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侠客行（上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侠客行（上下）>>

13位ISBN编号：9787546206165

10位ISBN编号：7546206162

出版时间：2012-8

出版时间：广州出版社

作者：金庸

页数：全2册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侠客行（上下）>>

前言

《金庸作品集》序    小说是写给人看的。
小说的内容是人。
    小说写一个人、几个人、一群人或成千成万人的性格和感情。
他们的性格和感情从横面的环境中反映出来，从纵面的遭遇中反映出来，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关系
中反映出来。
长篇小说中似乎只有《鲁滨逊飘流记》，才只写一个人，写他与自然之问的关系，但写到后来，终于
也出现了一个仆人“星期五”。
只写一个人的短篇小说多些，写一个人在与环境的接触中表现他外在的世界，内心的世界，尤其是内
心世界。
    西洋传统的小说理论分别从环境、人物、情节三个方面去分析一篇作品。
由于小说作者不同的个性与才能，往往有不同的偏重。
    基本上，武侠小说与别的小说一样，也是写人，只不过环境是古代的，人物是有武功的，情节偏重
于激烈的斗争。
任何小说都有它所特别侧重的一面。
爱情小说写男女之间与性有关的感情，写实小说描绘一个特定时代的环境，《三国演义》与《水浒》
一类小说叙述大群人物的斗争经历，现代小说的重点往往放在人物的心理过程上。
    小说是艺术的一种，艺术的基本内容是人的感情，主要形式是美，广义的、美学上的美。
在小说，那是语言文笔之美、安排结构之美，关键在于怎样将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某种形式而表现出
来。
什么形式都可以，或者是作者主观的剖析，或者是客观的叙述故事，从人物的行动和言语中客观的表
达。
    读者阅读一部小说，是将小说的内容与自己的心理状态结合起来。
同样一部小说，有的人感到强烈的震动，有的人却觉得无聊厌倦。
读者的个性与感情，与小说中所表现的个性与感情相接触，产生了“化学反应”。
    武侠小说只是表现人情的一种特定形式。
好像作曲家要表现一种情绪，用钢琴、小提琴、交响乐或歌唱的形式都可以，画家可以选择油画、水
彩、水墨或漫画的形式。
问题不在采取什么形式，而是表现的手法好不好，能不能和读者、听者、观赏者的心灵相沟通，能不
能使他的心产生共鸣。
小说是艺术形式之一，有好的艺术，也有不好的艺术。
    好或者不好，在艺术上是属于美的范畴，不属于真或善的范畴。
判断美的标准是美，是感情，不是科学上的真或不真，道德上的善或不善，也不是经济上的值钱不值
钱，政治上对统治者的有利或有害。
当然，任何艺术作品都会发生社会影响，自也可以用社会影响的价值去估量，不过那是另一种评价。
    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的势力及于一切，所以我们到欧美的博物院去参观，见到所有中世纪的绘
画都以圣经为题材，表现女性的人体之美，也必须通过圣母的形象。
直到文艺复兴之后，凡人的形象才在绘画和文学中表现出来，所谓文艺复兴，是在文艺上复兴希腊、
罗马时代对“人”的描写，而不再集中于描写神与圣人。
    中国人的文艺观，长期来是“文以载道”，那和中世纪欧洲黑暗时代的文艺思想是一致的，用“善
或不善”的标准来衡量文艺。
《诗经》中的情歌，要牵强附会地解释为讽刺君主或歌颂后妃。
陶渊明的《闲情赋》，司马光、欧阳修、晏殊的相思爱恋之词，或者惋惜地评之为白璧之玷，或者好
意地解释为另有所指。
他们不相信文艺所表现的是感情，认为文字的唯一功能只是为政治或社会价值服务。
    我写武侠小说，只是塑造一些人物，描写他们在特定的武侠环境(古代的、没有法治的、以武力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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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争端的社会)中的遭遇。
当时的社会和现代社会已大不相同，人的性格和感情却没有多大变化。
古代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仍能在现代读者的心灵中引起相应的情绪。
读者们当然可以觉得表现的手法拙劣，技巧不够成熟，描写殊不深刻，以美学观点来看是低级的艺术
作品。
无论如何，我不想载什么道。
我在写武侠小说的同时，也写政治评论，也写与哲学、宗教有关的文字。
涉及思想的文字，是诉诸读者理智的，对这些文字，才有是非、真假的判断，读者或许同意，或许只
部份同意，或许完全反对。
    对于小说，我希望读者们只说喜欢或不喜欢，只说受到感动或觉得厌烦。
我最高兴的是读者喜爱或憎恨我小说中的某些人物，如果有了那种感情，表示我小说中的人物已和读
者的心灵发生联系了。
小说作者最大的企求，莫过于创造一些人物，使得他们在读者心中变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艺术是创造，音乐创造美的声音，绘画创造美的视觉形象，小说是想创造人物。
假使只求如实反映外在世界，那么有了录音机、照相机，何必再要音乐、绘画？
有了报纸、历史书、记录电视片、社会调查统计、医生的病历纪录、党部与警察局的人事档案，何必
再要小说？
    一九八六·二·六  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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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说中的侠客岛每十年派出赏善罚恶二使来中原，强邀武林各派掌门人赴岛喝腊八粥，而去了侠客岛
的掌门人又个个杳无音信⋯⋯自小无名无姓、被唤作“狗杂种”的少年石破天因外出寻母而意外得到
玄铁令，糊里糊涂地学武功，糊里糊涂地被人当成长乐帮帮主，又糊里糊涂地代接赏善惩恶令前往侠
客岛⋯⋯大巧反成大拙，大愚才是大智。
石破天用他离奇的经历讲述了一个“吃亏是福”的道理。

