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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金庸诞辰百年。金庸先生是著名的武侠小说家、著名报人和社会活动家。他的武侠
小说创作开风气之先，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形式新想象，为全世界的华文
读者筑造了一座繁茂的精神家园。日前，为了纪念这位武侠小说巨擘，浙江嘉兴、中国香港以及
北京、天津等地开展了一系列金庸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人们以此探讨研究金庸作品，追忆金庸武
侠小说中那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和永不褪色的侠义精神及其对华语世界的深远影响，以传承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期讲坛邀请中国武侠文学学会会长刘国辉讲述金庸及其武侠小说中所蕴含
的现代意义。 ——编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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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意识和现代性思维超前意识和现代性思维

作品体现出的现代意义，源于作
家本身思想观念的现代性，司马迁著
《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
之离骚”，流传千古，在于其既能够
承继父业，克绍箕裘，不负“太史
公”之名，以信笔忠实记录历史，开
创纪传体史书先河；又能够超出当时

“太史令”的时代局限，把自己人生
的苦难化为诗意的吟唱，投入到他理
想的传记人物身上，甚至率先为游
侠、刺客立传，使史官笔下的史书增
添了诗人抒情的浪漫，成就“史家绝
唱”。这种超越时代的创作观念，使
得司马迁的“史、诗一笔”如同史书

“金镶玉”，为中国史书打下了“真与
诗”的基础，不但为后世史学家所效
法，更成为文学家的圭臬。

回到金庸，我们都知道，他的武
侠小说创作开始于1955年，是不得
已而为之，那时梁羽生创作两部武侠
小说后一时不愿再写，坚决休息。
《新晚报》 总编辑罗孚才找到金庸，
以“上级命令”的形式要求他必须
写，金庸被“赶鸭子上架”，才有了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
鸳”系列武侠和金大侠。从这个意义
上说，没有梁羽生的开创新派武侠和

“偷懒罢工”、没有罗孚的“压迫”，
也许就没有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武
侠小说创作起步虽然比梁羽生晚两
年，但是他和梁羽生一样有非常好的
创作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深厚
积累、职业新闻人的敏锐、职业译者
的外国文学修养与视野、电影人的创
作及评论素养、经历抗日战争的家国
情怀等等。如果按照梁羽生的说法

“梁羽生是传统名士型，金庸是洋才
子型”，金庸在外国文学修养和影视
创作心得方面的文化素养，是金庸创
作观念中现代性的重要来源——外国
文学艺术思维的沁润、对戏剧影视的
矛盾冲突的稔熟无疑扩展了金庸创作
观中的现代性视野，提高了其武侠小
说中最重要的讲故事和结构布局的能
力，使得《书剑恩仇录》起步不凡，
令读者眼前一亮。第一部武侠小说连
载的成功，促使金庸在这条道路上一
发不可收拾，大作迭出。

这之后，他创办《明报》，经营
管理能力逐步提高的同时也对团体意
识和团队构建有更加刻骨铭心的体
会，对以读者为中心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写武侠同时写社论，训练出形象
与观念的有效切换，对社会的认识和
洞察超越以往，思想愈发深邃；加之
爱情婚姻的变化，感情生活的波折，
丰富了旧有的爱情观念，无论是刻骨
铭心还是丰富多彩，都会和前面几种
经历交错叠加，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
在小说创作之中，使其创作观念越来

