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
爭勝利七十周年，為了表示我國人民會記取這
段血肉歷史、緬懷先烈和我們維護世界和平的
決心，我國政府和人民正籌備着盛大的典禮，
九月三日將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大型閱兵儀
式，邀請各國領導人出席，並將該日定為「抗
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我國人民已經發起了各種形式的紀念活動，

中央廣播電台月前開始陸續播放了幾十首具有
悠久和深遠歷史的抗戰歌曲，為首的兩首是至
今人們還未忘懷、反覆頌唱的《旗正飄飄》和
《抗敵歌》。
八月三日香港《文匯報》副刊專題《抗戰文
藝回眸系列（二）》也曾提及這兩首歌曲，並
指出兩曲作者黃自「乃是當時中國音樂界的才
子，在中國音樂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地
位……。」只不過，報道未見提及歌曲的另一
位合作者，歌詞創作者：韋瀚章，特寫此文補
充給大家知道。
韋瀚章教授一九○六年生於廣東中山縣翠微

鄉，幼已失怙，乃赴上海依靠兄長及宗親謀生
求學，滬江大學畢業後在國立音專任職，與當
時音樂界翹楚蕭友梅、黃自等志趣相合，矢志
投身樂教。韋文學修養湛深，尤長於格律詩詞
及以此衍變之新詩創作，與黃自配曲甚為成功
並為時人稱頌。黃、韋與應尚能三人當時在音
樂界被譽為「三劍俠」。一九三三年他們成立
了「音樂藝文社」推動音樂創作及教育工作。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大舉侵華，佔
我東北，成立偽滿洲國。我國志士群起抗日，
韋、黃等亦以創作抗日歌曲響應，首先就是

《抗敵歌》，群眾反應熱烈，隨即翌年有《旗正飄飄》公諸於世。嗣
後，該兩曲便流傳數十年，直至現在還時常會在電台和音樂演唱會出
現。黃自是經美國奧柏林（Oberlin）、耶魯（Yale）等音樂學院培養的
正統樂人，心具促進中國音樂改革之志。創作抗日歌曲之餘，亦與詞人
合作創作藝術歌曲。其中與韋教授合作之《長恨歌》，被認為是我國第
一部清唱劇，享譽至今。本來，如果天公造美，黃、韋的雙劍合璧會在
我國樂壇上寫下許多膾炙人口的樂曲，但可惜韋教授因重病而要離開上
海返回故地香港治療，而黃教授竟因急病去世，享年僅三十四歲。
韋教授的親人們都世居香港，所以他把香港視為「他鄉是故鄉」，其
實，他生命裡近九十年的歲月，超過一半在香港度過，是道地的香港文
化人。
在香港治癒了頑疾，在商務印書館找到一份工作，而且逐漸恢復了和音
樂朋友聯繫，其中就有昔日音專學生林聲翕和中山大學的黃友棣兩位，三
位前後合作無間，創作了許多名曲，其中便有抗日歌曲《白雲故鄉》。
香港被日佔期間，韋教授避難於廣東番禺沙灣任教中學。戰後回港，
任教香港音專、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修訂《普天頌讚》等工作，同時繼續
歌詞創作，協助演唱會演出等。韋教授與黃友棣、林聲翕兩位過從甚密
時有唱和，佳作頻頻。時人稱之為「歲寒三友」乃至「樂壇三老」。不
幸，林教授於一九九一年仙逝，兩老痛失良朋，韋教授年老體弱住入老
人院，旋於一九九三年初逝世。黃教授不久亦移居台灣高雄在佛寺靜
修，但仍創作不輟，二○一○年以九十八歲高齡病逝。馬英九親往高雄

執拂。至此「樂壇三老」遂歸道山。
瀚章先生無子女，我作為他唯一的侄子，多年來受他的熏陶指導亦從
而幸獲識多位樂壇長輩，一九九五年香港音專出版《韋瀚章教授紀念文
集》，我以藝文《色相皮囊一倒空》稍為概括叔父一生經歷及創作。文
藝界中人，亦有數位為他寫出更詳細的介紹。我和費明儀教授亦曾在香
港電台第四台做過對瀚章先生作品回顧專題。
二○○六年是瀚章先生冥壽百年，心潮起伏中我寫就了一首《野草長