《侠客行》一反金庸大部分作品的路子，既无明确的时代背景，也没有宏大的场面，写爱情也只是浮
光掠影，除了石破天之外，人物描写也只是点到即止，因此比起金庸的其他许多作品来，一向较为读
者所忽视。
其实《侠客行》恰恰体现了金庸作品的返璞归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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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庸（1924年2月6日—），香港“大紫荆勋贤”。
原名查良镛，江西省婺源县人，出生于浙江海宁，当代著名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
《香港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
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被普遍誉为武侠小说作家的“泰山北斗”，更有金迷们尊称
其为“金大侠”或“查大侠”。

1937年，金庸考入浙江一流的杭州高中，离开家乡海宁。
1939年金庸15岁时曾经和同学一起编写了一本指导学生升初中的参考书《给投考初中者》，畅销内地
，这是此类书籍在中国第一次出版，也是金庸出版的第一本书。
1941年日军攻到浙江，金庸进入联合高中，那时他17岁，临毕业时因为写讽刺黑板报《阿丽丝漫游记
》被开除。
另一说是写情书.1944年考入重庆国立政治大学外文系，因对国民党职业学生不满投诉被勒令退学，一
度进入中央图书馆工作，后转入苏州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学习国际法。
抗战胜利后回杭州进《东南日报》做记者，1948年在数千人参加的考试中脱颖而出，进入《大公报》
，做编辑和收听英语国际电讯广播当翻译。
不久《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南下到香港。

建国不久，金庸为了实现外交家的理想来到北京，但由于种种原因而失望地回到香港，从而开始了武
侠小说的创作。

从五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金庸共写武侠小说15部，1972年宣布封笔，开始修订工作。

