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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樣人生
今年三月，一部

以真人真事改編的電
影《巴爾的摩》在英國
上映，對於年輕人來
說，影片離奇的情節
令人難以置信，但對
於年長者，勾起的卻
是五味雜陳的回憶。

該片以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北愛爾
蘭的動盪歲月為背景，女主角的原型是
英國貴族富家女羅絲．達格代爾，她生
性叛逆，不僅加入武裝組織愛爾蘭共和
軍，還參與爆炸英軍基地的行動，成為
轟動一時的人物。為使電影貼近真相，
導演對這段歷史進行深入調查，力爭還
原事件的來龍去脈，並細膩地刻畫她那
複雜矛盾的心路歷程。儘管劇情跌宕起
伏，但現實中達格代爾的人生遠比電影
精彩，她的一些所作所為至今仍缺乏合
理解釋。

一九四一年，達格代爾出生於英
國德文郡一座佔地六百英畝的大莊園，
她的父親埃里克．達格代爾貴族出身，
是倫敦勞合社的股東，她的母親卡羅爾
就讀於斯萊德藝術學院，與作家兼文學
評論家麗貝卡．韋斯特是密友。由於家
境富裕，她度過了幸福的童年。儘管如
此，逐漸長大的她展現出叛逆性格，開
始厭倦這種有錢人的生活。一九五八
年，十七歲的達格代爾被選中覲見伊麗
莎白二世女王並行屈膝禮，但她很不情
願，最終與父母達成協議，條件是同意
她進入牛津大學學習哲學、政治和經濟
專業。六十年後，她回憶這段經歷時
說，這是一個可怕的交易， 「你被當作
商品出售」 。

正是在牛津大學，達格代爾接受
了左翼政治並首次成為新聞頭條。一九
六一年，她和另一名學生女扮男裝，混
入當時僅允許男性參加的牛津聯盟辯論
社，由此引發的女權主義浪潮，使該禁
令於一九六三年終結。畢業後，她在美
國獲得哲學碩士學位，論文是關於二十
世紀最有影響力哲學家之一的維特根斯
坦，並在倫敦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

位。在之後動盪的年代，她積極參與政
治活動，還賣掉自己的房子（今天估值
超過一百萬英鎊），連同繼承的財富全
數捐給了倫敦的窮人。在她去古巴旅行
時，結識了英國左翼工會組織者沃利．
希頓，後者鼓勵她走上支持北愛爾蘭獨
立的武裝鬥爭之路。她參與的一系列行
動包括：劫持一架直升機向北愛爾蘭英
軍基地投下炸彈裝置；在格萊納軍營外
引爆威力強大的新型炸藥，造成十餘名
英軍士兵傷亡；炸毀倫敦波羅的海交易
所及周圍建築物，造成三人死亡及八億
英鎊損失等。

到了一九七三年，達格代爾和夥
伴從她父母的德文郡家中偷走了價值八
萬英鎊的珍貴畫作和藝術品，所得款項
交給了愛爾蘭共和軍。被捕後，她在審
問中告訴父親： 「我討厭你所代表的一
切。」 她最終被判處兩年緩刑。就在一
年後，她和夥伴再次闖入前保守黨議
員、南非礦業繼承人貝特爵士的豪華宅
邸，盜走魯本斯、庚斯博羅等人的十九
幅名畫，當中包括神秘大師約翰內斯．
維梅爾的《與女僕寫信的女士》，總價
值約一點二億歐元。

然而，達格代爾盜取名畫並索取
五十萬英鎊贖金，卻是為換取釋放在押
的六名愛爾蘭共和軍成員。隔月她便被
捕，所有名畫作均被追回，她亦被判處
九年徒刑。服完刑期後，達格代爾繼續
從事武裝鬥爭，再被判處二十年徒刑。
她在被告席上，曾大聲稱呼英國為 「骯

髒的敵人」 ，並向公眾席握緊拳頭敬
禮。值得一提的是，出獄後的達格代爾
已步入老年，但沒有選擇頤養天年，而
是加入了義務警察機構的反毒品組織，
協助打擊日益猖獗的毒品犯罪，不可思
議地完成了身份轉換。就在電影《巴爾
的摩》上映前半年，她悄然離世。

