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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侠五义》

内容概要

《七侠五义》：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先秦时
期，随着奴隶制度的解体和封建城市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士人阶层，他们依靠自己
的技艺——或文韬武略，或弹琴吹箫——在社会上谋生。特别是当时诸侯纷争，各路诸侯招揽门客，
盛行养士之风，更促进了士阶层的发展。在士阶层中，以儒、侠两家最有号召力，韩非在《五蠹》篇
中，就把二者并列，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留下了有关“侠”一词的最早记载。
儒生以思想左右人们，侠客以武勇抱打不平。后者在专制社会，无疑对普通人，特别是下层劳动人民
，最有吸引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使芸芸众生有了理想、期待和盼望有了当苦难和不平压过来时
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正因如此，伴随着侠客的产生和其作为一个阶层的发展，就有了记载侠客的文
字。在先秦史籍中，像《左传》、《战国策》中都有关于侠士行侠仗义的记载，它们为武侠文学提供
了生活原型，堪称武侠小说的滥觞。西汉，司马迁有感于身世的不幸，文人的无能，以切肤之痛，用
血泪之笔，为游侠、刺客立传，歌颂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
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从而为武侠
文学确立了“义”的基调。无义不能配称侠，无侠不足扬义，这是中国武侠小说自始至今一直贯穿的
主导思想。东汉末年产生了被称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的《燕丹子》，赞扬荆轲言必信、行必果，
不惜性命，刺杀秦王赢政的事迹，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

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武侠小说也在唐代成熟，在唐传奇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像《虬髯客传》、《聂
隐娘》、《红线》、《无双传》等等，都是唐传奇中的上乘之作。它们所塑造的剑侠形象，不但反映
了唐代社会动荡不安的侧面，而且为后世留下了武侠小说的光辉范本和丰富资料，提供了可资鉴借的
艺术描写手段，影响所及，直至目前。

武侠小说自从唐代正式登上文学殿堂以后，就以独特的文化蕴味和审美情趣争得自己在文学百花园中
独树一帜的地位。宋之话本、明清之章回小说，都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武侠小说，像在小说史上占有重
要地位的《水浒传》，就是最优秀的武侠小说——当然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一般武侠小说本身的涵
义。

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小说作为文学革命的先声，其发展远远超出了其他文学样式，其中武侠小
说尤以为甚，形成了所谓的狂潮期，甚至出现了畸形发展，引起批评家的不满。然而，其中虽有相当
一部分作品由于作家的游戏笔墨和商人重利而缺少艺术性，但仍有许多作家像向恺然、王度庐、朱贞
木、李寿民、宫白羽、郑证因等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造就了旧派武侠小说相当灿烂的的局面。

50年代，香港、台湾武侠小说再度繁荣，一时名家辈出，特别是产生了梁羽生、金庸、古龙三位巨星
。他们继承传统文学中的精华，又吸收引进西方文学的创作技巧，以创作武侠小说为事业，以提高武
侠小说品位为目的。他们经过不懈的努力把武侠小说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连以前有偏见和鄙视它的
人都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现实：武侠文学再也不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道听途说、曝日闲谈，优秀的武侠
作品同样可以跻身于文学名著之列。文学创作的成就不受题材的限制，只要运用典型化的语言，反映
了社会历史现实，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显示出作者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深刻思索，表现出独特
的艺术风格，都会在文学之林高高耸立，卓尔不群。

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港台新派武侠小说涌入大陆，使沉寂了40年的大陆武侠文学创作重新
起步，新人新作不断涌现，而且出现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著作。这对总结武侠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
指导阅读和创作，无疑都有重要的意义。相信不远的将来，定会有优秀的武侠作品出现。

武侠小说是一种大众文化，好的作品必须雅俗共赏，失去了通俗性和广大的读者队伍，武侠小说就丧
失了生命力，必然会走向死胡同。但通俗绝不是媚俗，大众文化也不是低等文化，优秀的武侠小说是
大俗大雅同熔一炉。其作者应是厚积而后薄发。只有如此，才能受到不同文化层次的各色人等的喜爱
。真正做到这一点，可以说很难，非大手笔不能。正因为武侠小说要通俗，要面对大众，所以还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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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侠五义》

