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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游侠传》

内容概要

第一回
杯酒論交甘淡泊　　玉釵為聘結良緣
「恭喜恭喜，新年大吉！」
這一天正是大唐天寶七年的新年初一。
離長安六十里外的一個山村，有一家人家，主人姓史，名逸如，曾在開元二十二年中過進士，卻不願
在朝為官，未到中年，便回鄉隱居，鄉人敬他是個飽學君子，一早來給他拜年。
他循俗與鄉人互相賀喜一番，送客之後，卻搖了搖頭喟然微嘆：「如此世道，何喜之有？」
「嗚哇，嗚哇！」房內傳出小兒的啼聲，與噼噼啪啪的「爆竿」聲鬧成一片，（按：唐人風俗，元旦
以真竹火爆之，稱為爆竿。與後來的「爆仗」不同。來鵠早春詩：「新曆才將半紙開，小庭猶聚爆竿
灰。」即詠此也。）史逸如臉上掠過一絲笑意，想道：「要說有喜，那就是從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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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游侠传》

精彩短评

1、翻了几十页，还是喜欢金庸的小说
2、哇，第一次看到单评这个大婶的书评。
3、故事框架相当不错, 文笔更是不错. 可是感情戏, 真是无法让人直视, 一点YY的空间都没有. 感情来无
影去无踪, 配的没有缘由, 恨得莫名其妙.
    武侠是成人的童话, 一点幻想的空间都没有, 注定了书不好看.
    但本书在梁书中已经算是上品了.
    梁书大部分开局精彩, 中间铺陈, 结尾松松垮垮.小说的起承转合基本没有.
4、　　这是小学初中唯一看过的的一套小说。每到放假的时候都看。一遍又一遍。好熟悉的封面啊
。呵呵
　　老爸是不让我看小说的.⊙﹏⊙b汗。
　　所以每次我偷偷看完之后，下一次再去找，多半是又被我爸换个地方藏起来了。像床底下，柜子
上面，柜子里。地下室的纸箱子里。
　　所以，虽然已经有10来年没有看过这本书了，故事的情节依旧很清晰。
　　故事中的大侠段珪璋和南霁云，他们是好汉子，对别人好，对妻子好，对国家也好。他们的战斗
，到了最后凭的就是一股精神在支撑，最后带着张巡突围那一段，写的真好。铁摩勒，不仅学了段珪
璋的游龙剑法也有着他的侠肝义胆。他为什么就不能和王姑娘在一起呢？小时候一直觉得他们才配
嘛~而且王姑娘（忘了名字了）为了他，也付出了很多。最终她还是跟了她的师兄。她的师兄我忘了
名字了，可他确实很好的人。很难得的人。在单亲家庭长大，母亲又不是什么好人，而他无疑是个君
子。
　　空空儿，他是个游侠，随性而动。是我小时候经常幻想成为的一种人。强大而善良，珍视情谊又
没有太多的欲望~~
　　史和她的妻子都是自杀而亡，为了不连累好友。什么叫两肋插刀，什么是刎颈之交，这就是~不
分男女。
　　在自小浸淫的红色思想下，是非总是分明的。水平所限，虽然读了很多遍，只是有了自己对其中
人物的好恶，没有什么引申和联想。想我这种读书的本领，实在是汗颜啊
　　
　　
5、龙凤宝钗缘
6、　　
　　我读梁羽生之《大唐游侠传》
　　
　　文/ln
　　
　　
　　最上一回读梁羽生的小说可以追溯至大学时代，近六月时课已经不多了，周末的晚上室友出去通
宵，我泡了杯清茶，独自蜷在书桌前，一坐便是五六个小时，尤记得那本书是大唐三部的首篇－－《
女帝奇英传》。
　　间中歇息时一时兴起，将msn上的名字改成《女帝》的回目，看一回改一回，约是改到近终篇的
时候，意外发现列表上竟出现了另一个以梁回目为名的小绿人。能想象出当时我脸上诧异的神情吗？
很多年以后，看黄小邪在《你的样子》中提到被人理解的惊喜，遥想当年亮过的那次眼睛，不由也是
