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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与香江
!香港" 彦 火

! ! ! !六十年前，金庸在
《新晚报》 总编辑罗孚
（罗承勋）的邀约下，写
了第一部武侠小说!!

《书剑恩仇录》，在《新晚
报》连载，一炮而红，从
此他的武侠小说一部部横
空出世。
他横溢的才华，绮丽

的文采和跌宕起伏的故事
情节，风靡全球华文读
者，蔚为武侠小说的一朵
奇葩。
年前，香港特区政府

康文署表示拟仿效“李小
龙馆”，在香港沙田文化
博物馆筹办一个“金庸
馆”，并征求笔者的意见。
“金庸馆”将陈列金

庸手迹 （手稿、书信）、
版本 （包括译本），并播
放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电
影、电视剧等等。
金庸的成就涵盖多方

面，包括成功的报人、作
家、企业家、政论家等
等，是一本丰厚沉甸的大
书。

如果要涵盖金
庸以上的业绩，单
靠目前拨出的占地
二百平方米，是远
远不足的。
不管怎样，这是一个

良好的开端。
我倒希望“金庸馆”

可设在西九龙文化区，地
点适中，交通方便，占地
可以更大。
目前筹办的金庸馆地

点的沙田香港文化博物
馆，交通并不甚方便。
金庸的文化事业，基

本上是在香港建基
的。他的报业王
国，是上世纪五十
年代在香港创立
的，他左手写真知
灼见的政论，右手写精彩
绝伦的武侠小说，锋发韵
流，一时无两。

月前我与金庸老友、
科幻小说家倪匡谈起金庸
的武侠小说，他断然表
示：“金庸小说天下第
一，古今中外无出其右。”

倪匡把金庸的小说排
列顺序为： 《鹿鼎记》
《天龙八部》 《笑傲江湖》
《神雕侠侣》，他认为这四
部小说将流传千古。

去年杪，访港的莫
言，也曾在三个不同的场
合推崇金庸的小说，认为
有井水的地方，就有金庸
的读者。

如今，有不少
以金庸冠名的纪念
馆和景点，如浙江
海宁的金庸书院、
嘉兴的金庸图书

馆、桃花岛，嘉兴的南湖
等，反而在金庸的发迹地
!!香港则阙如。

!""" 年金庸曾向我
私人表示，香港某财团拟
在大屿山创建金庸主题公
园。但是，只闻楼梯声，
不见其形影。
倒是不久，迪士尼乐

园已矗立于大屿山。我以
为，后者是借来的文化、
借来的景点，不能体现香
港本地的特色。
全球最多读者的金庸

作品的发祥地!!香港，
对眼前这座耸拔文化的崇
碑仿佛视而不见，令人费
解。
最讽刺的是，十多年

前在毗邻的澳门，也辟有
“金庸馆”。

亡羊补牢，为时未
晚。最近香港康文署委托
我策划配合金庸创作六十
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包括
“金庸文学山水研讨会”、
“我与金庸全球征文奖”
等，希望借此向这位“香
港文化界巨擘”顶礼致
敬！
去年是金庸九十岁大

寿。前年杪，刘再复伉
俪，刘再复的千金、金庸
唯一入室弟子刘小莲来
港。金庸伉俪在港岛香格
里拉酒店夏宫宴客。
在宴席中，刘再复表

示，翌年是金庸九十大
寿，应该好好庆祝。我建
议在《明报月刊》推出特
辑，为之祝寿，结果与会
者无不拍手赞成，金庸听
罢也兴致勃勃，他当堂表
示，他也可以写一篇文
章。

