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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连城诀》反映了两种世界的存在。一是理想的江湖世

界，一是现实的世俗世界。前者主要是小说本身文本所描述的一个世界；后者则是真

实人物和生的现实生活世界。中国的武侠小说历来与政治关系密切，《连城诀》反映

了理想侠者与现实官员的对立与冲突。分析《连城诀》，可以认识金庸先生的武侠小

说对于人类正道和侠义精神的追求，这本身也说明作者本人崇高的理想人格和深厚的

道德涵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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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是通俗文学作家中写作态度最为严肃的一位。《连城诀》又是金庸作品中内容一部残酷

而又精彩短小的武侠小说，兼有理想和现实的两个层面。分析《连城诀》，可以认识金庸先

生的武侠小说对于人类正道和侠义精神的追求，这本身也说明作者本人的理想人格和深厚的

道德涵养。 

理想与现实的两个世界 

金庸先生为纪念一位蒙受巨大冤屈的老实人“和生”而创造了这部约30万字的小说。这个时

候的查先生已经文化修养很深了。1969年他的亲生儿子自杀，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作者。深

感人为人父的他，对子女关心不够。这种深深的谴责和负罪感，使得查先生对中华佛学产生

浓厚的兴趣。历二年余，查先生的佛学修养已达到超脱无我、放达大度和万事不忧于心的高

明境界。其后的《天龙八部》则完全是他学问涵养的表现，处处是禅机理趣，处处是佛法的

弥漫，处处是无上爱善的贯穿。自然，《天龙八部》也就成了作者十几部小说中文化境界最

高的一部。《连城诀》一方面也是深深怀念和生的爱护之情，以表达美好浪漫童年的真情回

忆，以倡人间正道，另一方面《连城诀》也表达作者本人对于社会、江湖的洞察，以教育年

轻人在日后的人生旅途上要小心谨慎，坦然处之，不以物喜，不以已悲，此乃先生对于社会

的福利美善和关爱与倾注。个人本身的生活经历是本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连诚诀》之吸引人处固然原因多多。但是，如果不是查先生本人曾在湘省亲力劳作，如果

不是亲眼目睹并亲自体会湘江的山山水水，如果不是体味湘地的人情关系，尤是如果没有和

生的悲惨境界（前半生）和其后的平和生活（后半生）的实际故事，这部小说很难写得那么

亲切、自然、悲伤和细腻，很难写得那样曲折、复杂与跌荡起伏，亦很难让读者心酸，以致

潸然泪下。金庸先生本的道德修养、文化功底、生活际遇与其传奇人生促成这部短小精焊的

感人之作，也打造了神话般的传奇销量及无上荣誉。 

这部小说反映了两种世界的存在。一是理想的江湖世界，一是现实的世俗世界。前者主要是

小说本身文本所描述的一个世界；后者则是和生的世界，其间贯杂了金先生本人的人生际

遇。现实传奇人物和生的遭遇本身是极其复杂与悲惨的，而迫害者的对方绝对是无所不用其



极、城府极深的有钱有势之人。所以悲剧就发生了。悲剧一旦发生，注定下一步结局是更进

一步的悲剧。和生被关了二年牢。更为悲惨的是，由于这件事和生的父母均因此郁郁寡欢、

极度愤怒而不久便因此事而被活活气死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想不到自己如此老实的孩子怎么

会去偷有钱人家的银子，更想不透这件事为何会发生在自己这样的厚道人家。所谓天道，所

谓人间正义，所谓公理，似乎都那样的遥远。经受不住如此巨大的打击，两个好人相继离

去，给人留下难以排解千古伤心。线索找到了，原来地主儿子目的是为了占有自己未过门的

美丽的邻家姑娘。睹于此，热血男儿的和生，自然以直抱怨，当街报仇，将对方刺成重伤。

自己本人也因此事而被判杀头之罪。后因遇到金庸先生的祖父才得以保全性命，但是和生已

经使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了。盖忠厚汉子，报仇亦采用公开的方法，亦不黑夜中暗下毒手，更

见和生之朴实憨厚。 

在《连诚诀》中，狄云代替了和生，戚芳取代了邻居姑娘，万圭成为地主儿子的替身。理想

世界完全是按照现实世界的原型加工的。狄云与和生的性格自然完全是一样的，忠厚老实，

朴实善良。没有天机因而有“空心菜”之名也。古语云：“嗜欲深者天机浅”，“空心菜”

