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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頭就這樣摔裂了。
雖然事出意外，眾人沮喪，香香公主卻是很淡

定也很正面，隔著海她說：「上次那個石頭挑的
很好，再挑一塊吧」。於是李館長再挑一塊，謝先
生再捐一塊，張先生也就再度被召喚來到苗栗，
有了上次的經驗，這次工作更加順利。只是這麼
一折騰，看來已經來不及船運，趕不上原訂在英
國的贈送典禮了。如果是空運則可能及時趕上，
但是一趟運費得要花上40萬臺幣！香香公主說：
「哎呀，小事啦，空運吧！」就這樣，這塊石頭坐
著飛機從臺灣飛到了英國。
後來所知，在劍橋大學還上演了一場石頭爭奪

戰。原先規劃金庸先生的石碑要放在國王學院徐
志摩的詩碑旁，但是聖約翰學院極力爭取，院長
說金庸先生是我們聖約翰學院的學生，這塊石頭
絕對不能放在聖約翰學院以外的地方！當然，現
在這塊金庸石碑，已成為該學院的重要標的（圖
5）。
早在2005年，劍橋大學已經頒發給金庸先生

劍橋榮譽文學博士的名銜，但是好學不倦的金庸
先生，仍遠赴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攻讀歷史學
碩士與博士學位。在2010年，以86歲高齡取得
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目「唐代盛世繼承皇位制
度」，當時獲得極高的評價。
金庸先生傳奇一生，學術成就非凡，而筆下風

雲，更是風靡華人世界。就在培養全球精英的搖
籃、800多年歷史的英國劍橋大學，金庸先生留
下石碑註記，令人不勝感佩。而透過李家維館長
的著力，經由這塊來自臺灣的砂岩石碑，將金庸
先生與臺灣的情緣緊密連結在一起！ 

劍河風光」，落款為「學生金庸」。在這人文薈萃
的劍橋校園，四處恬適淡雅的氛圍，這座石碑適
切地為金庸先生的一生豪情創作，留下深刻的註
記！
然而，就在石碑前的一個解說牌，簡述著金庸

先生的生平事蹟，最後一段文字出現：「蒙查良
鏞夫人林樂怡慷慨襄助，此聯得以鐫刻於臺灣砂
岩之上，立於此園。」這塊石碑竟然與臺灣有所
連結！不只如此，還與本館前館長、財團法人國
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文教基金會李家維董事長，有
著綿密的關係呢！
原來，李館長與金庸先生伉儷已是舊識（圖3），

在一次香港的餐敘中，金庸夫人―香香公主特別
請託李館長，幫忙完成金庸先生的一樁心願。那
就是劍橋大學希望能有一個刻著金庸詩句的石
碑，放在徐志摩石碑旁。金庸先生認為石頭不適
合在大陸找，也不認為香港有適合的刻石頭工
匠，於是就請李館長協助。
這下子就找對人了！李館長熟知臺灣的石頭達

人，就在苗栗三灣鄉，一位園藝石藝
專家謝正獅先生，一見是芳鄰李館長
到訪，為金庸先生挑選石頭，馬上答
應免費贈送！於是李館長就挑選了一
塊典雅、瘦皺的砂岩石塊。很快地，
香香公主傳來金庸先生的墨寶電子
檔，同時開心的表示，這石頭不錯！
那麼如何在這堅硬的石頭上，刻上

文字呢？李館長在科博館期間，籌辦
多檔展覽，廣結善緣，也結識多位民
間能人異士。一位在臺中開設大地彩
雕，專事雕刻的張清耀先生，就在李
館長的徵召之下，將一套完整的噴砂
設備，運往苗栗三灣鄉，張先生並在當地院子設

計了一個工作棚子，包住
了石頭與噴砂機器，悉心
地一筆一畫，將金庸先生
的字句，刻烙在石碑上。
花了一整天的功夫，終
於大功告成（圖4）！透過照
片，遠方的香香公主深表
滿意。接續下來，就是要
安排船期，運送到英國。然
而，也不知道是好事多磨，
還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總是要平添一番難忘的劇
情與插曲。就在準備啟運，
在謝正獅家中吊起大石之
際，繩索竟然脫落！一塊大

「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郭靖
大俠、喬峰幫主何等豪情壯志！武當七

俠、全真七子、江南七怪之俠義情仇，深深烙印
在五、六年級生的共同記憶。隱藏在書桌課本考
卷下層，忐忑翻閱，夜半被窩旁的深深咀嚼，這
是一代文豪金庸大俠的小說帶給大家的精神食
糧。 
時空轉移，2019年仲夏時節，由科博館孫維新
館長領軍，一群來自臺灣各地愛好自然科學的老
師、學生，浩浩蕩蕩地飛抵英倫開展一場科學人
文之旅。而就在風光明媚的劍橋大學康河畔，聖
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裡的玫瑰花園，矗立
一座近2公尺的壯麗石碑（圖1）。看似不起眼，然
而碑上的文字，卻吸引著廣大華人遊客的駐足與
細讀。 
石碑正面刻著：「花香書香繾綣學院道，槳聲
歌聲宛轉嘆息橋」，正是金庸先生2005年入學劍
橋大學時所創作的墨寶，描述著他眼中的劍橋大
學美景（圖2）。石碑的背面則刻著：「槳聲書香，

圖1 座落在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的金庸石碑

新世代反毒策略：以人為中心，追緝毒品源頭；以量為目標，消弭毒品存在。

康河畔、臺灣緣―
金庸大俠的對聯
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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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康河一隅。河道上即石碑上所記的嘆息橋。

圖3 李家維館長特別贈送給金庸先生，一塊6億多年前，來自貴州
甕安的動物胚胎化石與其電子顯微鏡照片。（李家維教授提供）

圖4 李家維館長在甫完成的石碑旁，與張清耀先生（左一）、謝正獅先生（左二）合
影。（李家維教授提供）

圖5 在聖約翰學院的花園，校園導覽先生為訪客介紹石碑的來龍
去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