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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動靜

文化
Culture

費明儀的家國情民族情

周凡夫

費明儀在世的八十五載（一九三一年七
月八日至二○一七年一月三日），生活在香
港的歲月超過六十七年（一九四九年五月至
二○一七年一月），正是中國在政治上、社
會上翻天覆地變化的大時代，她的人生和音
樂事業，亦依附着大時代的變化而發展。

如將她一生的事業所涵蓋的眾多範疇─
─歌唱、教學、指揮、評論、研究、電視音
樂節目主持、行政、策劃、社會活動、宗教
活動、政治、商業等─加以併構所展示出
來的，便是一位熱愛香港、熱愛祖國、熱愛
音樂、熱愛生命的人；散發出來的都是家國
情、民族情。

性格習性源自祖母王氏
作為一位音樂家的費明儀，在音樂上受

到著名作曲家丁善德（上海、南京）、聲樂
家趙梅伯（香港）、洛特．軒納夫人（
Madame Lotte Schoene，巴黎），和洛特．
蕾曼夫人（Madame Lotte Lehmann，美國
）的影響。她熱愛香港、熱愛祖國，具有濃
厚家國情、民族情和她成長的大時代，及她
成長過程中多位親人的影響很有關係，特別
是她的祖母、父親和二叔。

費明儀曾經很明確地說： 「我的祖母王
漱芳來自中國傳統的書香門第，我性格的形
成，祖母給予我的影響極大。我的父親，是
中國電影界有名的 『詩人導演』費穆，我的
二叔是《大公報》已故社長費彝民，無論是
藝術造詣，還是民族氣節，這兩位長輩對我
有着深遠重大的影響。」

費明儀三個月大時，母親巫梅（一九○
九年至一九九三年）便因產後身體虛弱，加
上婆媳關係並不融洽，搬回娘家住。所以費
明儀自小就跟隨着祖父、祖母生活，童年時
期對母親印象幾乎空白一片。祖母生了四個
兒子，沒有女兒，視費明儀如己出。祖父在
她七歲那年（一九三八年）病逝，她就在父
親費穆（一九○六年至一九五一年）和二叔
費彝民（一九○八年至一九八八年）等幾位
叔叔的男性包圍中生活成長，很多事情沒有
人問，自小就很敏感。

費明儀自幼受祖母教育薰陶，祖母具有
中國婦女傳統美德，相夫教子，思想開明，
處事當機立斷，聰明，能幹，如現代女強人
，且持家有道，還擅長廚藝、女紅。祖母風
度優美，人人敬重，刻意要培養費明儀成為
第二個她，費明儀的性格便幾乎是從祖母
承傳過來，除處理家務學不上手，但承受
了祖母喜歡整潔和愛美，樣樣追求美與善
的習慣。

父親從事藝術也追求美與善，費明儀便
在父親及祖母的影響下自小也愛 「美」。她
喜歡紅色，則是因父親喜歡紅色，小時候總
是給她買了很多紅色衣物和用品。同時，祖
母、父親和各位叔叔都喜歡看各式各樣的地
方戲曲，祖母對說唱曲藝，特別是蘇州彈詞
，興趣尤濃，尤喜聽崑曲和京戲；父親還會
哼上一兩句 「譚派」老生唱腔。費明儀就在
這種自幼耳濡目染的情況下，培養出對中國
傳統藝術的興趣。

父親亦師亦友身教言傳
費明儀出生那年的九月爆發了 「九一八

事變」，日軍佔領瀋陽、長春、吉林等東三
省城市；翌年一月爆發上海的 「一二八事變
」，六歲那年（一九三七年）爆發了 「七七
盧溝橋事變」和 「八一三事變」，國民政府
遷都重慶，中國正式對日宣戰，政局日趨緊

張，北平、天津相繼陷日，十一月上海亦被
攻佔，十二月更發生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
殺。可以說，她的出生、童年和少年的成
長期，正是中國處於對日抗戰，國共內爭
，內憂外患，戰火不絕，國勢積弱的國難
歲月中。

