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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華《俠風先河   梁羽生像》  
高 72 厘米   青銅    2024

台北故宮遇蘇軾

大郡《春江泛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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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非為香港詩人、作家、資深編輯。大郡原名趙志軍，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
香港美協常務副主席、香港藝術發展局視覺藝術組主席。）

雨如輕紗 

細細拂過臉頰

台北十一月

竟似江南之春

闊別十載

今日重來

故宮參觀

為重要行程

買票進入之時

並無想到

能巧遇蘇軾

十七年未展過的

《前赤壁賦》手跡

赫然擺在眼前

黑壓壓人群

擠在專櫃前

偏暗的燈光

射在長卷之上

九百多年的真跡

那麼簇新

猶可聞到墨香

等啊等

等到人流稍逝

趕緊走上前

工整的楷書 流麗的筆鋒

筆法精緻 字字挺秀

鐵劃銀 游雲驚龍

圓熟灑脫 氣勢奔放

五百三十六個字

一氣呵成

櫃前佇立

像是看到東坡居士

竹杖芒鞋 煙雨任平生

九百多年彈指一揮過

偉大文學家

長留炎黃子孫心靈

不朽而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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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有兩個武俠大師誕辰一百周年，一個是金庸，誕生於一九二四年三月十

日；另一個是梁羽生，誕生於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梁羽生的第一部小說《龍

虎鬥京華》寫於一九五四年，一炮而紅；金庸《書劍恩仇錄》於一九五五年開筆，

一舉成名。梁羽生一九五四年開始共寫了卅五部武俠小說，金庸一九五五年開始

共寫了十五部武俠小說。

從以上簡單資料的臚列可知，梁羽生是先於金庸一年寫武俠小說的。以開創

新派武俠小說的鼻祖而論，非梁羽生莫屬。

公道地說，沒有梁羽生也沒有金庸。金庸是後來者，而且是後來居上的。金

庸在梁羽生逝世時擬了一段梁羽生的話說：「明明金庸是我後輩，但他名氣大過

我，所有的批評家也都認為他的作品好過我。」① 雖是金庸寫的話，卻說到梁羽

生的心裏去了。有道是既生瑜何生亮，梁羽生對此一直是忿忿不平的。他曾化名寫了〈金

庸梁羽生合論〉，用以揚梁抑金，大大吐了一口烏氣。只是這篇文章後來被人戳穿了，對

梁羽生來說，就有點不好玩了，不免為人所詬病。平心而論，梁羽生的舊學根柢是比金庸

要好，詩詞歌賦楹聯樣樣精，這是金庸自己所承認的。

金庸曾寫道：「後來他（梁羽生）應《新晚報》總編輯羅孚兄之約而寫《龍虎鬥京華》，

我再以《書劍恩仇錄》接他《龍虎》之班，我們的關係就更加密切了，不久之後，陳凡接

寫一部武俠小說，我們三人更續寫《三劍樓隨筆》，在《大公報》發表，陳凡兄以百劍堂

主作筆名。武俠小說不宜太過拘謹，陳凡兄詩詞書法都好，但把詩詞格律、國文的之乎者

也用到武俠小說上就不大合適了。所以他的武俠小說沒有我們兩個成功。」② 金庸說陳凡

武俠小說寫得不好的毛病，或有他對梁羽生武俠小說借山打石的隱喻，梁羽生武俠小說也

有用典過多的毛病。

金庸與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孰優孰劣，其實讀者最是心水清。但是有一個不爭的事實，

梁羽生是開創新派武俠小說先河的一代宗師。他的武俠小說沒有金庸寫得好，但他的作品

也曾擁有廣大的讀者。有一次文友相聚，談起林青霞與張國榮主演的《白髮魔女傳》可謂

雙劍合璧，端的是神乎其技，特別是水畔挑情的一幕，看得人如癡如醉。我當場表示作者

梁羽生也應記一功。

令人遺憾的是，今年也是梁羽生誕辰一百周年—金庸先他半個月而生，在梁羽生寫

作及工作大半生的香港，卻乏人提起他，無聲無息。從政府到民間，對金庸

百年誕辰的慶賀活動鬧得沸沸揚揚、熱火朝天，對梁羽生竟然隻字不提，令

人大惑不解。倒是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做了一場「百年梁羽生．永存俠影在

人間—紀念梁羽生先生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稍可告慰這位新派武俠小

說的開山祖地下之魂！

有南京雕塑家陳建華，通過鋼琴大師劉詩昆轉達說要捐贈一座金庸雕塑

給香港文學舘，我讓劉大師代轉話情商陳先生再造一座梁羽生的雕像。這位

藝術家果然爽快，一口答應，在很短時間內雕了一座梁羽生雕像，讓這兩位「同行同事同

年」、「亦狂亦俠亦文」③ 的好友在香港文學舘並肩而立，共話桑麻！

沒有梁羽生的日子

注

①②③金庸：〈痛悼梁羽
生兄〉，《明報月刊》，
二○○九年三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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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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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不僅是金庸先生誕辰百年，也是「新派武俠小說開山鼻祖」梁羽生先生誕辰百年，
適逢此機緣，本刊特組織專題，輔以多張梁羽生珍貴手跡、圖片，以茲紀念。

