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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死犹闻侠骨香
+++解读-史记0游侠列传.中的郭解

!

李C梅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M"""%J%

!摘要"司马迁在-史记0游侠列传.中所塑造的布衣之侠郭解#堪称游侠典范$ 他一生任

侠#身上独特的侠义人格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形成了一种特别的道德标准和人生追求$ 这种侠

义人格让以郭解为代表的游侠之士在乱世中能坚持自己的)侠*之道义#值得后世颂扬$

!关键词"-史记0游侠列传.&郭解&游侠

&中图分类号'Y!"J)MC&文献标志码'NC&文章编号'#%J! O"LG$"!"#"%"% O"#FF O"M

CC中国历史上对于游侠最早做出全面总结!并给

予肯定性评价的!当数司马迁的0史记$游侠列

传1# 在这篇全长大约为 ! M"" 余字的0游侠列传1

中!司马迁花费了 # "L" 多字!也就是接近于文章

总长一半的笔墨来塑造了一位布衣游侠,,,郭解!

并在文末热情洋溢地称赞'%天下无贤与不肖!知

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

*#+足见郭

解在司马迁心中所占的分量# 这位豪情冲天的游

侠典范终其一生都沉迷于任侠生活!他身上所有的

独特侠义的人格魅力!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形成了

一种独有的道德标准和人生追求# 而他的死不仅

仅代表了当时政府加强政权集中和思想控制下对

侠客的限制和镇压!也代表了儒家思想对侠文化的

打压!更象征着历史上游侠时代的就此终结!证明

纯粹的游侠道义就此消亡#

一(少年郭解

在浩如烟海的史书中!可以看到少年游侠之路

是很多人的最初人生选择!很容易就找到大量的例

证'0史记$仲尼弟子列传1中记载孔子的弟子之

一子路!他本来是个带点儿流氓习气的游侠!后来

因为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

人请为弟子#&又如0汉书$朱云传1中所载朱云的

少年时代'%朱云字游!鲁人也!徙平陵# 少时通轻

侠!借客报仇#&完全是一代少年大侠#

*!+还有0后

汉书1中的段赹和王涣!段赹%少便习弓马!尚游

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王涣%少好侠!尚气

力!数通剽轻少年# 晚而改节!敦儒学!习0尚书1!

读律令!略举大义&#

*F+像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也

不必一一列举!重点是不论这些人在成年后是否选

择了其他的人生道路!可以肯定的是在历史上%少

年游侠&一直是个让人在人生之初心向往之的

追求#

郭解作为游侠的典型!自然也不例外!他的任

侠生涯可以说是有家世渊源的# 根据司马迁的记

载!他的父亲就是一名侠客!在孝文帝时被诛杀#

子承父业!郭解的血管中或许天生就流着侠客的血

液!而他不同于常人的少年经历就已经印证了

%侠&的一些特征'%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

众# 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冢!

固不可胜数#&由此观之!少年郭解应当说是有着

一种极易冲动的个性!只要有了让他愤激不平"心

中不快的事情!他就要亲自动手!杀人对于他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大事# 他放浪不羁!血气方刚!无视

国家法令!为了帮助朋友可以不惜自己的身家性

命.窝藏亡命之徒!违法劫夺!私自铸钱等等无所不

为# 总之!这位大侠的%少年游侠&经历带着那么

点流氓气息!显示出了他潇洒自由和血性冲动的个

性!而就是在这样自我放纵的少年时期!郭解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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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诺千金"肝胆相照的豪侠义气初露端倪!一种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热血之情!一种为信诺"为

朋友肯将生命相酬的至诚之情在他的身上展露

无遗#

在这种年少轻狂"走马杀人的生活中!郭解也

有陷入困境的时候!然而他却总是%适有天幸!窘

急常得脱!若遇赦#&上天的眷顾让郭解幸免于难!

也使得他对于侠客生活情有独钟!一生任侠!成年

之后也没有选择其他的人生道路'%及解年长!更

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 然其自喜为侠

益甚#&至此!郭解洗净了少年时代略有的流氓之

气!形成了他具有典型意义的侠义道德'重信守义

的做人信义!以德报怨的为人至诚!果有成功而乐

于归美于人的高尚操守!排忧解难"解人危困的热

情之心# 游侠豪情就这样追随了郭解的一生!也正

是这样的侠义风范!使得众多人士对郭解恭敬

有加#

二(游侠郭解

司马迁曾经在0游侠列传1的开篇就对%游侠&

提出了明确的定义'

今游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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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

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应该说郭解在他的一生中都是将这个定义作

为处世为人的标准# 他并不遵守朝廷礼法!却忠于

自己行侠仗义的道义责任!信守诺言# %侠&之于

他不仅仅是少年时代的冲动轻狂!而是影响其一生

的行为模式!他的人格意气受到众人敬仰!他独特

的道德观念和人生追求更是吸引了大批追随者#

"一%重信守诺的做人信义

郭解的风度气派在当时可以说是令许多人都

恭敬有加!特别是%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

使知也&!可说郭解是名满天下"一呼百应# 郭解

的外甥倚仗着他的势力在外横行!惹来了杀身之

祸'%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嚼# 非其任!

