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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八十岁的金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神话，有人说他是“文坛侠圣”，有人称他为香港“良知的灯塔
”，也有人认为他一钱不值。
其实，媒体和大众眼中的金庸都是神坛之上的金庸。
    这是第一部以平视的眼光写下的《金庸传》。
作者以客观、理性的尺度、依据大量翔实可信的史料，写出了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出类拔萃的武侠小
说家。
忠实地再现了金庸青少年时代备历艰辛的求学生活。
创作武侠小产和创立《明报》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到他成长的脚印，奋斗和汗水和思想的脉络。
本书首次利用第一手的档案，挖掘出不少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矫正了有关金庸生平的许多讹误。
    在这部传记中，您将看到一个神坛之下的金庸，一个同样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人性中的欢乐与悲
伤、高尚与卑微、天才与平庸、谦逊与傲慢⋯⋯都能在他身上找到。
他的理想、事业、婚姻⋯⋯从各个侧面反映出历史的曲折和变化，他的思想与故事折射出了大时代的
星星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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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国涌，1967年出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
1999年以来，在《读书》、《书屋》、《东方》、《博览群书》、《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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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胡菊人到董桥　　《明报月刊》一直是《明报》系统的金字招牌，它在胡菊人手里奠定了香港
乃至海内外备受尊崇的地位。
从1967年开始，胡菊人兢兢业业，一干就是十三年，金庸对他极为放心，十三年中很少为“明月”的
事操心。
胡菊人被称为“金庸最喜欢的人”，他说他最欣赏金庸典雅的文言白话。
1979年，《台湾日报》老板傅朝枢因为与台湾当局意见不一，报纸被当局买下，傅朝枢于是抽调资金
，到香港和美国发展。
他在香港新办一张报纸，名为《中报》，看中了胡菊人，力邀他出任社长兼总编辑。
11月当胡菊人向金庸提出辞职时，金庸大为震惊，再三挽留，但他去意已决，说什么也没有用了。
当时胡菊人的月薪是四千七百元，傅朝枢以月薪万元挖走他。
　　从1967年到1979年，《明报月刊》在胡菊人手里成为华人世界最文人化的刊物，一颗璀璨的明珠
。
它对大中华的关怀，它的人文气质都是无与伦比的。
胡菊人本身也是一个学有所成的学者。
他的离开成为香港文化圈地震式的新闻。
他离开《明报》时，金庸特地在“海城酒家”设宴欢送，即席以黄金劳力士手表相赠，场面十分感人
。
据说还有三点临别赠言：　　一、人的性格是各个不同的，你将来到了那边工作，他们家庭成员当然
会来管事；同时，在你下面还有很多人要管，人的个性既然人人不同，那么就算有人当面对你发脾气
，拍桌子，你也要忍耐，不要动怒。
　　二、报纸杂志的销路，是有起伏的，如果销路下跌，人也不要忧心，只要冷静去做就是了。
　　三、你要知道，办报难免时时接到律师信，就算打官司你也不必惊慌。
　　1980年2月27日，傅朝枢出资的《中报》创刊，以“不党不私、不偏不倚”为宗旨，胡菊人任总编
辑，陆铿任总主笔，接着又创办《中报月刊》。
因为与老板理念不合，一年后他们双双拿了一些补偿费离开，1981年6月1日，共同创办了《百姓》半
月刊。
金庸对他始终念念不忘，有一年圣诞节前，他正在尖东一家酒楼宴请台湾女作家三毛，当他得知胡菊
人就在附近一个酒会时，连忙通过慕容公子邀他挚诚，诚意拳拳。
　　胡菊人是个有名士派头的知识分子，曾师从香港著名古琴大师、艺术教育家蔡德允女士，写作之
余，调音律，弄琴弦。
有人评论金庸没有倪匡的疏狂，不会喝醉了酒在地上哭喊打滚；缺乏胡菊人的名士派头；也没有张君
默那样书呆子气，一心一意追求人生的至善至美，写累了就跑去荷锄种菜。
　　胡菊人主持《明报月刊》长达十三年，不仅有一批得力的助手，而且在文化界、学术界都有相当
的地位，金庸最担忧的是他挖走得力的骨干，带走一些可贵的无形资源。
所以率先设宴慰劳，并当众宣布所有“明月”的员工加薪。
有人说他的怀柔政策起了作用，化解了这场风波。
其实，从整件事情推断，还是胡菊人并没有打算带走什么人，否则就是设宴、加薪也不会有什么作用
。
　　胡菊人的离开，使《明报》集团失去了一位可以独当一面的要角，金庸极为痛惜。
董桥就是这个时候被请过来的。
董桥当年不过三十七岁，有过在英国BBC电台中文部工作的经历，1979年到香港，任职于美国国际文
化交流总署。