越冲破传统的单一和固化，加深了现
代性的烙印。金庸武侠小说创作至少
在以下三个方面充分体现出创作观念
的现代性，这是他武侠小说超出侪辈
的重要原因。

一是兼具市场意识和传播理念，
以读者为中心。新派武侠小说缘起于
报纸连载，虽然民国时期旧派武侠小
说也同样在报纸上连载，但是由于报
纸的影响力和读者文化水平的普及度
不同，对于报纸的关注度也大不一
样。彼时香港市民阶层人口占比份额
强大且文化繁荣，同一时期内地市民
文化尚有禁锢，这都使香港成为那个
时代华语世界武侠言情等通俗小说的
最后一片乐土。正是由于武侠小说的
连载，使《新晚报》订阅量飙升；也
正是由于连载的效果，使金庸有信心
自立门户，创建《明报》并迅速获得
成功。这种经营和写作两方面的深刻
体会，不能不使金庸加深市场经济的
意识，以及对作品传播的深刻理解。
他清醒地树立了以读者为中心的创作
理念，把自己和读者的家国情怀、感
情纠纷、生活波折一起代入武侠小说
创作，小说中的喜乐哀怨、歌哭感慨
不知不觉地成为作者和全体读者的嬉
笑怒骂，引发强烈的共鸣。这种具有
现代小说意识的代入感和传统小说借
简单包袱、“且听下回分解”等吸引
读者的创作方式具有本质区别。由此
终其一生，金庸都在以读者为中心进
行创作（也包括进行修改）、进行经
营。“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
武侠小说”，正是金庸创作观念中具
有的超前意识和现代性思维才使之水
到渠成，达到新的高度。

二是彰显小说之“兴”，写出
“社评”之未能尽言者、言不尽意
者。“兴观群怨”是中国传统诗论语
境下文学社会功能和美学作用的出发
点，“兴”往往更多地用于诗，其实
小说同样具有比兴手法和作用。尤其
是武侠小说，说到底是披着叙事外衣
的浪漫主义和抒情结合的产物，所以
才被看作是“成年人的童话”。用故
事展示理想，用情节抒发情感，更能
打动大众读者，也是小说抒情的现代
性体现。这一点金庸的武侠小说发挥
得淋漓尽致——是史诗的又是抒情
的，让读者欲罢不能，甚至达到所谓
的“把青春贡献给了金庸”黑洞一样
的吸引力。值得强调的是，金庸“左
手社评右手武侠”的特殊经历，更使
他能够在武侠小说中把自己在社论中
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说了又说不痛快
的话、皮里阳秋含沙射影的话，在武
侠小说中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给小
说增添了诗意的、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的、同时也是无法抵挡的审美力量。
每当读到金庸小说中周伯通施展左右
互搏之术时，我的脑海中就会不自觉
地出现金庸“左手社评右手武侠”的
镜像。

三是“金盆洗手”的毅然决然与
终其一生的经典化追求的特殊意义。
现代性的根本要义是超越以往，不断
创新。金庸作为武侠小说家不但超越
了以前的武侠小说，更难能可贵是实
现了自己创作的小说作品一部更胜一
部的奇迹。文学需要创新，作为文学
家让自己的作品越写越好，后来居
上，恐怕是所有有理想的大作家一生
追求的梦想，但却鲜有人达到。在当
代文学创作中，金庸武侠小说可以说
是绝无仅有的个例，从 《书剑恩仇
录》起步，15部作品后一部都超越
了前一部，没有起伏，没有倒退，芝
麻开花节节高，到《鹿鼎记》完美收
官，既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
华，又吸纳了世界现代自由民主的观
念，在思想的辩证性、展示人性的深

刻性、技巧的自如性、艺术的震撼性
等方面都达到了他自己小说创作的
——当然也是当代小说创作的最高境
界，从而“金盆洗手”，不再创作武
侠小说。这是大手笔，确实令人叹为
观止。纵观现当代文学作家，能够认
识到自己的创作不再超越自己以前的
小说，断然在创作顶峰停止写作小说
的作家寥寥无几。不仅如此，退出武
侠创作江湖的金庸，又进一步给读者
带来一份新的惊喜，那就是大规模、
花费漫长时间和巨大精力去修改自己
的全部武侠小说作品，这是对因报纸
连载重时效性给作品带来诸多漏洞而
采取的补救措施，更是金庸对作品负
责的精神和追求作品经典化执念的具
体体现。这种可贵的“执念”，使金
庸在有生之年，在旧有的武侠文学风
格流派基础上，再上层楼，打破了世
俗和学院派对通俗文学的偏见，让面
向大众的通俗文学直接升堂入室。中
外文学史上普遍存在一个规律，占据
主流阵地的文学形态以经典自居，对
新兴的通俗文学拒之门外，所以产生
众多的“经典往往在百年之后”的文
学现象，到金庸这里才从创作实践和
理论上超越了武侠小说只被大众读者
喜欢的现象。其作品获得学术界的认
可，成为新的经典，不单是武侠小说
的经典，也不仅是通俗文学的经典，
而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毋庸置疑
既进入大学课堂，又入选中学课本。
金庸15部武侠小说，以其高超的艺
术性，为通俗文学正名，堪称不世之
功。

