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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耳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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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勇軍進行曲》的曲作者聶耳是雲
南玉溪人，他在日本英年早逝，

由於當時社會動盪，他又常年漂泊在外，
因而國內關於聶耳的史料文物奇缺。
崎松對聶耳的研究始於1978年。當時在

玉溪地委宣傳部工作的他到昆明參加雲南省
民間音樂集成工作會。雲南省音樂家協會主
席李堅對他說：「聶耳是你們玉溪人，可惜
大家對他知之甚少，你作為玉溪的一名文藝
工作者應有責任收集聶耳的生平資料，讓更
多人知道聶耳的故事。」

「雲南研究聶耳首席專家」
翌日，崎松手持李堅寫的一個地址條，

在昆明大觀路找到了聶耳的三哥聶敘倫的
家，一番徹夜長談之後，崎松開啟了尋訪
聶耳人生足跡之路。他先後多次到玉溪、
昆明、北京、上海、日本採訪知情人，收
集資料，整理出聶耳的族譜、家譜、年
譜，用嚴謹的考證、史料的復原，為世人
「復活」了自學成才、多才多藝的聶耳形
象。他也因此被稱為「聶耳的知音」、
「雲南省研究聶耳的首席專家」。
聶耳1935年在上海給母親的信中寫道：
「我是為社會而生的，我要在這人類的社
會裡做出偉大的事業。」
80年後，崎松把早熟的人民音樂家聶耳
比作海燕，並且寫了一首叫《玉溪驕子》
的歌來懷念他：「有一首很短的歌傳唱了
一個世紀，有一個24歲的人一個世紀依然
年輕。在《馬賽曲》的旋律中跳動着他的
脈搏，在《國際歌》的節拍裡閃耀着他的
聲音。」
崎松說，聶耳1912年出生，1935年去
世，短暫的一生用五個字鑄成了「人生交

響曲」：一個「窮」字苦苦地追着他（生
活困苦），一個「險」字重重地壓着他
（敵人追捕），一個「愛」字牢牢地撐着
他（熱愛民族），一個「志」字正正地扶
着他（立志為社會而生），一個「勤」字
硬硬地頂着他（犧牲後發現因練琴而臉頰
起繭）。在崎松看來，聶耳創作的44首曲
子，把對祖國、對故鄉、對人民的熱愛之
情，化作感天動地的樂章噴湧而出。

16年前為國歌立法奔走
研究聶耳，必須突出其中的重點，那就

是《義勇軍進行曲》體現出來的「國
魂」。崎松談起國歌，如數家珍，語調高
昂。崎松說，《義勇軍進行曲》從1935年
創作到定為「代」國歌經歷了14年，到正
式定為國歌又經歷33年，到寫入憲法再次
經歷了22年，至2017年制定《國歌法》
又13年。而僅有84個字的這首歌，已經在
神州大地和全世界傳唱了82年！它所代表
的中華民族精氣神，深深地溶化在了13億
中國人的血液裡。崎松深情地說，「老人
不講古，娃娃不識譜」，應該把唱好國歌
作為我們每個公民包括港澳同胞在內的一
項基本功。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他更透

露了自己16年前就不斷奔走的一件「大
事」。2002年11月2日，崎松去信全國人
大法律委員會，鄭重提出了關於制定國歌
法的建議，並起草了《國歌法》草案十
條，供人大常委會在立法時參考。他在建
議中寫道：「一個人沒有精神直不起腰，
一個民族沒有精神不能昂首闊步去創新未
來，讓我們永遠高唱中華民族的正氣歌
《義勇軍進行曲》前進，前進，進！」

雖然僅39歲，王彩紅在香包製作領域
卻是名副其實的「老人」了。5歲

時，她跟隨外祖母學習中國傳統女紅，
涉足這一領域已有30餘年。技藝與日俱
增，如今可以製作300多種香包，傳統風
格或是現代風格都不在話下。
王彩紅在香包製作的技藝裡融入了刺