此后，我便为筹备
“金庸九十岁”特辑而努

力，结果一呼百
应，包括余英时先
生的海内外大家都
答应惠稿。
后来我接到一

向低调的查太太电话，表
示查先生不希望为他祝
寿，特辑因而搁置。
查先生今年九十一岁

（三月十日），查先生官方
网只刊登一帧照片，并没
有大事庆祝。
去年杪，我偕刘再复

伉俪、刘再复的千金刘小
莲去拜访查先生。查先生
精神颇好，双手有点颤
抖。查太太说，查先生已
不再写东西了，只是平日
阅读不少书籍。

查寓在太平山山腰
处，是一个背靠蓊郁青葱
的太平山、面向妖娆绰约
的维多利亚海湾的公寓，
共二层，下层客厅、卧
室，上层为书房，约三四
百平方米。

以前在金寓多次走

动，从未参观他的书房，
这次在刘再复兄的要求
下，查太太带我们参观上
层的书房。
只见上层三面墙都做

了入墙书架，书籍种类繁
多，有文学、历史、政
治、社会、经济书籍，包
括英、法、日及其他的外
文书，琳琅满目，估计有
逾万册。
靠回廊处放置一张大

书桌，桌上摆满了《明报
月刊》等杂志，查先生在
北角嘉华大厦的办公室，
还有一个偌大的书房。
查太太说，查先生的

藏书主要放在澳洲。查先
生早年在澳洲购了一个大
宅，准备退休后到澳洲做
寓公，所以他的大部分书
籍，早年已空运到彼埠，
可见查先生藏书的丰富。
结果查先生退休没有

落籍澳洲，仍然乐意根植
香江，则是他自己始料所
不及。

门
诊
大
厅

孙
小
琪

! ! ! !这几年，常常要去医院，诊病、化
验、取单子、配药、付钱，一趟趟排队
等候，看多了焦虑、怨怼、哀伤、暴
躁、六神无主。知道这样的生活也属于
一部分人，这样的神情，是这个特定人

群的标记。
前不久去一家医院，取药时，排在我前面的是一对

父子，父亲中年，儿子高个健硕，背着包，像是大几的学
生，或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几个装着药品的小纸
盒、小纸袋从柜台后面递出来，父亲一样样拿过去看，
大声说：“这个爷爷的卡也可以开的……
这个也可以的……你看看你看看，我稍
微晚来一步就不行。”年轻人低着头，显
然很不希望父亲这样大声，不希望引起
周围注意，拿了药，轻轻地，期期艾艾：
“走……走……”父亲不买账，依然大声：
“有啥难为情的，好省的就要省，我们小
老百姓，没有花头，就这点本事了。”估计
小伙子难得看病，病历卡上还有钱，而爷
爷如果医保卡上的钱用完了，再来医院
看病，所需医药费大部分由政府承担，自
己承担小部分。
在三甲医院配中药，天不亮就人满为患的，排队者

大多是家属，为那些大病久病的亲人而来。挂了号，问
了诊，交钱后等候取药，大厅里已是满的，除了中央一
排排椅子都坐满了，周围还有站着的。墙上的挂钟指针
已指向 #!，等候者有耐心，巴巴地看着屏幕，听着扩音

器里传出的报号声，总要轮到的。
我旁边坐着一位老者，瘦小精

神，很久前的两用夹克，洗得发白透
着原有的藏青色，袖口发毛了，丝丝
缕缕透着洁净。很久以前的咔叽布裤
子，也是洗得发白的。布鞋，旧的，
也是洁净的。他不焦灼，淡定，双手
叠着放在架叠着的腿上，默默看着眼
前的地面。一会儿，手机响了，话筒
里的声音断续飘出，是有点抖颤的细
弱女声，大约是催他去吃点东西。老
头低声坚决地说，让你 $$点吃午饭，
$$点半午睡，不要管我的，一会儿
拿到药就回来了么，回来吃有什么不
好，我又不饿。手机挂了。老人依然
淡定。一会儿，手机又响了，大约还
是这个意思，老头不高兴了，还是轻
声而坚决地：叫你 $$ 点钟吃午饭，
$$点半午睡，规矩打破了，身体会
不舒服，你现在最要紧的就是生活要
有规律。每次我来配药你都这样，我
会管好自己。你就是这样不听话。老
头挂了手机，望向叫号的屏幕。过了
几分钟，手机又响了，这次对方声音
有点大，尽管还是抖颤而虚弱的：你
不去吃点心，我怎么吃得下啊。老头

站了起来，开始往外走，一面嘀咕着：老太婆，讲不
听，多少年了还这样。他依然不急不躁，只是不愿意
别人听到。收了手机，走到靠近发药柜台的墙边，他
用一侧肩膀微微靠着，眼望地面，耳朵听着扩音器里
的叫号，安静地等。总会轮到自己，拿了药就回家，
老太婆在等。那一缕分分秒秒扯不断的牵挂，无比坚
固。