现代表现手法的艺术魅力现代表现手法的艺术魅力

小说是语言艺术，金庸小说中呈
现的现代意义首先表现为其超越了之
前所有通俗小说表现出的艺术高度，
尤其是在人物塑造、故事情节、结构
组织、细节描绘等方面，体现出高超
的、具有现代表现手法的艺术魅力，
令读者如醉如痴，爱不释手，甚至废
寝忘食。

一、典型人物性格的多元、丰富
与立体化。文学是人学，小说更是最
擅长完美塑造人物的语言艺术形式。
金庸高度强调人物形象的塑造，曾经
说：“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

造人物……我希望写出的人物能够生
动，他们有自己的个性，读者看了印
象深刻。”金庸以如椽巨笔为中国当
代文学史留下一系列典型形象。侠之
大者的郭靖、大侠中的大侠萧峰、反
抗一切陈旧传统的杨过、追求个性自
由的令狐冲、“反武侠”的韦小宝，
还有一系列千姿百态的女性典型等
等。一个作家能够创造出一两个会在
文学史留下来的典型形象已经足以自
豪，金庸却给文学史留下了系列光彩
照人的典型。无论世界文学史还是中
国文学史，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必须
首先在人物性格的上超越传统的单一
和扁平，达到丰满立体，放射出耀眼
的光芒。

二、故事情节、小说结构曲折繁
复变幻却又丝丝入扣，魅力无穷。小
说本意是传奇，主要靠故事和情节推
动；进入成熟期的现代小说，其标志
就是超越单一的故事情节和简单二
维、三维结构模式。金庸的武侠小说
故事情节往往是奇幻之中又有奇幻，
令人拍案叫绝，如《神雕侠侣》情节
的波澜起伏，虽以情感作为主线，但
变化莫测，峰回路转，跌宕起伏，一
个高峰又接着一个高峰；再如《天龙
八部》，更是长篇小说结构巅峰之
作，宋、辽、大理、金、西夏、吐
蕃、大燕国七国大交兵，作者却娓娓
道来，紧针密线，环环相扣，波波相
连，惊叹不断。正如冯其庸先生所
言：“古往今来，情节之离奇变幻若
此，而又真实可信引人入胜若此，创
作之长篇巨论而又精警出尘若此，恕
我见闻鄙陋，觉得就中国古今小说来
说，还无第二人。”

三、创新与超越。创新超越传
统，现代启迪未来。金庸武侠小说在
艺术上展示出的现代意义还有很多，
比如细节的描摹纤毫毕现，武功的设
计与人物性格高度统一密不可分、与
人物情感起伏息息相关，景色描写与
感情表达的相得益彰、互为衬托等
等，这些方面的评论、著述很多，不
再细述。

既是传统的现代的也是未来的既是传统的现代的也是未来的

文学作品艺术表现形式的高超固
然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是成功和
成为经典的重要因素，但是优秀文学
作品同时更需要丰富厚重的思想内容
来支撑。金庸的武侠小说以浪漫主义
的笔法和超越现实的理想，反映百年
中国的时代巨变，核心精神内容和时
代同步，虽然以通俗武侠小说的形式
展现，却是作家面对时代大潮的反
思、探索、批判和追寻。由于金庸丰
富的人生经历、渊博的知识结构、深
邃的思想，以及不断探寻社会发展规
律和人类精神境界的追求，表现出一
种厚重博大的，既是传统的、现代
的、也是立足未来的思想境界，这是
其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的根本
原因。

第一，辩证的思维方式超越了传
统文化的观念。金庸小说的内容首先
是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主旨
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侠义思
想、传统美德，这在他的第一部小说
《书剑恩仇录》里就彰显无遗，但是他
并没有简单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随着
不断追求和创新，他的思辨精神越来
越强，观察反映社会、人性、历史问题
的角度越来越多元、越来越辩证，当然
也越来越全面，思想性越来越强，其作

