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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直到晚上11点左右。但从不忌口，爱

吃肉、喝绿茶和红葡萄酒。家人告诉记

者，即使弥留之际，他仍“想吃么事吃么

事”，最爱的肉打碎了吃。

清醒时还打算要出门旅游

记者联系上刘老的家人，家人告知，

去年刘老仍康健，还出了一本杂文集、

一本论文集，“校勘等都是他自己完成

的”。今年6月，老人身体状况急转直

下，属正常老去过程。

“蛮乐观”，家人介绍，即使八成糊

涂、两成清醒，但从来都相信自己这次能

好转，清醒时还打算要出门旅游。

家人介绍，生前征得老人同意，不设

灵堂，“正逢美国史学会在武大开会，一

时间许多学界人士要来家中慰问，他一一

婉拒”。

“用一个词来总结他这一辈子，叫

‘豁达’。”家人说。

（转自 《长江日报》2018年11月11

日 ，记者李佳）

黎锦扬（1915—2018），1940年毕业
于西南联大外文系，后毕业于耶鲁大学，
定居美国。著名美籍华裔作家，以英文写
作打入美国文坛的先行者。

2018年11月22日是感恩节，节后第一

个上班日，一大早就接到安杰拉的英文短

信，告知我她的父亲黎锦扬去世了。

“不要太悲伤，他下个月就满103岁

了，而且，他拥有一个漫长的快乐人生

呢。”与我的哀痛相比，她倒显得平静，

反而劝我节哀。

年过百岁，寿终正寝，在中国算喜

丧，生者确实不应该过于意外或悲伤。可

是我却有心愿未了：本打算忙过这一阵去

给他拍一段视频的，他却等不及了。想起

他上个月还在给我打电话，殷殷地问：你

什么时候来看我呀？隔着电话我都能真切

地想象到他眼巴巴的神色。

打开电脑，他在屏幕上现身。长满老

年斑的瘦脸，金丝眼镜，稀疏却总是服贴

地梳理好的灰白头发，当然，还有那温和

的微笑和温和的眼神。

一

对他，我真的又爱又怕。爱是因为他

黎锦扬先生

黎锦扬：一个传奇的落幕
○李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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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在洛杉矶上演的《花鼓歌》

的才情，怕是因为他有些“缠人”，我

在洛城工作的最后一年里，总有些怕见

他。虽然近百岁的他足不出户，但电话

不时会打到我手机上。“你来做我的经纪

人，把我的书都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对

了，你什么时候有空来看我？我们出去吃

饭……”