繡、鈎花、剪紙等技巧，尤其是她將鈎
花與香包結合的創新產品「國花掛
件」，在內地尚屬唯一。王彩紅採用手
工鈎製玫瑰花朵和不同布料製作而成的
組合香包圖案「金雞報喜」、「五福臨
門」 、「五子登科」等，彰顯出傳統香
包的華美和賞心悅目。

工業化衝擊手工藝
時至今日，工業化對手工技藝衝擊大，

手工製作既費時費力，又成本高。原創設

計一出就被機器繡花模仿替代，需年年不
斷創新，以求生存。為此，王彩紅不斷學
習，開拓視野。由於手工製作融入個人的
情感，具有生命氣息，非機器所能替代，
這正是不少人喜歡手工藝的原因。「我一
直堅持手工製作，在作品中融入自己的所
思所想，融入自己的靈魂，做出與眾不同
的香包。」王彩紅說。
在人們的印象中，香包只有在每年端

午前後方可佩戴。王彩紅說：「香包是
沒有季節的，通過創新，我賦予香包新
生命。」
王彩紅通過色彩及造型的突破，融合傳

統與現代時尚，創造出適合現代生活需要
及滿足節日喜慶和婚慶的實用性香包。王
彩紅發現生肖深受人們喜歡，便研創了別
具一格的生肖型香包，讓人們愛不釋手。
她又針對兒童和少年消費者，開發了水果

系列香包；至於老年人，她則推出懷舊色
彩兼具保健功能的香包。

擴大香包使用範圍
為了擴大香包的使用範圍，王彩紅嘗

試製作大型香包，通過組合，呈現出新
的藝術視覺效果，隨即成為裝飾居住及
公共空間的新寵兒。
今年6月，在河南博物院舉行的「匠．

心——河南省傳統工藝保護傳承成果
展」的展廳入口處，展出王彩紅的新
作，空中垂下無數絲線，每條綴着大小
錯落的金瓜香包，顏色鮮艷明快，充滿
華麗富貴的氛圍，吸引不少參觀者紛紛
拍照留念。
如今，越來越多人喜歡王彩紅的香

包，既用來裝扮自己，又點綴自己的生
活空間。

崎松從26歲開始在雲南玉溪景谷縣新華
書店工作，主要從事圖書發行工作，其間
靠自學獲得雲南大學函大文史畢業證書。
36歲調玉溪地委宣傳部，任文化科副科長
7年，玉溪地區群眾藝術館任調研部主任
17年。24年間，他主要從事文化宣傳、民
族民間文學搜集整理研究。「要做成世間
的任何一件事，都離不開勤勞。」

過度勞累 昏倒山路
研究聶耳雖然讓他聲名在外，但退休前，

崎松的專職工作則是民族民間文學的收集、
整理和研究。他是玉溪市唯一一個中國民間

文藝家協會的會員，是第一任玉溪市民間文
藝家協會主席，退休後為名譽主席。
對於一個民間文學工作者最可貴的就是實

地調查，抓取第一手材料。幾十年來，崎松
踏遍了全市的山山水水，到過各個兄弟民族
的每一個特色村寨，採訪過八縣一區100多
位民間歌手和民間藝人。「搞民間文學不能
怕吃大苦、耐大勞。有一次去元江採訪，過
度勞累，我昏倒在山路上，是老鄉們用牛車
把我拉回來的。」很多時間，山高路遠，他
就坐班車，沒有班車就搭拖拉機，沒有拖拉
機就徒步行走，到了目的地顧不上休息就舉
辦講習班，培訓文化站業餘作者；經常到學

校舉辦「山．酒．路」的主題演講，激發孩
子們走出山區的壯志；摸黑到百姓家中收集
採訪民間故事、傳說諺語。山月高懸，別人
都進入了夢鄉，崎松卻堅持整理完白天的資
料才會休息。

2006 年 5 月
24 日，在玉溪
博物館舉辦的
《聶耳精神代代
傳——崎松研
究聶耳藏品及成
果展覽》，讓觀
眾對崎松「咬定
青山不放鬆」的
治學精神更加刮
目相看。展出的
1,200 件藏品，

