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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黎民伟的生命跨越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见证或参与过国民革命、北伐、
抗日、国共内战等重大历史事件；在日本出生、英殖香港受教育成长，从无到有始创戏剧电影，再从
小到大在香港、内地开拓电影事业。
从十七八岁起，他致力于以戏剧推动革命、启发民智，二十岁初涉电影，自学多年，后追随孙中山先
生拍制纪录片。
为此理想而创立民新、联华，制作大量的剧情片，十数年间倾心竭力，并和妻儿全身投入，不惜散尽
家财。
抗战初起在上海烽火中拍摄新闻片，此后八年为避战乱而颠沛流离，在后方从事文化救国宣传。
贫困不改其积极乐观，教儿育女，亲友爱人。
抗战胜利后重返穗港，身无长物仍孜孜从事中国电影的重建。
五十五岁后身患重疾，仍为电影技术的改进恪尽厥职，又不忘为电影文物历史的保存做出贡献，病中
依然积极筹划剧本、为筹建影院奔走。
对儿女谆谆善诱之余又让他们做出升学的抉择，为国为家为人可谓任劳任怨，直至最后一口气亦不失
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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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凤伟，安徽泾县人，作家、学者。
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早期电影人研究，在有关杂志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
还出自过中、短篇小说集。
现执教于广东五邑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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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革命少年　　1．走出会城的青年　　黎民伟祖籍江门新会。
　　新会地处珠江三角洲西南部，濒临南海，毗邻港澳，面积辽阔。
新会还有一个别名冈州。
“冈州”这个名字出现在隋唐时期，隋朝废除郡县制，原新会郡改名为冈州，原新夷县改名为新会县
。
古代新会在地理上范围很大，据新会地方志记载，当时的新夷县包括现在的开平、台山、江门和新会
，东临西江，南滨南海，北跟新兴交界，西跟肇庆相连。
明朝1499年，政府把新会西南面的地方和恩平的一部分分出去，成立了台山县明朝末年，又把这几个
县的西北部分出去，设立开平县；到了雍正十年（1731年），为了应州府的要求，安置粤东地区的客
家人，新会的东北部又分出了鹤山县，县城在今天的鹤城。
可以说，是新会孕育了四个邑（新会、开平、台山、鹤山）。
那时，现在的江门只是新会县下面的一个小镇。
所以，五邑古称“四邑”，因为小镇江门是没有资格和它们并列的。
物换星移，江门因为地理位置优越，后来发展很快，成为统辖四邑的龙头老大，四邑变成五邑。
现在，新会又变成了江门市的一个行政区，有不少老新会人，还为此事一直耿耿于怀，认为当爷爷的
居然成为了孙子辈，这世道真是变了。
　　老新会城区又叫会城，城区不大，青山绿水，却很精致。
城后边紧挨着风景秀丽的圭峰山，满山竹树葱茏，郁郁苍苍。
山上有唐代古刹玉台寺，香火旺盛。
城内有道家圣地紫云观，客似云来。
城中有一小湖，湖水清碧，名日葵湖。
会城遍植蒲葵树，蒲葵自古就是新会一大特产，所以会城又称葵城。
出了城是一片绿野平畴，著名景观“雀墩”就在其中，那本是天马河中一株老榕树，气根落地成林，
数百年来，竟然蔓延成一座十几亩地的绿岛。
岛上栖息着数不清的白鹭与灰鹭以及其他鸟类，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著名作家巴金来过此地，写了一
篇脍炙人口的散文《鸟的天堂》。
雀墩后来遂更名“小鸟天堂”，成为全国闻名的自然奇观。
顺着雀墩再往前过了潭江不远，就是银州湖崖门宋元古战场。
那场战争后，有南宋数干江南的官兵在此星流云散，据说，绝大多数隐藏在新会地区。
