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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邓丽君 

                           --纪念邓丽君逝世二十五周年 

文\图 梦晨 

 

今年的五月八日是一代“歌后”台湾歌星邓丽君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每

年的这一天，来自台湾、美国和泰国一些东南亚国家的众多华人都会前往现新北

市金山区金宝山的筠园墓地拜祭。 

 

二〇〇八年，马英九“总统”开始执政以来，两岸关系回暖，大陆政府开放

普通民众“自由行”政策后，许多慕名而来的“陆客”也专程来此地凭吊这位曾

经风靡海峡两岸的歌星。他们怀念默祷之际，依旧能听到曾经设立在金门岛上的

扩音器播放邓丽君那些脍炙人口的曲子，跳跃的音符自然激起无限美好的回忆，

尤其是与那个时代一起成长的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大陆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当时生活在大陆地区

人们谈及最多的就是“老邓”和“小邓”了，并流传着“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

邓”、“只爱小邓，不爱老邓”等语。这“老邓”指的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

平先生，这“小邓”就是邓丽君小姐了。 

 

邓丽君，本名邓丽筠，民国五十六年(西元一九六七年)发行第一张个人唱片

专辑，民国六十年代在华语地区达到事业高峰，之后又在日本乐坛发展并大获成

功，受到中国台湾、日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泰国、马来西亚、朝鲜半岛等

地的广泛欢迎，九十年代初淡出乐坛，民国八十四年(西元一九九五年)因哮喘发

作猝逝于泰国清迈。 

 

邓丽君对华人社会影响甚巨，世人盛誉“有

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台湾、香

港歌坛分别颁发金曲奖、特别贡献奖和金针奖，

以纪念“一代巨星”的光荣成就，中国大陆中

国网票曾选其为“新中国最有影响力文化人

物”，马来西亚《南洋商报》评其为“二十世纪

最具代表性华人歌手”。由于邓丽君毕生致力慰

问“中华民国”国军官兵，又有“军中情人”

之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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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华民国(台湾)总统府”颁发褒扬令以表彰她

的爱国情怀和演艺成就，并准予在她的灵柩上覆盖青天白日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

旗；当时，“总统府”秘书长吴伯雄等四人担任“国旗”覆旗官，国民党中央委

员会秘书长许水德等四人担任党旗覆旗官。此外，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还特地颁

发“艺苑扬芬”挽额给她，国民党也追赠荣誉奖章“国光一等奖章”予她。时任

台湾省省长的宋楚瑜担任她的治丧委员会主委并亲自为其墓园“筠园”题名，

“行政院长”连战、前任“行政院长”郝柏村、时任“国防部长”的蒋仲苓、时

任台北市长阿扁等人物也亲临致哀。大陆央视及香港、台湾、日本地区的大众传

媒也纷纷在新闻中发出哀悼她过世的讯息。 

 

听老一代人的讲述，改革开放前，当年他们都是偷听“敌台”收听邓丽君的

歌曲。很多人都是从收音机里第一次听到她轻柔的歌声的，和以前那些听惯了的

铿锵有力、豪迈振奋的红歌相比，邓丽君的歌曲让人们紧张的神经一下子得到了

疏解。 

 

我是一名八〇后，受周遭亲朋好友的影响，我也喜欢邓丽君的歌曲。其中，

我最喜欢邓姐姐的一首歌曲是《小城故事》，这首歌还被选为同名电影《小城故

事》的主题歌。为此，民国一百〇七年(西元

二〇一八年)，我陪同爸爸第三次来到了台湾，

专程去探寻《小城故事》的这座小城--苗栗县

三义乡。 

 

六月十一日上午，我从台北搭乘台铁自强

号列车前往苗栗县。在苗栗县的旅馆安顿好之

后，随后搭乘公车 5664 路前往三义火车站，

到了三义车站后，才忽然意识到逢礼拜一全台

湾的博物院馆是依例公休的。非常遗憾，三义

木雕博物馆未能成行，小城故事没有亲身体验

到，只好留待下次再来，续写《小城故事》了。 

 

如果说短波广播是邓丽君的歌曲传播到中国大陆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话，那么广播中的主持人也是功不可没。曾经供职于(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澳大

利亚广播公司以及伦敦 BBC 英国广播公司的我的已故忘年交王恩禧老师，是早

年邓丽君歌曲在中国大陆传播开来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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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就通过广播节目为大陆听众介绍邓丽君的歌声，还

