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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书神侠》

内容概要

央视十套《百家讲坛》重点推荐！　　金庸的武侠小说早已在亿万华人的心中生根结果，但一直为主
流文化和正统学术圈所排斥。作为“金迷”，人称“北大醉侠”的孔庆东，曾在数以百计的大学、媒
体及公共场所举办关于金庸的讲座，还将金庸讲到了韩国、新加坡。本书即他在央视“百家讲坛”栏
目所做的金庸系列讲座的讲演槁，同时还收入了他解读金庸的精髓；堪称集长成之作。　　这个人，
自称“长得像东北胡子”，或者像“抗日联军”，十年前他初登北京大学讲台时，学生们竟以为走来
一位“电工师傅”。　　这个人，曾以令人“笑喷”的《47楼207》等绝妙之文享有“北大醉侠”之美
誉。2003年西岳秋风中，他与金庸大侠等“华山论剑”成为流传江湖的一段佳话。　　2005年伊始，
他又数度出现在CCTV“百家讲坛”上，讲金庸小说，讲中国武侠，同时也“夹带”出他自己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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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书神侠》

作者简介

孔庆东，人称“北大醉侠”。祖籍山东，1983年自哈尔滨考入北大中文系，钱理群先生的开山硕士、
严家炎先生的博士，主攻现代通俗小说研究。自1998年起以一本《47楼207》风行于世，此后的《井底
飞天》均大受追棒。其文嬉笑怒骂，亦庄亦谐，飞流直下，痛快淋漓。有网友称，读孔庆东，“先是
笑到要死，再是忙着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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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书神侠》

精彩短评

1、孔和尚在不二的时候还是读了很多书，说了点有意思的话，比如讲了讲金庸，说了说鲁迅
2、当初也是被北大教授的名头骗着了
3、半严谨的金庸武侠评论集。
4、评论没有预想中精彩透彻。
5、跃然于纸简直流水账一般，这类还是音像形势保存才能显出最大魅力。
6、烂到无以复加的金评！
7、还是老孔的课讲得精彩···
8、所谓北大醉侠见解非常一般啊
9、孔庆东写金庸就够了
10、有一部分很出彩，貌似有部分以前从别的地方看过
11、语言幽默
12、还不错 当时读起来有共鸣
13、初读金庸如获良友，重读金庸如逢故知。孔二和尚百家讲坛的书稿，粗疏然不失洞见。
14、古金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15、这个我听过，没看过
16、这水平，一般金庸迷都能讲得出来啊！
17、对于金庸当然是见仁见智，只是书中没看出太多高明的解读。对于孔庆东可不可以来一句简单的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一笑而过。
18、金庸是一门学问 值得更多人去笑书神侠
19、金庸小说已经很有趣了，再加上这么有趣的解读，让人欲罢不能。
20、还好，除金庸外还有其他的东西
21、百家讲坛的东西，考虑大众口味的普及性的，有些东西还是不错，着重注意了关于《天龙八部》
的内容，无需多言。。。
22、后半部分各种访谈，没能细致深入地谈金庸，泛泛而谈，不值得看。
23、好看⋯⋯但作为金庸研究，一般，终归只是百家讲坛演讲的收录。
24、当年喜欢来着 但是还是处于对金庸的爱 现在看看一般啦
25、文章不错，人不咋地
26、个人想给三星半
27、中学的时候买回来的书，搁到现在才终于看完。金庸的作品，看完的大概只有神雕侠侣一部，其
他的只看过一些片段，看来有时间可以补一下~原来还是比较欣赏孔庆东的，但之后有看到他一些比
较过激的言论，不过对于这个人没接触所以不做评论，至少他对金庸的这些研究和评论还是值得一读
，或许有帮助吧。
28、小时候看那么多武侠电视剧、电影，还真没看过小说版，不如就从这只言片语里边略窥一二吧。
29、孔子后继有人
30、作为金迷，老孔说的没天涯上说的痛快，不过我知道老孔是从金庸开始的
31、没什么干货，很无趣。
32、孔老师让我更加了解了金庸
33、还好还好，，，
34、不一样的武侠，不一样的金庸小说。
35、朋友送的
36、初识孔庆东
37、当时喜欢看那个情话部分的分析！
38、很一般吧，视角和切入点没什么高明之处。且后面附的一些孔庆东的语录有些简直不能直视。
39、没什么观点，纯概括生发。
40、关于爱情确实没有感觉到这种高度
41、很小时候看过，那时候感觉分析地挺好的~~~
42、把金庸小说列入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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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书神侠》

