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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 金庸武侠小说的佛理研究——以《侠客行》石破天为例 

学生姓名：杜凌盈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指导教授：陈明彪师 

摘要 

 

金庸武侠小说除了具备儒家和道家思想，同时也具有佛教思想。故此本论文将选

取《侠客行》为研究文本，而当中的研究对象是以石破天为主，探讨出金庸武侠小说

中所蕴涵的佛理。 

在《侠客行》的故事人物并没有大量的侠客行为，甚至部分学者认为其具备着痴

傻的特点。小说中石破天最大在小说石破天无名且无相是最为显著的特征，从小其养

母对他的使唤便是“狗杂种”，在故事发展中也获得了不少的称号。因他的面貌与长

乐帮帮主相似，被误认为长乐帮帮主。从小养母对他的教育是不求于人，因此无论如

何他从未因自己的私欲而有所求。因此在第二章节本论文将以这两项特点，阐述他所

显现佛教中的无相门及无愿门。 

   《侠客行》对于武打剧情的描写较少，可是石破天在学习武功的过程中却是这部小

说的最为精彩的部分。在练习《罗汉伏魔神功》时具备戒贪和戒痴的特性，而练就这

项武功。此外，石破天更是学会了武林高手都参悟不了的《太玄经》。石破天领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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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象忘言”的方法，抛开了固有的偏见，从而领悟当中的奥妙之处。这两项武功无

疑都在透露着石破天所具备的佛教思想。 

    从小在山上居住，未被周围环境所污染的石破天更是具备着佛家四无量心中的慈

心、悲心以及舍心。在小说中处处体现对他人关怀及帮助，甚至当别人对他有恶心时

他没有选择落井下石甚至是在他受伤时给予治疗。 

 

【关键词】石破天、无相无愿、戒贪痴、慈心、悲心、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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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金庸原名为查良镛（1923-2018），他被众人称为“文坛侠圣”。金庸自一九五

五年在《新晚报》发表其第一本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1，并且在十五年间的时

间里创作了不少的佳作，直到一九六九年他才完成了其封笔之作——《鹿鼎记》。侠

客角色在武侠小说中可谓是最不可或缺的人物，在小说中他们都各怀绝技，为人也都

是行侠仗义。武侠小说都会通过各类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形象以及语言凸显出每

位小说人物的特点。金庸武侠小说便是这样的小说的形体，让每位侠客形成独特的人

格设定，成功塑造许多栩栩如生且受到大宗热爱的侠客形象，例如其著名的《天龙八

部》的萧峰、《射雕英雄传》的郭靖、《神雕侠侣》的杨过等侠客人物。他们的形象

已在读者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金庸武侠小说经久不衰，备受男女老少的喜爱，

除了因他所刻画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外，更是因为通过他的想象，写出不少生动的武

侠情结。跌宕起伏的剧情深受大众的喜爱而被翻拍成多部电视剧和电影，成为家喻户

晓的武侠小说著作。 

 

第一节 研究动机 

 

武侠小说是中国通俗小说的一种，但看过金庸所编写的一切武侠小说都能发现每

一部小说都有其主要的宗旨。他提倡的是尊重爱护自己及他人的国家名族，和平友好，

 
1 傅国涌， 《金庸传》，（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页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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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帮忙、反对一切损人利己、轻视他人及自私可鄙的思想行为。2金庸希望通过自己

所编撰的武侠小说，让读者们把自己当成善人，但却是行好事，莫问前程，而非单纯

以娱乐读者为主要目的。故此金庸武侠小说包含各类题材如情爱、侠义、民族、人伦、

儒释道三家文化等相关内容，其所编撰的《侠客行》，根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家

炎评价，他所写的《侠客行》具有深刻的寓意。3小说通过不识字（无知）的石破天作

为主角。虽然他目不识字，却在其无欲无求之下成功破译石壁上那首诗所包含的绝顶

武功，而他无欲无求从而让自己戒贪，练就了绝世神功，从小说的剧情发展可以发现

他带给人们丰富的启示。 

儒家、道家及佛家已成中国根深蒂固的思想，故此金庸无可避免地深受中国传统

思想的影响。他将自己潜意识里的对儒、道、佛的思想文化进行参照，创作出各类思

想的人物形象以及故事情节。早期金庸笔下的武侠人物都是以儒家侠客的精神为主的，

如《书剑恩仇录》、《碧血剑》、《飞狐外传》、《射雕英雄传》。这些例子里的主

要人物都具备“大勇”“大智”以及“大仁”的品德，如《射雕英雄传》以及《神雕

侠侣》中的郭靖。郭靖深受其师傅——洪七公的影响，培养其为国为民，死而后己的

侠客精神。
4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无不彰显出儒雅守礼的侠士品行，展现出传统儒家的品

德。除了儒家侠士的精神，金庸编撰的小说也不难发现一些道家侠士。如《神雕侠侣》

的杨过。他与郭靖不同，他不选择牺牲自己，而是选择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实现自我价

值。5然而，和金庸的其他小说的角色形象完全不同，《侠客行》的故事人物并没有大

量的侠客行为，更多显示的是人类社会的众生相。6 

 
2
 金庸， 《侠客行》， （广州：广州出版社， 2009），页 2。 
3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增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页 61。 
4
 李天道、王顺贵，《漫谈金庸小说的侠客典型》，(台北：华文网，2001)，页 30。 
5
 陈默， 《初探金庸》，（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 页 184。 
6
 陈默， 《初探金庸》， 页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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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客行》中的石破天更是金庸小说里的特殊人物。石破天并没有其正真的名字，

