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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故里
江湖再现

或许是那一句“侠之
大者，为国为民”，或许是
那一曲《沧海一声笑》……
你曾在哪里遇见过他？华
人的武侠世界里，必定有
他的身影。

2024年3月10日，一
代“武侠小说之父”金庸诞
辰百年，在金庸故里浙江
嘉兴，一场“江湖”之约如
期开启。

本报记者

毛丽君 黄于悦

邵晓艳 制图嘉兴市委宣传部供图

桑梓情深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3月10日出生于嘉兴

海宁袁花镇赫山房，1948年移居香港。少年离家

的武侠宗师，称霸“江湖”，然而，山高水长，他念

兹在兹的还是那个故乡。在金庸汪洋恣肆、才情纵

横的武侠叙写中，无不流露出浓浓的故乡情结。家乡

的烟雨，一草一木、一景一物、一事一人都被他写进“武

侠江湖”。

嘉兴，是少年金庸离开家乡海宁袁花镇的第一

站，也是他闯荡“江湖”迈出的第一步。于是，南湖

（鸳鸯湖）的嘉兴城，也就成了金庸武侠江湖中重要

的时空场域。这里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郭靖

故事最为重要的场景，是全书情节起承转合的“神经

中枢”。“神雕大侠”杨过故事的起点，也在南湖畔。

在金庸先生的笔下，故乡是最美的江湖风景。

南湖、醉仙楼、烟雨楼、陆家庄、铁枪庙、法华寺、钱塘

潮、袁花镇等地理风貌和槜李、嘉兴粽子、南湖菱等

家乡风物，都被金庸先生写进他的“武侠江湖”，流露

出浓浓的故乡情结。

金庸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如果一个人离

开家乡很久，在外边住的时间一长，对故乡怀念的感

觉就越深。有时回忆小时候在这里的生活，有一些

是很美丽的。总想，老了，再回到这个地方来住。”