43、想看看新观点，结果还是失望
44、对于金庸小说中爱情和人性的分析很对我胃口。
45、讲得还好，百家讲坛的讲稿书籍，为了节目通俗效果，感觉本书缺乏一定深度，还不能更深入剖
析。
46、kindle看的，不完整，可是分析的还蛮有点意思的，有机会把完整的版本补看一下。
47、每当有事的时候，都爱看金庸。
48、记得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是个中专生，书里以其独到的视角剖析金庸的作品，让当时目光狭隘的我
为之一怔，看武侠小说也可以看出这么多门道？从此我很敬佩那些能够创造出任何作品的人，无论影
视、文字、音乐还或是其他物质类的，他们的作品出现都有他们的道理（当然那些烂作也有存在的理
由，没有烂作哪来的好作）
49、很久很久以前。。。
50、一笑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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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孔庆东教授在骂人，在爆粗，但针对的对象却是记者，于是一片广议，于是听到很多支持和反对
的声音。支持者不听向“南方系”记者发难，反对者大有踏平北大，封杀新浪，让孔教授下课之势。
我则一向习惯，一件事情要过些时日再做结论，而今事情已经发生整整第十天，一切尘埃落定，是该
提出我的看法的时候了。我的意见是：只对事，不对人。一直喜欢孔庆东，继续喜欢孔庆东，不支持
孔教授的谩骂行为。或者有些人疑惑，我这样一个支持和理解右派学者的家伙，怎么会喜欢孔庆东？
其实，我对于右派学者，也仅停留在支持和理解而已。读过章诒和先生的《往事并不如烟》，读过大
量右派人物的传记，使我不能够同孔教授一样处处以“带路党”来揣度他们，也不能质问为什么在矿
井下砸死60多人，为什么没有人写一部《往事并不冒烟》。事实上，我相信右派学者，也相信孔教授
，所思，所言，所欲，都是为中国好，他们的意见的分歧，无非是中国当下的问题，到底是出在体制
制度还是出在道德人心。关于这一点，在之前我也谈过很多，因此也不在本文中枝蔓。我想说的，我
一心只想要中国好，那么无论观点是偏左，还是偏右，都不妨兼听，也不妨都喜欢、支持和理解，但
是不完全被某一方的观点和极端占据了头脑去。我一向喜欢孔教授，虽然我对教授不是十分了解。只
读过他的《正说鲁迅》和《笑书神侠》，也仅仅是在博客和微博上了解一些他写过的文章。以这些为
凭借，我觉得孔庆东教授是一个严谨的学者，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物，这样的个性非常符合我的审美
观念，因此我非常敬重和喜欢孔庆东教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要肯定孔教授的每一件事情，就拿刚
出现的谩骂记者的事情来说，总是不合事宜的。凡事总要讲道理，总要以理服人，这不仅仅是做学问
的态度，也应该是生活的态度。纵观事情本身，按孔教授的说辞，对方（记者曹林华先生）“态度很
和气，语言很阴险”，而在事实上对方根本没来得及提问。只是介绍完身份，孔教授即言：“我不接
受你们‘南方系’采访，去他妈的！”然后就挂了电话。之后就是微博的炫耀，把这次的谩骂回绝夸
张成：“去你妈的！滚你妈的！×你妈的！”这就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曹林华也是一个非常努力合
格的记者，在采访孔庆东之前，“花了近一个星期采访他的老师、同学、学生和朋友”。按曹林华的
说法，是希望把孔教授“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还原”，通过“孔庆东这个个体的变化，折射出中国社
会转型期的一些规律和特点”。凡事最怕设身处地，我们听惯了孔教授的说辞以后，不妨换一个角度
来思考，假使我们自己是这样一个努力，力图正说的记者，莫名遭了采访对象这样的侮辱，又会是怎
样的心境呢？事后，孔教授虽然也给记者曹林华发过一条短信，说他不是针对曹林华本人，请曹林华
谅解。并说“南方系”媒体得罪他的人不在少数，如果曹林华想要采访，就让单位一把手出面跟他联
系。这事可就奇了，明明是“去你妈的！滚你妈的！×你妈的”的句子只能针对个人，而摇身一变，
竟然又说不是针对曹林华。那么请问，孔教授这样妈来妈去骂的是什么人呢？《南方人物周刊》？广
大的记者群？抑或是教授指的《南方人物周刊》的“一把手”？加入是后者，那么孔教授可是有人身
攻击之嫌，严重践踏对方（“一把手”）的尊严权。但这样的解释又让我们起疑，难道可以把同“一
把手”的恩怨延续给他的“下属”吗？谩骂一个人是因为另一个人的缘故，天下间有这样的道理吗？
所以孔教授有可能并且很大可能是针对于“南方系”的记者群。那么我们就要问，与一个群体的恩怨
难道可以延续到一个个体成员的身上吗？当然也不能。说到这里有些支持孔教授的读者会质疑：难道
允许之前“南方系”对孔教授“别有用心”的采访，就不允许孔教授进行回击了？当然允许回击，只
不过作为拥有巨大公众影响力的人物，应该考虑回击的方式。公众人物的行为不单是个人的行为，很
有可能会带动一种风气。时下浮躁之风正盛，愤青迭起，理性消逝，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尤其是作为
北大这样高等院校的著名教授，这样著名的公众知识分子，总应该在做事之前讲讲策略，这样于人于
己总是有好处的。孔教授是孔夫子第73代直系传人，总应该明白“以直报怨”的道理。在这件事情上
，曹林华的处置就很得体。在收到孔庆东请求谅解的短信之后，曹林华回复说：“不管如何，我对每
个个体都会给予尊重。”第二天，曹林华亲赴北大，听了一堂孔庆东的课。并且对后来的媒体解释说
“孔庆东有两张面孔。在媒体面前，他喜欢胡说八道，哗众取宠；在私下里，他是严谨的学者，坚持
以理服人，不是无理谩骂，在学术上有一定的贡献。”根据我对孔教授历来文章、讲座和访谈的理解
，曹林华的评价很切实也很中肯。在之后的访问中，曹林华一直对其他的同行朋友讲述“理性”的概
念，孔庆东教授曾经批判记者：“现在记者这个行业入职门槛太低，很多记者的职业水准不高。我就
特别看不惯某些同行，在采访中不重视证据的抓取和保存，一味追求轰动效应。这样报道出的内容没
有证据支撑，久而久之会失去公信力。”实则曹林华恰恰是这个社会中的一位不追求轰动，能够理想
思考的好记者。孔庆东曾猜想王朔看了很多没有侠只有武的小说，没能好好看金庸的作品而妄下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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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书神侠》

