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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江湖的泛化说起    20世纪80年代，金庸武侠小说以及流行港台的一些通俗小说、通俗电影进入大陆
，使得思想领域里的一元化状态逐渐瓦解(在历史的进程中文艺的演变往往起着先头兵的作用)。
它对大众文化影响尤剧，甚至在这种影响下构筑出一套有别于主流社会的“大众话语”，流播于“大
众”，特别是青少年“大众”’之间。
这种话语渗透到主流文化或精英文化之中。
    例如武侠小说中竭力描绘的半真半假的“江湖”就成为流传非常广泛的话语，是文化领域或社会领
域中使用极为频繁一个词汇。
如果用“百度”搜索一下“江湖”这个词汇的话，可以找到相关网页有430多万条。
翻一翻这些网页，真是五花八门，其中许多就是以江湖命名的网站。
这些网站有官方的、有民营的，更多是个人的。
许多用“江湖”命名的网站之前还加上了带有各种情绪色彩的辞藻，如“逍遥江湖”、“欢乐江湖”
、“铁血江湖”、“雨诗江湖”、“芜聊江湖”、“乌伤江湖”、“飘零江湖”、“黑黑江湖”、“
飞飞江湖”、“梦幻江湖”、“梦断江湖”、“风云江湖”、“酷屋江湖”、“不如相忘于江湖”等
。
我们从这些名字的色彩上不仅可以看出“江湖”这个概念影响的广泛，而且还可以大致地感觉到在这
些名称的后面主持者与参与者的心态。
    金庸和其他一些新派武侠小说作家与旧式武侠小说不同，他们大多受过新式教育，他们笔下的“江
湖”带有理想化、文人士大夫的色彩，并通过荧屏、银幕和网络得到极度的张扬，因为它的影响极为
广泛，涉及许多领域。
一时间，仿佛是处处江湖、事事江湖，例如近日报纸上就出现过这样的标题：“力帆不容徐明独霸江
湖，坚持改革，但要按法律办事”。
光看标题以为是黑社会之争呢，实际上这条新闻是讲重庆力帆集团，不赞成大连实德的老总对于足球
改革的意见。
这里的“江湖”是指“足球界”。
指足球界为“江湖”还有“周铁民(足球领队)惊呼：这个江湖太可怕！
”又如“谢军重出江湖”，这个“江湖”是指国际象棋界。
如果说称体育界、文艺界为“江湖”是沿袭过去对江湖艺人的说法，那么有些“江湖”则会令人感到
奇怪：如“衡南高考状元面临落榜——谁还在讲江湖道义！
”这里的“江湖”是指什么？
恐怕连写作者也不一定很清晰，难道官方举办的高等院校统一考试的考官们要遵守“江湖道义”吗？
按上下文来看，这里的“江湖”是指“社会”，然而，“江湖道义”能够与“社会公德”画等号吗？
更令人奇怪的是非常现代的“股市”、“金融”也与江湖结缘了，例如一篇评论经济学家郎咸平著作
的文章中说：“名震江湖的郎咸平的《运作》、《整合》二本案例集，他满脑都是股市江湖的风声鹤
唳，刀光剑影，一个一个的案例，读下来深觉这真是金融江湖掌故的汇集。
”(金羊网)这仅仅是随手拈来的一些例子，可以看到“江湖”几乎无所不在，特别是在青年人的口中
，什么领域都可以称之为江湖。
至于什么是江湖，江湖在哪里，它的确切的内涵是什么，却是不十分清楚的。
    为什么大众话语很快吸收了“江湖”这个词？
各种武侠文艺作品的影响力之大以外，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一元化经济和单位制度的
逐渐解体，人们逐渐趋于独自面对社会情状，而秩序化的公民社会还没有形成，此时起着秩序化作用
的还是人们常说的“组织”。
这在没有“组织”的和在“组织”之外的人们看来有些“乱”，很不适应。
于是他们很容易把自己所处的环境比做武侠小说中缺少秩序、打拼由己的江湖。
    对于“70后”和“80后”的年轻人，“组织安排”、“组织统筹”已经成为过去，而这些人大多又
都是独生子女，缺少生存能力和社会经验，他们独立面对社会时，“江湖感”要比他们的上一辈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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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大众语汇追逐生动时髦和反主流性，许多“旧社会”的行帮隐语、地下社会的黑话大量涌入主
流语汇，青年人好奇，媒体媚俗，“江湖”一类的流行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实际上未必人人都懂得它
真正的内涵。
    自武侠小说问世以来(近世武侠小说滥觞于清末民初)，“江湖”就成为武侠活动的典型环境，许多
武侠小说就直接以“江湖”命名，如最早的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