他的原名是“狗杂种”，甚至在不同人的眼中他的名字身份都不一样。他刚开始被妈

妈叫狗杂种，然而随着别人对他身份的肯定，认为他是石破天，而后他就相信自己是

“石破天”。史小翠给他取了个“史亿刀”的名字，他也默默接受了，直到后来闵柔

夫妇将他认成他们的儿子“石中玉”。石破天在无法认清自己是谁的情况下更是错认

闵柔夫妇当父母，直到真的石中玉出现，他才理解原来自己只不过是替代品。 

金庸虽在小说中刻画了两位外貌相似之人，但其实并没有其特别的原因。此书主

要在写关于石清夫妇爱怜儿子以及梅芳姑因爱生恨的嫉妒之情。7小说中石破天是一位

无知，无欲之人，甚至是无相的人，深受他人同情的角色人物，但这样一个形象的人

物，几乎不可能做出任何轰轰烈烈事业的侠客行为的他却在误打误撞从原先的乞丐身

份摇身一变成为了长乐帮帮主。明明目不识丁的他却在小说中脱颖而出练就了炎炎功、

罗汉伏魔神功以及太玄经。石破天所具备的“无着”、“无相”、无愿、“无作”的

特点更是佛教所提倡的“三解脱之门”。当中慈悲为怀的心理更是佛教对人、事、物

重要的心性。因此我将以《侠客行》的石破天为例子，说明金庸武侠小说所蕴涵的佛

理。 

 

第二节 研究范围和方法 

 

    本论文主要以《侠客行》小说作为主要论述，而范围将锁定于小说主角石破天。

《侠客行》中的主角石破天（狗杂种）与自己的母亲（养母）——梅芳姑及从小相伴

 
7
 金庸，《侠客行》，（下册）页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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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左右的狗——阿黄居住在熊耳山。一天，梅芳姑突然失踪。石破天便下山寻找。在

机缘巧合之下，石破天捡到了谢烟客的玄铁令。谢烟客曾经说过，只要任何一个人捡

到玄铁令，便可向他提出任何一个要求，但是石破天却因从小受到梅艳芳不求人的教

育影响下，无论谢烟客如何劝说，他都不愿意开口求助于人。在路途中，石破天遇见

白鲸岛岛主——大悲老人遭到长乐帮围攻，即使毫不相识；即使是武功白痴，也愿意

舍己救人，被挨打也不躲避。为了报答石破天，大悲老人在临死之际，送了石破天一

本武林秘籍《罗汉伏魔神功》，虽在过程中差点出现意外，但后来石破天还是通过自

己不贪练的节操，且在获得他人帮助下成功练就。谢烟客将石破天一路带至摩天崖，

谢烟客开始传授他极阴、极阳的内功，而不传授他阴阳融合的方法，只希望他走火入

魔而死。经过每天的练习，石破天确实差点就走火入魔了，但是却在机缘巧合下，打

通了其静脉，成功让阴阳内功合一。 

    石破天被当成石中玉后，却遭到雪山派的追杀，只因原帮主在雪山派闯祸。石破

天更是凭借自己所学会的武功成为了武林的顶尖高手。他为了帮助长乐帮，在已经摆

脱了石帮主的形象后，还是接了赏善罚恶令，为了雪山派，平息内乱，为了丁珰愿意

代替石中玉顶罪。他随从中土武林人士到了侠客岛后，由于目不识丁，却成功学会了

各个武林高手三十年都未可练就的武林秘籍《太玄经》。小说的最后是当他从侠客岛

回到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后成功找到了梅芳姑，但是梅芳姑的去世却没有告诉他真实的

身世，他究竟是谁？他的父亲是谁？而母亲又是谁？这一切的一切都成谜团。 

    金庸在 1965 年《明报》中所附赠的《东南亚周刊》上连载《侠客行》。然而金庸

小说发表至今，总共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即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初版也就是一开始上载

于《明报》的版本、七十至八十年代修订的修订版即由三联出版社出版以及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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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06 年重新修订的新修订版本。《侠客行》的第一次修订在 1977年 7月完成，8修

订了内容的一些文字以及章节名称后就交由三联出版社出版。9后来因为和三联出版社

的合作停止，金庸武侠小说便交由广州出版社出版，因为没有任何修订，该书的内容

还是保持原样，只是版权交给另一个出版社，由广州出版社负责出版此书。10 

    故本论文将以广州出版社 2009 年出版的《侠客行》作为主要的研究资料，此选择

2009年广州出版社所出版的《侠客行》其考虑的因素是因为 2009年广州出版的《侠客

行》其内容是为新修版，虽其内容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但却改了小说中不少的文字以

及章节的名称。而广州出版社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与三联出版社版权到期后所授权的唯

一出版社，因此广州出版社是官方正版的出版社。 

本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献研究法以、文本细读法进行研究。文献研究法，

即根据本论文所研究的课题及题目，进行收集，整理、阅读以及鉴别各类文献，并通

过这些文献来获取资料，从中了解并掌握所研究的题目的角度以及找寻相关的研究。

因此论文会通过此方法收集对于《侠客行》石破天的相关研究资料，加以分析，突出

论文的主题思想。 

文本细读法，即是以文本为主，通过细读小说的每一回的内容，再把当中适合论

文所讨论的相关课题内容抽出，进行一一分析。《侠客行》共计二十一回,几乎每一回

石破天都会出场，因此笔者经过细读小说后，会抽取关于石破天所包含的“佛理”的

情节内容进行整理剖析，并得出其蕴含的一套佛理。 

 

 
8
 严晓星，《金庸识小录》（北京：中华书局，2012）， 页 185。 
9
 费勇，《金庸全传》，（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页 169。 
10
 费勇，《金庸全传》， 页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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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前人研究回顾 

 

    从书籍方面，李天道和王顺贵二人所编撰的《漫谈金庸小说的侠客典型》是根据

金庸武侠小说里的人物进行剖析，并分为不同的章节，叙说了小说人物在武侠世界不

同的生活面貌。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该书只局限于论述男性角色，而忽略了女性角色。

