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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要说金庸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大小说家之一，是中国第一流的小说艺术大师，恐不免有些
惊世骇俗。
然而事实上恐怕就是如此。
金庸的小说固然是娱乐性的游戏之作，同时也是精妙的文学艺术。
我曾经说过，金、梁、古虽然并称为海外新武侠小说创作的三大家，然而金庸这一家比梁羽生、古龙
两家却又超出很多，几不可同日而语。
梁、古虽好，总不过是将武侠小说写到了较高的水准，而金庸的小说则是大大地突破了武侠小说的成
就的极限。
金庸小说的艺术成就，是不能在武侠小说的世界中得到完满的解释的。
正如古人所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这就是世上只有“金学”而没什么“梁学”或“古学”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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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庸的小说确确实实、地地道道的是武侠小说、通俗文学、娱乐游戏，其中充斥了虚构夸张、刀光剑
影、奇幻怪诞。
金庸自己也说他写小说是“自娱而且娱人”，是写着玩的，让人看着玩儿的。
    但是金庸的小说又确确实实、地地道道的玩出了高水平，玩出了新花样，玩出了高境界，玩出了巨
大的艺术成就。
    问题便在这里了。
我们必须证明：游戏可以是艺术，或艺术可以是游戏。
否则我们的研究也就不大好“玩儿”啦。
    这就牵涉到上面所说的第二个难点：中国人的文化观念的难点。
    中国是一大文明古国，全世界了解中国人、尤其是了解中国汉民族的人，都知道中国汉民族是一个
老成持重、严肃端庄的民族，这是一个少年老成的民族。
至少这个民族的理想人格是老成持重、严肃端庄、少年老成的。
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上，甚至在这个民族的远古神话与传说中，酒神及其酒神精神是不存在的。
这个民族甚至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神话，甚至自它的幼年时期开始，便学会了用理智的、现实的、成
熟的成年人的目光来打量这个世界。
汉民族也没有童年史诗，“子不语怪力乱神”成了它的铭文。
这个民族是不能欣赏游戏、不重视游戏、不承认游戏在人生及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
至少，在汉民族历史上，持有“正统”观念的社会高层人士是这样的。
所以当小说这种东西开始出现后，汉民族的圣人孔子将它定性为：“君子不为也”。
因为小说这种玩艺儿是街谈巷语，是引车卖浆者之流的一种娱乐形式，所以“君子不为”。
同时也成了我们民族的文化观念的——正统的、主流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观念的——核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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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墨，安徽省望江县人。
1960年生，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
现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1986—1990年间发表过大量文学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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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武侠小说论》、《细读神雕：问世间情为何物》、《拍摄秘笈》、《武侠文宗：金庸小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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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论》、《费穆电影论稿》、《中国武侠电影论》、《中国武侠电影史》、《中国百年电影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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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抽象与形象在金庸小说的人物画廊中，不仅有各式各样的个性鲜明的人物，而且还有用各式各样的画
法绘制而成的不同形态人物。
正如我们在一个大型人物画展上，不仅能看到写实的人物，还能看到漫画的人物、写意的人物，变型
的人物乃至完全抽象的人物。
金庸的武侠小说越写越“邪门”，这是人所共知的，正、邪之间的分别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模糊，使
之大大的不同于常规的武侠小说模式，也与一般读者的接受心理有很大的差异。
为此金庸的小说遭到一些传统的正派人士的非议，认为他在搞“阶级调和”乃至有些“善恶不分”。
其实当然不是这样的。
这样的写法正是金庸小说的个性特色及其思想艺术成就之所在，因为它超越了简单的道德判断，而揭
示了更为深广丰厚的人性内容，同时它打破了武侠小说及通俗文学的传统模式，创造出了自己的独特
艺术世界。
看起来金庸的小说“侠气渐消，邪气见涨”，实际上是人陛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而理想人格模式及其
简单化的道德判断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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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书曾以《金庸小说艺术论》和《艺术金庸》为名，由大陆的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和台湾云龙出版社[
知书房]出版过。
这一次重新扫描校对，并没有对当年的书稿进行大幅度的修订，只是对一些不该用的标点符号、语词
进行了改正；再一点就是将那些引述过多的段落、或重复引述的段落删除了。
所谓校对和修订，不过是做了一点清洁工作。
若说要改，十几年前写的书，当然有许多可以改动或需要改动的地方。
为了尊重历史，还是决定大致上保持原貌。
我想读者都明白，这不是我固执己见。
这本书是在1992年至1993年间写成的。
当时我一边写作，一边为我太太从外地调动到北京而奔波努力。
那时候我们俩分居两地已经八年，终于看见了夫妻团聚在北京的曙光。
在写完这部书稿的时候，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所以在当年的“后记”中，写了我的“爱情故事”和我对我太太的思念。
这些对我固然十分重要，但与本书的内容和写作却没有关系。
所以，这里就不再多说。
这部书仍是用钢笔写成，那时候许多先行者已经用电脑写作了，但我还没有使用，怕在电脑上无法保
持自己的写作热情和写作习惯。
因此，要重新出版这部书的时候，就要扫描成电子文档，然后再进行校对。
这件事我到现在也还不大会，只好像往常一样，请求我的内弟朱一多帮忙。
由他将书稿扫描出来，初步识别，然后再由我来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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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金庸》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有一位金迷朋友，同意我的“金庸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少有的小说艺术大师”之说，问了我一个很
有趣的问题：金庸能不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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