1981年后金庸数次回大陆，先后受到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的接见，1985年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
会委员，1986年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1989年辞去基本法委员职
务，卸任《明报》社长职务，1992年到英国牛津大学当访问学者，1994年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
席职务。
1999-2005年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金庸博学多才。
就武侠小说方面，金庸阅历丰富，知识渊博，文思敏捷，眼光独到。
他继承古典武侠小说之精华，开创了形式独特、情节曲折、描写细腻且深具人性和豪情侠义的新派武
侠小说先河。
举凡历史、政治、古代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电影等都有研究，作品中琴棋书画、诗词典章、天
文历算、阴阳五行、奇门遁甲、儒道佛学均有涉猎，金庸还是香港著名的政论家、企业家、报人，曾
获法国总统“荣誉军团骑士”勋章，英国牛津大学董事会成员及两所学院荣誉院士，多家大学名誉博
士。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侠客行（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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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李白这一首《侠客行》古风，写的是战国时魏国信陵君门客侯赢和朱亥的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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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地虽数为京城，却民风质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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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镇便因侯赢而得名。
当年侯赢为大梁夷门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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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初一十五，四乡乡民到镇上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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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隐隐响起了一阵马蹄声。
蹄声渐近，竟是大队人马，少说也有二百来骑，蹄声奔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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唿哨。
过不多时，唿哨声东呼西应、南作北和，竞四面八方都是哨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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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老哥小哥的。
当真线上的大爷们来了，哪还有你⋯⋯你的小命？
再说，也没听说光天白日就有人干这调调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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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乡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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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蹄铁踹在青石板上，铮铮直响，可令人心惊肉跳。
    蹄声未歇，西边厢又有七八匹马冲来，马上健儿也一色黑衣，头戴斗笠，帽檐压得低低的。
这些人一般叱喝：“乖乖地不动，那就没事，爱吃板刀面的就出来！
''    杂货铺那伙计“嘿”的一声笑，说道：“板刀面有什么滋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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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手甩带，砰的一声，
将他重重摔在街上。
那大汉的坐骑一股劲儿向前驰去，将那伙计拖地而行。
后边一匹马赶将上来，前蹄踩落，正踩中他大腿，那伙计大声哀号，仰天躺着，爬不起身。
    旁人见这伙人如此凶横，哪里还敢动弹？
有的本想去上了门板，这时双脚便如钉牢在地上一般，只全身发抖，要他当真丝毫不动，却也干不了
。
    离杂货铺五六问门面处有家烧饼油条店，油锅中热油滋滋作响，铁丝架上搁着七八根油条。
一个花白头发的老者弯着腰，将面粉捏成一个个小球，又将小球压成圆圆的一片，对眼前惊心动魄的
惨事竞如视而不见。
他在面饼上撒些葱花，对角一折，捏上了边，在一只黄砂碗中抓些芝麻，撒在饼上，然后用铁钳夹起
，放人烘炉。
    这时四下里唿哨声均已止歇，马匹也不再行走，一个七八百人的市集上鸦雀无声，本在啼哭的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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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给父母按住了嘴巴，不再发出声息。
各人凝气屏息之中，只听得一个人喀、喀、喀的皮靴声，从西边沿着大街响将过来。
    这人走得甚慢，沉重的脚步声一下一下，便如踏在每个人心头之上。
脚步声渐渐近来，其时太阳正要下山，一个长长的人影映在大街之上，随着脚步声慢慢逼近。
街上人人都似吓得呆了，只那卖饼老者仍做他的烧饼。
皮靴声响到烧饼铺外忽而停住，那人上上下下地打量卖饼老者，突然问“嘿嘿嘿”的冷笑三声。
    卖饼老者缓缓抬头，见面前那人身材甚高，一张脸孔如橘皮般凹凹凸凸，满是疙瘩。
卖饼老者说道：“大爷，买饼么？
一文钱一个。
”拿起铁钳，从烘炉中夹了个热烘烘的烧饼出来，放在白木板上。
那高个儿又一声冷笑，说道：“拿来！
”伸出左手。
那老者眯着眼睛道：“是！
”拿起那新焙的烧饼，放入他掌中。
    那高个儿双眉竖起，大声怒道：“到这当儿，你还在消遣大爷！
”将烧饼劈面向老者掷去。
卖饼老者缓缓侧头，烧饼从他脸畔擦过，啪的一声响，落在路边的一条泥沟旁。
    高个儿掷出烧饼，随即从腰间抽出一对双钩，钩头映着夕阳，蓝印印的寒气逼人，说道：“到这时
候还不拿出来？
姓吴的，你到底识不识时务？
”卖饼老者道：“大爷认错人啦，老汉姓王。
卖饼王老汉，侯监集上人人认得。
”高个儿冷笑道：“他奶奶的！
我们早查得清清楚楚，你乔装改扮，躲得了一年半载，可躲不得一辈子。
”    卖饼老者眯着眼睛，慢条斯理地说道：“素闻金刀寨安寨主劫富济贫，江湖上提起来，都要翘起
大拇指，赞一声：‘好！
仁义侠盗！
’怎么派出来的弟兄，却向卖烧饼的穷老汉打起主意来啦？
”他说话似乎有气无力，这几句话却说得清清楚楚。
    高个儿怒喝：“吴道通，你是决计不交出来的啦？
”卖饼老者脸色微变，左颊上的肌肉牵动了几下，随即又是一副懒洋洋神气，说道：“你既知道吴某
名字，却仍对我这般无礼，未免太大胆了些吧？
”那高个儿骂道：“你老子胆大胆小，你到今天才知吗？
”左钩一起，一招“手到擒来”，疾向吴道通左肩钩落。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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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由于两个人相貌相似，因而引起种种误会，这种古老的传奇故事，决不能成为小说的坚实结构。
虽然莎士比亚也曾一再使用孪生兄弟、孪生姊妹的题材，但那些作品都不是他最好的戏剧。
在《侠客行》这部小说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以及梅芳姑因爱生恨的妒
情。
因此石破天和石中玉相貌相似，并不是重心之所在。
    一九七五年冬天，在《明报月刊》十周年的纪念稿《明月十年共此时》中，我曾引过石清在庙中向
佛像祷祝的一段话。
此番重校旧稿，眼泪又滴湿了这段文字。
    各种牵强附会的注释，往往会损害原作者的本意，反而造成严重障碍。
《侠客行》写于十二年之前，于此意有所发挥。
近来多读佛经，于此更深有所感。
大乘般若经以及龙树的中观之学，都极力破斥烦琐的名相戏论，认为各种知识见解，徒然令修学者心
中产生虚妄念头，有碍见道，因此强调“无着”、“无住”、“无作”、“无愿”。
邪见固然不可有，正见亦不可有。
《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
可说，非法、非非法”，皆是此义。
写《侠客行》时，于佛经全无认识之可言，《金刚经》也是在去年十一月间才开始诵读全经，对般若
学和中观的修学，更是今年春夏间之事。
此中因缘，殊不可解。
    一九七七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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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侠客行》的真正奇妙之处，在于它没有像一般的武侠小说那样纯粹的为奇而奇，乃至常常荒唐无稽
而且漏洞百出，不少作品要靠迷魂药和易容术这两大“法宝”来维持。
《侠客行》的故事情节之奇巧，时时处处出人意料，可以说无人不奇，无事不奇，让我们大开眼界，
尽得读书奇快；然而，真正读完全书，再回过头来一想，又会为作者的严谨的艺术构想而惊叹。
作者金庸在这里并没有神化什么，当然也没有魔化什么，所有的传奇都指向人间的种种表象深处。
金庸的创作法则是奇而致真，巧而后深，在新奇怪绝的表象背后，另有一个完整深邃的寓言世界。
    书中另收入短篇小说《越女剑》和《卅三剑客图》。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侠客行（上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