陈默《形象金庸》是陈默评金庸书籍的系列的其中之一，其以众生平等的观念，将金

庸武侠小说中的五十二位人物的形象、心理、以及个性进行客观分析。此书认为石破

天是作者所创造的一面镜子，照映出《侠客行》的种种罪恶，甚至是人们的愚昧和丑

陋的行为。11另一本也同为陈默所编撰的《初探金庸》，该书将分成三卷即绪论篇、人

论篇、文论篇，根据不同的视角解读所有金庸编撰的武侠小说。该书的阐述与笔者所

研究的范围相同，认为石破天是佛之侠。12陈默评金庸系列当中也包含了《人论金庸》，

此书是以人学的角度对金庸武侠小说人物进行初略分析，展示出金庸小说的人学内容，

更是将石破天的种种佛理观念进行详细的说明。舒国治《读金庸偶得》以金庸小说的

名义、文学观和思想观点角度进行分析。虽然此书不失严谨，但是却因以随笔的方式

进行研究，故而无法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 

对于集中于讨论本文相关主题的文献较少，能找到的相关期刊论文研究有赵海涛

所写的《道家文化视野下的《侠客行》》。这则论文主要是以道家的视角去探讨石破

天所具有的道家品德，却忽视了石破天无着、无愿、无作、无相等相关的佛教思想。

另外，王蓺之的《浅谈金庸小说人物的中国哲学精神》。这篇则是以金庸四本小说即：

 
11
 陈墨，《形象金庸》，（北京：海豚出版社，2015），页 280。 

12
 陈墨，《初探金庸》，页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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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和《侠客行》，分析金庸小说人物形

象的中国哲学思想13，但并未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第四节 论文构思 

 

    本论文将以金庸《侠客行》文本为中心，研究金庸武侠小说的佛理。第一章绪论，

将分为四个不同章节；即本论文的研究动机，研究范围和方法，前人研究回顾以及论

文构思，作为本论文的初步概述。 

    接着，在本论文的第二章中，身为佛教的代表人文石破天有着无着、无住、无作、

无愿以及无相的特点。因此本章节将会进行分析以及论述出金庸武侠小说所蕴藏的佛

理之一，——即无相门以及无愿门。 

    在论文的第三章部分，将以石破天所练就一身武艺为切入点，以佛学观点论述其

练就太玄经和罗汉伏魔神功的原因，从而带出金庸武侠小说的佛理。 

在第四章，将以石破天在为人处事上慈悲心善，对于陌生人毫无戒备之心，不顾

性命维护大悲老人，甚至是将亦正亦邪的谢烟客当作好人等等加以论述佛教的四无量

之心中的其中三个，即慈、悲和舍。最后一章节则是为结论，总结几章所叙述，得出

相关金庸武侠小说的佛理研究的结论。 

 

 
13
 王蓺之，〈文化产业〉，《浅谈金庸小说人物的中国哲学精神 》2020 年第 11 期，页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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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石破天呈显出的无相门和无愿门 

 

 

对比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的石破天和其他小说中的武林高手大有不同。他

在小说开篇时并不具备侠客品德，反而带出一种痴傻的形象。但却具备金庸其他武侠

小说所不具备的特点。在小说石破天无名且无相是最为显著的特征，而幼年时期梅芳

姑（养母）教育他这一生一世不许求人的性格特征也是他在小说的另一个特色。因此

本章节将以石破天无名无相及不求人的形象特征带出其具备的佛理。 

 

第一节 石破天呈显出的无相门 

     

   《侠客行》中的主角是一个无名之人，在整部小说中，可以发现他有无数个称呼:

狗杂种，一个很滑稽的名称，并不是一个人该有的名字，但这名却是其养母——梅芳

姑对他的称呼。同时，他也被称为石破天，因他长得像长乐帮帮主14，此名字将作为本

报告对他的称呼。雪山派及石清夫妇则称他为石中玉，原因是其长得像自己的儿子，

也就是长乐帮的帮主。丁不四的的称呼中他被称为大粽子，因为他看见石破天时，丁

珰用麻绳捆绑像一个大粽子，并将他丢到史小翠、阿绣的船上。除此之外，更是有史

亿刀等等各种不一样甚至史奇葩的称呼。他在小说中并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名字，

甚至在小说的结局的篇章中<我是谁>，虽揭露出梅芳姑因爱生恨抢走石清夫妇的孩子，

 
14
 长乐帮帮主就是石中玉，石破天是他在长乐帮的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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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故事的结局也没有任何人告诉过石破天真正的名字，他究竟是谁？有可能的名字是

石中坚，也就是石清夫妇的儿子，石中玉的双胞胎弟弟。 

    《金刚经》里说：“凡有所相，皆是虚妄。” 其意是世间任何一切事物和现象，

包括物质、感受、知觉、思维等等，都被定义为虚妄的。佛教认为我们常常执着于事

物的表象和相对的存在，坚持认为它们是真实且永恒的存在，其实这是一种迷失。在

小说中对于石破天的描写可以看出他不仅是无名，更是一个无相之人，他在小说中一

直都是借用别人的名字和身份。15他一直被认为是石中玉，除了因他外貌长得像之外，

更是因为他身上有着许多的证据证明他就是石破天。他的肩膀上面有着丁珰咬伤的伤

疤、腿上有百万剑的剑伤、屁股上有石清夫妇所知其小时候因暗器所伤的疤痕。虽然

说那些伤疤都“真实”的存在，但其实这些“真实”都是长乐帮的重要军事——贝海

石所刻意伪造的。其目的仅在于要石破天去侠客岛16当替死鬼。《侠客行》中，叮当、

长乐帮甚至是原帮主的父母——石清闵柔皆被石破天的外表以及所有的特征迷惑，他

们坚定的认为石破天就是石中玉，执着于石破天的外表，被“所知障”所迷惑，根本

不愿不听其否认。17这便是《六祖坛经》中所提及的“世人外迷著相”，其意为世俗之

人执着于外在的物相。
18
 

    石破天原本也是执着于否认这些形象，如： 

  “石破天道:“我不是什么帮主, 不是丁丁当当的“天哥”。我是狗杂种, 狗杂种便是狗杂

种。这名字虽然难听, 可是我的的确确是狗杂种。”19 

 
15
 陈墨，《人论金庸》， （北京：海豚出版社，2015），页 43。 

16
 在小说中，侠客岛里有“赏善罚恶”的使者，每隔十年，便以两枚铜牌——即“赏善”和“罚恶”，

邀请武林各帮帮主及各派的掌门在十二月八日赴“腊八之宴”。在三十年间，无论武功多么高强的人皆

有去无回，因此侠客岛让江湖之人心惊胆破。 
17
 陈墨，《重读金庸》，（北京：海豚出版社，2015）页 254。 

18
 李中华注译 ，丁敏校阅，《新译六祖坛经》，（台北 : 三民书局, 1997），页 138。 

19
 金庸，《侠客行》（上册），页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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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错把他认成石中玉，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有着石中玉的特征，但其他人却不

