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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庸小说论稿(增订版)》是第一部从学理上研究金庸小说的专著。
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的“金庸小说研究”课饮誉北大讲坛，对金庸研究的合法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金庸小说论稿》全方位地探讨金庸小说，首次披露了许多珍贵资料和重要事实，对了解金庸其人、
其文极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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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严家炎，1933年生于上海。
北京大学教授。
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三届语言文学学科评议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
会长(1990-2002)，北京市文联副主席(1988-2003)，著作有《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论鲁迅的复调
小说》，(《金庸小说论稿》、《知春集》、《求实集》、《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
《世纪的足音》、《五四的误读》、《人生的驿站》、《严家炎论小说》以及与他人合著的三卷本《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等十四种。
其中《求实集》曾获北京市首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和三卷本(《中国现代
文学史》曾获全国优秀教材奖(一等奖)，并有几种外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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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初版序言金庸热：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文化生态平衡与武侠小说命运豪气干云铸侠魂——说金庸笔下
的“义”变幻百端笔生花——说金庸笔下的“武”生死以之痴千态——说金庸笔下的“情”论金庸小
说的现代精神论金庸小说的情节艺术论金庸小说的生活化趋向论金庸小说的影剧式技巧金庸小说与传
统文化金庸的“内功”：新文学根柢文学的雅俗对峙与金庸的历史地位金庸与大仲马小说的比较研究
我看金庸小说(代结语)——在中国传媒大学的讲演附录一相关散篇集存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在
查良镛获北京大学名誉教授仪式上的贺辞金庸答问录《连城诀》简评新世纪思想文化之光——读金庸
、池田大作对谈录金庸笔下的大理——1998年4月12日在大理“金庸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00'北京金
庸小说国际研讨会闭幕词附录二论争史料存真以平常心看新武侠如果这类逻辑能够成立——质疑袁良
骏先生对金庸小说的批判就《铸剑》与金庸小说再答袁良骏先生批评可以编造和说谎吗？
——对袁良骏先生“公开信”的答复也算“立此存照”——答袁良骏先生《勿误人子弟，毁我文学》
一文再谈金庸小说与文学革命增订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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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再有，传统武侠小说在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上，往往表现出汉族本位的狭隘观念。
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写了很多“反清复明”的故事，作者站在汉族立场上，反对满族统治，书中侠
士代表正义方面，而“鞑子”皇帝不论是明君还是昏君，一概为奸邪。
这种民族关系上的简单观念，既与当时的反清革命思潮有关，也是儒家传统思想具有某种狭隘封闭性
的反映。
儒家历来讲究“夷夏之辨”，尊夏贬夷，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主张“用夏变夷”，截然反
对“变于夷”，拒绝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
旧式武侠小说也深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
金庸最早的《书剑恩仇录》采用汉族一个民间传说为素材，或许还潜在地留有这类痕迹。
但稍后的小说，随着作者历史视野越来越宽广，思想、艺术越来越成熟，也就越发突破汉族本位的狭
隘观念，肯定中华许多兄弟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赞美汉族和少数民族相互平等、和
睦相处、互助共荣的思想，而把各民族间曾有过的征战、掠夺、蹂躏视为历史上不幸的一页。
金庸笔下的第一英雄乔峰（萧峰）是契丹人，第一美女香香公主喀斯丽是回族人，而第一明君康熙皇
帝又是满族人，这些看似偶然的、有趣的巧合，其实在偶然中又透露着必然，它证明了金庸是武侠小
说中第一位以平等友善的态度来描写少数民族的作家。
尤其是乔峰这样一位因反对辽宋征战而在契丹皇帝面前当场自杀以示抗议的英雄形象的塑造，应该说
是对传统武侠小说所具有的民族偏见的重大突破，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着很大的意义。
即使暂时不谈金庸小说的独立批判精神，单从这些方面看，金庸确实对武侠小说的根本精神进行了很
大的革新。
　　有的学者却提出，金庸武侠小说中汉族与少数民族平等的思想具有“殖民主义”的背景，适应港
英殖民主义者的要求和利益。
据说他们从《鹿鼎记》“瞥见隐匿在满清里面的港英殖民者的影子”，“既然鞑子皇帝比汉人更懂得
勤政爱民，有什么理由要把他推翻？
此便与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初（正值《鹿鼎记》写作时期）香港经济起飞、教育日渐普及⋯⋯港英大
力推行社会福利，使香港迈入了现代时期，从而培养出香港人对港英的归属感等诸般情况，有着隐约
的呼应的关系”，因此认为“金庸小说的这一‘突破’其实只是殖民教化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在我看来，这是有点想入非非，我必须在这里多说几句。
汉族和满族的关系是中国的国内问题，这和中国同外国殖民者的关系完全是两回事，绝对扯不到一起
。
从新中国成立前后起，政协共同纲领和宪法都规定：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195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在多次讲话中就提出：今后讲到“清朝”时不要再用“满清”这个词，因为
其中包含着民族歧视。
1957年8月4日，尽管反右派斗争已进行了两个月，周恩来总理在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我国
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中，依然强调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两种倾向，而且指出
，特别要注意反对“大汉族主义”。
周恩来还高度肯定了满族和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作用，他说：“满族建立的清朝政权，统治了中
国近三百年。
清朝以前，不管是汉、唐、宋、明各朝，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清朝起了统一的作用。
另一点是清朝时期繁荣了人口，中国人口的增长在清朝是相当大的，这是它有功的一面。
”（人民出版社《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62页）这就是说，不但在现实生活中要贯彻民族平等政策，而
且在研究和思考历史问题的时候，也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贯彻民族平等和对少数民族一视同
仁的精神。
正因为这样，中国历史学界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就发表了一批肯定少数民族杰出领袖人物作
用的学术论文，如琰生的《试论完颜阿骨打（金太祖）》，刘大年的《论康熙》等，其中《论康熙》
一文尤其因新颖、深刻、中肯、独到而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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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作为50年代初就想进入外交部工作的爱国知识分子，对祖国各方面的动态，包括文化学术上的进
展都十分关心，他不可能不知道历史学在评价少数民族杰出人物方面的这种变化，何况这种变化正符
合金庸自己的思考。
我们注意到，从50年代末期起，金庸在一系列作品中（而不只是一部《鹿鼎记》）都用客观平等的态
度写到了少数民族，如《碧血剑》、《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等，这些与港英当局的殖民教化
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金庸在60年代中期反对“文革”，批判内地及香港的极左思潮，这恰恰是他爱国爱民、对祖国前途命
运无比关切的表现，也同周恩来总理在香港问题上清醒、沉稳的外交路线与方针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香港不搞“文革”，香港只能在适当的时候有秩序地收回，这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方针。
金庸是向来拥护这一方针的。
今天，当香港已顺利回归，金庸在香港基本法制订中的爱国立场和卓越的贡献也已得到人们的充分认
识和肯定时，回头来看金庸小说在描绘国内民族关系上的功绩，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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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庸小说论稿(增订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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