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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金庸作品集》序    小说是写给人看的。
小说的内容是人。
    小说写一个人、几个人、一群人或成千成万人的性格和感情。
他们的性格和感情从横面的环境中反映出来，从纵面的遭遇中反映出来，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关系
中反映出来。
长篇小说中似乎只有《鲁滨逊飘流记》，才只写一个人，写他与自然之问的关系，但写到后来，终于
也出现了一个仆人“星期五”。
只写一个人的短篇小说多些，写一个人在与环境的接触中表现他外在的世界，内心的世界，尤其是内
心世界。
    西洋传统的小说理论分别从环境、人物、情节三个方面去分析一篇作品。
由于小说作者不同的个性与才能，往往有不同的偏重。
    基本上，武侠小说与别的小说一样，也是写人，只不过环境是古代的，人物是有武功的，情节偏重
于激烈的斗争。
任何小说都有它所特别侧重的一面。
爱情小说写男女之间与性有关的感情，写实小说描绘一个特定时代的环境，《三国演义》与《水浒》
一类小说叙述大群人物的斗争经历，现代小说的重点往往放在人物的心理过程上。
    小说是艺术的一种，艺术的基本内容是人的感情，主要形式是美，广义的、美学上的美。
在小说，那是语言文笔之美、安排结构之美，关键在于怎样将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某种形式而表现出
来。
什么形式都可以，或者是作者主观的剖析，或者是客观的叙述故事，从人物的行动和言语中客观的表
达。
    读者阅读一部小说，是将小说的内容与自己的心理状态结合起来。
同样一部小说，有的人感到强烈的震动，有的人却觉得无聊厌倦。
读者的个性与感情，与小说中所表现的个性与感情相接触，产生了“化学反应”。
    武侠小说只是表现人情的一种特定形式。
好像作曲家要表现一种情绪，用钢琴、小提琴、交响乐或歌唱的形式都可以，画家可以选择油画、水
彩、水墨或漫画的形式。
问题不在采取什么形式，而是表现的手法好不好，能不能和读者、听者、观赏者的心灵相沟通，能不
能使他的心产生共鸣。
小说是艺术形式之一，有好的艺术，也有不好的艺术。
    好或者不好，在艺术上是属于美的范畴，不属于真或善的范畴。
判断美的标准是美，是感情，不是科学上的真或不真，道德上的善或不善，也不是经济上的值钱不值
钱，政治上对统治者的有利或有害。
当然，任何艺术作品都会发生社会影响，自也可以用社会影响的价值去估量，不过那是另一种评价。
    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的势力及于一切，所以我们到欧美的博物院去参观，见到所有中世纪的绘
画都以圣经为题材，表现女性的人体之美，也必须通过圣母的形象。
直到文艺复兴之后，凡人的形象才在绘画和文学中表现出来，所谓文艺复兴，是在文艺上复兴希腊、
罗马时代对“人”的描写，而不再集中于描写神与圣人。
    中国人的文艺观，长期来是“文以载道”，那和中世纪欧洲黑暗时代的文艺思想是一致的，用“善
或不善”的标准来衡量文艺。
《诗经》中的情歌，要牵强附会地解释为讽刺君主或歌颂后妃。
陶渊明的《闲情赋》，司马光、欧阳修、晏殊的相思爱恋之词，或者惋惜地评之为白璧之玷，或者好
意地解释为另有所指。
他们不相信文艺所表现的是感情，认为文字的唯一功能只是为政治或社会价值服务。
    我写武侠小说，只是塑造一些人物，描写他们在特定的武侠环境(古代的、没有法治的、以武力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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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争端的社会)中的遭遇。
当时的社会和现代社会已大不相同，人的性格和感情却没有多大变化。
古代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仍能在现代读者的心灵中引起相应的情绪。
读者们当然可以觉得表现的手法拙劣，技巧不够成熟，描写殊不深刻，以美学观点来看是低级的艺术
作品。
无论如何，我不想载什么道。
我在写武侠小说的同时，也写政治评论，也写与哲学、宗教有关的文字。
涉及思想的文字，是诉诸读者理智的，对这些文字，才有是非、真假的判断，读者或许同意，或许只
部份同意，或许完全反对。
    对于小说，我希望读者们只说喜欢或不喜欢，只说受到感动或觉得厌烦。
我最高兴的是读者喜爱或憎恨我小说中的某些人物，如果有了那种感情，表示我小说中的人物已和读
者的心灵发生联系了。
