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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沒有人會在閱讀陳博士的個人小傳時不被她的多產、多才
多藝和多元化文化懾住。她的童年在廣州度過，在香港德貞女子
中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數學系畢業後，到菲律賓進修神
學。之後，她以七年時間獲取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研究院頒發
的文學碩士、教育碩士和教育博士（主修戲劇）學位。八二年，
她獲哥大教育研究院委任為傳理系教授，九四年獲頒贈傑出校友
殊榮，為該校首位獲頒此榮銜的香港華人。九三年，她被列入亞
洲成功人士名人錄。同年，紐約市政府將她與貝聿銘和馬友友共
列為美國三十五位華裔文化先驅，並將該年的七月九日訂為「陳
尹瑩日」。她為香港話劇團編導的《誰繫故園心》英語版本和
《花近高樓》分別入選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現代戲劇集和中
國戲劇百年歷史上最重要的二十三個劇本之一。同時，她亦是一
位畫家和設計師，其中一幅油畫《暮春的風采》被美國油畫家協
會選為二零零三年全美最佳作品之一。而陳博士最特別之處，即
她亦是瑪利諾修女。去年，她分別在紐約和香港舉行了進會金禧
彌撒聖祭，以誌她以修女身份為教會服務五十載。

《帝女花》改變一生
陳博士回想七零年創立四海劇社的原因時，令筆者對四十多年
前的紐約華埠加添認識。六八年，陳博士被修院派往位於勿街，
即華埠最重要的街上的顯聖容天主堂工作。紐約的華人移民中心
剛在那兒成立，她的主要工作是為青年服務。「當時美國剛取消
了第二次排華法案不久，中國移民獲准將故鄉的家人申請到美國
團聚。很多夫妻分開了二三十載，丈夫只拿着照片到機場接機，
妻子則戰戰兢兢地跟一名近乎陌生的人走，在異國重新生活。當
時華埠很少女性，亦沒有家庭、社區服務，她們成為異鄉孤
客。」陳博士指出當時中國移民的其中一個問題。
該堂神父是愛爾蘭籍的蔣耀東，是全美國最年輕的神父。他請
陳博士花六個星期探訪移民，認識社區。可是，單與新移民談話
可滿足不了年輕的她。十天後，她告訴蔣神父她發現勿街的每個
窗口都掛着不同宗親會的招牌，所以不宜再創社團，而是應該將
這些社團團結起來。神父贊成她的建議，她趁着快將過年的好時
機，連忙聯絡十個組織。那時候，陳博士一邊教導在工廠車衣的
移民婦女裁剪，一邊將新移民最喜歡的粵劇《帝女花》改編為白
話劇本。
「那次演出很成功，報章亦大幅報道。可是，我卻不知道原來
犯了華埠中華公所的忌諱。公所由七個僑團組成，恍若華埠的市
長一樣，很有權威的。在演出《帝》劇後，公所代表來找蔣神
父，投訴一名年輕修女得罪了七大僑團。原來我在宣傳時說
《帝》劇是由十個社團合作的，規模竟然比七大僑團更大型，令
他們面子不好過，要所有報章和父老杯葛我們。蔣神父一力承
擔，設宴致歉。我卻因為是女性，連『斟茶』也不容許。」
陳博士憶述當年在紐約演出的一件大事。「有趣的是，七年之
後，華埠慶祝美國立國二百年，竟然所有僑團都邀請我主持其慶
典。」《帝》劇演出還有一個改變了陳博士一生的故事。一晚，
她在辦公室接聽電話，忽然來了因看到報章報道慕名而來的任伯
江博士。他叫陳博士不要唸數學，並介紹她到哥大唸傳理。這就
開始了她連續七年一星期在堂區工作七天、攻讀兩個碩士學位和
一個博士學位的生涯。陳博士說若不是任博士建議，她便會繼續
唸數學。
之後，她更與任博士成立「四海劇社」，因為她明白到在華人
社會工作，一定要名正言順。所以，她若想繼續在華埠做戲劇工
作，便一定要成立劇團。「四海」取其「四海之內皆兄弟」之
意，正是表達兩位有心人希望藉着戲劇將五湖四海的戲劇愛好者
聚在一起的願望。

