術高手，帶領雅好武俠文學的讀者大眾，進入江

湖，從武俠文學的濫觴溯源一路到近現代武俠名家

作品介紹，一起徜徉刀光劍影的武俠文學世界。

二、各場次講座內容

（一） 8月4日，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副教

授、學生學習發展中心主任、世界華文文學

研究中心主任、王雲五基金會副董事長林明

昌教授主講：「以武犯禁的文化美學」，揭

開秋季系列講座的序幕。

曾淑賢館長為秋季講座揭幕 (107年8月4日)

自小習武，尤其精擅簡易太極拳，曾在海內

外傳授武術，長年鑽研武術文化的林教授先引《韓

非子》之言「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為大家

解題。進而回顧自身習武的過程，導出「武術」、

「武俠」概念的異同。林教授認為「武術」應該植

基於人類運動體能的改善；而「武俠」則蛻變自人

們的想像與渴望！因此「武俠」小說有了大幅發展

的空間，在歷史的進程中蔓衍繁殖、生生不息。演

講中，林教授更獨闢蹊徑，以《春秋公羊傳》的兩

則記事「趙盾弒晉靈公」及「南宮長萬弒宋閔公」

107年秋季閱讀講座
「細說江湖—談武論俠話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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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帶領現場來賓穿梭時空，一探武俠小說的原

