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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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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他与自然之间的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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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近代与现代的新小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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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小说写动物、神仙、鬼怪、妖魔，但也把他们当做人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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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人物是有武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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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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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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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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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家或演奏家要表现一种情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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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或版画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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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功在生理上或科学上是否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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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都以圣经故事为题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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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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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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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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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没有法治的、以武
力来解决争端的不合理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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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写与历史、哲学、宗教有关的文字，那与武侠小说完全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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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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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想创造人物以及人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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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病历记录、党部与警察局的人事档案，何必
再要小说？
    武侠小说虽说是通俗作品，以大众化、娱乐性强为重点，但对广大读者终究是会发生影响的。
我希望传达的主旨，是：爱护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也尊重别人的国家民族；和平友好，互相帮助，
重视正义和是非，反对损人利己，注重信义，歌颂纯真的爱情和友谊；歌颂奋不顾身地为了正义而奋
斗；轻视争权夺利、自私可鄙的思想和行为。
武侠小说并不单是让读者在阅读时做“白日梦”而沉缅在伟大成功的幻想之中，而希望读者们在幻想
之时，想象自己是个好人，要努力做各种各样的好事，想象自己要爱国家、爱社会、帮助别人得到幸
福，由于做了好事、作出积极贡献，得到所爱之人的欣赏和倾心。
    武侠小说并不是现实主义的作品。
有不少批评家认定，文学上只可肯定现实主义一个流派，除此之外，全应否定。
这等于是说：少林派武功好得很，除此之外，什么武当派、崆峒派、太极拳、八卦掌、弹腿、白鹤派
、空手道、跆拳道、柔道、西洋拳、泰拳等等全部应当废除取消。
我们主张多元主义，既尊重少林武功是武学中的泰山北斗，而觉得别的小门派也不妨并存，它们或许
并不比少林派更好，但各有各的想法和创造。
爱好广东菜的人，不必主张禁止京菜、川菜、鲁菜、徽菜、湘菜、维扬菜、杭州菜等等派别，所谓“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是也。
不必把武侠小说提得高过其应有之分，也不必一笔抹杀。
什么东西都恰如其分，也就是了。
    撰写这套总数三十六册的《作品集》，是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二年，前后约十三四年，包括十二
部长篇小说，两篇中篇小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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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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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围棋活动。
这是一个愉快的经验。
