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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中洪七公形象研究

学生姓名：闫洪诚

指导老师：陈明彪博士

院校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金庸武侠小说的美妙之处在于其中的人物都刻画的很丰满，无论是主角与否，

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特点。在《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中洪七公形象非常

鲜明，有贪吃这样的小缺点，更有忠义报国这样的优点，这样的刻画使得他的形

象非常真切饱满。

洪七公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吃，曾经因为贪吃误事，自己一发狠砍掉了自己的

一根手指。洪七公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就与吃有关系，人未到声先至，找黄蓉要叫

花鸡吃，还让黄蓉把鸡屁股给他留下。他还跑到临安大宋皇宫去偷吃，自己身受

重伤之时不想报仇雪恨，说自己的临终遗愿是想再吃一碗皇宫御厨的“鸳鸯五珍

烩”。因为爱吃黄蓉的小菜，把自己的绝招降龙十八掌都传给了郭靖。他遇到杨

过，请杨过吃蜈蚣，看见杨过吃的开心，便觉得他是知己。贪吃这个小缺点，对

于洪七公的形象刻画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除了贪吃就没有其他的缺点，如果在

小说中将人物刻画的毫无缺点，那么很容易失真，让人们感觉刻画出的人物不像

一个真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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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洪七公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教出了郭靖和黄蓉这两个好徒弟，郭靖是一

个比较愚笨的人，但到了洪七公手里一个月武功便突飞猛进，其原因还是教学方

法不同，洪七公能够以郭靖为本位出发，教郭靖适合他的武功。江南七怪以自己

为出发点，填鸭式的教学，让自己和郭靖都很痛苦。洪七公更是以身作则，以自

己的行为让郭靖黄蓉明白什么是大侠士。洪七公疼爱徒弟，孤身前往桃花岛为郭

靖提亲，他还对郭靖黄蓉的民族主义形成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针对《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里的洪七公形象进行研究。论文

第一章为绪论，说明本文的研究动机及目的、研究范围与方法、前人研究述评，

以及论文的框架。第二章是“洪七公的身世形象与美食追求”，笔者将会介绍洪

七公的外在形象以及他对美食的追求。第三章是“良师的促成和影响”，讲述洪

七公对他的徒弟的教育及所产生的的影响。最后，笔者将在第四章结语部分为论

文做一个总结。

【关键词】洪七公、侠义精神、美食追求、因材施教、以身作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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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金庸原名查良镛，当代中国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在创作小说时善于“求

真”兼写人，其事虽奇而其人却真或其事虽真其人却假，将历史中真实的人物和

事件与小说中的塑造的人物或事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并且浑然一体。

金庸的武侠小说大多有明确的年代及其历史背景，加之将真实的历史人物揉

杂进小说里，极大的增添了小说的真实感。例如，《射雕英雄传》的背景为南宋

末年，其中出现了全真七子、成吉思汗，《神雕侠侣》以南宋末年，蒙古大军围

攻襄阳城为背景，其中出现有忽必烈、耶律楚才，《倚天屠龙记》以元末为背景，

其中出现了张三丰、武当七侠、朱元璋，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出现，将作者虚

构出的人物和情节映衬的更加真实可信。

金庸的武侠小说同样善于写人，人物的刻画往往是小说中更为深刻的地方，

金庸笔下的人物人情、人性、人生都各有不同，甚至有些相差极大，这也造就了

小说里的人物无论是主角与否个个都有血有肉、性格鲜明。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侠义总是金庸武侠小说的核心思想，侠义这两个字正是金庸为笔下主角人物

的真实写照。不过人们一想到这两个字，脑海里脱颖而出是义守襄阳城的大侠郭

靖与他的妻子黄蓉，而忽略了郭靖和黄蓉最重要的老师洪七公。洪七公不仅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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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最厉害的武艺降龙十八掌传授给郭靖，把打狗棍法及丐帮帮主之位传授给黄蓉，

更是教会了郭靖和黄蓉许多做人的道理，让他们最终成长为一代大侠。

《射雕英雄传》及《神雕侠侣》中洪七公的形象刻画的极为丰满，同时里面

又夹杂着大量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洪七公作为天下第一大帮丐帮的帮主，在天

下五绝之中号称‘北丐’，名声远扬四海。但是他并不沉浸于名声地位，他常年

云游行踪不定，逍遥、洒脱、快乐的在世间游来游去。七公在云游途中也经常行

侠义之事，见到不平之事，也常扶危济困，铲恶除奸。华山论剑，也会有争夺天

下第一的好胜心。而他在金庸先生的笔下刻画出了一个，爱吃、嗜吃、疼爱自己

徒弟、因材施教、以身作则、为国为民的可爱又高尚的形象。

洪七公绝对是金庸刻画的极其成功的人物之一，他武功高强而又和蔼可亲，

身为丐帮帮主却又似闲云野鹤一般逍遥快活。不过学界对于洪七公的研究甚少，

大多是对郭靖黄蓉这样主角的分析，或者是对《射雕英雄传》或《神雕侠侣》整

本小说的分析。而对洪七公这样并非主角，但是对情节起着重要推动作用的人物

研究甚少，于是笔者决定对洪七公的形象展开研究。

第二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射雕英雄传》一书最早于 1957 年在《香港商报》上开始连载，为“射雕

三部曲”的第一部。《射雕英雄传》前后共有三个版本：连载版（旧版）、修订

版（新版）、世纪修订版（新修版）。

本文所主要论述为《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的洪七公形象，在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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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之中，由于旧版连载期间，金庸先生在电影公司任编剧和导演，琐事繁多，

加之于报上连载，一写两三年，往往写了后面，忘了前面，情节安排中就会出现

不合理之处。在《神雕侠侣》中洪七公出现的次数较少，在旧版和新修版中关于

洪七公的变动于本文研究有所影响的，只有在关于吃的方面《神雕侠侣》第十节

<少年英侠>中洪七公请杨过吃蜈蚣，杨过敢于尝试。洪七公见杨过吃的很香甜，

心里很开心，便觉得杨过是知己。
1
而在旧版金庸并没有写洪七公认为杨过是知

己。而在《射雕英雄传》的新版和新修版中，对洪七公的描写的变动多些，例如：

第十二回<亢龙有悔>中，洪七公要郭靖将梁子翁打一顿，郭靖反而为他们求

情，修订版中洪七公骂郭靖“没出息”，郭靖无言以对。而世纪新修版中增加了

一句：“洪七公转念笑道：好，好，好！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正是亢龙有悔的根

本道理！”
2

同，在第十二回<亢龙有悔>中，黄蓉想用自己做的小菜挽留洪七公，在流行

版中洪七公说只要有一道菜吃了两次，他拍拍屁股就走。之后新修版又增加了一

句：“......而且烧的小菜，定需是你至高无上的拿手绝招，那么将来就算有些

混蛋抓了你去，吃到的菜肴也胜不了老叫化吃过的，那倒不妨。”
3
增加了这一

小段文字，不仅使文章更加有趣，同时也描绘七公平易近人的形象，更加凸显了

洪七公嗜吃如命的特点。

又，在第射雕三十九回<是非善恶>中洪七公声称自己一生从未妄杀好人，修

订版中洪七公说他杀过二百三十人，这二百三十人都是恶人，这些人都是贪官污

1
金庸，《神雕侠侣》，（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页 344。

2
金庸，《射雕英雄传》，（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页 413。

3
金庸，《射雕英雄传》，页 41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7%E5%9F%8E%E9%9B%BB%E5%BD%B1%E5%85%AC%E5%8F%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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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土豪劣绅，大奸大恶、负义薄幸之徒。世纪新修版中又增加了：“......

