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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笔花六照》分为六辑，精选一九五六年至二○○五年的梁羽生散文，由作者亲自增订，其中十二篇
在中国大陆首次结集，为武侠小说封笔后的文字。
本书既记武侠因缘、师友轶事、史论典籍，又有谈诗品联、云游记趣、棋人棋事，彰显武侠世界之外
的梁羽生之性情与志趣。
作者国学功底深厚，文史修养笃实，通过追忆与诸名士大家的往来故实，陈寅恪、饶宗颐、简又文、
金应熙、舒巷城、聂绀弩、黄苗子等文人的风骨，张季鸾、胡政之、金庸、徐铸成、杜运燮、陈凡等
报人的风雅，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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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羽生，本名陈文统，被誉为新武侠小说鼻祖。
生于广西蒙山，曾负笈岭南大学，后南迁香港，供职于《大公报》。
自一九五四年在《新晚报》连载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起，此后三十载，共有《萍踪侠影录
》《白发魔女传》《塞外奇侠传》《七剑下天山》等三十五部小说作品问世，脍炙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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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增订版序初版序甲辑　武侠因缘　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　中国的武与侠——在悉尼作家节武侠小说研
讨会上的发言　中国武侠小说略谈　只因藏拙创新招　达摩·禅宗·秘笈　魔女三现　怀沧海楼　凌
未风·易兰珠·牛虻　有才气　敢创新——序卢延光的《武侠小说插图集》 　早期的新派武侠小说—
—在浸会大学的专题演讲　　武侠小说与通识教育——在广西师范大学的专题演讲乙辑　师友忆往　
弄斧必到班门——在伯明翰访问华罗庚教授　华罗庚传奇　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　悼沙枫　论黄巢　
怀高朗　文学院长的风流　怀士堂前喜见层楼拓　挽聂绀弩联　京华犹剩未残棋　记刘芃如　胡政之
·赞善里·金庸——《大公报》在港复刊轶事　亦狂亦侠　能哭能歌——怀念“百剑堂主”陈凡　荣
辱关怀见性情——悼蔡锦荣　缘结千里　肝胆相照——记谢克丙辑·诗话书话　杨振宁论诗及其他　
原子物理学家的诗　廖风舒的《嬉笑集》　闲话打油诗　黄苗子的打油词　挑曹雪芹的错　水仙花的
故事　日本汉学家的水仙词　锦心绣口笔生花——“沟通艺术”的对话　看澳洲风流　盼大同世界—
—序张奥列新著《澳洲风流》　雪泥鸿爪　旧地深情——《美游心影》代序　柳北岸的旅游诗　尤今
就是尤今　音符碎在地上　杜运燮和他的诗　舒巷城的文字　铿然一瓣莲花去——谈舒巷城的诗　罗
孚给徐铸成的祝寿诗　从两首诗看徐訏　梦谶的解释　梦境是一片胡言？
　从《雷雨》到《阿当》　《啼笑姻缘》题诗　章士钊的南游诗两偈·顿渐·陈寅恪　敦煌学是伤心
史　饶宗颐与敦煌学　饶宗颐初会钱钟书　无拘界处觅诗魂　澳大利亚的中国移民文学　走近黄惟群
——读《黄惟群作品自选集》　《雷雨》·《阿当》·《耍花枪》　展芑华堂信有缘——听雨楼诗札
书画拜嘉藏品展览　　不拘规格的名联丁辑·读史小识　“万岁”从来多短命　圣明天子半庸才　末
代皇帝的命运　霸王难免别虞姬　六国大封相纵横谈　汉代女尸背后的王侯　武则天是否淫妇　脉脉
争新宠　申申詈故夫　秦桧是“两个中国论”的祖宗　元宵杂谈戊辑　旅游记趣　悉尼桂林山水观　
谈天气　怀大理　雁山红豆之忆　小国寡民之乐　在朴茨茅斯食海鲜　“买嘢”和“睇嘢”　长屋风
情　还乡小记己辑　棋人棋事　围棋　　中国围棋的传统风格　　围棋争说聂旋风　　聂旋风摇撼本
因坊　　三字真言：寻常心　　迷上围棋的名人　　挑战中日棋圣　　让子遇险冷汗流　　新老沉浮
各不同——围棋世界三事　　围棋世界两新星　象棋　　象棋国手杨官磷　　九连霸胡荣华　　七大
名手的棋风　　序《广州棋坛六十年》　　棋坛三杰的浮沉　　棋事杂写（六则）　　虎斗龙争一局
棋——一九七五年全国象棋赛杨胡决战述评　　古晋观棋　　港澳棋队的表现　　归心马战术的新发
