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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择了匪与文学这样一个比较边缘化的历史联结进行研究。
第一，考察现当代中国文学对于民国时期土匪、强盗的审美表现，系统地对现当代匪类叙事的发展变
迁进行梳理和阐释，并有针对性地分析代表作家作品的个案，如沈从文、姚雪垠、东北作家群、艾芜
、杨争光、苏童等的土匪题材小说。
第二，试图解决以下问题：(1)现当代文学是如何建构土匪的审美形象的，如何在时代的演进下展开对
土匪的想象的，这些文学叙事具有怎样的审美特征和审美品格；(2)这种文学叙事反映了作家、时代、
社会之间怎样的历史文化关系，体现了怎样的民族文化心理和作家怎样的创作意识，我们该以一种怎
样的理性方式批判对待这一文学叙事后面所潜藏的文化心理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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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强盗的道德追求：义、报、侠　　即便是土匪强盗，为求有序的生存，也需要确立这一行当
的职业道德和准则，所谓&ldquo;盗亦有道&rdquo;。
强盗的道德追求主要是&ldquo;义、报、侠&rdquo;。
　　义气的本质是游民匪盗求生存的道德。
最初离不开对于生存的实际利益，所以快意恩仇意味着有恩必报，有仇也必报，这就是义，是和宗法
社会中以血缘为基础的伦理道德不一样的游民道德意识。
江湖上生存，最直接的帮助来自于同一群体的兄弟。
因此义气是联系游民匪盗群体的纽带。
重要特征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艰危与共，彼此关照。
在《水浒传》中梁山的议事聚会之地就称为&ldquo;忠义堂&rdquo;、&ldquo;聚义厅&rdquo;，可见义，
以及由义而延伸出来的忠是游民匪盗们最为尊崇的核心道德精神。
而《水浒传》中主要描写的英雄好汉都体现了这样的精神。
侠义往往是连在一起的。
它们成为了游民匪盗在生存层面之上的一种道德追求，为自己的不合法行为寻找一个道德上的合理依
据。
所谓&ldquo;替天行道&rdquo;正是如此，强调其存在的合理性，是帮助上天行使侠义和正道。
但往往这些口号又成了他们为自己的反社会的暴力行为辩护的幌子。
　　《水浒传》塑造了一系列得到民众认可的英雄好汉，像武松、林冲、阮氏三雄、鲁智深等。
他们行侠仗义，行为粗豪，武艺高强，为了朋友不惜两肋插刀。
这样的英雄没有丝毫文人士大夫的气息，他们体现的全是游民社会的价值标准。
这种价值追求实质上是来自于生存的要求，由于文化的渲染，才逐渐上升为一种英雄侠义的精神，但
视其实质，仍然是专制社会中游民的生存要求。
　　所以中国现代文学以来的英雄叙事中常常呈现出一种匪气，那些有着雄强生命活力和原始生命本
能的匪色英雄，他们与梁山好汉们的精神同构性，&ldquo;义、报、侠&rdquo;的道德观念在这些现代
匪色英雄的思想里依然存在。
而匪色英雄形象之所以受到读者的追捧和喜爱是源于英雄崇拜的审美需求。
可见&ldquo;义、报、侠&rdquo;的中国传统英雄价值观并没有因为时代走到了20世纪而完全消失，这
也是匪色文学话语得以在20世纪的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文化心理基础。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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