另外，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实施大规模的社会改造之前，的确也存在一个世俗
的“江湖”，许多沉沦于社会底层的人士在这里谋生存、闯天下，它充满了刀光剑影、阴谋诡计，既
令人羡慕追逐，也令人望而生畏。
著名评书艺人连阔如在20世纪30年代以“江湖客”的笔名在北平《时言报》发表了长篇连载《江湖丛
谈》，介绍江湖行当、行话和内幕。
    江湖那么引人注目，但评价和研究江湖的著作却很少。
如果搜索一下国家图书馆所藏书籍中的名目里有“江湖”这个词的，就有八百余种，除了以江湖命名
的武侠小说之外，就是半真半假的回忆和记录旧时“江湖”奇闻轶事的书籍了，至于江湖的研究著作
却不多见，严格地说是没有。
这不能不说是个很奇怪的现象。
    ⋯⋯    二、当代江湖    连阔如笔下的江湖在1949年后逐渐消失。
这是因为实现了行政管理组织化的社会以后，一切自生的社会(包括当时合法与不合法的)及其文化便
被彻底地扫除了。
这是自宋代以来没有一个政权能做到的。
但由于这种依靠行政组织形式管理的社会与经济生产相背离，很难持久。
于是，便有了1978年的改革开放。
原有的社会控制形式发生了改变，例如人民公社的解体，单位作用日渐改变，从全能型转变为专业型
，单位不再承担社会的职能。
这样，社会逐渐由行政组织型向自生型回归。
    从公社、生产队游离出的人城人员，以及单位解体后下岗的职工都要自己单独面对社会，独自去打
拼。
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因为人们习惯于生活在组织严密的共同体之中，个性和进取能
力或说自己找饭吃的能力萎缩了。
人们要生存和发展时的第一期待便是组织的力量，原有的垂直的组织形式不行了，指望不上了，于是
人们开始关注个体之间的横向联系，不仅新的联系方式大量涌现，如同乡会、同学会、战友会，网友
会、车友会、影友会等，旧有的、曾被打烂的组织方式如宗族、庙会，包括江湖等也在复活(当然这种
回归远不像话语泛滥那样夸张)。
    随着农村多余的劳动力进城、城里企业的减员增效，江湖人的数量也在激增，特别是江湖艺人发展
得很快。
我们看惯了演艺界明星不断在电视荧屏上闪现，以为艺人过的都是如此富有、如此靓丽的优越生活，
不了解也不知道大量的跑大棚艺人在江湖挣扎，他们不仅面临着物质上的困境，而且受到有权者的打
压。
吴文光的《江湖报告》其副标题是“一个以大棚为个案而展开的田野调查”，书中用文字与摄影方式
记录的就是当代江湖艺人的生活，从中可见江湖人的艰辛。
过去许多活跃于江湖、后基本灭绝的行当又重新出现，如游丐、游医、游僧、游道、贩毒者、娼妓等
，又如“金”门中的相面、算卦、批八字、黄雀衔卦、看风水等，还十分繁盛，受到广泛的追捧。
甚至过去为江湖老合们所不齿的专以拐卖妇女儿童为业的“老渣”，现在也有泛滥的趋势，令人痛心
疾首。
江湖人之间也有相当的联系，甚至也有江湖人的有形组织(如诈骗团体)，但总的说来，在国内，或说
某个地域尚未形成一个“场”，因而还不能说有成熟、完整的江湖出现。
它还在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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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浒?江湖:理解中国社会的另一条线索》的独特视角，对中国社会的解读另具一番风景。
譬如书中所及，《水浒传》第一个告诉读者游民江湖的存在，第一次全面生动地把江湖生活、江湖人
的理想与奋斗、江湖人的成功与失败展示出来，给后世的游民、底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边缘人士组
织化进程提供了范本，更成为他们反抗和奋斗的教科书。
其中的“好汉”、“义气”、“替天行道”、“不义之财，取之无碍”、“逼上梁山”等话语随着《
水浒传》的传播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进而普及到整个社会，直至今天。
《水浒传》作为中国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是文学作品，更是江湖人与老百姓的生活教科书。
游民、江湖、秘密会社研究学者王学泰先生曾因其独特的研究领域而被评为“发现另一个中国”。
“水浒”是作者多年潜心的另一领域，是游民与“水浒”研究的拓展、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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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学泰，原籍山西清源，1942年底生于北京。