小说作者最大的企求，莫过于创造一些人物，使得他们在读者心中变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艺术是创造，音乐创造美的声音，绘画创造美的视觉形象，小说是想创造人物。
假使只求如实反映外在世界，那么有了录音机、照相机，何必再要音乐、绘画？
有了报纸、历史书、记录电视片、社会调查统计、医生的病历纪录、党部与警察局的人事档案，何必
再要小说？
    一九八六·二·六  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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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连城诀》作于一九六三年，取材于金庸浙江老家一个长工的故事。
如果说金庸的《神雕侠侣》是一部“情书”，那么《连城诀》就是一部“坏书
”，写尽了天下各色人等之坏。
《连城诀》是金庸作品中最为独特的一部，初次发表时，篇名叫《素女剑》，经金庸后来整理后改为
现名，是金庸十五部作品中最具现实主义，批判主义的一部力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时世动荡，染元帝一批价值连城的珠宝连同藏宝图下落不明。
八百年后江湖上传闻，藏宝图被拟作一道口诀隐于天下无敌的连城剑法中，绝世武功和连城财宝，引
得江湖中人趋之若鹜⋯⋯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连城诀>>

作者简介

金庸（1924年2月6日—），香港“大紫荆勋贤”。
原名查良镛，江西省婺源县人，出生于浙江海宁，当代著名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
《香港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
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被普遍誉为武侠小说作家的“泰山北斗”，更有金迷们尊称
其为“金大侠”或“查大侠”。

1937年，金庸考入浙江一流的杭州高中，离开家乡海宁。
1939年金庸15岁时曾经和同学一起编写了一本指导学生升初中的参考书《给投考初中者》，畅销内地
，这是此类书籍在中国第一次出版，也是金庸出版的第一本书。
1941年日军攻到浙江，金庸进入联合高中，那时他17岁，临毕业时因为写讽刺黑板报《阿丽丝漫游记
》被开除。
另一说是写情书.1944年考入重庆国立政治大学外文系，因对国民党职业学生不满投诉被勒令退学，一
度进入中央图书馆工作，后转入苏州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学习国际法。
抗战胜利后回杭州进《东南日报》做记者，1948年在数千人参加的考试中脱颖而出，进入《大公报》
，做编辑和收听英语国际电讯广播当翻译。
不久《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南下到香港。

建国不久，金庸为了实现外交家的理想来到北京，但由于种种原因而失望地回到香港，从而开始了武
侠小说的创作。

从五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金庸共写武侠小说15部，1972年宣布封笔，开始修订工作。

1981年后金庸数次回大陆，先后受到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的接见，1985年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
会委员，1986年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1989年辞去基本法委员职
务，卸任《明报》社长职务，1992年到英国牛津大学当访问学者，1994年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
席职务。
1999-2005年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金庸博学多才。
就武侠小说方面，金庸阅历丰富，知识渊博，文思敏捷，眼光独到。
他继承古典武侠小说之精华，开创了形式独特、情节曲折、描写细腻且深具人性和豪情侠义的新派武
侠小说先河。
举凡历史、政治、古代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电影等都有研究，作品中琴棋书画、诗词典章、天
文历算、阴阳五行、奇门遁甲、儒道佛学均有涉猎，金庸还是香港著名的政论家、企业家、报人，曾