青》：「香山鍾靈毓秀，翠微新苗壯茂；七十載任拋心力，描出了無窮
錦繡。黃浦江邊折柳，維港灣畔新猷；首首新詞抒壯志，行行佳句勝醇
酒。歌慷慨，意優悠；眾同賞，詞永壽。群山迴響依舊，松濤和聲伴
奏；色相皮囊傷逝去，野草歌聲永不休。」詞成，我因念黃教授是瀚章
先生老友而且是合作老夥伴，值此老友百年冥壽，相信他會樂意為我譜
曲。想不到很快黃老便有回音，把拙作譜成混聲四部合唱，還細心地把
五線譜手稿化為簡譜，兩份手譯寄來還附有親筆信函：「子剛先生如
晤：今日是二○○六年五月八日（一），特到郵局寄出此份《野草常
青》歌詞，鑄句遣辭，均屬上乘，應該獲得金鑽首獎。今抄正曲譜及歌
詞奉上，仍盼加以適當之註釋，以助讀者了解。此處中山大學音樂系主
任翁佳芬教授，剛剛指揮數個團體演唱，問我求取新合唱曲，所以並送
她一份存查，也許有一天會在台灣演唱，到時，會囑她複印一份送上請
教，此是來日的『後話』。倘有機會見到費明儀校長或許翔威學弟，均
請代為問候（並請通知費校長，她在高雄演唱之行，錄影均於日內寄
HKP.O.BOX——，可能時請賜Tel）草此，敬候安好，並請致候音專合
唱團列位老友們個個健康快樂。弟黃友棣敬上二○○六年五月八日。」
捧誦着年逾八旬的老人的信柬和手稿，我既感謝而又內疚，他如此繁忙
而且體弱，我仍勞駕他；而這位德高望重卓有成就的前輩，竟然對後輩
及港地老朋友禮儀周到做事認真，除了手寫兩份詞曲之外，還附上這封
情詞懇切的書信，充分體現着中華知識分子的修養和品德。這首《野草
常青》很快便在台灣演出，我在網上聽過高雄合唱團的錄播。香港音專
亦在小型的音樂會上演唱過。
抗戰時期，除了上述的兩首著名歌曲外，瀚章先生還有《思鄉》、

《白雲故鄉》、《吊吳淞》等受大眾歡迎的作品。《白雲故鄉》到今天
仍是為人熟悉的歌曲，據說，剛面世時它的唱片曾賣出十萬張。戰爭結
束後，他與林聲翕、黃友棣為主要合作夥伴，完成了許多傑作，出版了
《晚晴集》和《芳菲集》等歌曲集。
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中，我國人民以雄赳赳的《旗正飄飄》振發人

心、以《白雲故鄉》抒發懷念故鄉之情、以《杜鵑花》殷切地道出戰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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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香港報界有兩大派系：「粵港報紙」和「中原報紙」。張圭陽在
《金庸與報業》中作此解釋：「『粵港報紙』多使用粵語方言，在標題上
尤其喜歡粵式口語，以展示其主動性。而所關注的內容，則是在粵港兩地
所發生的事件。
這類型的報紙在當年來說，多屬「小報」。相對而言，「中原報紙」

則屬「大報」，張圭陽也呼為「外省報紙」：「『外省報紙』以白話文為
書面語，並不夾雜粵語，而且關注整個中國的發展，對於香港的事務，並
沒有太大的興趣。
很多年前，我提出「粵港派作家」這個概念，靈感便來自這報紙分類
法，卻不以辦報人、作家籍貫為依據；也不以語言來區分，而是以「群而
聚之」來作為分野。這個「聚」，可「聚」於某報某刊；這個「聚」，可
聚而成一群體。如上世紀三十年代廣州的《公評報》副刊「大羅天」，編
者每隔若干時候，「即舉行仙會一次，所謂仙會者，即約『大羅天』之作
者，聚於一起，蓋以諸作者為大羅大仙也」。作者中不少身兼報界編務，
此外，尚呼朋引類，擴大社交圈子，利益輸送，自所難免。且又以「仙
會」為例：
「時《大羅天》之作者，以佛山人鄧羽公，不弱生嚴南方，愛克斯光
鄧繼禹，危坐磨磚者黃佑之，中宮砲梁拔公，逍遙生胡一言，野砲鄭亭
柱，洒家黃深明，天聽李雲谷，舞台怪客吳劍公，裏水單行鄧楚衡等台
柱，許君（筆者按：指許凱如，筆名有禪普君子、念佛山人、謙謙等，其
時剛出道）亦在天仙之列，其與群仙交遊亦漸密。後鄧羽公辦《羽公
報》，闢「廣寒宮」欄，禪普君子亦是其中堅分子，從此廣州各報，皆見
彼之文字。」
後來，《廣州七十二行商報》革新，許凱如與另一「仙」黃深明翩然

