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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學以來遷居香港升學，在這個看似
與內地僅僅一江之隔的東方明珠，我卻感
受到了截然不同的文化，其中，寶貴的義
工經歷讓我學習到感恩與關愛。
每逢節假日，身邊的很多香港同學朋友
都會選擇參加各種義工活動，在同學的介
紹下，我在香港第一次參加的義工活動是
在2019年，香港大型慈善組織——無國界
義工組織的「金珠賀歲，年宵慈善義賣」
這一活動招募義賣志願者，我通過報名順
利成為了其年宵義賣活動的一名義工，我
主要協助工作為協助運送物資，銷售義賣
物品，以籌集慈善資金，活動為2月2－3
號兩天。
由於義賣時間是從早上11點開始，於
是，2號9點，我便一早來到義賣地點銅鑼
灣渣甸街，以接應即將運送到的物資並協
助陳列物品，義賣的物品主要是賀年的小

玩偶、小配飾以及服飾，包括耳環，圍巾
以及利是封等。物品陳列好，再掛上慈善
義賣的橫幅，放上募捐箱，很快，義賣開
始了。
中午時分人潮逐漸擁擠，很多人都被我

們的慈善義賣橫幅吸引，大多數人都用行
動給與了支持，有帶孩子的家長會專門
讓孩子塞錢到我們的募資箱，我感受到香
港人其實慈善心還是很重的，最後，兩天
的活動進行得很順利，我們的物資也銷售
了9成，募資箱也被填得滿滿的，雖然是
個小活動，但是想到通過團隊的努力，給
有需要的人帶去關愛，我心裏的滿足感十
足。
之後，我也陸續參加了一些小型的義工

活動，義工經歷為我在學習生涯之外開了
觀看社會的一扇窗，讓我不禁去思考內地
和香港兩地文化差異的根本。

在香港主要的宗教信仰為基督教以及天
主教，香港的義工小至幼兒園學生，大至
80歲的老人，從明星到普通人，巨大的年
齡以及階層跨界並沒有影響香港人對於做
義工的熱情。
我的一個同學K，她從3歲起就協助賣
旗募捐，從小學起，每年都會參加至少一
次的義工活動。2017年，跳水皇后郭晶晶
和其丈夫霍啟剛也頗接地氣地陪伴4歲幼
兒在街上賣旗，以身作則教導孩子回饋社
會，關愛弱勢群體。在疫情最初「一罩難
求」的情況下，不同社團自主發起免費派
發口罩給普通市民、弱勢群體，讓這個看
似貧富懸殊巨大的社會，顯得人情味滿
滿。
「做義工，幫助有需要的群體」這一理

念深深滲透在香港社會中，有各種義工社
團為不同的人群服務，有專門協助貧困家

庭，有節假日給孤寡老人送禮物，除了有
專門的慈善社群團體之外，即使是小的私
營團體，也會聯合做不同的慈善項目，比
如我認識的一個小型兒童畫室，每年中秋
節都專門組織畫室的學生和家長做中秋節
燈籠送給長者。
對此，我感悟良多，對比之下，此類慈

善文化在內地青少年群體中嚴重缺位，在
內地，兒童和青少年從小的閒暇時光被各
種形形式式的補習班以及興趣班填滿，應
試教育以及升學導向是主要原因，但更深
層次分析，還是由於兩地文化不同導致。
作為學生，學習固然是主要的任務，但是
最終還是需要學習回饋社會，個體憑借不
同的資源和能力作出或大或小的貢獻，可
以有億萬富翁承諾捐出大部分的財富，有
普通人在節假日給孤寡老人送月餅，在美
國，甚至普遍理念認為：沒做過義工，也

就得不到社會尊重。
想起一個故事，一個母親帶一個6歲

孩子遇到一個乞丐，中國的母親會說：
「如果不好好學習，長大就會和他一
樣。」而外國母親則會說：「你要好好學
習，以後才有能力幫助他。」這體現了不
同文化背景下思維方式的巨大差異。
從義工經歷中，除了學習到感恩與關