会心一笑。
　　之后总惦念着要将大唐系列的后两部看完，怎知浑浑噩噩过了四五年，忙着读书或是糊口，人亦
是越发浮躁，终与当年美好的心愿渐行渐远。直到那天因《云海》又与人撞了次墙角，听他说起《女
帝》的后篇《大唐游侠传》，蓦地想起多年前未能实现的遗憾，没多犹豫，当晚便冲去公司将整本书
打印了回来。
　　
　　《大唐》的开篇并不讨喜，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南霁云和夏凌霜之间的一段感情。南霁云名字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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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游侠传》

来斯文至极，实则是一三十出头的虬髯汉子，夏凌霜当时不过十七八岁，即使七年后她羽翼渐丰，南
霁云那也已年近四十。
　　这基本是武侠小说中最对不上号的两类人，最初几回看得稀里糊涂，夏称呼段圭璋“叔叔”，而
印象里又错把南和段当成是一代人，于是每每读到南见到夏时的欲语还休，心里总觉得纳闷，琢磨着
梁羽生该不会要在南夏之间搞出个昔日恋人女儿的桥段，怎知最后铁摩勒一个无心玩笑，竟带出南霁
云一直来对夏感情的默认。大骇，一段连剖析也省略了的爱情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开始了。
　　贺偶拿殷梨亭和杨不悔的例子来反驳我，完全没有可比性。一来杨不悔初识殷时已带有愧疚之情
，二来她长期照料殷日久生情那也是合情合理，何况其时殷虽已有四十出头，但怎么说也是一清秀书
生型，杨不悔芳心暗许就不显得奇怪。反观南对夏的感情，一共也没见上几面，说过的话不上十句，
心下竟是已起涟漪，不能不说有几分突兀。何况夏的出场又并不讨好，心高气盛一小女孩，完全不把
别人放在眼里，言语间锋芒必露咄咄逼人，不知南看上她哪点了，就因为长得漂亮吗？观之南的为人
又实在不像，总之把一中年汉子的感情描写得如此细腻让读者有些措手不及，又或许是我们潜意识里
的封建观念在做怪，英雄应以国家社稷为己任，而不是一味地沉溺于儿女情长之中。
　　
　　铁摩勒与王燕羽的感情更是来得没有理由。铁摩勒本该是全书的主角，风采却完全被段南两人盖
过，尤其是开篇几回，不过跟着叔叔伯伯们打打杀杀做个下手，和王连正面交锋的机会都少之又少。
而这么个土气的乡下少年，竟在刀光剑影中被王燕羽记挂住了。如果说殷离对张无忌的刻骨铭心是出
于儿时手臂上难以愈合的伤痕，那么王又是凭什么在七年漫长的离别之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助铁脱
险，甚至不惜于背叛自己的家族？
　　铁摩勒与韩芷芬的感情更是典型的梁式拉郎配。退一步说，王燕羽于铁的倾心总还有七年前龙眠
谷中剑下留情一幕做铺垫，而韩与铁之间，我看不出任何由兄妹情转至男女情的过渡，韩屡屡揶揄铁
与王的关系，说话时脸不变色心不跳，一不吃醋娇嗔、二无黯然神伤，好一位清心寡欲的神仙姐姐，
俺们俗人实是自叹不如。
　　
　　上面说的多只是小儿女间莺莺燕燕之事，不足以败大局，而纵观全篇最大的硬伤是在情节的驾驭
之上。骊山脚下土地庙中皇甫嵩的出场本是开了个好头，落难英雄，美人奇丐，悬念剧所需要的所有
因素一应俱全。到玉树峰上车迟的死更是渐入佳境。有金庸珠玉在先，故事的推动虽不及天龙中萧峰
“大秘密”来得惊心动魄，也颇是让人欲罢不能。虽然隐隐猜出了这是千尺千丈一幕的重演，但总还
是怀着赞许的态度，继续满怀希望看了下去。怎知读者不急，梁羽生反而先急了，尚未写到后半阙，
这就匆匆忙忙地将没铺垫好包袱一股脑抖了出来，于是冤头有了，债主也认了，该死的赶快都死了，
