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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清代，武侠小说十分盛行，形成了我国古代武侠小说的繁盛局面。这一时

期，武侠小说不仅作品数量众多，而且类型丰富，形式多样，成为中国小说史

上引人注目的一种小说类型。从数量看，胡文彬先生主编的《中国武侠小说辞

典》中简介古代武侠小说 316篇（部），仅清代（止于 1911年）就占 190篇（部）；

列出《未著录中国武侠小说书目》共 115条，清代占 80条以上①。宁宗一先生

主编《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鉴赏古代武侠小说 297 篇（部），清代占 151

篇（部）；列出《未著录作品目录》共 146 条，清代占 91 条②。可见清代武侠

小说至少 200多篇（部）。从小说类型看，不仅有传统的“忠义盗侠”小说，还

出现了“武侠公案”小说、“武侠言情”小说、“武侠剑仙”小说等新兴类型。

从小说形式看，有文言的，也有白话的，有短篇的，也有长篇的。清代武侠小

说的兴盛为我国现当代武侠小说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武侠小说

中，有不少叙写女侠的篇目，其中以女侠为主人公或形象较鲜明者，据初步统

计，至少有 100篇（部）。其中，文言武侠小说至少有 90篇，为我们展现了形

形色色、生动鲜明的女侠形象。这些女侠形象，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越了

前代，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本书试就清代文言小说中的女侠形象（后文为了行文的方便，简称为“清

女侠”③）作一定的梳理和研究。“以武行侠”为本书选定女侠篇目的主要标准，

简言之，就是女侠篇目的主要来源为“清代文言武侠小说”。书中的女侠偏重于

“武侠”，一般情况下是“武”与“侠”两个条件并举。“武”即武功，女侠的外

                                                           
① 胡文彬：《中国武侠小说辞典》，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 年。 

② 宁宗一：《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 年。 

③“清女侠”是“清代文言小说中女侠形象”的简称。同样，后文的“汉魏六朝女侠”“唐五代女侠”

“宋元明女侠”都是指各时期文言小说中的女侠形象。为了论述的方便，行文中多用简称，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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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为方式；“侠”即侠义，女侠的内在精神实质。不会武功但凭借武力解决问

题的女侠，如商三官、庚娘的武力复仇等，也纳入本书研究范畴；但对于一些

侠而不武的女侠，如义侠、节侠等，则不在本书研究范围。 

在中国小说史上，女侠形象第一次大放异彩的时代是唐代，此时期女侠类

型较丰富，形象鲜明，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宋元明时期多仿唐之作，艺术水

准下降，女侠形象日趋衰落。清代，女侠形象又再度兴盛起来，文人们掀起了

改编唐女侠和创造新女侠的高潮。这一时期，白话武侠小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塑造了一系列人们喜闻乐见的女侠形象。如勇于追求爱情、执著专一的花碧莲

