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2023年年99月月1717日日（（星期日星期日））

2023年9月17日（星期日）

2023年9月17日（星期日）

A8
◆責任編輯：尉瑋 ◆版面設計：謝錦輝

以文匯友以文匯友 風雨同舟風雨同舟文匯專題

金庸是香港文學史上繞不開的一位人

物，也是香港南來作家的代表。他青年

時期到港，先在報館工作，機緣巧合下

踏足小說，寫出一部部膾炙人口的武俠

作品。後又自立門戶，開啟香港「文人

辦報」的先河。金庸曾用「南來白手少

年行，立業香江樂太平」一句形容自己

到香港後的生活面貌，儘管不是出生於

香港，但他一生中的重要轉折都與香港

息息相關。然而金庸在香港的足跡，隨

着繁雜和來源未知的各式記錄，卻有些

撲朔迷離。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小凡

金庸來到香港可以說是一個偶然，1948年
他被《大公報》上海館派往香港報館，

後又任《新晚報》編輯，1955年，時年31歲
的金庸在此創作出武俠處女作《書劍恩仇
錄》。此小說以金庸的故鄉傳說為靈感，連
載後，一時間洛陽紙貴，銷路倍增。《書劍
恩仇錄》後，金庸開啟了武俠小說創作之
路，在《香港商報》等報紙上接連發布連載
小說，直至1972年9月23日《鹿鼎記》最後
一章在《明報》發表完畢，就此封筆。青年
時期的金庸在《大公報》工作了10年，據他
自己所說：「我現在擁有的一切，雖有自己
的辛勤努力，但更多是香港這一環境所賜。
我要感謝《大公報》派我來香港！」
到了金庸主理明報時期，他以節省在業內
聞名，當時明報副刊開出的稿費比其他各大
報章都低，金庸卻「有恃無恐」，「他們不
大敢跟我提要加稿費的。因為在《明報》登
一篇稿子很難的，我說你要加稿費，我不要
你的了，他們就害怕了。」儘管稿費不高，
副刊卻因金庸的名氣而名家輩出，許多人都
以在此發表專欄為榮。流傳很廣的一段逸事
是，金庸和第二任妻子朱玫創辦明報初期，
住在尖沙咀，深夜下班時天星小輪已停航，
要改乘俗稱「嘩啦嘩啦」的電船仔渡海，但
只有付包租費三蚊，才能隨到隨開，否則要
等齊六個人才能開船。為節省路費，金庸寧
願在深夜捱着涼風等待拼船，也不願多花那
三蚊錢。
無論是金庸之前任職的《大公報》還是之
後創辦的《明報》，報館均在港島，「慳
錢」的金庸為何要捨近求遠住在尖沙咀？關
於尖沙咀故居的描述，除了這段軼事外，更
無人知曉具體地址，有記載的金庸故居則是
位於山頂道1號的豪宅，1996年以1.9億港元
出售。

何處寫下《書劍恩仇錄》？
金庸來港的時間很長，多幾套置業不足為
奇。據寫過金庸傳記的香港作家沈西城回
憶，金庸先後住過摩利臣山道、堅尼地道、
嘉頓山，最後才搬到為人廣知的山頂道1號。
「金庸住在港島時好少過九龍，因為（過
海）隧道還未通，一個月可能有一次。」
經《明報》月刊記載，考證到金庸在尖沙
咀住的是山林路。雖然金庸一向以節儉聞
名，但沈西城表示，「金庸這個人很注重
居所，鍾意住得好。」因此他推測當時金庸
也是為了「住得舒服」所以短暫在尖沙咀有
過居所。
關於金庸的住處，亦牽扯到他處女作《書
劍恩仇錄》的寫作之謎。網上資料指，金庸
曾在位於沙田的龍華酒店長期預訂了一間房
用於閉關創作，據說《書劍恩仇錄》便是在
此寫就。
龍華酒店建於1938年，本為富商鍾秀長一