愛，我還學會了團隊協作，並懂得更好地
控制情緒，在家裏，習慣父母的溺愛，從
而更加注重自我的感覺；出外，要實現任
何一件即使很小的事情的成功，都需要和
人的良好溝通以及團隊協作。
只要每個人的一點小能量，就能溫暖整

個社會，青少年作為社會的未來，通過義
工行為從小就在心裏播下愛以及回饋社會
的理念，將是社會的巨大福祉。

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學生薛澤楊

《聶耳：從昆明走向世
界》由昆明市文史

館編、人民出版社出版。執
行主編王曉潔對香港文匯報
記者稱，這是目前介紹聶耳
生平最真實、最全面的信
史。1935年 7月17日，聶
耳在日本藤澤鵠沼海濱溺亡
後，他的遺物由友人輾轉送
回國內並由他的家人、朋友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全部捐獻
給了雲南省博物館。《聶
耳：從昆明走向世界》課題
組重點研究了雲南省博物館館藏的近
6,000件文物，包括聶耳用過的物品80
件、閱讀過的書籍163本、各類練習演
奏樂譜104本，聶耳1926年6月至去世
前一天的日記，大量的文稿、音樂創作
手稿、58封與親友往來書信、拍攝電影
做場記時的記錄、為電影配樂的工作筆
記、大量的歷史照片、親友的回憶文
章、紀念文章，對書中每一個史實進行
了反覆對比求證，力求深入研究社會關
係和社會文化環境對聶耳產生的影響，
用新的視角向讀者介紹了一個真實可近
的聶耳。令昆明文史專家欣慰的是，該
書出版後，一度位列中國圖書網銷量排
名第11位。

陽光男孩天賦樂感
王曉潔充滿深情地介紹，聶耳不是嚴
肅刻板、沉默寡言、模式化的英雄，而
是一個活潑、可愛、頑皮、陽光帥氣的
鄰家男孩。聶耳1912年2月15日出生於
昆明，原名聶守信，在昆明生活了18年
（其間有半年的郴州從軍經歷），接受
了完整的基礎教育，18歲時畢業於雲南
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現昆明學院）。聶

耳天資聰明學習
優秀，對聲音有
天生的質感，自
小在傣族母親彭
寂寬哼吟的民族
小調中成長，晚

飯後經常與街坊鄰居學習吹笛，進入小
學後學會了拉二胡、彈三弦、彈月琴，
中學時各方努力學會了打揚琴、吹笙、
彈箏、小提琴、鋼琴，甚至隨手摘片樹
葉都可以吹出調子。惟妙惟肖表演別人
說話、走路、動作，在家舉辦音樂會，
參加學校音樂團，在昆明翠湖聽洞經音
樂，到西山練琴，約朋友在大觀樓合
樂，這些聲樂齊備、酣暢淋漓的有趣生
活充滿了少年聶耳的歡樂。他平生所譜
的第一首曲子是1927年創作的《省師附
小校歌》，這歌至今仍是雲南昆明長春
小學（原省師附小的延續）的校歌，時
時迴響在聶耳的母校。
聶耳有兩大愛好，寫日記和照相，自

己也有一台相機，喜歡自己留影，也喜
歡給朋友照相。在《聶耳：從昆明走向
世界》中選用的150多張照片中，風流
倜儻的青年聶耳顯露了頑皮的一瞬，他
一手執銅號，一手挾香煙，為的是將煙
霧吹進號管，逗朋友開心。朋友撰文回
憶說，他還喜歡玩吐煙圈遊戲以訓練吐
納，飄在空中的煙圈大小相扣，左右互
套，上下翻轉。情竇初開的聶耳有一個
初戀女友叫袁春暉，因她的名字中有個

「春」字，在他的日記裏被稱為「三
人」、「C」、「吹吹灰」。在給女友
照片的題詩中，聶耳為青澀而甜蜜的愛
情吟唱道：「記得你是一朵純潔的白蘭
／清風掠過／陣陣馨香／我心如醉／願
人世間常留你的芬芳／記得你是一隻小
小的鸝鶯／百轉千迴／嬌嬈娉婷／聲聲
迎來陽春似錦／遼闊大地／請和我共
鳴」。