（《绿牡丹》），武功高强、莽撞可爱的鲍金花（《绿牡丹》），仗义助人、矢志复仇

的侠女十三妹（《儿女英雄传》），貌美如花、率真烂漫、痛惩奸恶的陈丽卿（《荡

寇志》），女扮男装、锄奸惩恶、卫国安邦的雄楚云（《三门街》），胆识超群、才

貌双全的水冰心（《侠义风月传》）等，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深受研究

者的青睐。诚然，白话武侠小说影响很大，但文言武侠小说也毫不逊色，无论

是笔记体还是传奇体的各种文言小说集子中都包含了相当数量的武侠小说，其

中写女侠的为数不少。王士祯的《池北偶谈》、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沈起凤

的《谐铎》、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宣鼎的《夜雨秋灯录》、曾衍东的《小

豆棚》、吴炽昌的《客窗闲话》、钮琇的《觚剩》、朱梅叔的《埋忧集》、王韬的

《遁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徐珂的《清稗类钞》等集子中都有叙写

女侠的篇目，为我们塑造了类型众多、生动鲜明的女侠形象。如王士祯《池北

偶谈·女侠》中神秘艳丽、仗义杀红绡盗贼的高髻女尼，蒲松龄《聊斋志异·侠

女》中隐姓埋名、武功高强的复仇女侠，沈起凤《谐铎·恶饯》中跛而善使铁杖

的老祖母，吴陈琰《旷园杂志·琵琶瞽女》中双眼失明、凌波飞行的琵琶女，朱

梅叔《埋忧集·空空儿》中盗珠警戒贪官的妙手空空儿，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童

之杰》中授童之杰奇术的剑仙中年妇，须方岳《聊摄丛谈·窦小姑》中武功高强、

护镖为业的镖师女窦小姑，吴炽昌《客窗闲话续集·难女》中深藏不露、任性负

气的逃难女，王韬《淞隐漫录·女侠》中不畏强暴、勇于追求爱情的女侠程楞仙，

秋星《女侠翠云娘传》中爱恨分明、富有民族气节的女侠翠云娘，徐珂《清稗

类钞·邓剑娥掷俄将于地》中力大无穷、掷俄将于地的女侠邓剑娥等，无不给读

者留下深刻印象。她们武艺超群，胆识过人，大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豪侠之气；

她们行侠仗义，恩怨分明，干着和男人们一样惊天动地的事情。她们走出深闺，



绪论  ┃  003 

 

行走江湖，大胆叛逆，敢作敢为，迥异于传统小说中那些多愁善感、逆来顺受

的怨妇弱女形象，她们将自唐以来不够壮大的女侠队伍从数量上大大充实，质

量也大大提高，成为我国古代文学人物形象长廊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具有较

高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 

诚然，就我国文言小说支系而言，唐女侠在女侠形象史上具有开源之功，

文学意义重大。但就作品数量看，却不过 10多篇①，所以无论怎样也谈不上兴

盛与繁荣。继唐传奇之后，宋元明时期文言小说中的女侠形象多仿唐而作，成

就不高；而真正将唐女侠发扬光大的时代是清代。这一时期文言武侠小说数量

剧增，形形色色的女侠形象大量出现，且女侠的行侠主题、行侠手段、女性特

征、精神内涵、江湖环境等方面的展现也更加丰富与完善，具有超越前代的艺

术魅力与审美价值。清代文言小说中的女侠形象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武

侠小说中的女侠形象，对后世武侠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尽管清代文言小说

中女侠形象数量众多，质量较高，但研究者却尚乏，下面就清代文言小说中女

侠形象的研究现状略作梳理。 

清代，文人们对文言小说中一些女侠形象的评论就已散点式存在。首先，

清代文人通常在自创小说之后附加评论。如蒲松龄著《聊斋志异》时对笔下的

人物多有评论。《商三官》篇中商三官女扮男装，为父复仇，文末蒲松龄赞曰：

“家有女豫让而不知，则兄之为丈夫者可知矣。然三官之为人，即萧萧易水，亦

将羞而不流；况碌碌与世浮沉者耶！”②《庚娘》篇中对处乱不惊、机智复仇的

庚娘，蒲松龄在篇末也赞曰：“至如谈笑不惊，手刃仇讐，千古烈丈夫中，岂多匹

俦哉！”③沈起凤在《青衣捕盗》篇末，对女侠聂书儿寄人篱下的境况，大加感叹：

“吾向读《冯煖传》，而叹当日无薛债之役，客无能一语，至今几成铁案。英雄寄

人篱下，毕生无可插脚，恐为厮养辈下眼觑耳！书儿遇盗，其厚幸乎……。”④吴

                                                           
① 罗立群《中国武侠小说史》列十篇目：《聂隐娘》《红线传》《谢小娥传》《虬髯客传》《车中女子》《崔

慎思》《潘将军》《贾人妻》《荆十三娘》《张季弘逢新妇》。胡文彬主编《中国武侠小说辞典》简介

10 篇，与罗同。宁宗一主编《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简介 11 篇：《车中女子》《尼妙寂》《红线》

《虬髯客传》《妾报父冤事》《荆十三娘义侠传》《聂隐娘》《贾人妻》《崔慎思》《潘将军》《樊夫人》。

其中《尼妙寂》故事情节雷同于《谢小娥传》，后文以《谢小娥传》为分析对象。 

② [清]蒲松龄：《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版，第 157-158 页。 

③ [清]蒲松龄：《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版，第 164 页。 

④ [清]沈起凤：《谐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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芗厈的《智女》塑造了一位与贼帅机智周旋，最后刺杀贼帅后并扮成贼帅模样