展　　棋盘上的皇帝　　棋盘上的兵马　　棋赛纪事词（两首）　烟云吹散尚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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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七年夏于澳洲悉尼初版序写作生涯五十年，我大约也可算得是个“资深写作人”了。
我写小说，也写散文。
小说是“独沽一味”，全属“武侠”；散文呢?则真是“散”得“厉害”了，山水人物，文史诗词，对
联、掌故，象棋、围棋，几乎什么都有。
这并非我的知识广博，只是说明我的兴趣之“杂”。
我曾说过：“我是比较喜欢写随笔一类文字的，不拘内容，不论格式，说得好听是谈古论今，其实则
是东拉西扯”（一九八○年三月，我在《星洲日报》写的“笔?剑?书”专栏开场白）。
我这个人不惯受拘束，“有兴趣有材料就写，没有就不写”。
这也比较适合于我的性格。
　　武侠小说我写了三十五部，除了一部《武林三绝》因为还需要修改外，其他三十四部都出版了。
我的写作，以数量而言，武侠小说最多，联话其次(仅在《大公报》就写了三年零四个月每天见报的专
栏），联话虽然可以列入散文范围，但毕竟较“专”，因此我同意出版社的意见“单独成书”，如今
出版的联话，亦可以说是“全集”了。
出版界的朋友对我说，武侠小说和联话你都已出了“全集”，现在应该是你考虑出个散文全集的时候
了。
我懂得他们的意思，我现在已经步入晚年，是应该趁着精力还许可的时候，加紧工作了。
　　但考虑的结果，我决定还是出“选集”。
因为我的散文数量颇多，而且散见于港、台、海外各地报刊，要出“全集”，“工程”浩大，倘若“
天假以年”，慢慢做吧。
当务之急，是先出一个较有特色的选集。
　　我以前曾出过二又三分之一个散文集，因为最早结集的那部《三剑楼随笔》是和金庸以及百剑堂
主合写的。
这些选集，其目录编排是按时间先后为序，而时间则止于八十年代初（大约是一九八二、八三年）。
　　现在这个选集则是分门别类的了，共分六辑：甲辑“武侠因缘”，乙辑“师友忆往”，丙辑“诗
话书话”，丁辑“读史小识”，戊辑“旅游记趣”，己辑“棋人棋事”。
故以“笔花六照”作为书名。
《山海经》和《大唐西域记》等书都记载有能够“光华四照”的奇花，花能“四照”，亦能“六照”
（“六”在数字中更具整体意念），这个书名不过是借古籍的“无稽之言”来做“新的杜撰”而已。
其实我本是“笔不花”（我的第二本散文集名），当然更不敢与“奇花”相比。
00序00　　《笔花六照》所选的文字，写作时间最早的一篇是《凌未风?易兰珠?牛虻》，写于一九五
六年十月，最后一篇则是一九九八年十月写的《围棋世界两新星》。
数量上以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二年这段时期写的最多，退休（一九八六年）之后所写的也不少，约
占三分之一以上。
退休之后所写的文字倒是我自己觉得比较满意和“分量较重”的（当然这只是自己和自己比较而言）
，例如《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以及《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两篇。
还有《华罗庚传奇》这一篇虽然写于一九八○年，却也是第一次收入选集的。
　　最后要特别说明的是，作为“选集”而言，“棋人棋事”这一辑是“全新”的。
围棋、象棋都是我的爱好，我曾经编过《大公报》的象棋专栏（杨官璘的《棋国争雄录》就是在这个
专栏发表的），写过围棋、象棋评论；也曾经以《新晚报》象棋记者的名义，采访重大赛事，包括全
国棋赛和亚洲棋赛。
不过我所写的棋话棋评，散见报章，整理不易，现在才能选辑成书，亦算了却一桩心愿。
为了追上目前的“棋势”，我补写了一篇《围棋世界两新星》和两首象棋方面的《棋赛纪事词》。
诗词方面，我本来准备另出一部“专集”的，但因这两首词不仅与“棋事”有关，并且可补本辑文字
之不足（在时间方面，它是说到一九九三年的第三届世界象棋锦标赛的），所以选出来“先行”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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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十月于悉尼烟云吹散尚留痕增订版序致《笔花六照》的简体字版读者：去年年杪，由澳洲
返香港探亲访友，又参加了两项比较大型的纪念活动，一是天地图书成立三十周年的庆祝；二是我的
