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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小童的過程中甚麼最讓家長煩惱？大多是孩子不
夠聽話。而不聽話的具體表現又是甚麼？《皆大歡喜》
的排練中，嚴厲而敏銳的藝術總監黃清霞博士發現「注
意力不集中」其實是引發很多問題的關鍵。這些從多間
中小學選出的學童，要在16天中，每天準時從9點排練
到5點，當然中間有安排合理的休息時間，但只要正式
開始排演，一板一眼念台詞，走進莎翁的古典英語世
界，可容不得半分走神馬虎。當然也有考慮到孩子們年
齡小，對控制注意力尚未能掌控自如，所以黃博士將原
劇中可能要集中30分鐘精神的單場，縮短到小童們能承
受的10分鐘。她說：「指導學生表演當然和專業劇團不
同，作為導師，我們不能指望教的孩子每個都拿A，如
果本來孩子資質是D，能進步到C，已是足夠好。而只
有他們不集中精神時，我才會生氣。」她反覆強調「集
中注意力」絕不是個小問題，尤其是當孩子置身集體
中，更會凸顯其重要性。

讓孩子集中精神
黃博士說，只要孩子們能集中精神，他們就一切都做

得很好。而為何要集中注意力，作為教育工作者，要對
孩子們以理服人。「不是因為他們年齡小，就不去講道
理，要給他們理由。」譬如身為主角，不能集中精神，
當然絕對不行，而作為配角，在合作中也要努力控制自
己的注意力，「哪怕是演一棵樹，一樣不能走神。要知
道自己在舞台上的身份」否則便會影響整個團隊的演出
品質。這樣的attention span，對於青少年究竟有多重
要？其實這是最為基本的訓練，倘若這一點家長們平日
慣於等閒視之，孩子們就會將壞習慣帶上堂、帶進他們
的一切學習和興趣中。因而學童們必須學會自控，家長
更不能因為孩子做起來有難度就放鬆要求——黃博士訓
練下的一班小朋友，最初可能只能集中精神幾分鐘，但
是在長輩的不斷要求提點之下，這個時長便會不斷延長
到10分鐘、15分鐘甚至更久。因而教子時，不能單單指
責孩子不乖、不夠守紀律，更要懂得如何見微知著，令
他們學會要求自己，將之變為習慣。

愛的教育皆大歡喜
愛的教育，也是香港青少年們需要學會的一課。從經

典文學中取經，既是智慧，也是一種最便利的教育方
式。《皆大歡喜》的喜劇形式下，包裹的是永 的愛之
主題。親情之愛，友情之愛，愛情之美，學童們通過理
解對白、詮釋角色而實現對這主題的理解，他們會從劇
中領會到有些東西是不會變的，儘管世界看起來很不可
靠，分分鐘都在變，但愛卻是可以 久流長的。黃博士
身為導演，認為愛的教育不分年齡層更不會被束縛於現
代抑或經典的標籤之下，從語言和文化特徵中，孩子們
可以品味出經典所傳達的善美價值。欣賞莎翁劇作，當
然要盡量還原原著精神，「孩子們需要培養這種taste」，
並從中學會人生應該珍惜哪些，哪些是開心，哪些是浪
漫，哪些是必須要面對的問題，哪些又會是感人至深的
永 。而愛的教育在家長方面，則必須要以一種清醒的
態度去理解。愛孩子不是寵溺嬌慣、讓他們沉迷於自己
的confort zone。類似的兒童版莎翁劇獻演也不是首次，
過去總有些家長會在送小朋友前去參加密集訓練後十分
心疼，因為他們已習慣於不捨得令心肝寶貝吃苦。平日
在家中看見孩子做某件事稍微吃力些，便會覺：「女兒
好辛苦，不如先不要做了，快休息一陣。」黃博士認為
這便是為何香港在華人世界中，誕生的傑出人物最少。

「無論是運動員還是音樂家，都遠遠不及內地出的人才
多。」港人去奧運拿不到金牌大家早已習以為常，其實

該反思的是其背後的深層原因。如果家長不懂得tough
love，一味保護孩子避開所有艱苦，也勢必無法磨練出
孩子的堅韌意志。但缺乏能吃苦耐勞、承受風雨的強韌
品格，家長又怎能望子成龍、祈盼孩子做出一番大事？
古訓有言：「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天方能降大任於斯
人也。