个如何提高读者的艺术欣赏水平问题。求其上者得乎其中，如何将上上之作推荐给读者，不但是小说
家的任务，更是出版家和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台湾研究界出版界曾遴选旧派武侠小说几十种，出
版《近代武侠小说名著大系》，为读者提供经典名著，被誉为书界盛事。现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独
具慧眼，在读者开始面对武侠小说思索和求精求细的时候，以大勇气大魄力推出《中国侠义经典系列
》，无疑为研究界和读书界做了件大好事，可谓功高武林，德被读者，值得大书特书。

这一批所选的《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等八种、选目精良，代表了清代及民
国时期武侠小说的最高成就，配上精确的校点和典雅的装帧，无愧于“侠义经典”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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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侠五义》

精彩短评

1、大赞，94-96年1
2、特别喜欢里面的白玉堂,可惜了！好想他活过来。
3、永别了白玉堂
4、1998-1999.阅读于BG书架.
5、人物刻画和几大名著相比还是差了一些，4颗星
6、不记得看的那一版了随便标一个好了。。。记得印象最深的词好像是旱地拔葱【。。。
7、學前班時代第一本課外讀物
8、侠走天下，义伴左右
9、一个一个熟悉的故事再一次回忆，让我真的回到了过去！有遗憾，有感动！锦毛鼠白玉堂得死是
我最为难过的!了解一段历史，书写一段辉煌！
10、传统的侠义，五鼠闹东京和包公展昭什么的广为流传。最初是个评书，然后整理成书本，以前似
乎看过，但没看完。评书却是听过的，连后面的续集《白眉大侠》（小五义和续集的内容）也听过。
三侠五义和白眉大侠的评书回目众多，怕是要听个一年多。《三侠五义》和《七侠五义》是一个东西
，区别不大。    喜欢白玉堂，但是白玉堂也有自己的缺点，并且很致命。他死了我很伤心。这本书有
着许多缺点，但不妨碍对他的喜爱。张大春曾为我打开了有关三侠五义、有关侠义的另一扇窗，让我
看到和去思考许多以前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11、这本书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我是在读书馆的角落找到的，他和我想象中的样子 倒也贴切 一副破
破烂烂的摸样，好像传说中的武林秘籍 读了之后发现 冥冥中竟然把小时候我从我姥姥口中听到的故
事 断断续续连城了一串。  把那些破碎的回忆 断断续续的故事 连贯起来  
12、终于读了。白玉堂死的好可惜呀呀呀呀
13、小时候读的，现在的情节都记不清楚了。
14、其实更喜欢单田芳播的评书
15、十年以后再读猫鼠，依然慷慨热烈 
16、我仿佛看见你们的青天大老爷坐在堂上一拍惊堂木，说：在这里，老子就是王法。
17、算不算武侠- =
18、锦毛鼠白玉堂
19、前面还挺有意思，越后来越没劲
20、这部小说还可以,可惜白玉堂死了,还有南侠存在感有点低。
21、看的那个出版社的在豆瓣找不到条目。。。。
22、这本书里你能知道更多你想知道的关于包拯，公孙策，展昭以及王朝马汉的故事。
23、好厚一大本，难过的发现包大人还是很在乎权贵的，公孙策并不是风流倜傥的
24、一半包公一半是江湖侠义，不过这皇帝也太好了吧事事听包公，跟童话似的，白玉堂死得有点惨
，性格决定命运啊
25、初中中二期的时候特别喜欢看这种水浒传呀三侠五义呀这类英雄传奇小说，绰号都倒背如流。。
。
26、看内容吧，别看文字！
27、十年前读过，忘得差不多了，哎！
28、发黄的书页~哈哈
29、小时的记忆，不愿再沉浸于童话的世界，于是去翻大人的书，就开始了我的武侠之旅。
30、【閱讀時間：約2006、2007】
31、武侠小说的雏形还是很好看的，可惜了，白玉堂
32、每个女孩都想过要嫁给大侠吧~~O(∩_∩)O~~
33、字儿太小了！
34、记得以五一还是十一放假一个星期看完的，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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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侠五义》