「三十年歲月，三十五部雅俗共賞的武俠小說，梁羽生構建了一個屬於自己、也屬於整
個武俠小說史的武俠世界。一個充滿平實典雅、詩情畫意的世界，一個充滿愛情、友情卻
又不乏感人悲劇的武俠世界。」研究梁羽生武俠小說多年的天山游龍綜合評介梁羽生小說創
作的手法、軌跡、特色與成就。

梁羽生為了創作出好的小說作品，將自己的文學素養、對歷史的研究和各種雜學加以運
用到寫作中，為武俠小說帶來一番新氣象。文學博士、中國武俠文學學會副秘書長陳瞻淇致
敬這位「俠情遺韻在人間」的「博觀約取真才子」。

「希望武俠小說以外，讀者有閒時多讀梁羽生的詩詞對聯和散文……」梁羽生入室弟子
楊健思談〈金庸梁羽生合論〉掀起的風波、金庸梁羽生相知相交的故事、梁羽生的詩詞對聯。
「『文以載道，歌以詠志』，我與武俠結緣，與造俠者神交，故『塑』當以傳神。」中國當
代雕塑家陳建華談其與梁羽生武俠之初識再識，以及為梁羽生造像的經過與寄意。九十多歲
的作家、前報人李烈聲與梁羽生因工作相識，回憶他眼中與史為友的梁羽生。

讓我們懷念香港文壇一代大師。
  ──編者

二○二四年六月 總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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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生平表

梁羽生，本名陳文統，廣西蒙山人，另有筆名幻

萍、馮顯華、馮瑜寧、梁慧如、李夫人（馮浣如）、

陳魯、鳳雛生、佟碩之、時集之、石花、魯凡、

魯戈等。 

1924 年   3 月 22 日生於廣西省桂林道蒙山縣龍定

里文圩鄉屯治村（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梧

州市蒙山縣文圩鎮屯治村）。

1945 年   就讀嶺南大學化學系，翌年轉讀經濟系。

選修金應熙「中國通史」課程，受其影

響參加中文系的「藝文社」。

1949 年   6 月提早畢業，由校長陳序經薦往香港

《大公報》任英文翻譯。年底調往副刊

科，任助理編輯。

1951 年  調往《新晚報》。

1954 年   1 月，首次以筆名「梁羽生」，撰〈太極

拳一頁秘史〉一文評「吳公儀與陳克夫

國術表演暨紅伶義唱籌款大會」。18 日，

和羅孚商定創作武俠小說。20 日，小說

《龍虎鬥京華》於《新晚報》連載。

   3 月 19 日，署名「李夫人」的雜文〈中

學生應不應該談戀愛？〉於《新晚報》

刊出。8 月 1 日《龍虎鬥京華》連載完畢，

同月 11 日開始連載《草莽龍蛇傳》。11

月 19 日，泰國《中原報》轉載《龍虎鬥

京華》，引起東南亞華文世界的興趣。

1955 年   2 月 5 日，《草莽龍蛇傳》完結；推卻《新

晚報》的小說稿約，舉薦金庸。月間，

接管《大公報》象棋欄目，邀楊官璘、

黎子健等棋手撰稿。

1956 年   10 月 5 日，雜文〈談「新派武俠小說」〉

於《新晚報》刊出，確立「新派」之稱號。

23 日起，與金庸、百劍堂主一同主持專

欄「三劍樓隨筆」。

1957 年   1 月 30 日，「三劍樓隨筆」宣布暫停，

梁羽生共寫 28 篇。

   8 月 5 日，小說《白髮魔女傳》於《新晚

報》連載。18 日，達謀〈評梁羽生的武

俠小說〉由《武俠小說週報》連載，共

七期，是新派武俠小說第一次受到深刻

批評。年底，推卻《晶報》的小說稿約，

舉薦顧鴻（江一明）。

1958 年   10 月 4 日「三劍樓隨筆」專欄重開。12

月 23 日，「三劍樓隨筆」續集迎來最後

一篇，梁羽生共寫八篇。

1959 年       小說《白髮魔女傳》改編同名電影由峨

眉電影公司開拍，分上、下、大結局三

集上映。

1962 年   6 月，美國《中華新報》轉載《萍踪俠影

錄》，新派武俠小說登上親台報紙。10

月隨香港記者代表團赴北京參加國慶觀

禮，並以《大公報》代表身份出席人民

大會堂的國宴酒會。

1963 年   1 月 1 日，小說《大唐游俠傳》由《大公

報》連載。 

1967 年   5 月 22 日，受「六七事件」之「五二二

花園道事件」影響，《慧劍心魔》暫斷，

至 6 月 4 日恢復後不再有雲君插圖。

1979 年   9月由廣東省作協推薦，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1981 年   2 月 1 日，《白髮魔女傳》由廣州《南風》

