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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父子之情、母子之情乃世间最为亲密、亦是羁绊最深的感情。世界上最疼子女

的人莫过于父母，父母为了子女可以不求回报地去牺牲、奉献。这种超越生死与利

益的亲情亦没有所谓的条件与束缚，而即使不是亲生父子亦能拥有如亲生父子般真

挚的情感。《倚天屠龙记》中的谢逊与张无忌的父子之情便带给读者这种超越血缘

的真情流露。他们两者的相遇与缘分绝非偶然，而谢逊对无忌的父爱打自张无忌出

生的那一刻起便无条件的产生。 

    倪匡在《我看金庸小说》中认为张无忌一生并无特别光彩耀眼，但对谢逊的感

情却极其真挚。（倪匡，1997：64）张无忌一生虽然没有郭靖一般的丰功伟绩，没

有杨过这般奇异传奇，然而无忌对谢逊的感情却是感人至深，比起任何一种感情更

加令人感动。 

    谢逊的人性自无忌出生那刻便渐渐寻回，在认无忌为义子之后更是流露出超越

一般父亲对儿子浓厚的父爱。张无忌亦是对谢逊犹如对亲生父母一般，其性格虽然

较优柔寡断、拖泥带水，但是对于义父谢逊之事却从来不马虎耽搁。为了进一步分

析与探讨谢逊与张无忌的父子之情，本文将两人的父子之情分为缘起、缘断与缘续

三个大方向去加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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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着我，让我在离家很远的地方也能感受到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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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倚天屠龙记》是著名小说家金庸所著武侠小说中“射雕三部曲”之最后一部。

（陈墨，1999：138）而作为这段武侠传奇故事的结局篇，《倚天屠龙记》以元末

明初群雄因屠龙刀引发江湖动荡与纷争为背景，叙述武当弟子张翠山与天鹰教殷素

素之子张无忌的江湖生涯与爱恨情仇。 

    金庸，本名查良镛，“镛”字分开便是“金庸”。自1950年以笔名“金庸”在

香港发表作品后，便陆续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小说，包括《射雕英雄传》、《神

鵰俠侶》、《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記》等。其小

说曾多次被改编为电视剧与电影，有“武侠小说泰斗”与“香港四大才子”之称。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说到《倚天屠龙记》，让大多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主人翁张无忌的感情线，

特别是与蒙古女子赵敏与峨嵋掌门人周芷若的爱恨情仇。然而，在金庸1997年推出

的修订版《倚天屠龙记》中，其后记提及 ：“这部书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之间的爱情，

而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谢逊对张无忌父子般的挚爱。”（金庸， 2001：1662）

由此可见，男子间的情义方为金庸著作此书之初衷，而其弟查良钰先生亦在访谈中

透露金庸尤其注重亲情。（葛涛，2007：28）可见，谢逊与张无忌的父子之情才是

书中重点。此外，经过资料整理，笔者发现研究张无忌与谢逊父子之情的作品不多，

故笔者认为有对其详细研究的必要。 

       在一次访谈录中，金庸曾说：“《倚天屠龙记》我要写的的确是我对人生的一种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4%E9%9B%95%E8%8B%B1%E9%9B%84%E4%BC%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9%B5%B0%E4%BF%A0%E4%B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9%B5%B0%E4%BF%A0%E4%B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0%9A%E5%A4%A9%E5%B1%A0%E9%BE%8D%E8%A8%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9%BE%8D%E5%85%AB%E9%83%A8_(%E5%B0%8F%E8%AA%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91%E5%82%B2%E6%B1%9F%E6%B9%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9%BF%E9%BC%8E%E8%A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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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想表达一个主题，说明这世界上所谓正的邪的，好的坏的，这些观念，有时很难

分……”（转引自杜南发，1997：22）《倚天屠龙记》的主角张无忌，父亲是名门

正派的张翠山，母亲是魔教人物殷素素，义父是魔教金毛狮王谢逊，因此张无忌可

看作正邪两派的综合体。（弥建立，2008：10）此外，笔者认为，金庸笔下的谢逊，

亦是不能够简单划分其为善或恶、正与邪的人物，而是同时存在着神性与魔性的复

杂个体。（陈墨，2015：148）谢逊虽然作恶无数，但却拥有比许多所谓正派人士

更加光明磊落，更有能够为了义子张无忌而付出一切的父爱。故此，笔者希望这次

的研究能让自己更加认识与了解金毛狮王谢逊的感情，并将之与更多的读者分享。 

 

第二节 研究范围和方法 

一、 研究范围 

金庸《倚天屠龙记》共有三个版本，一个是最初在报章上连载的，称为旧版。

第二个版本是于1977年第一次修改的修订版，第三个则是于2003年第二次修改的新

修版。三个版本最大的不同在于，旧版与修订版于结局时候张无忌选择了赵敏为自

己的伴侣，而新修版却没有谈及张无忌到最后选择了谁。除此之外，其余有修改的

部分除了时间与描述语句进行调整与修改外，与此次论文研究的父子之情没多大影

响，故笔者选择以金庸第一次修改后的修订版为主要研究的范围。 

本文将以香港明河社出版的修订版的《倚天屠龙记》为主要研究对象。个人之

所以选择第一次修改后的修订版，原因在于这个版本的评价是三个版本中评价较高

的，同时也进行过修正与校对，故以此为研究的对象。而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取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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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倚天屠龙记》第五回<皓臂似玉梅花妆>、第六回<浮槎北溟海茫茫>、第七回<

谁送冰舸来仙乡>、第八回<穷发十载泛归航>、第十回<百岁宴寿摧肝肠>、第十五

回< 奇谋秘计梦一场>、第十九回<祸起萧墙破金汤>、第二十回<与子共穴相扶将>、

第二十七回<百尺高塔任回翔>、第二十八回<恩断义绝紫衫王>、第二十九回<四女

同舟何所望> 、第三十一回<刀剑齐失人云亡>、第三十二回<冤蒙不白愁欲狂>、第

三十三回<箫长琴短衣流黄>、第三十四回<新妇素手裂红裳>、第三十五回<屠狮有

会孰为殃>、第三十六回<夭矫三松郁青苍>、第三十七回<天下英雄莫能当>、第三

十八回<君子可欺之以方>，以及第三十九回<秘笈兵书此中藏>这二十回，以这些章

回为据来探讨谢逊与张无忌之间的父子之情。 

 

二、研究方法 

关于研究方法，本文采用的是文献研究法与文本细读法两种方法。文献研究法

是一种通过收集、鉴别、整理与研究课题有关的文献，以进一步了解并获取资料的

一种方法。笔者将会通过收集与整理有关《倚天屠龙记》中人物评价、情节分析与

金庸及其武侠小说的资料来对谢逊与张无忌的父子之情进行论析。 

文本细读法则是以文本为中心，通过仔细阅读作品本身来进行论析与探讨。

《倚天屠龙记》共有四十回，其中有关谢逊与张无忌的父子之情就占了二十回之多，

由此可见其重要性。笔者将会运用文本细读法将小说中有关于谢逊与张无忌的父子

之情的内容抽取出来，并对其进行分析与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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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论文架构 