老师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的寿宴。
这个寿宴是香港八大院校主办的，国外及内地有不少著名学者都专程来贺。
我适能在港躬逢其盛，忆起年少时在战难中拜饶先生为师，学制诗填词那一段时光，真是百感交集。
返澳之后，因年老体衰，老眼昏花，写了大半辈子的文章也不能再写了。
虽客居海外，脑海里浮现的却是许许多多的旧人旧事。
《笔花六照》中就记载了我的这些忆念，包含了我对往事故人的点滴记忆与深深的缅怀。
一九九九年于天地图书出版之后，匆匆又是八年。
其间人事代谢，岂能以一言而道尽。
应天地图书之请，我曾增加十二篇新的篇幅，包括最新的一些近作，以及我在香港浸会大学、广西师
范大学发表的两篇演讲稿。
本以为还以繁体字版再梓新版，渠料两年前中秋节，我应邀返广西家乡，广西师范大学校长梁宏教授
颁授“名誉教授”学位于我，广西师大出版社又欲在内地先出我的《笔花六照》及《名联观止》增订
版，并嘱为两书简体字版各写一增订版序文，盛意难却，唯有不计工拙，遵命书此短文，以谢广西师
大出版社肖启明社长、何林夏总编辑、刘瑞琳副总编辑诸君，并向广大读者诚恳要求，希望你们不吝
赐正，我期待你们宝贵的意见。
 烟云吹散尚留痕此文为《笔花六照》繁体版再版后记。
《笔花六照》再版，趁这机会，我把近年写的十一篇文字收入集中。
增补的比例，约为初版的八分之一。
真的是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了。
年轻时候，或者我会等待贮足稿件，再出《笔花》二集、三集；如今我已年过八旬，限于自然规律，
创作力日益衰退是意料中事，这本有所增补的《笔花》，很可能就是经我过目的最后的一个版本了。
“昔时飞箭无全目，今日垂杨生左肘”，能不感慨系之？
　　老年人喜欢怀旧，我也并不例外。
我这一生，和香港《大公报》的关系最深，《胡政之?赞善里?金庸》一篇，就是写《大公报》在香港
复刊的轶事的。
胡政之是旧《大公报》三巨头其他两巨头是吴鼎昌和张季鸾。
之一，一九四八年南来香港，筹划香港《大公报》的复刊。
在香港的日子，他住在坚道赞善里八号四楼，和他一起住在那里的有蔡锦荣、金庸等人。
当时的职位，蔡锦荣是翻译主任，金庸是翻译。
二战后，胡政之曾经以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其后，香港《大公报》的复刊，可说是他“在最后的日子，完成了最后的辉煌”。
　　在《大公报》的故人中，陈凡曾经是我的“顶头上司”，他也曾经在《大公报》写过一篇武侠小
说，篇名《风虎云龙传》，笔名百剑堂主。
一九五六年时他以《大公报》副总编辑的身份分管副刊，金庸和我则是副刊编辑。
在他倡议之下，我们三人合写一个名为“三剑楼随笔”的专栏。
《亦狂亦侠能哭能歌》记下了我和他的一段“诗缘”。
我觉得在他的诗、文和小说中，诗最好，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写的一些旧体诗。
钱锺书曾为他的诗集题句云：“笔端风虎云龙气，空外霜钟月笛音。
”据我所知，陈凡生前自编的《壮岁集》，即将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陈凡一九八三年选辑旧作名
《壮岁集》，一九九○年得友人何耀光资助，“为之付梓，以公之于同好”，列入何氏“至乐楼丛书
”，属于非卖品。
二○○四年，其家人交给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发行。
，除了钱（锺书）序之外，还有饶（宗颐）序。
钱饶二公，乃是当今之世“超级”的文史大师。
有关陈凡的诗就无须我来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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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形之下，我的另一位老上司蔡锦荣似乎比较“平凡”，但他的“特别”处，就正是在平凡之中
显出不平凡。
在《荣辱关怀见性情》这一篇，我写了老蔡的晚年。
我觉得他在澳洲以种菜为业终其一生，正是以另一种方式来表现“老大公人”的情操。
　　编入“师友忆往”这一辑的，还有《缘结千里肝胆相照》一篇。
说的是一位在新加坡有“文坛老园丁”之称、“编文织艺不知倦”的友人谢克。
在我的笔墨生涯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作品（包括武侠和文史）都是在港新两地几乎同步发表的