我们丐帮查得清清楚楚，证据确实，一人查过，二人再查，绝无冤枉，老叫化这

才杀他。”
4
这两点的改动一方面更凸显了洪七公侠义的形象，另一方面又表现

出七公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宽容、良善的形象。

通过比较研究，笔者认为新修版之中的洪七公形象更加饱满更加立体、更能

凸显洪七公爱吃以及侠义的性格，所以选择新修版的《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

侣》来研究洪七公的形象。

研究方法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确定以洪七公为研究题目后，搜集相关文献

和资料，细致的解读以及分析文献，并对文献进行整理概括，归纳文献中有关研

究主题的内容，从而正确且全面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的问题。所研究的文献主要

为《射雕英雄传》及陈墨所著的《陈墨评金庸系列》，以及一些研究“金庸”的

学位论文及期刊论文。笔者将会吸纳各家之所长，对洪七公进行深度分析。

本研究主要的参考书籍是陈墨的《陈墨评金庸系列》，陈墨在《人论金庸》

和《文化金庸》中谈到洪七公的贪吃和好吃，有了这一特点更使得洪七公的形象

活泼可爱了起来。书中还谈到了洪七公善为老师，能因材施教，传授郭靖和黄蓉

适合他们性格的武功。笔者也将从吃和教这两点出发，加以探讨洪七公的形象。

4
金庸，《射雕英雄传》，页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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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前人研究述评

学界对于金庸的研究很多，不过大多都是对金庸小说整体的研究，例如陈岸

峰的<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义”>
5
，朱昕珠的<金庸武侠与儒家文化精神>

6
等，

这类作品大多都是以一个较为整体的视角去看待分析金庸的武侠小说。这类文章

更多描写金庸武侠小说中的精神内核，缺少了对人物的分析描写。而第二种研究

是对小说中主人翁的分析，例如，周元鹤的<《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形象>
7
及刘

鹏<探析《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形象>
8
等，这类文章主要是分析主人公的言行举

止，以及对他们道德品质的推崇。

对洪七公单一人物的研究，学界较少，但还是能找到对洪七公形象及性格特

点的分析。笔者查阅了研究金庸及其著作的网站和书籍。其中网站金庸茶馆中有

对洪七公的探讨十篇，其中包括形象、爱好、以及身世之谜。
9
在研究金庸的书

中，大多只有对洪七公某一特点或单一形象的研究，例如在《六神磊磊评金庸》

中的<五绝的深味>认为，大侠洪七公代表一个“责任”和“担当”的一面。
10
在

倪匡的《四看金庸小说》中就喜爱美食、宽厚侠义这两方面对洪七公做出了分析

评价。而能找到对洪七公研究最多的书籍应为陈墨的《陈墨评金庸系列》其中的

《人论金庸》中有谈论到洪七公贪吃及能因材施教这两个特点，陈墨认为，夸张

5
陈岸峰，<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义”>，《南方学坛》2020 年第 4 期，页 43。

6
朱昕珠，<金庸武侠与儒家文化精神>，《文化纵横》，页 28。

7
周元鹤，<《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形象>，《文化学刊》，2018 年第 1期，页 65。

8
刘鹏，<探析《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形象>，《文学评论》，页 61。

9
<洪七公>，金庸茶馆，2022 年 12 月 7 日，http://www.jycg.net/tag/hongqigong。

10
六神磊磊，《六神磊磊读金庸》，（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页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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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说，洪七公若无贪吃这一缺点，这一人物形象恐怕就因过于完美无缺而失真。

11
而因材施教则表现在洪七公配合郭靖和黄蓉的性格传授了降龙十八掌和逍遥游

掌法两种武功。这里陈墨点评道：“在这样的名师门下，郭靖、黄蓉的武功突飞

猛进、一日千里，那应该是丝毫也不奇怪的。”
12

第四节 论文架构

本文探讨《射雕英雄传》中的洪七公形象。本论文将把整体内容分为四章来

处理。第一章为绪论，分为四节。第一节为本论文的研究动机与目的，因为洪七

公对情节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以及对洪七公的研究较少，所以本文决定对洪七公

的形象展开研究，第二节是研究范围和方法，将版本确定为世纪新修版研究方法

为文献分析法，第三节为前人研究评述，介绍前人对洪七公研究的贡献，而第四

节则是论文架构。

第二章为洪七公的身世形象与美食追求，在金庸茶馆中有人分析洪七公可能

是北宋皇室后裔。在射雕英雄传中第二十二回《骑鲨遨游》中可找到一些细节。

文中洪七公讲到我他爷爷、他爹爹、他自己幼年的时候都在金人手下做过奴隶。

13
《射雕英雄传》的背景设定在以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 年）开始，这时的洪七

公大约三十岁左右，在向上两代人大约就是靖康之难的时间，所以洪七公可能是

11
陈墨，《人论金庸》，（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页 183。

12
陈墨，《人论金庸》，页 314。

13
金庸，《射雕英雄传》，页 73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B%E5%AE%81%E5%AE%97/1242434?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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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金人掳过去的皇室后裔后又逃回南方的。而在形象方面将主要分析洪七公的外

在形象。将主要书写洪七公身上爱吃的特点。笔者认为洪七公绝对是金庸先生笔

下所描写的最精彩的人物之一，洪七公身上具有强烈的反差感，而最强烈的反差

体现在洪七公的爱吃、懂吃与他丐帮帮主的身份，所以本章将主要描写洪七公的

美食追求。

第三章为良师的促成和影响，在《射雕英雄传》中洪七公是一位极为出色的

师傅，本章将展现洪七公作为一位高明的师傅所具有的特点。第一节，他能因材

施教教授给郭靖和黄蓉不同的功法，让他们的武功突飞猛进。第二节，洪七公以

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告诉郭靖和黄蓉，什么是大侠士。第三节，洪七公对徒儿

的疼爱，主动要为郭靖和黄蓉做媒，还去桃花岛上帮郭靖提亲。第四节，洪七公

率领丐帮抗金的行为，对郭靖和黄蓉的民族主义形成产生了促进作业。

第四章为结语，将总结前文通过分析与探讨得出的洪七公形象，为这份论文

做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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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洪七公的身世形象与美食追求

