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维视野中的金庸小说

— 《金庸小说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小记

口 林兴宅

在正统文人的眼里
,

武侠小说只是

文苑里的野草闲花
、

供人消遣娱乐的东

西
,

上不了台面
,

进不 了高雅文学的殿

堂
。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

系的确
一

改
,

人们的文学观念也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
。

越来越多的学者重新反思二

十世至己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
,

用新的眼

光打量武侠小说及通俗文学
。

金庸的小

说在香港这 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

大都市异峰突起
,

七十年代末传入中国

大陆后迅速拥有亿万读者
,

而且涵盖了

世界各地华人生活圈
。

这种奇特的现象

不能不引起文学史家和文艺理论家的兴

趣
,

以至于把它作为难解的文学之谜来

探究
。

继浙 2卜大学召开金庸小说的学术

研讨会之后
,

今年五月中旬美国科罗拉

多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又主持召开了
“

金庸小说与20 世纪中国文学
”

的国际

学术研讨会
,

紧接着台湾也召开了主题

相近的研讨会
。

在短短的时间内连续召

开同
·

仁题同
一

作家的三次大型学术研

讨会
,

这不能不说是九十年代以来引人

注卜1的文化贻七观
。

这次会议的主持人
、

科罗拉多大学

东亚系原主任
、

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先生

在 《开幕词》 中指出 : “金庸小说是 一个

巨大的文学之谜
,

我相信
,

这个谜已构

成一个挑战
,

所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

已经不能拒绝面对这一极其重要的文学

现象
。

而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阐释
、

解

读这个大谜
。 ”

会议的主旨是把金庸小

说放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中来研究
,

从金庸小说与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

视角出发
,

侧重探讨 :金庸作品在中国

现代文学中的地位与作用 ;金庸作品在

现汉汉语写作中提供的叙述经验
,

金庸

作品对 卜打破俗文学与雅文学界限所做

的尝试及贡献 ;金庸作品提供的新的文

学视野与想象方式 ;金庸作品与中国传

统文化的关系及其现代性等等
。

这次会

议的召开构成一次对金庸现象的别开生

面的研究与阐释
。

这种阐释大致可以区

分为如 下四个层次
一是在武侠小说层次上论金庸

。

论

者认为
,

金庸小说
一

方面继承 了武侠小

说的基本规范和叙述框架
,

另
一

方面又

改造并超越了传统武侠小说
,

将武侠小

说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

使本来奄奄

一息的武侠小说重获生机
。

可以说
,

金

庸是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
。

金庸的贡献

在于 他即秉承 厂传统武侠小说的题材

形式
,

又拓展 了武侠题材的表现空间
,

将幻想虚构的武侠故事与严肃的人性探

索结合起来
,

使读者透过:il 湖看社会
,

于武侠英雄身上读出丰富复杂的人性内

涌
,

从神奇怪异的武功描写中感悟中华

民族的文化特征
,

从而使自己的小说达

到雅俗共赏的高度
。

二是在文学审美层次 L论金庸
。

论

者认为
,

金庸的小说是以通俗文学的形

式表现 了高雅文学的旨趣
,

进入 了
“

抒

写世间悲欢
,

表达人性感受
”

的个性化

的艺术层次
。

在审美内涵 上
,

它突破 了

中国现代文学单 的国家
、

社会
、

历史

的维度
,

增添 了超验世界和内
`

i
亡

宙的维

度
,

将历史视野
,

犷l几湖传奇和人生故事

融为 体
,

因而具有深厚的市美韵味
。

尤其是它延续并发扬光大 r 文学剧变时

代的本 1二文学传统
,

提供 r
」

种既能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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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传统文化价值又能表现当代人思想感

情和审美趣味的文学范本
,

对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

在这个意

义上说
,

把金庸小说排除在外的中国现

代文学史将是残缺不全的文学史
.

三是在汉语写作层次上论金庸
。

论

者认为
,

我们不仅要把金庸当做一个出

色的小说家
,

而且要把他当作在现代汉

语发展中占有特殊位置
,

使现代汉语出

现新气象的人
。

他以自己的写作
,

继承

并改造了旧式白话文
,

使现代汉语的另

一股潮流死而复生
,

使人们看到现代汉

语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
。

金庸所创造的

文学话语
,

延续了一个伟大而古老的写

作传统
,

即发源于
“

志怪
” 、 “

传奇
”

的

非写实的传统
,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二

十担丝己中国文学想象力匠乏的弱点
。

金

庸的写作
,

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

侵蚀的情况下
,

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

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
,

在中国

传统文化价值备受挑战的时代
,

承担了

重振民族文化价值的使命
。

四是在文化层次上论金庸
。

论者认

为
,

金庸小说不仅是一些生动有趣的武

侠传奇的故事
,

而且是有关世界 (历史 /

文化 )及人生 (人性 / 生活 )的深刻寓言
。

金庸始终用批判性的眼光讲述历史
,

用

现代意识对传统文化进行审视
、

改造和

重构
,

在小说中表达对中国历史和文化

的深刻领悟
,

因而金庸小说蕴含着丰厚

的文化隐喻
。

人们不仅可以把金庸小说

当成通俗的传奇故事来读
,

而且可以当

作深刻的世界
、

人生
、

人性的寓言来读
。

在过去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

中
,

金庸小说一直是文学史家的一个盲

点
。

这是源自正统文学观念对武侠小说

以至对通俗文学的偏见
。

与会者普遍认

为
,

金庸小说的成就不仅仅是武侠小说

的成功
,

而且具有远远超出武侠小说范

畴的普遍意义
。

研究者如果没有超越武

侠小说的视界
,

就不可能认识金庸小说

的价值
,

也不可能公正评价金庸在二十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

金庸的

成功作为一种现象
,

有许多值得注意和

思考的地方
,

它给人们留下了诸多历史

的
、

文化的
、

文学的课题以及各种有益

的启示
。

首先
,

金庸是在香港这个被称为
“

文化沙漠
”