该回忆的也急着都回忆了，而在这所有的于是之后，该骇人心魄的－－却终是没能骇人心魄成。看到
这里不由地感慨，梁老真不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生生浪费了之前营造出的大好气氛，皇甫华与皇甫
嵩、皇甫华与冷雪梅、冷雪梅与夏声涛⋯⋯多少条错综复杂的暗线，就这样被白开水一般的报告式文
学一一埋没了。
　　
　　除却皇甫兄弟与冷雪梅这一线索，以安禄山与段圭璋之间的过结为整篇故事的引子，也实在够不
上分量。安段两人间的恩怨到最后都没有再交待，故事由此而起，却空无结果，难免不给人上当受骗
之感觉。又比如比如夏凌霜与王龙客之间一段纠结，先是欲说还休给读者空留了许多悬念，最后只用
了短短几句话草草解释了下了事。类似的情节，换成张无忌与朱九真之间的一段瓜葛，金庸洋洋洒洒
用了三四回来写。
　　
　　发了大半天的牢骚，其实自古就是批评容易过赞美，而这诸多的不满，在马嵬驿之变后即不由地
被抛在了脑后。广元城后铁摩勒三人夜战宇文通一段写得煞是精彩，空空儿加入战团，与铁摩勒冰释
前嫌，已是大快人心，而铁与秦襄并肩作战一幕更是让人倾叹不已。梁对秦的刻画甚好，自得知玄宗
对铁的暗害，从黯然不语到虎目蕴泪，廖廖几笔已是将其矛盾的心理勾勒出来，他身为朝廷大将，又
与铁肝胆相交，眼看沙场上之合作无间、心领神会尚还历历在目，下一刻却就要劳燕分飞各奔前程。
秦襄的离别感言让人希嘘不已，但愿你莫计较所受的委屈，心存汉阙，同诛逆贼。天下太平之后，咱
们还有相见之期。
　　可叹天下太平尚没有盼到，悲剧的结局却早已注定－－秦铁两人因毒酒事件身不由己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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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游侠传》

恰是巧妙地暗示出晚年唐玄宗性格中复杂的元素，他一方面良知尚未完全泯灭，逃难路上见到民间疾
苦，亦是挥泪不止，另一方面却又贪生怕死、心胸狭窄，为宠妃之死怀恨在心，不惜杀功臣泄恨。适
逢时局动荡，却为一己之忿于人心而不顾，让臣民如何能不寒心？马嵬坡一幕注定了大唐江山的衰落
，亦为之后的睢阳血战抹上了悲剧的色彩。
　　
　　睢阳一役的军事意义史书上早有定论，这一战成功牵制了史思明的兵力，遏止了叛军长驱直入江
浙一代的美梦。而梁羽生则剑走偏锋，没有过多挖掘战役本身的历史价值，却是着力于刻画人性中光
辉壮烈的一面。大唐终章包罗万象，可谓道尽世间情事－－南霁云油尽灯枯之际强做最后的挣扎，只
为了安抚爱妻盼她能安心而退；段圭璋强忍悲痛，生死之际亦不忘篡词给予爱儿希望，心思之缜密令
人希嘘不已；南段二人义薄云天，并肩守城捐躯，更是一幕血泪交融的战友之情，连贼帅令狐潮也是
蹉叹不已，视二人为好汉子，无愧侠之大名；张巡落敌之际段圭璋亦是不顾身前险境相救，悔恨之情
溢于言表，恨当初未能血刃王龙客以至贻害至今。说到张巡，尤记得他突围前的豪言壮语，大意是说
一城一池的得失算不了什么，只要民心未失，便有千百个张巡继之而起，中华锦绣江山又岂能容胡虏
染指。段圭璋、南霁云等人先后慷慨赴义，亦是抱着同样的信念。而这么个简单的道理，却是肃宗所
不能参透的，他弃危城于不顾，视上千抛头颅洒热血之将士于不顾，七道金牌急招郭子仪西救灵武，
守住了江山却人心尽失，比其老子的做法可谓有过之而不及。
　　读到终回时只觉得血脉贲张悲从中来，郭从瑾、雷万春、张巡、段圭璋、南霁云⋯⋯多少大唐英
雄好汉，满腔的热血，连带城中上万条人命，竟是白白献给了昏庸的唐玄宗父子。又或许意难平的仅
是书页后置身事外的我们，没有什么能挨得过时间，总是会有迟暮的那一天，再伟大的英雄也终将会