研究一个人物当先从身世入手，关于洪七公的身世小说中有提到，洪七公加

入丐帮之前，曾被金人抓获，在金人手下为奴。笔者认为，小说中洪七公登场时

大约有五六十岁了，而七公的前半生小说中所写甚少，这就引起了大量金庸迷对

其身世的猜测。因此本章第一节，将对洪七公的身世及形象进行分析；第二节，

将对洪七公的懂吃进行分析；第三节，笔者将介绍洪七公爱吃、嗜吃的特点。

第一节 洪七公的身世形象

研究一个人物当先从身世入手，关于洪七公的身世小说中有提到，洪七公加

入丐帮之前，曾被金人抓获，在金人手下为奴。笔者认为，小说中洪七公登场时

大约有五六十岁了，而七公的前半生小说中所写甚少，这就引起了大量金庸迷对

其身世的猜测。很多喜欢研究金庸小说的朋友，认为洪七公应该是北宋皇族的后

代，后来从金国逃出来，遇到了《天龙八部》里乔峰的拜把兄弟，丐帮帮主虚竹，

虚竹传授给洪七公逍遥游、降龙十八掌和打狗棒法，多数人认为洪七公和虚竹有

联系是因为这套逍遥游功夫，认为洪七公的逍遥游拳法乃源自虚竹的逍遥派。但

是从时间上考察，这中间跨度太大，因《天龙八部》里的乔峰是丐帮的第九代帮

主，到了洪七公是第十八代帮主，这中间大约间隔有一百二十余年，所以笔者不

认可这种说法。

在形象方面“这人一张长方脸，颏下微须，头发花白，粗手大脚，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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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东一块西一块的打满了补钉，却洗得干干净净，手里拿着一根绿竹杖，

莹碧如玉，背上负着个朱红漆的大葫芦，脸上一副馋涎欲滴的模样，神情

猴急，似乎若不将鸡屁股给他，就要伸手抢夺了。”14
这是金庸先生在小说

中对洪七公最早的描写。相由心生，我们通过作者对于洪七公的样貌描写，就能

了解到洪七公的性格，长方脸代表着内心正直，坚毅果敢的性格。下巴上有微微

的胡须，大脚粗手，说明洪七公是个行走江湖之人，而不是书生或者官员。身上

的衣服打满补丁，却洗得干干净净，再加上手里的绿竹杖，打满补丁却洗的干净

第一眼给人的印象是干净朴素，但在加上绿竹杖一起回味的时候，隐士高人的形

象跃然纸上。而身上背的酒葫芦证明他是一个喜爱美酒之人。

洪七公为丐帮帮主，凭借高超的武艺获得“北丐”这个称号。因他的右手只

有四个手指，缺了食指，所以也被称为“九指神丐”。七公为人虽然玩世但富有

正义感并且德高望重，和蔼可亲，有侠义精神，重民族大义，喜爱美食，疼爱徒

弟，同时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师傅，具有一切正派人物所应具有的优点，是人

人敬重的老英雄。本文接下来将逐一介绍洪七公的特点。

第二节 贫民里的美食家

陈墨先生说中国人对吃的方面有两个极端，一个是普通人见面打招呼总问

“你吃了没？”可见中国人对吃非常重视。这证明中国人经常饿肚子，而且饿怕

14 金庸，《射雕英雄传》，页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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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所以对吃极富有热情。另一极端是，上层人士的食不厌精，15中国各地不同

菜系饮食的发达，酒楼林立，足以证明中国饮食文化的发达与精致。而洪七公则

是这两个极端都占了。

洪七公的出场就与吃离不了关系，原文这样写道:“黄蓉正要将鸡撕开，身

后忽然有人说道：‘撕做三份，鸡屁股给我’。”
16
这里的鸡屁股笔者认为是金

庸先生对洪七公刻画的极为传神的地方。中国民间有句话叫“宁舍金山，不舍鸡

尖”，鸡尖就是鸡屁股。鸡尖并非是有多好，这句话里更多的是底层人民的无奈，

就像与羊杂汤、炒肝一样，鸡尖是一种底层人民的吃食，是贫苦人民获得脂肪来

源的一种渠道。小说中写洪七公爱吃鸡屁股，一是能暗合洪七公乞丐的形象；一

方面，谁能想到这个神情猴急，喜食鸡屁股的人竟是鼎鼎大名的北丐，作者欲扬

先抑，让洪七公的形象多了几分可爱，也更加的现实和饱满。

在论对吃的热情与食物的开发上，无人能及洪七公。在《神雕侠侣》中年事

已高的洪七公依然对吃保留有极大的热情，杨过在碰到洪七公时，他正在追赶川

边五丑，从岭南追到华山。七公对杨过说：“华山之阴，是天下极阴寒之所，所

产蜈蚣最为肥嫩，广东天时炎热，万物快生快长，猪肉太肥，青菜筋多，蜈蚣肉

就粗糙了。”
17
天下爱吃之人甚多，但能像洪七公这样勇敢的尝试那些常人无法

想象，也不敢尝试的食材，天下恐怕只此一人了。

洪七公吃过叫花鸡后，身份早已被黄蓉认出来是与她爹爹齐名的北丐，黄蓉

有心让洪七公教授郭靖功夫，便对七公说：“这叫花鸡也算不了什么，我还有几

15
陈墨，《文化金庸》，（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页 281。

16
金庸，《射雕英雄传》，页 395。

17
金庸，《神雕侠侣》，页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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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拿手小菜，要请您试试口味。咱们一起到前面的市镇去好不好？”
18
这里黄蓉

