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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散文》

内容概要

梁羽生先生一生有三十五部武侠小说传世，更有五十年散文如繁星无数。本书辑选关于诗词楹联、古
今书话、读史小识、戏闻杂谈、旅游记趣、棋坛闲话等方面的散文，当然关于他武侠姻缘自然也不会
遗漏。这本书，是梁先生生前编定的最后一部文集。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随手拈来，便见其文史
哲美诸方面之功力；信笔写去，便有广博蕴藉、风趣幽默之兴味。
“烟锁池塘柳”被称为绝对，它的根在哪里？打油诗是从何而来？中国象棋七大高手的棋风该如何总
结？“‘万岁’从来多短命”，历朝皇帝的平均寿命是多少？许多我们平时想都不曾想的事情，到了
梁先生笔下，不仅让人长见识，更让人思考其弦外之音。

Page 2



《梁羽生散文》

作者简介

梁羽生（一九二四——二○○九），本名陈文统，生于广西蒙山，世代书香门第，熟读古文，擅于对
联。少年时，拜史学家简又文教授为师。抗战胜利后，入广州岭南大学，攻读国际经济专业。毕业后
进入香港《新晚报》担任副刊编辑，一九四九年定居香港，任职《大公报》。
从小喜欢看武侠小说，文史造诣颇深，涉足文坛后，曾用“梁慧如”、“冯瑜宁”等笔名发表过多篇
散文、文艺评论和文史随笔，也曾用“陈鲁”笔名写评论中国象棋的文章。一九五四年，由于香港武
术界太极派和白鹤派的一场公开比武，造成香港社会的轰动，《新晚报》便商请梁羽生撰写武侠小说
在报上发表，第一部《龙虎斗京华》刊出后，大受读者喜爱，遂开始了他的武侠小说创作生涯。从一
九五四年到一九八四年间，共有三十五部武侠作品问世，总字数达一千多万字，被誉为新武侠小说的
开山祖师。
梁羽生擅长在武侠小说中渗入中国诗文艺术，融和文学、历史、诗词、联语于一炉，充分展现中国传
统文化的审美观。自认《萍踪侠影录》、《女帝奇英传》、《云海玉弓缘》三书为其代表作，而其它
作品如《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等，也多次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散文作品则有：《笔不花
》、《笔剑书》、《笔花六照》、《名联观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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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散文》

书籍目录

诗文闲话
闲话怪联
烟锁池塘柳寻根
才华绝代纳兰词
翩翩浊世佳公子，富贵功名总等闲——再谈纳兰容若的词
闲话《满江红》
谈几首近代名家的《满江红》
闲话打油诗
回文诗词趣谈
一位记者的旧诗
杨振宁论诗及其他
原子物理学家的诗
古今书话
香港翻版书之怪现象
从香港小说谈到阮郎的《格罗珊》
世界最长的史诗
爱之神的神话
水仙花的故事
除夕讲童话
读苏联的小说
一部嘲讽武侠小说的小说
闲话校对
读史小识
六国大封相纵横谈
霸王难免别虞姬
汉代女尸背后的王侯
才子失宠的秘密
名士的无用与无聊
辩才无碍说玄奘
武则天是否淫妇
秦桧是“两个中国论”的祖宗
“万岁”从来多短命
圣明天子半庸才
口念弥陀的暴君
末代皇帝的命运
戏闻杂谈
梦的化装
怪梦不怪
黄粱梦醒已三生
杀父娶母情意综
数学与逻辑
元宵杂谈
元旦谈美
从查理·卓别林谈到孤独感
看戏的和演戏的
创造“更高的真实”
旅游记趣

Page 4



《梁羽生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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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朴次茅斯食海鲜
“买嚼”和“睇嘢”
长屋风情
还乡小记
棋事二三
围棋圣手吴清源
中国围棋的传统风格
迷上围棋的名人
永留佳话在棋坛——谈何顺安“历史性的一局棋”
棋盘上的皇帝
棋盘上的兵马
七大名手的棋风
武侠因缘
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
纳兰容若的武艺
凌未风·易兰珠·午虻
达摩·禅宗·秘笈
中国武侠小说略谈
特别收录
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
台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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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散文》

