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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门里的少年侠客

1924年3月22日，广西
蒙山当地的名门望族陈家诞
生了一个男孩，取名陈文统，
他就是后来新武侠小说江湖
的开山鼻祖梁羽生。

陈家立有祖训“行孝重
义，乐善好施”，又因其精通
医道，定期为贫苦百姓义诊，
在当地一直负有盛名。在这
样的家庭中长大，梁羽生自
小便具侠义之心。而他作品
中体现出的深厚的国学功
底，亦由此家风得来。

1944年，梁羽生高中毕
业。此时日寇入侵，史学家
简又文和国学家饶宗颐于陈
家避难。梁羽生与两位大师
朝夕相处，得名师指点，国学
底子由此扎下，后来世人评
价他的作品“古典名士气息
甚浓”，大抵源于此。

1945 年，日军攻入蒙
山。梁羽生的父亲组织乡民
开展游击战，而少年梁羽生
则身背长枪，带领老师们辗
转各个村落避难。经过一天
一夜的长途跋涉，将老师们
送到舅舅家妥善安置。于生
死关头之际，老师们所携带
的重要文史资料，梁羽生始
终妥帖护送，无半分遗损。
很多年后，简又文提及这段
经历，仍然对爱徒的救命之
恩无限唏嘘。由此得见，那
时的梁羽生，已经是一位初
露峥嵘的少年侠客了！

在梁羽生的成长过程
中，对他疼爱有加的外祖父
对他影响甚深，他身怀三大
技艺：诗词、对联和棋艺，皆
是年幼时由外祖父传授的。
这几项技艺，几乎润泽了他
的一生。

武侠小说封笔之后，梁
羽生曾在报纸上开了一个评
棋专栏，谈围棋时他既钩沉
中国的围棋传统，又点评棋
坛各路豪杰。谈象棋时，他
更是行家里手，点评比赛的
战术，文笔诙谐，颇有老道指
点江湖的意味，风范卓然，喜
欢棋类的人读来，莫不拍案
叫绝。当时甚至有人劝说梁
羽生也像金庸那样办份报
纸，在上面发表个人随笔或
者评棋，一定会有很多人订
阅观看。但他声称自己“胸
无大志”，只想平淡度日。他
的晚年因此过得十分平静。

天山剑气荡寒秋

笑江湖浪迹十年游，空
负少年头。对铜驼巷陌，吟
情渺渺，心事悠悠！酒醒诗
残梦断，南国正清秋。把剑
凄然望，无处招归舟。明日
天涯路远，问谁留楚佩，弄影
中洲？数英雄儿女，俯仰古
今愁。难消受灯昏罗帐，怅
昙花一现恨难休！飘零惯，
金戈铁马，拼葬荒丘！

这是梁羽生武侠小说代
表作《七剑下天山》里的词
《调寄八声甘州》。《七剑下天
山》是我阅读的第一本武侠
小说，那时还是小学三年级
的学生，记忆力尚可，在《七
剑下天山》初见这首词时，十
分震撼，忍不住把整首词背
了下来。

《七剑下天山》篇幅不
长，却是为群侠作传，叙述了
七剑成长的心路历程，算得
上是一部充满悲欢离合的武
侠长歌。

纵观梁羽生的武侠小
说，主要由唐、宋、明、清四个
系列构成，每个系列之中小
说的故事内容和人物是互有
联系与传承的。其中天山剑
派是梁羽生笔下的第一大
派，天山剑派创始人霍天都
是张丹枫的大弟子，而张丹
枫的祖师又是玄机逸士。如
此，与天山剑派有关联的作
品可达22部，或可称为“天山
系列”。“天山系列”是梁氏武
侠里最重要，也是最出色的
部分，梁羽生的几部精品均
在这一系列中。

在梁羽生的天山系列小
说中，对于女性以及情感的
描写颇显作者的情怀与超越
于时代的先锋意识。在这个
系列的小说中，绝对主角皆
是女性，白发魔女、江湖三女
侠、冰川天女等。这在那些
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里，实
属难得。

概因从小受史学家简又
文和国学家饶宗颐的影响，
梁羽生的武侠里有着浓重的
儒家底子。如《萍踪侠影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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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侠小说的江
湖中，梁羽生、金庸和
古龙似乎一直处于“三
足鼎立”的态势。而江
湖流传的“开风气者，
梁羽生；发扬光大者，
金庸”既为梁羽生所
言，亦是业界的共识。
梁羽生是新派武侠小
说的开山祖师，他一生
创作了 35 部武侠小
说，这些小说以朝代为
界，诗词与侠义并重，
古雅淳厚，道尽了江湖
的恩怨情仇，生生不
息。

