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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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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论李永平《新侠女图》侠女形象的建构

学生姓名：钱海伦

指导老师：曾维龙 师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女性一直以来作为中国传统文学中被书写的题材之一，在以男性作为主体的

文学创作上，他们所书写的女性的形象其实正代表着当时候的社会是如何看待这

些女性的存在。在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灌输下，女性就得遵守妇道、三从四德，

以夫为纲甚至是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作为男性的附庸品而生于社会。侠女的出

现打破了封建传统中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种说法。“侠”的概念最

早是出现于《韩非子·五蠹》，在以往传统的武侠小说中，武侠世界大以男性为

尊，女性总是环绕在男性周围，变成彰显男性力量的一种陪衬。对于武侠小说的

研究其实已有了不少的成果，其中也包含了对于文学作品中女侠形象的研究，但

是人们多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名著的侠女形象研究，而对于新武侠小说的女性

形象研究较少。针对这种情况，本文将从李永平《新侠女图》的侠女形象切入专

题研究，通过对“侠女”一词的定义与历代小说中侠女的形象演变进行分析，探

讨她们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的作用，进而探索小说中所蕴含的女性文化意蕴，总结

《新侠女图》中侠女的特征及观念的变化。

本次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阐述本次论文的研究动机其目的，进而

论述为何以李永平作为本论文的研究焦点，列明所选方法来进行此次论文的书写，

叙述过往学者对于侠义文化的研究以及对于李永平作品的研究，并尝试论述新武

侠小说中的侠女的形象及探讨作家内心。第二章将重点放在侠女的定义，议论历

代侠女的演变，探讨男性作家的笔下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对侠女观念的演变进行

分析。第三章的重点在于探索“新”侠女图的由来，针对不同作家笔下的侠女形

象进行比较，分析作者所透露出的情感信息。第四章则将重心放在分析现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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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塑造女性形象的借鉴与融合，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反思，乃至展现现代女性观。

最后，结语将总结侠女形象对于李永平小说中的独特意义与分析女性的身份地位

和思想意识及她们在武侠小说中的存在的价值。

关键词：李永平；武侠小说；侠女；女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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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时光荏苒，三年的大学生涯即将要步入尾声，曾经忙碌的校园生活也即将划

上句号，心中流淌着满满的眷恋及不舍，无论是敦林良实礼堂边的满月形洞窗、

图书馆里沉浸于书海的学子们亦或是朋友家的深夜长谈，已然成了我生命中无法

割舍的一部分。很喜欢季羡林的一句话：“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岁月从来不言，却见证了所有真心。时间会冲淡一切，但它也会证明一切。”拉

曼大学承载了我三年的时光，在这之间也经历了不少的悲欢离合，总会让我生出

无限的感慨，渐渐地明白生活中许多的事并不是强求就可以得到，忽然间就放下

了曾经所有的执念。从一开始哭着控诉到后来可以笑着对待，命运从来不缺选择，

而缺的是可以重头来过的勇气，感谢曾经咬牙坚持的自己，造就了现在随心、随

性、随缘的我。

对于我的人生来说，这仅是新旅程在开始前所奏响的号角。回首三年，感谢

所有中文系的老师在这三年里孜孜不倦的教诲，尤其是我的学术指导老师——李

树枝。无论是在生活上亦或是学业上的困难，树枝老师总会给予我许多的帮助以

及关怀，很幸运在我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有他的暖心安慰与辅导，何其有幸在这

短暂的校园生活中与他相遇，甚至是伴我同行，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还要

感谢我亦师亦友的论文指导老师曾维龙老师，在我为论文选题困扰时为我指点迷

津，给予了我巨大的帮助及鼓励，感谢他的耐心辅导，让我能够顺利完成我的毕

业论文。师恩难忘，唯有铭记于心。

在此，我也要感谢我的家人以及朋友们，感谢家人的鼓励及支持，让我没有

后顾之忧，可以全心投入学习之中；感谢我的朋友们，让我在这陌生的城市里感

到温暖，从遥远的砂拉越诗巫来到了金宝这个陌生的城市将近两年了，习惯了有

朋友们的相伴，只是今后应该很难再聚在一起吃饭、一起彻夜长谈、一起游山玩

水了。唯愿今后分散各地的我们能前程似锦，万事顺遂，归来仍是最初相遇的模

样，一切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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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李永平（1947-2017），出生于英属婆罗州砂拉越的首府古晋，于马来西亚

独立时代以及独立时期马来西亚紧张的政治局势出世，拥有作家、教授乃至翻译

家等多重身份。
1
自六十年代开始以来赴台留学的马来西亚侨生不在少数，期间

也出现了不少活跃于文坛的作家当中就包括了李永平留台定居，从事创作。李永

平的创作可以说是以小说为主，其作品时常围绕着其故乡婆罗州、中国大陆以及

台湾而创，无一不在揭示他对于自身族群以及文化认同的探讨，借由书写婆罗洲、

中国大陆及台湾三个地方，对“原乡”进行探讨、辨析及考证。李永平早期的小

说作品主要收录于《拉子妇》当中，而后十年李永平又接连出版了《吉陵春秋》、

《海东青：台北的一则寓言》、《朱鸰漫游仙境》、《雨雪霏霏：婆罗洲童年记

事》、《大河尽头（上）-山》和《大河尽头（下）—溯流》等作品，甚至曾为

奈保尔等在内的知名外国作家翻译了将近二十一部的作品。

《新侠女图》是李永平的最后遗作，也是他心心念念所想要创作的武侠小说。

可以说《新侠女图》的诞生成全了李永平的侠客梦，可惜的是最后李永平因病逝

世打断了他武侠世界的延续，时间定格在第十四回，没有完结篇，但也因此为故

事的最终章留下来更多的可能性。《新侠女图》是以明朝为背景的一个武侠小说，

故事主线围绕着名为白玉钗的侠女进行，讲述一位身负血海奇冤的女子为了报仇

雪恨一路北上赴京，历经无数次殊死搏斗的复仇之路，小说情节也因此而展开。

2
在这《新侠女图》当中，李永平成功地塑造了不同以往武侠小说中的侠女形象，

在他笔下的新侠女——白玉钗已不再是男性的附庸品，更遑论是那种为情而生的

柔弱女子，她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甚至还有着“女魔头”的称号。然而，这

样“心狠手辣”的白玉钗是否符合“侠”的标准呢？故事中其他的侠女角色当中

包括杨瓊瑛、张翠、杨蓉又是否符合“侠”的标准呢？她们先是女性，其次才是

侠客，故本文试图将“女侠”中的“女”字从性别符号拓展为性别议题，对其小

说中的女侠角色形象进行解析。

1 李永平数位主题馆，浏览于 2023 年 11 月 1 号，https://liyongping.campus-studio.com/#Feature。
2 李永平，《新侠女图》，（台北：麦田出版社，2018），页 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9%86%E7%BD%97%E6%B4%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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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研究背景

至今关于何谓“侠”及其定义仍有许多不同的说法，而在文学作品研究中历

来以形象研究为重点，在古代小说当中的侠客形象研究中更受关注的往往都是男

性侠客而女性侠客的形象较少会被人们所提起。作为与男性侠客相对的侠女在新

社会文化中会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具体形象如何，乃至不同时期的武侠小说中

的侠女形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李永平塑造“新侠女”形象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

