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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墨评金庸系列》PDF电子书全13册，由海豚出版社2014年出版。jkE万圣书城

学者陈墨被誉为内地"金学研究**人"，他从武学、情爱、人论、艺术、文化、形象、版本及改编等多个角度切入，分析、品评金庸作品，著述颇丰。

市面上研究和评论金庸其人和金庸小说的"金学"图书为数不少，但真正得到金庸本人认可的却并不多，他曾说过："也有人未经我授权而自行点评，除冯其庸、严家炎、陈墨三位先生功力深厚、兼又认真其事，我深为拜嘉之外，其余的点评大都与作者原意相去甚远。"陈墨浸淫金庸和武侠小说研究十余年，成果丰硕，值得向广大金庸小说爱好者和研究者推荐。

陈墨的金庸书评一向写得很好，在内地众多的金庸研究学者中排**位是当之无愧的，他对金庸作品是用认真的态度来思考一个艺术作品，他对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更是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学者应有的风范。如果是金庸小说的初次接触者，强烈推荐陈墨的书，他会给你一个正确的阅读引导方向。

陈墨对金庸作品的分析深入见底，细致入微，角度新颖，语言系列。《陈墨评金庸系列》这一书系总共由13部书组成，总字数300多万。是陈墨先生对金庸先生"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及越女剑）的详细解读。jkE万圣书城

jkE万圣书城

《陈墨评金庸系列》这一书系中的具体作品，曾以不同的书名出版。这次集中出版，由13部书组成，涉及金庸作品研究的方方面面。从武学、情爱、人论、艺术、文化、形象、版本及改编等多个角度切入，分析、品评金庸作品，分析深入见底，细致入微，角度新颖，语言系列。丛书包括：《赏析金庸》《初探金庸》《情爱金庸》《武学金庸》《人论金庸》《艺术金庸》《文化金庸》《散论金庸》《重读金庸》《形象金庸》《细读金庸》《改编金庸》及《版本金庸》等，从方方面面层层深入金庸作品，以饕读者。jkE万圣书城

jkE万圣书城



《陈墨评金庸系列》书目：jkE万圣书城

陈墨评金庸系列  1、《赏析金庸》

陈墨评金庸系列  2、《初探金庸》

陈墨评金庸系列  3、《情爱金庸》

陈墨评金庸系列  4、《武学金庸》

陈墨评金庸系列  5、《人论金庸》

陈墨评金庸系列  6、《艺术金庸》

陈墨评金庸系列  7、《文化金庸》

陈墨评金庸系列  8、《散论金庸》

陈墨评金庸系列  9、《重读金庸》

陈墨评金庸系列  10、《形象金庸》

陈墨评金庸系列  11、《细读金庸》

陈墨评金庸系列  12、《改编金庸》

陈墨评金庸系列  13、《版本金庸》jkE万圣书城

jkE万圣书城

jkE万圣书城

jkE万圣书城

jkE万圣书城



《陈墨评金庸系列》出版说明：jkE万圣书城

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这“他”是指武侠小说的大宗师金庸。乍看起来似乎有些夸张,其实只怕仍嫌不太够。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固然都有人知道金庸的名字,在东亚、西欧、南洋、北美莫不如此正如宋代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歌咏柳永的词。其实没有中国人的地方也有不少的外国人知道金庸,并且乐意谈论金庸。二十年前的“南越”国会中居然有人以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及其所代表的特有的形象类型来互相进行指责,说某某是岳不群(伪君子)、某某是左冷禅(企图建立霸权者)便是一例。①中国内地原是中国人的根本之地,所以金庸的名字广为人知,金庸的作品席卷南北,“金迷”(金庸爱好者)不分男女老少、高雅通俗,这一切应是不足为奇。jkE万圣书城

如果要说奇怪的话,那就是,仍有不少人并不看金庸不看金庸这并不稀奇—却对金庸表示不屑一顾,而有些人对金庸的作品顾了一顾,甚至三顾四顾、五顾六顾,却仍然还是不置可否,叫人莫测高深。整个内地文学评论界及文化研究界,对金庸作品风靡内地这一明显而又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及文化现象仍旧保持着一种不置可否的态度,谨慎地沉默着,叫人莫测高深。jkE万圣书城

好在,毕竟有不少的“金迷”已开始打破这种奇也怪哉的沉默,置种种“不屑”、“不值”、“不便”、“不顾”于一旁,开始讲评金庸,谈论金庸。国内报刊,偶有文章发表,虽依旧不多且万不够与“读金庸”及“金庸热”相适应,然而毕竟有了,至于坊间宅下乃至公共场合,茶余酒后,早起会前乃至深更半夜彻夜不眠地谈论金庸者,已是不胜枚举。这也不必多说。jkE万圣书城

至于笔者本人,则首先是一个“金迷”。其次是坚信金庸小说值得一读,值得一论,值得专门地研究——相信“金学将会像当年“红学”一样,由“俗”而“雅”,由“私”而“公”,由“少”而“多”,由“浅”而“深”,以至于成为一个非同一般的文学研究及文化研究的课题。再次是笔者既是“金迷”又爱“金学”,因而愿为内地“金学”鸣锣开道,愿意撰文著书以为金庸小说及其“金学”正名,并愿以此与

广大的金学爱好者相互切磋。jkE万圣书城

笔者曾在《文艺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俗极而雅,奇而致真——一金、梁、古武侠小说漫评》的文章,而后又在《百花洲》杂志一九八九第六期上发表了一篇四万余字的长篇论文。在这几篇文章中,我都坚持一个信念,即雅俗是“名”从而同样“名可名,非常名”;文学有“道”,自必“道可道,非常道。jkE万圣书城