本论文主要探讨《倚天屠龙记》中谢逊与张无忌的父子之情。关于论文的总体

架构，主要分成六个章节。第一个章是绪论，共有四小节。第一节是论文的研究目

的与动机，第二节是论文的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第三节是解释论文思路的论文架

构，第四节是文献回顾。 

第二章<缘起：无忌出世>主要表明谢逊与无忌之间的父子缘分从张无忌出生那

一刻便开始了。第一小节“呱呱孩啼屠刀放”主要论述张无忌的出生对谢逊造成的

影响。第二小节“狮王添子名无忌”则是以两人在冰火岛上生活与相处的情形，来

逐一分析谢逊与张无忌的父子之情。第三小节“囫囵吞枣奠基础”主要从谢逊对无

忌武学方面的督促来看两人的父子之情。 

    第三章<缘断：谢逊与无忌别离>主要叙述谢逊与小无忌分离时的状况。第一节

“冰火岛上撒泪别”主要论述谢逊用了十年观察风向以便为张翠山一家人寻找回归

中土的最佳时机。第二节“宁死不屈护义父”则是叙述在成功回归中土之后，面对

寻找谢逊复仇的武林中人的质问与刁难，张翠山一家为了保护谢逊而死守谢逊下落

的事迹。第三节“怒火中烧光明顶”则是描述张无忌在明教总舵光明顶意外得知杀

害义父一家老小的凶手成昆已改名为圆真，想为义父报此血海深仇的心情。 

 第四章<缘续：谢逊与无忌再次团聚>通过叙述谢逊与张无忌再次团聚来探讨

其父子之情。第一节“万里迢迢寻义父”则是通过张无忌动身前往冰火岛寻找谢逊，

谢逊为了打探张无忌下落，不顾一切地跟随金花婆婆从冰火岛来到灵蛇岛来体现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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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父子之情。“义父为先芷若后”则是通过与周芷若有的三个主要事件来分析谢逊

与张无忌之间的父子之情。第三节“夭矫松间申父冤”主要叙述张无忌赶去少林寺

解救义父的种种经过来带出无忌对谢逊的重视。而第四节“拨开云雾见月明”主要

叙述谢逊由于日夜耳听三大高僧诵经念佛而有所领悟，不愿与无忌一同离开少林寺，

无忌为其痛心疾首的经过。 

 第六章结语则是经过分析与探讨小说中谢逊与张无忌的父子之情后，针对这

份研究做出总结。 

                              

第四节 文献回顾 

    关于金庸及其武侠小说的研究作品不可胜计。以下将会针对与本论文探讨的

《倚天屠龙记》相关的研究材料，如专著、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作出回顾。  

 第一类是研究金庸小说的专著，关于此类的研究，笔者使用陈墨的著作占较

多。如陈墨的《初探金庸》、《人物金庸》、《形象金庸》、《文学金庸》、《赏

析金庸》和《金庸小说赏析》等，当中对谢逊与张无忌的性格与人生作了讨论，并

且对谢逊的心境变化与人生经历进行论述与分析。此外，吴霭仪著的《金庸小说的

男子》，也对《倚天屠龙记》中主要的男子做出评价，如张无忌、张翠山和金毛狮

王谢逊等。戈革的《挑灯看剑话金庸》也对金庸《倚天屠龙记》的情节与各个角色

进行评述并且将其分等。 

 第二类是结合研究金庸本人和其小说的专著。如葛涛的《金庸评说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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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包含了许多金庸朋友与其员工写的文章，其中金庸的弟弟查良钰透露许多有关

金庸与家人相处的事情，并坦言金庸是个极重亲情之人。此外，《金庸评说五十年》

也收录了著名小说家古龙对《倚天屠龙记》中谢逊的看法，认为谢逊的性格结合了

西方大作家杰克.伦敦笔下“海狼”的身影。严家炎著作的《金庸小说论稿》也对

金庸本人、其写作手法和小说等作出讨论。《诸子百家看金庸》的系列中，倪匡、

林以亮和王敬羲等针对金庸的为人和作品均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三类是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刘玉华的硕士论文<金庸《倚天屠龙记》研究>，

其中通過人物、情节与表现手法去研究与分析《倚天屠龙记》。其不仅将谢逊的心

境转变分为偏激孤愤、无私父爱、自我忏悔三个部分去分析，更将谢逊与张无忌的

情感归纳在师徒之情的部分中去探讨。关于探讨《倚天屠龙记》的硕士论文还有谢

哲焕撰的<人在江湖——金庸射雕三部曲空间研究>，其中探讨了谢逊与张无忌的人

生经历与性格特点。弥建立的<论金庸武侠小说人物正邪之“反”的叙事模式>，则

是站在“正与邪”的角度去看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其中认为张无忌是正与邪的

结晶，亦是正邪的交织处，这对其往后的经历有着重大关联。 

期刊论文则有王雅萌的<浅析传统文化对金庸小说的影响——兼论张无忌的性

格塑造>，分析了张无忌的遭遇与其性格的塑造有着密切的关系。秦静的<埃哈伯与

谢逊的人物类型比较分析——以“圆形人物与扁平人物”为视角>则是将谢逊与福

斯特《白鲸》中的船长埃哈伯进行比较与分析，其中论述了谢逊从只会复仇的扁形

人物过渡父爱的萌生以及之后大彻大悟时的圆形人物的性格探讨。岳炜的<如何唤

起自省心>和姜楠的<浅谈金庸小说中的情>也对谢逊与张无忌两人的情谊做出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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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缘起：张无忌出世 

 