强必灌之# 人怒!拔刀刺杀解姊子!亡去#&郭解的

姐姐失去了儿子!悲愤不已!认为凭着郭解的人格!

自己的外甥被杀却捉拿不到凶手!一怒之下%弃其

尸于道!弗葬&!用如此举动来侮辱郭解# 而郭解

则在暗中找到了凶手所藏的地方!等凶手知道自己

跑不了!自动来到了郭解家!将事件的始末缘由诉

说了一遍# 郭解听完后非但不怪罪凶手!还说'

%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随后%遂去其贼!罪其姊

子!乃收而葬之&#

郭解在处理这件涉及家族的事件上!表现出来

的不仅仅有他公正无私!还有他%其言必信!其行

必果!已诺必诚&的为人信义# 固然不包庇自己亲

人的错误!能以理断事!放走杀人之人令人慨叹!但

更让人信服的是他重信守诺!没有在放人之后来个

%回马枪&!暗中报复杀人者# 要知道凭郭解的名

气!想报仇并不是难事!且不需自己动手!那些%慕

其行&的少年只要稍加暗示!能替他杀人的大有人

在# 就算不杀掉凶手来个%血债血偿&!也完全可

以让凶手过不了逍遥日子# 难得的是郭解信守自

己的诺言!即便死的是自己的亲外甥!也始终没有

动过报仇的念头!更遑论指使别人替自己进行打击

报复了#

"二%以德报怨的为人至诚

郭解因为名气很大!外出的时候别人都为他让

路以示尊敬# 然而一次外出的时候!%有一人独箕

倨视之&!对郭解颇是不恭# 郭解的门客意欲杀

之!郭解不许!认为'%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

修也!彼何罪4&并且嘱咐尉史在这个人服役的时

候!故意将他漏过去# 而这名对郭解傲慢无理的人

在数次该去服役却总是不找他后!知道了是郭解在

暗中帮助他!%箕踞者乃肉袒谢罪&#

其实郭解成年后%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

如故云&!那种强调对仇恨的绝对心理仍然深深地

根植于他的心中# 但郭解在面对这名叉腿斜视的

傲慢人士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不被敬重是德行不

修所致!从自身寻找原因!甚至还暗中帮助这名无

礼之人!而不是迁怒于人!胸襟气度可见一斑# 这

种以德报怨的至诚之举!再次显示了郭解的为人!

为他赢得了别人真正的尊重#

"三%一旦成功而乐于归美于人的高尚操守

第三件表现郭解人格的事情!就是他调停洛阳

的纠纷事件# 当时洛阳有人发生了纠纷!%邑中贤

豪居间者以十数!终不听&!在这样胶着的状态下!

有人就去请郭解出面来解决此事# 果然纠纷者因

为尊重郭解的为人!委屈心意地接受了调停# 但郭

解在成功解决了事件后!却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吾闻雒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者# 今子幸而听

解!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4&认为

自己虽然很荣幸地调停了此事!但是不能够跑到别

的县里去做应当由人家县中的头面人物所做的事

情!因此他在离开之前要求发生纠纷的人暂时先别

听他的话!要等他走之后!等洛阳的诸公再来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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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再听#

其实以郭解的名气!他完全可以不必顾忌洛阳

当地贤豪的感受!非要把这个解决纠纷的功劳让出

来给别人!况且这个事情本来也是由他出面调停!