听其否认，认为他是生病后失忆了。后来石破天不再执着于否认这些形象。 

   《六祖坛经》也记载着要众人“于相而离相”的教义。根据佛教观点，所有事物都

是瞬息万变、无常无我，并且没有固定以及永恒的存在。因此，这些相的存在都是可

以被离弃以及超越的。我们常被这些相所牵引和迷惑，产生执著和痛苦。所以我们应

当超越对物相的执着，认识到一切相都是虚妄和无常的，如此即可达到超越相的境界。 

此外，石破天和石中玉就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人，他们虽然长得像，但却是两个完

全不同的个体。小说中也并非所有人会错认“狗杂种”和石中玉，这个人便是阿绣，

她在石破天脸上转一圈便得出结论“决计不是（石中玉）”。20她之所以能分辨出真假石

中玉，并非是因为她聪明绝顶，而是她不止停留在表相当中，反而她留意到两者的人

品有着天然差别。21石破天（狗杂种）由于环境的影响，他从未下过山，甚少与人交流，

导致他情商很低，甚至是无知，但他为人正直、善良、处处为他人着想、对武学的领

悟聪明绝顶。而石中玉却与其相反，能言善辩，好色风流，智商情商都很高、聪明、

语言表达能力突出、爱玩弄女人。因为从小被闵清夫妇的宠爱，导致自私自利并且胆

小怕事没责任心。但是石破天在人人都认为他是石中玉的时候，并没有因为在听到大

家所言石中玉曾经犯下的错误，而为所欲为。而在后来众人已知他不是长乐帮帮主，

且他成功从贝海石的陷阱中逃脱，但他却主动假扮石中玉赴雪山派接受惩罚，甚至是

接下侠客岛的赏善罚恶令。 

 

 
20
 金庸，《侠客行》（上册），页 272。 

21
 陈墨，《重读金庸》，页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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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石破天呈显出的无愿门 
 

    石破天另一个特点便是他从不求人。根据小说中提到，石破天不求人的原因是因

为他自小接受到的教育是梅芳姑（养母）就教他对于任何事物都不能要求回报。这影

响了石破天对于帮助他人都不求回报，即使那是不认识的人，又或对方有悬赏的。而

在练习武功玄学的时候，他对于武功并没有什么目的，就单纯的练习，而不是为了成

为武林高手而练武。他只觉得好玩，这便是苦乐随缘。 

    佛教三解脱门中，其中一门指的就是无愿门，又被称为无作门、无欲门，所谓：

“若知一切法无相，则于三界无所愿求；若无愿求，则不造作生死之业；若无生死之业，则

无果报之苦而得自在。”22 其意为如果知道一切事物是无常德，就不会在三界上有所求，

当没有欲望时并不会造出生死因果，因此不会得到果报的痛苦，从而达到解脱。 

    众人对于功名利禄都充满欲望，然而石破天却是通过其养母的教育，深刻明白了

不应该有求于人。他一心只希望找到离家的妈妈（梅芳姑），以及走失的狗（阿黄），

对其他事物都没有任何期盼。当他成功找到了众人都想得到的玄铁令时，就可以让谢

烟客帮助自己，然而石破天却毫无所动，他没有要求谢烟客帮助他找到自己的妈妈，

虽然这是他下山的主要目的，反而是谢烟客自己主动诱导他向自己求助。甚至是在大

悲老人送他十八个木偶，谢烟客表示让他求自己教材，他也表示拒绝。因为在他所得

到的教育中： 

 
22
 <信愿法师：住空、无相、无愿之法>, 学佛网，2023年 9 月 3 日，

http://www.xuefo.net/nr/article16/1567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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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丐道:“我妈妈常跟我说:“狗杂种,你这一生一世,可别去求人家什么。人家心中想给

你, 你不用求, 人家自然会给你; 人家不肯的,你便苦苦哀求也是没用,反而惹得人家讨厌,给

人家心里瞧不起。
23
 

    因此根据石破天不求人的思想无疑可以说与《金刚经》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

泡影，如露亦如电，应做如是观”部分是有一些关联的。在佛教中，世界上的一切事

物就像是梦境中的幻象或泡影般虚幻不实，并且事物皆是转瞬即逝，所以应当将事物

视为像梦幻泡影，让自己不执著于一切欲望，从而减少痛苦。虽然石破天并不清楚无

常，但是他清楚知道不要有求于人。石破天认为若有求于人，便会被打： 

    我妈妈有时吃香的甜的东西,倘若我问她要,她非但不给,反而狠狠打我一顿,骂我:“狗杂

种,你求我干什么?干吗不求你那个 娇滴滴的小贱人去?”因此我是决不求人家的。
24
 

他看见梅芳姑吃东西的时候，再也不会向梅芳姑讨要，而梅芳姑也必定不会给他，并

且还会将他毒打了一顿。他不再执着于求人去得到某些东西，因为在他的认知里，若

是求人便会得到毒打，而不求人他就不会再受到毒打的痛苦了。石破天的无欲无求，

造就了他没有被世俗污染，25让他始终保持着找回妈妈以及阿黄的初心。 

但石破天也并非完全不求于人，在小说第十八回<有所求>中，这是石破天唯一一

次有求于人： 

石破天道:“不错,请你不可杀他。不过这人老是害人, 最好你将他带在身边, 教他学好,

等他真的变了好人,才放他离开你。老伯 伯,你心地最好,你带了我好几年,又教我练功夫。自

 
23
 金庸，《侠客行》（上册），页 52。 

24
 金庸，《侠客行》（上册），页 52。 

25
 李天道、王顺贵，《漫谈金庸小说的侠客典型》，页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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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找不到妈妈后,全靠你养育我长大。这位大哥只要跟随着你,你定会好好照料他,他就会变