老去－－如此说来，战死沙场留青史，于他们而言，也许就是最好的归宿了。
　　
　　大唐的结局甚是具有梁羽生特色，郭令公收睢阳李光弼入潼关，乱战指日可平。待读到空空儿盗
剑相还，只觉得物是人非恍若隔世。窦缐娘临终托孤于夏凌霜，联想到之前诸多是非恩怨－－这厢我
们还沉浸于悲切之中惘然嗟叹，那边梁老竟已忙不迭地将金龙玉钗摆出，预示又一段拉郎配故事的开
始，看到这里禁不住哑然失笑，一时间悲壮的气氛烟消云散。陈墨有句话说得甚好，金庸的小说是小
说家的小说，而梁羽生的小说则更多是文人的小说。想看痴情爱情的大可找琼瑶阿姨，注重故事情节
自有金庸古龙把阵，《大唐》本就不是一部以爱情亦或故事性著长的小说，但这些都不重要－－
　　掩卷间忍不住希嘘感慨，这还是梁羽生，还是当年陪我们从《七剑》、《云海》、《萍踪》一路
走来的清雅书生。刻板些又怎样，平淡些又怎样，那些惊心动魄的大繁华大悲剧，还是留在他人的故
事里去述说吧。人生本就是这样，犹如飞鸿踏雪淡淡留痕，妥协多是胜过激烈的情感，无奈终是多过
圆满的结局，就如同《大唐》中王燕羽于展元修的开怀、薛嵩于安禄山的妥协。神雕之襄阳大捷纵是
大快人心，却更要感谢梁羽生为我们重现了睢阳历史上最真实的一幕。自恃能冷眼旁观历史，安史之
乱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是朝廷与地方割据势力内部的矛盾，待读完《大唐》，却发
现已不能用课本上的性质定义睢阳之战的意义。这一仗最大的赢家，自不是以唐肃宗为首的中心政府
，更不是血洗睢阳的叛军功臣令狐潮、尹子奇，他们亦或保得了江山，亦或打了漂亮的一仗，却都是
百姓眼中不折不扣的失败者。最值得开怀一笑的，是誓与睢阳共存亡的四千大唐英雄将士，碧血丹心
永不灭，正是他们－－给《大唐游侠传》这么一个非圆满的结局赋予了不一样的意义。
　　
7、我剛讀完，挺失望的
8、　　窦线娘在我的印象里，一向是有些平庸的。不说梁羽生写过的那么多形色女子，即便在《大
唐游侠传》中，女性角色本已不当眼，而她更算不上出众。能立一锥之地，少不得还是仰仗了丈夫段
珪璋的气势。
　　容貌不必说了，梁羽生根本不曾费心去描绘。武艺也不算十分出色当行，虽有“金弓神弹”拿得
出手，但一遇上强敌，不免被讥为米珠微光。心胸似嫌不够开阔，空空儿盗去她的儿子，她便对空空
儿抱有成见，怀恨甚深，怎么也不肯相信人家好意。其实这倒是人之常情，但看段珪璋同样有夺子之
恨，然而还能冷静推敲，认为空空儿不至十恶不赦，不时劝解妻子，到真相一出，结果也如他所虑；
对比之下，便显得窦线娘“妇人之见”，颇为短浅。
　　想梁羽生笔下出过那么多特立独行的女子，而这窦线娘，却十足嫁鸡随鸡的样子，自己仿佛无甚
主见，丈夫说什么便是什么。段珪璋要她离开娘家，她就离开娘家；段珪璋不肯助妻舅争雄，她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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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游侠传》

敢有异议。比武输给空空儿之后，段珪璋罢斗即走，而五个哥哥临到生死关头，窦线娘虽如万箭攒心
，却也只好随夫离开。纵有许空空儿之诺在前，不能为兄报仇，也显得很没有血性哪！
　　及至看到后面，段珪璋惊闻雎阳被围，飞骑去救，窦线娘追上丈夫，问他：“咱们这就去雎阳么
？”段珪璋道：“怎么？敢情你不愿意？你不记得当年南兄弟是怎样舍了性命护送咱们么？”这一句
语气甚重，段珪璋对妻子从无如此疾言厉色过，显然情急已极。窦线娘却回说：“正是为了要报他这
大恩，所以我才问你啊，你刚才不听得那老人家说吗？据他说贺兰进明不但不发兵，反把南兄弟扣留
了。那么咱们是不是应该先到城里把南兄弟救出来？”