。最终不思自己也在这个问题上犯下了错误。天下有记者追名求利，也有记者追求真相、追求理性与
公正，与武打小说里终于出现武侠，终于出现金庸、古龙、梁羽生、刘兆玄的道理同一。骂人总是不
对的，骂一个本不该骂的人是更大的过失。之前有人批评我恋乡情结的严重，只要东北人和南方人发
生了冲突，我总是拉偏架，说东北人的好。其实，我像曹林华一样，还是主张两个字：理性。因为唯
有理性才能让我们的社会摆脱浮躁，因为唯有理性才能使我们更加接近科学，才能更进步。是怎样就
是怎样，是道理在谁谁一边谁就是正确，无论如何使我尊重如孔庆东教授者（孔教授是黑龙江人），
抑或如何使我亲密如我身旁的伙伴。我这里只表明一个态度：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不管
是如何样的人物总要遵从起码的社会道理，而这个社会道理，必须以理性为前提。
2、孔庆东分析金庸小说的“爱”和“武”是比较精彩的章节，归纳详尽分析透彻，深入浅出，让人
感觉应该好好再看一遍金庸以便印证。然而本书后半部录入了孔的不少讲座，什么乌有之乡、什么对
中学生的讲座等等，其观点都是出自正文，无甚新意。看前半本，觉得真是天花乱坠，让人如沐春风
；看到后一半，则难免有江郎才尽，不过如此的一声叹息！
3、孔先生的文字可谓亦正亦邪，亦俗亦雅。各种话题信手拈来，皆可入文。嬉笑怒骂便成文章。用
看似调侃而不失智慧凌厉的言语评析世事，让读者在会心一笑之际不禁掩卷沉思。 孔的书最吸引我的
地方在于其平民气质。身为一个学术大儒，他没有丝毫清高做作，文章风格清新明快，幽默之至而又
非刻意为之。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 
4、习惯了诙谐的孔庆东，一时间读到有些严肃的文字还有点不适应。总之，对金庸的书评没有金庸
的书吸引人，评论的也不够透彻。加之稿件都是来自他在百家讲坛和各地讲座的内容，重复的地方不
少，读起来不大舒服。此外，市面上还有旧版的金庸小说卖吗？实在不大能接受新修订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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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笑书神侠》的笔记-第16页

        “道不孤”，当然应该高兴。高兴的同时要想到竞争，要相信自己能够获得心爱之人的爱，这样
便战胜了忌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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