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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之大者——青园特别策划

从1955年的开山之作《书剑恩仇

录》，至1972年的封笔之作《鹿鼎记》，

金庸在短短十几年间，共计创作了15

部长篇短篇武侠小说。他用洗练的文

笔和丰沛的情感，为世人勾勒了“飞雪

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武侠

盛世。其独树一帜的美学理念更是为

世人称道，树立了华人武侠小说史上一

座不可磨灭的丰碑。金庸的武侠小说

经历了从报刊连载到单行本再到作者

的修订版以及后来的新修版，版本较

多。因此，梳理金庸小说版本的变迁，

有助于读者更深入了解金庸，也有助于

学界对金庸小说的系统化研究。

一套841万字的“金庸作品集”带

动了出版、影视文化产业，制造了数

不清的就业机会，把中华传统里的侠

义文化、美食文化、地理文化、服饰文

化、茶艺文化、历史文化甚至于隐形

的道德伦理文化等，都带到一个新高

度。金庸小说深入人心，而金庸作为

作家的经典地位主要就是由“金庸作

品集”确立的。他的作品能够流传，

比拼的也是他的小说等纯文学文

体。影视制作再怎样精巧、震撼，也

不在这个序列。因此，纸版书版本的

好坏对金庸来说意义更为重要，金庸

会格外重视，努力经营与打磨。他对

武侠小说不断修改，每十年大修一

次，成为金庸创作生活里不可缺少的

一个环节。他清楚，报纸连载往往是

随时写、随时发表，来不及认真、仔细

推敲，结构、文字、情节上疏漏较多。

目前，金庸小说大体有三个版

本：旧版、新版和新修版。

所谓旧版，是1955年到1972年在

报刊上连载的文稿。单行本由“伟青

书店”出版，也是根据连载的文字结集

出书，未作修订。其它版本的单行本，

无法小计，因为它们多半没有版权。

从1970年起，金庸开始修订，到1980

年修订全部完毕，是为新版，冠以《金

庸作品集》，由香港明河出版社出版。

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金庸小说一

度都是被禁品。大陆当初流入的金庸

小说都是盗版书，有的连书名、作者都

改了。如作者改为司马翎，书名改为

《萍踪侠影录》等等。1980年，广州《武

林》杂志首次连载金庸武侠小说，是其

正式进入大陆的开始，《武林》杂志也因

此声名大噪。

台湾则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通

过各种非正式渠道流入了金庸小说。

远景出版社发行人沈登恩回忆说：“记

得1975年初，我刚办远景不久，朋友从

香港来，送了我一套旧版的金庸小说

《射雕英雄传》，那个时候，我的工作不

像现在这样忙碌，每天好整以暇，有的

是时间，不到一天一夜，我就把《射雕》

看完，整个脑海中都是洪七公、郭靖、黄

药师、黄蓉、周伯通、欧阳锋……的影

子。当时心中有个疑问：‘怎么世上有

这么好看的小说，台湾竟然没有出

版？’”沈登恩找出查禁目

录，才知道金庸小说全在

禁书之列。到1977年前

后，沈登恩觉得时机成熟

了，便向当局申请解禁

金庸作品。几经周折于

1979年9月拿到一纸公

文，同意远景出版社出

版金庸小说。

“我曾经向张作

锦先生（时任联合报总编辑）承诺过，

有朝一日金庸小说解禁时优先通知

他。因此，在1979年9月6日那天，张

先生在电话中获知解禁的事时，十分

兴奋，要我立刻到联合报一趟。我们

在编辑部讨论了很久，并与香港的查

先生通长途电话，决定让《连城决》先行

见报，和台湾读者正式见面。次日，也

就是9月7日，《连城诀》在联合报刊出

的第一天，上午十点钟不到。高信疆

（《时报》副刊总编辑）就气急败坏地出

现在远景的编辑部。……要我把金庸

小说全部让给《人间副刊》连载，软硬兼

施，几乎要绑架我。信疆兄和我一样，

都是好胜心极强的人，我们是老朋友

了，我没有理由拒绝他，何况，能够使金

庸的小说多让一些读者看到，正是我

争取解禁金庸作品的最大目的，因此

立刻就答应了。信疆兄的脸上才开始

有了笑容。”