得以顺利脱离险境的楚女，篇末作者曰：“以甘言悦贼帅，使不备，反而刺之；

此古之节烈妇女为之者不乏人。所可异者，颠倒阴阳，悠然而逝，出人意外，

使不及追，且能全他人之节，何胆智之精细而雄烈耶!”①《萤窗异草》中《姜

千里》《童之杰》等篇末也有评论。其次，除文人自评外，其他文人在辑录、整

理他人作品时，亦多加评论。如张潮辑《虞初新志》，其中选姚伯祥《名捕传》，

篇末张评曰：“名捕捕贼，尚不足奇。妙在名捕之妇有此手段，真可敬也。”②对

文中名捕妻退盗时表现出的超凡武功大为惊叹！又如对《聊斋志异》中的人物，

王阮亭、何守奇、但明伦等多有评论。对《侠女》篇中行事机密、为父复仇、

充满神秘感的女侠，王阮亭曾评曰：“神龙见首不见尾，此侠女其犹龙乎!” 女

侠武功高强，何守奇曰：“此剑侠也，司马女何从得此异术！”③对勇于为父复

仇的商三官，王阮亭评价云：“庞娥，谢小娥，得此鼎足矣。”④对《妾击贼》

中隐而不显、安分守礼的女侠，但明伦评曰：“循分自安，女其善为养晦者叹！

然使终身不遇贼，虽怀绝技，其谁知之！以此知风尘中埋没英雄不少。”⑤对《武

技》篇中武功高强的少林尼，王阮亭言“此尼亦殊踪迹诡异不可测”。⑥邹弢的

《浇愁集》文末也多采用多人论赞的评议方式，缀附秦云（号西脊山人）、俞达

（吟香子、慕真山人）、朱康寿（朱曼叔）、梦仙馆主人、漱红馆主、非非子等人

的评论。如《吴女诛仇》篇末西脊山人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愤事所激，

天下何事不可为哉?吴女以忠孝之气，竟破贼虏，得父尸，抑何烈也!”吟香子

曰：“吴女，其巾帼中第一奇人耶!其忠孝也，木兰继起；其旷逸也，孟光后身。

斯真不可多得!”⑦这些评论或自评，或他评，尽管比较零星、散乱，但清代文

人对这些女侠形象的侠义精神、行侠手段等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可视为清代文

言武侠小说中女侠形象的早期研究。 

从 19世纪末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为开始，武侠小说日益受起学者

                                                           
① [清]吴炽昌著，陈果标点：《客窗闲话》，重庆出版社，1999 年，第 136 页。 

② [清]张潮辑：《虞初新志》（卷十七），上海开明书店，民国 21 年（1932 年），第 273 页。 

③ 张友鹤辑较：《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第 216 页。 

④ 张友鹤辑较：《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第 375 页。 

⑤ 张友鹤辑较：《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第 508 页。 

⑥ 张友鹤辑较：《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第 596 页。 

⑦ [清]邹弢著，王海洋点校：《浇愁集》，黄山书社，2009年，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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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20世纪 20年代至 70年代，鲁迅、郑振铎、沈雁冰、郑逸梅、张恨水、

