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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铭记：“他为我们创造了江湖”
在香港文化博物馆地面展厅中，平日里本

就熙来攘往的“金庸馆”，今日更是人头攒动。不
同以往的是，今次前来观展的人们神情凝重，脸
上带着些许哀伤。

“金庸先生走好，怀念、敬重、感恩，感谢您
留下的这些东西。”作为金庸小说的“超级粉
丝”，李小姐一大早专程从深圳赶来，缅怀这位
武侠泰斗。“我买了他所有的书，我的小孩也看
过他大部分作品。”

当日，许多市民和读者前来“金庸馆”参观
缅怀，并在馆方特设的吊唁簿上留言。从留言笔
迹来看，有的娴熟，有的稚嫩；有人写繁体字，有
人写简体字。读者对金庸的敬爱不分地域、无关
年龄。

“金庸馆”是香港特区政府设立的首个以金
庸为主题的常设展馆，馆内罗列了 300 多项珍
贵展品，如金庸使用过的私人物品、早期流通的
小说版本、手稿、文献及照片等，吸引着大批市
民和游客源源不断来此一睹大师风采。

“金庸馆”自设立以来一直向大众展示金庸
对香港文化的贡献。“他的文字及其所彰显的侠
义精神将铭记于我们心中，历久不衰。我们永远
怀念他。”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
30 日表示。

金庸在华文世界的文化影响无远弗届，自
1955 年起笔到 1972 年封笔，共留下 15 部经典
作品，这些作品塑造出的侠义人物和蕴含的家
国情怀，成了伴随几代读者成长的精神食粮。曾
有人说：“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
武侠小说。”

金庸离世后，香港多家书店连夜开设金庸
专柜，许多读者前往购书缅怀。商务印书馆工作
人员刘美仪说，目前各门市已重点陈列了金庸

先生的作品，还将与出版社沟通，讨论下一步
的追思活动。

当日上午 10 时，刚刚开门的湾仔三联书
店迎来了第一批客人，其中有不少人直奔二
楼的金庸专柜。专柜摆放金庸的整套小说，包
括 12 套小说的普通本、袖珍版和新修版。店
长黄敬辉告诉记者，一大早就有两位读者致
电书店，要订购两整套金庸小说，上午陆续有
读者前来购买散本。“他的作品一直都很畅
销，深受读者喜爱。”

“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手机和网络，只有

金庸的小说陪伴我。他的逝世是这个时代的
损失。”香港市民张先生驻足在专柜前，面带
忧伤地说。

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数据显示，
金庸的武侠小说在香港极受欢迎。在图书馆
借阅量最多的成人中文小说类书籍统计中，
前十名中有八部都是金庸的作品，位居榜首
的是馆藏数量 821 本的《射雕英雄传》，借阅
量高达 10913 次。

当日，香港中央图书馆为纪念金庸，专设
了“文化焦点”图书角，陈列了不同语种的金庸

作品以及他人对金庸作品的赏析。中央图书
馆助理文书主任吴卓熹说，金庸小说的借阅
量向来可观，不少读者多次借阅、反复品读。

在中央图书馆三楼，金庸的武侠小说占
据了两列书架。书墙前，不少读者专门前来借
书缅怀。54 岁的梁女士正仔细品读《射雕英
雄传》，她称自己是“半路出家”的金庸迷。20
多岁时受男友影响，开始读金庸的武侠小说。
“从此，我就有了颗‘铁血丹心’的武侠心。”

听闻金庸昨日离世，梁女士格外悲恸：
“我明白，人的一生就是聚了又散，散了又聚，
但金庸老师的仙逝，我仍然无法释怀。金庸不
只是一个武侠小说作者，他为许许多多我这
种普通人的生活增添了色彩，他为我们创造
了江湖。”

金庸武侠小说的成功，不仅归功于其曲
折动人的故事情节，也有赖书中所刻画的众
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为此，香港邮政准备
在 12 月发行“金庸小说人物”邮票，展示多个
经典作品中的重要人物形象，也将首次推出
邮票小册子，内附 30 枚以张无忌太极拳为主
题的邮票，当读者快速翻阅邮票小册子时会
看到连续的动作。

曾为金庸《射雕英雄传》等小说画过漫画
的香港漫画家李志清为这套邮票绘图，在他
看来，金庸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他的作品表
达“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爱国情怀、忠贞的
爱情等人类美好的情感，鼓励人心向善。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金庸虽已离去，但
他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人物形象和饱含着的中
国传统美德及精神将永存后世。 (记者丁梓
懿、朱宇轩，参与采写：李滨彬、吴佳颖、何悦、
许江山) 新华社香港 10 月 31 日电

新华社香港 10 月 31 日电(记者
郜婕、战艳)著名作家金庸 30 日逝世
后，香港社会各界纷纷回顾他在文学
创作、中华文化传承、新闻事业等多
个方面的成就，对他的离去表示深切
哀悼。

金庸在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创
作了 15 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被
视为开创新派武侠小说先河、影响中
国乃至全球华人社会流行文化的重
要作家。

香港作家协会主席黄仲鸣表示，
金庸的武侠小说将传统文学与通俗语
言融合，用字精简铿锵，描述细腻，言
简却意境深，令人耳目一新。其独特的
风格将武侠小说推上一个新高峰。