　　正是这几句，让我心头一震。窦线娘随口道来，毫不迟疑，显然口中所言，便是心中所思，这时
她所想的不是什么“妇人之见”，她竟丝毫不曾考虑自身与孩子的安危，而如丈夫一般，只想到对朋
友如何义气相报。只这么一问一答，显出她侠骨柔肠，有情有义，不愧为大侠的妻子。
　　她对丈夫事事顺从，并非所谓“出嫁从夫”，而是她自己的信念、对侠义的坚持，与丈夫并无二
致。我觉得她没有主见，但其实她的主见，正如丈夫一般。
　　脱离娘家，是因为她早已厌恶绿林生涯，不喜黑道争霸。段珪璋与空空儿有约，一旦斗输，便不
插手王窦之争，何况窦家不顾身份，动手围殴在先，已大大违了侠义精神，再帮下去也十分理亏。段
珪璋是如此想法，窦线娘何尝不是？女中豪杰，对“信义”二字一样看得极重，承诺既下，纵痛不欲
生，也须守完。
　　夫妻之间，正是两心如一。
　　雎阳城破，段珪璋陷于乱军之中，窦线娘明知生离死别，却不能去救，只含泪远远望了一眼，便
催马疾逃——以她夫妻恩爱之深，这马鞭一催，比抽在自己心上还痛！她的马车上载着夏凌霜母子三
人；与丈夫同生共死，原是此生心愿，然而此际心愿难偿，因为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便是保护
兄弟的妻儿，带他们逃出险地！
　　段珪璋催她走时，是如此吩咐；她心中所想所执，一直也是如此道理。所以当年段珪璋只身救友
，她没有片言劝阻；合家赴雎阳之难，也断不迟疑。及夏凌霜危急之时，她又舍身相护，侠骨天生，
英风自成。夫妻二人于生死关头，不约而同选择舍生取义，同心同德，真真难得。
　　
9、梁羽生的文章如黑白山水画，文人的小说又怎样，历史的宏伟只有梁老才能表现。
10、嗯，分析的很细致，我读时还真没注意到这个大婶。
11、同认为里面各条感情线都来得突然
12、哈哈，南八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只能坚持大叔形象了
13、难得看到喜欢梁羽生的书的人，我喜欢他的云海玉弓缘，
14、！
15、我看到她对丈夫说先就南八出来的时候，也震动了一下。。看完结局，竟然哭了。。。我看小说
还从没哭过呢。
16、是很难得。
17、读过，但好像没看完
18、梁羽生本来就不闻名于情节描写和人物个性塑造，但是书中处处体现着的是仁义侠道和忧国忧民
的情怀，正如楼主说的，碧血丹心永不灭。我们读武侠读的是个什么东西，不就是个侠道精神吗？
我6岁读大唐游侠传，虽然当时还看不懂，却是我的文学启蒙，怎么着也要挺一下。
19、　　最近在重读《大唐游侠传》，读得极慢，却比以前仔细。正读到段珪璋闯安禄山府救人，一
场恶战，惊心动魄，史逸如自戕全义，段珪璋浴血刺仇，几不幸免，读至紧张处，真个呼吸欲停，却
忍不住情怀激昂。
　　梁羽生写《大唐》，便是这种基调：慷慨悲壮。虽穿插有儿女之情，却显得情短，殆为豪侠之气
所掩。有唐一代最慕豪侠，唐诗中对游侠的赞颂之力堪称空前绝后，以李白为例，一介天真书生，尚
矜义任侠，仗剑交游，渴慕军功；中唐以降，盛世转衰，豪强纷起，在这多难世道中，人心所望，更
是思慕那重义轻生的游侠壮士。
　　豪荡使气，磊落不羁，尚武犯禁，然而到国家百姓危难之时，自当挺身而出，舍身全义，方称侠
名。
　　
　　　　“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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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游侠传》

　　
　　《大唐》的主角，通常认为是铁摩勒，但我觉得应该算三个主角，第一个正是段珪璋。论笔墨，
写段珪璋的篇幅不少于铁摩勒（尤其是前三分之一的章节）；论人物，段珪璋恩怨分明，胸怀磊落，
不慕权名，不畏权势，铁骨铮铮，义气干云，不负第一代“大侠”之名。
