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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曹纪祖
（著名诗歌评论家、诗人）

2004年金庸入川，有些细
节，外人是不知道的。其时，
我在四川省作家协会担任秘
书长。大型文学活动，多有协
调的责任。

与金庸的联系是通过《香
港明报》的主编潘耀明先生进
行的，潘先生那次也随同金庸
先生入川。记得与潘先生在
成都花园宾馆有过一次聚会，
有流沙河、魏明伦夫妇作陪。

金庸先生在成都住在老
会展中心，有过一次正式的礼
仪性宴请，由当时担任四川省
作家协会主席的马识途出面，
相关领导和省作协部分副主
席作陪。席间，气氛比较活
跃。我注意到，时年九十余岁
的马老，远比八十来岁的金庸
先生健康，也更健谈。又注意
到金庸先生的夫人比金庸先生
年纪小许多，短发，个子不高，
不多言谈，但对金庸先生很关
心，不让他多与粉丝们接近。

金庸入川的重头戏，是在
温江的芙蓉古镇，在所谓的“皇
城”上举办了一次“人文四川·
名家论坛”。马识途、金庸、邓
友梅、严家炎、傅恒、何开四、徐
康、阿来、裘山山、吴野、廖全
京、王敦贤等人参加。话题宽
泛，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学、四
川的人文、风俗、景观等。当然
武侠小说是话题的重点。

此次论坛，记得是马识途
作的开场白，金庸先生也说机
会难得，要放开讲，讲到吃饭
也不怕，他说他不会疲倦。于
是大家兴致很高。金庸先生
从与吉狄马加同游九寨沟讲
起，中心是讲民族的融合。他
说我本人研究中国历史，很希
望 写 汉 人 与 少 数 民 族 的 融
合。他说与北大一些历史教
授意见不合，他们是讲斗争
的。而他不主张“斗争史话”，
主张“融合史话”。他认为中
华民族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
各个民族的融合。

此外，金庸还讲到都江堰
的水利工程十分了不起。他
认为四川已经是文化大省了，
是一部文化的百科全书，是应
该好好去阅读的。他说香港
对四川的文化了解还不够，应
该经常交流。他说我们可以
邀请四川的作家去香港坐一
坐。这也就有了后来我与潘
先生的会谈。金庸先生还幽
默地说，走在成都街头阳光很
好，女孩子都很漂亮。众笑。

我想金庸之所以受欢迎，
是他的武侠小说，满足了中国
人行侠仗义的英雄情结，还有
爱情与幻想。红尘滚滚，痴痴
情深，如此而已。中国人似乎
在想象力上，不大与太空、宇
宙、海洋、生物变异、科学技术
沾边。白衣一袭，长发飘飘。
仗剑独行，天涯倦客。除暴安
良，杀富济贫。爱恨情仇，了
而未了，等等。都是中国现实
人生的升级版，而且必定是农
耕时代的文化背景。而武侠
小说的流行，相关电视剧在荧
屏上的占据，应与当时的时代
背景有关。在文化荒漠之后，
人们需要一种心理释放，需要
一种在假想中的自我完成。

金庸最爱的城市除了苏杭，就是成都

黄蓉的“蓉”就是成都的蓉嘛
金大侠曾经说过，他最爱的城市除

了苏杭，就是成都。2004年金庸入成
都，曾接受华西都市报的专访。值此追
忆逝者的时刻，让我们重温部分专访内
容——

夸四川
“最可爱的女孩是四川人”
问：四川有您作品中的人物煮酒论

英雄的地方吗？
答：当然。以前有人说我作品中的

四川武门，都是坏的，其实，我作品中最
可爱的女人、我最喜欢的郭襄女侠，就是
四川人，峨眉派的创始人，没有全都是不
好的嘛！大家说，最可爱、最聪明、武功
最好的女孩是谁？对，黄蓉，黄蓉的蓉
字，就是成都的蓉嘛！（现场响起一阵热
烈的掌声）。

问：您作品中的人都是武功盖世，请
问金先生您会几门武功？

答（笑着连连摆手）：一门也不会！
没学过。（大家发出一阵会意的笑声）

聊作家
苏东坡、巴金最感动我

问：四川诞生了李白、苏东坡、巴金、
郭沫若等文豪，您喜欢哪一位？为什么？

答：古代的最喜欢苏轼，现代的喜欢
巴金。苏东坡多才多艺，文章好，我的
《神雕侠侣》里就引用了他为去世的夫人
写的词，我每次读都很感动，都会泪下。
宋朝过去一千多年了，到今天我读，还流
泪，很感动，这是很少有的。巴金也是这
样，他感动了我。巴金是浙江人，是我的
家乡人，后来他的曾祖父迁到四川，所以
变成了四川人，浙江和四川两省就这样
交汇在一起了。巴金现在身体不太好，
我希望他早日恢复健康，再写好的文章。

话变脸
张艺谋没选变脸太遗憾

问：四川您想见什么人呢？
答：我当然愿意见到一些作家朋友，

如魏明伦。我喜欢看川剧，原来看《变
脸》，老是看不懂，也知道那是川剧的一
个秘密，不会讲给人家听的。后来在香
港见到魏明伦，就说：你可不可以只告诉
我一个人，我不会告诉别人的。他就告
诉了我，感谢他把四川宝贵的秘密技术
告诉了我。张艺谋奥运表演的8分钟，没
有把“变脸”放进去，我和太太看了后都
觉得：可惜！如果见到张艺谋，我会建议
他，最好把四川的“变脸”放进去。他现
在搞的这个东西很普通，如果“变脸”之
后，再把衣服也变一变，变出“China（中
国）”字样，戏剧效果应该更好！（说得兴
起的金庸高兴得像一个顽童。）