曾先后四次采访过邓丽君，其中两次是面对面，两次是电话连线。那是二十多年

前的事情，从台湾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工作的王恩禧老师在澳洲广播电台（简称“澳

广”或“ABC”）中文部创办并主持《您喜爱的歌》节目，在这个以点歌为主的

节目里，邓丽君的很多歌曲一度成为点播率最高的曲目。 

 

“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后，第一批来自中国大陆各地农村、工厂，机关、学

校的听友来信透露，因为写信给“澳广”参与歌曲点唱，一夜之间大名传遍全村、

全厂和全校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的不乏其人。点播率最高的歌星，你猜是谁？除

了“小邓”还有谁呢？ 

 

我的已故忘年交王恩禧老师最津津乐道的就是他曾四度采访过邓丽君，他骄

傲地对我说过，他家的“传家宝”之一就时当年采访邓丽君时给她拍摄的照片，

上面还有邓丽君的亲笔签名。  

 

二〇〇九年六月份端午节

期间，王老师小住于我上海杨

浦家中，王老师告诉我，他当

年所在的“澳广”通过一流的

公关联系，两次成功抓住机会，

通过越洋电话独家访问到闻名

海峡两岸的邓丽君。一次是正

当她回台北过春节，大年初一

晚上电话追踪到正在吃团圆饭

的邓丽君，她透过“澳广”电波，向广大中国大陆听友拜年。还有一次，邓丽君

正在美国加州拉斯维加斯凯撒宫酒店登台表演空档期间，透过澳广向中国听众问

好，并亲自描述在一千五百多位热情观众面前，登台演出的空前盛况。   

 

王老师特别提及最难忘的一次是一九八三年夏天，他从澳洲回台北度假期

间，透过他的大学同学，时任台湾电视公司（台视 TTV）副总经理卢治楚先生

的安排，在台视摄影棚邓丽君录制《淡淡幽情》专辑的间隙，在干冰雾气环绕之

下，他抓紧机会跟邓丽君作了一段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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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回忆到，为达到最理想的效果，她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的录制歌唱，

敬业精神确实令人敬佩。

当时透过总控玻璃窗，他

还亲眼看到她向喉咙喷药

压制自己哮喘的毛病，不

至于耽误录像进度。 

 

由于时间匆促，加上

现场杂音多，那次访谈并

不理想，于是王老师灵机

一动就在摄影机旁，大胆提出邀请邓丽君次日上午，走一趟仁爱路中国广播公司。 

 

王老师事先约好录音师，预订下最好的演播室，跟邓丽君再做一次专访，好

让她能畅谈自己踏入歌坛的心路历程，透露一些世界巡回演出过程中很少向外人

描绘的酸甜苦辣。 

 

王老师还告诉我，他曾供职的(台湾)“中广”的林秘书温馨地赠送了五百张

邓丽君玉照，给“澳广”听众作新年礼物。他也再次抓住机会在摄影棚内为邓丽

君拍了数个特写镜头，这些照片还请了邓丽君亲笔签名，因为它见证过历史风云

人物的鼎盛时期。     

 

邓丽君的采访在“澳广”播出后，一下子收到了十万多封听众来信，“澳

广”只好用卡车运输，来信基本全部来自中国大陆，大都是表达对邓丽君歌曲的

衷爱并索取签名照片。由于来信太多，以至于王恩禧和他的同事们在节目里不得

不恳请听众暂时不要来信了，因为当时“澳广”每处理一封大陆来信需要一澳元

的投入。即便如此，这样的火爆还是持续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在这些来信中，有

一位河南农村的听友幸运得到了签名照片，之后他写信给王恩禧，说他收到照片

之后，全村人都来他家一睹邓丽君的芳容，让全家人骄傲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几次采访的影响超出了王恩禧的想象。最近几年，他多次到中国大陆的电

台作客访问，曾在天津、大连、昆明、乌鲁木齐等地遇到许多电台同行向他描述

透过“澳广”从收音机里听邓丽君歌曲的情形，也有一些铁杆邓丽君迷至今还保

留着当年用卡式录音机录下来的这些节目的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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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禧清楚记得他的同事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大陆旅游遇到的趣事，由于

当时大陆的交通不够便利，一旦遇到车票、机票紧俏的情形，只要拿出随身携带

的邓丽君签名照片，便可以顺

利解决问题。“这是邓丽君的

歌声所拥有的独特魅力带来

的，是非常别致的体现方式，

也是我们通过广播节目传播邓

丽君歌曲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

‘收获’。” 