始樣貌。

（二） 8月18日，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中

華武俠文學學會秘書長林保淳教授主講：

「遊俠與刺客」。

鑽研武俠文學超過二十年，被兩岸三地通俗

武俠小說研究者譽之為「武林百曉生」的林保淳教

授，先是引用段玉裁《說文解字》之語「俠之言夾

也，夾者，持也。」從文字學角度詮釋「俠」字，

並舉《韓非子》最早明確提出「俠」的性質—「以

武犯禁」，亦即韓非認為俠者具備「擁有足以違抗

君權的私人武力」、「以個人的魅力（如義、信

等）樹立名聲，吸引徒眾」、「以私人交誼置於國

家安危之上」、以及「以暴力手段解決問題」等人

格特質，顯見先秦法家對俠者存有貶抑之意。演講

中林教授條分縷析為大家解說「俠」的分類，並將

歷史中真實的遊俠與刺客如：郭解、馮諼、曹沫、

豫讓、聶政、專諸、荊軻等人的行為與性格詳細描

繪，還不忘提醒大家，武俠小說裡俠客「行俠仗

義」的行徑究竟只是一種虛幻的理想投射，若要社

會真正公正、安定與和諧，還是得仰賴完善的政治

制度。

（三） 9月8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兼副所長王鴻泰教授主講：「明代士人的尚

俠習武風氣」。

酷好明史研究的王教授以「士人」為對象，

暢談在科舉極端盛行的明朝社會裡，作為知識份子

的「士人」階層普遍具有兩大人生追求：一是參加

「科舉」；其次便是追求軍事上的表現，亦即展現

「武功」。而明中期以來有關兵法武術的講求，

大體有兩種屬性與趨向：一為具有實用性的「武

學」；一是具有逸樂性的「武藝」。明後期士人在

動亂時代的刺激下，除了藉武學之講究以保鄉衛

國，或建立功業外；亦多有士人藉著武藝建構超越

現實的人生想像，或藉以展開異類交游，在城市中

進行俠游活動。如此，晚明習武風尚與異類交游形

成一種獨特的武學／武藝文化。透過探究，一則可

以探知明代社會脈動；同時，亦可對明清社會文化

的內在意涵與演進脈絡有更深刻的掌握。

（四） 9月15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

究員陳相因教授主講：「傳奇、武俠與電

影：戲說老江湖胡金銓、李安與侯孝賢」。

唐代裴鉶《傳奇》一書普遍被認為中國古典

的「俠義」小說的開端，尤其，唐人傳奇中的「劍

俠」小說，以〈聶隱娘〉最具特色，充分展現出

《傳奇》一書文奇事奇的特色。並成為後世俠義小

說中「劍俠」、「女俠」、「義俠」的指稱。陳教

授一面為大家界定「傳奇」與「武」在字面上及文

學上的定義，同時介紹華人世界最為大眾熟知的武

俠電影導演：胡金銓、李安、侯孝賢等，如何翻轉

女性在武俠電影中的地位，使之成為電影主軸，並

在武俠電影中注入各自不同的武術觀點與武俠技法

等。她以跨文化的視角，輔以電影情節，精妙剖析

「武俠」電影中經典的「江湖」元素，包括：竹

林、客棧、風。透過這些元素的呈現，讀者大眾除

了可以一窺華人世界武俠電影的遞嬗軌跡，更彰顯

胡金銓被譽為武俠電影的泰山北斗，實至名歸。

（五） 10月6日，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文學

院副院長徐富昌教授主講：「武俠如何經典

─從人物與情節說起」。

徐教授指出經典的武俠小說可藉由主題思想、

人物刻劃、故事性結構與環境刻劃等面向探討，武

俠小說從通俗進入文學經典，就要具備情節曲折多

變、人物個性凸現、氣氛渲染得當、布局呼應迴

環、描述精緻傳神、文筆流暢洗煉。藉由武俠小說

的經典人物與情節之切入，深刻分析歷代武俠作

107年秋季閱讀講座：「細說江湖—談武論俠話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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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同時歸納在武俠小說常見敘事模式的核心場

面：仇殺、流亡、拜師、練武、復出、豔遇、遇

挫、再次拜師、情變、受傷、療傷、得寶、掃清幫

兇、大功告成、歸隱等。強調經典的武俠小說作品

情節必須扣人心弦，亦即打破一般模式但利用敘事

元素創造既熟悉又變化莫測的情節。徐教授藉由角

色、文字內容、文本結構及理論的分析帶領大家理

解武俠的「經典」；更藉由武俠經典的人物與情

節，引領大家體悟致道無心的老莊思想。

（六） 10月13日，真理大學臺灣文學系副教授兼系

主任蔡造珉教授主講：「武林多擾，俠夢不

滅─臺灣近現代武俠名家作品介說」。

武俠小說是個奇特的「文類」，長久以來便

以其魔幻般的魅力征服了華人世界，尤其，民國

五０至七０年代堪稱是武俠小說的盛行高峰，其中

金庸與古龍則是最為大眾所熟悉的武俠小說名家。

但隨著古龍離世、金庸封筆，「武俠小說」是否從

此式微？就此絕蹤？蔡教授引述歷來學者們包括石

儔、馬森等人對於武俠小說抱持的負面評論，從而

導引出「武俠小說」如何在兇險的輿論中闖蕩江

湖、縱橫天下，廣受世人愛戴而迄今不墜！儘管金

庸封筆、古龍離世，但武俠小說的書寫靈魂卻遍地

開花，生生不息。演講中，他列舉了當前六位知名

的武俠作家為例，包括：鄭丰、張草、上官鼎、奇

儒、張大春、九把刀等。藉由故事內容、文本分析

等，詳介各家寫作之風格並論其寫作技法之短長，

不論介紹或評論，所言盡皆精準中肯。

三、結　語

秋季六場講座參與人數總計1,441人，而每場

活動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幾近半數的聽講來賓們認

為秋季講座的講題非常具有吸引力。其他不論是針

對主講者、主講內容，甚至兼及工作人員的服務滿

意度都近乎滿分！顯示講座內容與品質確實符合聽

講來賓所需，且為影響滿意度的核心關鍵。此外，

六場講座的贈書也廣受大家歡迎，連帶拉抬場外武

俠文學作品的買氣升溫。

唯，六場武俠講座甫才圓滿落幕，二十世紀華

文世界最受尊敬的武俠小說巨匠金庸先生竟於10月

30日病逝香港，享壽94歲。令人扼腕！隨著金庸離

世，武俠文學是否從此墜入萬古長夜？而誰，又會

是下一枚最耀眼的武俠小說創作明星？且讓時間與

讀者來印證吧！但，可以確信的是，只要閱讀武俠

文學的熱情不滅，武俠小說的盟主終將降臨！

林保淳教授主講：「遊俠與刺客」(107年8月18日)
 

蔡造珉主講：「武林多擾，俠夢不滅―臺灣近現代武俠名家作
品介說」(107年10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