品树立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精神根
基（《射雕英雄传》）后，渐渐冲破超越了
儒家传统的落后礼教观念（《神雕侠
侣》）、狭隘的民族思想（《天龙八部》）、简
单的正邪观念（《笑傲江湖》）、鄙陋的传
统政治历史观（《鹿鼎记》）等，这和作者
本人的辩证思维方式密不可分，也是一
个文学大师特殊的优秀品质。

第二，自由思想和独立批判精神启
迪未来。严家炎先生说：“最能说明金
庸小说富有现代意识的，也许还是他作
品中潜藏的那种独立批判精神。”此言
一语中的，堪称不刊之论。自由思想、
独立精神一直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义，
金庸用其作品中的系列武侠形象诠释了
这种精神，杨过、张无忌、令狐冲等等都
具有这种可贵的精神，即便他们没有更
多的知识，也不能叫做知识分子。这是
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礼失求诸野，知识
分子缺失的风骨和批判精神，在金庸笔
下的侠义英雄处却得以保存甚至弘扬，
从这里我们似乎能够豁然开朗，认识到
了司马迁为游侠、刺客列传的本意，洞察
其苦心，也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有了进一
步理解。金庸小说中这种现代精神和意
识的存在，不但是其作品超越一般通俗
小说成为经典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意
义是其精神内核会超越现代，启发未来，
永久留存，具有后现代的意味。

第三，金庸小说对寓言、哲学、宗
教和人类生存意义的终极探索。小说以
故事和形象反映世界、阐释人生，作为浪
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武侠小说，更是靠
情节推动，似乎有了故事就有了一切。
金庸小说的不凡是在故事的精彩、人物
的典型之上，对人生和社会给予哲学的
审视和观照，赋予其作品人物更多的超
越世俗且关注终极生存意义的探寻和思
考，关乎善与恶的纠结、正与邪的交融、
庄严和滑稽的转化、文化与无知的统一、
出身和命运的身不由己等等。其作品从
历史到现实、从理想到宗教、从人性到制
度、从寓言到哲学，超越了儒释道思想的
许多格障，上升到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
兼顾社会群体意志和个人自由发展的全
新境界和高度。这是对人类生存意义终
极目标做出的大胆的形象的探索，是正
剧亦是悲剧，是悲剧更是喜剧，是对屈原
远古“天问”的当代回声。

侠义精神侠义精神，，中华文化的瑰宝中华文化的瑰宝

百年金庸，千年武侠。金庸通过武
侠小说，把中华五千年文明中一直不绝
如缕的侠义文化精神提炼为“为国为
民，侠之大者”，并且普及深入到广大
普通读者之内心，化为精神追求之一
种，功莫大焉。侠义精神，是中华文化
的瑰宝，今天，我们同样需要它，并要
创新发展“侠义精神”的理念，使其葆
有现代意识。

一、侠义精神源远流长，不绝如
缕。中华传统文化中，自从“轻财轻
生”的侠气质和行为产生以后，侠的精
神就在历朝历代被总结、被遵循、被弘
扬，虽然其含义和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
不断变化和丰富，但其核心内容“轻财
利他守信”始终贯穿其中，从先秦到当
代，万变不离其宗，成为中华传统文化
精神中重要的一脉，有时甚至超越了不
同的人群、阶层、党派，闪耀着熠熠光
辉。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第一展
厅墙上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中，就有

“守诚信，崇正义”“言必信，行必果”
“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等有关侠义精
神的罗列，清楚表明侠义精神先进的一
面已经被我们吸纳继承。新的时代，社

会更需要侠义精神：当老人跌倒被毫不
犹豫扶起，当生活遇到困难被施以援
手，当突然遇到危险有人奋不顾身，当
面对不公有人拍案而起，当个别带着私
利的强权高压来临时坚决抗争，等等，
我们都会为这种侠义精神所感动和激
励，并为之鼓与呼，更愿意自己也成为
其中的一员，积极投入，可见侠义在你
我，侠义在民间。金庸说“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我们还要说“侠之存者，
助他人、为百姓，侠义恒久远”。

