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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無忌離去的必然 

 
南方壺 

在金庸的倚天屠龍記裡，殷離、周芷若、小昭及趙敏等

四位女子，對張無忌均是情深愛重。原先對她們不分軒輊，

常不知如何自處的張無忌，全書快結束前，在周芷若的逼迫

下，終於做了抉擇。他說“芷若，我對你一向敬重，對殷家

表妹心存感激，對小昭是意存憐惜，但對趙姑娘却是銘心刻

骨的相愛。＂敬重、感激，及憐惜，當然都遠遠不及銘心刻

骨的相愛。曾與張無忌有婚約的周芷若，只好黯然神傷地放

手。之後張無忌所率領的明教眾徒，對抗元軍，屢傳捷報，

眼見驅除達虜快成，河山指日可復。此時也隸屬明教的朱元

璋，先是假造其首領韓林兒通敵的親筆信，又買通韓林兒心

腹，向韓林兒手下的兩名大將徐達及常遇春告密。兩人誤信

後，在朱元璋設計下，刻意讓張無忌聽到他們的一段對話。

徐達說“成大事者不拘小節，斬草除根，莫留後患＂，常遇

春說“大哥若是怕殺了他軍中有變，咱們不妨悄悄下手＂，

張無忌以為他們商討要除却的就是他。對徐達及常遇春的寡

恩少義，百感交集“朱元璋這厮忘恩負義，那也罷了。徐常

二位大哥與我何等交情，但為了一己富貴，竟也會叛我。他

三人身繫義軍重任，我若去幾掌殺了，只怕義軍便要瓦解冰

消。我張無忌原本不圖名位，徐大哥，常大哥，你們把我忒

也看得小了。＂心灰意懶之下，自行引退，將明教教主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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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與楊逍，然後帶著趙敏飄然離去。其後就是大家所知的歷

史，朱元璋當上了皇帝。 

金庸在後記裡說，像張無忌這樣的人，任他武功再高，

終究是不能做政治上的大領袖。金庸認為中國成功的政治領

袖，第一條件是忍，包括克制自己之忍，容人之忍，以及對

付政敵的殘忍。第二個條件是決斷明快，第三個絛件是極強

的權力欲。而張無忌却連半個絛件也沒有。 

這其中極強的權力欲，可能是成為政治領袖最須具備的

條件。向權力靠攏，是大部分人會做的選擇，無欲者畢竟罕

見，而附合主政者，才較易各取所需，少了一些辛苦。在法

王路易十四時代，不就是以奢靡的凡爾賽宮廷生活，來籠絡

及腐化法國大貴族，使反對他的人，一個個向他臣服。在上

下交征利之下，環繞著權力周圍的，乃各種匪夷所思的事。

甚至指鹿為馬，也都不足為奇。政治上充斥令人心灰意懶之

事，被人背叛，不過是其中之一。若缺乏極強的權力欲，當

然就不易忍，而又何須忍？這樣的人，處於高層中，內心深

處乃想脫離。張無忌看似墮入一代梟雄朱元璋的奸謀之中，

其實依他的個性，對當皇帝並無興趣。之前以復國大事為

重，如今大功快告成，反倒讓他找到遠離紛擾的理由。趙敏

對他的重要性，更勝過任何權位。離去的理由，對張無忌原

本就不缺少。個性被金庸認為拖泥帶水的張無忌，對於離

去，可是決斷明快。 (98.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