　　他甫登场时，并不见如何出彩，甚至显出畏缩之态，遇见安禄山的仪仗队，竟然“低首疾行，把
老羊皮袄的领子翻过来，蒙着了头，好像害怕寒风，显得瑟瑟缩缩的样子”，连显威救人的机会也错
失了。接下来躲入史家，又呶呶亟思速逃避祸，一点胆气都无，令人不由心生鄙夷：咄，此人空长了
一副豪客相貌！
　　反而是史逸如显出些气魄来，安禄山果然派人来史家寻仇，而这一介书生，肝胆照人，居然冒认
了好友去虎穴。惊闻恶报的段珪璋，第一次真正表现出豪气来：
　　
　　【忽听得一声长啸，段珪璋的声音朗声吟道：“宝剑欲出鞘，将断佞人头，岂为报小怨，夜半刺
私仇，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弹剑悲啸，宛若龙吟，大踏步走上台阶。
　　这时已是曙光微现，但见他须眉怒张，双眼火赤⋯⋯】
　　
　　何等豪情，何等气势！大丈夫能屈能伸，诚非虚言，他为了家人的安宁，对过去得罪的小人，惹
不起不妨躲得起；岂料连累朋友，则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下怒发冲冠，纵知龙潭虎穴、刀山火海，也
要拼死去闯。再倒回去看，他之所以坚拒妻舅助拳之邀，原是不想蹈入绿林争霸事中，不肯助豪强而
凌弱小，绝非怕事的举动；两相对照，欲扬先抑，一个原则分明、铁肩道义的侠客形象凛然树立。
　　史逸如与段珪璋的交情，令人动容。二人比邻十年，又方结为儿女亲家，然而史逸如对段珪璋的
来历本事，竟然一无所知，只知他通晓武艺，是个“乡下武师”。了解如此浅薄，而成知己，不过意
气相投，相交在心而已。想一恂雅儒生，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尚有此义勇，从容为友挡难，其高风
亮节、耿耿狷介，真是可歌可泣。有友若此，朋辈能不英雄！
　　
　　　　“敢笑荆轲非好汉，好呼南八是男儿”
　　
　　段珪璋单骑救人，几乎失陷，幸得南霁云及时来救。南霁云这时在书中是第二次出场，一现身即
舌绽春雷，威势惊人，当者辟易；他救友于难，舍生忘死，其义气豪情，亦令人心折。
　　严格来讲，南霁云在书中分到笔墨不多，列为主角是有些勉强（多少有我私心在内），反倒是他
的未婚妻夏凌霜，很有些女主角的范儿。但一看梁羽生为他题的评语：敢笑荆轲胆如鼠，好呼南八是
男儿；分数一下子拉了上去。南八好汉，正可与段珪璋相辉映！
　　南霁云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以助张巡守雎阳而留名。韩愈有文写南八事迹，寥寥三百字，其慷慨
豪勇跃然纸上。
　　
　　【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
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
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
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
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愈贞元中过泗州，船上人犹指以相语。城陷，贼以刃胁降巡
，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
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张中丞传后叙》】
　　
　　韩文中不提家小，那是符合古人描写“孤胆英雄”的习惯；而梁羽生将结局略改，让南霁云战死
雎阳，力竭而亡之前，尚牵一缕温柔，以残存之力应声安慰妻子，铁汉柔情，令人又痛又爱。
　　