成个好人了。
26
 

    以上描写来看，石破天虽然是有求于人，但是这里求助他人的目的却不是为了他

自己。他的目的很简单，只是希望给石中玉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他可以成为好人。

因此无可置疑石破天并不是一个有愿之人而是无愿之人，因他并没有为自己的欲望而

对他人有所求，如果他是有愿之人，那么从一开始捡到谢烟客的玄铁令时，便会向谢

烟客提出诉求。现今社会，许多人都被困在名利功名内，对于很多事物都有欲望，故

此常常因为自己的欲望得不到满足而感到痛苦不堪，因此通过不择手段的方式去满足

自己的欲望，从而自己失去了自我。 

 

第三章 石破天的武功所显现的佛理 

 

 

仔细阅读《侠客行》我们可发现小说中对于武打剧情的描写是少量的。因为整部

小说较为专注描写人物的性格、情感以及人物在江湖上的遭遇。虽然如此，石破天所

学会的武功在小说里也算是相当的精彩，而本章将会探究石破天学会武功的原因，并

剖析出其中的佛理。 

 

 
26
 金庸，《侠客行》（下册），页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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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罗汉伏魔神功》 

 

    石破天在小说的形象是无知无识，当然也不是一名称霸天下的武林高手。但是他

却在阴差阳错中得到并且学会《罗汉伏魔神功》。这套武功并不是一项很容易练成的，

反倒很容易走火入魔，但是他却在走火入魔之时得到了他人的相助成共领悟其武学，

小说写到： 

    待得那少年练完了十八尊木罗汉身上所绘的伏魔神功，已是第三日晨光熹微。他

长长的舒了口气，将木偶放入盒中，合上盒盖，只觉神清气爽，内力运转，无不如意，

却不知武林中一门稀世得见的《罗汉伏魔神功》已是初步小成。
27
 

《罗汉伏魔神功》是大悲老人在临走前赠与石破天的十八个木偶。这十八个木偶

便是练就《罗汉伏魔神功》的关键，这里的十八个罗汉可说是对应佛教当中的十八个

罗汉。石破天便是根据十八个木偶身上的线路练功，然而要修炼此神功需要“摄心归

元，须得摒绝一切俗虑杂念”28，并且不宜贪练，而聪明伶俐之人必定是具有诸多烦恼，

而若天资愚钝之人，也无法搞清十八个木偶中的经脉。小说中提及要修炼这门武功，

无可避免的需要全心全意的去修炼，然而这却是佛教的大障，因为练武功会妨碍对佛

理的认知，某些方面属于佛教三毒中的“贪”。为了避免世人在看见这些罗汉不知量

力而丧命，因此在木偶上裹了泥粉，并且绘了内功的入门之道，以避免世人看见罗汉

木偶后妄加修炼，离开佛法的正道。29 

 
27
 金庸，《侠客行》（上册），页 101。 

28
 金庸，《侠客行》（上册），页 100。 

29 金庸，《侠客行》（上册）页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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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石破天在修炼这门武功时其实不止是戒贪，更是具备着戒嗔、痴的境界。

根据《佛学大辞典》之解，三毒是贪、嗔、痴。贪，指的是迷心于一切顺情之境；；

嗔，指的是对一切逆境感到愤怒；痴，指的是无视和迷失在真理之中。30 

一般人学习武功的目的或是为了成为武林高手，或是强身健体等，这是人性中某

部分的贪。然而石破天学习《罗汉伏魔神功》展现了佛教所提倡的不贪，他和一般人

学习武功的目的并不一样，他不是为了通过修炼武功得到荣誉或是其他目的。小说中

提到：“谢烟客笑道: 你只要练成了泥人身上那些红线黑点的法道 ,手掌摊开 ,麻雀儿也就

飞不走啦。那少年道:‘这倒好玩,我定要练练。’
31由此段可以看出，石破天学这个武功

的目的仅仅只是因为他觉得好玩而已。在这里他所练习的只是内功，在发现真正的

《罗汉伏魔神功》时，石破天也是保持一样的心态，因为他认为那些木偶的表情都很

有趣，认为可以跟着真正的线路练习。 

虽然他成功练习了真正的《罗汉伏魔神功》，但在练习基础内功的时候，并不是

顺心如意，因为一开始谢烟客教他的内功虽是不错，但却是次序颠倒，只要内息有一

点岔气，便会要了石破天的命。石破天因此在后来练得全身感受到寒战，但谢烟客表

示正常后还是继续练习。其后谢烟客教他诸阳经脉，石破天在这过程中，虽修习的进

展较慢，甚至身体出现不舒服的状况，他依旧坚持训练。 

总之，石破天在习武时并没落入痴，他是无执的修炼。在上述提到若天资愚钝之

人，将无法练会罗汉伏魔神功，而谢烟客在教他内功时，也表示他的天资并不蠢。然

而他也不是聪明人，在小说中石破天有时如同傻子一样，他看不出谢烟客是想害他，

且每天都必须砍柴、洗衣、做饭等伺候着谢烟客，甚至在故事的最后却还是认为他是

 
30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台北：佛陀教育基金會，2014），页 309-310。 

31
 金庸，《侠客行》（上册），页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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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从这些论述中大部分证明了他不是痴傻的人，如果他是痴傻的人，这套武功他

就不可能练成。 

 

第二节《太玄经》 

  

    石破天在小说中并非是位学富五车之人，相反的他是完全没有知识，并且天性有

点愚蠢。可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却学会了许多武林高手都无法参透的《太玄经》。此

武功与杨雄编撰的《太玄经》并不相关，虽然名字相同，但却是金庸利用唐朝诗人李

白<侠客行>中所蕴含的一套武功。小说中描写了两位武林高手龙岛主及木岛主在发现

侠客岛石壁上的武功图腾——李白所写的诗<侠客行>，但他们却苦练许久也未能参透。 

根据小说对两位岛主的描写，不难发现，他们都是武林高手。以龙岛主为例，当

龙岛主要将记录着赏善罚恶簿给白自在32时： 

龙岛主抽出一本簿子,随手轻挥说道:“威德先生请看。”那簿册缓缓向白自在飞了过去。

白自在伸手欲接,不料那簿册突然间在空中微微一顿,猛地笔直坠落,在白自在中指外二尺之处

跌向席上。33 

小说中对于他们的描写并不多，但是通过上述龙岛主的例子，可以证实他的武功

是相当高强，但他们却无法练就侠客岛石壁上的武功图腾，甚至是少林妙谛和武当愚

茶道长也都无法参透其中的奥秘，但石破天却可以轻松练就此武功。究其原因是因为

他们有着先入为主的偏见。在佛教中有“五恶见”的说法，即：身见、边见、见取见、

 
32
 雪山派的掌门人。 

33
 金庸，《侠客行》（下册），页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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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见、戒禁取见。这“五恶见”都是偏见，并且如若执着这些错误的观点，将有害于