对洪七公说的是试试口味，笔者认为这里洪七公已被聪明伶俐的黄蓉认出来了，

黄蓉请洪七公试试口味，一是表达对洪七公的尊重，二是心里想考一考洪七公。

接下来，黄蓉为洪七公烹饪了两道菜肴，第一道菜炙牛肉条，每跟牛肉条都是由

小的四条肉拼成。洪七公尝出四条肉分别是羊羔坐臀、小猪耳朵、小牛腰子、还

有一条是獐腿肉加兔肉揉在一起。这道菜的名字是“玉笛谁家听落梅”。第二道

菜黄蓉是用荷叶、笋尖、樱桃、斑鸠、花瓣做的，这汤的名字叫“好逑汤”。作

者用了大量的笔墨来围绕这两道菜书写，不只是描写七公这个美食家对味道的把

控，也是黄蓉有心考一考七公。中国菜品的特点是：色、香、味、意、形。七公

准确的尝出了每道菜的用料，并能称赞黄蓉的菜品好看的紧，这是七公对于色、

香、味、形的掌控。而菜品的名字就是菜品所表达的含意，七公明显没能说出菜

品的名字，也就是没有了解到菜品所蕴藏的意涵，不过这一点也和洪七公的乞丐

身份相符。

小说中七公与郭靖黄蓉相处一个月有余，七公觉得不妥想要离开，黄蓉想要

挽留七公，遂向七公诉说自己与郭靖在江湖上的仇敌，说总有一天会死在别人家

手上。而洪七公微笑道：“死就死好了，谁不死呢？”
19
黄蓉出言相激言道，死

倒没关系，我怕被他们抓住，知道我跟你学过武艺，又曾经做菜给你吃，逼着我

把‘暗香浮动月黄昏’、‘江月何时出照人’，这两道洪七公没吃过的菜煮给他

们吃。黄蓉还还说：“那些都是你没品尝过的，岂不堕了你老人家的威名。”
20
威

18
金庸，《射雕英雄传》，页 396。

19
金庸，《射雕英雄传》页 418。

20
金庸，《射雕英雄传》页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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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这些东西七公是不在乎的，从郭靖向他磕头，他磕回去就可以看出来，洪七公

身上并没有儒家的繁文礼节，洪七公行事追求更多的是问心无愧以及随心所欲。

故黄蓉向他诉说自己的仇敌，说他们可能杀了自己，七公并不在乎，真正打动七

公的是那些他还没吃过的好菜，洪七公一是想吃到那些好菜，二是怕那些菜品被

不懂美食的粗人吃去，这就像牛嚼牡丹一样浪费了。笔者认为这是洪七公当时心

理所想的，而后方决定再留下半月属于顺坡下驴了。而且七公提的要求也是在吃

的方面。洪七公提的要求就是，在留下的这半个月中，不能有一道菜重复，有一

道菜重复，七公拍拍屁股就走。做的小菜也必须是黄蓉的拿手绝招，如果有坏人

将来把黄蓉抓走了，所吃的菜肴也不及洪七公所吃到的。说到最后还是回归到了

吃的方面，黄蓉凭借自己的把手好菜把洪七公留下了。不过笔者认为在洪七公认

知里吃应该是比生死更重要的，所以洪七公对美食的热爱已经超越了生死。

第三节 洪七公对吃的热情

洪七公在爱吃这方面，还有三点可以体现得到：一是洪七公的断指，二是去

临安大宋皇宫偷吃，三是洪七公传授给郭靖降龙十八掌和传授给黄蓉一身武艺。

洪七公初遇郭靖黄蓉时，黄蓉在厨房做饭，洪七公在外面等的抓耳挠腮，向郭靖

说，他就是这个馋嘴的臭脾气，一想到吃，什么都抛诸脑后了。洪七公伸出了缺

失了食指的右掌，向郭靖诉说，他有一次因为贪吃，误了一件大事，自己一狠心，

便把指头给砍了，但是砍得了指头，看不了贪吃。洪七公叹道：“指头是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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馋嘴的性儿却是砍不了。”
21
可见洪七公是知道自己馋嘴的毛病的，而洪七公发

狠把自己的指头砍了，笔者认为洪七公一是悔恨，因为自己的贪吃导致忠良被奸

人所害，二是为了警醒自己，警醒自己不要再为了贪吃误事。可见洪七公虽然极

为爱吃，但是把侠义摆在了比吃更高的位置。

《射雕英雄传》中有两次提到洪七公去临安的大宋皇宫，第一次还是在<亢

龙有悔>那章中，洪七公夸赞黄蓉做菜的手艺好，连皇宫中大内御厨做的菜也比

不过黄蓉，不过有一道鸳鸯五珍烩是极好的。郭靖惊奇洪七公去大内御厨的经历，

询问洪七公是皇帝请他去的吗，洪七公笑着向郭靖说是皇帝请的，但是皇帝自己

不知道。洪七公在临安大宋皇宫的御厨里多了三个月，皇帝吃的菜每一样都被洪

七公尝过。洪七公觉得好吃就整盘拿走，觉得不好吃就留下，让皇帝自己去吃。

到后来整个御厨的人都不知怎么回事，都说出了狐狸大仙了。七公真是胆子大极，

更是嗜吃如命，常人谁又敢去皇宫偷吃呢？即使功夫或地位像七公一般，那么碍

于自己的地位和名声更不会做这种偷吃的事情。再到后来第二十三回<大闹禁宫>

中七公身负重伤，几乎无救，七公倒也看得开，不过最后的愿望竟是去大内皇宫

再吃一次鸳鸯五珍烩。洪七公笑道：“报仇雪恨么，也算不得是什么心愿，我是

想吃一碗大内御厨做的鸳鸯五珍烩。”
22

降龙十八掌和打狗棍法乃是洪七公毕生绝学和镇帮之宝。洪七公又是个懒人，

不喜欢收徒弟、教徒弟练功，丐帮弟子只有立了大功的，洪七公才会传授一点功

夫，当做是立功的奖励。丐帮弟子黎生，不顾性命，为丐帮立了大功，洪七公才

传授他一招“神龙摆尾”，作为重赏，而郭靖是例外，他在正式成为洪七公徒弟

21
金庸，《射雕英雄传》页 397。

22
金庸，《射雕英雄传》，页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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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已经学会了十五掌。洪七公还有一个脾气，就是一门路功夫传授给了一个人

之后，就不再传给别人，而黄蓉则在丐帮大会上用遍了洪七公教的十几套功夫。

在丐帮大会上，黄蓉用遍了洪七公教的功夫莲花掌、铜锤手、逍遥游、铁帚

腿法、垂手破敌，台下的丐帮弟子看得神驰目眩，群丐不时有人一一喊出了黄蓉

所使用的武功。郭靖能学到降龙十八掌、黄蓉能学到洪七公十几套功夫，完全是

因为洪七公爱吃，而黄蓉烹饪手段又极高。在武侠小说之中，肯因为爱吃而随便

把自己的生平绝学教人的，除了洪七公外恐怕没有第二个人了。因为一个学武之

人的武功，等于是他的生命，把自己的武功随便教人，那等于是在玩命了。可是

洪七公却把生平绝学当做“价钱”，为的只不过是吃黄蓉煮的小菜。
23

爱吃、贪吃这些特点，出现在我们普通人身上，总会被人认为是缺点是错误。

而出现在洪七公身上，反而使这个人物更加的生动活泼。夸张一点说，若无这一

弱点，这一人物形象恐怕就因过于完美无缺而失真。
24
而当我们把洪七公爱吃、

贪吃的特点代入进人物，从人物的职业去思考，反而会觉得洪七公有这些“缺点”