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仅被翻译成多
种语言在海外流传，还屡被拍成影视
作品，广受观众欢迎。

曾在电视剧《神雕侠侣》中饰演
杨过的刘德华对金庸逝世表示不舍。
他说，金庸老师是武侠小说世界的奇
人，他的离世绝对是武侠世界的一大
损失。

曾参演电视剧《书剑恩仇录》和
《倚天屠龙记》的郑少秋表示，在他心
目中，金庸是值得敬仰的长辈，其武侠
小说无人能及。他说：“我以前见过金
庸先生。他对人和蔼，又有修养。他永
远在我心中！”

同样参演以上两部电视剧的汪明
荃对金庸逝世表示惋惜和不舍。她说，
金庸是才子，在文学方面有很大贡献，
作品影响全世界华人。她当年能饰演
金庸笔下角色，觉得很荣幸。

金庸曾供职多年的《大公报》31
日发表社评说，金庸和他的武侠小说，
可能是近代全球华人社会流行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人物和
文学作品。他一生著作等身、名满天下，最大成就应在于两
方面：一是开创现代新派武侠小说先河，二是为中国文化传
播作出贡献。

社评说，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仅有武有侠、有情有爱，还
融入了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和诗词书画知识，令读者体会
到国家民族大义以及处世为人的哲理，大大提升了武侠小
说的层次和地位。其作品中大量描述，包括名山大川、武术
流派、亲情人伦以至服饰、饮食等方面，都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普及版”。

金庸一生获颁荣衔甚多，包括国内外多所知名高校的
荣誉院士、荣誉博士、名誉教授等。曾向他颁授荣誉文学博
士荣衔的香港树仁大学 30 日晚发表声明说，该校师生对金
庸逝世深感哀痛。

树仁大学常务副校监胡怀中表示，先生的逝世使中国文
化界痛失一位地位尊崇的创作家。他在中华文化、艺术及新
闻方面的斐然成就，对全球华人影响深远。他是学生终身学
习的榜样，他创作的武侠巨著和角色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金庸生前担任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荣誉主席，为香港
新闻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联会特致唁函表示，先
生留给香港新闻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铭刻在媒体同仁
心中。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
室主任王志民、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谢锋等纷纷
发出声明或唁电，表示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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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潘耀明：“知遇之恩”永
生难忘

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潘耀明说，金庸是他非
常敬佩的作家，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他忆及曾到
金庸在香港北角的办公室，当场受聘担任《明报
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他回忆说，金庸非常勤
奋，出差时在机场常去书店看书、买书。他的学
问非常渊博，精通英文、法文等语言，藏书也非
常丰富，办公室、家里到处都是书。

潘耀明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和他的学问都
会流传下来，他是成功的报人、作家、企业家，如
此有多方面成就的人非常难得。

漫画家李志清：“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爱
国情怀

香港漫画家李志清曾为金庸的《射雕英
雄传》等小说画过漫画，也曾和金庸一起开过
出版公司。忆及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第一次见金
庸，李志清说：“见到查先生之前我认为他是偶

像、是明星，见面后感觉他是一位很慈祥的老
人，话不多，但每句话都很有分量，说话不愠
不火。”

李志清说，他为金庸的武侠小说画漫画
时，金庸很少干预，让他自由改编和创作，唯
一的要求是不要改动原著太多，尤其是不要
加原著中没有的内容。

“他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我很佩服他对
工作全力以赴的态度。”李志清表示，武侠小
说的地位曾经不是太高，是俗文化，是金庸让
武侠小说变得雅俗共赏。

身边工作人员符俊杰：查先生对人性了

解得很透彻
香港云通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符

俊杰曾于 1988 年至 1993 年间在金庸身边工
作，协助金庸处理过很多事务。

符俊杰评价，金庸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
子，对国家有信念，为人忠厚。“查先生对人性
了解得很透彻。”符俊杰告诉记者，当年协助
金庸处理读者来信时，发现很多读者都会问
金庸如何构思和布局出那么严谨、通畅的小
说结构和情节。

金庸曾对符俊杰说：“没必要先构思好小
说，但要先把每个角色的性格确定好。一个人

做什么和走什么路主要取决于他的性格，比
如《倚天屠龙记》中的主角张无忌就是个很随
意的人，所以他碰到许多武林秘籍都会很随
意地使用。”

金庸研究专家邱健恩：带给我们欢乐的
作家

香港首个“金庸馆”于 2017 年初开幕，当
中不少藏品由金庸小说版本学家邱健恩借
出。邱健恩回忆，他最后一次与金庸见面是在
2009 年。“那时候我举办了香港第一个金庸
旧版小说展，金庸还借出手稿。”

邱健恩认为，金庸作品多年来一直通过
不同媒介影响读者，包括电视剧、电影、漫
画、舞蹈、音乐，甚至是电玩，为成长于不同
年代的人带来娱乐，这是很重要的成就。“我
更愿意把金庸看成是带给我们欢乐的作
家。”他说。 (记者闵捷、李滨彬、张雅诗)

据新华社香港 10 月 30 日电

▲ 10 月 31 日，书迷在香港文化博物馆的金庸馆参观。 新华社记者吕小炜摄

“侠之大者”的情与义
身边人追忆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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