入主編務，自然惠及仙會各君子。近讀胡安定的《多重文化空間中的鴛鴦
蝴蝶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二〇一三年），在第七章中，他剖析鴛
鴦蝴蝶派如何成派：「清末身處上海的知識分子至少存在以下四種交往網
絡：即私誼網絡、會社網絡、集會網絡和傳播網絡。」
對於「粵港派」而言，除了「會社網絡」外，其餘三個網絡都將他們緊

緊綑綁一起；如上文所說的「仙會」，只屬「集會網絡」，他們完全沒有
組結會社的心思和志向；至於「私誼」，
大家固然是廣東人，最重要的還有不少是
同鄉，如鄧羽公、念佛山人、禪山人等，
全屬佛山人，這正如鴛蝴派作家多是江浙
文人一樣。有此前提，在媒體上的任職、
撰稿，自然免不了利益輸送。不過，這班
人從來都沒自視為「派」，「粵港派」只
是我的「冊封」。當年粵港一家，不少文
人的稿件，都在兩地報刊得見。
「粵港派」那班作家，多屬舊學出身，

對新文學運動不熱衷，他們寫作所用的語
言，文言有之，白話有之，惟獨鮮見歐化
白話文。因此，「粵港派」文人形成一支
聲勢甚盛的隊伍；他們不少作品備受普羅
階級的歡迎，由上世紀三十年代起，直至
七十年代止。

今年是「中加文化交流年」。近日，「三
星太極」拳全球推廣活動在四川廣漢三星堆
博物館舉行，加拿大三星太極文化學院院長
李蓉攜弟子路演「三星太極」，推介三星太
極養生文化體系，逾600名太極愛好者齊
練，甚為壯觀。
「飄逸的霓裳，行雲流水般的招式，有板

有眼的身段」，「三星太極」圓劃圓拳路風
格，選用了形意的樁式、八卦的掌法，陳式
太極拳的韻律身法，吸收三星堆出土文物的
動作造型，加上經穴指法多方位運動健身形
式組合，輕鬆緩慢、圓活自然，天人相應，
平衡對稱。「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李蓉說，「三星太極」努力把拳術與拳理有
機地結合，回國傳授「三星太極」，推廣給
更多的普通民眾，增強自身體質，提升其個
人修養。

「三星太極」創始人李蓉畢業於成都體育
學院，1990年定居溫哥華成立「李蓉武術氣
功保健中心」，長期在世界各地推廣中華武
術。曾參與中華武術遺產挖掘整理工作，
1983 年至 1986 年走遍四川省 180 多個地
（州）、市、縣，參加收集、整理
兩千多位老拳師及武林高手資料。
1998年參觀三星堆博物館，激發李
蓉創編的「三星太極」，其招式動
態反映「天地人和，三星輝映」的
古蜀文化精神理念，融合中國傳統
與現代養生文化於一體，在2001年
的首屆世界太極拳健康大會上作公
開表演，現今，「三星太極」在加
拿大已是廣為流傳。人民體育出版
社出版有《三星太極拳》一書。
據悉，地處長江上游成都平原古

蜀國的歷史在古代文獻中少有記載，直到
1986年廣漢三星堆兩個祭祀坑被發現，具有
鮮明地域特色古神話般的古蜀秘寶，許多光
怪陸離、奇異詭譎的青銅造型，數千年前古
蜀文明的輝煌與神秘才被世人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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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有 可 聞

加拿大華人在川推廣「三星太極」
■四川辦 劉 銳

最近去西南一個著名風景區旅遊，一
顆虔誠的心受到了一次莫名的褻瀆，本
想大度寬容處之，後來想想還是付諸筆
記，一方面消解一下污糟的心緒，另一
方面也可讓與我一樣虔誠的人們清醒。
一個非常壯觀的山水風景區，堪稱美

絕天下。我們全家自駕遊，將此作為沿
途的一大觀光高潮。入得景區，果然名
不虛傳，這麼氣勢磅礡卻又精緻靈動的
風景在別處是見不到的。我們一路飽
覽，不知不覺來到了一個藏族聚居的山
寨。但見參差錯落的藏民房舍艷而不
俗，幾座點綴其間的喇嘛塔幢莊嚴輝
煌，瑪尼堆飄揚着一串串的旗旛，瑰麗
異常。夠了，僅這些風景已經牢牢攫住
了我們的目光，尋思這景區不僅秀麗，
民族風情亦濃鬱。可惜這麼好的人文景
觀通常為團隊遊客所忽視，團隊大抵匆
匆走馬觀花，哪如我們這般散客，可以
信馬由繮，隨處覓得不俗的風景。
與我們一樣，有幾撥散客來到了這個

