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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與文學的雙重經歷
一群由15至25歲年輕人組成的藝文群體，行至山

水間，坐看雲起時，其中心境的清明自由，單是聽
上去就令人充滿欣羨。「筆可能」活動的策劃人俞
若玫表示，選取「字在山水」為主題，是希望令參
與的同學們充分體驗不同於城市景觀的山水自然。
營地選在遠離城市中心的嘉道理研究所石崗中心、
為營員創造3天時間，全身心投入感受廣袤天地間
的細微變化，近距離觀察花草樹木，通過新鮮的身
體對話打開五感體驗。
對自然的觀察力是寫作者之敏銳的一部分，因而

在4月春光醉暖的花開季節，去親身體味花與樹的
色彩、質感、形態，對豐富寫作思考及內容，都會
有所裨益。更難能可貴的，則是令在當下社會成長
的這班年輕人，能短暫地遠離塵囂，與自然真正親
近，去捕捉自然內部的點滴驚喜。
「早上的光線轉變、夜晚的露天星光，都能使同

學們在安全環境下去體味自然。」俞若玫在最初策
劃文學營時，日本尚未發生地震浩劫，但她在教書
過程中，已切實感受到年輕孩子們與自然的關係十
分疏遠。「在安全的環境下，讓他們去感受自然，
是十分必要的。」學生們在文學營的前兩天內，不
只會看花賞樹，還將在專業導賞團引領下參觀嘉道
理農場，近距離去看野豬、貓頭鷹等動物。「年輕
人們需要知道，動物不只有寵物，人也不是自然中
的唯一生物。」
俞若玫在教學生涯中發現，年輕人寫作中最為匱

乏的是形容詞，很多學生會用太過籠統的詞彙去表
述自身感受，而無法收窄修辭的精確度。「單是形
容香味，其實就有很多形容詞，所以希望他們通過
走入自然去切身感受，嘗試把握詞彙的豐富複雜，
從而令書寫更為多元。」
嘉賓講座和名家導師工作坊，則是文學營中重要

的交流與學習平台，駱以軍、鄧小樺等著名作家將
各自帶領一個為數20人左右的小組，在技術層面
上，指導學生們展開寫作，而北島、梁文道、劉克
襄等5位熱愛自然的嘉賓講者，將與營員們共同分
享同自然親密的互動經驗——梁文道會暢談他養
貓、愛貓的獨特體驗，傳達對動物的活潑的觀察；
從事有機種植並寫作的農夫袁易天，則會帶大家去
看他種植的作物，引導學生們理解土地與寫作的關
係，並倡導年輕一族嘗試細嚼慢咽吃飯、從而品味

食物的天然滋味。
極為豐富新鮮的活動經歷想必日後會成為營員們

一生雋永難忘的回憶。俞若玫表示：「也許若干年
後他們長大時，會記起參加這次文學營的經歷，記
起曾經遇到過某位作家，並一起分享過一些寫作感
悟。這經歷本身已是文學營的最美好意義。」

激發新一代想像力
作為文學營工作坊中新詩組導師，《字花》編

委、曾著有《不曾移動瓶子》的鄧小樺認為，工作
坊是文學營中的一道重要環節，學生們在經歷大段
親近自然的寶貴時間後，將會在文學營的第三日，
透過工作坊具體落實書寫。新詩中蘊含的深厚浪漫
主義傳統本身，便與自然有 密不可分的羈絆。她
表示：「詩歌與自然間有很重要關聯，浪漫主義詩
歌更注重關顧人與自然相應和諧的反映。」
詩歌創作亦最為重視人的感官體驗，年輕的文

學愛好者們在長久的城市生活中，感官普遍較為
封閉。「城市中的環境很不舒服，穿行馬路都會
覺得嘈雜混亂，因而人會本能地在感官外，建構
起保護膜，封閉自己。」但在純粹貼近自然的相
處中，感官便會體味到許多豐富片段——不只花
朵有香氣，樹木一樣有芬芳的味道，自然的多元
層次會激發創作者渴望書寫自己與創作對象的關
係。
鄧小樺特別強調「對象」對於書寫的重要性，不