原因？围绕着这些问题，遂决定以李永平《新侠女图》的侠女形象建构作为自己

本科阶段的研究课题。之所以会选择李永平作为本科论文的研究题目主要原因在

于受到了许文荣老师在马华文学课堂上的指导，这也是我初次接触李永平的作品

即《拉子妇》，故事中拉子婶的凄惨处境给我留下较为深刻的一个印象。而后在

阅读李永平的作品时，其实不难发现在李永平作品当中的家庭基本上都是不完整

的，几乎他的每部作品都刻画了女性悲惨的命运，从他的处女作以及沦落可以说

已经成了李永平小说创作中的一种执念，相较于李忆莙的创作所推崇的两性和谐，

李永平则是通过对女性悲剧的描写将父权制度下男性对女性的种种不公与女性

对女性的敌视与排斥展露无疑。《新侠女图》这个作品的情况有些特殊，在还未

完成之前李永平就已经逝世了，所以这本小说的结局不会只有一个，而是留一个

悬念让读者有自行想象的空间，同时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在以往传统的武侠小说中，武侠世界大以男性为尊，女性总是环绕在男性周

围，变成彰显男性力量的一种陪衬。由于武侠小说的作者大多数都是男性，因而

他们必然也会受到男性视角的影响。性别不平等已不再是个别的现象，甚至可以

说渗透了整个社会结构，其中包括了婚姻与家庭、工作、政治等，而在弗洛伊德

的理论当中就有提到女孩以及妇女不如男孩和男子，这个偏见是深深植根在早期

的性和家庭发展当中的偏见，无法摒除。
3
女权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

二性》中也有女性提及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属于男性的附属品，虽然不是男性的

奴隶，但却永远是男性的依赖者，并借以控诉男性对于女性的压迫。
4
虽然女性

的社会角色有所转变，但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依旧受制于传统思想的束缚，甚至

3 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页 119。
4 西蒙·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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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问题归咎于女性身上，不愿接纳，更不愿为此改变
5
。这种偏见在李永平的《新

侠女图》当中可以进一步得到论证，同时也揭示了在父权制下所造成的性别压迫。

6
与以往不同“武侠小说是男性天下”的书写方式不同，李永平赋予了笔下侠女

独立的人格与价值追求，致使其作品中的侠女形象具备着丰富的内涵，成为了推

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二节 研究目的

本文将题目设置为《论李永平《新侠女图》侠女形象的建构》，将研究范围

锁定在李永平的《新侠女图》“侠女”的形象研究，原因在于在检阅相关资料的

时候就有发现学界对于李永平与其文学作品的研究更多围绕着其创作的三大主

题中的两大主题即漫游主题与时空美学，多数的学者大多将注意力放在了角色的

身份认同以及处境的探讨，女性角色研究的成果也不在少数。然而，至今尚未有

学者针对李永平的武侠小说《新侠女图》的女性乃至女侠角色进行一系列的研究，

故此留下了不小的研究空间。

有鉴于此，本次论文研究的目的在于：

一、分析李永平在《新侠女图》中的侠女形象及观念变化

二、针对白玉钗的形象探讨该形象与李永平之间的联系

三、了解李永平的内心世界

5 张妙清，叶汉明，郭佩兰合编，《性别学与妇女研究——华人社会的探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5），页 59。
6 亚伦.强森编，成令方译，《性别打结——拆除父权违建》（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8），页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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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前人研究回顾

近十几年马华文学的性别课题创作研究评论学者众多，当中以李忆莙、商晚

筠等作家所创作的小说最为热门。李永平作为一个颇有成就的在台马华作家，其

文化身份与言说立场的复杂性奠定了其小说的多元化。
7
然而相较于马来西亚当

地的其他华人作家，眼下在中国知网上能查阅到大陆学者关于李永平的相关论文

仅 34 篇，当中硕士论文占了八篇，但并没有博士论文。可以说学界对于李永平

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原乡探讨、欲望书写、离散书写等作为主要探讨议题，至今

研究李永平笔下女性角色的学者还在少数，而研究多数以短篇论文居多，问题探

讨往往只停留在表面而并未深入探讨，以李永平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创作中女性

角色的硕博论文也是寥寥无几，更别提有关他的遗作《新侠女图》的研究成果了。

目前关于侠文化及侠义小说的前人研究总结如下：

至今有关侠文化及侠义小说的专著的数量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可观的书目，而

主要书目有郑振铎的《论武侠小说》，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曹亦冰的

《侠义公案小说史》，陈颖的《中国英雄侠义小说通史》，宋魏的《中国古典武

侠小说史论》，曹正文的《中国侠文化史》，罗立群的《中国武侠小说史》等。

然而，在研究侠文化的专著里面，女侠的内容略少，专著暂无。另外，涉及到女

侠的论文也基本围绕唐传奇中的女侠展开，研究清代的较少。赵昊龙的《唐传奇

中的女性形象——读红线和聂隐娘》主要是针对唐传奇中女侠形象进行分析，李

艳的《唐传奇中复仇女性类型浅析》则是从整体上对女侠的命运及审美价值进行

分析。胡静的《论唐传奇女侠形象所体现的女性意识》 是以女性主义为理论根

基，从女侠对情爱意识的追求、个性意识的觉醒及母性意识的缺失等方面来分析

女侠形象体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女性意识。

2008 年，张艳艳所发表的《论明末清初小说中的侠女形象》主要是简述女侠

的流变，从复仇、仗义、报恩等角度来分析女侠的侠义行为，比较这时期女侠与

前 期女侠的继承与发展。 2010 年，张晓培的《晚清侠义小说女性形象研究》，

7 林岚彬，《论李永平小说中的罪恶书写》（福州：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硕士论文，2017），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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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侠女分为三个类型，分析形象特点并认为除继承了唐代女性的反抗精神外，更

加注重自我身份地位的提高。2012 年，湖南师范大学的杨林发布了《明清侠义

小说女性形象研究》，将侠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为侠女、闺阁女子和风 尘女

子三类，再根据外貌、性格、行为方式、爱情观念以及婚姻生活等展开分析。至

于清代女侠形象研究的期刊论文，学者大多研究侠女形象产生的原因如冯晓琴在

《明末清初小说侠女形象产生原因探析》、顾晶晶的《浅析明末清初小说中的女

侠形象及产生原因》、罗莹的《清代武侠小说中女侠形象盛行的原因探微》等。

王昕的《性别视角：清代侠义小说的新景观》主要以性别视角来分析清代小说中

的女侠形象，认为清代侠义小说显示了从剑侠向女性气质和传统性别角色回归的

趋势，进而推论人物演化的深层原因在于明清社会妇德观的改变。按照当前已有

女侠的研究成果来看，女侠的研究多集中在唐传奇中，而对于新武侠小说的女侠

形 象研究目前还有许多空白等着学者去填补。

其次是有关李永平及其作品的前人研究如下：

首先是陈虹霖的〈由自选集《迌》纵观李永平书写之特色〉。陈虹霖试图

突破不同以往的评论限制，将重点放在李永平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上，并分为三

大类即拉子妇、华人母亲及华人女性，从而探讨这三类女性所背负的问题从而探

讨李永平的书写方式。
8
接着是萧敏嘉的《原乡、罪恶与女性-李永平小说研究》。

在这篇论文当中，萧敏嘉就有提及李永平笔下的男性角色相较于女性角色的形象

较为模糊，而男性在其作品当中通常是属于压迫者与懦弱者，女性则是被压迫者

以及坚强者。萧敏嘉将李永平的这种风格归咎于受其生平经历的影响，认为李永

平是以赎罪作为创作的初衷，借此达到自我救赎的这个意图，并针对李永平小说

里的罪恶意识及女性角色展开一系列地分析，由此我们便可看出李永平对女性地

位和她们所处的环境格外地关注。
9

2004 年，台湾政治大学的黃美仪在《漫遊与女性的探索──李永平小说主

8 陈虹霖，〈由自选集《迫迌》纵观李永平书写之特色〉，《问学集》2008年第 14 期，页 64。
9 萧敏嘉，《原乡、罪恶与女性－李永平小说研究》（台北：世新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12），

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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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研究》一文当中认为李永平的作品中女性主題与漫遊主題当中都包含着丰富的

