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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手记

1984 年春节，来自

香港的年轻歌手张明敏

登上春晚舞台，深情演

唱了一首爱国歌曲 《我

的中国心》，从此风靡

大江南北。

三十多年过去，这

首 《我的中国心》，伴

随 一 代 又 一 代 中 华 儿

女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

的富强之路，见证了港

澳回归祖国母亲怀抱的

重要时刻。正如歌中所

唱：身为中华儿女，早

已在血脉中烙上“中国

印”。

黄霑的词充满了一股侠气，豪迈壮阔。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是繁华的上海滩；“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
潮”，是刀光剑影的江湖；“长江长城，黄
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是拳拳跳动的
中国心。

信手拈来的中国山水意象，深厚的中华
文化底蕴——黄霑的歌词，也被深深地烙上
了“中国印”。黄霑的这份家国情怀，与他
的家庭出身不无关系。

黄霑本名黄湛森，1941 年生于广州，
八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六，幼年生活在西关宝
华路一带。

黄霑的祖父是清朝的武官，与土匪驳火
时，身先士卒，结果中弹身亡。他的父亲
16 岁起就要肩负起一家八口的生活。父亲
赤手空拳，起早摸黑，从船上小工和码头苦

力做起，辛辛苦苦打拼几十年，终于在西关
买了点田地，盖了所房子，让一家人过上衣
食无忧的生活。

后来，黄霑的父母为了躲避战乱，带着
年龄尚小的黄霑在佛山乘搭渡轮前往香港上
环逃难。那时，他还不知道大人们的痛苦，
只是依稀记得父亲在船上一直望着家乡的方
向，眼有泪光。

1950 年 4 月 30 日，港英政府宣布取消
华人自由入境政策，自此香港与内地就成了
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黄霑与家人在深水埗
落脚，希望终有一日能回到广州去，回到那
个家园。

父亲对故土家园的忧思，对黄霑有很深
的影响。后来，黄霑进入香港名校喇沙书院
读书。他学习一直名列前茅，国文尤其好，
考试都在九十分以上。“老师黄干朗诵李清

照、李后主词的那份投入，令我感动。”黄
霑曾自述，他自此爱上中国古典文学。

好几次吃晚饭的时候，父亲提起家族往
事，每每潸然泪下。当时他年纪小，不知如
何是好，只得低着头一味扒饭。后来识字，
才琢磨出其中的情感来。

这种情感，被填到了他的词中。一首
《我的中国心》，道出游子对家国的无限深
情。1984 年，业余歌手张明敏以游子归家
的姿态登上了央视春
晚，深情演绎了这首

《我的中国心》，瞬间击
中了中国人的泪点，火
遍大江南北。

“长江长城，黄山
黄河，在我心中重千
斤，无论何时，无论何

地，心中一样亲！”这首歌，无论何时听，都
令人心潮澎湃。

多年后，黄霑在接受采访时曾被问到，
《我的中国心》 这首歌是怎么创作出来的？黄
霑真诚地给出了答案：“我这个爱中国的心是
永远的。写这首歌就是很自然，我也没有什么
修饰，很平淡的几句，就是讲我对祖国的爱，
这颗心是很真的。可能是因为这个真情，打动
了同胞们，情真就容易流行。”

黄霑：情到真处自动人
朱 婷

第一位登上内地春晚的香港歌手

“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
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
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当来自香港的歌
手张明敏用并不那么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唱起这首《我
的中国心》，无数观众为之沸腾。一夜之间，这首歌
如同插上了翅膀，响彻大江南北。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在春晚舞台的演
唱，更没有我的今天。”2015全国两会上，已经是全
国人大代表的张明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及往事，
仍深有感触。

事实上，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将一位香港歌手
请上内地舞台。而据当年的春晚导演黄一鹤透露，张
明敏的到来，还历经了不少曲折。

1983 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举办大型春节晚
会，这种形式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和认可。为使第二
年的春节晚会再上一个台阶，晚会导演黄一鹤苦苦寻
找着创新的突破口。突然，他记起曾看到撒切尔夫人
要来中国与邓小平谈中英联合声明的报道。黄一鹤眼
前一亮：能否请香港演员参加内地的春节晚会？

黄一鹤派副导演袁德旺南下到深圳采风，当地随
行司机在车内播放的一首歌曲引起了袁德旺的注意
——正是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如获至宝的
导演组经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人员的多方联络沟通，

最终成功以官方之名邀请张明敏来内地参加春晚。在
整个央视领导层和春晚筹备组的共同努力下，1984
年2月1日晚，张明敏等三位港台艺人第一次登上了
中央电视台的舞台。

那一晚，张明敏无疑是最耀眼的明星之一。他身
着一身卡其色西服套装，系着棕色条纹领带，戴着复
古的金丝边眼镜。举止温文尔雅，落落大方。

在艺术学博士后、星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师余
亚飞看来，更重要的是从张明敏口中唱出的“河山只
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一字一铿锵，充满
了海外赤子对祖国的深厚情感。“长江”“长城”“黄
山”“黄河”这些代表性符号令国人既亲切又振奋，
而当人们知道它出自于一位香港歌手之口时，其意义
和价值更是“重千斤”。

1984年的除夕夜，张明敏和奚秀兰两位香港歌
手分别演唱了《我的中国心》和《我的祖国》等歌曲，同
时台湾电视工作者黄益腾和香港演员陈思思还担任主
持人。这不仅开启了先河，他们的装束、举止、演唱风
格，也成为众多内地歌手日后效仿的对象。