许多契约，写在纸上的，不如埋在心里的结实，
老夫妇的相濡以沫，那是
长长久久的责任和诚信，
哪怕没有那一纸婚约。医
保卡的使用规定，也是一
种契约，白纸黑字的，但
有人就不愿意遵守。

梅园丘十六英烈
苏 林

! ! ! ! $%&$年初，新四军浦东抗日武装数千
人奉命南渡浙东开辟抗日根据地，为便于隐
蔽，抵达浙东的抗日武装获得“苏鲁战区暂
编第三纵队”国民党番号，下设五个大队，
朱人俊为司令，上海南汇新场镇人奚兴章担
任司令部副官，陆阳担任三大队队长，大队
副为陈三拜。这支部队拉开了浙东抗日的序
幕。

$%&$ 年 $! 月 $! 日拂晓，因汉奸告
密，驻扎在梅园丘附近的“暂三纵”遭一
个中队日寇包围。日寇在汉奸引领下，借
能见度仅有数十米的大雾，伪装成渔民隐
蔽在干涸的水沟内。
当“暂三纵”沿海塘坡向东急行军走

到几个突起的晒盐坨基时，日寇占领有利地
形突袭。天将破晓，浓雾渐散，担任后卫的
三大队正拐到东花丘与梅园丘交叉路口时，
日寇突然射来密集子弹，三大队近八十人完
全暴露在日寇火力之下。危急中，大队长陆
阳立即命令队伍就地散开，在他的带领下阻
击日寇，顶住日寇疯狂扫射。突然，陆阳右
臂中弹，他顾不上包扎，凭借沟边芦苇和坟
堆作掩护，组织部队南移撤退，并阻击冲上

来的日寇。当陆阳在跳跃三米开阔的梅园横
沟时，不幸右腿又中弹，他拉住河边树桩正
欲上岸，日寇又击中了他的后脊梁，右边的
大队副陈三拜见此情景，俯地伸手去拉他，
当即被子弹击中头部牺牲。同时，正在陆阳
左边随三大队一起活动的司令部副官奚兴章
就地滚向陆阳身边，不顾重病在身，双手用
力把陆阳拖上岸。日寇嚎叫着向奚兴章围拢

来，他身子往旁一闪，一把攥住一日寇的枪
管顺势一拉，猛地跳起将那鬼子踹下河去。
冲过来的日寇见奚兴章腰缠钱兜，肩背挎
包，便用刺刀刺向他胸腹部，当时奚兴章的
脚和臀部已多处中弹，双腿难以站立，他用
身体扑向日寇，抱住撕咬，并高喊“打倒小
日本”，双拳猛击日寇腹部，痛得日寇嗷嗷
直叫，肉搏中被日寇共戳了十七刺刀，血肉
模糊，肝肠外流，惨不忍睹，但他还是紧紧
保护着部队钱财，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

刻。
战斗结束后，民主保长陈元生冒着坐牢

杀头的危险，带领乡亲为烈士擦干血迹，白
布裹尸，乡亲们双膝跪地，泣不成声。奚兴
章的双手还紧紧地捂着胸前的挎包。当晚，
陈元生按当地习俗祭奠烈士们直至拂晓，在
梅园丘附近掩埋了烈士的遗体。

$%'( 年，浙东人民为纪念抗日英烈，
在梅兰江畔的梅园丘建起“梅园丘战斗纪
念碑”，上面铭刻着陆阳、奚兴章、陈三
拜等部分烈士姓名。当年的司令朱人俊面
对长眠的烈士老泪纵横，挥笔题写了“先
烈精神千古传，英雄浩气万古存”的挽
联。碑记中写道：“这里掩埋着十六位外

乡人，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背井离乡
数千里，在梅园丘勇战日寇，直至流尽最后
一滴鲜血，长眠于梅兰江畔。他们中大部分
的姓名已无法查考))))))他们是抗日的队伍，
是中华民族最为优秀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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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前些日子，观赏了大型原创现代沪
剧《心的守望》。
首先没想到的是，偌大的剧场居然