                第一节 呱呱孩啼屠刀放 

人既不是神，也不是魔，而是“一般是天使，一般是魔鬼”的个体。（陈墨，

2008：164）当日在冰火岛熊洞中张翠山不敌发狂的金毛狮王谢逊的凌厉攻击，眼

看一家三口就要命丧黄泉，哪知一道婴儿哭声却强而有力地将逐渐丧失人性的谢逊

从疯狂的杀戮中唤醒。原来早在十三年前，谢逊遭遇了一次惨绝人寰的家庭惨案，

一家老小包括其妻子与年幼的孩子都被自己一生最尊敬的师傅成昆所杀害。如此血

海深仇使得原本至情至性的谢逊渐渐坠入魔道，甚至成为江湖上人人欲诛的罪魁祸

首。（陈墨，1995：155）那日在冰火岛，谢逊在大海茫茫、冰山处处的险恶环境

中渐渐神志不清，加之想起自己悲惨的遭遇，开始破口大骂天地、鬼神乃至仙人前

辈。直至骂道张三丰与张翠山时，便跃进熊洞中想要将张翠山杀害。然而，正当谢

逊要大开杀戒之时，忽地“哇”的一声婴儿哭声将深陷疯狂沼泽中的谢逊拉回到人

性的光辉里。                                                           

只听得婴儿不住大声哭嚷，突然之间，谢逊良知激发，狂性登去，头脑清醒过来，想起自

己全家被害之时，妻子刚正生了孩子不久，那婴儿终于也难逃敌人毒手……他站着呆呆出

神，一时温颜欢笑，一时咬牙切齿。（金庸，2001，249） 

    这婴儿呱呱坠地的孩啼声激发了谢逊的良知，让谢逊思忆起自己死去妻儿往日

温馨的画面，以及妻儿被残忍杀害的往事，竟然不自觉地欢笑与叹息。显然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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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未命名的婴儿对谢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接着，谢逊竟开始关心起婴儿，“剪了脐带没有？” “你有没烧了热水，给婴儿洗一

个澡？” （金庸，2001，250） 短短几句话可见谢逊竟能心细至此，甚至自告奋勇地

去为婴儿烧洗澡水。当殷素素谈起未来想让孩子回归中土娶妻生子时，丈夫张翠山

的内心是不抱什么期望的。然而，身为局外人的谢逊却热血沸腾地回应殷素素，希

望竭三人之力让孩子回归中土享受人世的欢乐。从种种迹象看来，谢逊比张翠山更

似孩子的父亲。而造成谢逊有如此巨大变化的并非孩子的哭声如天籁一般，而是婴

儿的哭声唤出了谢逊心中对自己已死去的孩子的思念，激发了一度身为父亲的谢逊

的那种父亲的本能。（陈墨，2008：238）因此谢逊才会放下屠刀，张翠山一家才

得以保命获救，才会不自觉地关心孩子、为孩子着想。 

此时，我们已不能用“疯狂的复仇者”这一句话来概括他，“复仇” 只是他

心中一个萦萦难去的意念，在他身上更多闪耀的是温暖的人性光辉。（秦静，2016：

70）由此可见，初生的张无忌对谢逊的影响十分巨大，而婴儿的啼哭更是两者缘分

的起点。 

 

第二节 狮王添子名无忌 

    谢逊的父亲本能在听见婴儿啼哭的同时慢慢地被激发，在重得一子时才得以

正真的恢复。在熊洞中，殷素素眼见旁观者谢逊竟对自己的孩子如此关心，甚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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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母亲想让孩子回归中土享受人世之乐的想法如出一辙。眼见谢逊对孩子如此喜

爱，且为了日后孩子在岛上能不受谢逊的毒手而平安地长大，殷素素便恳求谢逊做

孩子的义父。当张翠山说出愿意将孩子改姓谢时，谢逊面有喜色。当张翠山愿意以

谢逊已过世的儿子“谢无忌”之名替孩子命名时，谢逊更是欣喜若狂。在喜得一子

之时谢逊有感而发说：“谢逊虽丧子而有子，将来谢无忌名扬天下，好教世人得知，他父

母是张翠山、殷素素，他义父是金毛狮王谢逊。”（金庸，2001：253），不仅将张翠山

夫妇刺瞎其双目的仇一笔勾销，甚至将张无忌视如己出。当殷素素叫谢逊来抱抱无

忌时，谢逊却担心自己的样貌吓坏了孩子。其实初生婴儿哪知道这些事情，由此可

见谢逊对无忌疼爱之深。其后谢逊与张翠山夫妇更是义结金兰，当时谢逊的高兴与

喜悦是张翠山夫妇认识他以来从未见过的。 

时光匆匆，小无忌渐渐长大，三人之中似乎谢逊对他最是疼爱。有时无忌过于

顽皮，被张翠山夫妇责罚时总是谢逊加以阻拦，多次之后小无忌更以谢逊为靠山，

每逢父母生气时总会想到向义父求救。然而，谢逊对小无忌的疼爱不仅限于此。在

无忌五岁生日那年，谢逊曾透露自己观察这几年都认真观察风向水流，为张翠山一

家寻找回归中土的最佳时机。由此可知，自从认了无忌为义子后，谢逊的生活目标

发生极大的变化，屠龙宝刀中的秘密不再是谢逊的生活重点，竭尽一切方法将他的

无忌孩儿送回中土过上幸福的生活才是谢逊此刻最重要的心愿。 

当殷素素正好奇谢逊为何不一同回去中土时，谢逊却回答道：“我得能疼他十年，

已经足够了。贼老天总是跟我捣乱，这孩子倘若陪我的时候太多，只怕贼老天迁怒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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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横祸加身。”（金庸，2001：255）话虽如此，但谢逊哪会舍得与自己的无忌孩

儿分离呢？想必谢逊真正担心的是自己仇家累累，害怕自己所犯下的罪孽会连累他

的无忌孩儿，所以才会宁愿自己在荒岛上孤苦伶仃，也要早日将他们送返归途。而

让谢逊有此舍己为人精神的，正是他对无忌孩儿的父爱——作为一个父亲在一般情

况下能够为自己的孩子做出的最大的牺牲。 

有一晚，谢逊向张翠山一家透露自己的遭遇与往事，在谈及被师傅成昆害死的

孩儿“谢无忌”时，小无忌好奇怎么义父的孩子跟自己的名字一样。当时谢逊回答

到：“是啊，我那亲生孩儿跟你名字一样，也叫谢无忌。我师父抓起了他，将他摔成血肉

模糊的一团”，（金庸，2001：258）从这句可知，谢逊明白自己亲生的儿子“谢无

忌”早在多年前已经被自己的师傅成昆所杀害。而眼前这个同样名为“谢无忌”的

孩子是他的义子，与自己离世的孩子“谢无忌”是不同的两个人。由此可知，谢逊

并不是把小无忌当成已过世的“谢无忌”的代替品才对他疼爱有加的，而是发自内

心的对眼前这个孩子的疼爱。 

 

第三节 囫囵吞枣奠基础 

自那晚长谈之后， 谢逊督促无忌练功变得十分严厉，原本从不舍得打骂无忌

的他，时常因为无忌记不住武功要诀而把小无忌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其实谢逊巴

不得能一股脑儿地将自己一身的武功全教给无忌，但是碍于张翠山一家离开荒岛的

最佳时机就快到了，所以迫不得以才会强制无忌囫囵吞枣地背武学口诀。而无忌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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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还小，但却似乎能感受到义父的用心良苦，便毫无埋怨地逼自己将武功牢牢记住。