意涵等待着被读者挖掘，当中由三个方面即漫游主题、时空美学以及女性主题去

解析李永平的小说，检视李永平作品中女性的遭遇，进而展现李永平对于女性的

关怀。
10
同年，高雄师范大学的蒋慧雯以《魔幻现实主义与精神分析论在现代小

说中的运用—以李永平小说构型为例》一文当中提出她的见解，认为魔幻现实主

义贯穿了李永平的创作过程及魔幻现实主义对于李永平的原乡意识有着较大的

影响，而后以精神分析理论来解读李永平小说中的人物，乃至剖析其小说中的女

性形象以及当中的伊底帕斯情结。
11

2009 年，台北教育大学的潘丽玲以《李永

平小说中的原乡想象研究》作为其硕士学位论文研究，主要是以李永平的原乡意

识作为其讨论核心，认为砂拉越历史遗迹雨林记忆等婆罗州成长经验是李永平原

乡想象研究的依据，针对李永平所赋予的“母亲”亦或是“女性”的象征意象，

在其小说作品中去探讨他的原乡情怀。最后是张侠于 2014 年所写的《<吉陵春秋>

中的华人形象与中华文化研究》，这篇论文主要是以<吉陵春秋>当中的华人角色

为研究核心去分析小说中的华人男性与女性形象，进一步去探寻与反思中华文化

失落的成因，揭示小说中的男女性形象与原乡中国的内在关系。在李永平对于女

性的格外关注的这点上，大多学者都抱持着认同的看法。除了上述所列明的硕士

论文以外，有关李永平的研究资料更多会在报纸副刊亦或是期刊论文上看见。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以及信息来看，大多有关李永平小说作品的研究散论

更多是集中在讨论其小说所展现的艺术手法亦或是身份认同的这两个课题。胡月

霞于 2005 年时所撰的《李永平的原乡想象与文字修行》当中就对李永平文字修

行的三个阶段进行分析，她认为李永平在寻找自我认同的同时也将文字作为他书

写欲望的工具，借以建构中国原乡以及中国母亲的相互统一。
12
黄锦树的《流离

的婆罗洲之子和他的母亲、父亲——论李永平的“文字修行”》以及《漫游者、

象征契约与卑贱物——论李永平的“海东春秋”》这两篇论文更是从李永平自身

的生活经历，对其小说当中所流露与所表现出的身份认同困境来解读李永平小说

10 黃美仪，《漫遊与女性的探索──李永平小说主題研究》（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2004
），页 1。
11 蒋慧雯，《魔幻现实主义与精神分析论在现代小说中的运用—以李永平小说构型为例》（台南：高雄师

范大学国文学系硕士论文，2004），页 1。
12 胡月霞，<李永平的原乡想象与文字修行>，《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１期，页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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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题以及人物形象。高嘉谦在《谁的南洋？谁的中国一一试论<拉子妇>女性与

书写位置》一文中也提及了李永平小说中的中国性与南洋性的混融性，在李永平

笔下的母亲形象与其对于家国想象中的南洋与中国是相互重叠的。另外，在收集

了有关李永平或其作品的前人研究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其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往往

不是已经被侵害，或者正遭受侵害就是在走上宿命版被男性侵害的道路，至于父

亲角色在李永平笔下出现的次数更是少之又少，基本上都是带着负面色彩出现的，

对于这点姬克认为这是深植在李永平潜意识中的“俄狄浦斯情结”所带来的影响。

13

从上述的前人研究来看，前人大多都将注意力放在角色的身份认同以及处境

的探讨，较少涉略到李永平作品中女侠形象的分析，因而留下了可继续探讨的空

间。因此，在本文当中希望能够透过剖析李永平《新侠女图》的侠女角色形象，

从人物观念的变化来进行分析，借以揭示人物塑造与李永平自身的生活经历与社

会历史之间的联系，为李永平作品中的女性群体进行更进一步地探析。

第四节 研究方法

本论文主要以三个方法来进行研究，即文本细读法、社会历史批评法以及女

性主义视角来剖析李永平《新侠女图》中侠女的角色形象：

1. 文本细读法

首先，本文将会采用文本细读法来分析李永平小说里对于侠女角色的形象塑

造，通过解读小说里侠女角色的行为举止来探讨在“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观念

包括不同族群在文化、血统、婚姻甚至是生活上的矛盾与冲突影响下女性的悲惨

遭遇及命运。文本细读法指的是对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和结构要素做尽可能详尽的

分析与研究
14
，进一步去分析作品的内在意涵，故而适用于本文去挖掘李永平笔

下侠女角色的心理活动及行动模式。在本文的研究当中会透过情节解读、人物解

读乃至环境解读的分析去深入体会《新侠女图》中侠女角色的形象和感受人物心

理。人物形象是不可能脱离小说情节而独立，可以说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因而

在分析侠女的人物形象时需要依据《新侠女图》的故事情节，透过故事情节的描

13 姬克，<论李永平小说中呈现的俄狄浦斯情结>，《文学评论》2017 年第 12 期，页 14。
14 王先霈、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页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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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来凸显出人物的性格与特点。可以说李永平的《新侠女图》通过多方面、多角

度的细致描写去彰显人物形象，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活。此外，通过对心理、动作、

神态等描写的分析，让我们可以体会到人物内心的独白，更加全面地了解李永平

笔下《新侠女图》侠女人物的个性与特点。

2. 社会历史批评法

为了更好地去解读《新侠女图》这个作品，除文本解读法外本文将以社会历

史批评法作为本文的第二个研究方法。社会历史批评法也可说是在现今文学批评

类型中历史最为悠久、影响关系最大的一个方法体系，而其文学观认为文学是离

不开社会历史的背景，文学的本质更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再现。
15
其次，社会历史

批评十分重视文学作品中对社会历史内容的阐释，让读者可以透过不同的角度加

以分析。李永平曾说过：“小说家有两种，一种人一辈子写别人，像狄更斯、托

尔斯泰这些小说家；有一些小说家一辈子写自己，像海明威、福娄拜尔，我想我

应该是属于后者吧！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一个局限，我没办法不透过我那一个小

小世界来写。”
16
可以说文学作品的内容与作家的生平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尤其是那些具有社会是内容的作品更是如此。对于作者的考察、作者所处社会以

及历史时代的考察都是有关系的，文学所表现出来的内容可以是直接或间接来自

社会生活，而这种生活既可以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当中也包括了人的主观世界，

显而易见李永平在创作中就融入了他自身的社会经验及他的人生经验作为参照

的。
17
社会历史批评法正适用于探讨李永平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与他自身的关系、

其笔下社会的道德规范乃至揭示《新侠女图》文本中暗藏的意义或深层的内容。

在这个《新侠女图》当中，李永平有意识地去塑造成一个敢爱敢恨的女侠角色，

甚至用刚烈的性格来突破世俗对于女性的封建思想，试图将女性从传统的性别意

识的道德绑架中摆脱出来。因此，在本文当中也会以从现代现实的角度出发，对

《新侠女图》中的女性角色进行分析，试图找出《新侠女图》道德现象中的关系

是否符合现代的伦理标准，并从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15 王先霈、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页 65。
16邓雁霞，<从小说家的童年背景解读其笔下的男性书写——以《吉陵春秋》为例>，《从婆罗洲到世界华文

文学：李永平的文学行旅》2020年第 1 期，页 90。
17 王先霈编，《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 73。

javascript:;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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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女性主义批评

此外，本文还将以女性主义视角来分析李永平小说中的女性精神建构。女性

主义一词起源于法国，英文是“Feminism”,简单来说是指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

和机会的一种信仰或行动，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变革的建议
18
，主要产生原因在