達格代爾作為英國和愛爾蘭曾經
的頭號通緝犯，多年來，人們一直想知
道這位出身優越、智力超群的女性何以
走上不尋常的人生道路。英國作家奧德
里斯科爾在一本達格代爾的傳記中總
結，這與她成長的時代有關，上世紀六
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歐洲活躍的革命
團體，比如德國的紅軍支隊或意大利的
紅色旅，極大地激勵了她，促成了她堅
定的政治信仰。與此同時，一九七二年
北愛爾蘭的 「血腥星期日」 ，是她從左
翼活動家轉變為暴力革命者的轉折點。
據目擊者回憶，從電視新聞上看到事件
的達格代爾誓言，要將愛爾蘭人民 「從
英帝國主義的壓迫中解放出來」 。

不過，最難探究的還是達格代爾
的內心世界。電影《巴爾的摩》的導演
曾說，我們被達格代爾的內心所吸引，
因為我們堅信她是一位深思熟慮的思想
家。即使在年老時，她仍展現出對其所
追求事業的全力以赴的奉獻精神。她通
過改變自己的身份，走上別樣的人生之
路。恰如奧德里斯科爾的傳記書名──
《女繼承人、反抗軍、義務警察和炸彈
客：羅絲．達格代爾的不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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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嶺南

一八九八年裘
廷梁發表《論白話
為維新之本》之
際，一個偶然的機
會，不通外文的林
紓與友人王壽昌合
作，以文言翻譯了
法國作家小仲馬的
《巴黎茶花女遺
事》，風靡一時。

通外文者口述，擅文字者筆受，這樣
的合作常見於早期翻譯佛經。林紓在
接下來的二十年間，出版了近一百八
十種 「林譯小說」 ，莎士比亞、笛
福、司各特、狄更斯、塞萬提斯、巴
爾扎克、雨果、托爾斯泰、易卜生、
斯托夫人等，通過林紓的古文翻譯，
首次為漢語讀者所了解。 「恨余無
學，不能著書以勉我國人，則但多譯
西產英雄之外傳，俾吾種亦去其倦敝
之習，追躡於猛敵之後，老懷其以此
少慰乎！」

當時商務印書館給林紓開出的稿
酬是千字六塊大洋，包天笑這樣的鴛
鴦蝴蝶派暢銷書作家，千字大洋兩
塊。魯迅、周作人、胡適，甚至年紀
更小的錢鍾書，都是林譯小說的忠實
讀者，其影響不止於一代人。胡適認
為，古文的應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未
有如此大的成績，林紓替古文 「開闢
一個新殖民地」 。施蟄存認為 「他首
先把小說的文體提高，從而把小說作
為知識分子讀物的級別也提高了」 。

林紓生於一八五二年，字琴南，
號畏廬，福建人，三十一歲中舉，四
十六歲發表《閩中新樂府》，效法白
居易，改良古詩。胡適曾說， 「林先
生的新樂府不但可以表示他文學觀念
的變遷，而且可以使我們知道：五六
年前的反動領袖在三十年前也曾做過
社會改革事業。我們這一輩的少年人
只認得守舊的林琴南，而不知道當日
的維新黨林琴南。只聽得林琴南老年
反對白話文學，而不知道林琴南壯年

時曾做很通俗的白話詩，──這算不
得公平的輿論。」

錢基博說， 「當清之季，士大夫
言文章者，必以紓為師法。遂以高名
入北京大學主文科。」 隨着陳獨秀的
《新青年》創刊，白話文運動興起，
章門弟子紛紛進入北大，面對留學西
洋和東洋的新派人物，論勢而不論理
的新潮壓力日益強大，林紓作《答大
學堂校長蔡鶴卿書》，《論古文之不
宜廢》，成為白話文運動最著名的論
敵，在世人眼中，落伍保守乃至反
動， 「萬戶皆鼾，而吾獨嘐嘐作晨雞
焉」 ，林紓與桐城派古文名家姚永概
一同辭去大學講席。臨別作《送大學
文科畢業諸學士序》勉勵其 「諸君力
延古文之一線，使不至於顛墜。」

林紓亦是近代有成就的畫家和
「興女權，倡女學」 的先驅。他性格

狷介，善拳劍，薄功名，任俠氣，袁
世凱復辟時，徐樹錚請林紓以 「碩學
通儒」 身份參政，實際是要他為 「洪
憲皇帝」 捧場，被嚴詞拒絕── 「請
將吾頭去，此足不能履中華門也」 ！
此語擲地有聲，非尋常讀書人可比。