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1988年转到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从事研究
工作。
比较关注文学史与文化史的交叉研究。
2003年退休前任文学研究所古代室研究员，后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著有《采菊东篱下》《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国人的幽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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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宋、卢虽有家室，但却不以女色为意，冷落妻妾，弄得后院起火。
晁盖连妻子都不娶，只是与江湖好汉来往。
就连农民出身的李逵也是“自小凶顽”，不爱劳动，专爱打架。
史进是“从小不务农业，只爱刺枪使棒”。
江湖人不把劳动生产作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就整个江湖来说是寄生在主流社会上面的
。
江湖人也看不起农村的庄稼汉，第三十二回写孔亮追赶打他的武松：“背后引着三二十个庄客，都是
有名的汉子。
怎见的？
正是叫做：长王三，矮李四。
急三千，慢八百。
笆上粪，屎里蛆。
米中虫，饭内屁。
鸟上刺，沙小生。
木伴哥，牛筋等。
这一二十个，尽是为头的庄客”。
当然“长王三”三字句是说书人的套语，但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于乡村和市井一般劳动者的看法，认
为这就是一批“蠢汉”。
上述一些例子，是从《水浒传》的故事情节、人物话语表现出的独特的价值标准和独有的道德舆论原
则。
实际上《水浒传》的作者不止一次直接表现自己的江湖倾向、宣传江湖人的价值观念。
例如社会底层的民众，特别是游民对于当时（宋代）社会流行的重文轻武风气的不满，这是当时统治
者贯彻重文轻武政策的结果。
作者常常谴责“大头巾”（大头巾也就是身处高位的文官），认为当今的种种社会问题“都是那大头
巾弄得歹了”。
在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更是把这种谴责作为梁山武装造反集团的宗旨。
作者赞梁山泊好处时说：“可恨的是假文墨，没奈何着一个圣手书生，聊存风雅；最恼的是大头巾，
幸喜得先杀却白衣秀士，洗尽酸悭”。
“假文墨”也是对靠读书作文出身的大小官员的讽刺。
一个小小的清风寨还要两个知寨，让文的做正知寨，武的是副的。
副知寨花荣恨死了这个正知寨刘高。
他说：“近日除将这个穷酸饿醋来做个正知寨，这厮又是文官，又没本事。
自从到任，把此乡间些少上户诈骗，乱行法度，无所不为。
小弟是个武官副知寨，每每被这厮怄气，恨不得杀了这滥污贼禽兽。
”真是切齿之声如闻，一句“穷酸饿醋”不仅生动表现出花荣对于刘高的痛恨和鄙视，其实这也反映
江湖人对于靠耍笔杆博取功名的人们的敌视。
我们说江湖是非主流社会，可对于江湖人来说江湖就是“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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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江湖就其本质说乃是游离出主流社会之外的人们活动的空间。
它与主流社会有一种互动关系，这种关系甚至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因此，对于江湖的研究不仅具有文学的意义，也包含有历史学、社会学的意义。
江湖艺人创作和演出的反映游民、江湖人生活和理想的文艺作品，也在“组织”和丰富着江湖，使得
江湖的性格日益凸显、江湖规则日益明晰，于是江湖也在召唤更多的游民、社会边缘人投入江湖。
《水浒传》与它的衍生作品正是这样一部反映游民、江湖人生活、奋斗与理想的通俗文艺作品。
　　——《江湖人中的特类——江湖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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