自身的修行和解脱。根据《佛学大辞典》之论，身见乃“见为常有一我体”。34此解释

为那些具有身见的人，往往执着于身体，并且对于周遭一切事物都有着强烈的占有欲

望。边见乃“为死后我体断灭，又见为常在”。35指的是对于每件事物都以独立视角探讨，

而不去探讨其他因素。邪见乃“为无因果之道理”
36指的就是否定世间的因果道理。见

取见乃“取已上之诸见，而见为究竟至极之真理”，37，见取见是认为上述前三个偏见是

对的，且执着于这些错误的想法。戒禁取见乃“取非理之戒禁，而见为生天受乐之因”38，

这是指人们常执行邪戒，错认以为这些邪戒为正戒，以为可以从中获得彻底解脱。  

小说中那些文武双全的人都是犯了佛教中的“边见”，他们被固有的观念所影响，

也就是佛教所说的二障中的“所知障”39。根据《佛学大辞典》,所知障又被称为智障，

它指的是当人在拥有智慧时，对于事物的认知往往都被局限在表面，无法理解事物的

真实意义或本质。40因此从小说的描述中，他们是因为固执己见，导致自己无法得到真

理，而困在迷雾中，无法领悟参透石壁上蕴藏的《太玄经》。 

小说中龙木岛主二人固执的认为“该当如此练,木兄弟却说我想法错了,须得那样

练。……练了大半年后,我二人动手拆解, 只拆得数招,二人都不禁骇然,原来……原来……” 

41 

 
34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页 559。 

35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页 559。 

36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页 559。 

37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页 559。 

38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页 559。 

39
 邓桦,<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论金庸小说寓意手法的运用技巧》2019 年第 31 期，页 104。 

40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页 559。 

41
 金庸，《侠客行》（下册）页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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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中“迷心外见”，意味着我们常常被外在的事物所迷惑和困扰。42龙木岛主、

少林妙谛、武当愚茶道长甚至是其他武林高手，都困在自己的观点中，坚持认为自己

对<侠客行>的解析是对的，但其实不然，在他们各自研究练习的过程中，便可以看出

他们只能解出部分的招式，最终他们才发现两个人都是错的。当然除了他们两位，甚

至是数十年来，被邀请到侠客岛的武林高手也同样因为各执己见，各人得到的只是部

分招式，并无一人真正成功解得。然而众人意料之外的石破天竟得到正解。其实这个 

<太玄经>的解法不是他们认知里的样子。各位武林高手在得到这份<侠客行>武功时，

他们全都被当中的文字注释等所困住。 

然而石破天却反其道而行，他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他打破了众生所执着的偏见,

而是跟着石壁上的图形的顺序，从而成功领悟石壁上的东西。石破天是个无知之人，

他并不会被石壁上图形的笔法与书画影响，因他从没学写过字，故他不会先入为主地

跟着每个字的写法顺序，以每一笔应该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的笔画，在他看来这些都

只是长短不一的剑，有的朝上，有的则朝下，皆是不相同的剑形；他也不像其他人一

样认定壁上的文字都有各自的注解，而纷纷研究其注解，分析当中所蕴藏的神功，对

于他而言，这些剑形的笔法及图画可按照之前学过的《罗汉伏魔神功》，按照线路练

功一样，便可领悟43因而获得<侠客行>所蕴藏的武功。 

与此同时石破天在练<侠客行>这首诗歌所蕴藏的《太玄经》，已经成功达成了王

弼在研究《易经》时所使用的“得象忘言”44。王弼的这项研究方法表达的是抛开文字

 
42
 李中华注译 ; 丁敏校阅《新译六祖坛经》，页 54。 

43
 金庸，《侠客行》（下册），页 485。 

44王弼，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北京 : 中华书局, 1980），页 609。 



19 
 

上的局限，超越文字上的表面意义，达到更直观的理解。石破天正是和其他武林高手

不一样，他不是局限在文字。 

   石破天看了一会儿,转头去看壁上所刻图形,见画的是一匹骏马,昂首奔行,脚下云气弥漫,

便如是在天空飞行一般。他照着先前法子,依着那马的去势存想,内息却毫无动静,心想:“这

幅图中的功夫,和第一二室中的又自不同。 
45
 

从上述石破天在第三室所见的图形为例子，在众人眼里这诗句“银鞍照白马”若是在

解析时，离开李白的诗意，便不可解。而石破天却和他们不一样，在他看来这些文字

只是一幅画，而不在于其文字的注释，因此石破天便是以这样的方式去解开二十四室

中所对应的诗句所蕴含的武功。 

第四章 石破天呈显出的四无量心中的慈心、悲心、舍心 

 

 

纵观整部《侠客行》石破天与他人有着与众不同的心性。儒家的人性本善观点认

为，人性天赋善良，每个人都具备自发的善意和道德本能。根据小说对石破天的描写

中可以看出他从小就没有离开过熊耳山，接触的人只有养母，最好的玩伴则是小黄，

因此他并没有受到周围环境的污染，天生具备着纯净的特质。这种纯净并不是外界施

加的，而是他内心深处所固有的善良和正直。正因为他内心具备着善良和正直，因此

在整部小说中，他展现出佛教所提倡的四无量心其中的三个无量心即慈心、悲心和舍

 
45
 金庸，《侠客行》（下册），页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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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因为小说中，笔者并未找到适合于四无量心的喜心的内容，因此本章节只牵涉慈、

悲和舍三心。 

 

第一章  慈心的展现 

 