于人们主观上感受到男女不平等或者女性受压迫，试图以行动来改变。在中国传

统的封建时代，女性受制于传统礼教和父权制文化的束缚，常被“女子无才便是

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等这种传统观念所拘束，认为女性应

该在家相夫教子，甚至剥夺了女性对社会和生活的参与及发言权，仿佛她们的价

值实现需要依靠取悦男性才能实现。从李永平的这本《新侠女图》当中，我们可

以发现这作品当中存有浓厚的女性主义色彩，如自由以及颠覆传统。不同于一般

武侠小说的侠女角色，李永平在塑造的侠女角色的同时也赋予了她刚烈的性格，

与人们固有印象中温顺的传统女子相差甚远，试图透过拥有强烈女性意识的角色

将女性从封建传统的性别道德绑架中解脱。因此，在本文当中也会就女性主义批

评这方面继续对《新侠女图》中的侠女角色进行解析。

18 刘霓，《西方女性学——起源、内涵与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页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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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侠女的定义

侠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当中较为特殊的一类女性形象，在李永平笔下的

侠女形象不仅刚烈勇敢，更有一股不可侵犯的高洁品格，让人又敬又畏。在唐代

之前，“侠”的形象一直都是被男性所独占，直到中唐晚期的红线、聂隐娘、谢

小娥等形象出现，小说作者才开始对女侠加以关注并描写，为行侠仗义的女性角

色冠以“侠客”的这个称号，甚至一度成为小说的主要角色,但是这些令人称道

的侠女形象大多都是按照当时男人的意愿来塑造的，缺乏女性自身的生命特征和

独立的女性话语。
19
女侠所以被称之为女侠，原因在于在“侠”的身份以外的她

同时还是一名女性。这些女侠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她们的武艺高强，拥有

自我的意识，不会依附其他人而生，甚至在面对困难时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

问题。然而，李永平在《新侠女图》当中所塑造的白玉钗，刚烈的女侠形象可以

说是推翻了以往传统意义上的女侠形象。这样一个杀人如麻，这样性格刚烈且心

狠手辣的女魔头是否符合“女侠”的一个标准呢？故本章节将会就《新侠女图》

当中的“侠女”形象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李永平武俠小說中的女俠所展現的侠

义行为，分析作品中传统女性观念的变化及确立女性俠客在武俠小說中非男性附

庸品的的地位,将侠女研究导向更深的意识层面。

第一节 历代侠女形象的演变

在传统的观念里，女性的言行举止往往被家族严格地约制，从“在家从父，

既嫁从父，夫死从子”到后世礼教对于妇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个认定

便可看出传统女性的一生就只能受限于封建的观念，而女侠的出现打破世俗群体

对女性的固有看法，让人们开始对“女侠”这一形象加以关注与描写。“侠”的

概念最早是出现于《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

之，此所以乱也”
20
，由此可见这里的侠指的是用武力来违反令法的侠客亦或是

侠士。此外，在《二十五史·史记》当中就有所提及：“今游侠，其行不轨于正

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

矣，而不矜其能，羞乏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21
，这句话就对“侠”的标准

19 张雨，<唐传奇中的女侠形象及其文化意蕴>，《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23 年 8 月，页 85。
20 [战国] 韩非子，李维新校注，《韩非子》（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页 473。
21 [西汉] 司马迁，《二十五史·史记》（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 12。

http://www.xueshu789.com/index.php/home/download/down?url=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o5eMcsLgsI5r4hnvqdHtiKiWDoG8HwoLYGXuhGM1A6xqDdLZ8aJYEhaV-JBTRhkpDq5FzVORM1AwMRchfGoqQZujvOoU5hc5uvteu_1Mn0C2YvwEH3KwFQoGBoDO0bXHIjxAr_kYjevSbdff-YenJ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ddata=AYSF202304017|CJFQ|唐传奇中的女侠形象及其文化意蕴|CJFQ|3641ef3619d47b253bcfa8cedbbba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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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界定，即违反社会秩序、重信践诺乃至“不爱其躯”的英勇。随着“侠”的

概念逐渐广泛，这个概念慢慢也同人的思想品情相互融合，成为“一种富有魅力

的精神气度及行为方式”。
22

侠女形象的原型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当中包括女娲补天、精卫

填海、嫦娥奔月等其实就蕴含着侠女形象的某些特征，例女娲博爱英勇并富于牺

牲精神的形象就符合侠女形象的特质；而精卫为自己命运抗争的精神则是构建侠

女人格的中心品质。东汉时期《吴越春秋》中的越女剑术高强，永不可挡；魏晋

时期志怪小说《搜神记》中的李寄虽然力量弱小，但却怀有一颗救民除害的心，

可以说已经具备了侠女品性。此时的侠女形象在经过前代的孕育和发展，基本上

在唐代就已经定型甚至在唐代的传奇小说中大放异彩，而唐代小说中的侠女形象

大多数都是出自于唐代的传奇小说，当中包括了《谢小娥传》、《贾人妻》、《红

线》、《聂隐娘》等以侠女名字所命名的作品。
23
虽然说侠女作品中存有虚构的

成分，但它却是立足于现实社会，其作品中的人物设置与故事情节大致上也符合

现实社会的伦理标准以及生活方式，使侠女形象具有伦理性的文化意蕴。可惜的

是在这时期的作家更为注重女性在家庭中繁衍、经济的功能，甚至不怎么关注侠

女内心情感世界，对侠女的性别认知仅局限于生物性别，例崔慎思妾及贾人妻两

人都在物质上接济她们的丈夫，和他成婚并组成家庭，甚至为他生下儿子，但在

作品中对于她们自身的内心情感等表现却极少被重视且描写。
24

至于宋代以及元代对于侠女的篇幅涉及地较少，大多是在唐代的作品改编亦

或是集多种情节于一篇来塑造侠女的形象，较少宋元作家的独立创作。相较于唐

代的侠女特征，宋元小说里的侠女身份更加地多元化，多为普通人，但也有部分

是能人异士，她们遵循封建礼教及传统的忠孝观念，整体呈现出隐忍顾虑、谨守

礼教的精神风貌，更加符合现实中的人情常理。
25
如《张训妻》中的张训妻在得

知自己的丈夫对其起杀心的时候，身怀异术的她原本可以脱身离去，但出于对封

建统治的忠心及丈夫安全考量而甘愿被杀，这其实也体现出在封建制度下妻子以

22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页 6。
23 徐林，《中国古代小说中侠女形象演变研究》（中国：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页 8。
24 徐林，《中国古代小说中侠女形象演变研究》，页 11。
25 徐林，《中国古代小说中侠女形象演变研究》，页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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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为纲的本分。由此可见，这时期的侠女行侠的目的更多是与其自身相关，而作

