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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唐代文化精神中, 豪侠精神与恩仇伦理形成了会通融合, 具有唐代自身的系统性、开放性并初具类
型,且更加细密化。唐代血亲复仇主体身份, 更加具有平民化倾向,被当作坚苦卓绝、百折不挠的正面形象而加以

讴歌。唐人开始认真地看待复仇的正反两方面社会意义, 注重从理性上思考私自复仇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唐

人写狐精报仇故事,一般都具有豪迈粗放的喜剧色彩和幽默感。唐人还生发出更为复杂的马报仇故事, 突现出对

于人马恩遇关系的进一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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