获法国总统“荣誉军团骑士”勋章，英国牛津大学董事会成员及两所学院荣誉院士，多家大学名誉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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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乡下人进城
二 牢狱
三 人淡如菊
四 空心菜
五 老鼠汤
六 血刀老祖
七 落花流水
八 羽衣
九 “梁山泊·祝英台”
十 《唐诗选辑》
十一 砌墙
十二 大宝藏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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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托！
托托托！
托！
托托！
    两柄木剑挥舞交斗，相互撞击，发出托托之声，有时相隔良久而无声息，有时撞击之声密如联珠，
连绵不绝。
    那是在湘西沅陵南郊的麻溪铺乡下，三问小小瓦屋之前，晒谷场上，一对青年男女手持木剑，正在
比试。
    屋前矮凳上坐着个老头儿，嘴里咬着一根短短的旱烟袋，双手正在打草鞋，偶尔抬起头来，向这对
青年男女瞧上一眼，嘴角边微微含笑，意示嘉许。
淡淡阳光穿过他口中喷出来的一缕缕青烟，照在他一头花白头发、满脸皱纹之上。
但他向吞吐伸缩的两柄木剑瞥上一眼之时，眼中神光炯然，凛凛有威。
他年纪其实也还不老，似乎五十岁还不到。
    那少女十七八岁年纪，圆圆的脸蛋，一双大眼黑溜溜的，这时累得额头见汗，左颊上一条汗水流了
下来，直流到颈中。
她伸左手衣袖擦了擦，脸上红得像屋檐下挂着的一串串红辣椒。
那青年比她大着两三岁，长身黝黑，颧骨微高，粗手大脚，那是湘西乡下常见的年轻庄稼汉子，手中
一柄木剑倒使得颇为灵动。
    突然问那青年手中木剑自左上方斜劈向下，跟着向后挺剑刺出，更不回头。
那少女低头避过，木剑连刺，来势劲急。
那青年退了两步，木剑大开大阖，一声吆喝，横削三剑。
那少女抵挡不住，突然收剑站住，竟不招架，娇嗔道：“算你厉害，成不成？
把我砍死了吧！
”    那青年没料到她竟会突然收剑不架，这第三剑眼见便要削上她腰间，一惊之下，急忙收招，只是
去势太强，噗的一声，剑身竞打中了自己左手手背，“啊哟”一声，叫了出来。
那少女拍手叫好，笑道：“羞也不羞？
你手中拿的若是真剑，这只手还在吗？
”    那青年一张脸黑里泛红，说道：“我怕削到你身上，这才不小心碰到了自己。
若是真的拼斗，人家肯让你么？
师父，你倒评评这个理看。
”说到最后这句话时，面向老者。
    那老者提着半截草鞋，站起身来，说道：“你两个先前五十几招拆得还可以，后面这几招，可简直
不成话了。
”从少女手中接过木剑，挥剑作斜劈之势，说道：“这一招‘哥翁喊上来’，跟着一招‘是横不敢过
’，那就应当横削，不可直刺。
阿芳，你这两招是‘忽听喷惊风，连山若布逃’，忽然听得风声大作，剑势该像一匹布那样逃了开去
。
阿云这两招‘老泥招大姐，马命风小小’倒使得不错。
不过招法既然叫做‘’风小小’，你出力地使剑，那就不对了。
咱们这一套剑法，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躺尸剑法’，每一招出去，都要敌人躺下成为一具死尸。
自己人比画喂招虽不能这么当真，但‘躺尸’二字，总是要时时刻刻记在心里的。
”    那少女道：“爹，咱们的剑法很好，可是这名字实在不大⋯⋯不大好听，躺尸剑法，听着就叫人
害怕。
”    那老者道：“听着叫人害怕，那才威风哪。
敌人还没动手，先就心惊胆战，便已输了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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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手持木剑，将适才这六招重新演了一遍。
他剑招凝重，轻重进退，每招俱狠辣异常，青年男女瞧得心下佩服，同时拍起手来。
那老者将木剑还给少女，说道：“你两个再练一遍。
阿芳别闹着玩，刚才师哥若不是让你，你小命儿还在么？
”    那少女伸了伸舌头，突然挺剑刺出，迅捷之极。
那青年不及防备，忙回剑招架，但给那少女占了机先，连连抢攻，那青年一时竞没法扳回。
眼见败局已成，忽然东北角上马蹄声响，一乘马快奔而来。
    那青年回头道：“是谁来啦？
”那少女喝道：“打败了，别赖皮！
谁来了跟你有甚相干？
”刷刷刷又连攻三剑。
那青年奋力抵挡，喝道：“我还当真怕了你不成？
”那少女笑道：“你说不怕，心里可怕了！
”左刺一剑，右刺一剑，两招去势甚为灵动。