章节摘录

　　纳兰容若的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词苑里一枝夺目的奇葩，与他同时的和后世的词家对他的评
价都非常之高，陈其年将他和南唐二主(李中主、李后主)相提并论；聂晋人称他的词是“笔花四照，
一字动移不得”；王国维先生更认为他的词不但是清代第一人，而且是宋代以后的第一人。这些评语
，对纳兰容若来说，我想当不是过誉之词。　　有一件非常奇怪、几乎令人不能理解的事情是：纳兰
容若为什么会写出《饮水集》那样的词来？那些词一片悲恻情调，不是苦怀昔日便是感慨今朝，十首
有九首都是痛苦的倾诉，怆凄的呻吟，如果不知道他的生平的人，一定以为他是穷愁潦倒的文人，谁
知道他却是极尽人间富贵的相国公子呢！他廿一岁中进士，官至通议大夫、一等侍卫，皇帝非常宠爱
他，到各处巡视都带他同行，在封建时代，那可真是一种旷世的殊荣呢！　　许多人将纳兰容若与李
后主相比，可是李后主那些悲苦的词，都是在他被俘之后写的；在被俘之前，李后主的词却是充满了
个人的欢乐。但纳兰容若一生没有受过什么波折，始终都是过着贵族公子的生活，为什么他的词也会
那样悲苦呢？　　据我看来，正是因为他出身贵族家庭，因此特别感觉到贵族生活的腐朽，他曾经有
几句词道：“电急流光，天生薄命，有泪如潮。勉为欢谑，到底总无聊！”看来，他对那种“勉为欢
谑”的生活，是感到无聊透顶的。　　纳兰容若的父亲名叫纳兰明珠，官至太傅(相当于宰相)，可说
是位极人臣。但此人庸俗卑鄙，而且贪财，和纳兰容若那种清高绝俗的性格，正是极端相反。我想，
也许又正是因此，使他在贵族的血管里流着“叛逆”的血液，他本质上是一个有正义感的读书人，他
父亲的所作所为，都令他听不惯、看不惯，可是在封建的压力下，他又不能公开地反抗父亲，因此精
神上就感到郁闷，正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一样。在封建压力下，不能求得精神的解脱，于是在词
章上就化为悲苦之声。　　纳兰容若的情感非常丰富，他说自己“不是人间富贵花”，而是天上的“
痴情种”，这一点也很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相同。无怪有些“红学家”甚至认为《红楼梦》中的
贾宝玉，即是纳兰容若的化身，大观园之事，即是纳兰相府之事，做起详细的“索引”来。这种说法
，当然是几近附会，但两人的性格，却拥有共通之处。　　纳兰容若自称是“痴情种”，事实也是如
此，他在十八岁的时候有几句词道：“十八年来堕世间，吹花嚼蕊弄冰弦，多情情寄阿谁边？”那时
他大约尚未结婚，在梦想一个能了解他的伴侣。后来他结婚了，真的碰到了一个知心的人，夫妻非常
恩爱，可惜婚后不久，他的妻子短命死掉，他就更悲苦了。纳兰容若写过好几首悼亡词，情感之真挚
，允称千古绝唱！《七剑《里曾引过一首，只从那首词中，也可看出，他是如何的“痴情”了！　　
纳兰容若词中，常自称薄命，不料竟成“词谶”，他后来真的短命，只三十一岁就死了！　　(选自《
三剑楼随笔》)　　翩翩浊世佳公子，富贵功名总等闲——再谈纳兰容若的词　　纳兰容若的词中，“
愁”字用得最多，几乎十首中有七八首都有个“愁”字。可是他每一句中的愁字，都有一种新鲜的意
境，随手拈几句来说，如：“是一般心事，两样愁情。”“几为愁多翻自笑。”“倚栏无绪不能愁。
”“唱罢秋坟愁未歇。”“一种烟波各自愁。”“天将愁味酿多'情。”“将愁不去，秋色行难住。”
或写远方的怀念，或写幽冥的哀悼，或以景人情，或因愁寄意，都是各各不同，而且有新鲜的联想。
　　也许因为纳兰容若太善于言愁了，因此一般人对他有个误解，以为他是个消极颓废的词人。其实
他的“愁”，正如前一篇所谈过的，乃是在封建压力下，精神苦闷的表现；而且除了“工愁善恨”之
外，他也还有激昂悲愤的一面。用百剑堂主的词来说，就是还有“悲慷气，酷近燕幽”的一面！　　
纳兰容若曾救过一位犯罪被流放的朋友，这位朋友叫做吴兆骞(汉槎)，也是个名士，因“科场案”受
嫌，被“遣戌”关外的宁古塔，纳兰容若向父亲求情，结果将他赦回。纳兰将这件事情引为生平得意
事之一，他有两句词道：“绝塞生还吴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闲事。”所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纳兰
容若为朋友的得救而感到欢喜，但也为朋友的遭遇而感到悲愤。他营救成功之后，寄一首词给他的另
一位朋友顾梁汾报信，并抒写他心中的愤怒道：“就更著浮名相累，仕宦何妨如断梗，只那将声影供
群吠，天休问，且休矣！”这几句词把朝中的大官们骂得好惨，竟然将他们比为一群乱吠的狗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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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散文》