為此，她自幼年便感受到戰爭帶來的恐
怖，和那股國家陷於危難中的壓力。在這段
八年抗戰歲月，她成長過程中最困難和黑暗
的日子中，她與祖母和父親建立了極深的感
情。

她後來回憶當年和父親的關係這樣說：
「我和爸爸，是父女，是朋友，也是師生。

和爸爸特別容易溝通，他經常對我傾訴心事
，發泄苦悶和無奈的感情。爸爸很不快樂，
事業不穩定，家中又多困擾，還有國家民族
面對日本的侵略，為無數同胞慘遭殺害而痛
心，很多事情對外不便講，不管我是否明白
，都成為爸爸訴說心事的對象。」

費穆熟讀中國古詩詞和愛好傳統戲曲，
抗戰時期在上海創作及導演話劇，對西洋音
樂也頗有心得，鼓勵年幼的費明儀學音樂。
祖母病逝那年，費明儀十四歲，父親更安排
她離開上海到南京音樂院唸音樂，亦好讓她
學習獨立生活。在費明儀眼中，父親生活在
動盪的年代，政治很尖銳化的時期，他的經
歷是當時知識分子的縮影，面對很大衝擊，

活在苦、悶中，長年憂心何去何從，仍是
小孩子但卻極為敏感的費明儀，感受到大
時代的壓力，亦看見兩代人在思想、性格
和處事做人作風上的大轉變，祖母和父親
便成為她成長過程中的偶像和方向舵，為
此，祖母辭世和父親突然病逝為她帶來極
大的打擊，兩次都讓她一度想到要自殺，
結束生命。

獨立思考開展文化交流
費穆一九五一年在香港病逝後，費明儀

一直住在二叔費彝民家中，直到出嫁前。後
來她回憶這段日子曾說： 「這段日子對我的
思想有很大的啟發，讓我認識到一個人只
講自我是不夠的，讓我認識到一個人在世
界上的生存價值的重點在什麼地方，在初
步認識目標後，便能幫助我認識到發展的
路向。」

「每個人的成長都有不同的過程，祖父
、祖母、父親、二叔彝民都對我的成長有很
大影響。爸爸啟發了我，讓我的人生定下了
方向，幫助我朝這個方向走的是二叔，二叔
是對我影響很大的一個人。在他的引導和幫
助下，讓我認識到香港這個社會，培養出社
會的意識，和民族的意識。民族意識不是指
左或右的問題，一個人對社會、國家、民族
總應該有他個人的觀點。有些人只管唱歌便

唱歌，彈琴便只管彈琴，演戲便只管演戲。
但我始終覺得，我有一個使命。我為何要研
究中國歌曲、聲樂？要寫很多關於中國音樂
的東西？要研究很多和現代中國音樂有關的
事情呢？這都可說是一種民族意識下的決定
，可說是受了二叔的影響……他讓我的民族
意識和國家觀念更加清楚，這是成長過程中
不能缺少的。同時，二叔還帶我接觸到更闊
的社會生活圈子，因為他是一個新聞記者，
以新聞記者的觸覺來了解這個社會，了解眼
前的各種各樣的情況，包括政治，包括很多
其他的東西。」

「其他的東西」中相信最重要的便是 「
獨立思考，有自己的主意，有自己的見解」
，為此，她每星期去趙世光教會做主日崇拜
，隨歌唱老師趙梅伯去教會的詩班唱聖詩；
後來費明儀決定和許樂群結婚，嫁入基督教
家庭；瞞着二叔到美國登台，打破 「禁忌」
到台灣唱中國民歌，從而開始建立她日後在
兩岸三地的文化交流上的事業，都可說全是
她 「獨立思考」後的抉擇。

九七回歸組織千人合唱
不過，費明儀當年選擇到法國留學，那

是和費穆及費彝民都在天津法文高等學堂畢
業的 「法文傳統」有關，兩兄弟的法文都非
常好。同時，她的老師趙梅伯也是從以 「法

文」為第一語言的比利時留學回來，選擇去
法國是自然之事了。

費彝民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常委，全國
記協副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
員會副主任委員，一直從事新聞工作，一九
三○年開始在《大公報》歷任編輯部記者、
經濟課主任、總稽核、上海分館社評委員。
一九四五年曾應邀赴台北參加日本投降儀式
，並發表長篇報告。一九四八年《大公報》
在香港復刊，被任命為經理，五二年起任社
長，此後一直在《大公報》工作。