在小说第十四回<当道时见中山狼>中提及：                                                 

他得金毛狮王谢逊传授武功秘诀，又自父亲处学得武当长拳……这一掌奋力击出，便是习

武多年的武师只怕也不易抵受，何况一个寻常村汉？那汉子哼了一声，俯伏在地，一动也

不能动了。（金庸，2001：521） 

        由此可知，谢逊与张翠山所传授的武功已帮无忌打好基础，而谢逊要无忌囫

囵吞枣式记下的秘诀更为他日后自行体会并加以融会贯通各种武功提供了极大的帮

助。其中，七伤拳便是很好的例子，谢逊曾展示过七伤拳的威力，并说明修炼七伤

拳的要点与害处，若是内功不足将会导致心脉受损，甚至走火入魔。（施爱东，

2008：423）正因为无忌曾被义父灌输过七伤拳的秘诀，曾听义父亲自讲解过，加

上习得九阳神功的内力，故在小说第二十一回<排难解纷当六强>中，无忌才能背出

正宗崆峒派七伤拳的口诀，才能使出威力极高的七伤拳而令各派心服口服，也才能

协助明教化解危机。 

除了背武学口诀之外，谢逊又教他转换穴道、冲解被封穴道之术。在小说第十

二回<针其膏兮药其肓>中，由于曾受谢逊教导，无忌虽然不懂医术，但是却会与胡

青牛谈论穴道经脉之学，每每空闲更是潜心研究医学，使无忌在短短两年时间便达

到神医水准。（陈墨，2008：220）在小说第十五回<奇谋秘计梦一场>中，无忌之

所以能够揭发朱长龄一家想利用自己套出义父下落的计谋，全是因为无忌以谢逊所

授的解穴之法解开被点穴道逃出屋外，无意中听见朱长龄与朱九真的对话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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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破他们的诡计。倘若谢逊没有教导无忌解穴之法，朱长龄一家计谋必定得逞，而

无忌与义父最终只会落得悲惨的下场。 

从武学方面来看，谢逊可说是张无忌的启蒙者，在其他章回中也时常会发现论

及武功之时，无忌也往往会提及义父谢逊，如第八回<穷发十载泛归航>与二十回<

与子共穴相扶将>中，无忌都有提及谢逊对于七伤拳的教导与内力的运用。而谢逊

囫囵吞枣式的传授法，虽然对于年幼的无忌看似帮助有限，但十年之后，无忌乃至

读者将会慢慢发现背口诀的用处。倘若不是谢逊曾逼他记下那么多高深的秘诀，无

忌在往后遇见《九阳真经》时必定无法了解其中的道理更遑论修炼了，而唯有与谢

逊传授之口诀融会贯通才能有所领悟。此外，这也是谢逊身为一个父亲的心思，希

望能在无忌离开之前将一身武功全交给他。谢逊深知，武功是武林江湖中最为关键

之事，（舒国治，2007：50）因此他才会对无忌特别严格，而这正是谢逊表达父爱

的方法之一。人说父子连心，无忌虽不知道为何义父突然变得如此严厉，但却知道

义父是不会伤害他的，所以也逼迫自己不负义父所望，努力将口诀牢牢记于心中。

从这方面，可见父子心灵相通，也透露出二人感情的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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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缘断：谢逊与无忌分离 

第一节 冰火岛上撒泪别 

光阴似箭，转眼无忌即将十岁。一日谢逊叫了张翠山夫妇一起扎木排，以为回

归中土做好准备。结木排之际，谢逊往往要求无忌在他旁边，盘问所学的武诀。若

无忌有一点背错，谢逊便会重重地打无忌一个耳光。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谢

逊打在无忌身上时，正痛在自己心里，若不是深知与无忌相处的日子不多了，谢逊

怎舍得对无忌如此严苛。这时的谢逊片刻都不与无忌分离，就连睡觉时也要无忌和

他同睡，不断争取与无忌孩儿在一起的一分一秒。 

然而天下无不散之宴席，到了能够回去的那天，谢逊却始终不肯一同返航。谢

逊深知自己血债累累，仇家甚多，加之屠龙宝刀在他手上，若是回返中土必定招惹

事端。再者自己双目失明，张殷二人又是有情有义，若是仇家寻仇，他们必定不会

袖手旁观。为了不连累张翠山一家，谢逊决定不一同离去。眼见谢逊不肯同去，无

忌自然也不愿离去，希望能够陪着义父一起在冰火岛上生活，一生孝顺与服侍义父。

谢逊知道张殷二人与无忌不愿其独留孤岛，孤苦无依，便恫吓以屠龙刀自刎来逼迫

张翠山一家尽快归返。谢逊出刀速度极快、力道极大，张翠山深知自己武功决计阻

止不了谢逊，情急之下只好道：“休伤了无忌！”，(金庸，2001：283)张翠山这一喊

果然凑效，谢逊立即收刀。由此可知，张翠山心里明白谢逊对无忌的深爱，因此情

急之下才想出这个办法来阻止。 

张殷二人深知谢逊心意已决，只能不舍地向其道别。然而无忌却学着谢逊用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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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刎的方式希望和义父一同留在岛上，却被谢逊掷上了木排，被迫起航离去。双目

已盲的谢逊独留在这座孤岛，该关心的应该是自己才对，然而谢逊却一心在无忌孩

儿身上。为了防止“谢无忌”这个名字为无忌孩儿带来祸端，谢逊叮嘱无忌回归中

土之后只能自称张无忌，谢无忌这个名字放在心中就好。当时年幼的无忌，看着渐

渐离自己越来越远的谢逊，心中不舍且想到日后见不到义父而口中不断喊着“义父！

义父！”，直至远得看不见义父的身影后许久，无忌才因为哭累了在母亲怀里渐渐

睡去。昔日谢逊督促无忌武功，一耳光打肿无忌脸庞，无忌一点眼泪也没流，然而

在与谢逊离别之时却哭累了在母亲怀中睡去，此无非是因为义父打自己耳光时是痛

在皮上，而与义父分离时是痛在心中，故难过至极才会呐喊哭泣。 

从木排随着水流方向驶远，谢逊与无忌的缘分也被迫中断。易地而处，换作是

一般人被困在一座孤岛上，肯定谁都不愿别人离开自己，留下自己一个，更何况是

双目已盲的谢逊呢？然而谢逊却没有这么想，其最令人感动之处并不是花了十年去

寻找回去的方法，而是决心将张翠山夫妇与无忌孩儿送返中土，自己则孤独一人留

在这座荒岛上过完余生。而使谢逊之所以有如此牺牲的精神，除了是对已结为金兰

的张殷二人的爱，更多的是他对无忌孩儿不求回报的父爱。即使无忌回到中土改为

张无忌，甚至渐渐忘了还独自留在孤岛的自己，谢逊也不会觉得有一丝的遗憾与后

悔。父子是连心的，想必谢逊惦记无忌的同时，无忌对义父的思念也是绵延不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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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宁死不屈护义父 