成立劇團傾盡心血
八六至九零年，陳博士返港，出任香港話劇團的藝術總監。她
積極推動原創劇，自編自導多個劇本，將戲劇與社會和政治連結
起來。她亦致力提升演員的形象，讓更多演員飾演重要角色和培
育劇壇接班人。她的兩齣代表作《誰繫故園心》和《花近高樓》
分別在她加入話劇團前和身任藝術總監時編寫，後者更是話劇團
首次遠赴美、加三個城市巡迴演出的經典。「在那四年中，我同
時兼任話劇團和『四海劇社』的藝術總監。每年我都拿兩次各一
個月的無薪假期回美打理後者，《花》劇也是在紐約創作的。」
當她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重返紐約時，覺得華人社會已經與七
十年代大為不同。當時亞洲經濟發展迅速，很多父母已經開始讓
子女以藝術為專業。不過，美國的表演團體都是以全英語演出，
來自中國的藝術家難以參與其中。因此，陳博士在九二年成立長
江劇團。紐約州有四百多個藝團，長江劇團與別不同之處在於它
同台演出時會出現多種語言，演員並不需要單以英語演戲。四海
劇社是業餘劇團，但長江劇團卻是專業劇團，每個製作最少要演
出三個星期，所以他們要到「外百老匯」的「99座位劇院」演出
三至四星期。所謂「99座位劇院」，是因為全世界有志成為專業
演員的人都雲集在紐約市，希望可以讓劇評家看到自己的演出寫
下美評而一鳴驚人。為了爭取機會，他們寧願不取酬金。美國演
員公會有規例，這類演出每場不可多於99個座位。演員們白天都
靠當侍應為生，陳博士笑指紐約市內餐廳很多侍應都是演員。
「我們的演員也是要經過公開遴選才能參加演出的，任何人都
同樣獲得相同的酬金，比一般『99座位劇院』演員所獲的車馬費
多。我每次由總會駕車到華埠排戲來回時間達五小時，每星期排
戲四晚，共綵排八星期。加上演出四星期和一些籌備的工作日
子，我每次為了一個演出，都是這樣在路上來回三個半月，還沒
有將綵排的時間和事前的準備工夫計算在內哩！這樣的日子，我
連續度過了二十二年！」
除了戲劇工作之外，陳博士還要兼顧修會的工作。自她在九十
年代初返美後，一直擔任瑪利諾修院展覽館創辦人和館長，負責
收集修會在中國的歷史文物。陳博士很喜歡這項工作，因為她向
來鍾情中國文化和文物，每年返港都盡量抽時間往內地城市觀

訪。
二十二年來，陳博士每天都為長江劇團耗盡心血經營，所有人

都知道Joanna Chan（陳尹瑩）就是長江劇團的靈魂和支柱，為
何她會離開自己一手培育和正當茁壯的劇團呢？
「我是在兩個月內作出決定的。一二年的一天，我在駕車時，
忽然想到自己的年紀。我創作了這麼多個劇本，卻沒有後人或門
生將它們保存下來，我覺得我必須在有生之年安排好我的劇本。
於是，兩個星期後，我在劇團的董事會的議程內加入了我卸任這
個議題，表示我會在一年後離任。會上人人都大嚇一跳，但見我
去意已決，只得請我多留兩年。去年五月上演我編劇和導演的
《長恨歌》便是我的告別作。」

卸任總監出版劇本
到底陳博士打算卸任藝術總監後為自己的劇本做什麼呢？原來
她準備利用四五年的時間將四十個中英對照版的劇本出版成書。
奇妙的事情就在她作出決定後接二連三地發生。首先，香港一位
從事寫作的朋友跟她說：「你應該出版你的劇本，讓我來幫
忙。」跟着，她的一位二十多年的朋友說：「你導的戲已經夠
了，將你的劇團交給別人管理吧，你繼續寫劇本。我快退休了，
我會做你的代理人，保守你的劇本。」
這位朋友給她的支持令她找到理由繼續創作劇本。還有，前年
她回港為話劇團導演《中國皇后號》，她的一名五十多年前的學
生前來捧場三次，並且對她說：「我會負責你出版劇本的所有費
用。」
三樣事情都是為了將她的劇本保留下來而發生，所以陳博士很

感激地說：「上天真的很疼愛我，讓這麼多人來幫我忙。」她出
版劇本的過程亦比她想像中順利得多，現時已經完成了第一冊，
她希望可以在今年六月出版，年底再出版第二冊。
雖然陳博士卸任的決意堅定，但她曾坦言擔心不習慣不再導戲

的生活。「我在一三年排演倒數第二個劇《西太后》時，有一剎
那我忽然覺得背脊涼了起來。當時我心想：『我四十四年來從沒
有試過一天不用想着導演劇目，但我將會從此不再導戲，我不知
道自己可以怎樣活下去。』」去年七月一日，她離開了她創立的
劇團，將它交給兩位聯合藝術總監和一位行政總監作「三頭馬車
式」管理，唯一的連繫是掛上「桂冠導演」的銜頭和繼續為它籌
款。「我會祝福他們，但不會理會劇團任何事宜。」
「不回望」是陳博士向來的風格。她曾帶領三個劇團，每次離