藏寨。很快，就有幾個藏族衣着打扮的
女孩迎上前來為我們作引導，說是請我
們去她們家參觀，話說在頭裡，是免費
的參觀，分文不取，是讓遊客好好領略
一番藏族人家的文化和風情。我們自然
樂意並感激，被幾個女孩分割成幾撥
人，各自進入了藏族人家。進得那個名
為「民族之家」的藏民家裡的除了我們
一家五口，還有十個上下的散客。
那藏民家好寬敞好斑斕多姿，正中的

牆上掛着一張喇嘛的照片，很肅穆，目
光玄玄地看着來客。女孩說，那是活佛
像，是這個寨子人人敬奉的活佛，說是
活佛歡迎大家來寨子呢。我突然看到，
一側的牆上貼着一張醒目的字條：「不
能走回頭路」，我便生出了警覺：「哪
有進得出不得的？」不過女孩的講解立
即打消了我的疑慮，她從藏民住房的特
色說起，說藏民的生活習俗，藏族的文
化特點，喇嘛教的教義，還不時穿插她
家的具體情況，說她父親怎麼勤勞聰
明，善於畫畫，牆壁上的許多壁畫皆出
自父親之手，包括與藏文化相關的圖騰
畫等等，我細細一看，這些壁畫果然畫
得形象有趣，色彩也相當艷麗。她一邊
還指着樓梯口的一塊寫有「寨主之家」
的匾額，向我們挑明，她家就是寨主之
家，待會兒她將領我們上樓參觀，又一

再申明，參觀是免費的。她多次強調免
費，我反而有了某種隱隱不安，不過旋即自
我化解，也許真的不收錢，由景區給予適當
的補貼，也算是大景區中的一個小景點。再
退後一步想，即使稍微收點費，譬如用獻哈
達的儀式，向遊覽者略收二三十塊費用也不
為過。我想着，有點心不在焉的模樣，離她
遠遠的。她似發現了我，便告誡我不要離得
太遠，要在她劃定的區域聽講，否則就是心
不誠。她這麼一說，妻子和女兒被嚇着了，
便讓我抱元守一，心不旁鶩聽講。
我橫豎覺得不對勁，聯想到許多年前去

青海遊覽，進得一座喇嘛廟，立即被幾個
所謂的僧人分解開去，有的人還被搡進了
布幔裡面，由活佛講經開導。有位同行女
作家就被單獨開導，開導的結果是要她燒
一炷790元的平安香，要不然會遇不測凶
險。那女作家硬是不肯燒香，活佛就威脅
她休要執迷不悟。這時，女作家就大聲回
應：「我現在清醒得很，徹底清醒明
白！」言畢掀開布幔，大步離廟。眼下我
尋思，會不會那藏族女孩也會勸人燒香之
類呢？事實是她沒有那麼做，而是進而導
着我們一干人到了她家的後院，去瑪尼堆
前許願，要我們每個人撿一塊石頭擺上那
瑪尼堆。我估計她的循循善誘必有進一步
的陷構，明白此時不退更待何時？於是就
給女兒他們使個眼色，準備撤離。那女孩
也估計得我疑竇更甚，覺得留着我弄不好
會是「害群之馬」，於是笑着說：「這位
大伯要趕路回去吧，那麼請告退吧。」由
於是女孩的指令，我妻子女兒他們都相信
啦，便隨着我立即撤離了這玄秘之地。
未幾，我們在景區的候車處遇到了那

幾位亦步亦趨被誘深入的遊客，他們訴
說着後半段的經歷，說是在瑪尼堆許過
願，就被領上了女孩家的二樓，由其兄
弟輪番出場，給每個人算命祈福，祈姻
緣，又是獻哈達，又是掛綵帶的，在場
的人不交個三百五百的不得過。女孩全
家說，這些錢他們不經手，手拿了錢是
髒的，讓遊客自己扔在桌上的一隻盆子
裡，他們會把這錢敬獻給佛的……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完全是個溫柔的

騙局，把遊客的一腔虔誠給褻瀆了。然
而同樣是藏寨，行騙的畢竟少數，且不
見許多藏民都從事着老實本分的買賣，
賣本地特產青稞酒、犛牛肉乾等，他們
才是真正的藏民本色，佛教本義！

豆 棚 閒 話

被褻瀆的虔誠
■吳翼民

■責任編輯：張岳悅 2015年8月25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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