二叔費彝民此一背景，對費明儀在上世
紀七十年代末內地開放後的內地、香港、台
灣三地文化交流活動無疑有很大幫助，但那
仍需要有很強大的動力，和敏銳的智慧才
能將構想變成事實。費明儀能在兩岸三地
的交流活動中發揮作用，特別是在香港回
歸前後，對兩地在文化事務上，社會活動
上做出成績，主要的動力便來自她於香港
生活超過六十年心中常懷的家國情、民族
情。

內地政策穩定後，舉辦交流活動容易得
多，但費明儀指出： 「交流不是熱鬧的聚會
，而是彼此的適應時刻，應主動了解內地的
文化，同時亦讓我們被他們了解，告訴他們
我們的真實感覺，讓他們了解我們的心態。
這才是交流的重心。」為此，當年在香港回
歸活動上，費明儀投入了大量精力時間，以
求能在內地與香港的了解融合上發揮作用。
當年她既是香港港事顧問，又是推委代表
。回歸前她是香港各界慶祝回歸委員會執
行委員會委員，主席是鄔維庸、何志平，
移交過程的慶典演出活動涉及大量工作，
既有回歸專場音樂會，又有慶典的音樂表
演，紅磡千人大合唱，徵集回歸作品等眾
多活動。

當年在北京舉辦的內地與香港 「九七香
港回歸音樂作品徵集」大型活動，費明儀是
聲樂作品評委會唯一的香港評判。同時，一
九九七年七月二日及七日在香港文化中心舉
行的兩場 「新世界的旋律」，參與大合唱演
出的二、三十個合唱團，人數多達六、七百
人，除香港的葉詠詩，還有內地的陳佐湟、
嚴良堃、陳夑陽，聲樂合唱的排練和整個演
出，以及七月一日回歸當晚在 「紅館」演出
的九百人大合唱，均全由費明儀擔起統籌重
責。這些回歸活動的工作，自一九九六年初
開始，讓她忙了一年多。

香港回歸是大事，對費明儀來說，更是
抒發家國情、民族情的歷史時刻。她說： 「
我有機會成為歷史見證的一分子，在回歸之
夜，但見英國國旗慢慢降下、中國國旗升起
，真的是很感動。香港回歸是自然不過的事
，香港是我們自己的地方，是毫無疑問的，
回歸難免會有不少轉變，但我認為這些轉變
是可以接受的。香港回歸，亦是事在必行的
事，這裏數十年來是自己的家，所以我從來
沒有想過會離開香港，在這裏我在音樂上灑
下不少種子，這裏有自己很多的足跡。香港
回歸後，有更多事情可做……」

在回歸後的近二十年來，費明儀儘管經
歷過死蔭幽谷，在醫院療治一年半，近年健
康還不時反覆，但她一直堅持為香港、為祖
國的文化工作、藝術工作多做實事，直到在
迎接香港回歸二十周年來臨的時刻，由於心
肌梗塞辭世，然而她的家國情、民族情並未
有隨她的離世而消失，仍然依附着她豐盛的
人生故事感染着無數人！

（下篇，上篇刊於一月十四日）

▲去年十月，費明儀（前排右六）出席由華人女作曲家協會主辦的音樂會系列 「我們的夢二○一六」 記者招待會時，與明儀合唱團成員、部分香港女作曲家等合照 資料圖片

▲費明儀（前排女童）與母親（前排左二）、父親（後排左一）
及電影界前輩合影 資料圖片

▲費明儀的性格和氣質，皆來自家庭的
影響 資料圖片

▲費明儀於明儀合唱團五十一周年晚會
上發言留影 周凡夫供圖

▲費明儀的父親費穆 資料圖片 ▲費明儀的二叔費彝民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