只詩歌工作坊需要「詩歌對象」，許多人都會在寫
作中忽略被書寫對象、及其與自我的關係。「即是
要有想像，要知道寫給誰？寫作不是自己與自己對
話，而是要衍生出對話的對象，並明確自己與它們
有何關係。就算是寫一首情詩給自己的舌頭，都需
要想像舌頭像是位朋友一樣。」我們總會聽到有作
者在抱怨自己缺乏靈感，這恰恰是因為他們在書寫
時眼中看不到「對話對象」，因而具備這種對話的
想像力，是對寫作者而言至關重要的素質。身處自
然帶來的種種奇妙片段，是激活想像力的至佳源
泉。
構建文學群落、形成交互影響力也是這次文學營

的重要意義。鄧小樺認為，在一段時間內聚首一
處、集中參與活動，既可以令年輕人們嘗試不同於
平日的生活感受，亦能形成社群的效能。「在香港
做文化其實很孤單，因為你不知其他人在做什麼，
但像這樣的一群同齡人聚在一起後便會發現，的確

他們所熱愛的文學是
有人需要的。」她相信
這次活動，可以令這些年輕
的文學愛好者保存一種對文學的
熱情，也希望他們能對這一領域有更長遠的信心。

用寫作建立個人風格
香港青年一代的文字整體特點較為輕盈跳脫、具

有口語化色彩。在鄧小樺看來，口語化本身同文學
並無衝突，更無關質素，運用得當反而能夠增強文
學性，但港人對語言修辭的興趣普遍不高，相反較
為追求視覺層面感受，這不能不說是本土書寫大環
境下的一處弱點。而提高對文辭的敏感度和要求，
首先便要從多閱讀、多寫文字開始。「應當鼓勵年
輕人對自己的文字有所要求，雖然那麼多人每天都
在facebook上書寫，卻大多是極簡單的情緒記錄。
如果是靜下心寫blog，便會給讀的人以想像、猜
想、產生同感的更大空間。」
她過去教學生寫作時，佈置他們寫blog，其中一

位學生很用心寫出的日誌，便令周圍同學刮目相
看，驚訝於共處這麼久，都不知他對事對人有這樣
的思考。「寫作就是這樣，要令人發現你的獨特
性。」通過參與工作坊得到啟發，這些年輕人也得
以深入探究自身書寫的最大特點，從而逐步建立自
我風格。
「堅持寫作也許很難，入大學家長會反對讀文學

專業、工作後也會很少時間再去寫。但其實真正的
寫作，應可成為自我的一部分，得到贊同和認可並
不至關重要，重要的是，寫作之後，自己的人生會
有所不同。」因而鄧小樺堅信，年輕人的寫作態
度，應是為自己，文學價值不應受讀者多寡而左
右。
但發展本土文藝，除去需要人才之外，更為重要

的是教育理想的實現。文學需要和社會產生動態回
應，方能產生影響力，因而文學營作為一處能夠給
予年輕文學人才以發掘自身才華、喚起書寫靈感的
動態平台，是極具意義的。文學營在當下時代為數
鮮少，但為其預留一片生存天空卻是必要的。
香港文字的傳承或許正該從這「字在山水」開

始，推衍出無窮無盡的想像力和無限的文字可能。
對於可塑性極高的青年一代來說，書寫理應成為他
們自發進行自我表達的一種堅持，並將之延續為漫
長歲月中最為感性而真摯的集體經驗。

「筆可能」文學營
時間：4月26日至28日
地點：嘉道理研究所石崗中心
網址：
http://giwliterarycamp2011.blog
spot .com/2011/03/blog-
post.html

對山水的長情，人皆有之，只因那情感纏繞 自然的大美。人
本就生於自然，靈魂裡都會被它的氣息所感召。山水也是繪畫創
作中的永 主題，似乎只有對它有足夠感情的畫家，才能捕捉到
其中的精妙神韻。畫家馮一鳴的獨特個人經歷，決定了他對筆下
的自然永遠有 豐沛而敬畏的真摯情意，這種感情是具有生命力
的凝厚，更是人對自然之和諧形態的尊崇。因而他的山水畫似乎
也負載 語言，無論是沉靜的山河歲月抑或對潑彩傳統的新式承
襲，山水之間盡是畫者的真情寫意。