品中的侠女所展现出的忠、孝、节、义也是基于对礼教的的忠实践履。明清时期

的侠女无论是在身份、行侠目的、武艺亦或是内心情感上相较于之前几个朝代的

侠女形象可以说起了不小的变化。明清时期由于封建阶级统治的加强，政治腐败，

甚至乎买官及卖官的现象迭出，战争不断，社会动荡，百姓流离失所，所以在明

清小说中的侠女大多都是处于社会中下层，能力及影响较小的形象。这时期是封

建社会中央集权统治最集中的时候，政治思想上礼教纲常的禁锢相较于之前的朝

代更加严格，尤其是在文学艺术领域上弘扬对于封建礼教思想的尊崇及伦理教化。

26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的侠女形象基本上秉承着正统的封建伦理思想，但同时也

因为侠女身份地位的下层化致使这时期的侠女形象有着明显的平民化色彩，尤为

突显伦理性与平民性结合的文化意涵。

总的来说，唐代小说中侠女的形象较为单一，刻画相对而言比较粗糙；宋元

时期小说的侠女形象类型就打破了唐代侠女形象较为单一的这个局面，甚至是集

多种情节于一篇来塑造侠女的形象，使侠女的形象类型多元化。明清小说中侠女

的形象类型不仅对前代已经出现的经典侠女形象重新书写，同时也随着时代和社

会环境的变化去创造出新的形象类型，使小说的侠女形象更具生命力，在最大的

程度上丰富了侠女形象的内涵。侠女形象的演变与作者的创作心态及民间传统伦

理思想的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女侠这一形象并不是在唐代之后才出现

的，但是显然易见的是不少的现代作家包括梁羽生、金庸、温瑞安乃至李永平无

一不是深受古典文学的启发，才会创造出不少经典的侠女形象。

第二节 《新侠女图》中“侠女”的形象

随着 20 世纪后掀起的武侠小说风潮，打破武侠小说无法创造过高文学价值

的这个观点，当中以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主流引发了“金庸热”。然而，纵观金庸

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各异，但这些女性角色大多都貌美如花，而这些女性角色最后

的结局皆由她们所爱慕的男子来进行抉择，由此可见金庸其实并未完全脱离封建

传统的男性主义价值观。因自小耳濡目染，受到金庸、梁羽生、李安、候孝贤等

26 张艳艳，《论明末清初小说中“侠女”形象》（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页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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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说以及电影影响，李永平自然而然也就怀抱着一个武侠梦，但与前者不同的

是他所想塑造的是可以自己独到一面的女神、而不是作为配角、附庸，乃至为情

而生的肉弱女子。
27
故本节依照《新侠女图》的故事情节的结构，探讨《新侠女

图》中侠女的形象特点，并对此进行分析：

（一）敢爱敢恨

在《新侠女图》当中，李永平借鉴了唐代传奇小说以及侠义小说中侠女贞烈

强悍的特点，这点从白玉钗身上就可以看出，即使身负血海深仇，在面对庞大官

僚体制及江湖帮派她仍不退缩，算得上是个性情中人。在唐代传奇小说当中也曾

出现过与白玉钗一般敢爱敢恨的复仇型女侠，当中包括谢小娥、蜀妇人、尼妙寂、

贾人妻、崔慎思妾等
28
，而这些唐代女侠复仇的动机基本上都是为了保护自己亦

或是亲人。早期的白玉钗浑身散发出一股冷冽的煞气，对于敌人她可以心狠手辣、

做到没头没脑的一轮乱杀，但是对于一直关心她甚至在她被凤津村一群刀客和东

厂番子围攻时挺身而出帮助她逃脱的少年李鹊总会有一丝的动容。

根据书中第五回<北上神州>中所说：

“李鹊兄弟，是我对不住你。难为你这小毛头不计前嫌，心里还念着我这个薄情寡义的女子。29

“瘦了，晒黑了，可也长大了啦。这几天独个儿流浪在路上，可吃了不少苦头吧？”30

“好兄弟，白姐姐不是故意抛弃你。我身负血海深仇，对头势力很大，东厂番子和天下武林

都归他指挥。我此番北上寻仇，抱着有去无回的必死决心，你没来由，又何苦跟着去蹚这趟浑

水呢？”31

值得注意的是，从这段对话当中便可以看出李永平笔下的白玉钗并不是完全

的冰冷无情，对于愿意在黑暗中伸出援手的李鹊她格外地珍惜，愿意接受李鹊对

她的好，展现在她“女魔头”的称号下所掩饰的柔情，虽然少了些侠客的果断，

但又多了几分温暖的人伦之情。在小说中，李永平也通过设置成长环境的方式及

27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9。
28 张雨，<唐传奇中的女侠形象及其文化意蕴>，页 86。
29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132。
30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133。
31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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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性日常生活经历的描绘，为白玉钗的行为提供了充分的依据，让其侠女形象

更具真实性，将一个有血有肉的白玉钗就这样活生生地写在读者面前。李永平所

刻画的白玉钗是一个轻命重义的形象，她深知自己的仇家乃至她的对手——白三

千岁都不是好对付的角色，而她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寻仇的，但她并不想要连累

李鹊被盯上，只能透过抛弃李鹊来保证他的安全。从自嘲的语言当中，我们可以

看到白玉钗的无奈，这样自嘲的语言可以说成了她保护身边的人不受伤害的一个

手段。在文中第六回<客栈血战>中记载了孤傲高冷的白玉钗在遇到萧剑后慢慢地

坠入了爱河，从初次两个人隔着月光打照面，到后来在<嫏嬛山莊>的将身子伏在

萧剑的胸膛上不让他起床，由此可以看出感情对的影响，以至于一个杀人不眨眼

的女罗刹从孤傲冷漠到后来的温柔可人。然而到后来小说第十回<嫏嬛山莊>中得

知萧剑的背叛，李永平并没选择让白玉钗这么轻易地就原谅萧剑，反而是利用萧

剑的死借以表达白玉钗女性意识的崛起，体现出立体的人物质感。

（二）行事乖张

由古至今，重仁义主公道便是侠客们的基本特征，真正的侠客应该正气凛然，

恃强扶弱，而小说中的“武”才得以被合法化，展现其神采。因此，从表面上看

白玉钗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但是这白玉钗确确实实也符合李永平口中对于侠

客的基本特征。在这里所说的女魔头指的并不是女性做出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

而是在于行事乖张，亦正亦邪。这种女性大多心思敏捷，因此在小说中常常会做

出一些肆意妄为，残忍自私等人难以接受的行为。这类的女性在李永平的《新侠

女图》就可以看到，比如说白玉钗和她的师傅——林瓊瑛。在文中第九回<日中

对决>当中，白玉钗为了替全家被狂眠四郎杀害的张翠姐儿报仇，用尽全力地将

白骨簪刺入眠狂四郎的右眼，直没入根
32
。其次，作为白玉钗师傅的林瓊瑛早年

也是因全家被倭寇杀害，而后独创了瓊岛派剑术，甚至割下十八个倭寇和八个汉

奸生殖器挂在防风林上，这类形象与以往李永平所刻画的形象有些差异，呈现出

诡秘、乖张等的特征，虽然行事乖张，亦正亦邪，但却都是性情中人，不做作、

不虚伪，使人物形象更具真实性。

32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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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中第十一回<纨绔子弟>白玉钗三次邂逅马子鹿，白玉钗认为他在调戏、欲

轻薄于她：

“鹊官，你亲眼看到这厮是怎样欺辱你姐姐呀”33

“马子鹿只是在路上多看你两眼，展示他身上那套时兴行头，念念几首古诗文，碍着你白

玉钗什么来着？连你身上一根寒毛，他都没碰过哩。你若是嫌这厮无礼，在他身上抽两鞭也就

罢了。何苦打他二十四鞭，鞭鞭抽在他脸上？...”34

照这段对白来看，李永平所塑造的魔女形象，从其本质是对男性权力的一种

挑战。传统的江湖世界男子大多数行事潇洒自如，毫不在意外界的看法。既然男

性可以快意恩仇，女性又何尝不能？按照个人的看法，李永平塑造了这些魔女形

象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彰显这些女性身上独立潇洒的姿态，纵然不被外人理解，也

依然我行我素。文中的马子鹿想来是没有受到过多当时封建社会的思想束缚，想

用一种直白的方式将自己的爱意用吟诗的方式传达给白玉钗，但对于心有所属的

白玉钗而言是或许一种骚扰，而她用鞭子鞭了马子鹿二十四鞭这一情节代表女性

意识的抬头。从这一情节来阐述，在对女性的认识过程中人们无法跳出外形优先

的审美，习惯用男性的目光去审视和把玩女性的身体，满足男性对女性欲望的审

视，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病态。35

第三节 观念的变化

在古代男尊女卑观念的重压之下，三从四德成为女性的精神枷锁，“女子无

才便是德” 这样的传统观念被广泛地推崇。李永平在自己的作品中应用了白玉

钗作为女性形象的实例，给予“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样的封建传统观念重重地回

击。在男权社会当中，女性受压迫和男女地位不平等可以说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

象了。封建制度下的女性作为弱势群体无论是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亦或是各项权利

的享有上都承受着不公正的待遇，而争取男女平等一直是女性的理想和追求。

33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274。
34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274。
35 部莎莎，《金庸小说女性形象研究》，（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页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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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贞洁观