远景出版社是由沈登恩、王荣文

共同组建的。1975年在沈登恩等人协

助下，王荣文另建远流出版公司，远景

逐渐式微。1985年底，王荣文在香港

柏宁酒店巧遇金庸，获金庸授权出版

武侠小说。1986年远流出版公司推出

《金庸作品集》典藏版、平装版与文库

版。1997年2月，《金庸作品集》平装版

换上了美术家霍荣龄设计的新装。3

月远流出版公司成立网站《金庸茶

馆》。1998年11月4日至6日，远流出

版公司在国家图书馆举行“金庸小说

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举办“夜探金庸茶

馆——金庸答客问”晚会，首创网络与

电视同步直播晚会。

中国大陆获得独家授权出版金

庸小说，起先是北京三联书店。

金庸和三联书店的合作早在

1988 年就开始了。那时北京三联书

店总经理沈昌文得到香港一位朋友

牵线，与金庸商谈授权出版事宜，他

就到香港和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董

秀玉一道拜访金庸。

这位牵线的朋友应该是曾在香港

三联书店工作后来加盟金庸《明报》系

统的潘耀明。潘耀明在三联工作业绩

突出，从编辑部副主任荣升到副总编。

现任明报出版社、明窗出版社及《明报

月刊》总编辑。

2010年4月，潘耀明回忆说，1991

年“我在三联书店工作，和金庸先生并

不认识。有一天，时任《明报月刊》总编

辑的董桥告诉我，金庸要见我。我觉

得很奇怪，我根本不认识他啊。就是

那天，金庸先生坐在办公室前，亲自手

书了一张聘书给我，当时十分感动，这

张聘书我至今保留着呢”。

金庸对潘耀明的知遇一定经过

了认真的考察、调查和比较，因此，当

其他朋友劝金庸找一家严肃的出版

社授权出版武侠小说时，金庸最终确

定和三联合作。

回到北京后，沈昌文给上级主管

部门打了报告，特别强调金庸小说有

着很强的人文思想，获得批准。1991

年双方签订10年出版合同。1992年董

秀玉回京接任沈昌文的职务，开始着

手《金庸作品集》的出版。1994年5月，

三联书店推出36册一套的金庸作品

集，每年都保持稳定的销量。2000年4

月，三联书店根据市场需要推出口袋

本，短短半年销售达56000套。

十年合同期满后，金庸提出三大

条件：一是将版税由15%提高到18%；

二是销量必须达到一定的数目；三是

销售量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三联

书店难以接受，当时只能保证每年至

少销售4万套。如果三联全盘接受金

庸的条件，要承担巨大风险。双方只

能好合好散。

熟悉大陆出版业的人士都清楚，

大陆出版图书的成本远高于台湾和

香港，主要是出版社人力资源配置不

合理，出版、发行成本巨大，流通渠道

不畅。这是历史原因形成的，单个出

版社在此亦无能为力。当时三联和

金庸结算版税时即使零头也交代得

清清楚楚，金庸比较满意。

2001年底，金庸和广州出版社谈

妥出版协议，得到18%的高额版税，金

庸修改原著，重拾老笔。实际上，新一

轮修订从 1999 年就开始了，历时六

年。从2002年底开始陆续由广州、花

城出版社联合出版，到2005年全部出

齐，这一版金庸作品统称新修版或世纪

新修版。香港仍由明河出版社出版。

新修版保持原来的核心故事以

及结构与框架，但有的人物发展和结

局上出现变动。其中情节变动较大

的也仅《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射

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书剑恩仇录》

和《碧血剑》六部，其余都只是细节、

文字上的调整。

一份读者调查显示，不满中居首

位的是“黄药师爱上梅超风”，其次是

“段誉和王语嫣分手”“张无忌有望同

娶四美女”“杨过与小龙女热吻”等。

非议主要集中在作品中原有人物的

情感关系上。一些人认为，金庸与其

修改旧作，不如写新的。客观地说，

金庸小说确有可改、应改之处，刚好

这又符合出版社的需要，两者一拍即

合。金学研究者陈墨认为，新修版虽

然改善了旧作中的错漏之处，却又产

生了新的问题。

金庸的好友、小说家倪匡表示：

“小说文字，激情比合文法重要。在

创作过程中，作者和笔下的人物、故

事，在感情上融为一体，是一种直接

的感情上的结合。”“有不少人，包括

我在内，喜欢旧版多于新版。”在“四

看金庸小说”中，倪匡说看到新版的

《射雕英雄传》，“怀疑自己得失忆症，

因为改动得实在太多了”。

说法不一，议论纷纷，都能成为文

化、娱乐新闻。金庸不可能在乎这些，

因此他本人的新闻并没有那么多，出

版社一方却需要新闻。公众有所配

合，结果单单金庸“被去世”的假新闻就

发生过好几回，每回都获得关注。而

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接连不

断、一茬接一茬地重拍、播放，“使得金

庸作品一直维持在稳定的温度”。

如此看来，出版社的顾虑或许是

多余的。（中华读书报）

浅谈金庸小说的版本流变

姜云行《江南奇怪》

姜云行《弯弓射雕》

金庸小说里的插图作品也一

直被读者称道，特别是姜云行与王

司马的插图深受读者喜爱。姜云

行偏好白描，王司马注重写意。姜

云行多选择山中平地或村外开阔

地带的打斗场面，人物常有凌空动

作，哪怕是被抛向空中。王司马多

选择恋爱或喝酒的场景，人物活动

多在山中或酒店进行。

姜云行为金庸小说作画计有

6部，为“射雕”三部曲、《碧血剑》

《连城诀》和《鹿鼎记》。王司马插

画作品包括《书剑恩仇录》《雪山

飞狐》《飞狐外传》《侠客行》（附

《卅三剑客图》）《天龙八部》《笑傲

江湖》《鸳鸯刀》《白马啸西风》和

《越女剑》。

王司马《笑傲江湖》插图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