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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久以来，游走于黑白世界的侠客，被我们“神话”成世间公平、正义、良知的最佳化身，在他
们的身上，承载了数千年专制社会下弱势群体太多的利益渴求与美好愿望。
但是，无论是从具体的历史长河来看，抑或就武侠文学的理性分析而言，侠客们不可能成为社会的真
正“救世主”和“良心”。
事实上，民众应有的权利保障之路还须依赖于社会的真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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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云，男，汉族，1976年生，宁夏西吉入。
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2010年1月至6月），现任教于江苏科技大学人
文社科学院，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中共党史研究。
在各类刊物发表论文近20篇，参编教材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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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我的侠客梦
第一章 早期任侠风气生成的文化考察
　一、有关侠起源的几种代表性说法
　二、早期任侠风气生成的文化要素分析
　三、墨家学派与任侠者的关系
　四、任侠者的社会来源
第二章　任侠精神的最初形成与确立
　一、朋友有信
　二、士为知己者死
　三、临危受命、以救时难
　四、节士不以辱生
第三章 汉代任侠者的组织化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一、西汉政权的建立者属任侠者团体
　二、王侯权贵及地方豪强与任侠者的相互勾结
　三、名利的驱动与任侠者的组织化
　四、汉代已降任侠者的组织化进程与流变
第四章 武侠小说发展谱系
 一、先秦到两汉的侠义文学
 二、武侠小说的成熟期
 三、武侠小说的第一次高潮
 四、武侠小说的第二次高潮
 五、金庸、梁羽生与港台新派武侠小说的崛起
第五章 中国侠文化的审视与思考
 一、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侠文化的实质
 三、侠文化对当下的影响
 四、如何有效地防范侠文化的负面效应
附 录
　一、《告别史学的“政治情结”——从“三年之丧”起源问题谈起》
　二、《任侠文化是一把双刃剑》
　三、《春秋战国时期任侠风气与法治关系的文化考察》
　四、《终日履薄冰谁知我心焦——略论阮籍及魏晋名士的政治心态》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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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法制的疏漏　　1.复仇法的遗留　　复仇，尤其是血亲复仇，在上古氏族社会即已有之，
人类学家对野蛮部落的复仇现象就有丰富的记录与描述。
史密斯讲到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时说：“他们认为血仇是一种神圣的天职。
经常发现有些人不敢去某些村庄，因为被他们杀害的某人的近亲就住在那里，他们在那里结下了血仇
⋯⋯”①“美洲的阿拉瓦克人鼓励以血复仇，所以往往事故中死一个人会使另一家满门被斩⋯⋯维多
利亚澳大利亚人的以血复仇的要求在杀死下手人所在部落的一个人--不管是女人还是小孩--后即可满
。
菲律宾的伊弋罗特人的复仇是这样实现的：如果一个男人杀死了其他部落的女人，那么这个男人所在
部落的一个女人将代替他被杀。
多雷巴布亚人的男人如果被其他部落的人杀死，那么整个部落都有为他复仇的义务。
”②北非的努尔人亦是如此：“一旦死者的亲属得知他被杀的噩耗，他们便会伺机寻找杀人者来为死
者报仇，因为复仇是父方亲属义不容辞的责任，它是所有义务中首当其冲的义务。
如果亲属们没有尽力替死者复仇，那对他们来说将是莫大的耻辱。
”③原始社会所形成的各种调整方式，诸如习惯、礼仪、风俗等，为法律的产生创造了前提。
恩格斯在对北美易洛魁氏族的家族复仇习惯法考察之后指出：“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
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
”①英国法学家G.D。
詹姆斯也说：“在一个法律体系的初创阶段，习惯往往对法律的发展起重要作用。
”②家族复仇是因袭习惯以公法方式解决部落民事纠纷的法规。
拉德克利夫.布朗就说：“在没有法律裁定的社会里，强加给个人的义务一般被看成是习俗，而不是法
律。
”他对复仇现象考察后指出：“这种报复行为是由习俗来规范的：报仇法要求使对方遭受的损害与自
己所蒙受的损害相等，而集体休戚与共原则则允许复仇所杀的人不一定必须是真正的凶手。
”③针对这种情况，为了防止冤冤相报的恶性杀戮持续下去，部落中也产生特殊的处理方式。
马文.哈里斯便说：“在许多没有中央集权的社会里，要防止杀人事件发展成旷日持久的仇杀，正规的
解决办法是：杀人者的亲属群把大量财富送交给受害人的亲属群。
这种作法在游牧民族中特别普遍，也很有效。
”④这实际上就是部落社会的“民法”。
马林诺夫斯基曾精妙地阐述过这一现象：“（民法）是由一组有约束力的责任组成，一方认为是权利
，对另一方就是义务，通过他们社会结构中固有的互惠和公开性这一特殊机制保证了其效力。
⑤部落社会成员的权利与义务，也更多地体现在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结合上，因而使得私法与
公法常相互混杂起来，不能截然分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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