有人就金庸、古龙
和梁羽生的作品作过
解析，说金庸如咖啡，
古龙似烈酒，而梁羽
生，则如清茶。清茶润
肺，隽永绵长。今年3
月，是梁羽生先生的百
年诞辰，我们攫取先生
沧海一生中的片羽，来
润润肺吧。

里的张丹枫，便是儒家之侠
的典型代表。他平日里总表
现得狂放不羁，颇有庄生和
魏晋贤人的风度。但他同时
热心赴国难，救黎民，且多次
出手干预朝政。他也因此常
常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旋涡
中，“亦狂亦侠真名士，能歌
能哭迈流俗”。张丹枫的学
识、眼界、胸襟，皆有着小说
作者梁羽生的影子。

张丹枫之外，梁羽生武
侠小说里另一位极具特性的
人物是纳兰容若。梁羽生对
于纳兰容若的喜爱是跃然纸
上的。他欣赏纳兰的词：“纳
兰容若的词，可以毫不夸张
地说是词苑里一枝夺目的奇
葩……王国维先生更认为他
的词不但是清代第一人，而
且是宋代以后的第一人。这
些评语，对纳兰容若来说，我
想当不是过誉之词。”（《才华
绝代纳兰词》）

尽管纳兰容若与天山毫
无瓜葛，梁羽生还是在《七剑
下天山》中让他翩然登场，与
董小宛的女儿冒浣莲演绎了
一段情发无端的惆怅故事。
由此，可以显见梁羽生的侠
骨柔情。

与金庸的武侠江湖

从1948年开始，年轻的
梁羽生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
章、社评。由于时局动荡，他
孤身来到香港后，先是进入
《大公报》任职，而当初面试
他的主考官，便是金庸。多
年以后，金庸回忆：“当时我
觉得文统兄的英文合格，就
录取了。没想到他的中文比
英文好得多，他的中文好得
可以做我老师。”

因才华出众，梁羽生和
金庸很快便在《大公报》崭露
头角。1950年底，香港《大公
报》的子报《新晚报》创刊，出
于对查陈二人文笔的欣赏，
《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将二人
招至麾下，分别负责小说版
面“天方夜谭”和综合版面

“下午茶座”。两人都出身于
名门望族，精通文史，棋艺高
超，忙于武侠，国学功底深
厚。他们之间，仿佛是武侠
小说里两位绝世高手的狭路
相逢、惺惺相惜，如《笑傲江
湖》中的曲洋和刘正风，更似
《萍踪侠影》里的上官天野和
张丹枫。

1954年，香港武术界发
生了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
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和太极
派掌门人吴公仪，为捍卫门
派利益，决定以比武论高

低。比赛双方实力不俗，一
位是黄埔军校太极拳教官，
一位是香港拳击比赛冠军。
一时间，港澳纸贵，皆为追踪
此次的比武。《新晚报》总编
辑罗孚，受这项赛事启发，决
定开辟武侠小说专栏，并力
推好友陈文统撰稿。从此，
陈文统正式以“梁羽生”为笔
名，开始进行武侠小说创
作。《龙虎斗京华》因此问世，
开启了“新武侠”时代，梁羽
生亦因此成为“新武侠”的开
山鼻祖。这一年，他30岁。

梁羽生就这样登上了文
坛。他之所以取笔名梁羽
生，是因为南北朝时是“宋齐
梁陈”，梁在陈前；至于“羽”，
是因为他喜欢旧派武侠小说
名家宫白羽的作品。那时
候，武侠小说始终被新文学
所轻视，地位犹如江湖中的
落魄艺人，观众虽多，却始终
是街头杂耍，难登大雅之
堂。谁都没想到，《龙虎斗京
华》刚开始刊登，便好评如
潮，报纸销量大增。

事实上，这场“山雨欲来
风满楼”的擂台赛，正式开打
时一点都不轰轰烈烈，仅短
短几分钟，这场擂台便以太
极派掌门人吴公仪一拳打得
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血流满
面而告终。

擂台结束了，梁羽生和
金庸的武侠创作生涯却从此
拉开了序幕。两位才子把酒
言欢，成为一生的挚友。晚
年时，因身体原因，梁羽生过
着离群索居的隐士生活。但
每次与金庸见面，两人都会
下几盘棋。2009年，梁羽生
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享年 85岁。金庸得知消息
后，托人送去了挽联：

悼梁羽生兄逝世，
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
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
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

庸敬挽
梁羽生的一生如同他的

作品，有连绵战火、有爱恨情
仇，有《七剑下天山》里的冲
天豪气，更有《萍踪侠影录》
中的侠骨柔情。他的墓碑
上，亦以此意作了碑刻：“笑
看云霄飘一羽，曾经沧海慨
平生。”此言，出自梁羽生生
前所作的对联：侠骨文心，笑
看云霄飘一羽；孤怀统揽，曾
经沧海慨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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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左）与金庸对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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