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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新闻

再见金庸 再见江湖
金庸先生曾提笔在文坛大闹一场，革新旧时代，致使江湖风波四

起，有云：“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其中，诸多的英雄人
物，诸多的儿女情长，填充了我们对快意恩仇的向往。后，先生从商，
任舵手三十余年，将《明报》塑造成香港极具影响力的报纸。九十年
代初期，金庸以10亿港币的价格卖掉了《明报》，从容转身。其中多少

豪迈与温情，多少刀光与剑影，映照着几代人“江湖”沉浮。
而后，先生落笔，拱手相别，沧海泛舟。远望先生温一壶爽口的

酒，拨弄琴弦，吟唱滔滔两岸……
江湖路远，就此别过。
金庸先生，再见。

金庸说这 14个字，便是他的整个青春。他椽笔一
挥，就勾勒出一个个江湖，那里月白风清、古风犹存，回
响着整个文化中国的余韵。

1955年 2月 8日，金庸在《新晚报》的“天方夜
谭”版开始连载《书剑恩仇录》，每天一段，一共连

载了 574天。直至 1972年，金庸一共创作了十五部
长、中、短篇小说。

他在 1972年底公开宣布封笔：“如果没有什么意
外，《鹿鼎记》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了。”

封笔之后，金庸把自己近 20年来所写的武侠小说

逐字逐句地修改。经过10年的修订，一套15种共36册
《金庸武侠小说全集》出版。

他曾经说过，如果有天他去世了，他的墓碑上会这
样写：“这里躺着一个人，在20世纪、21世纪，他写过几
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金庸的武侠小说已风靡了半个多世纪，堪称粉丝
遍天下。

牟宗三最喜欢《鹿鼎记》，余英时最爱《射雕英雄
传》，陈世骧则是《天龙八部》的粉丝，曾评价该书“有情
皆孽，无人不冤”。

李开复就曾在自传中写到他对于金庸的喜爱，他
在美国上学期间一直在看金庸的小说，把每一本金庸
小说都读了整整五遍。

2000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托朋友代自己在香
港约见自己的偶像金庸，他说当时自己激动了好几天，
买了他的书，兴冲冲地期待着与金庸见面和签字。后
来两人相谈 3小时后成为忘年交。金庸还送给马云别
号“马天行”，意指天马行云，但从不踏空。马云则用金

庸小说中的武林圣地来命名公司房间，办公室叫“桃花
岛”，会议室叫“光明顶”。

有一次，马云到金庸澳大利亚的家里做客，看到他
家中满满一屋子的书，问：“这些书你全都看完了吗？”
金庸笑道称自己从不看书。但是在闲聊时金庸却能对
各种历史话题完完整整娓娓道来，让听者目瞪口呆。
马云问了金庸的太太后才知道，原来金庸所说的“从来
不看书”，是因为他早已把这一屋子的书都看完了。

这么多年来，金庸的武侠故事陪伴了一代人的成
长，他笔下书写的不仅仅是一个又一个跌宕起伏的传
奇故事，也不仅仅是让人难以忘怀的一个又一个的英
雄人物，而更多的是一种侠骨柔肠的情怀，一种对于快
意恩仇的向往。

看过金庸小说的人都会好奇，金庸到底跟他笔下
的哪个人物比较像。是机灵圆滑的韦小宝，老实憨厚
的郭靖，还是优柔寡断的张无忌？

虽然他因创作出许多豪气万丈的大侠形象而被称
为“查大侠”，但是金庸却觉得这个称谓实在过誉：“如
果在我的小说中选一个角色让我做，我愿做《天龙八
部》中的段誉，他身上没有以势压人的霸道，总给人留
有余地。”

倪匡曾经评价：“段誉有绝顶武功，朱蛤神功好像
没有怎么用过，六脉神剑要紧时用不出，斗酒时却大派
用场，凌波微步要来作逃命之用，倒十分实在。”在性格
上，段誉博学多才、善良固执，被爹娘取小名为“痴儿”。
由此看来，段誉的这些特征倒是与金庸有些相似。

许多名人都是金庸迷

金庸本名查良镛，出生在浙江海宁，祖上是名门望
族，不但善于经商，而且出了很多学识渊博的后人。穆
旦（查良铮）是他堂兄，徐志摩是他远房表哥，钱学森是
他表姐夫。

虽然在查良镛出生时家道已经有些衰落，但依然
有良田三千亩。男孩子都淘气，但他不同。家里藏书
多，他便整天泡在藏书堆里，读得废寝忘食。父亲怕他
读出毛病，便想方设法让他出去玩。