家的度假別墅，後被日軍侵佔。二戰結束
後，鍾氏收回此樓，1951年，正式以「龍華
酒店」之名經營，套房增至12間。酒店租金
50至60元每日，相等於當時一個普通打工仔
的半個月人工。但作為當年沙田區唯一一家
酒店，環境優美，吸引了不少名人到來。

但令人好奇的是，金庸寫處女作時，還是
報館員工，如何有錢住這種高檔酒店？且沙
田區距離公司和住所都很遠，如何有空閒長
租於此？
沈西城就篤定，金庸是在堅尼地道的家中
餐枱上，創作出了他的處女作《書劍恩仇
錄》。當時他和第二任妻子朱玫住一個房
間，屋子很小，因此要到客廳餐枱寫作。而
在金庸創辦明報之後，幾乎所有作品都是在
明報報館的夜晚誕生的。沈西城表示，金庸
確實住過龍華酒店，也稱讚「龍華的乳鴿很
好食」，但沈西城認為長租酒店是金庸「當
老闆之後的事」，亦不贊同金庸在龍華酒店
寫出《書劍恩仇錄》的說法。
1980年代起，隨着沙田新城市發展及沙田
新酒店落成，龍華酒店客房逐漸荒廢，又因
未能合乎香港的《消防條例》，所以1985年
由酒店轉型為餐廳。據傳武打巨星李小龍最
愛吃的，就是龍華的招牌菜式沙田乳鴿。如
今的龍華酒店裝修得古色古香，寫有店名的
一排紅燈籠引得不少食客在此打卡。

與妻子相識在北角
因沈西城曾是金庸旗下報章的專欄寫手，
三次面晤金庸，2016年更與金庸的第三任
妻子林樂怡交流，2018 年，他受邀編寫
《金庸逸事》，「我的書剛寫完，大哥就
去了。」在後記中，沈寫道：「沒有悲
傷，只有追念。中國近代作家如金庸般有
蓋世才情者，寥若晨星，現在少有，將來
怕也難有。」如今的沈西城提到這本書，
仍認為此書成功寫出許多一手資料和金庸
鮮為人知的軼事。
其實早在1980年代，利文出版社便邀

請沈西城寫了傳記《金庸與倪匡》，據
沈記載，「出版後，很受歡迎。此書都
九萬字，其時精力過人，四天完稿。」
書中主角之一的倪匡看後，更是給出高
度評價：「寫得好，有 90%的正確
性。」
金庸作為大人物，生活故事眾說紛
紜，一些事件經過口耳相傳便生出多
種版本。例如他與第三任妻子林樂怡
的相識地點，流傳的就有酒吧、咖啡
廳、餐廳多種版本。沈西城八十年代
寫《金庸與倪匡》一書時，係根據倪
匡和哈公（許國）口述，寫出一版二
人相遇經過，但直到2016年沈與林
樂怡見面考證，才發現當年寫就的
故事和林樂怡本人描述仍有出入。
但一致的是，他們相識的地點是位
於北角金舫酒店（現金舫大廈）七
樓的「蜜月酒吧」，當年十六歲的
林樂怡暑假在此做侍應。
之所以能準確地回憶起酒吧的名
字，是因為當年沈西城亦光顧過蜜
月酒吧，他指該酒吧有小廂座，
門前垂珠簾，保密度高，《明
報》的董千里、陳非、阿樂、倪
匡等人都會來此地飲酒寫稿。如
今金舫酒店已不復存，蜜月酒吧
更無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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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篇

「南來白手少年行」

金庸的香港往事金庸的香港往事
撲朔迷離撲朔迷離 故事叢生故事叢生

金庸在香港可謂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但搜集金庸的資料
卻遭遇重重困難，舊友回憶和網上記載產生諸多矛盾，就
連當事人的口述，都有偏頗的可能，因此難以復原出「絕
對的真實」。因網上消息來源不明，一些事可能傳着傳着
就偏離了真實，將時間地點張冠李戴。沈西城以自己舉

