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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作品集 “三联版”序

我在小学时就爱读课外书。低年级时看《儿童画报》、

《小朋友》、《小学生》，后来看内容丰富的“小朋友文库”，再

似懂非懂地阅读各种各样章回小说。到五六年级时，就开始

看新文艺作品了。到现在，我还是喜爱古典文学作品多于近

代或当代的新文学。那是个性使然。有很多朋友，就只喜欢

新文学，不爱古典文学。

现代知识当然必须从当代的书报中去寻求。小学时代我

得益最多、记忆最深的，是我爸爸和哥哥所购置的邹韬奋先

生所撰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世界各地旅行记，以

及他所主编的《生活周报》（新的和旧的）。在童年时代，我

已深受邹先生和生活书店之惠。生活书店是三联书店的主要

组成部分，十多年前，香港三联书店就和我签了合同，准备

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我的小说，后因事未果。这次重行筹划，

由三联书店独家出版中国大陆地区的简体字本，我不但感到

欣慰，回忆昔日，心中充满了温馨之意。

撰写这套总数三十六册的《作品集》，是从一九五五年到

七二年，前后约十三、四年，包括十二部长篇小说，两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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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小说，一篇短篇小说，一篇历史人物评传，以及若干篇历

史考据文字。出版的过程很奇怪，不论在香港、台湾、海外

地区，还是中国大陆，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然后

再出版经我校订、授权的正版本。在中国大陆，在这次“三

联版”出版之前，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是经我授

权而出版了《书剑恩仇录》。他们校印认真，依足合同支付版

税。我依足法例缴付所得税，余数捐给了几家文化机构及支

助围棋活动。这是一个愉快的经验。除此之外，完全是未经

授权的。

不付版税，还在其次。许多版本粗制滥造，错讹百出。还

有人借用“金庸”之名，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我

不敢掠美；至于充满无聊打斗、色情描写之作，可不免令人

不快了。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台湾其他作家的作品而用

我笔名出版发行。我收到过无数读者的来信揭露，大表愤慨。

相信“三联版”普遍发行之后，可以制止这种种不讲道义的

行为。侠义小说的主旨是要讲是非、讲道义，可不能太过份

吧。

有些翻版本中，还说我和古龙、倪匡合出了一个上联

“冰比冰水冰”征对，真正是大开玩笑了。汉语的对联有一定

规律，上联的末一字通常是仄声，以便下联以平声结尾，但

“冰”字属蒸韵，是平声。我们不会出这样的上联征对。大陆

地区有许许多多读者寄了下联给我，大家浪费时间心力。

为了使得读者易于分辨，我把我十四部长、中篇小说书

名的第一个字凑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

碧鸳”。我写第一部小说时，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再写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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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第二部时，也完全没有想到第三部小说会用什么题材，更

加不知道会用什么书名。所以这副对联当然说不上工整，“飞

雪”不能对“笑书”，“白”与“碧”都是仄声。但如出一个

上联征对，用字完全自由，总会选几个比较有意义而合规律

的字。

有不少读者来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你所写的小说之

中，你认为哪一部最好？最喜欢哪一部？”这个问题答不了。

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

物、情节、感情，甚至是细节。”限于才能，这愿望不见得能

达到，然而总是朝着这方向努力，大致来说，这十五部小说

是各不相同的，分别注入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主要是感

情。我喜爱每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为了他们的遭遇而快乐

或悲伤，有时会非常悲伤。至于写作技巧，后期比较有些进

步。但技巧并非最重要，所重视的是个性和感情。

这些小说在香港、台湾都曾拍摄为电影和电视连续集，有

的还拍了三、四个不同版本，此外有话剧、京剧、粤剧等。跟

着来的是第二个问题：“你认为哪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改编演出

得最成功？剧中的男女主角哪一个最符合原著中的人物？”电

影和电视的表现形式和小说根本不同，很难拿来比较。电视

的篇幅长，较易发挥；电影则受到更大限制。再者，阅读小

说有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过程，许多人读同

一部小说，脑中所出现的男女主角却未必相同，因为在书中

的文字之外，又加入了读者自己的经历、个性、情感和喜憎。

你会在心中把书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的情人融而为一，而别

人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电影和电视却把人物的形象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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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观众没有自由想像的余地。