至今崖山附近的三江，还保留一个姓赵的“皇族村”。
所以有识风水的人说，新会是皇帝来过的地方，也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宝地。
前面提及的五邑地区相当数量的名人，绝大多数都出自新会，如陈白沙、梁启超、伍廷芳等。
老会城的街道，顺着圭峰山的山势蜿蜒伸展，极有气势。
街道两边有富有岭南建筑特色的骑楼，街后面皆是清一色的青瓦民居，掩映在高大的葵树丛中，大部
分是清代建筑。
有的已经年代久远破旧不堪，有的已经不复存在，但剩下的老屋至今还残留一种古朴的风姿。
　　黎民伟的父亲黎思荣，又名兆昆，咸丰三年（1853年）就在这会城的某一间屋子出生，至于哪条
街哪间房屋，由于时世沧桑，现在已经难以寻觅。
打记事起，黎思荣就听自己父亲黎以忠说过，他们家原来住新会县环城区（今新会区会城办事处一带
）都会村，但自太公黎孚起黎家就一直住在会城，大致做些小本生意维持生计。
太公生下祖父黎振禄，黎振禄后来娶妻生子，又生下儿子黎以忠，几辈人都一直没有离开会城。
岁月如流，到了父亲黎以忠这一辈，家业已经有了兴旺之气。
黎以忠共娶了三房太太，分别是黄氏、吴氏与林氏。
林氏是广东四会县盘古巷人，父亲叫林八，林氏是兆昆的生母。
黎以忠通过岳父林八在四会购置了一些田地与房产，并雇佣黎姓亲属本家前去帮助耕种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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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也经常去四会小住。
儿子黎兆昆自然也成为四会外公家的常客。
但最近却有个别学者，对黎民伟的籍贯产生疑问，说黎民伟的祖籍是四会，其主要理由是据黎民伟的
日记记载：“3／4／1937⋯⋯到四会⋯⋯连日往拜山”，这可能因为个别学者不清楚上述的缘故而混
淆。
黎民伟日记非常清晰地写道：“外家在四会街盘古巷”，他们兄弟确实曾经去四会拜山（即清明扫墓
），则可能去给祖母的家族祖宗拜山。
但同一时期日记则清楚地写到他们兄弟来江门新会拜谒祖宗“24／4／1937⋯⋯往江门谒祖”。
拜山与谒祖应该还是有区别的。
黎民伟多次亲笔写明籍贯：广东新会。
他是成年人，自然不会将自己的祖籍弄错。
另外，黎民伟来新会拜过东海二哥的山。
黎东海的儿子黎钊回忆他从小就住在江门北街，父亲去世后便安葬在老家新会。
因此，黎民伟的籍贯是新会人应该没有什么异议的。
　　黎兆昆是个不安分的人，他从小就有个念头，一定要走出会城。
他曾经不止一次地登上会城后面的圭峰山，朝远处遥望，但他看见的是山外有山，昊天苍茫，于是多
了许多不着边际的幻想。
黎以忠自然不知道儿子的这些想法，他在会城有一份不大不小的家业，他希望儿子兆昆能继承下来。
兆昆自幼聪明英俊，是个可造之才。
黎以忠十分看好这个儿子，给他请了会城有名的私塾先生，想让他能在功名上有些进取，偏偏兆昆对
读书并不上进，而是在经商方面有很好的天分，黎以忠也就顺其自然，遂了他的心愿。
兆昆十几岁就帮父亲打点生意，后来独撑门面，生意在他手上越做越好，越做越大，渐渐地，小小的
会城已经让他有些不以为然。
终于有一天，他对父亲提出要出去闯一闯。
黎以忠早就知道儿子的不安分，新会这么个小地方安不下他那颗不羁的心，强扭的瓜不甜，也就同意
了儿子的请求。
于是，兆昆便应朋友之邀，辗转来到了湛江。
　　湛江旧称“广州湾”。
此名称形成于明清时期，有学者考证说是因南三岛有“广州湾”村坊而得名，亦有学者认为是因高雷
府属广州管辖，地图上在“广州”的中部而得名。
湛江市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广东省西南部，地处粤桂琼三省（区）交汇处。
三面临海，海岸线长。
湛江位居中国南大门，东接珠三角，西临北部湾，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内连“三南”，外通“
五洲”，加上有深水良港，外国的商船经常在此出入，他们将中国的陶瓷、丝绸及其他土特产运往世
界各地，又将一船船国外的货物运到这里，销往全国各地。
在十九世纪中期，湛江就是南中国海边一座非常繁荣的港口城市。
　　黎兆昆正是以他的精明，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在此开始了艰辛的创业活动，并掘到自己事业的