大眾民族音樂的拓荒者
聶耳生和成長均在昆明，但他志在改

變惡俗的世界。1925年他在《我的人生
觀》中寫道：「（現在）還有種種的惡
俗和許多不能適應新社會的舊禮教，仍
然存在二十世紀科學時代的社會裏，這
些都是我們應當打倒的。換言之，就是
要打倒舊社會，建設新社會。」全身充
盈家國情懷的聶耳於1928年秘密加入
了共青團，1930年因被國民黨列入抓捕
名單，被迫於7月出走上海，開啟了他
波瀾壯闊的創作高潮。
聶耳從一個音樂愛好者

考入了當時上海鼎鼎有名
的聯華影業公司音樂歌舞
班，開始了音樂人的職業
生涯。隨之經歷世事多
變，工作崗位多次變動。
而紙醉金迷的上海灘，靡
靡之音、享樂之娛高踞主
流，抗日救亡、奮起圖存

的呼聲顯得非常微弱，這令聶耳陷入深
思之中，「怎樣去做革命的音樂？整天
的在想」。他在報紙上發文，「我們所
需要的不是軟豆腐，而是真刀真槍硬功
夫！」他批評「為歌舞而歌舞」的潮
流，呼籲「向那群眾深入，在這方面，
你將有新鮮的材料，創造出新鮮的藝
術。」是時，聶耳與上海流行音樂界的
大膽反叛以及和左聯負責人田漢的相遇
相識相知，如潮水劈灘衝出了音樂大眾
化、民族化的大道。朝氣蓬勃的聶耳入
了黨，成了左翼電影的中堅力量和活躍
分子，「我們知道音樂和其他藝術，
詩、小說、戲劇一樣，它是代替大眾
在吶喊。」《開礦歌》、《飢寒交迫之
歌》、《賣報歌》、《打磚歌》等等，
短短3年多他一共創作了37首曲子。這
些反映時代生活的大眾音樂感染了抗日
前線的國人，鼓舞了流汗流血的底層勞
苦民眾，中華大地發出了危亡救國的聲
音。

王曉潔在統編王曉潔在統編《《聶耳聶耳：：從昆明走向世從昆明走向世
界界》》過程中過程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聶耳的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聶耳的
兩個心願兩個心願：「：「一是一是，，19301930年聶耳與母年聶耳與母
親在西山散步時說親在西山散步時說，，如有不測如有不測，，一定要一定要
把他葬於西山把他葬於西山；；二是二是，，聶耳說一定要寫聶耳說一定要寫
個中國版的馬賽曲個中國版的馬賽曲。」。」19351935年年44月月11
日日，，聶耳再次被當局列入抓捕黑名單聶耳再次被當局列入抓捕黑名單，，
黨組織安排他先去日本再轉道蘇聯黨組織安排他先去日本再轉道蘇聯。。臨臨
行前行前，，聶耳完成了電影聶耳完成了電影《《風雲兒女風雲兒女》》主主
題歌題歌《《義勇軍進行曲義勇軍進行曲》》的初稿的初稿。。44月月1515
日日，，赴日本赴日本，，並於月末將修改好的曲譜並於月末將修改好的曲譜
寄回了上海寄回了上海。。聶耳在日本的聶耳在日本的9090天裏天裏，，
將日程排得滿滿的將日程排得滿滿的，，拜訪朋友拜訪朋友、、聽音樂聽音樂
會會、、看歌劇表演看歌劇表演，，77月月1717日溺水悲劇發日溺水悲劇發
生生，，藤澤成為聶耳藤澤成為聶耳「「終焉之地終焉之地」，」，其骨其骨
灰於灰於 19371937年年 1010月月 11日安葬在昆明西日安葬在昆明西
山山。。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悲傷地寫道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悲傷地寫道：：
「「聶耳先生之死是中國大眾音樂的一個聶耳先生之死是中國大眾音樂的一個
最大損失最大損失。。幾乎是等於音樂之國裏失掉幾乎是等於音樂之國裏失掉
了一個東北了一個東北！！東北可以收回東北可以收回，，聶耳不能聶耳不能
復活復活，，這是多麼令人傷心的事啊這是多麼令人傷心的事啊！」！」
《《義勇軍進行曲義勇軍進行曲》》是聶耳留給世界的是聶耳留給世界的