人满为患，连通道中都挤满了观众；第
二个没想到，剧情居然如此感人至深，
令全场观众潸然泪下，直至终场，剧场
里一片唏嘘之声依然清晰可闻。

感人的戏无外乎两类，一为“小我”
人物的个人遭遇凄凄惨惨戚戚，博得观
众一掬同情之泪；一为“大我”人物为崇
高的理想虽九折而不悔，人物命运催人
泪下，那是从观众心底奔涌而出的泪。
《心的守望》毫无疑义地属于后者。

本剧主人公方秀云和丈夫是当年从
上海松江插队落户到大西北的知识青
年，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支撑起一所乡

村小学，坚守一个信念：一定要让更多的农村孩子接
受教育，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命运！一个狂风暴雨之
夜，丈夫为了从突然坍塌的教室里抢救学生而英勇牺
牲……方秀云用自己的生命守护着对丈夫的临终誓
言：一定要把乡村学校开办下去，要让儿子回来接丈
夫的班。方秀云回到故乡上海，来到大学城，找到了
即将大学毕业的儿子张晓光。不料当初答应回大西北
子承父业的儿子变卦了！
于是，我们的情绪一步步伴随着剧情的深入发展

而波澜起伏，感受着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
又一村”的矛盾叠起。乡村孩子对读书
的渴求与向往，亲情与誓言的激烈交
锋，现实与承诺的世俗表现，母与子的
艰难抉择，全都一览无余地呈现在观众
面前。谁也不曾料想，一场更大的劫难

正在向方秀云悄悄逼近……
而在一切之上，则是精神世界的一种洗涤升华，

对美好事物的一种热切期盼。
毫不夸张地说，《心的守望》唤醒了绝大多数观

众的一代人记忆，从而激发出强烈的共鸣———守望我
们的精神家园！这里的守望是一种精神的呼唤，一种
神圣的回归，一种崇高的境界。尤其在物欲横流的当
下，创作演出 《心的守
望》正当其时，极具现实
意义。这，正是扎根生活
扎根人民的艺术力量之所
在。

《心的守望》真实可
信地塑造了一位上海母亲
的光辉形象，大段的杨派
唱腔和唱段可圈可点，催
人泪下，一唱三叹，回肠
荡气！让观众在领略守望
精神家园之可贵的同时，
又强烈地感受到崇高上海
精神！
在观赏这一台现代沪

剧大戏的同时，我们忽然
看到了另一种守望———编
剧管燕草、导演彭安娜、
作曲奚根虎、舞美周本
义、主演杨派嫡传弟子郭
懋勤等，有了他们对沪剧
这一方精神家园的“守
望”，有了他们对戏剧事
业的痴迷和奉献，才有了
《心的守望》的舞台呈现。

词二首
徐章明

! ! ! ! ! ! !海棠春令

院中海棠盛开，忽忆
东坡定惠院遇此花，感士
人不知其贵，海棠岂入世
才人耶

一株绿静风牵袖! 晶

玉质" 天心剔透# 细雨洗

青春! 粉雪修容秀$ 月

华如水中庭漏! 似定惠%

幽人独瘦$ 甚日卷珠帘!

相遇东山右$

浣溪沙

赋芍药新抽茎叶

已褪芽尖涩涩红! 叶

笼半月碧云浓! 珠帘低揭

鬓边风$ 皓腕春葱抽夜

玉! 远山螺黛聚眉峰! 花

神行脚恁匆匆$

雨天中的盼望
赵玉龙

! ! ! !处于长时间的阴雨
天中的人们，犹如进入
了人生低谷一般，心情
会变得很糟糕。那些散
射的光线，让事物的轮

廓变得不清晰。一场雨如果下得太久，可以改变一个
人的性情。《百年孤独》中那场下了四年十一个月零
二天的雨，虽充满了荒诞的色彩，内里却是在讲述真
理———我们应当在命运的阴雨中寻求出一条生命的盼
望之路。
我有时候可以从屋檐上滴下来的雨

水中，看出人世间的温暖和湿润；在烟
雨蒙蒙的雾气中，看到大地永久的希望
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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