精彩书评

1、我不敢保证每个人都喜欢这本小说，因为它和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不同，思想是古代的，所以便
受到认知的局限。这算是一本公案小说么？或者是本侠义小说？其实我也说不清楚。但是就是这样一
本书，却让我从此爱上了书中的一个配角——白玉堂。第一次被“白玉堂”吸引，是广播中的长篇评
书《龙图侠义》。记得当时雷打不动的听，正好赶上这只白老鼠大闹开封的故事。虽然具体内容忘记
了，但从白玉堂的第一次出场，那精彩的描述下，就让人认定了他的不凡。听着故事，脑海中勾勒着
这个穿白挂素，面目清秀，身形高挑的少年，听完之后又是满足又是期待。喜欢锦毛鼠白玉堂，起因
于评书，但是痴迷却是在此书中。记得书中展昭和白玉堂的第一次相逢，展昭见到白玉堂，深感其年
少才俊：“武生打扮，眉清目秀，年少焕然”，“展爷不由得的放下酒杯，暗暗喝彩，又细细观看一
番，好生的羡慕”。进而展昭看其武功，也暗觉不在自己之下。能让展昭有如此评价之人，通篇再无
其二，可见其才貌之出众了。于是，身为一个白衣癖者，即使夜间行走也穿白挂素张狂的五爷，怎能
不走入我的心中？及到了白玉堂闹开封斗“御猫”的环节，此人真性情毕露。“虽暗昧小巧之行，却
是光明正大之事”，让皇帝也为之赏识。打破常理出牌，一股江湖侠气。所谓仗剑江湖，意气江湖。
一个年少的出众侠客，本就该意气风发，狂傲张扬的，更何况如此一个嫉恶如仇，惩强扶弱的义士？
或许白玉堂冲动，或许他行事太过狠辣决绝，但我欣赏一个果断豪爽的白玉堂，而非瞻前顾后的白玉
堂，我欣赏他侠义在胸，性烈如火的个性。白玉堂，永远活在江湖中，任侠而为之。白玉堂不是展昭
，因为他永远也不可能像展昭处事那么沉稳。只为了“猫”与“鼠”的称号，就可以闹出那么多的事
情，这也是展昭所无法拥有的率性与可爱吧！白玉堂供职开封府后，生活不再任侠，但平淡中却见真
情。书中白玉堂的结局，是“血溅冲霄”，这曾让我在很长时间里无法接受。一个精通机关的人，竟
最终丧命在机关之下，乱箭穿身，连尸身都留在了敌人那里。后来我终于释然。高手，不一定要死在
高手对决中。白玉堂也是人，即使武功高强，终难以血肉之躯，抗住万箭齐发。感情上，认为高人一
定能创造奇迹，实际现实中，没有人不在阴沟里翻船。石老先生让白玉堂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有人
曾说，或许是因为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喜爱使然。的确，岁月会磨去一个人的棱角。我很难想象也很难
接受一个老迈、沉静、满脸皱纹、颐养天年的白玉堂。残忍一点，我宁可让死亡带走他，留下永远年
少的印象。掩卷而思，这本书，我读了很多遍，愈加难以释卷。
2、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奋战，终于看完了《七侠五义》《小五义》及以《续小五义》。本来我是打算
只看《七侠五义》的，谁知故事还没完，书就戛然而止了。原来以上三套书并非是《射雕》《神雕》
以及《倚天》的关系，而完全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一系列书里面的人物，我大致分为三类：智者、
侠客、浑人。智者：代表人物蒋平、智化。我原来以为《七侠五义》之类主要讲包公和展昭呢，大不
了再加上张龙赵虎王朝马汉以及公孙策，谁知只有《七侠五义》上半部讲了包公办案的事情，展昭也
不是重要人物，张龙赵虎王朝马汉以及公孙策都是小人物，基本不提的，本领也不出众。整部书里面
，倒是五鼠中的四爷翻江鼠蒋平成了一号人物。水下本领蒋平自然是第一的，陆上本领一般，但是一
出事，群雄都听蒋平吩咐。蒋平智谋出众，又能随机应变，也会说话，所以很多本领比他强得多的人
也要听他的部署。黑妖狐智化，也是个聪明机敏的人，学问见识也多。破铜网阵时，他拼着性命盗取
盟书，拿到王爷谋反的最有力证据，成为第一功臣。但让我感动的是后来破藏珍楼时，智化本来要出
家当道士的，大众非要他帮忙。那天夜里，几个侠客出发，到藏珍楼时，发现机关已经被破，他们毫
不费力地拿到了想要的东西。当时几个人就说，必定是智化，他以身犯险，把功劳留给大家，自己远
遁了。侠客：代表人物南侠北侠。侠客嘛，不用说，仗义疏财罢了。关于“盗亦有道”，宁财神已经
借助白展堂的口在《武林外传》里说清楚了，我很同意。不过《七侠五义》里面的侠客倒是每次动手
后会想到如何处理，要么放火，要么教给目击者们一套言语，保证大家无事的。书里侠客甚多，但什
么样的都有，我只挑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作代表，他们武功非常高，而且心地忠厚正直。其他的人，
作者认为是侠客，我可不以为然。山西雁徐良是穿山鼠徐庆之子，也是《小五义》中的一号人物，他
相貌丑陋，但本领高强，比较机智，也做了不少好事，但是动不动把人的鼻子耳朵削掉，我实在不能
接受，即使他伤害的是穷凶极恶之人。锦毛鼠白玉堂，年轻俊美，文武双全，但性格高傲，目中无人
，虽然也行侠仗义，但行事大胆狠毒，最后硬闯铜网阵，万箭穿心而死，其实全是活该。大部分侠客
，完全不把人命当回事的。他们行侠仗义的方法大部分是打听到歹人的住处，等天黑时翻入院墙，伺
机将歹人杀了，但为了杀害目标，他们常常连院子里的丫鬟仆人都杀，难道坏人身边的人，都是坏人
么？就算是是坏人，那全都该杀么？浑人：代表人物徐庆、韩天锦浑人不多，写得比较多的是穿山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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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侠五义》

