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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又见见炊炊烟烟 再再见见庄庄奴奴
“词坛泰斗”庄奴重庆逝世享年95岁

“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罩大
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
里。夕阳有诗情，黄昏有画
意……”那个一辈子与诗情画
意相伴的老人走了。１１日凌晨６
点１１分，词坛泰斗庄奴先生在
重庆逝世，享年９５岁。

庄奴出生于北京，与乔羽、
黄霑并称“词坛三杰”，风靡全
球华人圈的《又见炊烟》《小城
故事》《甜蜜蜜》《冬天里的一把
火》词作均出自其手。庄奴当过
记者、编辑，演过话剧，但以音
乐创作最为人所熟知，写词数
十载，词作颇丰，创作的作品超
过３０００首。

庄奴１９４１年考入中华新
闻学院，后到大后方参加抗
战，１９４９年定居台湾。到台湾
后，庄奴曾在报社做过记者
和编辑，因闲暇时写作的《绿
岛小夜曲》一夜成名，后开始
正式写歌。台湾歌手邓丽君
的歌曲大多出自庄奴之手。
他的歌词既有中国古典诗词

的意境，又有现代社会的通
俗真诚。他的歌词创作令华
语 流 行 歌 曲 上 升 到 新 的 高
度。他写的情歌也是浪漫动
人。邓丽君诸多名曲都由庄奴
填词。邓丽君曾说过“没有庄奴
就没有邓丽君”，庄奴亦说，“没
有邓丽君就没有庄奴，我和她
是相互依存彼此影响的关系”。
著名作曲家古月曾评价庄奴，
称他的词不仅是词，而是梦
想，是全世界华人的梦想。

中年丧妻后，一次偶然的
机会，庄奴结识了重庆籍女子
邹麟。１９９３年结婚后，经常往返
于重庆与台北两地。

据了解，庄奴先生的灵堂
设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新桥安乐
堂，１３日开始接受公众悼唁，告
别仪式将在１５日上午举行。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回
忆。”愿您可以安静地离开，在
甜蜜蜜的梦里回忆属于您的小
城故事。再见，庄奴！

（综合新华社电）

最最后后的的““小小城城故故事事””

庄奴与《小城故事》

1978年，导演李行寄信给庄
奴，邀请他到台中一家饭店会
面。到了庄奴才知道，李行邀请
他为即将开拍的电影《小城故
事》填写歌词，饭桌上，他还见到
了主演林凤娇和钟镇涛。

此前庄奴为电影创作歌词不
下数十部，这次他是首次被邀请
去拍摄现场参观。《小城故事》拍
摄于台湾嘉义县一个叫三义的小
乡村，但是到了忙碌的拍摄现场，
庄奴感觉“看不到歌词需要的资
料，嗅不到歌词需要的味道”。

返回自己居住的果园后，庄
奴回想起自己内心关于小城的
记忆：“那些古老的街道，弯弯的
小河，静静的山冈，有孤寂的诗
趣，也令人感到温馨。”所以，歌
词一落笔，就写出了“小城故事
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
来，收获特别多。”用电影片名做
歌词的头一句，这对于庄奴来说
也是头一回。

《小城故事》上映后，李行给
庄奴打来电话：“庄奴，你看了没
有？好轰动！《小城故事》叫座，《小
城故事》的歌居功至伟，谢啦！”

《小城故事》自此传遍千万家。
他与邓丽君其实只见过一次

面，但邓丽君经常会想着他，从外
地回来会给他寄特产。在写《甜蜜
蜜》时，庄奴看着曲谱，想象着邓
丽君甜美的长相与声音，不到5分
钟便写出这首脍炙人口的歌词。

两段姻缘都充满情分

庄奴有过两任妻子，原配陈
孟华嫁给他时，庄奴还很穷，妻
子学过美容化妆，在台湾是第一
把手，很多歌星到台湾都请她化
妆，但劳累过度的妻子得了尿毒
症。生病的十年间，庄奴几乎放
弃所有的写作，把房子都卖了，
给妻子治病。妻子去世后，庄奴
又遇到了一位重庆籍的女子，两
人相差23岁。

第二段姻缘也是因音乐而
结识，中央电视台邀请庄奴去重

庆，庄奴去了，当时一位身在重
庆的作曲家给他介绍了第二任
妻子邹麟。庄奴曾回忆，原配走
的时候他七十多了，年龄很大，
本来不可以再结婚了，再加上

“两袖清风”，家里实在没什么存
款，本来不应该再找个老伴跟着
他一起受罪。但后来的妻子并不
嫌弃他穷和岁数大。

就这样，结婚后的庄奴常来
往于重庆与台湾，并创作了70多
首与重庆有关的歌曲。后来，庄奴
形容第二段婚姻，“我说打着灯笼
去找，都找不着她这样的人，因为
她是一个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妇
女，所以我这二十几年跟她在一
起非常快乐，非常幸福。”

庄奴还写了一首歌《手杖》
给第二任妻子，“你就是我的手
杖，这辈子有了你，才懂得竖起
来脊梁，挺起胸膛。”

璧山是他梦中“小城”

2013年11月初，因为摔伤经
历过手术后，需要复健的庄奴带

着夫人邹麟来到了位于璧山的
青杠老年养护中心。庄奴很满意
这个地方，并将它比作“山脚怡
乐园”，“庄老为璧山写了一首歌
曲叫《小而美》，他说这里像极了
他梦中的小城。”副院长邓庆说。

“庄老其实身体一直不错，
但是之前春节去了趟台湾回来
之后，身体就开始差强人意，不
太爱说话，后来连人也不太认识
了。”邓副院长说，在庄奴被送进
医院的前两个星期，他的状况更
加糟糕，不太爱进食只能靠打点
滴来维持。

30平米的房间里，井然有序
地摆放着两张床和书桌，而窗边
的小桌则是庄奴生前创作的地
方，桌上还摆放着一本用蓝色文
件夹夹住的歌本，里面是夫人邹
麟为他整理的一些经典作品，

《甜蜜蜜》《山茶花》《小城故事》
等，还有一张电视台录制节目的
流程单。

昏迷前写下“太美”

庄奴晚年写了70多首和重
庆有关的歌曲，在老年养护中心
就创作了20来首，但是庄奴生前
留下的最后一件作品，却是“太
美”两个字。

护工丁廷知是最后陪伴照
顾庄奴的护理人员，从8月18日
开始直至庄奴离开养护中心，前
后一个多月的时间24小时寸步
不离。丁廷知说，庄老每天的生
活非常规律，但是她接手庄老的
时候庄老的饭量已经不及以前。

“庄老早上有赖床的习惯，
不想起床的时候几个人拉都拉
不起他来。每天早上庄老会听自
己以前创作的歌，主要是邓丽君
的老歌，听到之后身心愉悦。但
是最近几年创作的新歌，庄老已
经没有印象了。”

9月24日，庄老突发高烧不
能说话，24日晚上，丁廷知拿了
纸和笔给庄奴，想让他写自己哪
里不舒服，但是庄老却写下了

“太美”两字。这两个字也成为庄
奴最后的作品。

（本报综合）

晚年庄奴移居重庆，定居于重庆璧山，还被重庆授予“荣誉市民”称号。他曾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写作的
动力源于两个方面：爱大自然、爱中华民族。创作的灵感则源于读书，多读书、读古书，尤其是诗词歌赋。

2011年9月25日，庄奴来济南章丘参加李清照文化周时与本报记者畅谈。 本报记者 徐延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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