精彩短评

1、喜欢先生的武侠小说，这次买来散文一读...
2、好书，可惜书被挤压的不成样子，希望改进。
3、一看才想起上一年已经趴在书店里看过了。烟锁池塘柳，灯深村寺中。
4、白日放歌须纵酒 黑灯跳舞好揩油~好多有趣的事啊  梁羽生 不错不错
5、老梁真实诚。
6、王敏捐赠，更多精彩书籍请至朋歌书房：http://site.douban.com/pongo/room/529268/
7、个人感觉一般。
8、读有些闲书，长见识得很。梁羽生的武侠我一本没看过，但只消看他散文头几篇，就明白这又是
一个颇有旧底子的主。广博、幽默、洒脱，他钻的门子比金庸传统，但是也充满老风格和新乐趣。武
侠暂时还是不打算看的，但江湖义气让人向往得紧。人活一辈子嘛，图个痛快而已。
9、分为诗文闲话古今书话等部分 标题都故意盎然 可惜翻了几篇 篇篇都在掉书袋 难怪我爸爸一直不喜
欢他  不过七剑下天山还是好看的 
10、后半部分他写棋事、武侠因缘，还有陈寅恪关门弟子金应熙部分，比较好看！
11、武侠小说退居配角的世界
12、从学院派的立场上来看，梁羽生是个写武侠的，哪怕是开山祖师也是个不入流的小说家，可是这
散文写得让我汗颜的一塌糊涂，我突然觉得自己这种半吊子居然也敢胡说八道，梁先生动则引用各种
牛人牛语，尤其看到他引博朗兑斯时我几乎泪奔了，以后再也不敢说个啥了，实力相差太远⋯⋯
13、很喜欢梁羽生的武侠，看了散文，也不错~
14、写武侠之人，当如此。
15、老先生娓娓道来，大豆豆乖乖受命。
16、大师见闻,值得一看,本人尤爱看其中名人逸事篇
17、作为一个武侠名家的散文随笔，看呆我了，非常殷实的中外文史知识，按图索骥地看多几遍学习
几遍，应该也可以收获更多。
18、最喜欢的武侠大家是梁羽生先生，支持你
19、武侠小说三巨头中，梁先生最擅长诗文对联，他的散文也值得一读。
20、梁老的散文比起他的小说来不遑多让。平淡中韵味悠长，娓娓道来却引人入胜。
21、中间有几篇看得我都无语了，好在后面有补充说文章写作时间不一样，思想发生各国变化。金应
熙那篇写得真好，险些落泪。此书中梁羽生提的几乎所有书（好吧武侠小说作品除外）我在豆瓣上都
完全搜不到。。。
22、不看封面还以为自己翻的是读者文摘
23、侠客的散文，有几分侠骨丹心的味道！
24、不错，图文并茂，可惜是二印。
25、明年夏天再翻出来看一次
26、我一直超喜欢梁老的武侠小说，喜欢他的文笔，所以这次就买了散文一读。书刚到手，就迫不及
待地一气读完，感觉神清气爽，梁老的文字有深度有内涵，却不生涩，他的诗词造诣很深，信手拈来
的句子也颇有意味。总之本人很喜欢，很有收获，学到了不少知识。
27、儿子喜欢梁羽生的全部作品
28、可能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只觉得，委婉点讲：术业有专攻。
29、温情侠客吗 
超级长姿势啊