“贞洁”的观念是封建传统礼教用来教化及规范女性的重要手段，也被认为

是女性爱护自己的重要责任。对身处封建制度的女性来说，贞操相较于他们自身

的生命更为重要。封建古代的传统女子在婚前是不能有性行为的，一旦在婚前有

了性行为，那就是道德败坏，伤风败俗，甚至乎不守妇道。何谓“守宫砂”？守

宫砂是古代人们证明未婚女子“贞洁”的一个标志
36
，是用来验明女子是否还保

有“处女之身”的方法。在小说第十回<嫏嬛山莊>当中，在秋冬之交的夜里，白

三千岁爷的打手、江北武林二十四家副总掌门的胡东找上了萧剑，白玉钗等人，

声称他们锦衣卫北镇抚司的朋友已摸清萧剑的底细，借此讥讽萧剑从小乞丐“花

儿”摇身一变成为大侠萧剑，甚至挑明了萧剑与白玉钗义兄妹的关系，宣告白玉

钗是白三千岁亲生女儿女儿的事实。
37
李永平在描写这一情节的过程时，借助了

胡东的口，描述了萧剑的前半段人生经历，让读者了解萧剑在遇到白玉钗前的形

象。然而，在嫏嬛山莊的一众武林男女得知白玉钗与萧剑义兄妹的关系后，不由

得议论纷纷。这其实与《新侠女图》的朝代设定为明朝有关，在这一时期的封建

伦理规范逐渐走向极致
38
，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相较于之前而言更加严格，对女

性思想观念的束缚与紧固更为严密，甚至在社会上还一度出现了不少的贞节牌坊

及多部贞节教化典籍，借此教化女性遵守妇道，谨守贞节观念。

例：《新侠女图》文中众人对于白玉钗与萧剑两者之间关系的议论：

“好哇！我原以为白骨簪是个石女哩。”39

“这会儿，两个义兄妹相处一室——”40

“孤男寡女，干柴碰上烈火——”41

“难保不会生出羞辱门风的事情来。”42

36 吕亞虎，<守宫砂——一種民俗事象的信仰原理及流變考察>，《中国俗文化研究》2017 年 12月，页 147。
37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232。
38 李贤，《清代女性贞节教化探究——以孔氏家族为例》（济宁：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

页 26。
39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233。
40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233。
41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233。
42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233。

http://www.xueshu789.com/index.php/home/download/down?url=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o5eMcsLgsI7Vz5uX0yaByPnxkUouslh4ZugYQvGKEhMeEfxtJUYZfC9U6qWIgWsd9Xi9mksDUqLXGfz_UH9kdIrySnd0fV4enzeV4n-pcHbCuHIUj4SR9_GA7wUU1BHBjiHkUuiIqBE=&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ddata=SWNH201702008|CCJD|守宫砂——一種民俗事象的信仰原理及流變考察|CCJD|4d67255b9d15ffa4761fcc43790cd8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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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桩丑事，若是江湖上——”43

“要咱们的白三千岁怎生做人哪！”44

从李永平的描写当中便可窥探传统贞节教化对女性的苛责，对于白玉钗而言

她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中的传统礼教观念注定了她需要接受各种方式的贞节教化，

让她恪守妇道，践守贞操，甚至有一些江湖豪客在得知萧剑与她的关系后纷纷要

求白玉钗出示她左腕上的守宫砂以证清白。一句“为了白公公，您的亲生父亲，您必

得这么做，以杜绝江湖悠悠之口。”宣示了封建社会对于女性自我意识的一种削弱及

压制，符合男权社会利益的体现，将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庸品，而这些所谓的江湖

豪客更试图以社会的舆论压力及道德观念的约束来绑架白玉钗，主宰她的命运。

然而，李永平笔下的白玉钗敢于冲破世俗，因与萧剑情投意合，认为自身的感情

不该被世俗所限制，故决定献身给了萧剑，这一点其实就突破了一直以来被“处

女情结”意识所陷入的困局，表现出了女性不肯被封建传统的伦理规范所束缚的

决心。在那个保守的时代背景下，白玉钗的做法可以说是非常前卫，她敢于承担

并毫不畏惧地追求自己的爱情，代表着其女性意识的觉醒。

（二）爱情观

爱情观指的是人们在面对爱情问题时的基本观点和态度，因时代背景的不同

与文化观念的差异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即使是同个时代背景其爱情观也会因性

格与生活背景乃至观念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45
在传统文化中，爱情里的忠贞强调

的是女性对爱情的忠贞，男性允许三妻四妾，上到皇帝下到平民百姓都是如此，

而在现代的爱情观念中，忠贞是对男女双方的要求，不仅是要求身体上忠于对方，

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也必须忠于对方，只因精神上的出轨远比身体上的出轨来得

更加严重。同样在小说第十回<嫏嬛山莊>当中，杨十三娘因先前败给白玉钗心有

怨愤，所以先是将众人的注意力集中在白玉钗的左手腕上的守宫砂上，并说明南

海派宗师林瓊瑛也就是白玉钗的师傅早前就立下一个规矩，在入门时就会在左手

腕正中间位子点上红豆般大小的守宫砂来证明自己的“贞洁”，这是世代弟子都

43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233。
44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233。
45 张丽，《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轮警用武侠小说爱情书写的特征》（郑州：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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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遵守，违者将会被逐出师门。在众人看到白玉钗的手上没有红痣过后，杨

十三娘又将话题引到了萧剑身上：

“白姑娘，砸们都是苦命的女人。萧剑骗了你的清白之身，也骗过我十三娘的身子。”46

“去年冬天在韶关汤泉馆，我与萧剑——那时他还叫白玉珑——相遇...”47

“我将我那守了二十八年的身子，毫不迟疑给了他...”48

“...我只恨白玉珑这个薄倖郎。”49

“今晚，我要当着武林众掌门人的面，揭穿这个负心汉的真面目...”50

以现代视角来看待萧剑、白玉钗与杨十三娘的三角关系来说，萧剑其实还称

不上出轨，因萧剑是在遇见白玉钗之前与杨十三娘发生的关系而不是在他与白玉

钗交往期间出轨。从李永平的描写当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对于女性的不公。在

封建的传统礼教观念往往只规定了女子需要接受各种方式的贞节教化，让女子恪

守妇道，践守贞操，而男性则被允许三妻四妾，对此女子也不能发表任何的意见，

但凡不能接受就很有可能会以犯了“七出”而被休离。杨十三娘选择在众人面前

揭穿白玉钗已非清白之身，甚至不惜爆出她早在一年前也将身子给了萧剑，原因

可能是在于女性的报复心，为了达到她的目的不惜牺牲自己的清誉，这也是杨十

三娘女性自我意识的一种体现。

46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236。
47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236。
48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236。
49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236。
50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236。