当张翠山一家好不容易回到中土的时候，便被崆峒派、昆仑派与峨嵋派等武林

人士逼问谢逊的下落。张翠山夫妇为了隐瞒谢逊的下落便告知各派人士无恶不作的

谢逊已死。然而入世未深的无忌不明白父母亲的用意，加上义父对他疼爱至极，丝

毫不在父母之下，于是心中难过，忍不住大声哭道：“义父不是恶贼，义父没有死，

他没有死”。（金庸，2001：292）由于无忌的率真与真情流露使到张翠山夫妇的谎

言被揭穿，然而他们并没有对谢逊的下落透露出任何一丝的讯息。而殷素素为了确

保无忌不会上当而说出谢逊的下落，便告诉无忌这些寻找谢逊的门派都是想要害谢

逊之人。而无忌听见这话后，竟狠狠地向每个人都瞪了一眼，心道：“原来你们都是

恶人坏人，想害我义父”。（金庸，2001：296）当时年仅十岁的无忌从来没有对任何

人仇视过，而为了谢逊的安危，无忌却“狠狠地”扫视母亲口中想要陷害义父的人，

可见义父在其心中地位之重。 

后来，当俞莲舟谈及灭绝师太的哥哥方评方老英雄被谢逊杀害之事时，无忌虽

然认同义父不该乱杀无辜，然而却也央求二伯俞莲舟，希望他能阻止其他人在找到

义父后不要杀害义父，原因是“义父眼睛瞎了，打他们不过”。（金庸，2001：326）

而俞莲舟却只能答应无忌自己不杀害谢逊便是，其他人他却无法阻止。年幼的无忌

想起眼睛双盲的义父一个人孤零零在岛上已经十分可怜，还要被一群人报复，而自

己却无能为力，于是呆呆出神之后竟垂下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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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俞莲舟带着张翠山一家前往拜见师尊张三丰的途中，无忌被人掳走，一行人

不知对方来历只得加快脚步上山询问师傅。后来，在张三丰百岁寿宴那天，却发生

了张翠山夫妇双双自刎的惨事。而被掳走的无忌也在张三丰的帮助下脱困。原来无

忌之前被掳走全是因为有人想探知谢逊的下落，然而无忌宁死也不说，甚至中了玄

冥二老的“玄冥神掌”也强忍痛苦。“玄冥神掌” 是一种极寒的武功，中掌者身

现绿色五指掌印，触手冰冷，犹如摸到一块寒冰一般，受处中心宛似炭炙火烧，四

周却是寒冷彻骨，发作时痛苦难当，性命难保。当时年幼的无忌，为了保全义父不

被人伤害竟独自忍下这巨大的痛苦，而在父母过世之后，谢逊也成了无忌唯一的亲

人，两者的牵绊更加深刻。 

    在无忌在蝶谷医仙胡青牛家中解玄冥之毒与学医时，金花婆婆也曾试过用武力

逼迫无忌透露谢逊的下落，但是无忌却只字不提，当时金花婆婆已将他双手握得骨

节格格作响，痛得几欲晕去。金花婆婆甚至承诺只要无忌透露谢逊的下落，便帮其

把体内寒毒治好。日夜受寒毒折磨多年的无忌，在金花婆婆的威迫利诱之下仍不愿

屈服，此时在无忌心中，谢逊是他最亲与最爱之人，他宁愿死也不愿义父受到伤害。

出谷之后，又被朱长龄和自己爱慕的朱九真欺骗而道出谢逊的下落。为了得到谢逊

与屠龙刀的下落，朱长龄假说张翠山是其恩公，甚至要为张翠山夫妇报仇，其后更

骗无忌说谢逊已被带来自己的庄内，甚至烧掉庄内的数百间房来保护谢逊。张无忌

一向与义父感情至深，在朱家“用心良苦”之下，竟将义父的下落全盘托出，甚至

打算带着朱长龄一起到冰火岛去找义父。所幸的是无忌无意中识破了朱长龄的奸计，

才没有连累义父。在无忌心中，自回归中土以来，经历了许多人心险恶，所以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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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再见义父一面、能在最爱的义父怀中死去，那一生便了无遗憾了。 

 

第三节 怒火中烧光明顶 

 

        当日在明教总舵光明顶上，张无忌意外得知杀害义父一家老小的凶手成昆已

改名为圆真，心中不免一惊。冰火岛上那晚义父对他说的事顿时历历在目地浮现。

无忌心想义父之所以狂性发作、滥杀无辜，各帮各派所以齐上武当，逼死其爹娘，

推究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皆因成昆所致。随后，成昆更在光明顶上亲口承认其如何

设计陷害谢逊，甚至利用谢逊，只为了使明教分崩离析。成昆“知徒莫若师”，对

谢逊性格上的弱点，知道得十分清楚，知道一旦他遭受了惨重的打击必定会发疯，

甚至把整个武林闹得天翻地覆。（倪匡，1997：149）无忌只听成昆道：“我忽然假

装醉酒，意欲逼奸我徒儿谢逊的妻子，乘机便杀了他父母妻儿全家。我知这么一来，他恨

我入骨，必定找我报仇。倘若找不到，更会不顾一切胡作非为。哈哈……”（金庸，2001：

766） 

        无忌听到这里，已经怒气难抑。当听见成昆洋洋得意地说着如何利用义父杀

害了许多江湖人士，甚至欺骗空见大师为其送上性命，最后把错全推到义父身上时，

心中怒火狂烧，再也忍耐不住。在无忌心中，自己至今所受的欺凌屈辱，都能淡然

处之，然而想起义父如此铁铮铮的一条汉子，竟被成昆用计害得家破人亡、身败名

裂，甚至瞎了眼孤零零在荒岛上等死，这等血海深仇，岂能作罢？当下就怒骂：

“成昆，你这大恶贼，留下命来！”。（金庸，2001：770）无忌天性善良随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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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为了一件事情如此气愤，更遑论取人性命，此刻的反应可见义父在其心中的地