更合理。洪七公是乞丐，乞丐经常面临吃不饱穿不暖的境地，慢慢的这种物理的

处境，会转化成精神现象，这也就造成了洪七公的贪吃、嗜吃的特点。
25
洪七公

是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同时也是天下五绝之一，本事如此之大，跑去皇宫偷吃

都能安然无恙，想必帮中信徒都知帮主的爱好，平时孝敬的也不少，成为美食家

是绝对有这个条件的。但是洪七公的吃相总是那副贫穷、低贱的样子，也从来没

有对食材的挑剔。

23
倪匡，《四看金庸小说》（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页 78。

24
陈墨，《人论金庸》，页 183。

25
陈墨，《人论金庸》，页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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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良师的促成和影响

郭靖和黄蓉是《射雕英雄传》中绝对的主角，武侠小说的主人公成长总是伴

随着坎坷与磨难，尤其是像郭靖这样有悲惨童年的，出生就没有父亲，所以师傅

就显得格外重要。师傅会传授武艺，让任行走江湖能够自保，会教为人处世、行

走江湖的道理。郭靖遇到过很多师傅，最早的江南七怪、后来传授给郭靖内功的

马钰、以及这篇论文的主角洪七公。郭靖遇到的师傅不少，可是能称得上是能发

掘出他潜力的，也仅有洪七公一人。以下将会分为四个小节：第一节因材施教，

由洪七公与江南七怪传授武功的方法作对比；第二节以身作则，论述洪七公如何

以自己的善良正直来影响郭靖和黄蓉；第三节对徒弟的疼爱，将会以洪七公为郭

靖提亲来展开；第四节影响徒弟民族主义的形成，将会探讨洪七公和他领导下的

丐帮对郭靖和黄蓉民族主义形成的影响。

第一节 因材施教

在论述洪七公之前，我们先探讨郭靖的第一批师傅江南七怪。江南七怪是因

与丘处机打赌，且为了自己在江湖上的名声，因而前去教导郭靖。从这点来说，

七怪没有选择的机会，丘处机曾经见过杨铁心的妻子包惜弱，而七怪等人没见过，

但是七怪与郭靖的母亲有一面之缘，所以营救李萍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到了七怪头

上。后来他们一直追逐段天德，为寻找李萍到了大漠，所以，江南七怪与郭靖之

间的缘分来源于与丘处机的一场豪赌，七怪不知道他们的徒弟长什么模样，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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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只知道他叫郭靖，就定下了十八年的契约。徒弟与师傅之间，

一般是徒弟仰慕师父的名气或者其能力去拜师，当师傅认可徒弟的资质便收下他，

而郭靖与七怪之间没有这些过程，所以他们之间对彼此并不了解，可以说是由丘

处机强行把他们变成师徒的，这是我认为郭靖进步缓慢的原因之一。

再回到江南七怪对郭靖的教学上，江南七怪有七个人，各自所擅长的武功不

同，郭靖本就资质鲁钝、悟性不高，像妙手书生朱聪、越女剑韩小莹，他们的武

功其实是不适合郭靖学的，而这七人中最适合为郭靖师傅的是笑弥陀张阿生，可

惜张阿生在与黑风双煞的恶斗中重伤身亡。而剩下的六位师傅武功和郭靖并不对

路，江南七怪本是从市井中成长起来的怪侠，武功刁钻古怪、花样百出。
26
例如

像越女剑韩小莹就轻快灵动，而死去的张阿生则是刚猛。这剩下的六人，六种不

同的武功，甚至说个人的武功原理以及动作都大相径庭，难怪郭靖进步缓慢。

江南六怪的教学方法也有问题，首先于六怪只传授郭靖外门功法，没有传授

内功，郭靖的内功是全真教的丹阳子马钰传授的。其次，六怪的好胜心使得他们

对郭靖的督促过于严格。而郭靖并非聪明之人甚至比常人更加愚笨一点，六怪盼

望徒弟艺成心切，对郭靖督促过于严厉，反而让郭靖停顿不前，而有时六怪对郭

靖太严厉，郭靖心里一慌，进步就更难了。可以说六怪对于郭靖的教学是不成功

的，这其中包括郭靖自身的愚笨、六怪的功夫不对郭靖的资质、六怪自身过急的

“填鸭式”教学法这诸多原因。

然而郭靖在遇到洪七公之后，洪七公只传授了郭靖一招“亢龙有悔”，郭靖

的功夫就突飞猛进。再遇到参仙老怪梁子翁只凭这一招就能过上两招了。这其中

26
陈墨，《人论金庸》，页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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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降龙十八掌的威猛，但更重要的是洪七公的慧眼如炬，郭靖和黄蓉一比试，

就看出了郭靖的武学功底和黄蓉的家学渊源，从而把降龙十八掌这样刚猛的外门

功夫传给了郭靖。黄蓉虽然聪明伶俐，学东西快，但洪七公也能看出黄蓉不适合

练降龙十八掌，所以传授给了黄蓉一套逍遥游拳法。洪七公对郭靖言道，黄蓉聪

明胜你百倍。郭靖不解，这许多的招数，黄蓉怎么一下就学会了，也不会忘掉？

郭靖学第二招的时候，第一招就忘了。洪七公笑着说，这套逍遥游的武功，郭靖

是不能学的，即使记住了，使出了也没有逍遥的味道。

洪七公对郭靖的教育和江南七怪中的韩小莹可以做一个对比，逍遥游和越女

剑这类武功很相似，都是属于轻巧灵动那一类型的，洪七公就直接说明了郭靖不

适合学这类武功，而韩小莹则是不停的向郭靖灌输不适合他的武功，苦了郭靖也

苦了自己。洪七公则是教授郭靖降龙十八掌，教黄蓉逍遥游，两人进步飞快，师

徒三人也是其乐融融。江南七怪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自己会什么就教徒弟什么，

而洪七公则是从徒弟的角度出发，他们适合学什么，自己才教什么，不了解自己

的徒弟适合什么武功，是教不出好徒弟的。

洪七公的因材施教还体现在危难时刻，洪七公与黄蓉被困明霞岛时，洪七公

被欧阳锋的毒蛇咬伤，又受了一掌，可以说性命危在旦夕。这时洪七公决定传授

黄蓉三十六路打狗棒法，洪七公传授给黄蓉打狗棒法虽有些为难，但笔者认为更

多的是洪七公爱惜自己的徒儿，害怕丐帮帮主这个位子会妨碍黄蓉爱玩的天性，

会限制黄蓉的自由。不过，将打狗棒法传给黄蓉确实是他当时最好的选择，即使

当时郭靖在洪七公身边，我认为洪七公依然会选择黄蓉，传授她打狗棒法。郭靖

虽然忠厚善良但是悟性不高，一招“亢龙有悔”就学了两个月。而作为丐帮镇帮

之宝的三十六路打狗棒法， 名字虽然简陋，但招数其妙，变化无穷，绝对是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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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一等一的功夫。这些郭靖要学会可能要四五个月了，而在明霞岛情况危急，