1992年之后，金庸先生曾六次回到故乡，足迹遍及

家乡的角角落落。

他在参观南湖时，挥毫写下“旧地重游，烟雨如

旧”；他出资为母校嘉兴一中建造张印通校长铜像，

在金庸图书馆落成典礼上写下“感我桑梓，锡以嘉

名，愿尽菲薄，助振斯文”；到海宁盐官观潮，留下“天

下奇观”题字……这些足迹，成为镌刻在嘉禾大地的

金庸“江湖”。

活动现场，嘉兴面向全球发布了《书剑恩仇录》

故乡版、《金庸江湖28景 ·浙里图鉴》、AI宣传片《金

庸笔下的嘉兴》等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共同探寻金庸

先生的浙江足迹，沉浸式重现金庸先生的桑梓深情，

进一步增强文化认同感和城市归属感。

“江湖”再启
在金庸诞辰100周年之际，故里嘉兴“江湖”再现，

一系列重磅活动相继开启，点燃“寻迹金庸”的热潮。

3月9日，嘉兴首个沉浸式宋韵武侠主题文旅市

集“子城大集”率先开市。当充满人间烟火的宋韵水

乡与充满侠胆义气的快意江湖碰撞，“人烟稠密，灯

火万家”的烟火集市吸引了很多市民和游客。

在子城雅集，你可以在《天龙八部》珍珑棋局中

一决高下，可以游历《射雕英雄传》里的桃花岛，梦回

《笑傲江湖》的铸剑谷……品茶、酌酒、赏戏，在现实

中走进金庸先生笔下的那个世界，仿佛是那个江湖，

又似乎是新的江湖。

3月10日，“赤子心 家乡情”金庸百年纪念展在

海宁康桥1924中丝文创园隆重开展，作为金庸诞辰

100周年系列活动的首场活动，共展出金庸先生珍

贵手稿、照片、图书报刊、书画作品、数字展品等800

多件，是目前展示金庸先生相关档案资料最多最全

的一次展览。

在众多展品中，金庸部分武侠小说手稿首次展

现在故里乡亲眼前，其中就有一份三页《笑傲江湖》

连载版手稿。作为目前所知唯一存世的金庸武侠小

说连载版手稿，该份手稿也是首次在内地展出。

3月12日，金庸故居正式开放。作为金庸迷的

“向往之地”，如今的金庸故居是1998年根据其本人

及家人的回忆，在原址上复建而成，总面积1598平

方米，分为“居”和“展”两部分。其中“居”的部分包

括澹远堂、涵芬草庐、退思轩等，“展”的部分则罗列

了金庸的生平事迹与回乡参观的珍贵照片，搜集了

金庸的手稿、作品、改编的影视剧等，更好展现金庸

先生的文心侠骨、赤子丹心。

同时，“礼遇金庸迷 笑傲江湖嘉兴行”1万本侠

客护照，将陪伴大家一起重温金庸先生所建构的武

侠世界，领略大师笔下的故乡风物人情。金庸迷们

可凭借护照到嘉兴全市29家国有A级以上景区和

子城、南湖、小蓬莱、金庸故居、南北湖等护照打卡地

免费观光游览，也可以到美食体验店、旅游酒店、工

厂店和文创店等21个点位享受礼遇政策。

张纪中说，查大侠永远不会老去，那波澜壮阔的

武侠传奇也将历久弥新。侠之大者，江湖再见。

大咖“论剑”
春日的南湖畔，和风习习，恰恰莺啼，南湖发

布厅里更是高朋云集。3月11日，“金庸故里‘醉’

美江湖”金庸诞辰100周年文化交流活动现场，一

步一景都充满“侠”气。金庸先生的亲友、来自世

界各地的知名专家学者以及全球金庸迷代表们同

堂“论剑”，解读金庸文化的时代价值，为致敬金庸

先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世界更好读懂中

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副会长、金庸小说研究专

家陈墨的发言，是从世人对金庸先生的“误解”开

始的。其中一个一直为世人道的“误解”，便是金

庸和诺贝尔奖。

陈墨举例说，诺贝尔奖“只做自己有把握的

事”，并不是金庸不够诺奖的格调和水平，而是诺

奖没有把握来评价金庸这样一位中国的武侠小说

作家。“实际上我们只要论证金庸故事的精彩度、

故事的影响度、故事的创新度、故事的人物，能够

提供给我们在文学讨论会上讨论的人物的数量和

质量，以及他的思想深度，他的作品完全是诺贝尔

奖级的作品，但是诺贝尔奖级的作品并不都能获

得诺贝尔奖。”

在陈墨看来，一位作家的伟大与否，并不能仅

用诺贝尔奖来衡量。“曹雪芹不是诺贝尔奖获得

者，他不是伟大的作家吗？陶渊明不是诺贝尔奖

获得者，他不是伟大顶尖的诗人吗？我们要有勇

气和自信来衡量自己的作家。”

而在武侠世界里，金庸无疑是伟大的，他的武

侠小说构建起了无数人心中的“江湖”，点燃了无

数人的“英雄梦”。不仅如此，金庸也改变了许多

人的人生，其中就有著名导演张纪中。“我和金庸

先生相识是在1999年杭州的秋天，因为一块钱转

让《笑傲江湖》的版权而结缘。此后，我生命中的

武侠情怀便得到了感召，生命中的热血开始沸腾，

决心勇闯他的江湖世界，这一闯，到如今已经有

20年之久。”

在张纪中的回忆里，他和金庸先生于西湖畔

听风夜话、于九寨沟漫游赏花、于天南海北各处角

落不期而会的过往，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篇章，

“我今天所获得的一切成就，全部都与金庸先生以

及他的作品密不可分，是他改变了我艺术生涯的

方向，如果没有他笔下的江湖世界，就不会有如今

为人熟知的金庸版的张纪中的武侠世界。”

张纪中说，这是他和金庸先生命中注定的缘

分，而他之所以乐此不疲地拍金庸的作品，是因

为心中的英雄主义情怀和热情。“英雄是什么？

英雄其实就是血性和信念，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

英雄，当你有了血性、有了信念的时候，你就可以

成为英雄。”

当浙江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卢

敦基走下演讲台，作为金庸先生的“关门弟子”，被

问及先生哪些事最让他难忘时，说出“一言难尽”

的瞬间便哽咽不已。他说，他最希望年轻人记住

的，是金庸的“小说”。想来，江湖故事里，自有先

生想说给世人听的万语千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