30、冲着梁羽生和封面看的，看完后几乎没印象。。。
31、看完真心长知识
32、梁羽生的知识面很广，有一定的古文和历史修养。但总觉得和真正的大家比起来差了一点。
33、书的内容还行可以，封面很一般，书也很薄，感觉有点贵。
34、像他的小说一样
35、得以窥见老前辈的日常。我喜欢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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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不只是武侠小说的大师，散文写的也真的很好。
37、大多数文字从三剑楼随笔中来的
38、还不错咯
39、反正当作消遣地看吧，不要期望太高
40、看出来作者的文化修养，可以认真读~~！
41、很有底蕴的大师
42、没读过梁羽生先生的武侠小说，这本书是无意间在图书馆看到的，文章标题蛮吸引我的。读完也
觉得不错，武侠小说大师原来懂那么多东西，看完也扩大了我的视野，知道很多知识。我喜欢看能扩
大知识面的书，这本书符合这一点。
43、相当恬静，纵横开阔，一流的散文！！！
44、还是去年考研时候在图书馆扒到。。。早也读完很久，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哇！挺美的文字
，和武侠小说不一样哦        
45、梁先生旧学功底强于查先生
46、散文细腻、浪漫。
47、平淡中见内涵 
48、看的梁老爷子的第一本书
49、有些有趣，多涉及
50、超正点，先生的三观
51、最感兴趣的是写陈寅恪最后一位学生金应熙与他决裂的前因后果，看杂书还是有用啊。
52、梁羽生先生的武侠小说是从小学就看了，他的经典之作距离大师稍逊，但其小说中的经典人物如
张丹枫、凌未风、金世遗、白发魔女等颇算传世人物。
53、有助于了解梁羽生其人
54、有几篇不错，有一两篇用得上。现在读书就这么功利了。 
55、不太厚的一本书，印刷精美，字体看着舒服。内容有很多出自于 三剑楼随笔。
56、大师，多才多艺
57、梁先生的文章读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经典
58、数的装帧很好，内容也很好，很喜欢
59、在图书馆看完了还愿意买回来系列
60、喜欢梁羽生的武侠，也喜欢他这个人！
61、话说当年第一次读到《锦瑟》就是在梁老的《云海玉弓缘》里啊~
62、梁羽生一生自负自己的诗词和历史功夫，俺不懂诗词，只看出他历史水平真是一般，深受中共史
观洗脑，熟练使用封建啊，大地主阶级啊这些词，不愧是香港左翼名流。这本书中，梁把关于武侠的
内容排在了最后，可见他对自己生平事业，其实是不看重的。
63、书有一半是重影字,通道是盗版?
64、值得一读！
65、还想买楹联集，什么时候有货呢？
66、我爱古诗词
67、挺好的，思想有先进性
68、散文很好看 特别喜欢
69、当做闲书看看很不错！
70、有些文章很有深度
71、梁的散文看似平淡却意味深长。
72、开卷不读金梁古读遍诗书亦枉然，还差一个，嗯
73、是一版一印的，三联的书一向好！
74、捡了一些豆知识。
75、可能是时代的原因，我不是很喜欢他的写作方式。但是可以拓宽视野吧，还有就是感觉他写的东
西总是有引号，这样看起来有些不舒服。
76、n多年都听说梁某国学功底了得，散文超过金某甚多；终于见到，嘿，好吧，这真的是个老派文
人，对联诗词倒真的大有看头，就是围棋象棋，唉，实在不懂，找不到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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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民国之人真是厉害
78、余生也晚的余生也晚
79、以前买过李碧华的散文，觉得就是在报纸上凑字数。虽然偶然有个别令人惊艳的语句，大部分是
流水账，而且还夹杂粤语口白，太粗糙。
    梁羽生的这本散文，我觉得对读者很有诚意。他本身旧学根底身后，信手拈来、深入浅出、文采斐
然。我觉得买的很值。
80、大师就是大师，散文堪称美文。
81、喜欢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多过后半部分，但是还是值得读的好书。话说老一辈文化人的散文，气韵
真的完全不同，这种感觉在现在的作品中越来越难找到，叹气。
82、闲着看看还不错
83、梁羽生的小说比较..醇正, 比金庸的还醇正, 散文还好, 不过韩寒大概学不来这个风格了
84、古今书话写得很有趣啊...头尾嘛因为知识水平有限就有点理解障碍
85、广博笃实  情致盎然 侠骨丹心  性情中人

