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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题辞是对我们旨在弘

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网站内容的

高度概括和精辟表述，同时也是

对我们工作的鼓励与期冀，全院

人员当时为之振奋。

我们还专程拜访了金庸先

生，请他就中国文化研究院以及

“灿烂的中国文明” 网站的建设

和发展给予指导和希冀，并作了

视频记录。 先生说：“现在全世界

中国热很厉害，全世界到处如英

国、美国都来学中文。 好像韩国

般，学外语的差不多 80%都学中

文，所以全世界学中文的学生多

得不得了。 好像你们这个网站上

面，是他们学中文的很好的一个

辅助工具。很多网民、很多学中文

的人也希望看你们的网站。 对中

国有什么问题不懂的， 就找出一

个专题来点击，在你们网站上面，

看到中国文明的情况。所以，我希

望你们的网站在细节内容上再丰

富，让全世界学中文的人，对中国

的情况，大家都了解更多。 ”先生

的期望就是我们的动力， 同仁们

随即为网站学术的精确性、 知识

的丰富性和形式的趣味性， 投入

更多的努力。

先生执掌浙江大学文学院

时，举办了一场有关中国文化的

国际研讨会。 他命我与会，并命

题作文 ：在会上谈谈编纂 “灿烂

的中国文明”网站的经验。 其实

也没有什么经验好谈，然长者之

命，焉得不遵？ 遂草就急就章，自

港飞杭在会上作了《推动中华文

化走向世界———创建〈灿烂的中

国文明〉网站的经验》的发言。 谈

了网站在传播中国文化中的几

点经验：一、香港是基地，祖国是

后盾；二、凝聚专家智慧，传承民

族遗产；三、获高层奖掖，有各界

支持。 先生表示认可，将发言稿

收入了会议的论文集，并推荐给

香港中联办主办的 《新紫荆论

坛》发表。

先生对中国文化研究院的关

切和鼎助 ， 证明先生服膺国家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

目标，赞同并推进“增强中华文化

在世界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其浓

郁的家国情怀，务实的实干精神，

对我们都是鼓舞和策励。

写小说为了 “叫
人学做好的人”

2007 年元旦 ，我们在 “灿烂

的中国文明” 网站中创建了一个

子网站———“文化新闻 ”，宗旨在

于为海内外读者提供一些健康

的、新颖的文化信息。 应众多读

者要求，我们准备对金庸先生做

一次访谈。 当时先生已经八十高

龄， 一般不接受采访之类了；但

当我致电提出请求时， 他爽快地

答应了。

1 月 15 日，我率同事们拜访

了先生， 访谈记录与视频就发表

在当月的“文化新闻”中。 今撮要

介绍其中若干内容———

当我问到：先生有什么话想

向全球的华人读者说的呢？ 先生

说：“我想向全球华人讲，我主要

的小说主题就是叫人学做好的

人 ，不要做坏人 。 ”接着阐述了

“侠”的本义：“有些中国传统，中

国叫‘行侠仗义’，不是为了自己

的利益，而去帮助别人家的……

这种行为 ，这种精神 ，还是值得

提倡的。 ”进而宣示：“所以武侠

小说宣扬这种精神，你看我的小

说 ，十几本小说中 ，每一本都宣

扬这种精神 ：要主持正义 ，坏事

情不做，做好事情。 遇到人家做

坏事时 ，就干预他 ，希望提倡做

好事。 ”

我还问了一个大家比较关注

的问题， 小说最新的修订版推出

之后，受众的反应各有不同，甚至

大相径庭， 先生对这些意见及反

应有何看法？ 您对自己以往的修

订及现在的新修订版又有何看

法？先生的回答比较重要，就不再

节选而照原话迻录了：

新的修订版改得比较多 ，最

主要的就是《天龙八部》。 主要改

了是因为以前篇幅太长了， 我写

了差不多四年多五年了。 那么写

到后面，前面的就有些忘记了，不

太接头了， 所以要把它前后都要

统一起来。

我的好朋友、 作家倪匡前几

天给我讲： 有些人不喜欢新的修

订。我说这是什么道理？他讲了一

个笑话，他说：“作者进步了，读者

不进步。 ”

现在， 后来慢慢读历史读得

多了，就想到：中华民族、各个民

族应该大家互相平等， 不应该种

族之见太深了。所以把《书剑恩仇

录》《天龙八部》 这些都修改了一

下， 就是以民族融合、 团结为主

题， 不是以前那样以民族斗争为

主题。

《天龙八部》 的武功没有改

动， 不过后期就解释艺术是容许

夸张的。 这武功按道理是不可能

的。好像“六脉神剑”，把内力从手

指里逼出来，这种是不可能的。但

在艺术方面， 全世界的艺术都会

夸张的，都有不可能的。好像毕加

索画女人，他画得同一幅画里，一

个女人有两个头，这是不可能的。

他这样画却变成名画了。 他想表

现这女人三心二意，这边看看，那

边看看。

我不清楚先生在别的地方讲

过同类的话没有， 以上可能对金

学界的研究有所裨益。

先生还谈了对根据他小说改

编的影视作品的评判，肯定地说：

“《神雕侠侣》，我觉得还是刘德华

和陈玉莲拍得比较好。 ” 强调指

出：“对，刘德华演得比较好，应该

庄重、正经比较好。 ”也批评了某

些演员为了维护形象怯于表演的

现象 ：“小龙女……样子蛮漂亮

的，但她怕难看，不敢作表情，一

作表情就怕破坏了她原来的相

貌，就改动了！ 她要哭的话，她不

肯哭，流滴眼泪就算了。 ”这当然

不足取。 不过这位女演员的演技

后来有所进步， 也许是听取了先

生的批评吧。

最后我请求先生谈谈在英国

剑桥大学深造时的感受和体悟，

先生说：“我在英国念书，印象最

深刻的就是 ， 要求你一定有创

见，没有创见的、人家写过的，你

文章写得再好也没有用。”其实这

与先生以前私下叮咛我的 “一定

要竭尽全力地拿点新东西出来”

的话异曲同工、如出一辙，够我受

用终身。

金庸先生的作品脍炙人口 ，

不胫而走，自不必我絮聒。 诚如

有宋一代凡有水井处皆唱柳词，

而今凡有华人之处无不读金庸，

我当然也是先生万千拥趸之一，

搜集他的作品各种版本都有，然

而最珍贵的还是先生赠予的一

套竖排繁体字本。 先生在每一部

作品的首卷扉页都亲笔题署 ：

“从经先生 请指教 金庸”， 而且

特别在 《书剑恩仇录 》的首卷扉

页上写下了：

从经先生 请指教

从经不纵权

事事守规矩

金庸

这是十分宝贵的前辈训导 ，

应作为做人的南针， 视之为终身

遵守的圭臬。

先生如今走进了历史， 中国

历史和中国文化史均须用金字镌

刻他的名字。我在标题中用了“不

灭”二字，当然也是不朽的意思。

先生的心血结晶已经置于中华民

族的精神宝库， 他自己曾预言一

二百年后还有人读他的书， 但这

个估计太保守， 我相信会传之久

远。 衡估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

地位与作用，非我所能，这是金学

家们的事。 我在这里仅仅表达一

个读者， 一个曾蒙先生垂爱承其

恩泽的普通读书人的感恩之情。

据闻襄阳城当晚全城点亮了蜡

烛，寄托对远去的先生的哀思，我

也添一支吧！

▲1983 年刘德华和陈玉莲主演的电视剧《神雕侠侣》，是

金庸先生最为认可的影视改编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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