曾经写过他，《花鼓歌余音》收录在

我去年出版的散文集《我在洛杉矶遇见的

那个人》里。2017年秋天，我再度来到洛

杉矶，给他打电话，听出是我，声音变得

很热切。“你什么时候过来呀？”约定第

二天上午我去看他。

堵车，五十英里的路花了一个半小时

才到他家，那个离好莱坞很近的漂亮的犹

太社区。

客厅本是他家的餐厅，如今仍有餐

桌，可是四面白墙上却都贴满了他的旧

照、报道、获奖证书以及他过百岁生日时

众人在一个大大的寿字书法上的签名。而

一张长沙发上，半边堆着杂物，半边坐着

这年过百岁的老人。

来之前我花了半天时间，细细读完了

再版的他的自传《跃登百老汇》。这个名

噪一时的百老汇编剧，这个以C（Chin）

Y（Yang ）Lee闻名却很少有人知道其本

名的中国人的传奇一生，活脱脱地跃然眼

前，我眼间似乎看见不同时期的他，在历

史的长河里随着水流奔向我：

自小顽劣，总悄悄溜进厨房与下人

们吃饭的黎家八少爷；去北京投奔大哥

黎锦熙接受新式教育的湖南乡下少年；

当年总见一位穿灰布长衫的年轻人来跟

大哥请教学问，后来才知道这个年轻人

叫毛泽东；曾为他家做过家具的木匠，

几十年后竟然变成了名满京师的大画家

齐白石；少年时曾因太过淘气被学校开

除；青年时在山东读大学，抗战后又南

下云南从西南联大毕业；最奇葩的是，

他在云南时还曾跑去中缅边界给一位土

司当英文秘书；日本人打到缅甸时，他

带着打印机、相机和吉他逃避战乱来到

重庆，又冒死登上飞虎队的战机前往印

度，又阴错阳差地坐上一艘轮船，漂向那

块名叫美利坚的土地……

幸运抵美，先是就读东部哥伦比亚大

学比较文学系，不久退学转至耶鲁读戏

剧。毕业时面临被遣返回国，天上却掉了

金币不是馅饼，他的一篇小说获奖了——

从此衣食无忧地在美国居留。渐渐地，

CY Lee成了百老汇的“红人”，一部歌

剧《花鼓歌》在百老汇连续上演15年，与

《音乐之声》《国王与我》等齐列十大歌

剧之一，并被改拍为电影，一举获得奥斯

卡五项提名并拿下三项金奖；11部英文小

说畅销美国多年，他的文学成就丝毫不输

林语堂；娶了漂亮的犹太裔美国太太，为

他生了一儿一女……

在洛杉矶的华裔文人中，要数在美国

主流社会的成就，黎锦扬堪称是首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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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然而，吊诡的是，他的大部分作品都

没有翻译成中文出版，故而对黎锦扬的名

字，中国人所知甚少。

二

我到洛杉矶任职时，黎锦扬已年近百

岁，夫人已去世多年，新一代美国人已很

少有人知道他，他过了气，写书也不再畅

销。每日里只能与满屋子的旧照和证书相

伴，在孤独寂寞中形影相吊。

因此，他总是希望有人来看看他。我

理解老人的心情。环视墙上的旧照，从中

发现了一张“黎家八兄弟”的合照，那真

是一门俊彦。黎锦扬老人曾如数家珍地跟

我讲述过他的七位哥哥—— 大哥黎锦熙是

著名语言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玄同一起

发明了汉语拼音；二哥黎锦晖是音乐家，

创作了著名的《毛毛雨》《桃花江》等流

行歌曲，他还创办明月剧社，聂耳、周

璇都曾师从门下；三哥黎锦曜是矿冶勘探

学家；四哥黎锦纾是农业学家，与邓小平

一起在欧洲留学；五哥黎锦炯，铁路桥梁

专家；六哥黎锦明，20世纪30年代左派作

家，被鲁迅称为“湘中作家”，著有《尘

影》《烈火》等畅销小说，曾与郁达夫、

茅盾为挚友；七哥黎锦光，音乐家，一生

创作一百多首流行歌曲，包括《夜来香》

《采槟榔》《美丽的香格里拉》等，一度

有歌王之誉。

而黎家老八，此刻就坐在我的对面，

繁华褪尽，风烛残年。这一切，让我唏嘘

叹息。

我向老人提议，我们一起把堆放在餐

桌和沙发上的一堆堆打印稿整理一下，舞

台剧，短篇小说，剧本；中文的，英文的

哪些授权给别人了，哪些根本没人动过。

重新分门别类，排列梳理。结果发现这是

一个巨大的工程，不理便罢，一理才发现

越理越乱，他根本记不清楚。

正在这时，他女儿安杰拉走了过来。

“我听保姆说你们在整理东西呢，下楼来

看看。”她抱怨说，“我连一套父亲的

书都没有了。原来放了一套在我的办公

室，他都拿出来，有人来要他就送给人

家了。”

我和安杰拉聊得热闹。老人只在沙

发上干坐着，没戴耳机，他完全听不

到。像个安静的孩子，任由大人说话，

他不吵不闹。

“你有个好女儿。”我冲他耳朵大声

嚷道。他淡淡地说：“还不坏。”我不想

冷落他，便提议给他煮些饺子。安杰拉

说她去安排，便进了厨房，不一会儿，

那保姆端出来一个西式大白瓷盘子，中

间放着海带丝沙拉，边上一排饺子，看

上去有些干，原来她是用微波炉的烹饪

功能烤熟的。

作者李冰（右）与黎锦扬先生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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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喝了茶，显得神清气爽起来，对

我说：“我有一篇稿子，需要打出来，

是最近我用中文写的。叫《亮儿的故

事》，你能帮我打成电子版吗？我付费

给你。”