根据《佛学大辞典》曰:“慈无量心，能与乐之心也。”46慈心是能够与喜悦的心相联

系，它指的是一种无条件的友爱，包括对众生的无私关怀、祝福以及善意，是超越个

人利益和偏见的。慈无量心培养出对众生的平等和关怀。 

石破天在面对自己毫不相识的谢烟客时，因为谢烟客的银子和铜钱已经花光，没

有碎银付给路边店家，石破天就误以为他没钱，便说由他请客，毕竟只是请几个馒头

而已，但这个例子并不足以证明他是位具备慈心的人。而在故事的后续，在石破天摸

到了谢烟客后背的内劲时，误以为他发烧，他便急忙要谢烟客到树底下休息，甚至试

图想要去找水给谢烟客喝，但谢烟客清楚的知道那只是自己的内功所放，并不是生病，

所以不再运内功。 

可是石破天却在摸到他发冷的额头后，认为他又发烧又发冷是要死之的症状。随

后，他看着烈日当空，开始编制以树叶为材料的帽子，让谢烟客遮阳。到了市镇，石

破天更是认为谢烟客是因为没钱吃饭而生病，因此他将谢烟客拉到馆子里，并将自己

所剩余的钱都拿出来，请谢烟客吃肉吃鱼吃饭。 

 
46
丁福保， 《佛学大辞典》，页 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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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石破天根本不认识他，只不过是因为他在机缘巧合下获得了谢烟客的玄

铁令，从而结识了谢烟客。在获得谢烟客的玄铁令后是可要求对方帮助的，如同无愿

门的章节中提到的，他不求谢烟客的帮助，因此他对谢烟客的好是单纯的，并不是为

了获取某些利益而对他好。 

除了这个例子，在前文中有提到石破天是在救下大悲老人后得到了《罗汉伏魔神

功》。石破天和大悲老人并不相识，可是石破天却在他和长乐帮的三人交手时挺身而出。

在小说中，武功高强的谢烟客听到树林里传来交手的声响，但他的本意却不是出手相

救，而只是要去到那边瞧看，并且要求石破天“千万不能出声”
47
 ，然而到了树林见到

了大悲老人受到了围攻，他并没有出手相救，而是由毫无武功基础的石破天出手相救，

因为他看见大悲老人受到欺负，“心中已大为不平，眼见老人受制，更是惊怒交集”48 ，因

此他挺身而出挡在大悲老人的身前，甚至被挨打得鼻青脸肿，却依旧毫不退缩。这部

分的故事情节形成了对比，如前面所述谢烟客遇到这样的情况只是选择袖手旁观，甚

至是在石破天站出来维护大悲老人时，他想的是借三人之手，将石破天杀了，他见死

不救并不是违背誓言。 

这个例子其实很多人都会像谢烟客一样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选择袖手旁观，

帮了反而有可能损害自身，而且老人不是自己认识的，因此就在旁看个热闹即可。但

孟子曾说过：“无恻隐之心，非人也”49 ，此言认为身为人都应该具备对他人的同情乃至

关心。当看见有人受到欺负，并且还是一位老年人时，都会于心不忍上前帮助，而这

样的人都具备善良的天性，而石破天也是具有儒家所言的恻隐之心，也展现出佛教的

 
47
 金庸，《侠客行》（上册），页 56。 

48
 金庸，《侠客行》（上册），页 57。 

49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页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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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心。虽然他不能帮助大悲老人免受伤害，但还是义无反顾地上前保护，只希望大悲

老人不再受到伤害。 

 

第二节 悲心的展现 

 

悲心是指“悲无量心能拔苦之心也”
50  ，悲心是在面对众生苦难的深切关注和同情

心。其中包括渴望减轻他人的痛苦，并努力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在小说中，狗杂种

（石破天）一直被误认为长乐帮帮主石破天（石中玉的化名）。上文提到，石中玉虽聪

明伶俐，但却有许多恶习,如小说中陈冲之51：“素知帮主倨傲无礼、残忍好杀,自己向他行

礼问安,他居然也向自己行礼问安,显是杀心已动,要向自己下毒手了。”52 并且小说中的花万

紫说：“素闻石破天好色贪淫,败坏过不少女子的名节,今日落入他手中,不免凶多吉少,不敢让

他多见自己的容色”53 ，从这点可以看出石中玉为人狠毒并且好色，丝毫没有一点悲心。

可是在石破天（狗杂种）这却与之相反，处处体现出悲心。 

《侠客行》中最突出石破天悲心之处的是他在代长乐帮帮主去侠客岛赴宴送死。

在小说中的第十五回<真假帮主>中，张三李四（龙木岛主的徒弟）从扬州妓院将真的

石帮主，也就是石中玉抓回来。根据小说的描写，石中玉之所以会躲起来是因为要躲

过侠客岛的耳目，拒绝接受铜牌，因为那时大家对侠客岛的认知便是一去必死无疑，

而石中玉因此害怕而选择躲起来，因此贝海石只能找一个样貌相似之人来顶替帮主，

赴侠客岛之约。然而回来后的石中玉却还是一样不愿意接铜牌，这正合张三李四的意，

 
50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页 791。  

51
 长乐帮狮威堂堂主。 

52
 金庸， 《侠客行》（上册），页 104。 

53
 金庸，《侠客行》（上册），页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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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他们来此的目的是“罚恶”，毕竟长乐帮一群人所做的坏事并不少，根本不配去侠客

岛喝腊八粥。而此话一出固然有要灭掉整个帮派的意味。因此贝海石甚至是石破天等

人都劝其接下铜牌。但石中玉还是依旧不愿接受，甚至出言表示让石破天接受：“你慷

他人之慨，话倒说得容易。你既如此大仁大义，干吗不给长乐帮挡灾解难，自己接了这两块

铜牌？”
54
 

原本石破天已经成功脱离了石帮主身份，脱离了贝海石要他顶替帮主的阴谋，却

还是在真相大白后赴宴送死，代替长乐帮接下了两枚铜牌，在这里显示出其的悲心，

有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感觉。55他愿意去帮助长乐帮是因为在他顶替帮主这个

位置的时候，众人是对他一片真心，而他被误认成石帮主的原因时因为当时长乐帮急

需要帮主赴腊八之宴，因此石破天原本就是要代替原石帮主冒险的使命，因此这个任

务就必须由他完成。 

 

第三节 舍心的展现 

 