位。 

在追赶逃走的成昆之时，张无忌误入了光明顶的密室，并找到了一封已过世的

明教教主阳顶天的遗书。当无忌看见阳顶天在信中对谢逊的赏识与将任谢逊为副教

主时，无忌深感欢喜却又不仅伤感，最后甚至出神半响。个人认为，无忌之所以欢

喜是因为有人懂得赏识义父，同时也证明了义父的能力与人品。伤感则是想起义父

现在正孤零零地在孤岛上等死。出神半响则是若义父没有遭受成昆陷害便不会导致

现在这个局面，义父也不用承受那么多痛苦；反之还可能已经成为了明教的教主，

一家老小过着快乐的日子。 

后来，六大门派——少林、武当、峨眉、昆仑、崆峒、华山六大派齐上光明顶

企图剿灭明教。而张无忌自从与明教人士有了接触与了解后，发现他们并非人们口

中的奸诈之徒，明教宗旨其实是立意良善的，加上义父与母亲是明教之人，故在关

键时刻便出手相助。后来听见少林寺圆音不断侮辱先父张翠山，无忌再也按奈不住

心中的怒火强势发功。就在圆音即将命丧黄泉之际，张无忌忽然念头一转，心道若

是打死了六大门派中的其中一人那便会成为六派共同的敌人，不仅上了成昆的当，

更甭说为父母与义父报仇雪耻了。为了过世的父母，为了报义父被成昆陷害和利用

的仇，无忌下定决心不论六派人士如何侮辱他，甚至打他伤他，都必须忍耐到底。

由此可见，在无忌心中，义父对他恩重如山，为了义父即使身受痛苦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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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缘续：谢逊与张无忌团聚 

 

第一节 万里迢迢寻义父 

 

当日在光明顶，无忌协助明教对抗六大派，最终使得事件暂时平息，明教也得

以继续发展。随后，众教徒拥立无忌为明教第三十四代教主。自无忌当上教主以后，

便设法从冰火岛接义父回来。无忌之所以会选择这个时机带义父回来，是因为此时

武林群豪都专注于同心抗元，私人的仇怨等已经慢慢化解了，加上义父身边有自己

陪着，谅旁人也不敢对义父动手。由此可见，对于关乎义父安危的事情，无忌绝不

会随便行事，定是在能够确保义父安全的情况下才将义父从岛上接回。后来，张无

忌以为金花婆婆找到了义父，便与赵敏、小昭尾随金花婆婆来到了灵蛇岛。 

当无忌在灵蛇岛见到义父的时候，谢逊正与丐帮众人大打出手。无忌瞧见义父

“满脸皱纹，头发已然白多黑少，比之当日分手之时已苍老了甚多，想是这十多年来独处

荒岛，日子过得甚是艰辛，心下不由得甚是难过”。（金庸，2001：1144）这是与谢逊

分别十多年以来，无忌第一次看见义父的场景。在无忌心中，义父健壮的模样如今

已经变得憔悴、苍老许多。于是心中感到十分难过，这就如同我们看着一天天变老

的父母时，心中那种难过与隐隐作痛一样。而无忌的难过却又比我们更深，毕竟他

与义父已分离了整整十几年！而无忌更是在未与谢逊相认的情况下与其共同对抗敌

人，并且多次不顾自身安危为义父挺身而出，爱父之心溢于言行。 

就在金花婆婆与谢逊交谈期间，只听谢逊道：“你这次回去中原，可探听到了我那

无忌孩儿甚么讯息？”（金庸，2001：1147）原来，金花婆婆到了冰火岛后把张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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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自刎之事，以及无忌被玄冥神掌伤和受人欺负等事都告诉了谢逊，谢逊才会不

顾自身安危万里迢迢地回到中原。由此可知，谢逊对无忌的爱令人感动，普通人单

是从万里外的荒岛回到中土已是十分难做到，更何况谢逊双目已瞎，且仇家遍地，

然而他却为了自己的无忌孩儿不顾凶险地回到了中原。而无忌也因为对义父的思念，

不远万里冒着生命危险想回到冰火岛去接义父回来。冰火岛是北海的一座无人荒岛，

茫茫大洋之中要寻到已是十分困难，平安返航更是机会渺茫，但是这都不阻碍张无

忌动身去寻找义父的孝心，两父子的情感甚是难能可贵！此外，谢逊也向金花婆婆

透露只要能再见无忌孩儿一面，他即使被仇家残忍地杀害也死而无憾了，如此舍己

念子之举，充分流露出浓厚的父爱。（刘玉华，2007：73） 

当谢逊听到殷离说无忌早在六年前便在西域坠落山谷而死时，谢逊顿时“仰天大

啸，两颊旁泪珠滚滚”。（金庸，2001：1167）这是一个人在极其悲痛时才会有的反

应，谢逊对无忌的爱全变为悲痛，到了极点。就在无忌想与谢逊相认之时，三个自

称波斯的明教总督代表竟与谢逊交起手来，眼看谢逊与金花婆婆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无忌为了保护义父竟不顾生命之危，即使身受伤害也极力勉强支撑。那时，谢逊还

不知道这个一直暗中保护自己的少侠便是自己的无忌孩儿，只道这少侠侠肝义胆，

于是便把屠龙刀借予他御敌。 

在摆脱了波斯三使之后，无忌终于忍不住在赵敏事先准备好的船中与义父相认，

只见无忌伏地便拜，哭道；“义父，孩儿无忌不孝，没能早日前来相接，累义父受尽辛

苦。”（金庸，2001：1188）也许是幸福来得太突然，谢逊一时竟无法相信。无忌

为了使义父相信，竟将谢逊于冰火岛所授予他的武功要诀滔滔不绝地背了出来。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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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惊喜交加，如置身于梦中一般，只听他不断地重复着“老天爷开眼！老天爷开眼！”

（金庸，2001：1188）读过《倚天屠龙记》的读者都知道谢逊自遭遇惨绝人寰的悲

剧之后，对老天只有骂没有赞。谢逊狂怒之时，大骂的不只是杀害他全家老小的成

昆，而是令到这些事发生的“贼老天”。（吴霭仪，1997：82）然而在他与无忌相

认之后，他竟开始感谢老天，甚至称呼“老天爷”，可见谢逊当时的心情是极欣喜

与感恩的，感恩老天能让他重见无忌孩儿，连带的往日那个“贼老天”竟也变得可

敬起来！ 

 

第二节 义父为先芷若后 

 

在与波斯三使纠缠之后，众人才得知小昭竟是往日黛绮丝也就是金花婆婆之女。

而波斯三使便是为了寻找之前背叛总舵的圣女黛绮丝而来，小昭为了替母亲赎罪与

大家的安危，便答应回到波斯明教总舵去当圣女教主。在海上告别小昭之后，无忌、

谢逊、赵敏、周芷若与殷离在海上连续漂浮数日。到了第三日，无忌眼见殷离身上

伤势严重，便提议到附近的岛上露宿一夜。哪知隔日起来却发现昨日乘坐的波斯小

船已经不见，心急之下叫道：“义父，您安好么？”。（金庸，2001：1248）在谢逊没

有回答的情况下，忙奔到谢逊睡卧之处，见他好端端地睡得正香才松了一口气。从

这里可见，在无忌心中，义父是最重要的，一有任何风吹草动便会马上想到义父的

安危。除了小船之外，赵敏亦不见踪影，而义父、殷离与周芷若则中了“十香软筋

散”的毒。张无忌因碍于男女授受不亲而不敢为周芷若驱走体内的毒素，谢逊便趁

此机会不断撮合两人成婚。在谢逊心中，周芷若相较起赵敏是更适合无忌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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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赵敏是蒙古人郡主，芷若却是汉人，甚至是峨嵋派的掌门人。此外，谢逊明白