 

一九九五年五月八日傍

晚，王恩禧从“澳广”下班到家，接到了台里的紧急电话，说是邓丽君去世了，

让他立即回电台作直播。王恩禧想起一九八一年秋天第一次采访邓丽君时曾看到

她因为哮喘往喉部喷药，没想到二十几年后正是哮喘让这位天才般的巨星过早地

离开了人世。 

 

一直以来，王恩禧身处收音机的另一端，广播人的独特身份让他亲眼目睹了

邓丽君在大陆通过小小的收音机流传开来的全过程。他认为，中国大陆从清一色

的样板戏过渡到丰富多元的听觉选择的过程中，邓丽君担当了非常独特的关键角

色，没有哪个华人歌手在那个转折点上对中国人产生这么巨大的影响力。她对中

国人精神生活的特殊意义在于，让人们首先从收音机里找到了听歌的乐趣，抛开

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找回了音乐本该有的功能。 

 

除了电波中邓丽君的歌曲外，位于台湾

金门群岛，距离大陆厦门只有两公里的北山

播音墙（又名“心战墙”）也是邓丽君歌曲播

放的阵地。播音墙建于民国五十六年(西元一

九六七年)，是一处战略军事据点，它在台湾

反共宣传时期海峡两岸的广播战中曾发挥重

要作用。 

 

金门群岛属台湾边陲金门县的行政划

区，也是民国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中

国内战期间死伤惨重的“古宁头战役”（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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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之为“金门战役”）所在地。正是这场战斗，确立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关

系现状，共军未能击败国军夺下台湾。 

 

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金门群岛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共建了四座广播站，

用于向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播放宣传消息和音乐。北山播音墙的声音可传至二

十五公里外的地方。 

 

宣传音乐中最为著名的来自于台湾歌手邓丽君，据说她是前中国领导人邓小

平先生的最喜爱的女歌星。邓丽君的部分名曲如《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

等均曾在这里播出。 

 

她本人也曾亲自去过播音墙，透过广播向生活在水生火热中的大陆同胞喊话

——采用的则是迪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这样的明星到前线巡演的路数——

告诉大陆同胞，她等着他们来金门看看，自由是中国唯一的希望。据我的友人上

海报业集团记者周军所说，

蒋中正“总统”曾视察过北

山播音墙附近的“马山播音

站”，他的父亲所在的部队在

厦门这边向金门岛上的国军

喊话了二十多年。邓丽君的

歌曲今天仍在播音墙播放，

不过音量要小得多，仅作为

金门群岛上的观光项目之

一。 

 

台湾的杨凯婷女士是一位常年往返于德国与中国台湾两地的艺术家。她介绍

道：“与视觉艺术相比，声音给我们提供了另一层想像，听众必须通过想像在脑

海中描摹叙事。”“当年，播音墙的声音震耳欲聋，彻夜不停”，杨凯婷说道。

她在做研究时搜集了许多当地岛民的回忆。当时的人们被声音包围，无处可逃。

“‘心战’是当地人精神领域的一项长期斗争。一个人必须对自己所代表的价值

观念有着强大的信念才可能战斗到底。” 

 

一位名叫张夏翡的歌手也以邓丽君为主题，以卡拉 OK 的形式，演唱了迪特

里希和邓丽君过去唱给士兵们的歌曲。身着旗袍的张夏翡先是在播音塔里用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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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演唱。随着喧闹的音乐渐弱，她脱下高跟鞋走塔外的草地上，面对观众，拿着

尤克里里琴自弹自唱。 

 

然而，与当地居民在演出时的互动只能略微地弥合当代台湾年轻人与历史间

的隔阂。张夏翡说：“对我来说，金门是个疯狂的地方。我们来这参观，这些岛

屿就犹如一座历史博物馆或是一个好奇柜。可是，那里的人们仍然生活在另外一

个时代，台湾年轻人根本无法想象那些人当年生活在独裁恐怖下的感受。” 

 

那个年代，海峡两岸尚处于敌

对状态，邓丽君歌曲在广播节目和

心战墙里的传播不免蒙上了政治

的阴影。台湾“中央广播电台”节

目部总编导吴瑞文认为，邓丽君歌

曲的独特魅力就在于她跨越了意

识形态的阻隔，用音乐最先打开了

两岸沟通的独特渠道。 

 