有一次，父亲拖他出去放风筝，放着放着，一回头，
查良镛不见了。

父亲急得不行：“怕被别人拐走了。”找了半天没找
着，回家一看：“这小子正泡在书房看书呢。”

在读书这方面，查良镛可算是个“痴儿”。后来，他
的作品中，杨过的“黯然销魂掌”，黄药师的“落英缤纷剑”，
段誉的“凌波微步”，狄云的“唐诗剑法”，无崖子的“北溟神
功”，都化用自古代典籍，可以说“无一字无来处”，这也许

就是他往昔一点一滴、日积月累的功力使然。
值得提及的是，查良镛虽爱书成痴，却并不呆板，

相反，他还颇有做生意的天赋。其实要论他真正的处
女作，并不是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而是一本叫做
《给初中投考者》的试题精编，由查良镛和其他两位同
学根据所考的内容自己出题编写。这本试题精编类书
籍畅销几省，赚到的第一桶金就足够把他供到大学。
那时他只有十五岁。

生为“痴儿”

虽然成绩优异，但查良镛却不是那种“乖乖
仔”。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天生自由散漫、不守
规矩”。

1940年，查良镛考入浙江联合高中。当时学校常
办壁报，文笔极佳又爱好写作的查良镛成为了壁报的
常客。有一天，壁报前面挤满了人，大家都在争相看着
一篇名为《阿丽丝漫游记》的文章：

“阿丽丝小姐来到校园，忽见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

蛇东游西窜，伸毒舌，喷毒汁，还口出狂言，威吓学生：
我叫你永不得超生……”

学生们看了，禁不住哈哈大笑。因为谁都知道眼
镜蛇指的就是他们的训导主任，而训导主任的名言就
是——我叫你永不得超生。

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查良镛。因为看不惯训导主
任的种种行径，“瞧不得他有事没事就辱骂学生”，便仗
义执言，用笔来讨伐他。

训导主任看到文章，气得全身发抖，立马跑到校长
那里哭诉：“请立即开除他。”几天后，查良镛被勒令退
学了。他便转到衢州中学，念完了高中。

此后，他又经历了第二次被开除。
查良镛在重庆读大学时，念的是外交系，希望成为

一名外交官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由于看不惯学
校里不良的校风，他再次因大胆直言，遭遇了平生第二
次开除。外交官理想因此幻灭。

侠气外露

命运有时说来也奇怪，查良镛虽然一生都未实现
他的外交官理想，但他后来也说：“虽然没有成为一名
外交官，但我并不后悔。我自由散漫的性格确实不适
合做这个职业。外交官的规矩太多，说不定做到一周
我就被开除了。”

于是命运把他带进了人生的另一个方向。1946年
秋天，《大公报》刊登启事：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三名国际
电讯编辑。应聘者蜂拥而来，竟多达 3000人。查良镛
凭借自己的才华被千里挑一，进入上海《大公报》，正式
步入了报人生涯。

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查良镛被派到香港
工作，这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那时在香港
工作并不是一个好差事。跟现在的国际化大都市相
比，那时的香港比上海要差得多。但香港在发展，查良
镛作为报人、作为“金庸”的人生也在一步步走上正轨。

1950年，《大公报》旗下《新晚报》创刊，查良镛被调
到《新晚报》，做了副刊编辑。

当时《新晚报》总编辑罗孚注意到，比武擂台会受
到很多人的关注。于是灵机一动，决定邀请编辑陈文
统在报刊上连载武侠小说。小说连载后引起轰动，自

此打开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大门。
这部小说叫做《龙虎斗京华》，陈文统给自己起了

个笔名，叫“梁羽生”。
1955年 2月初，梁羽生的《草莽龙蛇传》快连载完

了，但他还没有想好下一部写什么。
罗孚便只好找到另一个武侠迷查良镛：“梁羽生顾

不上了，只有你上了。”
于是查良镛的武侠处女作《书剑恩仇录》问世，反

响甚至超过了梁羽生。他将名字最后一字一分为二，
署名“金庸”。

从查良镛到金庸

创办《明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香港的政治风气比较复
杂。走到哪里，都是一片说谎声。金庸忍不住了：“我
必须发声。”于是，他找到昔日同学沈宝新，两人一起出
资，创办了《明报》。