原文作者: 华西都市报记者 杜恩湖
何炜 吴德玉见习记者 李健亚

2004年金庸入川，还到访了
四川大学，颇受追捧，并获赠“名誉
教授”证书。重温华西都市报当时
的报道，金大侠音容宛在——

9月30日，金庸来到四川大学
江安校区的水上报告厅，从四川大
学校长谢和平院士的手中接过“名
誉教授”证书，跟学生进行了长达
1个小时的对话。500个座位的大
厅坐满了人，热烈的掌声、笑声，常
常打断金庸的话。

面对学生们一次次热烈的掌
声，金庸谦逊地称：“我不敢当什么
教授，是向各位讨教的。我是你们
的大师兄，年纪大一点而已。”此言
一出，更引来轰动。

“在武侠小说领域，金庸
做到了前无古人，后不一定有
来者！”10月30日晚，得知金
庸去世的消息，“巴蜀鬼才”魏
明伦深表遗憾，这位著名的剧
作家、杂文家、辞赋家还打算
为金庸亲书一副挽联。

在魏明伦眼中，金庸是武
侠小说第一人，“他在武侠小
说领域不是首屈一指的问题，
应该是前无古人后可能也不
会有超过他的来者。在武侠
小说领域，他可以说是‘山登
绝顶金为峰’！”

魏明伦回忆，自己首次与
金庸见面是在1998年，缘起于
他编剧的电影《变脸》。“当时
这个电影已经在国际上得了
很多奖了，影响很大。金庸也
带着家人去看了。”看完《变
脸》之后，得知魏明伦正好带
着剧团在香港演出《潘金莲》，
金庸专门请魏明伦吃饭，“当
时他就为我的二儿子魏完题
词留字。”

五年后，两人再次相见，
一起在华山北峰上“论剑”，当
时还有张纪中、孔庆东等人。
金庸和魏明伦首先对话，魏明
伦大赞金老先生的长者风度
和慈善厚道、平易近人。金庸
问“鬼才”会不会武，魏明伦风
趣地连称“胸有屠龙之志，手
无缚鸡之力，害怕打打杀杀。”
一下子把大家都逗笑了。第
二天，魏明伦又参加了金庸先
生陕西之行的最后一个重大
活动——碑林谈艺暨金庸武
侠小说高级论坛，“这两个重
大活动，我都参加了。”

2004年9月21日，金庸从
香港飞抵成都，再次与魏明伦
相见。“他在成都最熟悉的应
该就是我了。”魏明伦回忆，金
庸在蓉期间，他一直陪伴左右，

“各个地方我都在，青城山、都
江堰，峨眉山……全天陪同。”
值得一提的是，农历八月十五
正好是魏明伦的生日，“金庸得
知后，马上给我祝生。他还给
我孙子魏如来合了影、题了
词。”魏明伦回忆起当时的情
景，一切还都那么清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荀超

2004年9月，金庸受华西都市报邀约来到四川，展开了一次意义非凡的四川之行。金庸
如他笔下的游侠一般，拜访了杜甫草堂、三苏祠，参观了三星堆、乐山大佛，游览了峨眉山、青
城山、九寨沟，还在成都芙蓉古镇参与了文化论坛，去四川大学作了文学讲座。

10月30日，惊闻金庸先生辞
世，不少杜甫草堂的工作人员深感
遗憾，并回忆了2004年金庸游览
草堂的情景。

当时，随行工作人员邀请金庸
题诗留念，他诚惶诚恐地谢绝说：

“这是诗圣杜甫的故乡，我怎敢题
诗。”朋友劝他说，浪漫主义何不为
现实主义润点色，他见工作人员真
心实意地摆好笔墨纸砚，挥毫写下

“一代诗圣传千古，前辈风流后人
思”。

这段动人的经历，被金庸老先
生自谦为“班门弄斧”。2007年6
月，金庸在北京大学为300多位师
生演讲，十分谦逊的开场白里就提
到了草堂题诗的故事。他谦逊地
说：“班门弄斧，兰亭挥毫，草堂赋
诗，北大讲学。”此语一出，赢得师
生雷鸣般的掌声。

2004年9月28日，金庸曾造
访眉山三苏祠，拜会东坡故里。那
次金大侠的四川行，他刚到成都时
便坦言，自己最崇拜的四川文人是
古代的苏东坡和现代的巴金。“我
夫人在看了苏东坡的作品后，会泪
流满面。你们想，一个现代人看一
位千年前诗人的作品会如此激动，
可见他的作品有多么厉害。”

据亲历者回忆，在苏东坡的雕
像面前，一群活泼的孩童为金庸朗
诵了脍炙人口的东坡词，还送上了
自己的画。其中一位小朋友画的
是苏东坡与金庸在一起讨论诗词，
金庸看了哈哈大笑，并挥笔题词

“四川多才士，东坡第一人。瞻仰
眉山三苏祠，金庸敬书”。

情深意真，岂在丑俊？
千山万水，苦随君行。
各界追忆金庸先生2004年访问四川

——《书剑恩仇录》

金大侠入川
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
（节选）

川大讲学
金庸自称“大师兄”

草堂赋诗
金庸自谦“班门弄斧”

造访三苏
金庸盛赞“东坡第一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曾洁 李庆

本版资料照片 朱建国摄

14年前，金庸在四川留下的“侠影”。

金大侠坐滑竿体验“青城派”的待客之礼。

“巴蜀鬼才”魏明伦
悼念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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