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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自小博览群书，八岁对武侠着迷

查良镛出生的时候，查家还拥有3600多亩田地，租

种查家田地的农民有上百户之多。所以，他的父亲查

枢卿实乃“当仁不让”的大地主。因为家学渊博，海宁

查家藏书十分丰富，“查氏藏书”在浙西一带很有名

声。查家珍藏着 900 卷之多的《海宁查氏诗钞》雕版，

是查文清生前编写的。这些雕版置满两间房子，查良

镛和兄弟们把这些雕版当玩具，还时常钻到这些雕版

之中捉迷藏。日子长了，对雕版上的诗词，查良镛也能

耳熟能详，随意就能读出几句来。可以说，查良镛是在

书堆中长大的。

他曾经回忆说：“家中藏书很多，我幼时虽看不懂，

但找书却方便；而且不单有古书，也有新书，因为我的

伯父、父亲、兄长都是大学毕业生。我自小与书为伍，

培养出喜欢读书的基本性格，加上长辈的文化修养好，

家里房产亦丰，生活不愁，家人间的活动也很文雅，闲

来多是下棋、看书……”尽管那时查良镛年纪幼小，但

所涉读的书籍已相当广泛。

八岁那年，查良镛无意中看到武侠小说《荒江女

侠》，“琴剑二侠”的行使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这是查良

镛看到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之后，查良镛到处搜罗武侠

小说，一睹为快。其后，他在当时相当流行的、上海出版

的消闲性读物《红玫瑰》中读到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

传》，另外，平江不肖生在《顺探世界》杂志上连载的描述

清末民初武林真人真事的《近代侠义英雄传》，更使查良

镛看得入迷。以后几年，查良镛看过武侠小说有好几十

本，其中描写梁山好汉反抗官府的《水浒传》，写包青天

安良除暴、一身正气的《三侠五义》及其续篇《小五义》、

《彭公案》、《施公案》等等，看得查良镛如痴如醉。

大侠 再见！

伴随了无数人的青春岁月

在他的武侠世界里

有刀光剑影的江湖天下

更有缠绵悱恻的爱恨情仇

金庸生前共著有15部武侠小说

你都看过哪些？

飞—《飞狐外传》(1960~1961年)

雪—《雪山飞狐》(1959年)

连—《连城诀》(1963年)（又名《素心剑》）

天—《天龙八部》(1963~1966年)

射—《射雕英雄传》(1957~1959年)

白—《白马啸西风》(1961年)

——附在《雪山飞狐》之后的中篇小说

鹿—《鹿鼎记》(1969~1972年）

笑—《笑傲江湖》(1967年)

书—《书剑恩仇录》(1955年)

神—《神雕侠侣》(1959~1961年)

侠—《侠客行》(1965年)

倚—《倚天屠龙记》(1961年)

碧—《碧血剑》(1956年)

鸳—《鸳鸯刀》(1961年)

——附在《雪山飞狐》之后的中篇小说

《越女剑》(1970年)

——附在《侠客行》之后的短篇小说

2018年10月30日，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

金庸本名查良镛，1924年3月10日生于浙江海宁，1948年移居香港，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

表作家，香港著名的政论家、企业家、报人，与黄霑、蔡澜、倪匡并称“香港四大才子”。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

70年代初，金庸共写武侠小说15部。金庸继承了古典武侠技击小说的写作传统，又在现代的阅读氛围中对这

一传统进行了空前的技法与思想革命，开创了“新派武侠”的风格。其作品在风靡了全球华人世界的同时，也使

中国特有的武侠小说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金庸是海宁查家的第二十二代孙。海宁查家的家族史可追

溯到600多年前，是真正的“以文为业，书香传家”。查家的发展兴盛期在明清，共出了22个进士，康熙年间创

造了“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科举神话。由此观之，金庸的横空出世并非偶然，而是家学渊源使然。

除了文学界外，查良镛也涉足传媒界多年，1947年大学毕业后先受聘于上海《大公报》，任国际新闻编

辑。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急需翻译人员，查良镛被报馆调派来港，其后调任《新晚报》副刊编辑。

查良镛在1959年创办《明报》；1968年又创办主打娱乐、名人及时装的《明报周刊》。1969年《明报晚报》

创刊。《明报》在80年代急速发展，至1989年，当年65岁的查良镛宣布辞去社长一职。1993年查宣布辞任董

事局主席，向他一手创办的《明报》正式告别。 □星报综合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金庸在武侠

小说中写尽人间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他在接受中

央电视台采访时说过：“我的婚姻不理想，我离了好多

次婚。”在纸上“笑傲江湖”的背后，他的婚姻曾两次破

裂，心爱的儿子在美国自杀，这一切他都得一一承受。

金庸与第一任妻子杜冶芬的爱情萌芽于1947年的

杭州，那时他在《东南日报》工作，因主编幽默专栏而与

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认识。金庸在一个星期天下午登

门拜访，邂逅了17岁的杜家小姐杜冶芬。第二天，他再

度登门，送去几张戏票，盛情邀请杜家一起去众安桥的

东南日报社楼上观赏郭沫若编剧的《孔雀胆》。之后杜

冶秋和父亲回上海去了，金庸却成了杜家常客，与情窦

初开的杜小姐双双坠入爱河。

金庸的第二任妻子叫朱玫(又名璐茜)，新闻记者出

身，美丽能干，懂英语，比他年轻十一岁。两人相恋时，

金庸还在《大公报》。1956年5月1日，他们在香港美丽

华酒店举行婚礼，《长城画报》刊登了他们的结婚消息。

与金庸白头偕老的女子叫林乐怡(洋名叫阿May)，

即金庸的第三任也是现任妻子。她认识金庸时才十六

岁，比金庸小二十多岁。他们俩是在扎角丽池一间酒

店里擦出爱的火花的。林姑娘那时是那家酒店的侍

应。那天，金庸刚与第二任妻子吵过一架，正失意至

极，就到那家酒店闷坐。金庸引起了林姑娘的注意。

林姑娘想请失意的男人吃碗面，而那失意的男人也因

此注意上了林姑娘。一见钟情，二人四目，相投不分。

相遇夏梦，还是在金庸的第二次婚姻之前，金庸三

十出头，光彩照人的夏梦让金庸心动不已。为了能常

常见到夏梦，他去了夏梦所在的长城影视公司做编

剧。金庸到了长城影片公司之后，取笔名“林欢”，为博

得夏梦的欢心，他在工作上极其卖力。短短3年就先后

创作了《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电影剧本，可谓是多产

编剧了。

然而，金庸对夏梦的爱注定只能是柏拉图式的，因

为此时夏梦已名花有主，早已嫁作商人妇，尽管她非常

敬重金庸的才华和人品，也明白他对

自己的心意，可是她深爱着自己

的丈夫，只能把他视作知己，

所以，金庸的这段个人苦恋

注定没有结果。但他特别

珍惜这短暂而美丽的爱，他

在一篇散文中写道：“其实

跟一个人交往，感觉很深

刻。也不一定要天长地久，

虽说爱情重恩义，但闪电式

的爱情也有很惊心动魄的，

二三天也可抵二十年。”

婚姻爱情：三次婚姻一次暗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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