武侠小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长期传统。中国最早的武

侠小说，应该是唐人传奇中的《虬髯客传》、《红线》、《聂隐

娘》、《昆仑奴》等精彩的文学作品。其后是《水浒传》、《三

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等。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更

加重视正义、气节、舍己为人、锄强扶弱、民族精神、中国

传统的伦理观念。读者不必过份推究其中某些夸张的武功描

写，有些事实上不可能，只不过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聂

隐娘缩小身体潜入别人的肚肠，然后从他口中跃出，谁也不

会相信是真事，然而聂隐娘的故事，千余年来一直为人所喜

爱。

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

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

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

《鹿鼎记》中特别明显。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

藏任何一族之人。即使在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

角陈家洛后来也皈依于回教。每一个种族、每一门宗教、某

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

坏的大官，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书中汉人、满人、契

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坏人。和尚、道士、喇

嘛、书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有些读

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好坏分明，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

体，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

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宋

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汉族和契丹、蒙古、满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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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有激烈斗争；蒙古、满人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小说

所想描述的，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

的观念去衡量。我写小说，旨在刻画个性，抒写人性中的喜

愁悲欢。小说并不影射什么，如果有所斥责，那是人性中卑

污阴暗的品质。政治观点、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人

性却变动极少。

小说写成后曾有过不少改动和增删，但失误和不足之处

不免仍旧很多。我把每一位读者都当是朋友。朋友们的指教

自然永远是欢迎的。

金 庸
一九九四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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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玄铁令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 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李白这一首《侠客行》古风，写的是战国时魏国信陵君

门客侯嬴和朱亥的故事，千载之下读来，英锐之气，兀自虎

虎有威。那大梁城邻近黄河，后称汴梁，即今河南开封。该

地虽然数为京城，却是民风质朴，古代悲歌慷慨的豪侠气概，

后世迄未泯灭。

开封东门十二里处，有个小市镇，叫做侯监集。这小镇

便因侯嬴而得名。当年侯嬴为大梁夷门监者。大梁城东有山，

山势平夷，称为夷山，东城门便称为夷门。夷门监者就是大

梁东门的看守小吏。

这一日已是傍晚时分，四处前来赶集的乡民正自挑担的

挑担、提篮的提篮，纷纷归去，突然间东北角上隐隐响起了

马蹄声。蹄声渐近，竟然是大队人马，少说也有二百来骑，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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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奔腾，乘者纵马疾驰。众人相顾说道：“多半是官军到了。”

有的说道：“快让开些，官兵马匹冲来，踢翻担子，那也罢了，

便踩死了你，也是活该。”

猛听得蹄声之中夹杂着阵阵胡哨。过不多时，胡哨声东

呼西应、南作北和，竟然四面八方都是哨声，似乎将侯监集

团团围住了。众人骇然失色，有些见识较多之人，不免心中

嘀咕：“遮莫是强盗？”

镇头杂货铺中一名伙计伸了伸舌头，道：“啊哟，只怕是

我的妈啊那些老哥们来啦！”王掌柜脸色已然惨白，举起了一

只不住发抖的肥手，作势要往那伙计头顶拍落，喝道：“你奶

奶的，说话也不图个利市，甚么老哥小哥的。当真线上的大

爷们来了，哪还有你……你的小命？再说，也没听见光天化

日有人干这调调儿的！啊哟，这……这可有点儿邪……”

他说到一半，口虽张着，却没了声音，只见市集东头四

五匹健马直抢了过来。马上乘者一色黑衣，头戴范阳斗笠，手

中各执明晃晃的钢刀，大声叫道：“老乡，大伙儿各站原地，

动一下子的，可别怪刀子不生眼睛。”嘴里叱喝，拍马往西驰

去。马蹄铁拍打在青石板上，铮铮直响，令人心惊肉跳。

蹄声未歇，西边厢又有七八匹马冲来，马上健儿也是一

色黑衣，头戴斗笠，帽檐压得低低的。这些人一般叱喝：“乖

乖的不动，那没事，爱吃板刀面的就出来！”

杂货铺那伙计嘿的一声笑，说道：“板刀面有甚么滋味

……”这人贫嘴贫舌的，想要说句笑话，岂知一句话没完，马

上一名大汉马鞭挥出，甩进柜台，勾着那伙计的脖子，顺手

一带，砰的一声，将他重重摔在街上。那大汉的坐骑一股劲

３侠 客 行 上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侠客行（上)》金庸 著.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4396.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