过去三十多年，邓丽君的歌曲在大陆广播天空中走过了峰回路转的历程，从

最初一味的禁止到后来的逐渐松动，从早期的强调政治立场到后来逐渐还原其音

乐本意，里面也浓缩了这些年广播传媒观念的不断进步。邓丽君去世时，大陆多

家电台及时报道了这条消息，很多电台纷纷推出了纪念邓丽君的特别节目。 

 

二十一世纪进入了网路时代，古老的收音机已经成为古董，但是，一旦提起

邓丽君，人们还总是第一时间想起改革开放初期的那段日子，大家纷纷把耳朵贴

近收音机，里面传出的邓丽君的歌声让中国人听出了自己命运的改变，听出了新

生活的滋味。 

 

一代巨星陨落，两岸三地以及日韩各界对邓丽君的病逝深表惋惜并给予高度

评价。大陆歌手李谷一说，“邓丽君是中国乐坛独树一帜、不可磨没的杰出艺术

家。”文化学者于丹说，“对于中国文化的意蕴来讲，她已经不是一个歌手，其歌

艺成就已超越流行音乐的范畴与层次。”央视主播白岩松说，“如果有一个声音能

让全世界的华人安静下来，那就是邓丽君的歌声。” 

 

香港艺人成龙说，“邓丽君是兰花，是最后的古典。作为一个艺人，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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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红，有这么大成就，实在已是生荣死哀，值得大家爱戴与尊敬，流芳百世，永

垂不朽了！”艺人李宗盛说，“在演艺圈很多人是‘奇迹’，但唯有邓丽君可以称

为‘传奇’。”香港已故艺人张国荣说，“颁奖典礼，若歌星不出席，就算你是邓

丽君也不给奖。” 

 

时任“中华民国”(台湾) “立法院”院长王金平说，“由于邓丽君的天赋

和努力，加上她傲人的情操，当年在台湾物资缺乏的时候，用她的歌声和用她各

方面的表现来振奋人心，跟国人一起打拼，邓丽君在各方面的贡献，包括经济、

文化等，对国家的影响极大。”“中华民国”(台湾)“教育部”部长和“中央研

究院”副院长曾志朗表示非常喜欢邓丽君的歌，听到她的歌声会让人联想到和平、

纯真、人间有爱，他最爱哼唱的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因为那是一首会平静

人心的歌。当年邓丽君的歌响彻台湾大街小巷，对台湾来说是一个时代人物，占

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回忆早年还在美国洛杉矶教书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旁边有一家长青书店，他经常在那家书店看见邓丽君买书，她当时打扮

得非常朴素轻松，绑马尾、牛仔裤，不敢相信那是邓丽君。邓丽君的启蒙老师左

宏元说，“她的歌声像花卷，淡淡的，咬一口，便知内有层次，听起来温柔，却

很有力量。” 

 

通过王恩禧老师，我了解了许多关于邓丽君的真实故事，如果说王恩禧是将

邓丽君的歌曲传播到中国大陆来的第一人，那么王老师也是我人生中遇到的对我

的人生影响巨大的一位国际广播界资深的老前辈。 

 

就在本文初稿完成之际，我将此文发给了目前定居于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王恩

禧的遗孀 Patty 女士，她感慨地回复我说：“邓丽君时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歌星，文

中提到王老师还有照片，难免有点伤感。虽然他已经走了，仍在我心里伴随着我，

对他永远的怀念。”(完) 

 

附：“中华民国”(台湾)政府褒扬令：“爱国艺术歌唱家邓丽君，谱名丽筠，蕙

质春明，瑶华济美，幼蕴才慧，早擅新声。天纵仙吕艺能，头角峥嵘于海内；胸

怀英雄肝胆，热情洋溢乎军中。砥砺奋发，育成大家范型；柔美婉约，深得风人

意旨。高洁沁润众心，勇夺最佳女歌星榜首；英发楷模当代，荣登十大女青年班

头。美誉传乎四裔，清歌腾于国际。参与劳军活动，鼓舞士气，柳营传千古绝唱；

推广民族歌声，伸张正义，神州享超邓高名。乃复义不帝秦，行止弗入中土；忠

以作孝，侨居永爱宗邦。风骨嶙峋，不让须眉。平居热心公益，频为善行，藉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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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艰；每值局势邅迍，辄捐巨款，蔚为国用。大节凛然，辉耀千古。先圣有言：

志道、据德、依仁、游艺，斯人有之。叹以英年遽逝，悼惜良深，应予明令褒扬，

以资矜式。” 

作者梦晨写于二〇二〇年五月三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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