“不用，打稿子对我来说很容易，我

不要钱。”我笑道。“那不行。还是要给

钱的。”他坚持。

那手稿有一部分是打印后裁下来的，

大部分是手写的，且分好几种笔迹。我提

议我带走一份复印件，原稿给他留着。

“你认得出来我写的字吗？能不能在这里

打呀？”老人又问。

“我是没问题。安杰拉，你觉得

呢？”我扭头问。“我电脑里没有中文录

入法，不行啊。”她说。

“那你能不能给我念一遍？”老人又

问，“省得你回家打字时看到不认识。我

现在写的白字太多，记不住了。”我想起

来他给我签名时，“冰”字还得让我写在

纸上才想得起。

谁又能苛求呢，毕竟是百岁老人了。

我逐字念了一遍，遇到他写错的字，在纸

上标注改过来。

不念还好，念完了只在心里叫苦。这

哪能发表啊，如此烂俗的故事：一个受虐

待的女孩遇到好心老师教助，学了钢琴被

学校录取了。如此而已。谁会采用这陈芝

麻烂谷子呢？但我什么也不能说。看他眼

含期待，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拿回家打出来

发给他女儿的邮箱。

“我来的路上就想，如果有一天，您

不在了，我知道，我会非常难过的。”我

坦诚地告诉他，趁他还在面前，我想让他

知道，有人在乎他。

“哦，人都是要走的。没办法的事

啊。”他似乎松了口气，有些无奈又无助

地说道。

“我想让你知道，我会伤心的。”我

再次说。

“我毕竟都105岁了……”他像在自

言自语。

“没有那么老，您才103岁！”我笑。

我们一起看他女儿从她房间找出来的

几本他的书。“出版社们还常给你汇来版

税吗？”我好奇地问。

“没有了。我以前的经纪人登天（去

世）了。如果有，出版社会直接寄给我。

不过我不靠这些谋生。我在两家银行都有

理财，一家二十多万，另一家几百万，他

们拿我的钱去投资，我不用管。”他很自

豪地说，他女儿和儿子因为收入不稳定，

也常靠他接济呢。

儿女都半百年岁，至今都未婚，以中

国人的传统观念，无后代是否也是缺憾？

他却想得很开明，“无所谓。即使他们有

后代又怎么样？你看我儿子，跟我这当父

亲的那么隔膜，有没有后代真没什么关

系……”

三

半年后再到洛杉矶，电话黎先生，听

到我的声音，仍是一如既往地高兴。

我向他汇报我的北京之行，“得到了

十本黄山书社几年前出版的《跃登百老

汇》，我给你带回来了几本。黎锦扬中文

全集的出版有些变故，以前答应出版的那

个出版社说，这个选题没被通过。但我仍

会努力再找机会。”

电话那端的他似乎有些失望，仍像往

常追问我何时去看他。他说他仍需要我帮

助他整理手稿，但他不能付工资给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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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财务大权已在女儿手里。还没糊涂，这

是好兆。我暗笑。

周末去拜访黎先生。约了Steve同

往，这是获过艾美奖的专业摄像师。听说

我想给黎先生拍些影像作为最后的存留，

他欣然同意前往。“我小时候家里经常播

放《花鼓歌》，真没想到半个世纪后，我

能亲眼见到这位作家。”

到了黎家，我大声叫着黎先生，径直

往里走，没有人应。直到进了会客厅，才

看到那熟悉的身影正伏案在读着几页打印

出来的中文手稿。

依旧是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依旧

是整洁干净得像刚精心打扮完毕，握着

他仲夏也冰凉的手，看着上面那紫青色

的血管纹路，我不由得轻叹一声。与其

说他是在意自己，更不如说是在意别

人。年过百岁，尚如此自尊，这世间能

有几人？

“中文和英文，哪个对你来说更容

易？”摄影家学着我凑近老人耳边大声问。

“The same（一样）。”他清晰答道。

“您获得这么多奖啊，墙上都贴满

了。”客人露出一脸的钦佩。

“那个是布什总统颁发的，旁边的是

你们的州长施瓦辛格发的……”

“您以前想过自己能活到一百岁吗？”

“没有啊。”