徐庆、彻地鼠韩彰之子韩天锦、赵虎、于奢（怎么不是“鱼佘”？）、蒋平徒弟鲁士杰。我是最讨厌
浑人的，什么都不懂，别人的话也不听，就知道横闯蛮干。写在书里有时候还算有趣，要在日常生活
中碰到就麻烦了。这些书都是清朝人写的，文字基本就是白话文。除恶扬善是古往今来人们的一致愿
望，但有些观念我还是不能理解和接受的。这书里有男侠，也有不少女侠，可是从来没写过男侠和女
侠之间的什么。侠客娶妻室也基本是由长辈牵头的，夫妻双方根本订下婚姻之前根本没接触，即使见
过面也不过是看着差不多就是了。都清朝了，怎么看着觉得还不如《诗经》进步呢。婚后还是该干什
么干什么，结婚跟没结一样。这些人云游四海，根本没有家的概念，徐良长到二十多岁都不知道自己
的爹长什么样，不过也幸亏徐良没在徐庆身边长大，要不然世上又多一个浑人，多麻烦。书中对于奸
夫淫妇批判得厉害，这也就忍了，可是对于被侮辱和有可能被侮辱的妇女都鼓励她们行拙志，为了保
全名节。中国人真是好面子，为了名声，什么苦都愿意承担，真是没必要，况且我也不认为行了拙志
就肯定能保全名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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