舍心是指“舍无量心，如上三心舍之而心不存着也，父怨亲平等舍怨舍亲也”56  这是一

种超越个人喜好、平等的心，能够舍弃对一切事物的执着。这种心态不受情绪和欲望

的左右，达到了心境的超然与自在。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对于功名利

禄的执着，丧失了自己的初衷。为了利益，出卖了自己的底线；为了赚快钱，开始触

犯法律底线，这都是一个人没有舍心的表现。而在前文已经说明了石破天学武功的目

 
54
 金庸，《侠客行》（下册），页 366。 

55
 陈墨，《人论金庸》页 42。 

56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页 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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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不是和一般人一样，仅仅只是好玩而已。然而石破天的舍心并不只是表现于此，

舍心更是一种放下过去的执着，忘记痛苦或者遗憾。 

展飞57因其老婆失身于石破天而怀恨在心，但碍于以前奈何不了石破天，只能选择

忍气吞声，但此刻的石破天因为练着《罗汉伏魔神功》，并未领悟到阴阳融合的方法，

身体处于寒热交攻之际，神志不觉，而无法动弹。而此时此刻便是展飞报仇的最好时

机，因此他趁着石破天不能动弹之时：“双足摆定马步，吸气运功，右臂格格作响，呼的

一掌拍出，正击中那少年心口。”
58 由此可见，展飞是用尽全部功力，毫无保留的对石破

天下死手。但石破天却因展飞这一掌让自己阴阳交合，成功练就了《罗汉伏魔神功》，

而当展飞面对拥有强大内功的石破天，却遭到反弹，意外伤了自己。 

在此情此景，展飞肯定是暴露了，他深知自己这个行为是坏了帮规，必会受到严

惩而死。但是石破天却具备着舍心，他并不计较以及执着于展飞试图以铁沙掌杀死他

之事，反而否认贝海石所说的有刺客，以及当时展飞封了待剑的穴道，反将其拦在自

己身上，表示是自己要求其封印她的穴道的。石破天在这其实已经帮了展飞很大的忙，

但是展飞并不知此人并不是原来的石帮主，故此认为石破天是有意要折磨他，但其实

石破天本意并不是如此，且他也不是曾经作恶多端的那位石帮主，而是生性善良且单

纯的狗杂种。所以当展飞以为他要折磨他时，他道：“我为什么要折磨你？嗯，你手臂断

了，须得接起来才成。”59 

不计前嫌，甚至愿意帮助一个对自己有恶意的人，这并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因为我们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要害你，哪怕是不伤大雅的伤害，你都不会原谅他，

 
57
 长乐帮外五堂中豹捷堂香主，拥有深厚的铁沙掌功力。 

58 金庸， 《侠客行》（上册），页 90。 
59
 金庸，《侠客行》（上册），页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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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对方遭受困难时可能还会选择落井下石，只为让他也尝受同样的痛苦。这正如

选择和展飞一样的行为，趁原石帮主不备时而伤害他。 

 

第五章 结语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角色有些具备着佛理寓意，石破天即为一例。《侠客行》对比金

庸的其他作品的武侠人物大有不同。金庸大部分的武侠小说的主要人物都具备“大勇”、

“大智”以及“大仁”的侠客品德。然而《侠客行》的故事人物并没有大量的侠客行

为，在小说中石破天最大的特点便是无名，就连石破天的这个名称也是借着自己外貌

与石中玉相似才得到。除此之外，石破天无欲无求更是他另一个特点，他从小受到的

教育使他明白凡事都不能要求回报，因此石破天对于帮助他人从不求回报，即便是不

认识的人又或是对方有悬赏，他都会尽力去帮忙，而不是选择袖手旁观。这两个特点

便与本论文所研究的课题息息相关，他的无名及无欲的特点便是佛教所提及的无相门

及无愿门。 

石破天的无名无相，除了外貌上的相似以外，他身上也有着贝海石精心为其刻意

伪造的疤痕，这些无疑都证明他是石中玉，故此导致了其他人的误会。因此众人的误

会也从中带出了“于相而离相”的教义，所有事物不是固定及永恒的，这些相的存在，

是可以被离弃和超越的，因为如果他们不被表象所迷惑就可以认识到此刻的石破天和

石中玉，完全是相反的两个人。石破天无所求，在帮助谢烟客时也未提半点关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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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虽他无所求，但小说中他还是有一事相求谢烟客，那就是希望帮助他改邪归

正。在这一点上，石破天似乎并未达到无愿门，但笔者认为他还是达到了无愿门的境

界，虽然是有所求，但他却不是以自己为目的求助于他人。 

《侠客行》对于武打剧情的描写较少，但是石破天在学习武功的过程中笔者也同

样发现其蕴含的佛理。在练习《罗汉伏魔神功》时石破天戒贪和戒痴，因为在练习此

项武功首先便是要摒除杂念，并且不宜贪练。石破天学习这项武功的目的和一般人不

一样，他仅仅只是认为好玩，并不是为了得到荣誉，故不贪练。在习武的这个过程中，

石破天也没落入痴的境界，因为在小说中有提及这项武功若是天资愚钝之人，便无法

练成。因此如果他是痴傻之人，恐怕这项武功他无法练成。在小说中，石破天更是学

会了武林高手都参悟不了的《太玄经》。龙木岛主等武林高手迟迟未能解出这套武功的

奥秘是因为犯了佛教中的边见，他们被自己的所知障困住，故此才无法参悟。石破天

却领会了“得象忘言”的方法，抛开了大家认为的字面上的意思，达到最为直观的理

解，所以才得以参悟这项武功。 

石破天更是具备着佛家四无量心中的慈心、悲心以及舍心。慈心显于他与谢烟客

在毫不相识的情况下，却愿意在以为他没钱时请客，在以为他生病时处处关心他，想

尽办法只为了让他痊愈。悲心显于他看见大悲老人受到欺负，毫无武功基础的他却愿

意挺身而出，被挨打也毫不退缩。舍心显于原本已脱离贝海石的阴谋，却还是在真相

大白后，赴宴送死。石破天更是不计前嫌，面对展飞，一个对自己有恶意的人，却愿

意保护对方，甚至是帮他将断了的手臂接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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