应当说他完全是%受之无愧&# 但是郭解没有居

功!他诚恳地向接受调停的人表示了感谢!毫不虚

假的说明自己不能居功的理由!并且把这个功劳让

给了洛阳诸公!自己%乃夜去!不使人知&!的确是

%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也正是这种不居其功"乐

于归美于人的品行!让郭解拥有了一种不求功利的

坦荡侠义之风!一种不矫揉造作的率直之心#

"四%排忧解难(解人危困的热情之心

排忧解难"解人危困在郭解的%侠&行为模式

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像上面提到的替人调解纠

纷也是受人所托之事# 根据0史记1所载!郭解也

到四周其他的各郡"各诸侯国去为人向当地的官府

说情办事!而他办事都是竭尽全力# 能令其完全解

脱的!就令其完全解脱!实在不行的!也尽量能让每

个人都感到满意# 而郭解则是在把这些事情都办

好后!%然后乃敢尝酒食&!他的助人之举!也让当

时的%诸公以故严重之!争为用&#

其实司马迁在传记中对于游侠产生的原因就

提出了%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的看法!即是说不

论何人都有可能陷于困境中!需要别人的帮助# 如

果从更高的视点来看!也就是说在乱世中的弱势人

群特别需要一种能够救助他们的力量!而游侠的存

在就是为了能够在关键时刻助人一臂之力!这也是

游侠出现的根本原因# 显然在郭解的身上这一

%游侠&特质尤为突出!他的不计付出"不计后果的

助人之举为他赢来了极高的声望!更带来%邑中少

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

养之&#

如此看来!郭解身上的侠义人格实质上也是非

常%中国特色&的侠文化表现!他游走于法律允许

的范围之外!以扶助弱者为社会义务!忠于自己行

侠仗义的道义责任!信守诺言!这种真实的人格也

是司马迁心目中对%侠&的规范!是侠文化的典型

代表#

三(郭解之死

正如司马迁所说%其行不轨于正义&!尽管游

侠以信义为宗旨!但他们以个人尊严和个人价值为

重!舍生取义"快义恩仇也只凭借自己的力量!始终

处于政治体制之外!不受朝廷礼法的约束!换言之

也就是统治者眼中的不安定分子!是潜在的危险#

在汉武帝之前!由于各种的原因!统治阶层对于整

个社会的统治不得力!这也恰恰为政治控制外的游

侠提供了生存空间#

到了汉武帝时期!由于%大一统&体制正式定

型!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中央集权到了一个

空前的高度!游侠的存在无疑是对统治者权威的挑

战!郭解的死也就成为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事件'一

名儒生因为当众非议郭解!被郭解的门客所杀# 事

后法吏要以此事追究郭解的责任!郭解却对此事毫

不知情!而杀人者也早已逃亡不知所终# 尽管法吏

上奏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却说'%解布衣为

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

之# 当大逆无道#&就这样一个不算得理由的理

由!郭解一族被灭#

在封建文化中!游侠作为自由主义者所宣扬的

个性与儒家思想强调的伦理道德"等级秩序是不相

融合的# 郭解之死!不但是统治阶层对游侠的强力

打压!亦是儒家文化对侠文化的打压# 郭解死后!

%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这些侠客%虽为侠

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身上更多的是儒者之

风!像郭解那样豪情冲天"潇洒自由而又忠于自我

的游侠之风已经不复存在!那种不愿被束缚的狂傲

之性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此而言!郭解之死代表

的不仅仅是统治者的胜利!更象征着整个游侠时代

的就此完结!侠文化此后趋于被儒家思想所同化改

造!游侠也只是历史上的一段尘封往事!辉煌不再#

四(结语

%少年游侠!中年游宦!老年游仙&应当是司马

迁笔下最完美圆满"优游娴雅的高级人生模式了!

但郭解却是个例外# %少年游侠&没有 %长而折

节&!而是忠实地遵循了游侠之路# 纵观郭解的一

生!始终是与%侠&字紧密相连'他的少年时代就与

侠相伴!走马杀人"放浪不羁的任侠游乐!令%少年

侠气&让人热血沸腾"流连忘返.及至年长!他退去

了少年时代的流氓之气!身上形成了典型侠义道

德!为众多人士所倾慕!成为一种独特的道德标准

和人生追求# 就这样!游侠身份伴随了郭解一生!

%少年游侠!游侠终身&!郭解的游侠之路无疑是侠

文化的最佳说明# 也正是在郭解身上!我们看到了

侠文化中所赞赏的蔑视清规戒律的不安分气质和

追求自由的狂傲个性!看到了重信守义和助人危困

的精神!看到了对道义原则的坚持坚守#

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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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以班固为代表的后世正统认为郭解%以

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但也

无法抹杀像郭解这样的游侠之士所代表一种植根

于民间的正义精神!他们在乱世中对%侠&之道义

的执著追求!赋予他们精神上的一种强大力量!让

他们成为人格力量的强者# 而他们所代表的侠文

化中%救人于厄!振人不赡&的济世兼爱之心!与

%不既信!不倍言&的义气相倾之义!也实在地成为

后世侠义精神的支柱# 对于像郭解这样的游侠之

士!我们更应当用公正的眼光!看到他们%游侠&身

份下所有的一种完整和坚强的人格!一种坚持道义

的精神!也恰恰是这样积极向上的游侠人格和游侠

精神极富恒久与广泛的魅力!在历史上应当占有一

席重要的地位!值得后世弘扬和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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