徐国桢、赵景深、侯岱麟、刘世德、刘若愚等不少小说专家都涉及武侠小说的

研究，并取得一定成就。其中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我国第一部小说史专

著，第二十七章专章论述《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把清代侠义小说单列成章，

与清之讽刺小说、人情小说、才学小说、狭邪小说、谴责小说并立，正式纳入

中国小说体系，具有开创之功。60年代刘若愚先生的《中国之侠》被称为“海

内外第一部对中国历史上、文学上的侠约二千四百年的发展情况作综合研究的

专著”①，影响很大。郑振铎、沈雁冰、郑逸梅等研究者也有一些武侠小说的

研究论文。但纵观这几十年的武侠小说研究，其中几乎不涉及清代文言武侠小

说及其中女侠形象的研究。鲁迅先生专章论述侠义小说，但主要针对的是清代

影响较大的白话长篇，如文康《儿女英雄传》、石玉昆《三侠五义》、俞樾《七

侠五义》等； 虽然鲁迅先生也专章论述清代文言短篇小说，但对其中的文言武

侠几乎不提；刘若愚先生论及清代侠义小说时，也只论述白话长篇，而不言文

言武侠。 

进入 20世纪 80年代后，侠小说及侠文化的研究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出现

了一大批质量较高的研究专著和论文。专著如崔奉元《中国古典短篇侠义小说

研究》、王海林《中国武侠小说史略》、罗立群《中国武侠小说史》、陈平原《千

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曹亦冰《侠义小说史话》、曹正文《中

国侠文化史》、韩云波《中国侠文化》、王立《武侠文化通论》等。各种武侠小

说鉴赏辞典也相继出现，如宁宗一主编《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胡文彬主编

《中国武侠小说辞典》，温子建主编《武侠小说鉴赏大典》等。研究论文更是不

计其数，将侠文学和侠文化的研究推向了高潮。在新时期侠文学和侠文化的研

究热潮中，真正涉及清代文言武侠小说研究的却不多；对清代文言武侠小说中

的女侠形象作研究的更是微乎其微，即使偶有涉足者，也仅限于某篇作品中单

个形象的分析；对清文言武侠小说中的女侠群像作整体关照和较深层次的分析

几乎没有。研究状况大致如下： 

第一，相关专著对清代文言武侠小说的定位及其中女侠形象的提及。 

                                                           
① 周清霖：《侠与侠义精神——代译者前言》，载刘若愚《中国之侠》，周清霖、唐发铙译本，上海三联

书店，1991 年，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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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之前关于侠的专著《中国之侠》不言清代文言武侠小说。进入 80

年代后，较早的专著《中国古典短篇侠义小说研究》（作者：崔奉元）也不把清

代文言武侠小说列入研究范围。作者明确指出：“时代上则以唐宋明三代为主，

而清代小说不入研究范围之内。清代侠义小说以长篇为重要，其数量亦多；短

篇者，多模仿前代作品，并不见创新之处。兹为避免重复而省赘起见，将之

淘汰。”①之后陈平原先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也承此说，认为：“入清以后

倒是有不少著名文人乐于描写侠客，如李渔、蒲松龄、王士祯、沈起凤、袁

枚等。只可惜‘生不逢时’，明清白话小说对侠客形象的表现，远非简短的文

言小说所能企及。故文言小说系统的侠客形象，实以中晚唐时最有魅力，后

虽余波千年，却没多少新的创造。”②以上著者对清代文言武侠小说定位不高，

一般认为：从横向比较，清代文言武侠小说不及清代白话武侠小说；从纵向

比较，清代文言武侠小说又多模仿唐代，并无多少创造，故在他们的论著中

常常略之，甚至只字不提。笔者认为这实为一种误解，是受传统思维定势影

响的结果。细细考究清代文言武侠小说，模仿之作确实不少，但创新之作也

相当多；即使模仿之作也有不少超越之处。清代文言武侠小说总体成就虽不

及清代白话武侠小说，但也并不亚于唐代武侠小说，故笔者的观点与上述学

者不尽相同。  

从王海林开始的各种武侠小说史及侠文化史，则对清代文言武侠小说给予

了较高的定位和评价，几乎都专列章节介绍，对一些女侠形象也多有提及。 

王海林《中国武侠小说史略》第五章第三节专门介绍《清代中后期笔记小

说中的武侠篇——短篇武侠小说》。他肯定了清代文言武侠小说的文学地位：

“清代中叶，笔记小说已臻极盛，武侠题材的笔记小说也相应得到可观的发展，

具有代表性的佳作数量也不算少。到了晚清，笔记小说的持续性发展规模更为

巨大，武侠题材的作品占有很大的比例，成为晚清武侠小说浪潮的组成部分。”
③该专著对载有文言武侠小说的集子作了一定的梳理，简要总结了清代文言武

侠小说的特色，并对一些名家名作进行了简要分析。其中涉及女侠的篇目如蒲

松龄《侠女》、王士祯《女侠》、沈起凤《恶饯》、徐珂《僧碎某氏女胸前镜》等。

                                                           
① 崔奉元：《中国古典短篇侠义小说研究》，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第 46 页。 

②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年，第 25页。 

③ 王海林：《中国武侠小说史略》，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 年，第 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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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言蒲松龄的《侠女》，“写侠女隐身市井伺机复仇，是唐宋传奇常见的题材，

据说是影射吕四娘的事迹”①。他对王士祯《女侠》篇塑造女侠的章法结构大

加推崇：“先写新城令崔懋途中所记，侧面写女侠风采”；“次记莱阳王生言，

倒叙女侠除暴安民”；“最后写自己亲访未得，以及市人传闻”②。对沈起凤

的《恶饯》、徐珂《僧碎某氏女胸前镜》中女侠的技击、内功等武功描写略

有提及。  

罗立群《中国武侠小说史》进一步肯定了清代文言武侠小说的文学地位：

“武侠题材的文言小说，在唐代是一个高潮，到了清代，又达到了空前的繁

荣。……文言短篇武侠小说创作的极盛，成为整个清代武侠小说创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③作者明确提出清代文言武侠小说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对一些名家名