全是他本人30年的自費、業餘收藏。
崎松謙虛而平靜地說：「聶耳資料的收

集是一件非常艱難、非常細緻而又十分重

要的工作。我認為自己過去吃些苦，磨破
嘴，跑酸腿，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是
一個文化人應盡的義務和職責。」他把所
有的業餘時間和有限的工資、微薄的稿酬
全部投入收集聶耳資料、研究聶耳當中，
而七八十歲的老母親則在巷口擺賣小零食
補貼家用，妻子在醫院當臨時工。
展覽是崎松研究聶耳的另一種表達方

式。國魂聶耳、聶耳與玉溪、聶耳與國
歌、永生的海燕和弘揚聶耳精神五部分主
題展的實物，包括國內外的報紙雜誌、圖
書、圖片、圖表、手稿、音像、郵品、書
法、紀念品等十大系列。這是全國首次由
個人舉辦的聶耳藏品展，收藏的聶耳文物
史料數量居全國之最。

「聶耳與玉溪」、「聶耳與國歌」是崎
松專注研究的兩大重點課題，至今已經出
版了《聶耳與玉溪》、《聶耳與日本》、
《國魂聶耳》、《聶耳之路》等12本研究
聶耳的相關圖書，發表了近百篇論文，為
玉溪市建立聶耳塑像、紀念館、公園、修
復聶耳故居、申辦聶耳音樂周提供了第一
手基礎資料。
退而不休的崎松還經常應邀到部隊、廠

礦、學校、機關作聶耳與國歌的講座。
「我年紀大了，但仍然希望有機會時到香
港、澳門去給青年們講聶耳與國歌，希望
在香港澳門能再版我寫的《軍歌．戰歌．
國歌——紀念『義勇軍進行曲』誕生八十
周年》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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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研究聶耳
推動國歌立法

今年82歲的

雲南玉溪市群

藝館退休員工崎松，過去40年

最專注的一件事，就是致力於收

集、整理、研究、宣傳聶耳。這

條治學之路如同他的名字一樣，

儘管不易，但也收穫了「奇

蹟」。崎松心繫國魂，天天講聶

耳，時時講國歌，開講座、上電

視，對日本人講、對玉溪人講，

以致許多老百姓都以為他是聶耳

後人，經常有人在街上喊他「聶

伯伯」、「聶爺爺」。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和向紅 雲南報道 3030載存聶耳藏品載存聶耳藏品 捐獻給大眾觀賞捐獻給大眾觀賞

踏遍玉溪搜集民間文學

■每年7月17日，是玉溪市的聶耳紀念日。
圖為玉溪新建的地標建築聶耳音樂廣場。

■■《《義勇軍進行曲義勇軍進行曲》》激激
勵着中華兒女戰勝了勵着中華兒女戰勝了
無數艱難險阻無數艱難險阻。。

■■ 8282歲的崎松筆耕不輟歲的崎松筆耕不輟，，專注於研究專注於研究
聶耳與國歌聶耳與國歌、、聶耳與玉溪兩大課題聶耳與玉溪兩大課題。。

■■玉溪市相繼整理出版了聶耳研究書籍玉溪市相繼整理出版了聶耳研究書籍2020多部多部，，建設了一建設了一
批以聶耳命名的公園和紀念館批以聶耳命名的公園和紀念館。。圖為聶耳紀念館一角圖為聶耳紀念館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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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衣飾到點綴空間
傳統香包煥發生機

古時每逢端午，

中國人都會佩戴香

包以辟邪祈福。隨

着時代變遷，傳統

香包在香港的適用

範圍慢慢擴大，除了隨身佩戴，還漸被人

們用於裝飾空間。中原非遺「雲肩傳

人」、香包製作大師王彩紅匠心獨運，以

大中型香包組合成立體藝術作品，凸顯了

香包裝飾居住和公共空間的美效，進一步

拓展了香包藝術市場。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紅麗 河南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中原非中原非遺遺「「雲肩傳人雲肩傳人」」、、香包製作香包製作
大師王彩紅為香包注入靈魂大師王彩紅為香包注入靈魂、、感情感情。。

■■ 觀眾紛紛在王彩紅製觀眾紛紛在王彩紅製
作的香包藝術品下留影作的香包藝術品下留影。。

■■王彩紅製作的香包王彩紅製作的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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