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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论武侠与影视 金庸广州“五讲”倾倒听众（图）

[ 作者 ] 谢晓 

[ 单位 ]  

[ 摘要 ] 金庸的小说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用通俗的形式传达给读者，他的作品彻底改变了武侠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局面，成为中国文学

中传播最广的读物之一。尽管对金庸的评价还未统一，但读者对金庸作品的热爱胜于一切文学奖项的肯定，十五部武侠作品足以让金庸的

名字永垂青史。 

[ 关键词 ] 南方都市报;金庸;武侠;小说

       金庸的小说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用通俗的形式传达给读者，他的作品彻底改变了武侠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局面，成为中国文学中

传播最广的读物之一。尽管对金庸的评价还未统一，但读者对金庸作品的热爱胜于一切文学奖项的肯定，十五部武侠作品足以让金庸的名

字永垂青史。金庸妙语连珠迷死中大同学南方网讯：2001年5月21日上午九点，刚被雨水冲刷过的中大梁球锯场前站满了前来听报告的学

生。一个小时后，同学们在热烈的掌声中等到了今天报告的主角——查良镛先生。对于热爱金庸武侠小说的学生们来说，这个可贵的上午

或许会载入他们一辈子的记忆，因为正如主持人说所：“无论金庸先生今天说什么，都是他在说，我们都很高兴。” 当这位只在荧屏上

见过多次、心中渴盼过一百次一千次交流的七旬老人精神奕奕地步入剧场时，记者猜想一定是侠义精神让他活得如此年轻。掌声持续了足

有五分钟，同学们争相站起来希望目睹“金大侠”的风采，但被鲜花挡住了。学生会特意找来两位女生献花，因为金老先生去年在北京参

加他的作品国际研讨会时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我崇拜女性，因为她们更关注家庭、更关注爱情、更关注子女。还有一点，女同志长得比

男同志好看。”主持人精彩的发言引来场内一片笑声。金庸先生是来穗论剑的，他的报告内容简单但不离侠义。“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中

国国际间的关系问题，按照中国的儒家精神，正义的事情就要坚持做下去，而道家说过，当力量对比悬殊时，可以先忍让一下。现在美国

的军事力量强，让一下不是怕他们，等到我们强的时候就不客气了，这种例子在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两个朝代都出现过，国家弱小的时候

暂时退让一点，等到国力强盛了就可以战败他们。现在我们国力还不够强，侠义精神没法表现，等到我们国家真正强大了就可以主持正义

维护世界和平了，侠义精神就是坚持正义做对的事情……” 不管金庸先生要以什么题材演讲、授课或者作报告，结果的话题无一例外都

会变成对他武侠小说的讨论。这次金庸到广州中山大学与学生们的见面会也是一样，学生们对金庸的武侠小说比对自己的课本熟悉得多，

每每可以提出一些“深刻而专业”的“金学”问题，当然金庸也是对答如流，在这一次气氛热烈的交谈中，金庸先生讲了自己对文学、影

视、生活等五个方面事物的零碎看法。——编者金庸讲文学问：久闻大师封笔多年，听说最近要写《十三剑客》，是真的吗？金庸：我没

想过，武侠小说我是不准备写了。现在我做教授发现自己的学问很不够，比其他教授的功力差得远，所以我得在这方面努力。问：您认为

人对命运能掌握多少，是否真如萧峰所说，越挣扎陷得越深？金庸：那是《天龙八部》里说的，一个人命运不能受到自己控制，当时的人

信命，现代人不信了。孔夫子讲天命，六十而知天命，等到那时候年纪也大了，生命也快到尽头了。命由各种东西调节，现代人信科学，

能控制命运。而萧峰因为生在宋朝，是个契丹人，所以最后形成那样的悲剧性格，命对他来说是不可改变的。问：请金庸先生评价一下陈

寅恪、胡适和钱钟书三位先生？金庸：他们三位都是学问很好的人，陈寅恪历史修养高，功底深，是学界模范，品格也高；胡适在西方受

教育，他用西方观点研究文学，提倡白话文，有一定创见，倡导科学民主，引进现代化思想；钱钟书先生文学修养好，懂西腊文、拉丁

文，是三位里学问稍窄的，但对社会都有很大贡献。陈先生是我最佩服的一位学者，学问那么好，我就是学一生一世也来不及了。金庸讲

电视问：听说您不喜欢看到自己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那为什么还卖版权？您说过您的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那您可以容忍别人那样对待

