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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查良鏞的金庸出身書香世家的
海寧查家。查家定居海寧600年，家族傳
承二十幾代，歷經時代變遷，卻一直名
人輩出，至今仍是江南望族。

「這時潮聲愈響，兩人話聲漸被淹
沒，只見遠處一條白線，在月光下緩緩
移來。驀然間寒意逼人，白線越移越近
，聲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嶺，際天
而來，聲勢雄偉已極。潮水越近，聲音
越響，正似百萬大軍衝鋒，於金鼓齊鳴
中一往無前。」這是《書劍恩仇錄》中
的一段話，將世界奇觀 「海寧錢塘江大
潮」的磅礴氣勢，寫得淋漓盡致。

《書劍》寫盡錢塘江潮
「我家離觀潮勝地鹽官鎮只有10數

公里，童年時幾乎每年農曆八月十八都
要跟母親去看大潮。」金庸後來回憶道
， 「乾隆皇帝的傳說，從小就在故鄉聽
到的。因此第一部小說寫了我印象深刻
的故事，那是很自然的……」

在浙江省檔案館館藏的檔案裏，有
金庸1946年與《東南日報》簽下的 「職
工保證書」，還有金庸離開的 「辭呈」
。那年金庸22歲，從海寧來到杭州，進
入《東南日報》擔任 「記者兼收英文廣
播」一職，這是他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
。不到一年，金庸覺得做外交官才是他
的夢想，向報社提出辭職，前往上海東
吳大學法學院（後併入華東政法大學）
攻讀國際法。至此金庸離開杭州，到上
海學習並後來獲得作為《大公報》記者
赴港工作的機會。

1950年，金庸第一次從香港來到北
京。當時他希望通過友人喬冠華，實現
他從小就萌生的 「外交官」之夢。不過
當時由於家庭出身等諸多原因，金庸此
次北上沒能實現自己的願望。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內地形
勢日新月異，這激起了金庸返回內地看

一看的強烈願望。1981年的春天，金庸
正式向新華社香港分社提出想訪問內地
、親往北京的請求，中央很快就作出了
回應。1981年7月18日，金庸在北京人民
大會堂見到鄧小平。

對於中國內地的經濟騰飛和改革開
放的大好形勢，金庸回港後曾經撰寫了
一篇題為《北國初春有所思》的長文，
發表在香港一家雜誌上。在這篇文章中
，金庸高興地描述了內地早春熱火朝天
的經濟新形勢。從中可以明顯看出，金
庸對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的肯定與讚許。

劍橋讀博士 回擊雜音
金庸除了為香港回歸祖國事務殫精

竭慮、擔任基本法草委會委員外，對祖
國、對家鄉浙江的發展，他依然是念茲
在茲。1999年5月在多年好友、時任浙江
大學黨委書記的張浚生的力邀下，時年
75歲的金庸決定出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
院長。

金庸擔任人文學院院長後，為浙江
大學人文學科的建設和發展起了重要作
用。他每年有兩三次來學校辦公，每次
來校都多達半月以上，還分別為中文、
新聞、哲學、歷史和國際文化等學系師
生開設了講座，當年的講座情景許多聽
講座人都還歷歷在目。他多次舉辦學術
報告，與學生互動，開拓學生的眼界。

金庸就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以
來有不少攻訐之聲，2004年便以年事已
高及擬前往劍橋大學進修研究提出辭呈
；經校方多番挽留，2007年，他改任名
譽院長。受聘名譽院長的儀式上，金庸
笑稱： 「做院長壓力不小，有人說我學
問不夠，我不會回擊，最好的辦法就是
繼續做學習研究，所以我去留學。」
2010年，經過三年苦讀，金庸以86歲高
齡獲得劍橋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成為劍
橋大學年齡最大的博士。

晚年依然心念浙江
金庸最後一次公開赴浙江，是在

2008年9月17日。當時，金庸書院落戶海
寧，金庸在書院奠基儀式上致辭。直至晚
年，金庸依然想念家鄉，終歸因腿腳不便
沒辦法出門旅行。張浚生在2014年金庸90
歲誕辰赴港拜訪金庸後受訪時表示， 「他
對家鄉的感情還是很深的，我經常給他帶
點龍井茶，他很喜歡」。雖然金庸已沒辦
法出門旅行，張浚生指， 「但他心裏，還
是很想回浙江來看看。」