的现代化大都市中崛起的
,

`

金庸的成功是一种特例抑或是商业社会

文化发展的证明 ?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

的
。

在一个充分商业化的社会
,

商业利

益和大众趣床都构成对文学严肃性的巨

大威胁
,

是什么因素促使金庸获得文学

的辉煌成就呢? 应该说
,

香港特殊的政

治生态环境是一个重要因素
,

但更重要

的是金庸对独立的个性和自由精神的追

求
,

这是一种内在的生命支撑力量
。

金

庸先生能够抛弃巨大的商业利益
,

费时

十年修订连载的小说即是明证
。

中国文

学中源远流长的
“

载道
”

传统使现代作

家们救世之心良苦而文学性灵阔如
,

而

金庸却在香港一隅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

神
,

这才是金庸成功的关键
。

优秀的文

学无不植根于自由的精神
。

金庸的成功

正是文学自由精神的胜利
,

这是金庸现

象对我们的一大启示
。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金庸小说

浓厚的传统文化味
。

身为殖民地作家的

作品却保留了最纯粹的民族趣味和形

式
,

这种现象多么发人深思 ! 金庸本人

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渊博的知职和深厚

的修养
,

他生活在香港这个特殊的环

境
,

又获得对传统与现代
、

东方与西方

文化的兼容性
。

因而金庸的小说能够用

现代意识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审

视
、

改造与表现
,

具有古今兼容
、

中西

融通的特点
。

我们完全可以套用陈予善

的《私语张爱玲》前言中对张爱玲的一

段评论 : “在她所精心营造的令人惊迷的

文学世界中
” 、 “

自由又 自由地出入于
`

传统
’

与
`

现代
’ 、 `

雅
’

与
`

俗
’

和
`

中
’

与
`

西
’

之间
,

并且做到了二者的平衡

和沟通
” 。

这正是文化冲突与融通的表

征
。

金庸的成功与其说是文学的
,

不如

说是文化的
,

是传统与现代
、

东方与西

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造就了金庸
。

这是

金庸现象对我们的第二大启示
。

第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金庸的

小说是名符其实的武侠小说
,

但金庸先

生却最不愿意被人称为武侠小说家
。

据

悉在一次金庸小说的研讨会上
,

有人问

金庸本人最大的愿望是了}么
,

金庸的回

答是 :希望把
“

武侠小说家
”

头衔中
“

武

侠
”

两字去掉
。

这个心愿表明金庸先生

是以严肃作家态度创作他的小说的
,

迫

求的是文学的审美价值
。

他希望人们能

理解他追求崇高精神价值的苦心
。

但是

应当看到
,

金庸小说的成功很大程度 卜

得益于小说的民间情趣和武林故事的形

式
.

正是它们使金庸小说成为世界华人

喜闻乐见的艺术
。

问题在于
,

金庸小说

的通俗文学形式中蕴含着高雅艺术的旨

趣
,

一方面是天马行空的情节虚构
,

另

一方面则是严肃深刻的人生叩问;一方

面是生动有趣的武林故事
,

另一方面又

是世界与人生的深刻离言
.

这就是中国

文论一再推崇的
“

言近旨远
”

的作品
。

“

言近
”

才能为大众喜闻乐见
, “

旨远
”

又能让作品耐人寻味
。

凡能传世的作品

无不是
“

言近旨远
”

的
,

这是一条重要

的艺术规律
。

金庸的成功正是这一艺术

规律的体现
。

这是金庸现象对我们的第

三大启示
。

这次研讨会是一个学术层次很高的

国际学术会议
。

出席这次会议的除 r 来

自美国
、

欧洲
、

加拿大
、

日本和台湾的

二十多位金庸小说研究专家外
,

还有美

的中国著名学者李泽厚
、

刘再复以及来

自中国大陆的十多位知名学者和作家
。

他们聚会在春意盎然的洛矶山下的波德

市
,

纵论金庸现象
。

会议的 上题作家金

庸先生偕夫人亲临会议
,

并作了生动的

引人深思的发言
。

科罗拉多大学研究生

副院长R xC ln e y aT yl or 在欢迎词中热情

洋溢地说 : “对于我们来说
,

春天本来就

是一个美丽的季节
,

而今年的鲜花和绿

树又格外生机勃勃
,

繁盛迷人
。

我们希

望如画的风景和美妙的春天将成为你们

会议成功的赞美
。 ”

的确
,

这次会议是 1卜

常成功的
,

它将对探讨金庸小说在 几!
1

翅丝己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以及促进金庸小

说进人西方文学批评视纤产生积极的作

用
。

正如科大图书馆馆长aJ m es F W il -

ll a m s教授在欢迎辞中所说 : “ 从这里发

出的智慧的声音将传追关注中闰文化的

所有地方
,

成为文化历史的 部分
. ”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