洪七公就一口气传授完毕，绝顶聪明的黄蓉也只能记个大概，更不要说郭靖了。

后来当郭靖与欧阳锋来到岛上，情况更加险峻。洪七公武功全失，郭靖和黄

蓉根本不是欧阳锋的对手。洪七公看到郭靖修习《九阴真经》觉得奇妙，让郭靖

背诵出来，之后便指导两人修习起了“易筋锻骨篇”。在射雕小说中《九阴真经》

是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至宝，是武林中的绝顶武功。经中所载皆是最精深、奥妙

的神奇武功，里面包含有内功、剑法、掌法、爪法、身法、轻功等等。洪七公指

导两人所修行的“易筋锻骨篇”是外门功法，笔者认为洪七公选择这篇的原因是

要从徒弟的角度出发，郭靖的悟性不高，而洪七公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给两人教

不同的武功，所以短时间内只能传授一些外门的功法，而且外门功法时间短、见

效快，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期，这种形式的因材施教也是一种最好的选择。

第二节 以身作则

由于洪七公的乞丐身份，自身的文化水平不高，洪七公对徒弟的教导并没有

太多的言传，更多的是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实际行为来影响徒弟。在洪七公身受

重伤的情况下与郭靖、黄蓉一行人离开明霞岛的途中，又遇到落水的欧阳锋叔侄，

黄蓉因害怕欧阳锋会再次伤害他们三人，遂主张不救欧阳锋二人，洪七公不同意。

洪七公向黄蓉说道，济人之急是丐帮的帮规。洪七公让黄蓉救起欧阳锋二人，

不想让黄蓉坏了丐帮的帮规。黄蓉却说丐帮的这条帮规不对，欧阳锋是坏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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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救。洪七公却坚持认为，规矩就是规矩，更改不得。后来黄蓉还想让郭靖一

棍结果了欧阳锋，而洪七公怒道：“趁人之危，岂是我辈侠义道的行径？”
27
笔

者认为，这段对话里洪七公看似是个固守帮规的老顽固，但是他守的并不是一条

冰冰冷冷的规矩，而是守着济人之急这一崇高的品格。他想让郭靖和黄蓉明白，

即使自己深陷危难之时，也绝不可弃他人于不顾。而后面的洪七公发怒也是小说

中洪七公第一次对黄蓉发怒，而发怒的原因是黄蓉想要郭靖偷袭结果了欧阳锋，

以防他伤到自己三人。这时的洪七公被欧阳锋毒蛇咬伤，又受了他一掌，武功尽

失，连品尝珍馐的牙齿都掉了，但他见欧阳锋有难就要救他，还要徒弟不可趁人

之危，可见洪七公的德行之高。

在《射雕英雄传》第三十九回<是非善恶>之中，郭靖知道天下的英雄好汉都

要去华山比武论剑，争夺天下第一的名衔，自己也想去看看师傅洪七公，同时想

把自己的毕生武学忘掉，他就和丘处机一起上华山了。到了华山就看到众人准备

向裘千仞要个说法，裘千仞急中生智，说道，如果要动武，你们人多势众我一个

人不是对手，但是要论是非善恶，你们谁没有杀过人，没做过错事，如果有就上

来动手。裘千仞的话非常高明，武侠小说里行走江湖，谁没杀过人，谁年轻的时

候没做过错事，他想把自己通金卖国的罪名，掩盖过去。裘千仞的这一番话说得

众人哑口无言，就在裘千仞要溜走的时候，飞出一根竹棒，迎面劈到，正是洪七

公到了。

洪七公开场就表明自己是来出剑而不是论剑，原文这样写道：

“不错。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

27
金庸，《射雕英雄传》，页 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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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辈，我们丐帮查得清清

楚楚，证据确实，一人查过，二人在查，绝无冤枉，老叫化这才杀他。老叫化

贪饮贪食，小事糊涂，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裘千仞，你是第二百三

十二人！”

这番话大义凛然，裘千仞听了不禁气为之夺。

洪七公又道：“裘千仞，你铁掌帮上代帮主司徒剑南何等英雄，一生尽忠

报国。你师父上官帮主也是一条铁铮铮的好汉子。你接你师父当了帮主，却去

与金人勾结，通敌卖国，死了有何面目去见司徒帮主和你师父上官帮主？你上

华山来，妄想争那武功天下第一的荣号，莫说你武功未必能独魁群雄，纵然当

世无敌，天下英雄能服你这卖国奸徒么？”28

洪七公的这一番话，不仅点醒了裘千仞，还解开了郭靖的心结。这时的郭靖

刚刚跟随成吉思汗打完仗，见到了太多战争中冲锋陷阵的死伤以及平民被屠戮的

惨状，再加上郭靖母亲李萍被逼死的事情，让郭靖陷入了学武害人的种种想法之

中。而郭靖听完洪七公的一番话，最近这些天来折磨他的种种疑问，由洪七公的

这只言片语，消解一空，郭靖还自行悟到了，只要不错杀好人，就是问心无愧。

郭靖看着洪七公指摘裘千仞时一身正气、威风凛凛的样子，明白了什么是邪不胜

正。只要将自己所学的武功用在行善之上，又干嘛需要将功夫全部放弃。

这番话丘处机也曾对郭靖说过，但丘处机无法令郭靖信服，在见到华山洪七

公当面指摘裘千仞，一身正气、威风凛凛，让裘千仞听完无地自容、羞愧难当，

甚至想自行了断以谢其醉。洪七公身上的侠义光辉要比其言语更有说服力，正是

28
金庸，《射雕英雄传》，页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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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洪七公这伟岸的形象，才得以让郭靖明白武功是没有正邪之分的，关键是使

用武功的人，郭靖内心经历了这一反一复，也让他的为善之心更坚实了一层。

第三节 对徒弟的疼爱

在小说中，洪七公也是一个慈祥的长辈，对自己的徒弟非常疼爱，在最开始

洪七公还没遇到郭靖和黄蓉的时候，他们总是住在一房，而后来与洪七公在一起

时，便各自分开住。洪七公好奇的问郭靖和黄蓉，说你俩小夫妻，为什么分房睡？

一直和七公嬉皮笑脸胡闹的黄蓉顿时脸颊红晕。

洪七公奇道：“怎么？我说错啦？”随即笑道：“我老糊涂啦。你明明是

闺女打扮，不是小媳妇儿。你小两口是私定终身，还没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没拜过天地。那不用担心，我老叫化来做大媒。你爹爹要是不答应，老叫

