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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華《笑看風雲．金庸像》  
70 x 70 x 45 厘米  青銅  2018

（陳建華雕塑工作室提供）

香江即景．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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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峽①雙門②繞海陲，

乘風破浪幾時綏。

青衣岸畔擂聲動，

赤柱灘頭棹影移。

鳳艇③爭流揚瑞雪，

龍舟競渡蕩清漪。

三千健勇衝天吼，

奮楫揮橈奪錦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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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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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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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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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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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

註：

①兩峽：藍塘海峽、博寮海峽，是從東西兩翼進入維港的必經海路。

②雙門：鯉魚門、汲水門，是維港東西兩面入口，遙遙相對。

③鳳艇：香港端午「扒龍舟」，亦有「鳳頭鳳尾」的「鳳艇」女子競賽。

（華夫，本名羅政，資深媒體人，現為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

—詩．圖 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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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作為中國現代武俠小說的巨匠，以其獨特的創作風格和豐富的想像力

征服了無數讀者的心。他創造了一個個傳世經典的人物形象，塑造了一個個令

人難以忘懷的故事情節。他的作品融合了歷史、傳統文化和浪漫主義的元素，

以精湛的筆觸和細膩的情感展現了中國俠客的精神。

金庸的寫作特色之一是他對人物成功的塑造。他筆下的角色個個鮮活奔

跳、有血有肉，有豐富的內心世界和獨特的個性。無論是俠客如郭靖、楊過、

蕭峯，還是複雜多變如黃藥師、成吉思汗，他們都具有鮮明的個性特點和生動

的形象，使讀者們恍然置身於他們的世界，如癡如醉。

此外，金庸的作品往往把俠義、愛情和友情融入到故事情節之中，介於正

邪之間，建構浪漫而理想化的情感世界。他通過對愛情的描寫，展現了人性的美好和追

求真愛的渴望。他通過對友情的描繪，傳遞了互動、信任和忠誠的價值觀，這些情感元

素不僅使作品充滿了感染力，也讓讀者們在閱讀中感受到了深深的共鳴。

金庸的作品不僅是一種文學創作，更對社會有正面貢獻和影響。他的作品弘揚了俠

義精神，讓人們對於真善美的追求充滿了信心和勇氣。他的作品中反映出的社會問題和

人性困境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思考，促使人們對社會現實進行反思。與此同時，金庸

的作品也體現了超越功利是非判斷的價值觀。他的主角們常常面對權力的壓迫和不義

的行徑，但他們始終堅守自己的信念，勇敢地抵抗邪惡勢力。這種對於自由和正義的追

求，不單是金庸作品的主題，更體現了中華民族對自由和平等的渴望。

金庸的作品不僅影響整個華人世界，還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昂然走向世界。金庸作

品的廣泛傳播，不僅為外國讀者提供了解中國文化的窗口，也讓更多的人對中國的歷史、

哲學和價值觀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更了解中華文化真正的底蘊。正是因為金庸與他的好

友梁羽生的作品所產生的巨大影響，使新派武俠小說成為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總之，金庸的國際影響力和文學成就在全球範圍內得到了肯定和讚揚。

他的作品不僅叩動許許多多讀者的心，更展現中華文化情懷，將中國文化

的價值觀和美學理念傳播到世界各地，厥功至偉。

（本文為中國作家協會主辦「俠之大者：魅力長新的中華情懷」金庸

百年誕辰紀念座談會發言摘要。）

魅力長新的中華文化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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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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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四年七月 總十五期

 

今年是中國武俠小說泰斗金庸（查良鏞）先生誕辰百年，香港及各地都有不同類型的紀念
活動，《明報月刊》亦於今年三月號組織了「俠之大者─金庸百年誕辰紀念」特輯，反應良
好，其中有意猶未盡、觸發共鳴者，相繼投來作品，不乏新內容與視角，組織起來，側寫金庸，
圖拼神貌。

「金庸的武俠小說精彩萬分，眾美人各具個性，千嬌百媚而立體，讓讀者念念不忘，也令
讀者不論男女愛不釋手。」金庸筆下的美人實何以如此吸引人？學者賴慶芳精心引文分析，
破解當中之謎。

「這一出手，神乎其神，讓所有讀者出乎意料、傾倒、服氣，恐怕韋小寶自己都想不到。
因為整個過程中，他都是被外界牽走，他不過為自保，而主動去適應、化解，終於因禍得福。
這樣的人能叫大奸大惡、無恥下流、可怒可恨嗎？」作家蔣泥細看韋小寶。

美籍華人音樂家阿鏜因《神鵰俠侶交響樂》與金庸成為「知音」，並因「知音」而三次見
面交流，結下難能可貴的緣份。

「金庸胸像雕塑的創作不僅僅是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武俠小說作家，更是為了傳達和體現
他作品中所蘊含的精神內涵……」當代雕塑家陳建華漫談為金庸塑像的心路歷程，以及他與金
庸之神交。

津門水西莊除了是查家昔日榮盛的象徵外，也是天津文化人的夢中亭閣。城市文化與法治
時評專欄作者劉利祥記二○○一年金庸到天津尋找水西莊痕跡的故事。

另本期「學苑春秋」師生同時大談「我與金庸」，「香港作家手跡」亦選刊金庸〈讀書心得〉。
方方面面，新知舊雨，共同緬懷一代傳奇大師。
  ─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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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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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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心得

金  庸
《明報月刊》創辦人、著名報人、作家

我的讀書心得，只是孔子的一句話﹕「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讀書之對

於我，那是人生中最最重要的事，只次於呼吸空氣、飲水、吃飯、睡覺。我曾經想：坐牢十年而

可以在獄中閱讀天下書籍；或者，十年中充分自由，但不得閱讀任何書刊—兩者由我選擇，我

一定選擇「坐牢讀書」。我讀書沒有心得，就如呼吸飲食之沒有心得，那是極大的享受。古人稱

筆為「不可一日無此君」，在我心中，「不可一日無此君」者，書也。

� （原載《明報月刊》一九九九年七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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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鳳艇：香港端午「扒龍舟」，亦有「鳳頭鳳尾」的「鳳艇」女子競賽。

（華夫，本名羅政，資深媒體人，現為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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