24

第三章 因世入侠，以侠入世——“新侠女”的侠客梦

《新侠女图》最初的书名原是《白玉钗传》，李永平到晚年仍想要实现的武

侠梦其实早在他创作《吉陵春秋》的时候就已具备武侠的雏形了
51
。这部《新俠

女图》主要是讲述一個女子身负血海深仇要報仇的故事，在面对庞大的官僚体制，

她的对手又是手上握有庞大的特务机构像东厂、锦衣卫甚至是江湖帮派，要面对

這些耶，而在《新侠女图》当中李永平就有声明他的目的在于歌颂白玉钗这个角

色。
52
《新侠女图》颠覆了传统武侠小说的写法，李永平直接跳过了白玉钗如何

逃脱东厂特务的魔掌，省略了白玉钗上山拜师学艺的部分，将故事的开始放在了

白玉钗学成武艺、下山离岛北上京师，以少年李鹊死活赖缠地跟着冷若冰霜的侠

女——白玉钗北上京师拉开序幕。
53
李永平曾在一篇采访当中提及:“要建立一个

中国传统的新侠女典范，让她心狠手辣，让她杀人不眨眼、无所谓正邪。”透过

情感的传达，李永平本人的价值观念自然也就融入到小说文本之中。

第一节 “新”侠女图的由来

张贵兴曾经说过：“孤傲冰冷、多情正直、一意孤行的白玉钗更贴近现实中

的李永平。”
54
在小说中的侠女形象演变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作家以及读者，

而不同时期作家创作心态的不同也是致使侠女形象不断发生演变的原因。侠女形

象即是由男性文人的创作和书写，她们的人生轨迹和命运归宿自然也就由男性安

排，这种男性想象下的既定书写本身就带有对侠女的压迫与歧视。
55
李永平男性

的身份致使他在创作时无可避免会带有男性中心视角，而在这篇《新侠女图》当

中他大胆地突破了“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观念的束缚，以白玉

钗作为主角来构思小说，展现她的独立人格和爱情追求。在《新侠女图》中所塑

造的新侠女形象即白玉钗其实就代表着他对理想的憧憬和追求，当然也可以说是

历史传统与现实存在整合的产物。他认为《白发魔女传》里的女主角练霓裳对于

爱情过于执著，直至头发都白了还过不了情字这一关，觉得练霓裳不够狠，没把

51 高嘉谦，<武侠的摆渡人：白玉钗传后记说明>，
52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9。
53 <从《朱鸰書》到李鹊书，未完的武俠梦，逝去的武林：评李永平的《新侠女图》>，张锦忠，浏览于 2023
年 11月 8 日，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19482。
54 张贵兴，<南洋少年历险记>，页 10。
55 徐林，《中国古代小说中侠女形象演变研究》，页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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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一航杀了实在是过于可惜。
56
所以他在《新侠女图》当中也设置了白玉钗得知

萧剑与杨十三娘的过往，还有两人早已发生过关系的这件事。在这里李永平没有

选择让白玉钗原谅萧剑，而是让白玉钗在确认事情真相后一剑刺穿他的胸膛，以

萧剑的死亡来表达白玉钗强烈的女性意识。
57
“三从四德”、“端庄贤淑”等品

德其实都只是外界对于女性的人为约束，而这种观念长期以来一直根深蒂固地埋

藏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即便是在当代，依然还可以清楚地找到这些“传统”所留

下的痕迹，就连李永平也不例外。为什么李永平会以“新”侠女图来作为他武侠

小说的名字而不是根据一开始所取名的《白玉钗传》呢？之所以选择《新侠女图》

来命名是因为李永平想要塑造一个全新的侠女形象，作为独立的个体而不是依附

于男性而生存的附属品，试图翻转以往人们对于侠女的印象，打造专属于他的侠

女图。

第二节 侠女形象之比较

梁羽生曾说过：“武是一种手段，侠是一个目的，通过武力的手段去达到侠

义的目的，所以，侠是最重要的，武是次要的。”
58
回顾历代的文学著作，其实

可以发现具有強烈柔性特征的女性，往往是作家的重点写作主体与对象，或许是

因为传统“男尊女卑”的思想限制，大多数关于女侠的撰写都是作为男性的附属

品，依附着男性而生存的现象更是普遍。随着梁羽生、金庸还有古龙陆续地开创

“新派武俠小說”，他们作品中的人物特质或多或少具备了“现代思维”，这是

基于作者身处的时代以及观念的变化的因素，让他们的侠女形象更加贴近当今社

会，不再完全是附属品的性质，甚至还能显露“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虽然“新

派武侠小说”的女侠大多数出自于想象，但也是基于这个原因致使女侠形象的创

造不再受到约束。在此也会将李永平的侠女形象与其他作家进行比较来探讨这些

侠女的不同之处。

56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8。
57 <活动回顾：李永平《新侠女图》导读会>，李婷欣、陈洁仪，浏览于 2023年 11 月 6 日，
https://www.umchinesestudies.org.my/2018/11/27/%E6%B4%BB%E5%8A%A8%E5%9B%9E%E9%A1%BE-%E6%9
D%8E%E6%B0%B8%E5%B9%B3%E6%96%B0%E4%BE%A0%E5%A5%B3%E5%9B%BE-%E5%AF%BC%E8%AF%BB%E
4%BC%9A/。
58 王彦文，王军涛，<金庸、梁羽生、古龙武侠英雄形象比较——以郭靖、张丹枫、李寻欢为例>，《特色

期刊》2020年 3 月，页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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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所创作的女俠，自身的武功高強，几乎可以说是脱离男性而独立自主

的存在。在他笔下的侠女在精神品格上更是有着浓烈的理想主义关心国家甚至于

自身的情感与命运，乃至拥有鲜明的个性。梁羽生经常就运用近乎赞叹的逼出来

描写笔下各种优秀女性，来表现他们的自尊、自爱等过人之处，例《女帝奇英传》

的武玄霜为了完成祖先的嘱咐和复仇而舍弃情感。古龙在侠女形象的刻画上与梁

羽生亦存在着相同之处，即两人笔下的侠女皆是武力高强的。但是在侠女性格的

刻画上，古龙在形式上、语言上都与金庸、梁羽生有了极大区别，他力求突破传

统武侠小说中塑造人物的方式，更加关注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注重对现代人生

价值的实现，进而反思人生情感和态度。
59
此外，金庸笔下虽然创作了不少生存

于封建古代的侠女，但依旧很难完全脱离男性而独立存在。《神雕侠侣》中的黄

蓉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在初识郭靖的时候，她的武功水准、见识、机制甚至比郭

靖更胜一筹，只是郭靖在后来的历程中迅速成长了，而黄蓉却没有丝毫长进，到

后来结局是黄蓉甚至成了有点自私的妇人。

那么李永平与这些男作者所创造的侠女形象的区别之处在哪里？其实武艺

高强这个特点几乎是大多数作家在创作武侠小说中侠女的一个共同点。在金庸和

李永平看来，女性可以拥有独立的人格，而不是需要将自我价值的体现寄托在爱

情之中。然而，在古龙作品中的武侠世界，女性的独立人格长期遭到男性的压制，

而男性始终占据着武侠世界的绝对主导权是普遍的一个现象，这个李永平所认为

的观点相差甚远。他理想中的侠女是可以自己独当一面的女神，是一个可以和男

子争奇斗艳、平起平坐、轻命重义的儒士豪杰，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的女荆轲大游侠，而不是作为配角附庸、为情而生的柔弱女子，也就是白玉钗。

60

59 王彦文，王军涛，<金庸、梁羽生、古龙武侠英雄形象比较——以郭靖、张丹枫、李寻欢为例>，页 38。
60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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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白玉钗之死