作也进行了简析。其举例所用的五篇文言武侠小说，其中四篇是写女侠的，即

蒲松龄《侠女》、沈起凤《恶饯》、吴芗厈《难女》、王韬《侠女子》。对蒲松龄

笔下的侠女作者作了较详细的分析和较高的评价，认为该女是一位既美又奇、

既温柔善良又坚韧不拔的复仇女侠，具有非常独立的个性，“她不受家庭的约束，

不为男人支配，不顾封建贞节，在武侠小说史上，是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的女性自主、自立者”④；作者还言及侠女形象在武侠小说界的影响：“侠女形

象对武侠小说是有贡献的，集众多复仇女侠形象而成的十三妹身上就有侠女的

影子，在当代武侠小说中也可看到侠女的某些色泽。”⑤ 

曹正文《中国侠文化史》第三章第五节《清代文言武侠短篇》，指出“历

史上常常有惊人的重复。晚唐时期，一些文人纷纷动笔写侠客，到了清朝，

又出现了这一文坛盛况”⑥，亦充分肯定了清代文言武侠小说是继唐之后的

又一繁盛时期。曹对蒲松龄《侠女》、沈起凤《恶饯》、吴陈琰《瞽女琵琶记》、

                                                           
① 于平：《侠女与吕四娘孰先孰后》（载《蒲松龄研究》，创刊三十期纪念专号）一文经考证认为：从年

代看，蒲松龄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去世，而雍正被刺发生于雍正十四年（1736），那么蒲松龄的

侠女故事不可能在传说中刺杀雍正的吕四娘故事之后，即侠女不可能影射吕四娘，相反吕四娘却可

能是侠女的翻版。 

② 王海林：《中国武侠小说史略》，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 年，第 124-125页。 

③ 罗立群：《中国武侠小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83-184 页。 

④ 罗立群：《中国武侠小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86 页。 

⑤ 罗立群：《中国武侠小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86 页。 

⑥ 曹正文：《中国侠文化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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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祯《女侠》等篇中的女侠略有提及，给予高度评价：“《侠女》一篇，则