海寧金庸書院還原武俠夢
【大公報訊】記者王莉杭州報道：

位於海寧鹽官古鎮東南面的金庸書院是
一座江南古典園林風格的院落，進門處
是青石板鋪就的長廊，兩側是金庸筆下
的人物版畫，每個石刻畫都讓金庸迷駐
足許久，似乎在這可以找到自己的武俠
夢。

據管理人員介紹，金庸書院落成於
2010年，佔地面積4385平方米，主體部
分有講學、展示、藏書三大功能，全面
展示了金庸的學術成就，並收藏了他的
著作和相關研究資料。另外會定期舉辦
與金庸、武俠相關的活動，還邀名家學
者圍繞金庸小說及地方文化開課講學，
吸引民眾參與。

弟弟深情守護舊居70年
藏書樓裏，陳列着金庸寫作時用的

工具以及金庸武俠小說的外文作品。

至於錢塘江北岸的海寧袁花鎮東面
有一座不大不高的 「龍山」，龍山腳下
有一座 「查家橋」，橋旁有一大宅，黑
漆大門上有一匾書 「赫山房」，1924年3
月10日，金庸就出生在此。

據至今仍居住在海寧、金庸同父異
母的弟弟查良楠回憶，1937年，金庸13
歲時離開 「赫山房」就讀省立嘉興中學
，直到1946年才回到家鄉，在 「赫山房
」住了20多天，與父親、繼母和弟妹們
告別後就又上路了，至今沒再回來。

據介紹，由於年久失修，原本的 「
赫山房」已經殘破不堪，1998年進行了
全面修復。查良楠回憶，1989年母親顧
秀英彌留之際，給他留下了 「不要離開
老屋，等着你二阿哥（查良鏞）回來」
的遺囑。如今，查良楠雖已搬離 「赫山
房」，但就在相距百米的地方造了新樓
，仍然守護着這幢老宅子。

心懷家國 喜見開放起大潮
生於浙江海寧書香世家的金庸，無論是筆下武俠世界的英

雄俠客抑或於現實世界中，金庸始終懷有深切的家國情懷。他
嚮往祖國內地改革開放後日新月異的發展，為香港回歸祖國事
務殫精竭慮，並於1999年75歲之齡出任家鄉浙江大學的人文學
院院長。即使在晚年，他依然對家鄉浙江念茲在茲，雖因腿腳
不便無法成行，但內心仍想回浙江來看看。

家國情懷
大公報記者 俞晝、張寶峰杭州、北京報道

我是浙江海
寧人……小時候
做童子軍，曾在
海寧乾隆皇帝所
造的石塘邊露營
，半夜裏瞧着滾
滾怒潮洶湧而來
。因此第一部小
說寫了我印象最
深刻的故事，那
是很自然的。

【大公報訊】綜合中央社、中新
社報道：武俠小說泰斗金庸對華人文
化圈影響重大，其逝世的消息傳出後
，台灣島內各界紛紛懷念。金庸於
2007年曾在台灣政治大學時作有關中
國歷史的演講表示，不要分大陸人和
台灣人，大家都是中國人，中華民族
只有統一才能強大。

在 「戒嚴」時期，金庸作品一度
在台被禁。 「解嚴」後，金庸作品得
以重新透過遠流出版社在台推出，據
統計，金庸小說的發行總數，包含平
裝典藏或文庫各種版本，銷售至今達
數百萬冊。

2007年金庸獲台灣政治大學授予
名譽博士，在作有關中國歷史的演講
表示，中國長城以北的遊牧民族，與
以南的漢族農業社會，雙方經相互接
觸，迸發火花，而演變形成中國文化
。 「在座的大多數可能認為自己是漢
族，但檢查DNA可能就有少數民族的
血緣。」金庸強調，中華民族要強大
，就需要統一起來，大家不分什麼大
陸人、台灣人。