余亚飞说，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
的春风，港台流行音乐已蓄势待发，但内地圈内不少
人认为它是“靡靡之音”或“黄色歌曲”，定性为资
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我的中国心》一曲走红，社
会对于“流行音乐”这一称谓显然有了新的解读。时
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指示，将晚会内容剪辑之后，
用以对外宣传和驻外使馆招待国宾。

此后，张明敏与《我的中国心》紧紧相连，成为
全世界华人的一种精神象征。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1982 年 9 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
邓小平提出采用“一国两制”的方案收回香港主权。
经过双方反复磋商，最终达成共识，通过外交途径解
决香港问题。

消息一经传出，国人无比振奋。但在同年，日本
文部省于本国中小学教科书中篡改了二战期间日本侵
略中国的历史。一喜一忧的时局变化，令香港著名词
作家黄霑义愤填膺，他当即提笔写下“洋装虽然穿在
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希望借此凝聚人心，振奋
海内外华人的民族精神。

《我的中国心》歌词创作完成后，由作曲家王福龄
谱曲，邀请张明敏演唱录制，并以主打歌《我的中国心》
作为专辑名称，于1982年11月公开出版发行。

《我的中国心》创作完成之初，许多香港歌手对
演唱此曲并没有兴趣，一则感觉不够时尚动感，二则
对普通话演唱也并不擅长。

张明敏本是一个普通工人，因1979年参加“全
港工人演唱赛”和“全港业余歌手演唱赛”，一举夺
下两个冠军，就此踏入歌坛。当时的香港，绝大多数
人都不会讲普通话。好在张明敏普通话不错，深怀一
颗爱国之心的他，也非常愿意演唱这首歌曲。

只是歌曲完成录制后反响平平，在香港乐坛里并
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微薄的薪水难以让张明敏维持
生计，于是他又回到了九龙电子表厂上班。

1956年，张明敏出生在一个华侨家庭。父母从
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一出生，父母就教他说汉
语，告诉他“无论你身在何处，你的根都在中国。”

而在他28岁那年，他的人生轨迹彻底被春晚改变。
“你应该去，你应该说普通话，唱普通话歌，你的

观众也应该是内地观众。”母亲当年的鼓励，让他坚定
了在内地演出的信心。一夜成名之后，张明敏多次登上
春晚舞台，在内地演出更不计其数，他的足迹也几乎踏
遍祖国各地。

因为《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成为当红歌星，风光
无限。但他却从不在意名利，因为他认为，这首歌带给
他的精神财富无法金钱衡量。

走红后的张明敏也从未忘记过自己的赤子之心。
1988年，得知北京要筹备亚运会，张明敏将自己的

房子、车子全部卖掉，用这些资金举办义演。一年的时
间里，他走过了全国二十多个城市，唱了整整154场，
将筹到的60万元人民币，全部交给了亚运会筹备组。

而这首歌的词作者黄霑，也始终怀揣着一腔对祖国
的热爱。由于当时中国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我的
中国心》并不能为黄霑带来哪怕一分钱版税，但黄霑对
此从未有过抱怨。

他在报纸上读过一篇探访邓小平家庭生活的文章，
提到有一天下午，邓小平和孙子孙女在一起时，一句一
句地教他们唱《我的中国心》。黄霑说：“这比收到多少
版税都让我开心！”

唱出中华儿女的自豪感

直到今天，《我的中国心》依旧广为传唱，它已经
成为一代人心中永恒的经典。

1984年6月，上海电视台专门录制了《“我的中
国心”电视演唱专辑》，被誉为内地最早的MTV电视
作品。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张明敏再度演
唱这首《我的中国心》。

2008年2月21日，探月卫星“嫦娥一号”传来了
来自38万公里以外的声音，32首经典音乐中，《我的
中国心》就在其中。2012年的央视春晚，张明敏再次
受邀演唱《我的中国心》。2021湾区中秋晚会上，当张
明敏再次唱响 《我的中国心》，不少现场观众起立合
唱，令人动容。

张明敏对记者表示，这首歌从作词作曲到演唱，都
是香港同胞的创作，其真挚的歌词、铿锵的旋律，写就
的是对祖国的深情与热爱。

“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的30多年间，这首歌我
已经唱过不知道多少回，但不同的阶段，对于我，对于
每一个中国人而言，《我的中国心》所承载的感情与历
史意义是不同的。”张明敏把自己演唱这首歌的心路历
程分成几个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初香港同胞热切盼
望回归祖国之时的演唱，到1997年香港回归时作为见
证者和参与者演唱，再到如今见证新时代蓬勃发展之时
重新唱响，作为中国人的爱国热情越发坚定。

“我的名字是张颂华，就是歌颂中华。”在张明敏的
儿子张颂华看来，父亲作为“爱国歌手”，这种爱国情
结也深深地影响了自己。值得一提的是，张明敏的儿子
张颂华也有一副好嗓子，从小喜欢音乐的他，多次与父
亲登台合唱。当父子俩对唱这首脍炙人口的《我的中国
心》时，无数观众又一次被深深打动，一如当年。

穿越三十余年的历史，这首《我的中国心》，见证
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富强之路，也见证了港澳回归祖国母
亲怀抱的重要时刻。身为中华儿女，早已在血脉中烙上

“中国印”，无论身在何处，祖国河山始终魂牵梦萦。

烙上中国印
本报记者 朱 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