。
在相关的副刊编辑中，我和谢克交往的时间最长，文学的理念也较为接近。
我曾借用纳兰容若赠顾梁汾的词句：“有酒唯浇赵州土，谁会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
”转赠他，这份友情维持至今。
他在二○○○年，获新加坡文艺协会推选为“亚细安文学奖”得主。
烟云吹散尚留痕。
在香港的文艺界朋友，有一位和我相识半个世纪、相知甚深的朋友，他就是被称为香港“乡村派作家
”的舒巷城。
不过我认识他的时候（一九五二年），他用的笔名是秦西宁，舒巷城则未“出世”。
舒巷城是以新诗人的面貌出现的，在六十年代中期，以中英合璧的抒情诗，成为香港诗坛一颗耀目的
新星。
很少人知道他会写旧体诗，我也是和他相识多年之后，方始知道他不但会写，而且写得很好，数量亦
不少。
他是用“尤加多”这个笔名，在香港《商报》发表的。
熟悉舒巷城的人，怎想得到在一九八八年四月一日“出世”（开始刊出）的那个尤加多就是他。
一九九九年四月，舒巷城不幸去世。
我写了一篇《无拘界处觅诗魂》，专谈他的旧体诗，“无拘界”是他在《商报》写的那个专栏名。
由于在尤加多“出世”之前，我也曾写过一篇题为《铿然一瓣莲花去——谈舒巷城的诗》，收入《笔
花》初辑，这一篇《无拘界处觅诗魂》，我就把它编入“诗话书话”这辑，以比较全面的评介，作为
对故人的悼念。
《早期的新派武侠小说》这篇，也是属于怀旧的。
二○○一年十一月，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主办一个“讲武论侠会”，请我参加，讲这个题目。
武侠小说我早已放下，本来不敢接招。
但主其事的邝健行教授说：“不必紧张，你只当作是讲故事好了，讲自己的故事。
说不定从你的故事中，也可以提供一点资料，给研究武侠小说的专家学者参考。
”有这几句话壮胆，我才敢自比“白头宫女”，来说“开元旧事”。
往事并不如烟，要说是说不完的，能说多少就多少吧。
这正是：旧梦依稀记不真，烟云吹散尚留痕。
是为记。
二○○四年六月于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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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去年年杪，由澳洲返香港探亲访友，又参加了两项比较大型的纪念活动，一是天地图书成立三十
周年的庆祝；二是我的老师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的寿宴。
这个寿宴是香港八大院校主办的，国外及内地有不少著名学者都专程来贺。
我适能在港躬逢其盛，忆起年少时在战难中拜饶先生为师，学制诗填词那一段时光，真是百感交集。
返澳之后，因年老体衰，老眼昏花，写了大半辈子的文章也不能再写了。
虽客居海外，脑海里浮现的却是许许多多的旧人旧事。
《笔花六照》中就记载了我的这些忆念，包含了我对往事故人的点滴记忆与深深的缅怀。
一九九九年于天地图书出版之后，匆匆又是八年。
其间人事代谢，岂能以一言而道尽。
应天地图书之请，我又增加了十二篇新的篇幅，包括最新的一些近作，以及我在香港浸会大学、广西
师范大学发表的两篇演讲稿。
本以为还以繁体字版再梓新版，渠料两年前中秋节，我应邀返广西家乡，广西师范大学校长梁宏教授
颁授“名誉教授”学位于我，广西师大出版社又欲在内地先出我的《笔花六照》及《名联观止》增订
版，并嘱为两书简体字版各写一增订版序文，盛意难却，唯有不计工拙，遵命书此短文。
　　——梁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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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笔花六照(增订版)》分为六辑，精选一九五六年至二○○五年的梁羽生散文，由作者亲自增订
，其中十二篇在中国大陆首次结集，为武侠小说封笔后的文字。
《笔花六照》为其增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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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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