開都絕不回望。「我關心的是如何撰寫下一個劇本或繪畫下一幅
畫作，我的前面還有更多更令我興奮的事情等着去做。」

自一九七零年在美國紐

約創立四海劇社後，陳尹

瑩博士一直在劇壇耕耘，

編劇和導演的作品近七十

部。她在八十年代中後期

曾任香港話劇團藝術總

監，九二年在紐約為長江

劇團聯合創辦人和藝術總

監，同時兼顧行政事宜。

去年七月一日，她卸下總

監身份，以另一種姿態繼

續她的戲劇和服務工作。

文：小蝶

圖：陳尹瑩、

香港話劇團提供

陳博士不單在文化、藝術和宗教上有
驚人成就，她的膽識更勝鬚眉。過去十
四年，她一直在紐約州的星星重犯男監
獄服務，曾教授重犯多年戲劇和導演他
們演出《伊狄帕斯王》，近年則教他們
中文書寫和講普通話。
「十多年前，我盤算自己在六十歲後

應該到哪兒服務，發覺距離我居住的地
方車程只有十多分鐘的星星監獄，我覺
得日後我可以到獄中服務。911事件
後，我帶着陰影上機到西藏。從機上往
下望，看到美不勝收的緬甸農田。我覺
得生命不能等，想做便要立刻做。回美
後，竟然從一份我甚少閱讀的報紙上看
到星星監獄在課室內上演戲劇的廣告，
我便寫信自薦。」
接見陳博士的白人太太曾經由於她是

非白人、修女和很女性化的女性而對她
存疑，但陳博士憑着她非凡的感染力和
親和力，令到那班多是黑人、回教徒的
重犯在她面前馴若羔羊，把頭倚在她的
肩上親暱地喊她Grandma。「遴選
時，他們害怕得發起抖來。我心想：

『他們可是殺人放火的重犯哩！』我尊
重他們如同我尊重所有人一樣，讓他們
知道有人尊重、珍惜他們，所以他們都
對我非常好。我知道我的一言一行都對
他們起着教化的作用。」
陳博士向筆者說了很多關於她在監獄

工作的故事，都令我感動不已。可惜篇
幅有限，我只能簡述一個最令人佩服
的，關於她見義勇為精神的一段經歷。
一名在獄中度過了十七年的重犯Eric在
第一次跟陳博士聊天時告訴她自己是冤
枉的，陳博士便找了一名律師替他翻
案。經過六年的努力，Eric和一干犯人
去年上訴得直，無罪釋放。美國全國廣
播公司為這段冤案拍了一輯紀錄片，訪
問了陳博士，並請她到Eric出獄後經營
的果汁店給他驚喜。當 Eric 看見
「Grandma」推門而進時，激動得說
不出話來，只是熱淚盈眶地擁着她。
筆者在電視看了這一幕之後，更加肯

定無團一身輕的陳博士將來還會做出更
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奇妙事情出來，因為
她本身就是一名能夠創造奇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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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陳
尹尹
瑩瑩
：：

見義勇為見義勇為
助紐約重犯伸冤助紐約重犯伸冤

■陳博士（站立第一排右七）首次導演話
劇《帝女花》，在紐約顯聖容堂演出。

■■陳博士在紐約州的星星重犯男監獄導演一眾男囚演出陳博士在紐約州的星星重犯男監獄導演一眾男囚演出《《伊狄帕斯王伊狄帕斯王》。》。

■■陳博士亦是一名畫家陳博士亦是一名畫家，，
20022002 年在紐約舉行個人畫年在紐約舉行個人畫
展展。。

■陳博士帶領香港話劇團遠赴北美洲
演出她的經典劇作《花近高樓》。

■■19751975年紐約顯聖容堂的年紐約顯聖容堂的「「三劍俠三劍俠」：」：
（（左起左起））蔣耀東神父蔣耀東神父、、陳博士和狄神陳博士和狄神
父父。。

■■陳博士陳博士19861986年出任香港話劇團第二任藝術年出任香港話劇團第二任藝術
總監總監。。

■2014年陳博士在港舉行進會金禧彌撒聖祭。

■陳尹瑩

■陳博士獲紐約市政府表揚，訂
1993年7月9日為「陳尹瑩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