从1980年1月起，他做了近七年《明报月刊》总编辑，共编了八十期，在他手里继续将《明报月刊》发
扬光大。
1999年8月12日，董桥这样回忆：“1980年我接编《明月》的时候，文革过去了，邓小平拖着重伤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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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踉踉跄跄走回国际舞台，月刊的政治文化取向面临新的考验，我不断参考英美各类杂志的编辑方针
，不断修葺自己的视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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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　　在动笔写这本传记之前，我曾向一位老师请教，他在来信中说，写传“必须采取俯视和
平视的角度，不能仰视。
任何传记都是评传，要站在高处，对传主进行拷问，站在平处把传主作为与自己一样的普通人进行平
等交流，而惟独不可跪在传主的脚下，把他作为什么圣者或大人”。
一位德高望重的知识界前辈忠告我：“靠武侠小说出名的金庸，在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中间是个争
议人物。
”但也有截然相反的另一种意见，一位“金迷”朋友得知我将不以仰视的角度写“金庸传”而大失所
望。
　　我几乎读过两岸三地所有公开出版的金庸传记，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仰视的角度。
斟酌再三，我还是选择了平视的角度。
无论外界对他是褒、是贬，我自有我自己的尺度，即客观、中立、理性的尺度。
我试图以平实的语言，忠实地再现金庸——一个作家、报人、企业家、社会活动家的人生历程，写出
一个真实的人和他所处的这个时代。
仰视写不出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只能写出一个虚幻的神化的人物。
但人毕竟不是神，人无完人，人不过是血肉之躯。
七情六欲，都属于普遍人性。
　　不少人听说我要写《金庸传》，都忘不了问我是不是和金庸很熟，这是我必须在后记里郑重说明
的，我不仅和他不熟，而且连面都没有见过。
但我从小熟读他的武侠小说，写这本传记的日日夜夜里，我和他朝夕相处，几乎无时不在和他的心灵
对话，在这个意义上，我确实敢说，我和他很熟。
整个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在踌躇，要不要想方设法与传主见面，从杏花春雨时节，到桂子飘香，这个
问题始终困扰着我，直到最后阶段，我才决定放弃，尽管这不无遗憾。
原因有三，一、文学传记毕竟不能等同于采访，也不是按照传主的意思来写的，作者有自己自主的权
利，可以根据资料作出独立的判断，不一定要与传主相识，不一定非得“问”传主“一下”，诚如是
，司马迁就无法写屈原、项羽了。
即使费尽心思与传主联系上，当然这在有些细节上将会是有益的，但我担心传主的态度会影响传记本
身的独立性、客观性。
由于人类自身的弱点，大多数人都喜欢别人看到自己好的一面（这并不是针对传主而言），那样会让
我追求公正、客观的全部努力打了折扣。
二、金庸是个盛名赫赫的明星人物，车马往来都是政要名流、雅士墨客、有头有脸的人，要不就是至
亲故交，我与他素昧平生，“地位悬殊，处境迥异”，虽然媒体常报道他来杭州的消息，老实说，对
于他是否愿意抽时间见我这个普通作者，我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
何况我并不是以捧场的心态去写名人传，不是为了讨传主的欢心。
我不想碰一鼻子灰，影响我的写作情绪。
随着写作的进展，掌握的资料越来越多，对他生平、个性、思想等各方面的了解与日加深，这种念头
也越来越强烈。
这是我最终放弃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本书的写作完全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主要靠双休日，所以一直争分夺秒，非常紧张，我几乎抽
不出时间为了这事去奔波、折腾（比如托人、找关系等）。
直到此刻，我还在想，要是与传主本人接触，接受了传主的一些意见，这本书也许就不可能写成现在
这个样子，那将是另外一本书了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庸传>>

编辑推荐

　　喜欢金庸小说的人不一定需要去了解金庸这个人，但傅国涌这本传记却是可以作为一个人的奋斗
史和一个时代的发展史来读的。
　　金庸亦不过一凡人，但这个凡人的一生却是精彩绝伦，自成境界的，与其外界众说纷纭，不如一
读傅传金庸，看一个报人的一生、看一种理想主义与现实的妥协、看一段香港从起步到繁荣的风云变
幻、看港台文坛的逸闻趣事、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生生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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