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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原创 

徐斯年、向晓光《向恺然（平江不肖生）年表》... 
 

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笔下的中国女性形象  

西方文论观照下的唐宋词研究——英语世界唐宋...  

章颜：挖掘被湮没的声音  

胡志德：寻找钱锺书  

许丽青：诗学中的“意义”阐释  

雷勤风：钱钟书的早期创作  

跨越中西的文化交流与对话：张隆溪教授访谈录...  

现实与神话——著名汉学家高利克教授访谈  

“新家庭”想象与女性的性别认同——关于现代...  

网文荟萃 

张治：林译小说作坊的生产力 

 

罗闻达：目录是打开“罗氏藏书”大门的钥匙  

葛兆光： 《文汇报》：“复旦文史丛刊”的基本...  

陈毓贤：洪业怎样写杜甫  

王璞：“灰色地带”的意义  

胡晓明:问题意识、内在学理与典范融合  

海外汉学重要网站整理4  

海外汉学重要网站整理3  

海外汉学重要网站整理2  

海外汉学重要网站整理1  

推荐阅读 

从赋、比、兴观《诗经》之英译 

 

帕里-劳德理论：王靖献《钟与鼓》  

西方诗经学中的两大特点与剖析  

英语世界里的《诗经》研究  

海外汉学重要网站整理1  

中西诗学的汇通与分歧：英语世界的比兴研究  

顾彬访谈录：“我并不尖锐，只是更坦率”  

异邦的荣耀与尴尬——“新世纪文学反思录”之...  

 

作者简介：  

 

＊叶洪生：安徽庐江人，1948年生于南京。台北淡江大学历史系毕业，历任《联合报》副总编辑、

主笔、《历史月刊》副总编辑等职。著有《蜀山剑侠评传》、《论剑—武侠小说谈艺录》、《天下

第一奇书—蜀山探秘》等书。 

 

＊林保淳：台湾新竹人，1955年生。台大中文研究所文学博士，现任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

《经世思想与文学经世》、《二十四史侠客资料汇编》、《解构金庸》等书。 

 

＊本书共约30万字，收入300～500张珍贵的原刊本封面书影；并附录台湾武侠小说总目，达3000

多种，便于读者查考。 

 

绪论：通俗·武侠·文化  

 

第一节 通俗与读者 

 

第二节 通俗小说与文学 

 

第三节 武侠小说的类型特色 

 

第四节 武侠小说与社会大众 

 

第五节 武侠小说与武侠研究 

 

第一章：旧派源流绽新葩――台湾武侠创作发轫期（1951～1960）  

 

第一节 民国「旧派」摇篮与台湾武侠脐带 

 

第二节 「武侠先驱」郎红浣与报刊连载小说 

 

一、《古瑟哀弦》首开报刊武侠连载纪录  

 

二、《瀛海恩仇录》首张「浪漫女侠」之目 

 

三、各报副刊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第三节 「武坛三剑客」各领一时风骚 

 

一、.卧龙生生平及其重要作品概貌 

 

1.《风尘侠隐》初露锋芒 

 

叶洪生、林保淳：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史（要目） 



雷勤风：钱钟书的早期创作  

文学“向内转”：由外而内的“去政治化”策略...  

精彩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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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教授演讲《全球化下的人文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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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飞燕惊龙》开一代武侠新风 

 

3.《玉钗盟》奇正互变成妙构 

 

4.《天香飙》颠覆传统正邪观念 

 

二、司马翎生平及其重要作品概貌 

 

1.《剑神》三部曲建立儒侠光辉典型 

 

2.《纤手驭龙》首创巾帼奇人大斗智 

 

3.《剑海鹰扬》揭橥「超凡入圣」之道 

 

三、诸葛青云生平及其重要作品概貌 

 

1.《紫电青霜》重振还珠奇幻之风 

 

2《夺魂旗》开「鬼派」小说之先河 

 

第四节 戒严管制与「暴雨专案」黑名单 

 

【附录一】「暴雨专案」查禁武侠小说书目 

 

第二章：百花齐放十年春――台湾武侠创作鼎盛期（1961～1970）  

 

第一节 经济起飞与通俗文学脉动 

 

一、1960年代的经济发展概述 

 

二、大众文娱生活的时代需求 

 

三、文坛「异军」百家争鸣向钱看 

 

四、武侠作家的社会属性简介 

 

五、台湾武侠小说界四大流派 

 

第二节 「八大书系」与武侠革新运动 

 

一、「真善美」书系作家作品举隅 

 

附：宋今人的武侠出版/创作观 

 

二、「春秋」书系作家作品举隅 

 

三、「大美」书系作家作品举隅 

 

四、「四维」书系作家作品举隅 

 

五、「海光」书系作家作品举隅 

 



六、「清华─新台」书系作家作品举隅 

 

七、「明祥─新星」书系作家作品举隅 

 

八、「南琪」书系作家作品举隅 

 

第三节 「新派武侠」革命家：古龙一统江湖  

 