　　　　儿女恩仇情惘惘，丈夫意气骨铮铮
　　
　　看了好些谈《大唐》的评论，都说第一主角铁摩勒太年轻了，光彩为段、南二人所掩。铁摩勒在
书中确然是显得稚嫩，不过他身上有一种“成长”的印迹，却是梁羽生其它作品中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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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成长，并非指武艺上的长进，也不是纯然年纪上的增长，而是在心智与见识上，从一开始纠
缠于家仇私恨，到后来心胸开阔，化仇为友，报国急难，犹如一块璞玉，经过磨练，方成为梁氏典型
的泱泱大侠。
　　他出场时就是一个楞头小子模样，途人有难，他便奋身去救；以为“姑丈”交结官府，便没给好
脸色看；一旦知晓是误会，又立即叩头认错，坦直可喜，爱憎分明，已现英雄本色，难怪段珪璋心喜
。但他少年气盛，容易冲动，还要经过许多磨琢，才能成就大器。
　　王燕羽与他的感情纠葛也算劫难之一了。英雄好充，却最怕美人当关，何况这美人还屡次于他有
恩。只是这么轻易饶过杀义父的仇人，岂非让人疑他受美色迷惑，重色轻义，怎对得起“侠义”二字
？
　　这就要说到梁羽生对“武侠”的理解。众所周知，梁羽生一向坚持以侠胜武，轻私仇而急国难，
方合侠义之道。王燕羽杀窦家五虎乃受父命，她当时只有十四岁，并无忠奸之辨，这是其一；更重要
的是，同为黑道豪强，窦家也不是什么好鸟，绿林争胜，手下冤魂又少到哪里去？这也是段珪璋和南
霁云都不愿插手这场纷争的原因。铁摩勒毕竟年轻，见识却还不及此，直至多年以后，见窦家也被人
寻仇，才想到“我为了义父待我之恩，无时无刻不想为他报仇，却原来我的义父也曾害过许多人命，
若然似这等冤冤相报，何时得了？”私仇为小可泯，国仇为大则须永志，为国为民，这才是梁氏侠义
的“正解”。
　　
　　　　雎阳血战
　　
　　《大唐》全书不算很长，情节却颇丰，段史义交、王窦争霸、安胡作乱，几条线交织写来，脉络
分明。人物也相当出彩，主角之外，空空儿、窦线娘、王龙客这几个角色，也勾勒得极为生动。但雎
阳血战一出，动魄惊心，悲壮激昂，如浓墨泼画，足以让人忘掉一切工笔！
　　这一战已近结局，只占短短两个篇章，然而重心之聚，着墨之浓，竟似盖过前面三十几回。壮士
报国，无力回天，然而义烈之风可感，浩然之气长存，精魂已留青史！
　　
　　【贼军纷纷扑来，段珪璋仰天大笑道：“段某今日死得其所，死亦无憾！南兄弟，咱们又可以相
见了！”他不甘受辱，将全身精力凝聚，反手一拍，登时自断经脉而亡！⋯⋯不久，张巡也因众寡不
敌，自杀不成，被贼所擒。后来，令狐潮屡次劝降，张巡总是骂不绝口，终于与许远一同就义。张巡
的随从护军三十六人，或战死，或被擒，被擒的也无一人屈节。后人有诗赞曰：“张巡许远同尽忠，
正气浩然昭日月。从死不独南与雷，三十六人均义烈！”
　　++++++++++++
　　车子上不过是两个女人，三个小孩，但却是两个丧了丈夫的女人，三个失了父亲的小孩。唉！这
辆车子“载”着的悲伤，不是太过沉重了吗？】
　　
　　悲壮过后，笔锋一转，突然写到生者的悲伤。是啊，战争残酷，无论谁得胜利，苦果却总是由百
姓承担。对常人来说，死去纵留名，生者空余悲，不是也太沉重了吗？
　　
20、我喜欢萍踪侠影！梁羽生的书多是虎头蛇尾，只有萍踪侠影比较完整。
    大唐游侠很少有人能看完。因为不象小说，更象历史。
21、“劳燕分飞”这个词有点突兀，还以为LZ是腐女，仔细看看上下文好像没有那种揶揄
    不过整篇写得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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