无忌的性格颇为优柔寡断，对感情也较拖泥带水。（王雅萌，2009：150）为了无

忌的未来，谢逊便站在父亲的立场为无忌选择了一个最适合他的女子。随后，两人

就在谢逊的见证之下订下了婚姻，待回到中土之后再完婚。 

在无忌与芷若定下婚约之后，仍可见在无忌心中还是重视义父多于芷若的。除

了无忌每每遇见问题或者是疑惑时，都会想询问义父的意见；而在遇到危害时，也

会先关心义父的安危，此皆可见义父在其心中的重要性。从小岛回到中原时，张无

忌发现义父与芷若在客栈中被人掳走。当时无忌首先关心的依然是其最敬爱的义父，

每每发现疑似两人踪迹时也只问道：“义父，义父，您老人家在这儿吗？”（金庸，

2001：1338）直到后来他在丐帮总舵找到芷若时的第一句话并不是关心芷若，而是

问：“义父呢？”。（金庸，2001：1343）随后更是三番五次无视芷若的话， 

周芷若颤声道：“我……”张无忌问道：“他老人家可好吗？”周芷若道：“我给他们点中了穴

道……”张无忌只是关心谢逊，又问：“义父呢？”周芷若道：“不知道啊……”（金庸，2001：

1343） 

就一般情况而言，对于未婚妻芷若之安危无忌应表示关心才是，然而无忌却没有在

找到芷若时表达过一句关心的话。显而易见，未婚妻周芷若的份量在张无忌的心中

仍不及义父，而通过无忌多次忽略芷若的话而不断重复：“义父呢？”亦可见其对

义父的重视高于芷若许多。此外，无忌甚至为了义父而不断延后与周芷若的婚事，

让周芷若感到患得患失。 

后来，由于周芷若一直对无忌与赵敏私下见面耿耿于怀，甚至一度欲以白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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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尽。而婚姻向来不是两人之间的事那么简单，而是两个家族之间的事。当时明教、

武当派与峨嵋派都希望无忌与周芷若结为夫妻，免得无忌与赵敏夜长梦多。（潘国

森，1995：22）无忌担心芷若再度寻死，又得顺应大局，于是答应芷若在未找到义

父之前提早完婚。明教教主与峨嵋派掌门之婚事在江湖中很快便传了开来，而明教

更上上下下都围绕在喜气之中。婚日那天，正当赞礼生大喊“拜天！”之时，赵敏

却突然出现，打断了这场婚事。原来赵敏拿了谢逊的一撮头发给无忌看，要无忌停

止拜堂去救义父。无忌为了义父的安危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放弃与芷若成婚，只说了

句：“义父于我恩重如山，芷若，芷若，盼你体谅。”（金庸，2001：1395）后便随赵敏

离去。 

张无忌虽然性情随和，但对于大节却是极其执着。（戈革，2008：110）然而，

其选择在大婚之日悔婚，对一个女子来说是极大的羞辱，更何况周芷若是堂堂的峨

嵋派掌门人。张无忌这一走了之便成了江湖上的不义之人，但是自身的名声与义父

的性命相较，想必后者才是无忌最在意的。在无忌心中，谢逊的地位崇高至极，即

使对不起芷若，成了不义之人，甚至与武林为敌，无忌对谢逊的爱也是一往不顾的。 

 

 

第三节 夭矫松间申父冤 

 

        后来，赵敏得知了谢逊在少林寺的消息，便与无忌快马加鞭地赶往少林寺。

在前往少林寺途中，两人在借宿的庙宇中得知原来谢逊被抓到了少林寺，而成昆化

名的圆真谋划了一场名义上为邀请各派武林人士同庆端午节，实质上则是为了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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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逊的“屠狮英雄会”。然而，成昆的野心不止于此，他要以金毛狮王谢逊和屠龙

刀为饵诱使武林豪杰自相残杀以从中得利。无忌心中甚是担心义父，又明白义父仇

家甚多，在端午节前恐怕有人危害其性命，当下更加紧脚步赶往营救。 

为了营救义父，无忌甚至假扮农人在少林寺帮忙干活，不断打听义父的消息。

皇天不负有心人，在第九天时终于让他得知义父原来被困在寺外北方百丈之外的山

峰上。山峰上有三棵松树，每棵松树中坐着一位高僧，而谢逊关在三松之间的地牢

下。无忌本打算向三位高僧诉说义父误杀空见大师的前因后果以帮义父申冤，然而

渡厄、渡难、渡劫三位高僧却因为往日与明教的恩怨而齐齐出手，其武功之高强乃

无忌平生所未见。无忌为了舍己救父，甚至不惜将往日恩怨都往自己身上担，只听

他朗声道：“三位老禅师既如此说，晚辈无可逃责，一切罪愆，便由晚辈一人承当便是。

但我义父伤及空见神僧，内中实有无数苦衷，还请三位老禅师恕过。”（金庸，2001：

1463）三对一无忌本已处于下风，再加上对手是少林寺隐世高僧，渐渐不支的无忌

本想先行撤退，待他日再与外公殷天正、杨左使等人来营救义父。然而，三位高僧

心意相通，三条黑索所组成的圈子如铜墙铁壁般，使得无忌无法脱身。 

突然，无忌肩头被渡劫五指所伤，痛入骨髓，心道：“我死不足惜，义父的冤屈

却须申雪。义父一生高傲，既是落入人手，决不肯以一言半语为自己辩解。”（金庸，

2001：1465）为了义父，无忌可以忽视自己的性命，然而义父所受冤屈却势必要说。

当下他便一边与三位高僧过招，一边忙着为义父申诉，将成昆如何用计陷害明教，

如何与杨夫人幽会而激死阳教主，如何假醉杀害谢逊全家，逼疯谢逊乱杀武林人士，

如何拜空见大师为师并诱使空见身受谢逊一十三拳，最后使空见饮恨而终等事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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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说。当时无忌心中明白得很，自己想逃走已是难如登天，更别说救出义父了。然

而，无忌认为无法保命乃是其次，义父的冤屈无法水落石出才是大事，故他才会在

生死之际竭尽全力将真相一一道出。 

 

第四节 《云拨雾开见月明》 

 