是无心之意思。而没有天机者，亦是极本分厚道的人，没有权力和财厚的渴望，安淡平时的

过日子。然而，这类人在危机四伏的江湖亦是极易被人迫害和利用的，尤其是那些贪色、贪

利之人。这些精神大略地投在丁典和狄云二人的故事上。可以说，作为最老实的人，狄云却

蒙受最大的委屈，不能不论江湖险恶与不确定，犹倍会读者多增几分同情也。 

侠者与官员 

中国的武侠小说历来与政治关系密切。武侠小说的主人公组成一个独立的世界，他们拥有极

强的武功、完美的身手和充满力量与爱心的思想，奔波于江湖之间，救民于水火之中。哪里

有不平之事，哪里有巨大冤屈，哪生可能就会有侠之士出现。与之相对应的是政府当局的残

暴与专权，或者是政府当局的腐败与衰朽、无能，由官员组成一个现实的世界，他们拥有实

在的权务，也就是历史与现实的独立世界。一般说来，两个世界是互不往来的，互相隔离

的，确实，小说主人公往往生活在理想世界。然而，因为某种原因，主人公往往会卷入现实

世界，或者是学有所成打包不平，或者是报仇血恨，或者是因为某个偶然的机缘而踏进了这

个世界。主人公原先生活的世界往往是美好的，充满爱与善，到处和和乐乐。但是，现实世

界往往充满善奸诈，血腥、暴务与强权，这确实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世界。这样的情况，主人

公往往会遭受巨大的挫折，经历非常人的磨难（比如被夺最爱的人、肉体的摧残，甚至推入

深渊或悬崖，又或者说无意地伤害别人等等 ）。这样一种人一种人事的磨练使主人公的人

格逐步走向成熟、智慧、美德和各种本领地一并增强了。结果，主人公或者会算是他们未完

的事情，或者隐于江湖之中，萍踪侠影，远离现实的政治，或者继续完成他们心中的理想而

不脱离现实的世界。武侠小说的两个世界从不相联系，到联系的增强或者说不相联系，不断

的交织，往往演绎出一段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人间真情，很容易打动读者。特别是读者往

往处于平淡的现实生活中，一旦接触到理想与完美的武侠世界，容易引起读者心中的内震

动。 

武侠小说与现实政治有着极强的联系，除了两个世界的机缘性际会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二

者还有内在联系，一显一隐，一明一暗。首先，各个不同的主要人物往往都是各自世界的领

袖人物，都有着极强的魅力人格与号召力。武侠世界的主人公一般有着武功上的至强，但是

并非是现实政治的领袖，而现实官场中的主要人物是往往妥协能力较强，善于团结民众，但

是往往缺乏武功，这样二种世界存在着极强的吸引力，往往会把剧情引到读者意想不到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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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不过，每部武侠小说的情节，主人公性格和时代环境等因素都各具风格，互不相风，所

以这样往往使两个世界的关系复杂化。另外一点就是在两个世界的关系中，权务武功、美

女、财富往往是最有影响力的，也往往是一部书的核心思想。英雄一般会武功与美女兼得，

对财富与权力不屑一顾；相反，现实世界却对权力与财富极为执著迷恋，并往往假想主人公

亦有此种贪恋，故而反面角色往往会创造出各种波澜，风雨江湖，遂有一幕幕斗争与壮丽的

场面。较开始的唐朝小说往往有影射现实政治的意思。比如金庸《三十三剑客图》中所记载

五代十国的一些事迹，借用一些武功高手的行为，来指责某个被影射对象的缺点和丑事。后

来，这样一种政治报复功能逐渐弱化。尤其是到了现今，武侠小说往往有着极强的审美性，

优美的诗歌和风景描写，包含大量的愉悦人心的娱乐。部分小说还蕴藏着极深的文化修养，

这一点在《连诚诀》中也有明显的反映。比如金庸的《天龙八部》，内部有很多内容在计讲

述道学气功、易经占卦和佛家慈爱天下的思想。又比如黄易的小说运用禅宗心性修炼工夫来

描述主人公武功修炼。而梁羽生的先生的小说则显示温正和雅，与情动人，又不以金庸先生

小说情节那样紧张，人心那样险恶，权力斗争那那样残酷。  

（欢迎讨论：Zoujianfeng@hutc.zj.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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