化再跟他斗上七天七夜，没了没完，缠得他非答应不可。”29

洪七公见过郭靖和黄蓉之后，就愿意为他俩做媒，首先是出于对他们两个的

喜爱。其次，笔者认为洪七公慧眼识英雄，虽然嘴上说不喜欢郭靖呆头呆脑的，

但是他内心认为郭靖有成为武林英雄的潜质。而黄蓉聪明伶俐，是一个能够与郭

靖互补的人，有了黄蓉在身边，能够令郭靖有更好的成长及发展。再者，洪七公

身边并无徒弟，一身的武艺没有传人，洪七公认可郭靖的品格，希望郭靖能够成

为继承他武功以及侠义精神的人。这三点便是洪七公遇到郭靖和黄蓉之后，便愿

29
金庸，《射雕英雄传》，页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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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们做媒的原因。

当郭靖和黄蓉到桃花岛时，欧阳锋师侄也前去向黄药师提亲，想要让黄药师

把女儿嫁给欧阳克。如果说之前，洪七公愿意为郭靖和黄蓉做媒是对他们两个的

喜欢，那在桃花岛上的洪七公展现的则是对徒弟的爱护。洪七公深知，郭靖和黄

蓉二人互相深爱着对方，他舍不得自己的爱徒饱受相思之苦，况且欧阳克品行不

端，黄蓉嫁给他是不会幸福的。

这时的洪七公单人来到桃花岛上，为的就是给郭黄二人主持公道。所以他的

出现显得格外重要，如果没有洪七公，单靠郭靖一人是斗不过欧阳锋一方的，甚

至郭靖自己会有性命危险。郭靖一人也没办法向黄药师提亲，一，因黄药师这时

并不喜欢郭靖，二，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洪七公不来的话，郭靖自己向黄药师

提亲是不合礼的。而洪七公的到来让场面达成了一种平衡，洪七公和黄药师本就

是老相识，武功、江湖名气也都差不多，所以洪七公的到来给了郭靖和黄蓉极大

的支持，一是为郭靖的身份背景背书，如果没有洪七公这个师傅的话，以郭靖的

背景黄药师是绝不会同意将女儿许配给他的；二是让黄蓉有出主意的机会，如果

没有洪七公，郭黄二人实力与黄药师、欧阳锋相差太大，即使黄蓉绝顶聪明但武

功差距太大，二人根本无法反抗。而洪七公到来之后，即使黄药师不同意将女儿

许给郭靖，黄蓉也可运用聪明才智，让三人离开岛，逍遥快活去。

洪七公向黄药师提亲之时，语言也很是谦卑，洪七公道：“我来向你求一件

事。”
30
洪七公是天下第一大帮丐帮的帮主，武功又是极高，他有天大的事情，

也是和属下丐帮的人料理，这一声求字，表示洪七公认为此事极为重要，怕黄药

30
金庸，《射雕英雄传》，页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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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不答应，故才说出了求字。这也可看出洪七公是真心疼爱两个徒弟，为了他们

的婚事，故不惜去求黄药师。

黄药师为了考验郭靖和欧阳克，出了三道试题，郭靖赢了第一道，而第二道

和第三道都是文考，郭靖并不懂音律，第二道试题之时郭靖要准备放弃。

郭靖向黄药师作了一揖，说自己愚笨的紧，不通音律，这一场比试认输就是。

而洪七公却对郭靖说，试一试也没关系，反正是输，也不怕别人笑话。听了洪七

公的话，郭靖也学欧阳克，折了一根树枝，拿在手里。而在考第三道之时，洪七

公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反转。洪七公再也忍耐不住，喝到：“黄老邪，

谁听你鬼话连篇？你明知我徒儿傻气，不通诗书，却来考他背书，还把死了的婆

娘搬出来吓人，好不识害臊！”大袖一拂，转身便走。31

洪七公并不是鲁莽之人，也不是无礼之人，而黄药师正是怀念自己的妻子才

会将第三道试题设为背诵《九阴真经》，这时洪七公说黄药师把死了的婆娘搬出

来吓人，明显是为了激怒黄药师。洪七公所想的是考郭靖背书是必输之事，又何

必去比?洪七公想和黄药师闹僵，在混乱之中带着郭靖和黄蓉到海边抢船只离开

桃花岛，哪知郭靖完全不懂变通，好在最后天随人愿，郭靖赢得了第三场比试。

从洪七公的行为也能看出，他不惜与黄药师闹僵，也要保郭靖黄蓉在一起，可见

他是真心疼爱这两个徒儿，不愿他们受分离之苦，更不愿黄蓉去嫁给欧阳克那个

轻浮浪子。

31
金庸，《射雕英雄传》，页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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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影响徒弟民族主义的形成

“郭大侠”的称呼是因百姓敬重郭靖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助守襄阳而得来的。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正是郭靖一生的写照，郭靖曾生于长于蒙古，却义守襄

阳，抗金抗蒙。此民族主义的养成，要归功于两人，一位是郭靖的母亲李萍，另

一个就是郭靖的师傅洪七公。

李萍对郭靖的影响是在郭靖十八岁之前，以及李萍离世前对郭靖的教诲。郭

靖十八岁之前随着母亲。与师傅江南七怪生活在大漠之中，江南七怪只是传授郭

靖武功，并没有向郭靖传播民族主义的思想，是李萍经常向郭靖讲述旧事，不停

告诫郭靖我们是宋人，所以郭靖向来对大金国就十分憎恨。这个时期的李萍没能

给孩子半点武功，却奠定了他三观的底⾊，给了他忠厚的品性与博⼤的胸襟，让

郭靖有了通向伟大的可能。
32

在《射雕英雄传》第三十八回<锦囊密令>中，郭靖和母亲李萍拆了成吉思汗

的密令，郭靖不想攻打大宋，郭靖要偷偷的带母亲离开蒙古，结果被发现。李萍

知道她无法活着离开，就在离世前轻轻的将郭靖搂在怀里，向郭靖诉说着往事，

二十年前的大雪夜晚，丘处机与郭靖的父亲郭啸天，杨康的父亲杨铁心结识，赠

送了两把匕首，一柄上面刻着郭靖，一柄上面刻着杨康，为的就是要让郭靖和杨

康不能忘记靖康之耻。可惜杨康认贼作父，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还玷污了他

父亲杨铁心的英明。李萍叹了口气，又道：“想我当年忍辱蒙垢，在北国苦寒之

地将你养大，所为何来？难道为的是要养大一个卖国奸贼，好叫你父在黄泉之下

32
六神磊磊，《六神磊磊读金庸》，页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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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心疾首么？”
33