除此之外，完全是未经授权的，直到正式授权给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三联版”的版权合同到二○○一年年底期满，以后中国内地的版本由广州出版社出版，主因是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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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近，业务上便于沟通合作。
    翻版本不付版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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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人未经我授权而自行点评，除冯其庸、严家炎、陈墨三位先生功力深厚兼又认真其事，我深为拜
嘉之外，其余的点评大都与作者原意相去甚远。
好在现已停止出版，纠纷已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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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篇《越女剑》不包括在内，偏偏我的围棋老师陈祖德先生说他最喜爱这篇《越女剑》。
）我写第一部小说时，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再写第二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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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天”不能对“神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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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而合规律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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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总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大致来说，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
同的，分别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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惆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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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新加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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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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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观众没有自由想象的余地。
我不能说哪一部最好，但可以说：把原作改得面目全非的最坏，最蔑视作者和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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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连城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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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不必过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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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陈家洛后来也对回教增加了认识和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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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刻划个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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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刘再复先生与他千金刘剑梅合写的《父女两地书》（共悟人间）中，剑梅小姐提到她曾和李陀先
生的一次谈话，李先生说，写小说也跟弹钢琴一样，没有任何捷径可言，是一级一级往上提高的，要
经过每日的苦练和积累，读书不够多就不行。
我很同意这个观点。
我每日读书至少四五小时，从不间断，在报社退休后连续在中外大学中努力进修。
这些年来，学问、知识、见解虽有长进，才气却长不了，因此，这些小说虽然改了三次，很多人看了
还是要叹气。
正如一个钢琴家每天练琴二十小时，如果天分不够，永远做不了萧邦、李斯特、拉赫曼尼诺夫、巴德
鲁斯基，连鲁宾斯坦、霍洛维兹、阿胥肯那吉、刘诗昆、傅聪也做不成。
    这次第三次修改，改正了许多错字讹字以及漏失之处，多数由于得到了读者们的指正。
有几段较长的补正改写，是吸收了评论者与研讨会中讨论的结果。
仍有许多明显的缺点无法补救，限于作者的才力，那是无可如何的了。
读者们对书中仍然存在的失误和不足之处，希望写信告诉我。
我把每一位读者都当成是朋友，朋友们的指教和关怀自然永远是欢迎的。
    二○○二年四月  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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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连城诀》作于一九六三年，取材于金庸浙江老家一个长工的故事，如果说金庸的《神雕侠侣》是一
部“情书”，那么《连城诀》就是一部“
坏书”，写尽了天下各色人等之坏。
《连城诀》是金庸作品中最为独特的一部，初次发表时,篇名叫《素女剑》，经金庸后来整理后改为现
名，是金庸十五部作品中最具现实主义，批判主义的一部力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时世动荡，染元帝一批价值连城的珠宝连同藏宝图下落不明。
八百年后江湖上传闻，藏宝图被拟作一道口诀隐于天下无敌的连城剑法中，绝世武功和连城财宝，引
得江湖中人趋之若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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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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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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乡下人进城