办《明报》要十万块，金庸自己就出了八万。他将
自己写小说和稿子赚的钱全部投了进去。他每天一篇
的社论，在众多报纸中独树一帜。当时金庸一边写小
说，一边写社评，小说要写八九百字，社评要写一千多
字。还要随时关注国际时讯，精力消耗很大。

武侠小说中的高手成名之前，要花费很多功夫修

炼内功，金庸也一样，他说自己“做什么事都不求速成，
但求在缓慢中坚持”，他的那些长篇巨著，就是在办报
和杂务的空隙中累积而成的。

每天一睁眼，就有两千字的稿子等着他。晚饭都
不吃，要写好社评才能坐下来安心吃饭。社评写完的
时候，一般也就到了报纸要发的时候。时常看到金庸
在边上写，报纸排字工就站在旁边等着他。

金庸一直持续地为正义发声，也将家国天下的主
题融入小说中，于是便有了《神雕侠侣》《飞狐外传》《倚
天屠龙记》……身为持续发声的公众人物，金庸必然会
被某些势力视为眼中钉。

金庸说：“我虽然成为暗杀目标，生命受到威胁，内

心不免害怕，但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以至被
我书中的英雄瞧不起。”

最危险的一段时间，金庸听到风声，还跑去欧洲躲
藏了一个月。连载的《天龙八部》只好找倪匡代笔。一
个月后，金庸回到香港。倪匡笑着对他说：“抱歉抱歉，
我讨厌阿紫，所以把她的眼睛写瞎了。”

后来，不屈服的金庸又撰写了政治寓言小说《笑傲
江湖》，以及社会问题小说《鹿鼎记》。“为国为民，侠之
大者”可谓是金庸的真实写照。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舆论风气归于平静。1972年，
金庸宣布封笔：“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鹿鼎记》是我最
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了。”

金庸写了十五部武侠小说，部部经
典。金庸的名气响彻中外，而且博古通
今，历史、政治等知识信手拈来，但他依然
觉得自己学问不够。因此即使是在获得
剑桥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后，金庸坚
持选择作为普通学生申请就读剑桥大学
的博士学位，那时的他已经是81岁高龄。

在剑桥读书时，金庸同普通学生一
样，背着双肩包，里面放满了课本。有一
段时间金庸还会骑着车上课，但因为太太

担心会发生危险而就此作罢。
在剑桥上学，金庸又变成了那个别人

不太关注的查先生。不再有知名作家光
环，他做的一切都“不为学位，只为学问”。

有学生想找金庸拍照、签名，金庸说：
“我现在是学生，不是作家。等我不是学
生的时候，我再和你坐下来一起吃饭、喝
茶。”

在金庸眼里，在任何时候学习都不算
晚。永远保持谦卑的态度去探索人生中

的未知，自尊而不自负，骄傲而不自满，这
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必须修炼的一
部武功秘籍。

有人曾经问金庸：“人生应如何度
过？”老先生答：“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人生在世，去若朝露。一个人的一生，
为何不可以是一部武侠小说，前半生纵
情恣意、洒脱妄为，后半生心怀敬畏，
有不断向学之心。就如查大侠的人生，可
敬，可叹。

八十岁的学生金庸

金庸金庸，，原名查良镛原名查良镛，，他的笔名他的笔名““金庸金庸””
就是把自己本名的就是把自己本名的““镛镛””字一分为二而字一分为二而
成成。。他自称金庸二字他自称金庸二字““没有什么含意的没有什么含意的”。”。

作为一个时代的神话作为一个时代的神话，，金庸被称为金庸被称为
““文坛圣侠文坛圣侠”，”，是武侠小说作家界的是武侠小说作家界的““武林武林
泰斗泰斗”，”，还被称作是香港还被称作是香港““良知的灯塔良知的灯塔”。”。

20012001年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
命名委员会把一颗总编号为命名委员会把一颗总编号为1093010930的小的小
行星命名为行星命名为““金庸星金庸星”，”，以表彰金庸的贡以表彰金庸的贡
献献。。据说据说，，这是我国唯一一颗以文学家名这是我国唯一一颗以文学家名
字来命名的小行星字来命名的小行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