    马上乘客勒住了马，大声叫道：⋯天花落不尽，处处鸟衔飞！
，妙啊！
”    那少女“咦”的一声，向后跳开，打量乘客，只见他约莫二十三四岁年纪，服饰考究，是城里有
钱人家子弟的打扮，不禁脸上一红，轻声道：“爹，他⋯⋯他怎么知道？
”    那老者听得马上乘客说出女儿这两招剑法的名称，也感诧异，正待相询。
那乘客已滚鞍下马，上前抱拳说道：“请问老丈，麻溪铺有一位剑术名家，‘铁锁横江’戚长发戚老
爷子，请问住在哪里？
”那老者道：“我便是戚长发。
什么‘剑术名家’，那可万万不敢当了。
大爷寻我作甚？
”    那青年壮士拜倒在地，说道：“晚辈卜垣，跟戚师叔磕头。
晚辈奉家师之命，特来叩见。
”戚长发道：“不敢当，不敢当！
”伸手扶起，双臂微运内劲。
卜垣只感半身酸麻，脸上一红，退后一步，说道：“戚师叔考较晚辈，晚辈可出丑啦。
”    戚长发笑道：“你内功还差着点儿。
你是万师哥的第几弟子？
”卜垣脸上又微微一红，道：“晚辈是师父第五个不成才的弟子。
师父他老人家时常称道戚师叔内功深厚，晚辈今日受教了。
多谢师叔。
”戚长发哈哈大笑，道：“万师哥好？
我们老兄弟十几年不见啦。
”卜垣道：“托你老人家福，师父安好。
这两位师哥师姊，是你老人家的高足吧？
剑法真高！
”    戚长发招招手，道：“阿云、阿芳，过来见过卜师哥。
”又向卜垣道：“这是我的光杆儿徒弟狄云，这是我的光杆儿女儿阿芳。
嘿，乡下姑娘，便这么不大方，都是自己一家人，怕什么丑了？
”    戚芳躲在狄云背后，也不见礼，只点头笑了笑。
狄云道：“卜师兄，你练的剑法跟我们的都是一路，是吗？
不然怎么一见便认出了师妹剑招。
”    戚长发“呸”的一声，在地下吐了口痰，说道：“你师父跟他师父同门学艺，学的自然是一路剑
法了，那还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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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垣打开马鞍旁的布囊，取出一个包袱，双手奉上，说道：“戚师叔，师父说一点儿薄礼，请师
叔赏面收下。
”戚长发谢了一声，便叫女儿收了。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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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儿童时候，我浙江海宁老家有个长工，名叫和生。
他是残废的，是个驼子，然而只驼了右边的一半，形相特别显得古怪。
虽说是长工，但并不做什么粗重工作，只是扫地、抹尘，以及接送孩子们上学堂。
我哥哥的同学们见到了他就拍手唱歌：“和生和生半爿驼，叫他三声要发怒，再叫三声翻跟斗，翻转
来象只瘫淘箩”。
“瘫淘箩”是我故乡土话，指破了的淘米竹箩。
    那时候我总是拉着和生的手，叫那些大同学不要唱，有一次还为此哭了起来，所以和生向来待我特
别好。
下雪、下雨的日子，他总是抱了我上学，因为他的背脊驼了一半，不能背负。
那时候他年纪已很老了，我爸爸、妈妈叫他不要抱，免得两个人都摔跤，但他一定要抱。
    有一次，他病得很厉害，我到他的小房里去瞧他，拿些点心给他吃。
他跟我说了他的身世。
    他是江苏丹阳人，家里开一家小豆腐店，父母替他跟邻居一个美貌的姑娘对了亲。
家里积蓄了几年，就要给他完婚了。
这年十二月，一家财主叫他去磨做年糕的米粉。
这家财主又开当铺，又开酱园，家里有座大花园。
磨豆腐和磨米粉，工作是差不多的。
财主家过年要磨好几石糯米，磨粉的工夫在财主家后厅上做。
这种磨粉的事我见得多了，只磨得几天，磨子旁地下的青砖上就有一圈淡淡的脚印，那是推磨的人踏
出来的。
江南各处的风俗都差不多，所以他一说我就懂了。
    因为要赶时候，磨米粉的工夫往往要做到晚上十点、十一点钟。
这天他收了工，已经很晚了，正要回家，财主家里许多人叫了起来：“有贼！
”有人叫他到花园去帮同捉贼。
他一奔进花园，就给人几棍子打倒，说他是“贼骨头”，好几个人用棍子打得他遍体鳞伤，还打断了
几根肋骨，他的半边驼就是这样造成的。
他头上吃了几棍，昏晕了过去，醒转来时，身边有许多金银首饰，说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
又有人在他竹箩的米粉底下搜出了一些金银和铜钱，于是将他送进知县衙门。
贼赃俱在，他也分辩不来，给打了几十板，收进了监牢。
    本来就算是作贼，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名，但他给关了两年多才放出来。
在这段时期中，他父亲、母亲都气死了，他的未婚妻给财主少爷娶了去做继室。