第一桶金。
　　2．横滨出生的孩子　　至今黎家后辈黎锡还记得，祖父黎兆昆在湛江的生意做得非常大。
抗战时父亲黎民伟带着全家十几口人，逃难到祖父当年的商城，住在湛江赤坎的文英街，叫“万昌隆
”。
“万昌隆”是砖木结构的三层楼屋，有好几进，幽深气派。
除了“万昌隆”外，黎兆昆在社美路和新街市均有许多物业。
黎兆昆在此事业有成，并先后娶了两房太太。
大太太邓氏，是父亲黎以忠自幼给订的亲事，邓氏生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比黎兆昆小八岁，圆
房后一直没有生育。
黎兆昆后来自己又娶了一门亲，女孩叫黄玉，与自己同岁，番禺沙井村人，因为从小家贫，被父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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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本乡茅冈仓下村的一个叫彭润福的农民做养女，改名叫莲娣，又称黄彭氏。
莲娣与黎兆昆同年，长得瘦弱清秀，由于在贫寒中长大，不仅会当家理事，且善解人意，与黎兆昆感
情甚笃。
婚后不久就给黎兆昆生下大儿子黎海山，接着又生下黎东海、黎秀兴、黎北海三个儿子和长女秀凤、
七女秀英。
在多子多福的旧时代，莲娣无疑是个有福气的人，按当地人的说法，会生儿子的人旺夫。
后来尽管黎兆昆又娶了第三房太太宋氏，给他生了第五个儿子黎驭强；第四房太太钟氏，生了第八个
儿子秀鉴、第九个儿子秀光、第十一个女儿秀珍；第五房太太黄氏，给他生了第十个儿子秀杰。
但是莲娣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甚至后来黎兆昆去日本做生意，也将莲娣带在身边。
　　黎兆昆做的是外贸生意，主要对象是日本人。
他还是日本多家株式会社在中国的总代理，相当买办的角色。
十九世纪末期中国与外洋的贸易非常活跃，国外的一些商人对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虎视眈眈。
由于语言不通，国情不熟，他们无从入手，因此急切地在中国国内寻觅他们的代理人。
黎兆昆因为长期与他们打交道，自然就被他们相中。
当代理对精明能干的黎兆昆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他在其中如鱼得水，经常来往于中国与日本之
间，因此在湛江赤坎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成为当地最有钱的人。
最后事业大了，他觉得两头奔走太辛苦，于是干脆带着妻子莲娣去了日本横滨，在唐人街上觅了套房
屋住了下来。
　　清光绪十九年八月十六日，即1893年9月25日晚上八时许，一个月圆的晚上，莲娣在日本横滨164
番又给黎兆昆生下第六个儿子，孩子生下来非常秀气，身体健康。
黎兆昆一高兴，当即给取乳名“秀旺”，即秀气健旺之意。
黎兆昆又给起了个大名：黎民伟。
是否有望子成龙希冀儿子成为“民众的伟人”的意思，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黎民伟无疑是几个儿子中最英俊的，又非常聪明，因此深得父母的宠爱。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母亲黄彭氏给他生了个妹妹后不久就去世了，那时黎民伟刚刚四岁。
黎兆昆在日本做的生意很大，无暇顾及这个儿子。
其时，他的大儿子黎海山已经在香港发展，而且是日本三井洋行的买办，先后娶了四位太太。
由于小儿子需要人照顾，也许还为了这个儿子将来的前途着想，黎兆昆决定让黎民伟寄养在长兄黎海
山家，并亲自将他送去了香港。
自然，黎民伟所有的生活费用还是由黎兆昆给付。
　　香港在古代行政上隶属广东东莞。
香港这地名最早出现在明朝，它最初是指今天香港岛上的一个小港湾、小村落，后来才扩大为对整个
岛屿（香港岛）的称呼，最后，到了十九世纪初，才成了被英国殖民主义者占领的整个地区的统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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