Page 9



《梁羽生散文》

章节试读

1、《梁羽生散文》的笔记-第106页

        元宵是古代百姓喜爱的节日，尤其最受妇女的欢迎。因为在古代的所谓“闺秀”，平日是不许踏
出闺门的（宋代礼教最严，尤其如此）。只有到了元宵这晚，可以不分男女一同玩乐，大家赏灯。到
了近代，男女之防日渐“开禁”，这也许就是元宵在近代受到冷淡的原因了。
由于在古代的元宵佳节，可以男女无拘，同游共乐，好像西方的情人节一般，有许多关于爱情的佳话
流传。《今古奇观》里便有若干这类故事。
这些爱情故事有美满的，也有凄凉的。如宋代女词人朱淑真的故事就是令人为之感伤的。朱淑真遇人
不淑，嫁了一个庸俗的市侩，在元宵节曾有怀念他旧日情侣的一首词道：“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此词或有云是
欧阳修作的。我想这可能是古代文人囿于礼法的观念，想为朱淑真洗脱“不贞”的嫌疑，故而把这首
《生查子》词说成是欧阳修所作，亦未可知。

元宵何处去？最好宋城游。不是替宋城做广告，盖因今岁元宵，宋城将有”西湖灯会“之举也。元宵
在古代是一个很热闹的节日，尤其在宋代，甚至比新年还更热闹。元宵又称”灯节“，元宵观灯乃是
传统习俗。这个灯会，由宋城举办，自然是最合适不过了。
这个习俗据说始于东汉永平十年，汉明帝下了一道圣谕，不论平民贵族，元宵都要张灯结彩，表示对
佛的尊敬。而这个习俗在宋代最为流行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宋代提倡”理学“，礼教最严也。宋代的
”闺秀“平日不许踏出闺门，只有元宵节前后三天，才可不分男女，一同玩乐，成为”元宵驰禁“。
上篇提到的朱淑真那著名的《生查子》一词，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2、《梁羽生散文》的笔记-第78页

        历史上凡大奸大恶之辈，大都有些“才能”，此所谓“无才不足以济奸”也。而且还装出很“爱
国”的样子；宋代的秦桧、近代的汪精卫都是典型。汪精卫从做“革命党”到做汉奸的事情人所熟知
，不必赘述。秦桧最初在南宋的政治舞台以“忠臣”姿态出现，则或许还有人不知，不妨谈谈。

3、《梁羽生散文》的笔记-第46页

        希腊神话中的水仙花故事太悲哀了，比较起来，还是中国的神话令人心情欢悦。中国神话中说：
有一个老妇名叫姥姥的，寒冬之夜梦见“观星”落地，化作水仙一丛，又美又香，就吃了下去，醒来
生下一女，非常聪明，因名“观星”。“观星”即是“天柱”下的“女史星”，所以水仙一名女史花
，又名姚女花。美丽的少女既是天上的星宿化身，又是清丽绝俗的花魂化身，真会引起诗人无限遐想
。

4、《梁羽生散文》的笔记-第49页

        苏联小说有着一种巨大对生活的热情，不论是战争艰苦的年月里，或者是在荒凉的西伯利亚森林
中，人们都是一样的乐观自信，唱着幸福的颂歌，开辟未来的道路。亲爱的读者，如果你在意志消沉
的时候，试读一读苏联的小说吧，你将会在那里汲取精神的力量。

《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收获》《勇敢》
《大学生》《一年级大学生》《三个穿灰大衣的人》

5、《梁羽生散文》的笔记-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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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尔扎克热狂于做贵族，但他的作品却尖刻地讽刺了贵族；托尔斯泰是个伯爵，但却走到农民的
群中。对于有良心的作家，腐朽的环境，绝对桎梏不了他们向上的心灵。

6、《梁羽生散文》的笔记-第125页

        抗战时期，西林公园是广西大学校址。那时我在桂林读中学，但因为有好几位朋友在西大读书，
所以我常常去玩。有一年暑假，我还曾在雁山租过一间房子，消磨了两个月的假期。山下是一片大草
坪，战士那里开了几间茶馆，月明之夜，几位少年俦侣，就在草坪上品茗清谈，吃桂林特产的”无渣
马蹄“（即荸荠），看草上流萤，天边明月，意气风发，议论纵横，少年情事，至今未能忘怀。
西林公园除了红豆之外，桂花之多之美，也是值得赞赏的。每到秋天桂花盛开的时候，整座园林都似
浸在桂花的芬馨之中，沁人肺腑。除了桂花之外，园中还有在梅花围拥中的”梅调亭“，和湖边遍栽
桃李的”碧云湖“等等名胜名花。尤其是碧云湖，花时落英缤纷，一片片铺满湖边小径，湖中泛舟或
湖滨散步，都是绝佳去处。
雁山离桂林不过六十华里，许多游桂林的人都把它忽略了，这实在是可惜的事。但我前几年的桂林之
行，却也因来去匆匆，没有到雁山再赏红豆，这则是更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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