連載，大陸報章開始登載「新派」武俠小

說。6月，廣東人民出版社《萍踪俠影錄》

出版，大陸開始出版「新派」武俠小說。

1982 年   3月 22日，雜文〈談心事．話封刀〉於《星

洲日報》刊出。

1986 年  6 月退休。

1987 年   12月 25日，《飛鳳潛龍》由台灣《民聲報》

連載，打破台灣報紙不刊左派武俠小說

之例。9 月移民澳洲，定居悉尼。

1988 年   1 月 1 日，台灣解除報禁，《女帝奇英傳》

由台灣《台灣日報》連載；2 日，《還劍

奇情錄》由台灣《中央日報》連載；6 日，

《白髮魔女傳》由台灣《自由時報》連載。

1992 年   深圳海天出版社「梁羽生系列」開始出

版，是大陸第一套有正規授權的梁羽生

武俠小說集。 

1995 年   9 月 22 日，和金庸同獲北京「首屆武俠

文學研討會」之「金劍獎」。

2003 年   8 月，悉尼 Macquarie 大學開設中國武俠

課程，受邀解說《白髮魔女傳》題詞。

2004 年   11 月 30 日，至香港嶺南大學接受榮譽文

學博士學位。

2006 年   7 月舉行「梁羽生文化收藏捐贈中國現代

文學館」活動，捐藏書、實物、信件、手

稿、照片、著作共計八百八十二件，是

中國現代文學館收藏的第一位武俠作家。

2008 年   11月 7日，獲「澳華文化界終身成就獎」。

2009 年   1 月 22 日離世，享年 84 歲。31 日下葬悉

尼市北區麥考里公園的公墓。

　　（渠誠提供、本刊資料室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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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發表媒體計劃」《明月灣區》

主辦機構： 

承辦機構：

合辦機構：( 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

澳門基金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  波、陳  致、蔣述卓、蘇樹輝

白　楊、朱壽桐、許子東、張　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游 江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支持。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

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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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家手跡

〈水調歌頭〉      梁羽生

（九三年春，第三屆世界象棋錦標賽於北京舉行，余應邀作壁上觀，為賦此詞，以紀盛事。）

四海皆兄弟，情注一楸枰。喜看橘梅競秀，棋國任縱橫。來自天南地北，打破語言隔

閡，談藝鬥心兵。九戰風雷激，笳鼓動神京。（註一）

帥旗立，擂台建，會群英。（註二）亞歐美澳名將，紛起撼堅城。但有十連霸在，未
許雷池輕越，談笑復清平。（註三）棋運今隆盛，國運亦當興！

註一：錦標賽分九輪舉行。

註二：錦標賽舉行期間，並有擂台賽之設。擂台設五關，主帥為胡榮華。

註三：�胡榮華曾連續奪得十屆全國冠軍，人稱「十連霸」。此次擂台賽之挑戰者，最多能破三關，至

第四關已受挫，從來無人挑戰主帥。

 （手跡由楊健思提供）

06MM_back_B.indd   1 17/5/2024   15:17:35



二○二四年　六月號

陳建華《俠風先河   梁羽生像》  
高 72 厘米   青銅    2024

台北故宮遇蘇軾

大郡《春江泛舟圖》

—舒  非—

總
十
四
期 

二○

二
四
年
六
月

（舒非為香港詩人、作家、資深編輯。大郡原名趙志軍，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
香港美協常務副主席、香港藝術發展局視覺藝術組主席。）

雨如輕紗 

細細拂過臉頰

台北十一月

竟似江南之春

闊別十載

今日重來

故宮參觀

為重要行程

買票進入之時

並無想到

能巧遇蘇軾

十七年未展過的

《前赤壁賦》手跡

赫然擺在眼前

黑壓壓人群

擠在專櫃前

偏暗的燈光

射在長卷之上

九百多年的真跡

那麼簇新

猶可聞到墨香

等啊等

等到人流稍逝

趕緊走上前

工整的楷書 流麗的筆鋒

筆法精緻 字字挺秀

鐵劃銀 游雲驚龍

圓熟灑脫 氣勢奔放

五百三十六個字

一氣呵成

櫃前佇立

像是看到東坡居士

竹杖芒鞋 煙雨任平生

九百多年彈指一揮過

偉大文學家

長留炎黃子孫心靈

不朽而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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