“俗极而雅”是我对金庸等武侠小说的一种看法,同时也是我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史及其规律的一种看法。依我看来,中国文学几千年的历史进程及其形式之演变,无不经历了一个由俗到雅,由民间到朝廷庙堂,由街谈巷语、俚曲闲书到大雅之堂……这样一个过程。《诗经》之“采风”本来就是向“民间”搜求艺术,乃至成为经典。jkE万圣书城

其后词、曲、话本、传奇等文学艺术形式无一不是出身微贱,来自民间,从那“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歌唱,到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如今看来当然是金光闪闪的大雅堂中的供奉,而其当年恰正似做亭长里正时的刘邦。jkE万圣书城

小说这种形式原本就是街谈巷语、“君子不为”而“引车卖浆者流”为之的俗文学,直至近代—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因梁启超提出“欲新一国之民,必欲新国之小说……”而身价百倍。可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近代小说,尤其是“新民牌”小说,却恰恰总是不能尽如人意。而在此之前的小说,无论是如今怎样推崇的《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今古奇观》、《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当年无一不是闲书。而如今则无一不是大雅。—其中源流因果,不知文人雅士们有否考证思辨、探索研究。jkE万圣书城

再说武侠小说这种形式,这在中国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也正是因为源远流长,才会有金庸,才会有“金庸热”。它的远祖甚至可以推为司马迁《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当然或有人说,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毕竟是史学而非艺术,是严肃文学,而非通俗传奇,从而将它当做武侠小说的远祖未免有些自欺欺人。这大概可以算做一个悬而不决的问题,由读者与学者自己去认定或公论。jkE万圣书城

即使《史记·游侠列传》不能算是武侠小说的远祖,而唐人传奇中的相当多的篇什则无疑可以认为是当今武侠小说的先河,其中著名的有《红线》、《聂隐娘》、《昆仑奴》等。到了明朝,“说话”盛行,演述武侠故事的“话本”也就应运而生,如《李湃公穷途逢侠客》、《杨谦之客舫遇侠僧》等,虽其武侠形象未必比《红线》中的红线更为成功,然其小说的情节则远为曲折,内容更为丰富。jkE万圣书城

清朝末叶,长篇侠义小说纷纷出现,第一部是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其次是石玉昆根据评话底本整理的《三侠五义》,再则《七剑十三侠》、《英雄大八义》等,这些小说,“意在叙穷侠之士,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其后,《施公案》、《彭公案》、《刘公案》等“公案小说”亦相继出笼。这些可以看做是武侠小说的一个变种。当时在民间流传,十分广泛。jkE万圣书城

民国以后,尤其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武侠小说更是泛滥,《江湖奇侠传》、《蜀山剑侠传》、《青城十八侠》、《大刀王五》、《草莽英雄传》、《铁骑银瓶》、《七杀碑》……不胜枚举。武侠小说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成了中国文学的一种独特而相对完善的文学形式。jkE万圣书城

我们之所以要说这些,并不是要“拉大旗作虎皮”,只不过是想说明雅和俗这种观念只不过是一种观念而已,如果简单地表面化地根据这雅或俗的名目去小看某些文学作品以至于整个的文学形式,这未免是一种傲慢与偏见。《红楼梦》及“红学”的遭遇与经历,大是值得我们借鉴与研究。而《忠义水浒传》如今赫然是“中国四大古典小说名著”之一,但要说这是一部武侠小说,只怕没有人会反对吧?它本来就是。jkE万圣书城

傲慢与偏见是一种很恶的习惯。而我们的民族,则是只认“庙堂之高”而不认“江湖之远”。虽然说起来如今已无什么庙堂与江湖之别,且每一个人都谈不上谁是正宗谁又是旁系,然而中国人认正统的信念却是一成不变。只要是俗的,便不屑一顾。至于说“俗极而雅”,那简直是“海外奇谈其中,恐怕多半也是由于传统教育所造成的吧。好在这种状况已逐渐在变,而且也确实是非变不可。大概有不少的读者都知道金庸曾将其主要小说的题目的首字编成了一副对联,叫做:“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即:

飞——《飞狐外传》

雪——《雪山飞狐》

连——《连城诀》

天——《天龙八部》

射——《射雕英雄传》

白——《白马啸西风》

鹿——《鹿鼎记》

笑——《笑傲江湖》

书——《书剑恩仇录》

神——《神雕侠侣》

侠——《侠客行》

倚——《倚天屠龙记》

碧——《碧血剑》

鸳——《鸳鸯刀》

再加上一部《越女剑》,一共是十五部作品。其中《越女剑》、《白马啸西风》、《鸳鸯刀》三部是中篇小说,其余十二部为长篇。jkE万圣书城

前面已经说过,金庸于一九五五年开始写武侠小说,其处女作为《书剑恩仇录》。至于其最后一部小说及其封刀的时间则有两说。一说是《越女剑》,作于一九七O年元月。金庸自己就是持这一说,说他“十五部长短小说写了十五年”(《鹿鼎记·后记》),这一说的理由是,《越女剑》确实是金庸最后开始构思并写作的小说。另一说则是以《鹿鼎记》为其最后的封刀之作。有趣的是,金庸本人也是这么说:

jkE万圣书城

《鹿鼎记》于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开始在《明报》连载,到一九七二年九月廿三日刊完,一共连载了两年另十一个月。我撰写连載的习惯向来是每天写一续,次日刊出所以这部小说也是连续写了两年另十一个月。如果没有特殊意外(生命中永远有特殊的意外),这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后记》) jkE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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