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非常幸運，在25年前，受
到中央電視台的邀請，得以接觸並
拍攝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笑傲江
湖》。」 國家一級導演、編劇，內
地首部金庸武俠劇《笑傲江湖》導
演黃健中說，當時自己對武俠小說
並不熟悉，面對這樣一部經典作品
深感憂慮。為了深入理解金庸的武
俠世界，他不僅研讀了大量資料，
還從專家學者那裏汲取知識。

1999年10月，黃健中終於有機
會在杭州與金庸見面。見面後，黃
建中鼓起勇氣向金庸講述了自己對
《笑傲江湖》的理解，甚至提出了
想要改變令狐沖性格和改編部分情
節的想法。 「見面持續了半小時，
金庸先生非常耐心，一直面帶微
笑，有時還頻頻點頭表示認同。」

隨着時間的推移，黃健中越發
感受到金庸作品的影響力。他認

為，金庸的作品不僅在中國廣受歡
迎，更在世界範圍內傳播中華文
化。在拍攝過程中，他亦越發感知
到，《笑傲江湖》傳遞出對於人生
的深刻理解，更讓他感受到中華文
化的博大精深。

「有井水處有柳詞，有華人處有金庸」 。由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影視劇紀錄片中心和嘉興市新聞傳媒中心聯合攝製的三集人文紀錄
片《大俠金庸》，於6月23日晚在央視紀錄片頻道開播。該片分為
「書劍少年」 「香江孤燈」 「大俠歸來」 三集，每集50分鐘，以時
間為主要敘事線，圍繞金庸出生、成長、求學、寫作、辦報及參與
香港回歸祖國進程等重要人生經歷，記錄金庸的傳奇人生，展現一
代武俠小說宗師的家國情懷和人格魅力，致敬金庸 「俠之大者，為
國為民」 。三集紀錄片歷時三年創作完成，片中貫穿金庸與《大公
報》的淵源。

大公報記者 孫志、任芳頡、李暢北京報道

作家、編劇、記者、翻譯、報人、
社會活動家……一生向學的金庸走過怎
樣的成長求學路？在風雲際會的香江如何
一步步走向 「頂流」 ？為何在風頭正盛之
時急流勇退不再推出武俠新作？傳奇作家
的背後都有什麼故事？這部紀念金庸誕
辰百年及金庸武俠小說問世70周年的紀
錄片，自2022年立項啟動，歷經三年
創作而成。其最大特點是文獻翔實、採
訪扎實、製作精良。主創花了一年多時
間調研，收集了大量珍貴文獻和影像資
料，跟着金庸的足跡，從嘉興、麗水、
衢州到湘西、重慶、香港，甚至遠赴日
本、英國等地採訪取景，走訪金庸曾經
學習、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採訪金庸人
生傳奇的見證者。

1：1仿製真實文獻
紀錄片敘事手法別具匠心、獨出機

杼，穿插了金庸作品、回憶文章、與師友
的書信以及故事親歷人的採訪和回憶文章
等各種歷史文獻資料。主創團隊打破傳統

紀錄片慣常手法，嘗試把電影的創作手法
引入紀錄片創作，1：1仿製真實文獻、
再現歷史場景，融入故事情節。人物經歷
與時代背景相互交織，讓 「史」 的宏觀和
「事」 的細微在故事中交相輝映，最大程

度還原歷史的真實，令觀眾走進歷史場
景。為此，攝製組還根據親歷者回憶、文
獻及老照片搭建了編輯部、書房等七個大
的場景。

「我在創作過程中，不斷走進金庸
的精神世界。講好金庸故事，就是講好中
國故事、弘揚中國文化和中國精神。」 總
導演兼總撰稿段欣表示，金庸身上折射
着中國知識分子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
熱愛及為國為民的俠義精神，希望通過
他的故事增強海內外華人對中華文化的
價值認同和文化自信，激勵青年一代樹
立愛國為民的俠義精神和奮發有為的創新
精神。

查閱海量文史資料
段欣接受《大公報》專訪表示，

《大俠金庸》中 「俠」 體現在正義感與擔
當上。金庸中學時代就敢於為不平之事發
聲，這正是 「俠」 的體現。他自己也說
過， 「俠」 不一定有武俠世界裏驚天動地
的舉動，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生活中的
「俠」 ，見義勇為、堅守職業與理想都是
「俠」 的內涵。

《大俠金庸》通過深入挖掘和呈
現，讓觀眾更全面、深入地了解金庸的
精神世界、與《大公報》的深厚情誼以
及創辦《明報》的艱辛歷程。段欣講
述：金庸1947年來到上海，看到《大
公報》的招聘啟事便毫不猶豫報名，並
幸運地成為其中一員，金庸一生都以此
為榮。2009年他重返大公報參觀，為
《大公報》題詞，落款為 「敬贈舊主人
大公報」 。該片在第二集講述金庸對新
聞事業的堅守時，用這幅題詞相配，相
信觀眾在了解金庸報業生涯後，能感受
到其對報業的堅守與早期《大公報》給
予他的影響密切相關。

著名紀錄片導演、《大俠金庸》藝
術指導梁碧波高度評價拍攝團隊的職業態
度和導演團隊的扎實功力，他們全身心投
入工作，不僅查閱海量文史資料，還親自
赴港拜訪相關人物，力求還原真實。 「拍
紀錄片永遠是兩件事，第一是做學問，第
二才是做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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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大俠金庸》央視開播
歷時三年完成 呈現與《大公報》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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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場景重現青年金庸在香港《大公報》編輯部工作。▲2009年4月，金庸重回《大公報》報館，觀看《大公報》報史展。資料圖片