写侠女除暴安民，快意恩仇，其侠并有独立人格，书中武功描写虽不及文康

写十三妹，但侠女之刚毅果决的个性却比十三妹更有独立性”；“《瞽女琵琶

记》，写一手抱琵琶，双目失明的女侠身怀绝技，来去如飞，令读者有惊叹

之色”①，“这为新武侠中出现一些残疾武林高手开了新路，新武侠小说中多

盲眼、断臂、驼背、跛脚的一流高手”②。  

综上所述，80年代以后大多数专家学者对清代文言武侠小说的定位是较高

的，只是具体研究甚少；在实例举证中涉及一些篇目，对一些女侠形象也略有

提及，但涉及面相当有限。总体而言，这些女侠形象只是研究者在行文中作为

例证顺便提及，提及的篇目不多，且均为个案简析，零星散乱，不成体系；对

女侠们独特的文化内涵、审美特征缺少深入探究。 

另外，一些武侠小说鉴赏辞典对清代文言武侠小说的篇目也有梳理与收集。

如宁宗一主编的《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简介清代女侠题材作品 30多篇；胡

文彬主编的《中国武侠小说辞典》简介清代女侠题材作品近 40篇。二辞典所列

篇目大部分相同，不同的部分正好形成互补之势。各篇都有内容简介或简析，

虽很简略，不够深入，但对本书的撰写起到了一定的启示与指引作用。 

第二，相关论文对清代文言小说中女侠形象的研究。 

从单篇论文看，对清代文言小说中女侠形象的研究也非常薄弱，多为个案

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聊斋志异》中一些女侠形象的分析。如王立《论中国古

代文学中侠女复仇主题》③、王茂福《〈聊斋志异〉侠女形象论略》④、潘晓生

《侠生 侠女 侠民——论〈聊斋志异〉中侠的形象》⑤、王立《〈聊斋志异〉侠

女复仇对于传统文学主题的新突破》⑥、于平《侠女与吕四娘孰先孰后》⑦、丁

峰山《以性惩恶济困的奇侠——〈聊斋志异·霍女〉小议》⑧等，这些论文对《聊

                                                           
① 曹正文：《中国侠文化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 78 页。 

② 曹正文：《中国侠文化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 80-81页。 

③ 该文载《中州学刊》，1991 年第 2期。 

④ 该文载《宁夏大学学报》，1993 年第 4 期。 

⑤ 该文载《蒲松龄研究》，1997 年第 3 期。 

⑥ 该文载《河池师专学报》，2001 年第 1 辑。 

⑦ 该文载《蒲松龄研究》，创刊三十期纪念专号。 

⑧ 该文载《榆林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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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志异》中的女侠形象作了一定的分析和研究。其中王茂福《〈聊斋志异〉侠女

形象论略》一文，立意较新，分析了一组“以性行侠”的女侠形象，如侠女、

红玉、霍女等。王立《论中国古代文学中侠女复仇主题》将《聊斋志异》中的

复仇女侠分为侠女型、商三官型、梅女型。《〈聊斋志异〉侠女复仇对于传统文

学主题的新突破》一文着重从三方面分析了《聊斋志异》中的女侠形象：一是

不杀子，充满了人性味与世俗性；二是更注重展示正义复仇者的超凡能力；三

是注重用历史人物与复仇女侠相比照。该文较全面地分析了《聊斋志异》中复

仇女侠对传统复仇主题的继承与超越，充分肯定了《聊斋志异》中复仇女侠的

文学意义。 

此外，涉及清代文言小说中女侠形象的研究论文还有，如曹亦冰《中国古

代武侠小说中的女性》①、王立《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中侠女盗妹择夫的性别文

化阐释》②等。这些论文，作者在实例举证中偶尔涉及清代文言小说中的女侠

形象。 

从以上论文可知，对清女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聊斋志异》中系列女侠的

研究；而关于清代文言小说中其他大量叙写女侠的篇目却很少有人研究，甚至

无人问津。如曾衍东、沈起凤、长白浩歌子、宣鼎、吴芗厈、王韬、徐珂等人

不乏优秀的文言武侠小说，其中也不乏生动鲜明的女侠形象，但对她们的研究

几乎没有。 

综上所述，整个学术界目前对清代文言武侠小说定位较高，但研究却远远

不够，对其中女侠形象的研究更是薄弱。清人的评点零星琐碎；各类武侠小说

研究专著对个别女侠形象只是顺便提及；单篇论文主要集中于对《聊斋志异》

中的女侠研究，涉及面太窄；对清代文言武侠小说中女侠形象作整体关照与研

究的学术专著尚无。因此，笔者近十年来试图以清代文言武侠小说中女侠群像

为研究对象，从梳理作品出发，考察她们的审美价值、文化内涵及其艺术缺陷

等，以期论证她们是唐女侠的发扬光大者，在文学史上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目前笔者已公开发表了《刍议清代文言武侠小说中的女侠形象》（《西北民族大

学学报》2009年第 5 期）、《论清代文言武侠小说中女侠形象“武”的表现》（《作

                                                           
① 该文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第 3 期。 

② 该文载《中国文化研究》，2000 年夏之卷，总第 2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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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杂志》2009 年第 12 期）、《古代文言武侠小说中女侠形象的演变历程》（《四

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 年第 4 期、《论清代文言武侠小说中女侠形象的伦

理色彩》（《山花》 2010 年第 6 期）、《刀光剑影中的绚丽风景——论清代文

言武侠小说中女侠形象的性别回归》（《语文学刊》2011年第 6期）、《清代武侠

小说中女侠形象兴盛的原因简析》（《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 4 期）、

《伦理王国中的女性情侠形象掠影》，（《文学界》2011年第 6期）、《浅析清代复

仇女侠对唐代复仇女侠的改写》，（《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 10期）、《清代文言

武侠小说中女侠形象类型简论》（《现代妇女》2010 年第 10 期）等十余篇文

章。尽管笔者对清代文言小说中女侠群像做了一些研究，但总体还是比较粗浅，

不成体系，故本书拟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清代文言武侠小说中女侠

群像做整体关照，从她们的行侠主题、行侠手段、女性特质、文化内涵、江湖

环境等方面考察其审美价值与艺术缺陷，分析她们对清代之前文言小说中女侠

形象的继承与与超越关系，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由于本人才疏学浅，

研究比较粗疏，本书旨在抛砖引玉，以引起更多研究者对清代文言武侠小说的

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