第二章　牢狱
第三章　人淡如菊
第四章　空心菜
第五章　老鼠汤
第六章　血刀老祖
第七章　落花流水
第八章　羽衣
第九章　“梁山泊·祝英台”
第十章　《唐诗选辑》
第十一章　砌墙
第十二章　连城宝藏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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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戚芳拉了拉狄云的衣襟，两人从边门出去，来到一口井边，见四下无人，便在井栏圈
上坐了下来。
戚芳问道：“师哥，你昨晚跟谁打架了？
”狄云嗫嚅未答。
戚芳道：“你不用瞒我，昨天你跟吕通相斗，他一拳一脚打在你身上什么地方，我全瞧得清清楚楚，
他可没打中你眼睛。
”狄云料知瞒她不过，心想：“我只要不说那老伯伯的事，就不要紧。
”于是将万门八弟子如何半夜里前来寻衅、如何比剑、如何落败受辱的事一一都说了。
戚芳越听越怒，一张俏脸涨得通红，气愤愤地道：“他们八个人打你一个，算什么好汉？
”狄云道：“倒不是八个人一齐出手，是三四个打我一个。
”戚芳怒道：“哼，他们三四个联手打你，已经赢了，其余的就不必动手。
倘若三四个打不过，还不是五六个、七八个一起下场？
”狄云点头道：“那多半会这样。
”戚芳霍地站起，道：“咱们跟爹爹说去，叫万震山评评这个理看。
”她盛怒之下，连“万师伯”也不称了，竞直呼其名。
狄云忙道：“不，我打架打输了，向师父诉苦，那不是叫人瞧不起吗？
”昨晚万门八弟子临走时那套说话，叫他去向师父、师伯诉苦，原是意在激得他不好意思去向戚长发
、万震山投诉，狄云果然堕入他们计中。
戚芳哼了一声，见他衣衫破损甚多，心下痛惜，从怀中取出针线包，就在他身上缝补。
她头发擦在狄云下巴，狄云只觉痒痒的，鼻中闻到她少女的淡淡肌肤之香，不由得心神荡漾，低声道
：“师妹！
”戚芳道：“空心菜，别说话！
别让人冤枉你作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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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儿童时候，我浙江海宁老家有个长工，名叫和生。
他是残废的，是个驼子，然而只驼了右边的一半，形相特别显得古怪。
虽说是长工，但并不做什么粗重工作，只是扫地、抹尘，以及接送孩子们上学堂。
我哥哥的同学们见到了他就拍手唱歌：“和生和生半爿驼，叫他三声要发怒，再叫三声翻跟斗，翻转
来象只瘫淘箩”。
“瘫淘箩”是我故乡土话，指破了的淘米竹箩。
    那时候我总是拉着和生的手，叫那些大同学不要唱，有一次还为此哭了起来，所以和生向来待我特
别好。
下雪、下雨的日子，他总是抱了我上学，因为他的背脊驼了一半，不能背负。
那时候他年纪已很老了，我爸爸、妈妈叫他不要抱，免得两个人都摔跤，但他一定要抱。
    有一次，他病得很厉害，我到他的小房里去瞧他，拿些点心给他吃。
他跟我说了他的身世。
    他是江苏丹阳人，家里开一家小豆腐店，父母替他跟邻居一个美貌的姑娘对了亲。
家里积蓄了几年，就要给他完婚了。
这年十二月，一家财主叫他去磨做年糕的米粉。
这家财主又开当铺，又开酱园，家里有座大花园。
磨豆腐和磨米粉，工作是差不多的。
财主家过年要磨好几石糯米，磨粉的工夫在财主家后厅上做。
这种磨粉的事我见得多了，只磨得几天，磨子旁地下的青砖上就有一圈淡淡的脚印，那是推磨的人踏
出来的。
江南各处的风俗都差不多，所以他一说我就懂了。
    只为要赶时候，磨米粉的工夫往往要做到晚上十点、十一点钟。
这天他收了工，已经很晚了，正要回家，财主家里许多人叫了起来：“有贼！
”有人叫他到花园去帮同捉贼。
他一奔进花园，就给人几棍子打倒，说他是“贼骨头”，好几个人用棍子打得他遍体鳞伤，还打断了
几根肋骨，他的半边驼就是这样造成的。
他头上吃了几棍，昏晕了过去，醒转来时，身边有许多金银首饰，说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
又有人在他竹箩的米粉底下搜出了一些金银和铜钱，于是将他送进知县衙门。
贼赃俱在，他也分辩不来，给打了几十板，收进了监牢。
    本来就算是作贼，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名，但他给关了两年多才放出来。
在这段时期中，他父亲、母亲都气死了，他的未婚妻给财主少爷娶了去做继室。
    他从牢里出来之后，知道这一切都是那财主少爷陷害。
有一天在街上撞到，他取出一直藏在身边的尖刀，在那财主少爷身上刺了几刀。
他也不逃走，任由差役捉了去。
那财主少爷只是受了重伤，却没有死。
但财主家不断贿赂县官、师爷和狱卒，想将他在狱中害死，以免他出来后再寻仇。
    他说：“真是菩萨保佑，不到一年，老爷来做丹阳县正堂，他老人家救了我命。
”    他说的老爷，是我祖父。
    我祖父文清公（他本来是“美”字辈，但进学和应考时都用“文清”的名字），字沧珊，故乡的父
老们称他为“沧珊先生”。
他于光绪乙酉年中举，丙戍年中进士，随即派去丹阳做知县，做知县有成绩，加了同知衔。
不久就发生了著名的“丹阳教案”。
    邓之诚先生的“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中提到了这件事：    “天津条约许外人传教，于是教徒之足迹
遍中国。
莠民入教，辄恃外人为护符，不受官吏钤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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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既愤教士之骄横，又怪其行动诡秘，推测附会，争端遂起。
教民或有死伤，外籍教士即借口要挟，勒索巨款，甚至归罪官吏，胁清廷治以重罪，封疆大吏，亦须
革职永不叙用。
内政由人干涉，国已不国矣。
教案以千万计，兹举其大者：    “⋯⋯丹阳教案。
光绪十七年八月⋯⋯刘坤一、刚毅奏，本年⋯⋯江苏之丹阳、金匮、无锡、阳湖、江阴、如皋各属教
堂，接踵被焚毁，派员前往查办⋯⋯苏属案，系由丹阳首先滋事，将该县查文清甄别参革⋯⋯“（光
绪东华录卷一Ｏ五）    我祖父被参革之前，曾有一番交涉。
上司叫他将为首烧教堂的两人斩首示众，以便向外国教士交代。
但我祖父同情烧教堂的人民，通知为首的两人逃走，回报上司：此事是由外国教士欺压良民而引起公
愤，数百人一涌而上，焚毁教堂，并无为首之人。
跟着他就辞官，朝廷定了“革职”处分。
    我祖父此后便在故乡闲居，读书做诗自娱，也做了很多公益事业。
他编了一部“海宁查氏诗钞”，有数百卷之多，但雕版未完工就去世了（这些雕版放了两间屋子，后
来都成为我们堂兄弟的玩具）。
出丧之时，丹阳推了十几位绅士来吊祭。
当时领头烧教堂的两人一路哭拜而来。
据我伯父、父亲们的说法，那两人走一里路，磕一个头，从丹阳直磕到我故乡。
对这个说法，现在我不大相信了，小时候自然信之不疑。
不过那两个人十分感激，最后几里路磕头而来当然是很可能的。
    前些时候到台湾，见到了我表哥蒋复聪先生。
他是故宫博物院院长，此前和我二伯父在北京大学是同班同学。
他跟我说了些我祖父的事，言下很是赞扬。
那都是我本来不知道的。
    和生说，我祖父接任做丹阳知县后，就重审狱中每一个囚犯，得知了和生的冤屈。
可是他刺人行凶，确是事实，也不便擅放。
我祖父辞官回家时，索性悄悄将他带了来，就养在我家里。
    和生直到抗战时才病死。
他的事迹，我爸爸、妈妈从来不跟人说。
和生跟我说的时候，以为他那次的病不会好了，也没叮嘱我不可说出来。
    这件事一直藏在我心里。
“连城诀”是在这件真事上发展出来的，纪念在我幼小时对我很亲切的一个老人。
和生到底姓什么，我始终不知道，和生也不是他的真名。
他当然不会武功。
我只记得他常常一两天不说一句话。
我爸爸妈妈对他很客气，从来不差他做什么事。
    这部小说写于一九六三年，那时“明报”和新加坡“南洋商报”合办一本随报附送的《东南亚周刊
》，这篇小说是为那周刊而写的，书名本来叫做《素心剑》。
    一九七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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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庸作品集文库本(20):连城诀》是由花城出版社和广州出版社共同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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