最後一首曲譜最後一首曲譜，，從此成為喚起中華魂的宏大強從此成為喚起中華魂的宏大強
音音！！昆明文史館聶耳課題組還發現了一段罕見的昆明文史館聶耳課題組還發現了一段罕見的
歷史資料歷史資料。。據記載據記載，，19331933年年22月聶耳曾前往敖漢月聶耳曾前往敖漢
慰問東北義勇軍部隊官兵時慰問東北義勇軍部隊官兵時，，聽到戰士唱的聽到戰士唱的《《義義
勇軍誓軍歌勇軍誓軍歌》》::「「起來起來！！起來起來！！不願當亡國奴的不願當亡國奴的
人人！！家園毀家園毀，，山河破碎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用我們身體築民族危亡用我們身體築
起長城起長城。。豁出命來向前衝豁出命來向前衝！！前進啊前進啊！！前進前進！！向前向前
進進！！殺殺！！殺殺！！殺殺！」！」王曉潔認為王曉潔認為，，這首義勇軍軍這首義勇軍軍
歌觸發了聶耳創作歌觸發了聶耳創作《《義勇軍進行曲義勇軍進行曲》》的靈感的靈感，，而而
他的音樂天賦他的音樂天賦、、家國情懷家國情懷、、上海實踐上海實踐、、紅色追求紅色追求
則共同奠定了這位樂界奇才創作中國版則共同奠定了這位樂界奇才創作中國版《《馬賽馬賽
曲曲》》的學養基礎的學養基礎。。
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會長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會長、、著名文藝理論家中島著名文藝理論家中島

健藏曾評價聶耳稱健藏曾評價聶耳稱：：使聶耳之名成為不朽的並不使聶耳之名成為不朽的並不
是一曲之功是一曲之功，，也不僅僅是因為他在短暫的一生中也不僅僅是因為他在短暫的一生中
留下了一批不朽的作品留下了一批不朽的作品，，他的藝術創作的動力他的藝術創作的動力，，
來源於他對中國革命事業的忠誠和獻身精神來源於他對中國革命事業的忠誠和獻身精神。。因因
此此，，聶耳的光輝不朽的形象才不可動搖地確立起聶耳的光輝不朽的形象才不可動搖地確立起
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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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國之歌者積澱迸發的一生

1930年7月，邊疆青年聶耳從生活了18年的雲南

來到了上海，此時他的身份是一個熟悉民族器樂的音

樂愛好者、一個商行的會計。5年後的1935年4月他

離開上海去日本時，卻已是當時上海影業大有名氣的

作曲家了。隨着電影《風雲兒女》的上映，他為電影

主題歌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響徹大江南北黃河上

下，並於1949年9月27日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國

歌。聶耳23歲的短暫人生中，究竟有多少積澱才能

迸發出如此激越的中華最強音？新出的《聶耳：從昆

明走向世界》提供了可解讀的文本。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和向紅

聶耳聶耳用歌聲築成心的長城用歌聲築成心的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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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省聶耳雲南省聶耳
音樂廣場上的音樂廣場上的
聶耳塑像聶耳塑像。。

■■中華兒女在中華兒女在《《義勇軍進行曲義勇軍進行曲》》的歌的歌
聲中走向抗戰前線聲中走向抗戰前線。。圖為歷史資料圖為歷史資料。。

■■聶耳於聶耳於 19121912 年年
出生出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聶耳的成長與昆明
這片土地息息相關，
圖為新近出版的《聶
耳：從昆明走向世
界》。

■■昆明西山聶耳墓昆明西山聶耳墓。。

徵稿啟事：本版「青年廣場」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000~1,2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

■聶耳《義勇軍進
行曲》的手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