他们吗？金庸：没办法。就像我生了15个小孩，自己照顾不到只好交给托儿所幼儿园一样，（一片笑声）他们虐待我的孩子，我很生气，

也只好与校长交涉，他们把我的小说改得不好，我以后再不卖了，就像知道这家托儿所不好下次再不送孩子进去了。问：近来央视拍的

《笑傲江湖》议论纷纷，您对此有何评价？金庸：这部戏拍之前他们说绝不改动，我就送给了他们，不要版权费。但他们没遵守诺言，我

有点生气，可后来与他们成了朋友也不好当面骂他们了。不过他们还是用心拍了的，道具、布景呀，都挺努力，比港台的金钱和精力都花



得多，这点我很佩服，但他们的艺术思想与我不同。他们认为令狐冲出场太晚不好，我认为这是不成立的。他们也拍过《三国演义》，诸

葛亮什么时候出场的？他也没参加桃园三结义嘛，《水浒传》里的宋江何时出场的？还有外国优秀电影《乱世佳人》，克拉克盖博不也是

很晚才出场吗？所以我说他们这个观点不成立。金庸讲电影问：近来电影《卧虎藏龙》引起轰动，您对它有何评价？您认为武侠片能代表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吗？有没想过将您的作品改成电影？金庸：我觉得《卧》片拍得很好，导演编导处理都很好，但原小说并不好看。所以

我不是说我的小说不能改，只要改得有才气、有情调是可以的。《鹿鼎记》已有人准备改成电影。中国文化不能由武侠片来代表，中国文

化是很博大精深的，如果有武侠片来代表，那别人还以为中国文化就是打打杀杀呢，（笑声）这当然不对了。武功只是工具，用来保卫文

明文化的工具。问：您写了十几部武侠小说，您认为自己最像哪位大侠？金庸：我自己与大侠完全不像。在香港别人叫我“查大侠”，我

认为不是，这次去少林寺又碰到人叫我“金大侠”，我一回头对他说：“你要跟我比武吗？”（笑声）小说其实是对作者真实生活的补偿

和发泄，我自己没武功，所以就带进小说里去，想像自己有那么厉害，我不会喝酒，所以把萧峰写成酒量特好，我的小说里侠士武功都很

好，还有机会打抱不平，我没有很漂亮的女友，所以笔下的女侠都很美丽可爱，这是一种希望和理想，自己完全不是大侠，如果写自己，

长得又不高大、不漂亮、不聪明，所以不能用写实主义笔法，有人批评我的小说太浪漫主义，武侠本来就是浪漫的，这与其它小说属于不

同的两种文体。问：有没计划将小说改编成电影，与李安合作？金庸：前不久我在台北见到他，他说他很喜欢我的小说，叫我“老师”，

我说叫“先生”就好了，如果他要拍我的小说，我会送给他拍，我当过电影导演不成功，那是个很罗嗦的工作，要指挥这个那个的，我不

建议与他合作，但他要拍我就送给他拍。金庸讲文化问：您写《天龙八部》前是否研究佛学很多年？您认为佛学能解决人世间所有问题

吗？金庸：我研究佛学很多年了，我认为任何学问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能解决一些问题，但佛学或许能解决一

些心理问题。问：中国的武侠小说因出现您这样的大师可能过早地达到高峰，您认为武侠小说今后会怎么发展呢？金庸：这种评价不敢

当，武功登峰造极了也还是要发展的，我本人就喜欢看武侠小说，如果将来有人写了给我看我也愿意，我认为自己的小说只是比较热闹、

娱乐性强而已，大家空下来看时觉得味道还不错就行了。金庸讲生活问：您与古龙先生在武侠小说史上可说一时无两，可否谈谈您与他的

交往？金庸：他是江西人，个性有点侠气，我就没有。他喝酒多年所以年轻时就去世了，与他交往，我认为他与武侠生活相近，有次他不

愿与一帮日本人喝酒，结果被人砍伤手臂，而我是规规矩矩的做学者，他与我平时谈天说地很好，要生活在一起不容易。问：有位美国专

家说，真爱只有18—30个月，之后就会走进平淡的婚姻，您认为是这样吗？金庸：这位美国专家那样说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爱情就靠不

住，四个月五个月就过去了，这专家是假专家，我认为真爱是一生一世的，可能死了之后还有……（热烈的掌声）附金庸简介：查良镛先

生，笔名金庸，1924年生于浙江海宁。早年在香港《大公报》、《新晚报》和长城电影公司任职。后创办香港《明报》、新加坡《新明日

报》和马来西亚《新明日报》等，形成《明报》集团公司。查良庸先生五十年中期起应报社之约，开始写作连载性的武侠小说。到七十年

代初写完《鹿鼎记》而封笔，共完成了十五部。他曾用其中十四部书名的第一个字串在一起，编成“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的对联。他的小说既继承了传统白话小说的语言风格，又对旧式武侠小说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手法作了全面的革新。这些作品以古代生活为

题材，却体现出现代精神，同时富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因而赢得亿万读者的喜爱，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查先生不但是杰出的小说大师，

同时又是一位出色的社评家。他写有近两万篇社评、短评，切中时弊，笔锋雄健犀利，产生了很大影响，曾被人赞誉为“亚洲第一社评

家”。查先生富有爱国热忱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就曾发表文章，依据国际法准则，论述国民党旧政权

遗留在海外的资产应当归属新中国所有。在林彪、“四人帮”当权，极左思潮盛行的时期，查先生敢于独立思考，以大无畏的精神批判

“文革”，反对“文革”。到了八十年代，在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中，查先生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所提出的方案成为后来定稿的香港

基本法主要框架。查先生以他的深厚学养和杰出才能，为社会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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