《新侠女图》这个作品虽然因为作者李永平的逝世而被迫喊停，小说还未完

结，但时间将暂停于此。在学者帮忙李永平整理其身后物的时候发现了他所留下

的残稿，当中包含了完整写下的《白玉钗传后记》。在后记中记载了白玉钗在离

开客栈后不幸中了埋伏，在十八家掌门围攻下，身中数刀，直到手中雌雄双剑被

折断，才咬舌自尽，其儿子下落不明，胭脂马殉主。
61
然而，《新侠女图》行文

至第 13 回，而第十四回未完，致使无法以未知的剧情进行猜测，故选以现有的

资料来对《新侠女图》中的精神与价值等进行一系列的分析。

第一节 现代精神的借鉴与融合

纵观前文所述，李永平在《新侠女图》当中接壤了唐代傳奇和俠義小說中俠

女的貞烈強悍和不事二夫，将现代侠女精神糅合进他所创建的武侠世界的同时也

丰富其作品中社会的现实内容。李永平一方面秉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另一

方面又受到现代文化的影响，因此他笔下有关《新侠女图》的角色就呈现出了现

代性和传统性交织的特征。他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洗礼，传统女性的形象可以说

扎根在李永平的心中。在李永平的笔下，女性可以有不输给男性的能力，这也体

现出了李永平对于男女平等的一个思想观念。《新侠女图》中的白玉钗敢爱敢恨，

是女性也能独立行走江湖的代表人物，洋溢着现代性的气息，也具备着传统的东

方美。可以说传统性和现代性很好地融合在同一个女性身上，二者共同融合，形

成了独特的女性内涵。一方面，女性的现代性意味着女性独立价值的彰显。无论

是大胆勇敢地去追爱情，还是反抗父权，都是女性自我觉醒的表征。她们敢于用

一切去拥抱爱情，敢于与命运斗争，大胆地追求着自己的生活方式等行为来看

李永平虽然是一名男性作家，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将话语权交给了女性自身，争

取到了独立的价值，即使并没有完全地逃离男性的掌握。李永平以凡人的姿态赋

予了女性正常的七情六欲，纵然是武功高强、地位尊崇的女性，也依然具备着普

通女性的特质，一如白玉钗，虽然她身处于虚幻的武侠世界，但是我们却能够在

现实世界中找到她们的影子。

61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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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传统与现代的反思

在新武侠小说当中，李永平继承并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侠女形象，与此同时

对各自存在的问题、局限等进行反思。首先，在《新侠女图》中，李永平就利用

了现代的理念去观照古代武侠的正统文化。在历代传统的武侠小说当中，是正邪

不两立的，大多的传统武侠小说的题材都是以“恶人”死亡的设定来作为故事的

结局，但这样创作手法下的会导致小说的内涵变单一，而角色设定则是模糊的。

在李永平笔下，正邪的界限不再分明，可以说正邪二元对立的格局已被打破，让

人性的塑造更为丰满且真实，故由此塑造出亦正亦邪的白玉钗。在李永平所创造

的武侠世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侠女如何从家庭的樊篱中解放出来，自由行走于

江湖中。生活在新时代的李永平，无疑是以现代人的文化意识和现实需要为标准，

来颠覆中国传统女性形象，以塑造出蕴涵现代特质的侠女形象。在他的笔下，这

些封建社会的传统女性仿佛拥有自己的意志和力量，找回了自己的尊严和自信。

她们不再深居闺阁、谨小慎微，而是行走江湖、不让须眉；她们不再听从“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而是自由恋爱，自主选择生活道路
62
，一如文中的白玉钗。

对于感情的洁癖致使她无法接受曾经与杨十三娘结合的萧剑而选择一剑刺穿他

的胸膛，哪怕后来得知这极大可能是杨十三娘为了报复故意为之的挑拨离间，但

是依照当时的社会道德观念灌输，白玉钗的行为可以说是违背伦常的，同时也表

现出极具现代意识的强烈叛逆性。

可以说无论是传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还是现代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大多都

是为了迎合男性而去改变自己。女性应该拒绝他性的思维模式，从而培养和坚持

自己作为人的自我意识。由于女性意识觉醒得不够深刻就导致自身价值无法得到

实现，从而选择以牺牲自身来作为女性反抗男性社会权威的代价，如《新侠女图》

的杨十三娘为了报复白玉钗，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声也要揭穿萧剑和她曾经的的关

系，达到报复白玉钗的目的。传统贞洁观的存在致使当时女子如果在婚前发生性

行为的话会被外界指责不道德，而这种指责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女性合理的性欲

望；而现代女性贞洁观的改变，是对女性自我的迷恋和认可，也是对自我肯定的

表现。这种自我依恋或自我欣赏的行为是现代女性试图挑战男性文化中对女性形

62 张琰，<传统与叛逆——论金庸小说中的侠女形象>，《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 年 9 月第 3 期，页

19。

http://www.xueshu789.com/index.php/home/download/down?url=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o5eMcsLgsI5qEBCHjnn7bvzhju0gAn82XT0kBnCAnFB-gv4aWhj01YunmlHOKPFWZ5AaaxkZusbTLbXgnduRF7IRKDSxDpv3hglsJk4RvXuLWGtMKg5hHiG3cM83fGF8gbENuuNYWXE=&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ddata=NBGB201203007|CJFQ|传统与叛逆——论金庸小说中的侠女形象|CJFQ|08c9e0b8b67f177c71a4df63f8a9a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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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既定规范，她们通过这种自我欣赏的方式，展现出女性独有的精神追求，反

映出现代女性为了冲破传统观念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第三节 展现现代女性的价值观

一直以来，女性的社会地位一直处于低于男性的事实，纵然现今社会女性已

经可以明显地体现出独立自主的精神，但是以男性为尊的社会现实并没有发生什

么实际上的变化。随着现今科技与经济的发展，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大多面临薪资

太少不够用的情况，女性除了要照顾家庭外还得承受着工作、婚姻、生育等种种

压力。不得不说的是尽管现今的社会崇尚男女平等，但是“男主外、女主内”的

思想依旧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而女性在武侠小说中的话语空间始终在于男

性权力的挤压之下，她们缺乏真正独立的话语体系，让那些没有灵魂的女性沦为

男性彰显其力量的工具。在武侠小说中，女性一般是以母亲或者说是妻子的形象，

即所谓的贤妻良母；而女性在生活中的各方面包括事业、婚姻、生活追求等所表

现出的忍耐、无私奉献等‘理想人格’可以说在无形中增加了她们的生存负担以

及精神困境。在女性挣脱传统封建的束缚，越来越独立的进程当中，感情与婚姻

的意义从根本上也产生了些变化。鉴于越来越多的女性能承担自己的开销，独自

一人生活，而后婚姻在现代社会中也逐渐摆脱客观因素的影响，不再像以往封建

社会一般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个人幸福成为现代女性选择婚姻的首要

条件。当代女性逐渐地远离被封建思想所束缚的传统女性，“为自己而活”。要

想做个独立自我且拥有健全人格的新女性，就得先自我审视自己的价值和地位，

充分认识到幸福的意义与对自我的肯定63，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是生活

最大的保障。

63 <新女性的自我价值>，李梦琳 ，浏览 2023年 11月 30日，https://www.sohu.com/a/283429665_100163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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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语

综上所述，侠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当中较为特殊的一类女性形象。在唐

代之前，“侠”的形象一直都是被男性所独占，直到中唐晚期的红线、聂隐娘、

谢小娥等形象出现，小说作者才开始对女侠加以关注并描写，为行侠仗义的女性

角色冠以“侠客”的这个称号，甚至一度成为小说的主要角色,但是这些令人称

道的侠女形象大多都是按照当时男人的意愿来塑造的，缺乏女性自身的生命特征

和独立的女性话语。这些女侠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她们的武艺高强，拥有

自我的意识，不会依附其他人而生，甚至在面对困难时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

问题，极具社会意义与价值。本论文通过研究李永平所创作的《新侠女图》之侠

女形象，探讨李永平在《新侠女图》中的侠女形象及观念变化及了解李永平的内

心世界。通过对形象与观念的分析，发现尽管都是属于武侠小说，但时代的不同

会导致小说中女侠的形象也会有所差异。受到社会、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

影响也会导致小说中角色的形象的建构不断地变化。简单来说，小说中的角色拥

有投映作者内心及对照现实世界的能力。故而，人们可以通过小说的效果了解作

者的内心世界及社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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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贵兴曾经说过：“孤傲冰冷、多情正直、一意孤行的白玉钗更贴近现实中的李永平。”�在小说中的侠女形象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