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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外来佛经文学母题、本土文学特别是明清小说相关叙事套路中寻求金庸小说故事母题来源，从
先前人们关注较少的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以及顾明道、朱贞木、宫白羽等民国武侠小说家的作品中
，寻究金庸小说的母题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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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来源 第四章金庸小说与古代叙事文学中的比武招亲母题 一、金庸小说中的比武招亲描写 二、比
武招亲：一个带有世界性意义的人类学母题 三、比武招亲仪式的程式、规则及旁观者 四、比武招亲
的团伙内部整合效益之表现来源 五、比武招亲特定情境下女性性别意趣描写来源 第五章金庸及港台
武侠小说对传统复仇观念的新突破 一、“儿子长大后复仇”母题及来源 二、女性“醒悟嫁仇”母题
及来源 三、“友情与仇怨”母题及来源 四、“仇家子女间的爱”母题及来源 五、“错认仇人，因误
会而导致复仇”母题及来源 第六章金庸小说中爱恨情仇的多重表现及其来源 一、爱情遭拒，女性主
人公变态复仇 二、主人公利用爱情进行复仇 三、特定情境中以爱情消解仇怨 四、女主人公为爱情而
复仇 第七章大雕意象的外域渊源与金庸小说的异国情调 一、大雕意象的人格化、多重意蕴与文本功
能 二、大雕意象的本土文化依据 三、大雕意象的外来文化渊源 四、大雕意象的民国武侠小说来源 第
八章金庸小说动物求医报恩母题的佛教文献溯源 一、猿求医及看守秘笈故事的文学史渊源 二、虎、
象、狼求医故事的文学史渊源 三、侠代动物疗伤母题的佛经渊源 四、旧派武侠小说动物报恩的生态
美学表现 第九章金庸小说冰蚕意象母题的文本来源 一、金庸小说中的冰蚕意象及朱眼冰蟾描写 二、
民国旧派武侠小说对于冰蚕描写的开创之功 三、冰蚕崇拜的叙事文本来源 四、冰蚕描写的形象学创
作方法及成因 第十章《神雕侠侣》动物描写的来源及其内蕴 一、通过“武化动物”达到动物的拟人
化 二、金庸笔下动物对人物性格塑造的作用 三、动物描写与武侠小说的传奇性延展 第十一章金庸笔
下动物大军描写的中外文本渊源 一、动物列阵与佛经故事中的相关图景 二、金庸小说中动物与人亲
密关系的佛经及本土来源 三、“闪电貂”、花狐貂、埃及獠与北方多闻天王的银鼠 四、怪兽描写的
“异国情调”与区域文化风光 第十二章金庸小说化尸术母题的外来影响 一、化尸术描写及化尸药的
构成 二、化尸术母题的印度及西域文化渊源 三、金庸武侠小说对于母题的创获 第十三章金庸小说“
过目不忘”母题的中外文献来源 一、金庸小说“过目不忘”母题表现种种 二、过目不忘母题的西来
佛教文化溯源 三、过目不忘、过耳不忘的联系及母题演进历程 四、过目不忘、过耳不忘的性别色彩
及其意义 五、对于过目不忘内蕴的其他解释 第十四章金庸小说寻宝、夺宝母题的佛经文学来源 一、
金庸小说寻宝母题的多样化运用 二、文学母题史的佛经与本土文本溯源 附录二第三届中国舟山桃花
岛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一、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意蕴 二、金庸武侠小说溯源 三、金庸武侠
小说重要作品及其主要人物 四、金庸武侠小说与武术文化关系 五、金庸小说的修改、传播及其研究
史 六、金庸小说的艺术手法 附录三2008年浙江海宁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一、金庸小说民族
文化精神与地域文化情趣 二、金庸小说内蕴、人物形象及叙事艺术研究 三、金庸小说渊源及其与其
他名家名著比较 四、金庸小说的价值评定、传播和修订 附录四澳门大学“金庸与汉语新文学”国际
学术研讨会综述 一、关于金庸与汉语新文学 二、金庸小说研究的理论思考 三、金庸小说与多种文化
观念的关系 四、金庸小说人物形象新解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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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神雕侠侣》中以麻雀的介入，则继承中另辟蹊径，近乎全方位地展示出借助麻雀练武的
过程。
同时，如此表现无疑也是一种“陌生化，，审美营构的尝试。
人们的心理目光从来是好高骛远，看到的也大多是能高飞的鸟类，而麻雀则是无远大志向的小鸟，还
常常偷食农作物，几乎随处可见，在文学的视域里，尤其在金庸的小说中，对待麻雀就得撇开以往的
眼光。
而借麻雀来练武，这正与传统的民俗心理发生冲突，是一种陌生化的营构，但是正是这种陌生化，却
更容易引起人的审美功能，调起人新奇的感官刺激和情绪。
 小说第三十三回《风陵夜话》还提到万兽山庄五兄弟“自幼和猛兽为伍，竟然以兽为师，各自练了一
身本领”，所以说这五兄弟不仅对万兽——多种野兽指挥自如，而且自身也武艺高超。
驯兽这一职业自古有之，金庸小说中并没有着重描写驯兽的过程和一般性功能，而是把猛虎、豺狼、
豹子、人猿、黑熊等群兽作为武侠人物高超武功的一个“仿生学”来源，并且动物也成为促进史家兄
弟武功增进的重要条件。
 描写人物与动物对阵，而特定人物又借助动物斗敌。
例如，牛是农耕民族最重要的家畜，因此，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对牛普遍都有一种亲和潜在的崇
拜感，但牛性情温和却又凶猛爱发脾气。
小说第十一回《百计避敌》写杨过驯服大牯牛，本想和小龙女开个玩笑，却遇上陆无双：“李莫愁师
徒转过身来，只见一头大牯牛急奔入门，那牛右角上缚了一柄单刀，左角上缚着一丛烧得正旺的柴火
，眼见冲来的势道极是威猛，李莫愁当即闪身在旁，但见牯牛在屋中打了个圈子，转身又奔了出去。
牯牛进来时横冲直撞，出去时也是发足狂奔，转眼间已奔出数丈之外。
李莫愁望着牯牛后影，初时微感诧异，随即心念一动：‘是谁在牛角上缚上柴火尖刀？
’转过身来，师徒俩同声惊呼，躺在桌上的陆无双已影踪不见。
”切莫小看这一关键性情节单元的结构性功能，正是靠着这大牯牛，杨过才得以从李莫愁眼底下逃脱
，有了另一番情感纠葛。
这实际上就是战国时齐国田单“火牛阵”的一个翻版。
 第三十三回《风陵夜话》的人兽大战时神雕侠在小说中出场的前奏，场面奇异，扣人心弦：“蹲伏着
的猛兽听得啸声，立时都站了起来，作势欲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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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庸小说母题及中外比较研究》试图运用主题学方法，分别从16个专题，探讨金庸小说的母题、意
象的来源，以及金庸笔下这些母题、意象的新的意义及其旧有意义的延伸和重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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