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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诉着光影的
如梦令

说起来，《新民晚报》蛮早就获知夏梦去世消
息。消息源头，是夏梦的一位麻将搭子。晚报的记
者朋友因见我与香港老一辈电影界人士互动频
繁而来问我：夏梦是否真的去世了？我大惊。赶紧
向一位消息可靠的圈内朋友求证。他语调一沉：
世上原来没有不透风的墙。

是的，夏梦冬逝———夏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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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获知消息是 !!月 "日的晚上，
而夏梦是 !#月 $#日离世的。

夏梦的家人不希望惊动外界，
低调又低调，这也符合她一生的作
风。其女儿的想法是三个月后家中
风平浪静些再对外发布消息。可是，
现在的世界不是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社会、媒体，早不同于当年。但毕
竟事关生死，这是至亲家人的意思，
尽管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新民晚
报》同行还是选择尊重家人意见，没
有公开消息。

谁知，一夜之后，$日凌晨，社交
网站上的发帖还是昭告了天下：一
代传奇落幕，影星夏梦去世。
人在香港半世纪多的夏梦，最后

去世的消息，是在她的家乡上海率先
披露的……这是注定还是巧合？

夏梦是上海人，生于斯，成长到
!%岁才离沪去港。市三女中杰出校友
的布告栏上，骄傲地贴着她的照片，和
宋庆龄、张爱玲、顾圣婴等同列。

少女时代离沪，后来夏梦用一
种特别的方式重返了家乡。身为香
港出道的电影明星，她在长城影业
演出的电影，作为特供片，在五六十
年代的上海被引进、放映。她做封面
的《长城画报》，也在一些特殊渠道
买得到，流传于民间。这类的香港舶
来品，和当时上海市面上的主流宣
传物是很不同的，似曾相识，又陌生
迷离。当时的中老年人在夏梦主演
的电影里捕捉一些业已经消散的昔
日气息，新一代成长起来的少男少女
则将夏梦视为青春偶像。在那个物质
贫乏，严肃紧张的年代，她像星空明
月一样的无瑕美好，又可望不可及。

其实夏梦本人成名后还是常往
返内地与香港的。她虽是 !%岁就离
沪去港，家里许多亲人，比如表妹、
舅母，仍留在上海。亲人是她和上海
割不断的纽带。夏梦的妹妹是练体
育打篮球的，本也跟她去了香港，被
选拔出来做专业运动员，就回了内
地，后加入国家女篮队，在体育界地
位也相当于夏梦。《女篮五号》中秦
怡扮演的角色林洁的原型就是
她———夏梦那妹妹叫杨洁。夏梦是
艺名，她家本姓杨。

网上流传夏梦受到周恩来、毛
泽东接见的珍贵照片，那是她 !&'(

年回来参加会议，领
导人接见电影界人
士时的留影。合影的
阵容里还有后来自
杀的上官云珠，“文
革”里受尽折磨的白
杨，以及 &#年
代关锦鹏拍《阮
玲玉》时还自
己演自己的
黎莉莉。夏梦
是她们的后
辈，和她们不同
的是她人去了
香港，和她们一样的是她
也一心向着新中国。夏梦曾回忆，与
领导人联欢时，她问周总理：“请总理
对我们的工作给点指示。”总理笑着
说：“你这是在讲‘北京’话嘛！你是香
港人，不要讲北京话，要讲香港话。在
香港这个地方，可以做很多工作。用
影片团结华侨，宣传爱国主义。”

夏梦的电影倒也没有板着脸说
教，如果那样的话，大概在英治时代的
香港不会有票房，更卖不到东南亚去。
比如《新寡》，那是夏梦自己最喜欢的
片子，她在戏里的扮相美丽摩登，让人
过目难忘。剧情亦有别于一般爱情电
影的谈情跳舞，很有批判现实的精神。
如果不以派别视角看，这样的角色和
电影仍然足够吸引人，这是夏梦能够
在整个东南亚电影界立足的基本。
夏梦前后所拍三十多部作品里，

有四部是很特别的，它们是越剧电
影。越剧电影在现在不多见，当年香
港的电影人一拍就是四部。一来可见
当时电影圈从业者的构成，上海江浙
人士多，二来看得出受众群体，大时
代下背井离乡的中国人，集体将越剧
视为“乡音”———同期流行的黄梅调
电影也如是。

而夏梦为了这几部港产越剧电
影是切切实实回了上海来学戏的。世
人赞美张国荣 &#年代拍《霸王别姬》
学京剧，其实早有夏梦前辈钻研戏
曲，足本演出整出戏的优良传统。这
不是花拳绣腿的三脚猫功夫。这是努
力加天赋。直到多年后的 "#!'年，我
在香港电影资料馆，看到重映的《三
看御妹刘金定》，仍然被夏梦的唱词
与身段迷醉。台下坐的观众许多是白

发苍苍的老
人，他们或都
是当年仰望
夏梦的迷弟
迷妹吧。可惜
我并不懂越
剧的欣赏，我

只是在欣赏夏梦，
试想如果今时今日
能有夏梦这样的青
春偶像如夏梦当年
那样学戏演戏，我
们的传统戏曲是否

会有更好的光景呢———
然而只能这样空想了。
没有第二个夏梦了。

在那天资料馆看戏的人群里，我
又居然发现了郑佩佩！她也是夏梦的
影迷，听说有这样的特别放映，专门
赶来了看。郑佩佩在上海时已追看夏
梦的电影，后来去了香港，踏着她的
脚步，进了上海人扎堆的电影界。只
是夏梦在长城，她在邵氏，两个唱对
台戏的公司，她俩从来没有合作过。
而她依然一直喜欢着夏梦。明星里的
明星，偶像里的偶像。所以，世上迷着
夏梦的男男女女众多，何止一个金庸
呢？没有金庸，夏梦依然是夏梦。
夏梦却也一直没有反驳什么。直

到 )"岁回上海参加“夏梦电影回顾
展”仍被问及金庸的事。她说：“不如
不说。”除了金庸，夏梦还有不少的朋
友，她虽然不在香港的社交圈活跃，
但在电影界人缘一直不错。同辈的演
员将她视为好友，后辈的明星将她视
为德高望重的前辈。夏梦，凭借自己
的影响力、人脉，一直在发光发热着。
曾有一位老牌香港明星告诉我，上世
纪 )#年代初，电影界很多人想回又
不敢回内地。夏梦拍着胸脯对她说：
“不要紧，内地不是洪水猛兽。”现在
的人难以理解当年的那份恐慌，而夏
梦在当时是他们的信心。
夏梦走了———没有一本自传，只

留许多传说。她家位于梅龙镇附近的
老宅，早就拆迁，无迹可寻。何处可以
凭吊这位出生上海，出道于香港，走
红东南亚的传奇明星？她将永远活在
她留世的三十多部电影里，笑起来
时，穿透胶片，轻诉着光影的如梦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