在台演講：
只有統一才能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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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金庸獲台灣政治大學頒
授名譽博士，並發表演講 資料圖片

▲2008年，金庸為以其筆名命名的浙江海寧金
庸書院奠基 資料圖片

七旬浙大執教鞭 念茲在茲龍井情

【大公報訊】記者韓毅重慶報道：
金庸赴重慶卻半途中斷的求學經歷，從
某種程度講，與其武俠小說裏倡導的俠
義精神息息相關。

據媒體公開報道，查良鏞於1944年
考入國民政府中央政治學校，就讀的專
業為外交系國際法專業，期末總成績一
度排名全校第一。後來因看不慣學校管
理現狀，行俠仗義，打抱不平，一年後
被當局勒令退學。由此，他的外交官夢

隨之破滅。
1945年，他投奔了在國立中央圖書

館任館長的表兄蔣復璁（後曾任台北故
宮博物院院長），在他的幫助下進了中
央圖書館任書記職務，月薪有50元。在
中央圖書館期間，查良鏞曾和三位同學
一起創辦過一本綜合性期刊《太平洋雜
誌》，但只出了一期就因資金困難無以
為繼。此後，查良鏞離開重慶，全身心
投入做記者。

重慶求學因打抱不平被勸退

▲2015年，張浚生（左）到金庸家中
看望他並為他慶祝生日 資料圖片

從不擺架子 對朋友相當仗義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前院長助理
何春暉：印象最深的便是金庸的
「才思敏捷、出口成章」 ，金庸

愛和院裏的教授們一起喝酒行酒
令，不管多少輪都難不倒他，每
次想都不用想，脫口而出。院裏
常會有老師替子女向金庸求字，
先生總是欣然答應，並且還會問
孩子的名字

（記者 俞晝）

•重慶市作協榮譽主席黃濟人：
2008年11月中旬，香港作協成
立25周年。金庸先生攜妻子在中
環宴請中國作協一行約10人，當
天下暴雨，但大家聊得輕鬆愉快
。滿臉寫着慈祥，一語道出心思

（記者 韓毅）

•長春市民張浩：除了金庸的武俠
，天下沒有第二家成人童話。還
記得小時候，假期最開心的事情
是三五好友擠在一起看金庸小說
改編的武俠電視劇，因此瘋狂地
迷戀上金庸的武俠小說。上課偷
偷看，下課也在看

（記者 盧冶）

•北京市民于先生：最難忘的就是
中學時候，每次午休，夥伴們便
一起跑到學校對面的書店裏面，
搶着租借金庸的武俠小說。在課
業繁重的學生時代，金庸小說給
自己帶來了極大的快樂和放鬆，
熬過了備戰一次次考試的 「艱難
歲月」

（記者 張寶峰）

各地民眾悼金庸

【大公報訊】記者俞晝杭州報道：
「知道老先生身體不好，我剛在國慶節

辦了港澳通行證，也約好了要上他家裏
去拜訪，沒想到還是遲了。」金庸逝世
的噩耗傳來時，上海文匯報浙江記者站
原站長萬潤龍心情頗為沉重，他走進書
房，拿起了金庸贈給他的一幅字畫說，
在與金庸交往的二十多年裏，老先生從
不擺架子，對朋友相當仗義，是一位令
人尊敬的文學大師。

「最早與金庸接觸，是為了採訪雲
松書舍的奠基儀式。」1996年，金庸出

資1400餘萬元，在杭州建造了雲松書舍
。時任海協會會長、上海市市長汪道涵
出席了奠基儀式。汪道涵說，金庸的小
說是可以當做愛國主義教材來看的。金
庸聽了以後，深受感動，連說十幾遍不
敢當。

奠基儀式結束後，萬潤龍將當天的
情形以《汪道涵論金庸》為名，發表在
了當月的上海文匯報上。該報道給金庸
留下深刻的印象，並促使其之後多次接
受萬潤龍的獨家專訪，包括談及他與王
朔、馮其庸的論戰始末等等。

▲2004年，金庸重返母校嘉興一中，並囑咐 「小師弟」 們一定要看書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