这是李萍说的最后一段话，她知道自己的儿子善良孝顺，她不想自己的儿子

为难，所以说完之后便自尽了。李萍也不舍自己的儿子，但她更不想连累郭靖，

让他成为一个卖国贼，她用自己最后的生命，为郭靖上了民族主义这一课，让郭

靖彻底与蒙古决裂，坚定了自己是汉人的信仰。

而洪七公更多的则是带领丐帮抗金，此潜移默化影响了郭靖。在《射雕英雄

传》第二十七回<轩辕台前>就有提到，铁掌帮帮主裘千仞与金人勾结，想要笼络

丐帮放弃北方，撤向南方。此举实也暗示了数十万的丐帮帮众，在洪七公的带领

下，与金人为敌，金兵每次南下，丐帮必在金兵后方袭扰。当时杨康手持打狗棒

冒充帮主，对于裘千仞的提议欣然接受，这立即引起了忠义报国的丐帮帮众不满，

丐帮的长老鲁有脚就急着向帮众诉说，洪老帮主号称‘北丐’，我们丐帮不能舍

弃北面的基业，丐帮帮众忠义报国，世代与金人为敌，让丐帮撤过长江，是万万

不可的。鲁有脚着急的回应，显示“忠义报国”是最根本的丐帮精神，是他誓死

维护的思想，于是勇于违抗帮主之令，甘冒大不讳也要力劝，守护丐帮精神。
34
同

时鲁有脚的话也揭示了丐帮保卫国家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历代相传，已经成为了

丐帮的基本宗旨。这时的丐帮给了郭靖脱离母亲之后的民族主义教育，洪七公领

导下的丐帮弟子努力抗金、忠义报国的精神，深刻的影响了旁边的郭靖和黄蓉。

黄蓉成为了丐帮帮主之后依然努力抗金，以及郭靖与黄蓉义守襄阳城就是最好的

证明。

33
金庸，《射雕英雄传》，页 1273。

34
黄碧莹，《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丐帮研究》，（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页

101。



26

到了《神雕侠侣》，丐帮丐帮帮众忠义报国的描写更加鲜明，甚至可以说以

身报国，前仆后继。
35
在第十二节<英雄大宴>中，黄蓉将丐帮帮主之位传给鲁有

脚时，丐帮一老丐传来洪七公口谕。现今天下大乱，蒙古人南下，蚕食大宋疆土，

朝廷昏庸无道，当官的无法救国护民。洪七公要求凡丐帮帮众，需心存忠义，不

惧生死，奋勇杀敌，抵御外辱。洪老帮主命老丐勉励众位好兄弟，要牢牢记住‘忠

义’二字。”群丐轰然而应，齐声高呼：“誓死遵从洪老帮主的教训。”
36

洪七公虽没有现身，但他的这一段话，激起了在场所有人的忠义报国之心，

也把郭靖和黄蓉的民族主义推向了顶峰，同时这段话也暗含了郭靖和黄蓉的结局，

也就是襄阳城破二人亡。

总而言之，洪七公实是一位好师傅，在武艺方面，郭靖在大漠跟随江南七怪

苦练十年的武功，不及跟随洪七公两个月所学，这其中固然有武功的好坏，但更

多的是一个好的师傅和普通的师傅的区别，洪七公以郭靖为本教授适合他的武功，

而七怪则是以自己为本教授自己会的武功。在做人方面，洪七公以身作则，即使

自己深受重伤之时，面对打伤自己的欧阳锋，他也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救人。他用

自己的行为告诉了郭靖和黄蓉何谓大侠士，济人之急、不趁人之危、需要时替天

行道。洪七公还很疼爱自己的徒弟，他第一次见郭靖和黄蓉就愿意为他俩做媒，

而之后，他一人登上桃花岛，为郭靖提亲，在桃花岛上不惜激怒黄药师，也要保

郭靖和黄蓉在一起。洪七公心存忠义，他做丐帮帮主之时，率领丐帮帮众努力抗

金，这种家国情怀深深的影响了郭靖和黄蓉，为他们民族主义的形成起到了极为

重要的作用。

35
黄碧莹，《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丐帮研究》，页 103。

36
金庸，《神雕侠侣》，页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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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语

洪七公在《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虽然不是主角，但扮演着极为

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对于故事情节的推动，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金庸先生的

描绘中，洪七公一登场人未见声先至，说的第一句话便是，让黄蓉把鸡撕成三份

并把鸡屁股留给她。再看到洪七公身上虽然打满了补丁，但是衣服很干净，手上

拿着一根绿竹棒，让你立刻就感觉这人大有故事。

而洪七公自身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吃、懂吃、对食材百无禁忌。因为自己的贪

吃导致忠良被奸人所害，他一发狠便砍下了自己的食指，不过指头砍了，贪吃的

毛病却是戒不掉。洪七公为了吃，胆子大到跑去临安的大宋皇宫里偷吃，自己在

被欧阳锋打伤生命垂危的时候，也没想过要报仇，而是还想去临安的皇宫吃一碗

“鸳鸯五珍烩”。为了吃黄蓉的小菜，他把自己最好的功夫降龙十八掌传给了郭

靖，为了吃而把自己的绝学传给别人，除了洪七公再也没有第二个人了。不过，

最让笔者钦佩的便是他对食材百无禁忌，也许是曾经为乞丐吃不饱的缘故，但当

成为帮主之后依然对各种食材有极大的热情，例如找黄蓉要鸡屁股、请杨过吃蜈

蚣。当你吃过了这世上的凤髓龙肝，面对粗茶淡饭依然抱有极大的热情，我认为

这是洪七公在吃方面最了不起的地方。可以说吃是洪七公人生重要的部分之一，

笔者认为只有忠义才能在洪七公的生命中排在吃之前。

在《射雕英雄传》中洪七公最大的贡献就是培养了郭靖和黄蓉两人，郭靖遇

到的师傅很多，但真正能发掘出他潜力的只有洪七公一人。江南七怪虽然教得认

真，可是他们只是以自己为中心出发，会什么就教什么，而洪七公则是。以郭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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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出发，郭靖适合学什么，才教什么，再加上降龙十八掌威力无穷，这让郭

靖在短短的月余进步神速。洪七公还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行为为郭靖黄蓉树立了

榜样。他身负重伤之时，仍选择救起伤害自己的欧阳锋。在华山之上，指摘裘千

仞要替天行道，一身正气、威风凛凛，让郭靖和黄蓉明白大侠就是要济世救人、

替天行道。他还疼爱自己的徒弟，在郭靖与黄蓉第一次回桃花岛的时候，洪七公

也去桃花岛，不惜与黄药师决裂，也要让郭靖与黄蓉在一起。洪七公率领丐帮的

行为也影响了郭靖和黄蓉，为他们民族主义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总而言之，洪七公这个形象一身正气、心存忠义，在品行方面能称得上是“侠

之大者”。在生活方面，他和蔼可亲、疼爱徒弟、因材施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

好师傅。但是他又有贪吃的毛病，不过正是这一特点，让他的形象更加鲜活饱满

了起来，让他更像一个真真切切的人，而不是像郭靖那样几乎没有缺点，这反而

会造成人物形象的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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