    他从牢里出来之后，知道这一切都是那财主少爷陷害。
有一天在街上撞到，他取出一直藏在身边的尖刀，在那财主少爷身上刺了几刀。
他也不逃走，任由差役捉了去。
那财主少爷只是受了重伤，却没有死。
但财主家不断贿赂县官、师爷和狱卒，想将他在狱中害死，以免他出来后再寻仇。
    他说：“真是菩萨保佑，不到一年，老爷来做丹阳县正堂，他老人家救了我命。
”    他说的老爷，是我祖父。
    我祖父文清公(他本来是“美”字辈，但进学和应考时都用“文清”的名字)，字沧珊，故乡的父老
们称他为“沧珊先生”。
他于光绪乙酉年中举，丙戍年中进士，随即派去丹阳做知县，做知县有成绩，加了同知衔。
不久就发生了著名的“丹阳教案”。
    邓之诚先生的“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中提到了这件事：    “天津条约许外人传教，于是教徒之足迹
遍中国。
莠民入教，辄恃外人为护符，不受官吏钤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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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既愤教士之骄横，又怪其行动诡秘，推测附会，争端遂起。
教民或有死伤，外籍教士即借口要挟，勒索巨款，甚至归罪官吏，胁清廷治以重罪，封疆大吏，亦须
革职永不叙用。
内政由人干涉，国已不国矣。
教案以千万计，兹举其大者：    “⋯⋯丹阳教案。
光绪十七年八月⋯⋯刘坤一、刚毅奏，本年⋯⋯江苏之丹阳、金匮、无锡、阳湖、江阴、如皋各属教
堂，接踵被焚毁，派员前往查办⋯⋯苏属案，系由丹阳首先滋事，将该县查文清甄别参革⋯⋯“(光绪
东华录卷一Ｏ五)我祖父被参革之前，曾有一番交涉。
上司叫他将为首烧教堂的两人斩首示众，以便向外国教士交代。
但我祖父同情烧教堂的人民，通知为首的两人逃走，回报上司：此事是由外国教士欺压良民而引起公
愤，数百人一涌而上，焚毁教堂，并无为首之人。
跟着他就辞官，朝廷定了“革职”处分。
    我祖父此后便在故乡闲居，读书做诗自娱，也做了很多公益事业。
他编了一部“海宁查氏诗钞”，有数百卷之多，但雕版未完工就去世了(这些雕版放了两间屋子，后来
都成为我们堂兄弟的玩具)。
出丧之时，丹阳推了十几位绅士来吊祭。
当时领头烧教堂的两人一路哭拜而来。
据我伯父、父亲们的说法，那两人走一里路，磕一个头，从丹阳直磕到我故乡。
对这个说法，现在我不大相信了，小时候自然信之不疑。
不过那两个人十分感激，最后几里路磕头而来当然是很可能的。
    前些时候到台湾，见到了我表哥蒋复聪先生。
他是故宫博物院院长，此前和我二伯父在北京大学是同班同学。
他跟我说了些我祖父的事，言下很是赞扬。
那都是我本来不知道的。
    和生说，我祖父接任做丹阳知县后，就重审狱中每一个囚犯，得知了和生的冤屈。
可是他刺人行凶，确是事实，也不便擅放。
我祖父辞官回家时，索性悄悄将他带了来，就养在我家里。
    和生直到抗战时才病死。
他的事迹，我爸爸、妈妈从来不跟人说。
和生跟我说的时候，以为他那次的病不会好了，也没叮嘱我不可说出来。
    这件事一直藏在我心里。
《连城诀》是在这件真事上发展出来的，纪念在我幼小时对我很亲切的一个老人。
和生到底姓什么，我始终不知道，和生也不是他的真名。
他当然不会武功。
我只记得他常常一两天不说一句话。
我爸爸妈妈对他很客气，从来不差他做什么事。
    这部小说写于一九六三年，那时“明报”和新加坡“南洋商报”合办一本随报附送的《东南亚周刊
》，这篇小说是为那周刊而写的，书名本来叫做《素心剑》。
    一九七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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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连城诀》讲述了淳朴懵懂的乡下少年狄云随师父、师妹进城为师伯贺寿，遭师伯一门陷害，被打入
死牢，遭遇种种不白之冤，却也练成绝世武功。
情深义重的义兄惨遭毒死，心爱的师妹嫁作仇人之妇，敬重的师父原来为了宝藏弑师杀徒。
狄云终于明白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不是连城剑谱中隐藏的巨大宝藏，而是人们心中的贪欲。
金庸以质朴生动的语言讲述了一个让人感动不已、让人悲愤莫名的故事，隐藏在诸般恶行中的人性光
辉始终给人以巨大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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