林紓晚年 「長日閉戶，澆花作
畫」 ， 「十年賣畫隱長安，一面時賢
即膽寒。世事已無清白望，山人寫雪
自家看。」

一九二四年十月林紓去世。其
《留別聽講諸子》詩云： 「任他語體
訟紛紜，我意何曾泥典墳。駑朽固難
肩比席，殷勤陰愧負諸君。學非孔孟
均邪說，話近韓歐始國文。蕩子人含
禽獸性，吾曹豈可與同群。」

周作人在《語絲》撰文，認為林
紓 「在中國文學上的功績是不可泯沒
的」 ，百餘種林譯小說，令 「我們趾
高氣揚而懶惰的青年，真正慚愧煞
人」 。

林紓自謂 「五十以後，案頭但有
《詩》《禮》二疏，《左》《史》
《南華》，韓歐之文，此外則《說
文》《廣雅》，無他書矣」 。

林 紓

人物入畫

英倫漫話
江 恆

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責任編輯：謝敏嫻

市井萬象

系 列 十金庸文化大家談

《射鵰英雄傳》中的梁林故事
黃紹成

梁羽生先生在〈金庸、梁羽生合論〉中說過：
「金庸的故事是有藍本的。」 大家熟知的小說對
聯 「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 中之
「碧鴛」，就是指梁思成和林徽因這一雙懷着碧血
丹心，為國為民的學者鴛侶。以往我不明白為什
麼金庸會為角色的坎坷遭遇而黯然神傷，淚濕稿
紙。現在明白了，因為他寫的皆為「真人真事」。

金庸曾撰文談論中國文化裏的聯謎、字謎；
而他亦運用了兩種手法來設計《射鵰英雄傳》中
的啞謎。這兩種手法之中，較常使用的是 「倒
轉」 ，主要運用在角色名稱和武功配置上，而另
一種手法就是 「合而為一」 。

其實，金庸已幾番暗示破解謎題的方法。最
明顯的，是黃蓉戲弄西毒歐陽鋒，誤導他逆轉經
脈修煉《九陰真經》武功這個情節。相信此刻大
家仍然難以接受這個事實：歐陽鋒被黃蓉刻意誤
導之後，竟然能夠修煉至武功天下第一。但若拒
絕承認 「倒轉」 是金庸構建小說的最重要手法之
一，那便絕對無法破解謎團。

金庸又如何暗示他用了 「合而為一」 這個手
法呢？這就再簡單不過：郭靖施展 「一箭雙鵰」
的絕技已表明一切；並且不止於此，老頑童周伯
通傳授武功 「雙手互搏」 ，說明是身體裏面有兩
個人。這不就同樣是 「合而為一」 嗎？說到這
裏，相信大家都會想到黃蓉烹調古靈精怪的 「二
十四橋明月夜」 、 「玉笛誰家聽落梅」 和 「好逑
湯」 ，均是以 「合而為一」 和 「倒轉」 兩種方法
做出來的。

梁林兩家與金庸家鄉海寧，原來還有鮮為人
知的緣分。林徽因、梁思成和徐志摩之間的前塵
往事，現今仍然為人津津樂道。林氏祖籍福建閩
侯，徽因祖父林考恂是晚清翰林，曾出任海寧知
州，政績卓越，受人敬仰。他亦曾資助金庸的表
姨丈蔣百里到日本留學。林徽因生母何氏是嘉興
人，那麼黃藥師之所以是浙江人，其原因便有跡
可尋了。梁啟超多位入室弟子，包括徐志摩和蔣
百里皆為海寧人。

當大家得悉上面種種，再循其脈絡追查，就

自然會發現《射鵰英雄傳》的故事，是依據梁思
成和林徽因的生平推展出來的。《書劍恩仇錄》
故事出自海寧陳家的傳說，而《射鵰英雄傳》亦
是源出海寧一地的。

本人從二○一八年起刊出拙作《射鵰解
謎》。這幾年間，我在這專欄裏已經將小說各個
章節與梁林的連繫一一剖析過。這些章節包括
〈三道試題〉、〈千鈞巨岩〉、〈密室療傷〉、
〈鐵掌峰頂〉、〈從天而降〉；此外，郭黃鎮守
襄陽，以及黃蓉逼人抬轎等情節，都是取材自梁
林的生平事跡的。