更多的时候，他静静地坐在那儿看着

我们，目光柔和淡定。听我说要给他拍些

照片，他点头说好，并温存有礼地问我们

“看这边吗？”耐心地任我用那一直压箱

底的莱卡刺啦刺啦地对焦摁快门。Steve

不愧是专业摄像师，他问清电灯开关，毫

不犹豫地上前关掉，只留一道日光从窗口

投射在老人身上，虽然他只用苹果手机，

却拍出来质感很好的人像。看我不停地鼓

捣相机，几张特写都因对焦不实而模糊发

虚，他微笑着说“我可以试试吗？”

我们正跪着爬着对着老人拍照，安杰

拉洪亮的女中音飘过来，她仍在和谁通着

电话。她做着一档并不挣钱的关注体重超

标人群的长跑接力纪实片，作为制片人和

导演，她风风火火全美到处跑。

挂断电话，她把声音提高两三个调

门，问道：“爹，那几个陌生人趁我没在

和你签的合约在哪儿？”她很快在书桌上

找出来递给我看。

“黎锦扬百老汇之夜……分成比例，

本公司百分之九十，黎某百分之十……他

人不能再使用这个名字……如果作者身

故，利益继承人为空白。”听我大意翻译

出来，安杰拉脸上并没明显不悦，只是不

住口地说My god，这些人怎么可以这样？

她说已经见识过太多的人走马灯似的来来

往往，都来打她爹的主意，现在家里连一

套成套的黎锦扬出版作品样书都没有了，

都被人索要走了，连带签名。是啊，亚马

逊上一部精装本50年代出版的黎氏小说，

已经卖到一千多美元一本呢。

“我要play hard（扮厉害）了。听

着：兹特告知，我是CY Lee的女儿，曾

与律师立契约为证，黎年事已高，签所有

协议都必须由我同意，你挟其所签合约无

效。请告知我具体地址，好书面送达律师

函。”她一字一顿念给我们听。

转头看看当事人黎先生，却像个无助

的孩子，悠然坐在那儿。显然他不知道我

们在说什么。我凑近他，大声跟他解释，

他茫然道：“我不记得签了什么合约啊？

有人来让我签字，说如何帮我推广，我总

以为人家是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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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西南联大成立80周年，在世的

联大同学已届耄耋之年，随着他们逐渐地

离去，联大的历史不久将成为风中的诗

篇。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传

奇， 1944级地质系的王忠诗先生的一生

也如母校般充满传奇。

王忠诗1920年2月16日出生，福建晋

江人，菲律宾华侨，但心向往祖国，抗战

期间毅然回国考进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

历千山万水的跋涉，到了四川偏隅的叙永

分校读了一年级。毕业前夕他响应梅贻琦

常委的呼吁，投身军旅被派遣至印度和缅

甸担任翻译官。在战场上他患过病，受过

伤，体会到战争的残酷，以及中国军人为

维护国家民族的主权和尊严而无畏奋战的

精神。抗战胜利后，王忠诗放弃千金难求

的留学美国的机会，选择留下建设战火蹂

躏后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

应用自己在地质学的专门知识，走遍福建

的大山小川，为勘测和开发福建的矿产作

出极大的贡献。

80年代国家改革开放，他到了香港为

国家引进外资穿针引线，又积极参与中华

全国归侨联合会的工作，为海内外归侨和

华侨建立沟通桥梁。晚年他活跃于学界，

不辞劳苦以高龄之躯向老师、学生宣扬

中国军人在印缅抗战的光荣历史，备受学

他眼巴巴地望着我，殷殷地说，“你

住在这儿好不好？有地方的，二楼我儿子

的房间隔壁有一间空房。”

“把你带来的水饺煮一些，大家都

在这里吃午饭吧？”老人轻声提议，他

随时记得自己应该尽主人之谊招待好客

人。

我们没有留下吃饭。 我和摄影师相

约，过些天再来为老人录像。可万没想

到，那次见面，居然是永别。

黎锦扬先生的一生可谓丰富多彩，一

个人有如此丰富多彩的一生，死又何所

憾？然而，我却为未能帮他出版《黎锦扬

中文全集》而感到遗憾。

黎先生，走好。那天我曾告诉你，这

一天来临时，我会难过，我会怀念你。但

愿你记得那一刻。

（转自公众号中国副刊，2018年12月7日）

一个平凡人的不平凡一生
——悼西南联大地质系王忠诗前辈

○刘伟华

与联大老同学黎模慎 (右 )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