例：「我出生於1948年，網絡上竟有記載我是1947年生。」
沈西城亦指，他的《金庸與倪匡》出版後，隨之而來的是故事被挪

用，「有人將我的故事寫進他的書，現在放在大學的圖書館。」他對此
不屑，「他們都沒有見過金庸，沒和金庸吃過飯，卻寫金庸傳記。」

香港在沙田文化博物館中特設金庸館，一些珍貴資料得以保留。但關
於金庸和其家人的許多傳言仍在矛盾中流傳。若香港能對金庸生前軼事
進行權威考證，料想能讓更多喜愛金庸的讀者感到安心，同時也讓香港
文化有跡可循。

金庸有多少部作品？若
答「飛雪連天射白鹿，笑
書神俠倚碧鴛」，恐怕遠
遠不夠。因這些只是金庸
的武俠小說，除此之外，
金庸在翻譯、社論等領域
均有涉獵。還在《大公報》
做編輯時，金庸便以不同筆
名發表不同類型的作品——
「金庸」用於寫武俠及文史
題材，「林歡」用於影評，
本名「查良鏞」則廣見於時
評。創辦《明報》後，金庸
又為《明報》撰寫社評二十
餘年，以「左手寫社評，右手
寫小說」傳為美談。
《另類金庸──武俠以外的

筆耕人生》的作者鄺啟東用二
十年時間，搜購了大量金庸武
俠小說以外的紙本作品，包括
金庸用其他筆名寫過或翻譯過
的文章，除報紙文章外，更有
罕見的雜誌。
鄺啟東自稱：「我是一名金

迷，如果說要在前面加一個詞，
那就是『癡迷』的金迷」。起
初，鄺啟東是在乘長途火車轉站
時買了金庸的《連城訣》解悶，
隨後便被金庸小說深深地吸引。
和許多金迷一樣，他逐漸買齊金庸
的全部小說，讀罷之後，又搜集各
種不同版本。金庸的舊版小說是書
友中最搶手的，其中一次舊版《鴛
鴦刀》拍賣，在當年書價八角的背
景下，竟以四萬元成交。鄺啟東在
搜集金庸舊版小說之餘，接觸到了
金庸同時期的許多其他作品，作為
金迷的他決定將它們全部納入收藏。
鄺啟東以「月明星稀」形容金庸的

文學創作：「月」是金庸的武俠小
說，「星」則是除武俠之外的作品，
在武俠小說熠熠生輝的月光照耀下，
金庸的其他作品自然容易被人忽視。
而決定收集金庸的全部作品後，鄺啟

東便從考證金庸筆名開始，流連於二
手網站和舊書攤，將這些不為人知的
「稀星」一一尋覓來。為書寫序的鄭
明仁表示：「《另類金庸──武俠以
外的筆耕人生》稱得上金庸武俠小說
以外的百科全書。」

由文本到文化
金學研究年年煥新

「金學」即「金庸學」，早在1979
年，便有第一篇以金庸小說為研究對
象的學術論文出現。據說最早把金庸
作品帶入大規模學院討論的，是1988
年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辦的
「武俠小說國際研討會」，會上不少
學者已把論金庸小說作主題。有台灣
「武林百曉生」之稱的林保淳在2000
年出版的《解構金庸》中的「金庸小
說論著目錄」，總結出329筆金學研
究，這還僅是二十多年前的數字，金
庸的影響力可想而知。
金學研究的重點各有不同，除大多

以文學角度對作品進行研究外，還有
對金庸所撰故事中的「金庸文化」進
行研究，也有學者分析不同版本的金
庸武俠小說反映出的文化問題。更有
人以金庸小說為例，去論證其他學
科。
每年香港書展，都有關於金學的新
書面世。今年，除了鄺啟東的《另類
金庸──武俠以外的筆耕人生》，中
華書局還出版了邱健恩著《何以金庸
2：人物情節快閃榜》，論析這位
「一代宗師」的武俠小說情節。兩位
作者在香港書展開展的對談會亦成為
中華書局首場報名爆滿的講座。

從喜愛到收藏從喜愛到收藏
「「另類金庸另類金庸」」

◆1960年代的「嘩啦嘩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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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飛狐》，金庸連載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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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在書店閱讀金庸作品。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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