大家應當特別注意〈鐵掌峰頂〉這一回。金
庸之所以寫郭黃在鐵掌峰找到《武穆遺書》這個
情節，其實是要暗中寫梁林決意要到山西五
台山找尋 「佛光寺」 ，藉以打碎日本學者
認為中國土地上已沒有唐代木構建築的
謬論這件事。從這件歷史大事，可以看
到梁林以理服人的氣度，比以武力克敵
更令人敬佩。

這裏還要介紹幾個殊堪玩味，而又與梁林事
跡有關的，大家卻未知其因的事物。其一是郭靖
的小紅馬，其實小紅馬是暗指梁思成的美國哈利
大衛遜電單車，其二是貂裘大衣，這件貂裘大衣
其實是暗指林徽因穿着的時尚皮草。其三是伴隨
郭黃的一雙白鵰，這雙白鵰，其實是暗指梁林兩
位美國白人知交費正清夫婦。

梁林與金庸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這真是一
個永遠沒法說完的故事。

我祈盼大家都能感覺得到金庸對梁林的敬
慕。梁林主導設計國徽，參與規劃人民英雄紀念
碑。他們對中國建築藝術歷史的研究和維護，已
向世人宣示了中華文化之博大精深。這樣的平民

英雄，難怪金庸要銳意為他們立傳。從
今以後，我們向外國人推薦金庸小
說，要聚焦在傳統文化之上，要展現
中國人的藝術素養，方為正途。

作者為灼見名家專欄作家

▲黃紹成

上周五，一年一
度的南國書香節如約而
至。今年以 「品味嶺南
書香，閱見文明之光」
為主題，設在廣州中國
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展館
的主會場有超過七十間
出版機構參展，展出圖

書和文創產品超過三十萬種，而分布在
廣東省多地的五百二十一個分會場，與
主會場聯動舉辦各類活動超過兩千場，
數量及規模均創歷史新高。我也有幸獲
邀參與二○二四書香嶺南（灣區）全民閱
讀論壇，與內地及澳門代表同台交流，
分享灣區閱讀推廣的新思路與新方法。

香港館以 「我們的香港故事」 為主
題，展出香港知名出版社新作佳作，另

外館內的非遺主題展，展出舞獅獅頭、
粵劇戲服等，亦有資深粵劇表演藝術家
阮兆輝、跨界別寫作人岑金倩以及紮作
藝術家許嘉雄等到場分享，立體講述香
港非遺故事。

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南國書香節
主會場與分會場聯動的辦展模式。廣
州、深圳、珠海、江門、中山等城市的
圖書館、各具特色的書店和文化空間
等，都在八月盛夏參與此年度閱讀盛
事。書迷朋友可以參與各式讀書會及工
作坊，與心儀的作家名人面對面交流，
也可以打卡集章，令到讀書不單是一時
一地的事情，而是擴展發散開來，蓬勃
生動起來。

從今年起，特區政府將每年的四月
二十三日設立為 「香港全民閱讀日」 。

從四月 「香港閱讀+」 全港嘉年華到七月
香港書展線上線下協同推展的多元活
動，不論出版文化業界抑或市民遊客都
對此不乏好奇與期待。閱讀推廣的展覽
與活動不難做，難的是做出新意與讓人
眼前一亮的效果。像是今次南國書香節
期間 「演藝+閱讀」 的跨界嘗試，電競遊
戲、動漫潮玩產品的展示和體驗，還有
《花城》四十五周年暨第八屆花城文學
獎頒獎典禮上經典文本與AI技術的創新
互動，都是有益且有趣的探索。香港出
版文化同業，亦可參考或借鑒。

在香港推廣文化、推動全民閱讀，
沒有一定之規，既需要日復一日綿綿用
力，更需要拋開成見、跳出舒適圈，從
契合時代發展的思潮和趨勢中找尋靈
感、開闢新徑。

南京德基藝術博物館正在舉行 「金陵圖數
字藝術展」 。該展覽將新銳科技引入清代畫家
馮寧所作的《仿楊大章畫〈宋院本金陵圖〉》
中，在全長近一百一十米的屏幕上生動呈現
「人物入畫，實時跟隨」 的互動觀展模式，令

觀眾在移步換景間彷彿置身於古代南京的街
市，感受歷史文化與民間風俗。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