二、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优秀载
体。金庸读书万卷，具有丰赡广博的知
识，其武侠小说中“琴棋书画诗酒花，
柴米油盐酱醋茶”应有尽有，包罗万
象。正如冯其庸所说：“他的作品中所
蕴含的文化、历史、民族、民俗、宗
教、艺术、山川、地理等等的内涵十分
丰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生动鲜
活形象的读本，是中国故事的最好范
本，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可以当作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的入门津梁，会因为读者群
体的广大而呈现出更特殊的价值。

三、优雅简洁的语言可视为汉语标
杆，精彩绝伦的故事是回归或坚持书本
阅读的最好媒介。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是经典文学作品
的基础，金庸的语言在生动形象之外，
更具备汉语的简洁典雅、流畅自然，在
这个网络语言疯狂侵蚀规范汉语的时
代，阅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无疑给年轻
人的语言学习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在倡
导全民阅读的当下，如何让年轻的“迷
屏一代”更多地走出网络，关注纸质图
书、阅读纸质图书，已是一个必须面对
的社会问题。如果充分利用好金庸作品
这样情节曲折、吸引力强的武侠小说，
或许能把更多的年轻读者拉回到纸质阅
读上来，至少我们可以期待。

四、知识产权价值的宝库。金庸武
侠小说创造并储备了最大的知识产权，
可谓是知识产权的渊薮，铺就了当代文
学创作知识产权开发和经济价值实现的
宽广之路。金庸15部武侠小说，由于
读者多、传播广，更由于其经典性，流
传时间长，具有无限的和电影、电视、
广播、短视频、戏剧、游戏、美食、服
饰、文化旅游等相结合开发的空间，值
得去探讨和挖掘。关于紧跟时代步伐，
与数字科学技术深度结合，深入而立体
地全方位开发“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
神侠倚碧鸳”的 IP，这点可以向 《哈
利·波特》 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开发学
习，勇于创新，大胆开拓，这不单是经
济效益多少的问题，更是中华传统文化
的弘扬和民族文化走向世界、融入世界
的大问题。

（主讲人刘国辉系中国武侠文学学
会会长）

伴随着2024年金庸百年诞辰，一股“金色旋风”在春天席卷，从
大江南北到海峡两岸，从金庸出生地、家乡嘉兴海宁刷屏全网的金庸
百年纪念研讨会和纪念展，到他仙逝之地举办的全港6个月系列纪
念活动，还有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高规格纪念活动，以及中国台湾
正积极筹备的下半年十月份将在台北举行的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
会……这些纪念活动，其规模和参与人数可以说是对一个在当代仅
诞辰百年且已过世五年的杰出华人的最高待遇。如果从自发性、普遍
性角度来说，作为文学家的金庸受到读者如此礼敬甚至堪称前无古
人！关于金庸的武侠小说的思想性、艺术性等等，讨论颇多，评论多
多，早有追赶“红学”态势的“金学”，已经帮助金庸武侠小说确立了无
可撼动的地位。

毫无疑问，金庸武侠小说已经成为小说的经典，这种经典性首先
是继承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艺术表达方式而来，从太史公司马

迁的《游侠列传》，到唐传奇中“有意为小说”
者的武侠小说，再到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

传》等等，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和侠义精神
血脉如汩汩流淌的河流，为金庸提供
了丰富的滋养。但是其作品达到出类
拔萃的境界，主要是由于其15部武侠
小说更具有丰富的现代意义，这才是
他的小说“独步武林”的重要原因。我
们以前对这方面的关注还不够，还需

要系统深入研究。
现代性、现代意义、现代价值用于思

想史、文化史、文学史都有不同的意义，侧
重点不同，使用对象也有细微区别，用几
部专著恐怕都难以说清，这里不做讨论，

这里所指“现代”只取用其普通意义：超
越传统、启迪未来。用于人和
观念侧重使用“现代性”，用于
文化侧重使用“现代意义”，用
于现实和经济相关侧重使用

“现代价值”。

刘国辉刘国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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