一、由文艺走上武侠之途 

 

二、《孤星传》雏凤清于老凤声 

 

三、1963年古龙「吸星大法」纳百川 

 

四、《浣花洗剑录》迎风一刀斩 

 

五、柴田炼三郎对古龙的影响 

 

六、《武林外史》掀起江湖浪子之风 

 

七、永远的「风流盗帅」与「小李飞刀」 

 

八、《萧十一郎》的「拟剧本化」以及其它 

 

九、小结：「为变而变」走向武侠不归路 

 

第四节 铁血江湖两样情――柳残阳与云中岳 

 

一、柳残阳的铁血江湖路 

 

1. 强者生存的江湖 

 

2. 黑道主宰的江湖 

 

3. 「暴力」与「美学」 

 

4. 「暴力美学」的省思 

 

二、云中岳的「平凡英雄」不平凡 

 

1. 以「复古」作「写实」 

 

2. 援经据史化入小说 

 

第五节 台籍代表性作家：陆鱼与秦红 

 

一、「新型武侠」的开创者——陆鱼及《少年行》 

 

二、「成人童话」的奇兵——秦红其人其书 

 

第三章：大江东去不回头――台湾武侠创作退潮期（1971～1980）  

 

第一节 媒体传播下的武侠小说 



 

一、电视武侠剧的崛起 

 

二、武侠电影的兴盛 

 

三、广播与漫画的回响 

 

第二节 武侠创作的内在困境 

 

一、著书都为稻粱谋 

 

二、被纵容的出版怪现象 

 

1.代笔泛滥 

 

2.借壳上市 

 

3.冒名伪作 

 

4.剽窃抄袭 

 

三、武侠小说创意的枯竭 

 

第三节 「金庸旋风」及其冲击 

 

一、金庸小说在台湾 

 

1.从昙花一现到严申禁令 

 

2.禁令下的金庸小说众生相 

 

3.金庸小说时代之来临 

 

4.多媒体、多向度的金庸小说 

 

二、「金学」与「定于一尊」 

 

三、「排挤效应」下的误解 

 

【附录二】金庸小说查禁书目 

 

第四节 新旧版本更替与市场恶性竞争 

 

一、台湾早期武侠书的版本沿革 

 

二、于志宏率先为武侠小说改版催生 

 

三、武侠名家代笔续书大追踪 

 

四、1980年代武侠出版市场大混战 

 

第五节 报刊评介与武侠小说论战 

 



一、武侠小说是「下流」的？ 

 

二、四大武侠名家甘苦谈 

 

1. 诸葛青云〈卖瓜者言〉宣扬「武侠价值观」 

 

2. 司马翎〈展望武侠小说新趋势〉心有千千结 

 

3. 古龙〈武侠小说的创作与批评〉以守为攻 

 

4. 卧龙生〈武侠小说的前途〉走向「战斗文艺」 

 

三、【武侠小说往何处去】座谈会余波荡漾 

 

四、文化界第一次武侠论战 

 

五、解下缠足的武侠小说 

 

第四章：蝉曳残声过别枝――台湾武侠创作衰微期（1981～1990）  

 

第一节 老将「封剑」后继乏人 

 

＊台湾二十位武侠名家的创作始末及其盛衰 

 

第二节 「现代派/超新派」何去何从——兼论温瑞安 

 

一、温瑞安与「神州诗社」 

 

二、先向刀丛赋新诗 

 

三、《四大名捕》与《神州奇侠》 

 

四、刀丛里的武侠诗 

 

五、「现代派/超新派」向不通处变 

 

第三节 色情武侠作品泛滥成灾 

 

一、武侠小说中的「情色」描写 

 

二、始作俑者的《奇神杨小邪》 

 

三、色情武侠的淫秽歪风 

 

第四节 台湾武侠「登陆」寻觅第二春 

 

一、沧海横流却是谁 

 

1.港澳版武侠书打头阵 

 

2.地下「黑书」真伪莫辨 

 



3.「港台武侠小说热」的反思 

 

二、1980年代大陆盗印台湾武侠书举隅 

 

三、大陆「解放武侠」历经几番风雨 

 

四、台湾「武侠登陆年」（1988）的新契机 

 

五、1990年代回光反照的「黄昏之恋」 

 

1.黑白两道夹杀司马翎 

 

2.云中岳与《云迷典藏》 

 

第五节 武侠论著与研究概况 

 

一、「武侠研究」鸟瞰 

 

二、【中华民国「武侠研究」博、硕士论文目录】 

 

三、「武侠研究」的新境 

 

1.侠客意义的厘清 

 

2.「专家＼专著」面面观 

 

3..武侠文学史的展望 

 

四、「武侠研究」的窘境 

 

1.金学一窝蜂 

 

2.通俗文学体系亟待建立 

 

结论：无可奈何花落去  

 

――兼论奇儒、苏小欢与黄易小说 

 

【附录三】台湾武侠小说总目 

 

【附录四】报刊连载武侠小说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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