▲紀錄片《大俠金庸》6月23日起在
央視播出。

查傳倜：父親作品培養年輕讀者文學素養
「父親雖然離世已有7年，但總

感覺他並未走遠，彷彿仍在人間注
視着我們。」 查傳倜接受《大公
報》專訪時回憶父親在《大公報》
工作的過往表示，記得小時候，他
常在《大公報》工作到
凌晨一兩點才回家，總
會輕手輕腳地到我們姐
妹房間查看被角是否掖
好──這些畫面至今仍
歷歷在目。當年武俠小
說在報紙上連載時，讀
者們每天追着報紙看一
小段更新，有人甚至把
剪報裝訂成冊。到上世
紀80年代，海外帶回
的盜版小說在年輕人手
中傳閱，後來才逐步有了電視劇、
電影的火爆。

「如今在海外，在公交地鐵
裏，經常能看見十來歲的小學生捧
着金庸小說閱讀。這讓我深感欣

慰，因為這些作品不僅承載了文學
價值，更在潛移默化中培養了年輕
讀者的文學素養。」 查傳倜回憶：
20多年前父親到北大時，他毫無架
子地與年輕人交流；在擔任浙大院

長期間，清晨六點就陪
學生晨練，始終保持着
平易近人的作風。

談及武俠精神的
傳承，查傳倜認為最珍
貴的在於 「俠義」 二
字。就像小說裏寫的，
即便不會武功，見到老
人過馬路也會攙扶，遇
到不公之事也應挺身而
出。這種精神不再是武
俠世界的打打殺殺，轉

化為現代社會的見義勇為。作為中
國人，無論身在何處，都該保有民
族氣節與擔當。或許，現在不再有
江湖，但 「俠」 字中的肝膽相照、
扶危濟困，永遠值得傳承。

▲金庸之子查傳倜接
受《大公報》專訪。

大公報記者李暢攝

《笑傲江湖》導演黃健中：
金庸小說歷久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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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
道：22日， 「紫荊花開──京港書法家
聯展」 在北京開幕。值此香港回歸祖國
28周年之際，本次展覽以書法篆刻為
媒，搭建京港文化交流新平台，共繪中華
文化傳承發展新篇章。

本次展覽共展出京港書法篆刻作品
百餘幅，涵蓋北派書風的雄渾遒勁與嶺南
書藝的靈動秀逸，篆刻作品既有秦漢古
韻，也不乏當代新意，展現了書法藝術在
繼承與創新中煥發的蓬勃生機。參展作品
中既有德高望重藝術家的扛鼎之作，也不
乏中青年才俊的創新嘗試，這種代際傳承
的展示格局，恰是中華文脈生生不息的生
動寫照。

開幕式上，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主
席蘇士澍表示，書法作為中華文明最鮮活

的基因之一，是連接歷史與未來的文化橋
樑。此次展覽不僅是對香港回歸祖國28
周年的深情獻禮，更是對 「中華文化一
家親」 理念的生動詮釋，是中華文明
「多元一體」 的生動註腳。他強調，
「我們同根同源，所以能對話；我們各

美其美，所以能互鑒；我們美美與共，

所以能共生。」
香港特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副主任

阮慧賢在致辭中提到，香港作為中西文化
交匯的國際都會，始終以開放包容的姿態
傳承中華文化精髓。香港駐京辦將繼續積
極推進兩地文化的交流與合作，推動京港
文化合作之樹枝繁葉茂、碩果纍纍。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
報道：當港式文化氣息與首都文脈
在京相遇，一場跨越雙城的文化之
約於6月22日啟幕。值香港回歸祖
國紀念日前夕，香港聯合出版集團
旗下 「一本讀書會．北京站」 首場
讀書會正式開講， 「聯合書店．紫
荊文化閱讀館」 同步揭幕。

活動以一段 「京港悅讀．文潤
亦城」 回顧視頻拉開序幕。 「在數
字化閱讀盛行的今天，我們依然堅
信，紙質書籍的溫度，書店空間的
感染力，以及人與人之間因閱讀產
生的情感共鳴，是不可替代的。」
香港聯合出版集團副董事長兼總裁
李濟平在致辭時表示。

香港青年作家、閱讀推廣人吟
光介紹香港敘事及跨媒介創作，其

科幻小說《港漂記憶拼圖》獲作家
出版社 「年度好書」 、《亞洲週
刊》全球十大小說等。她講述在港
多年的生活，分享了京港青年在異
地生活中尋找共鳴，搭建香港和內
地、東方傳統與未來敘事的共情橋
樑。

活動現場， 「京港書訊直通
車」 同步發布，預告《港漂記憶拼
圖》港版將由香港聯合出版集團中
和出版社推出等最新書訊，為兩地
讀者架起 「閱讀互通」 的橋樑。閱
讀館內特別打造了沉浸式閱讀體驗
區──《港漂記憶拼圖》跨界融合
媒體劇場、空間裝置展演、 「我心
中的香港」 共情打卡牆……讀者不
僅能翻書品文，更能 「行走」 在書
中場景，讓文化從紙頁躍入現實。

「紫荊花開」京港書法家聯展揭幕 「一本讀書會．北京站」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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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 俠 金
庸》劇組赴英
國取景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