当无忌详细说出谢逊的冤屈后，三位高僧听得有理进攻也逐渐减缓，随后杀出

了八位青海派高手，无忌便乘乱用乾坤大挪移移开大石要带义父逃离，然而谢逊却

拒绝甚至叫无忌赶快离去。无忌担心谢逊是被人点了穴，索性跳入地牢，竟发现地

牢中一半是雨水，义父的身子有一半浸在水里。无忌心疼义父，抱着义父在其手脚

上穴道上仔细检查有无束缚，随后便将义父抱出地牢。然而谢逊却毅然不走，无忌

心下着急得快要哭了出来，只道：“义父，你……何苦如此？”（金庸，2001：1471）

原来谢逊日夜听三位高僧诵经念佛，竟有所顿悟，是以不愿离去。无奈之下，无忌

只好被迫离去。在无忌离去之前，谢逊叮咛他：“好孩子，盼你事事逢凶化吉，不负你

爹娘和我的期望。你当学你爹爹，不可学你义父。”（金庸，2001：1473）作为一个父

亲，谢逊只希望无忌孩儿能够事事平安，别学自己被仇恨蒙蔽而犯下种种罪孽，反

而应该学习父亲张翠山做个君子。而无忌看着黑暗中谢逊低头忏悔的身影，心中悲

伤不已，泪水几乎夺眶而出。其实在无忌心中，义父与父亲一样，都是值得他学习

的好榜样，都是他敬爱的父亲。 

不久，无忌便带着殷天正、杨逍等人来再次领教三位高僧的“金刚伏魔圈”，

然而谢逊不愿无忌等人为他受伤，便以自绝经脉逼迫无忌离去。无忌知道义父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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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在离去之前，无忌道：“然而自当再来领教。谢法王是在下义父，恩同亲生。”

（金庸，2001：1491），一句话便带出谢逊在无忌心中的地位。随后甚至不惜向在

屠狮大会取得了武林盟主头衔的周芷若下跪磕头，希望芷若能协助他一同破解“金

刚伏魔圈”来解救义父。 

然而到了最后，不论无忌如何哀求，谢逊都不肯随无忌离去。谢逊已经忏悔与

改过自新，在各派武林中人面前，揭发了成昆的所作所为，同时也懊悔自己的过错。

受佛法熏陶的谢逊，仅废去成昆双眼与武功，随后自废武功，以此相报家仇与斩断

师徒之情。（谢哲焕，2016：159）谢逊回首一生之罪孽，遂甘愿接受那些受害者

亲友的报复。随后有人往他身上吐唾液、扇耳光、打他、踢他，他都始终低头忍受，

既不退避，更不恶语相报。这样的虔诚悔过，不禁让那些怨恨他的人开始对其心生

崇敬， 而且也令不少江湖豪杰开始反思自己的罪孽。（岳炜，2015：55）然而

“士可杀不可辱”，无忌看见义父受尽屈辱却始终直立不动，心中痛如刀割，偏偏

义父却要他不能插手，因此无忌只能强忍着悲伤。 

无忌知道义父心意已决，于是走到谢逊身边，只叫了声“义父”顿时泪如雨下。

谢逊却道：“痴孩子！你义父承三位高僧点化，大彻大悟，毕生罪业一一化解，你该当代

我欢喜才是，有甚么可难过的？我废去武功有何可惜，难道将来再用以为非作歹么？”无

忌知道此事已成定局，但心下一痛，又叫了声：“义父！”（金庸，2001：1594）无

忌明白，义父剃发为僧之后便遁入空门，不再理世间牵挂，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可以

这么叫义父了，而义父的恩情自己却无以回报，所以无助、不舍与悲痛之下，只能

一声声地叫着“义父！”。随后，谢逊便剃度为僧，最终成为一代高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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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谢逊选择出家为僧是属于他最好的结局，亦是真正的“人性復归”。

（陈墨，2015：168）对于谢逊知错能改，其实无忌心中也是为义父感到开心的，

然而看见义父为了赎罪而遭人侮辱，自废武功甚至决心遁入空门时，心中却不能自

己的感到心如刀割。作为孩子，无忌最后尊重了义父的决定，然而在谢逊遁入空门

之前，无忌所叫的句句“义父！”真情流露，悲痛万分，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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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语 

 

    撰写论文之时，时常不自觉被谢逊与张无忌的感情所感动，一种不是刻意所为，

而是真心真意付出的情感所感动。看见谢逊不求回报地为无忌付出，让我不期然想

起了自己的父母。为人父母的，总是不求回报地付出，就算自己会不舍与难过，还

是毫无保留地为孩子奉献与牺牲。然而，并非天下所有的父母都能为孩子如此牺牲，

更何况谢逊与无忌并无一丁点的血缘关系。两者的相遇全然是因为今生的缘分，两

个毫无血缘关系之人竟无私的为对方付出。谢逊既担心血债累累与双眼已盲的自己

会连累无忌一家，而且为了能让无忌回到中土享受人世间的欢乐，能够娶妻生子过

上幸福的生活，而不是在一座荒岛上平淡地过完一生，因此，他强忍着心中的不舍，

耗费心力，用了数年找寻让无忌孩儿回去的最佳时机，而自己却选择独留孤岛等待

死亡的来临。 

    相较于谢逊与无忌，我们幸福得多，交通与通讯科技的发达让我们不论在何时

何地都能和父母联系。反之，谢逊与无忌却是相隔万里，要见上一面甚至还得冒着

生命的危险。从谢逊而论, 他原本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与人生，却被敬爱的师傅成

昆所毁，在世上也只得无忌一个亲人，加上双眼已盲，独留孤岛不仅孤单寂寞，简

直悲惨可怜。然而，谢逊为了无忌却选择独自忍受一切，把他认为最好的东西都给

予无忌，痛苦由他一人承受。在往后的日子里，两人甚至不顾生命安危地在茫茫大

海上找寻彼此的身影。谢逊不顾眼盲与仇家遍地，赌上性命地从万里外的冰火岛匆

匆赶来；无忌亦为了解救义父而不顾自身生命，背弃与芷若的约定，甚至一人担起

所有的责任。两者都是无私地爱着彼此、关心着彼此，有无血缘关系根本不足挂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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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相较于张翠山对无忌的爱，谢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无忌出生那一刻

起，一直到殷素素提议必须让无忌回归中土之际，谢逊表现出来的态度比起张翠山

更加积极与投入。反观许多亲生父子的感情却不如谢逊与无忌来得真挚，有的甚至

如同仇人一般，让人不禁唏嘘。因此，令人深思的是为何谢逊与无忌的情感能够那

么深刻呢？原来谢逊与无忌彼此的爱之所以令人感动，纯粹是因为那一份爱是纯洁

剔透，不渗杂任何条件，也不求一丝回报，这一切仅仅是两人心中的真情流露而已。 

    金庸先生的叙述技巧炉火纯青，在细究看谢逊与无忌父子之情时，时常会忘了

是在阅读一部小说，只觉得两者表现的情感极为真挚与感人，既适当妥帖，又无夸

张之感。通过这次的研究，不仅让我对于谢逊与张无忌的感情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同时也体会到了一种超越血缘、生死，十分难能可贵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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