歷經自然浩劫　更懂自然之美
《情寄山川——馮一鳴作品大展》，單是名字，就開宗明義地勾

勒出了畫作徜徉於山水中的意境。游走在馮一鳴繪畫的自然美景
中，會不知不覺陶醉於雲霧中的靈山妙水。畫者的個人命運決定
了他視角的獨樹一幟——馮一鳴是唐山大地震的倖存者，歷經過
自然浩劫的他，非但未曾因此留下陰影，反而更酷愛自然。面對
廣博自然的力量，他學會了長存一顆敬畏之心。而寧靜的自然界
也給予了他無窮的創作靈感。
他堅持每年走訪名山大川，親身去深入領略自然之美。觀眾欣

賞他的作品時，必能感受到他對大自然的感情。馮一鳴雖然是位
年輕畫家，然習畫已久，他的父親是著名國畫家馮霖章，家學淵
源中便融合了深厚的對自然的眷戀之情，自小就常隨其父進山中
練習寫生的他，更自父親處繼承了繪畫天分。但他並不甘於現

狀，反而自發去追求更多的中西方藝
術養分，努力突破自我技法和創作邊
界。
馮一鳴的作品融會了中西藝術元

素，且含有高水平文學修養。他的山
水作品力求雄奇、超逸、靜謐與和
諧。他突破了國畫以墨為主的傳統，
將色彩放置在重要的位置上，並在作
品中承襲了張大千的潑彩傳統，進而
發展為反覆潑彩，在潑彩中歸納勾點
山峰、樹木、樹葉和嫩芽的形體和姿
態。他繪製一幅大型作品可費上數月
之功，在眼下這個倡導高效生活的社
會，這種深具耐性並力求完美的藝術家情操實為難能可貴。這次
大展作為馮一鳴全國巡迴展的第三站，成為令香港觀眾了解這位
對山水有獨特見地畫者的極好平台。

外師造化　中得心源
雖然生於唐山市書畫世家，自幼已打下深厚傳統繪畫基礎，但

在逐步成長過程中，馮一鳴則進一步吸收了東西方繪畫的各方面
營養。他主張藝術創作應東西合璧，融會貫通，同時注重文學、
美學及其它藝術學科的修養。所謂外師造化，中得心源，他堅信

這才是最大程度體現作者對自然、
社會、文化的想像與理解之方式。
縱觀他的山水畫作品，便可見到其
中的氣象奇雄、意境靜謐靈秀，給
予人神妙之感。
近十多年來，馮一鳴把傳統繪畫

精髓結合現代審美意識，並運用多
種繪畫技巧結合現代光色處理，創
造了高難度的繪畫技藝，充分表現
出大自然博大氣度和感人魅力，形
成了獨特鮮明的藝術風格。在1991
年至2010年近20年間，其作品曾多
次入選全國及海外重要大展，並先

後於北京、上海、廣東、香港、台灣等地舉辦多次個人畫展和聯
展。今年1月起，大展《情寄山川》陸續在全國多個城市與當地
觀眾見面，以山川為題的諸多優秀作品，便這樣行山穿水、走過
不同地區，與同樣對山水有情的人們相遇。 ■文：賈選凝

《情寄山川——馮一鳴作品大展》
時間：4月9日至21日，上午10時至下午7時（星期日及公眾假

期 下午1時至6時）
地點：太古城中心3座地下雲峰畫苑

「筆可能」
文學營在香港並不普及，這種聚集文學青年在短期內共同培養寫作經驗的群體活動，早在上世紀末時，尚被一

定數量的年輕人所認受，近年來衰落不能不說是件憾事。有志寫作的人們可以通過文學營結朋識友、切磋技巧

經驗、暢談筆下夢想，於參與者而言是不可多得的雋永時光，而從提升本土文學氛圍的立場去看，這種集

體交流也是激發寫作靈感、構建朋伴式文字影響力的良好方式。「筆可能」在香港闊別文學營多年後，

起意重構這一活動——在以「字在山水」為主題的3日交流活動中，亮點不僅是名作家領銜寫作工作

坊，更將引領青年文學愛好者置身自然中，「在星光風鳴下，重新以寫作為媒體和自然聯繫。」豐富的

自然體驗為他們的書寫內容注入多元素材與廣闊層次。「字在山水」，筆下便充滿無限可能。

■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情寄山水之間

■營地選在遠離城市中心的嘉道
理研究所石崗中心

■戶外寫作活動導師俞若玫

■對自然的觀察力是寫作者之敏銳
的一部分

■「筆可能」感官寫作練習

■馮一鳴作品《朝霞》

■馮一鳴作品《山泉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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