孩子們學到了甚麼？
那麼孩子們從中收穫到了些甚麼？6位參與演出的學

童年齡、性格各不相同，但卻給了我們許多意外驚喜。
團隊合作精神是他們首先學到的，因為舞台是大家一起
組成的，每一個人的動作都至關重要。他們從中學到了
協調、控制與配合、和友情的可貴，更理解了人世複雜
感情的多層次。扮演劇中Oliver的男生說：「原來一個
壞人身上有好人的一面。」一齣色彩繽紛的戲一定會加
入自己的感情，孩子們從中明白真實的世界並不完美，
但他們卻將真善美的期待，付諸於動作與感受，其中當
然有辛苦，但是可以承受嗎？當然。孩子們不像家長以
為的那樣嬌氣，他們儘管覺得累，卻都覺得值得，也交
到了新朋友。導演的要求是否過於苛刻？6位小朋友表
示完全不會，「雖然嚴厲，但是為我們好。」

甚至有位小朋友說：「當我們犯錯時，如果對我們不
嚴厲，可能我們會記不住。」如是懂事，是不是令家長
們感到很欣慰，在嚴格的要求下，他們因而也對自己有
所要求，明白需要努力表達、與人溝通、努力去學去體
會。他們感受到了自己可以自立去完成一種集體演出，
沒有家長們以為的那麼困難，最重要的是孩子們真的能
去enjoy。他們中有的人說：「父母沒有太多要求，只希
望我很專注去做，」從而真的學會了負責任地去完成一
件事，有的則要克服英語與文化的困難，貼近劇中人的
感情。但無論如何，最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學會
了認同自己，也學會了怎樣去做好一件事情。家長們可
以看到孩子原來能這樣成熟地投入集體、完成一件事
情，而孩子自身也享受於能自立面對困難的初嘗試。所
謂皆大歡喜，不外如是。

從字帖中感受中華文化

展覽「帖學的世代—館藏書法作品選」
時間：即日起至明年6月30日
地點：香港藝術館
查詢：2721 0116 

我們自小時候開始便經常寫「習字帖」，但對於「帖」究竟大家有多少
認識？其實這種臨帖學書法的風氣，在中國已流行了逾千年，並形成了後
世稱為「帖學」的傳統。香港藝術館現便通過展出名家書法，將中國源遠
流長的「帖學」傳統介紹給更多對書法感興趣的人們。

「帖學的世代—館藏書法作品選」展覽，特別從藝術館的館藏中精選了
逾40幅歷代名家的書法作品，讓觀眾認識何謂「帖學」，並從中一探千年
以來臨帖風氣對中國書法發展的深遠影響。書法是中華文化中最瑰麗的珍
寶之一，博大精深，因而成為後世理解傳統文化藝術之開放文本的重要依
據。所謂「帖」，原指用毛筆寫在小絹帛上的文字，亦即書信、便箋，統
稱「尺牘」。東漢（二五至二二○年）後期，當時中國的書寫工具發生了
革命性的改變，「紙」漸漸取代絹帛和竹簡，成為主要書寫物料，毛筆從
而在紙上留下自由飛動的筆觸，大大增強了書寫的表現性。

及至魏晉時代（二二○至四二○年），以行、草書體作尺牘，風靡當時
的文人圈，書法亦不僅僅是對文字的記錄，更成為藝術的重要表現方式。
東晉書法家王羲之及其兒子王獻之所形成的「二王」書風經過歷代流傳後
漸成主流，他們留下的書翰主要是信札及便箋。因此，晉人書跡可以說是
帖學的源頭。書法臨摹風氣自此開始興起，紙上行雲流水的優美飛揚，從
而開始被愛字之人所仿效傳承。及後至北宋（九六○至一一二七年），太

宗趙光義肆力搜求先賢名跡，並
精選作品刻印成歷史上首部皇家
編定的書法帖本—《淳化閣帖》。

《淳化閣帖》可謂刻印書法作品集
的鼻祖，後世不論朝野所刻印的
書法集，皆稱「帖」。臨帖，因而
亦成為往後千年書法學習的不二
法門。　　

在這次展覽中，不但包羅香港
藝術館虛白齋藏歷代名家的珍貴
書法作品，如趙孟頫《行書庶子泉石篆詩》、文徵明《小楷落花詩》、董其
昌《行書大唐中興頌》、王文治《行書題湖樓請業圖詩》等，更可見到倪
元璐、王鐸、劉墉、于右任等名家的真跡，實屬非常難得，書法愛好者們
將為這次難得的經驗而驚喜，了解到「帖」的豐富與多元，和在歷史長河
中輾轉的歷史變遷。此外，展覽也配套展出其他一些相關館藏，普及了對
書法藝術的通識認知，以加深觀眾對中國書法的認識。以字見古，以字，
見到傳統文化的最完整面貌。

文：賈選凝

■「帖學的世代—館藏書法作品選」

■從字帖中感
受中華文化

莎翁名劇教育港童莎翁名劇教育港童莎翁名劇教育港童莎翁名劇教育港童莎翁名劇教育港童莎翁名劇教育港童莎翁名劇教育港童莎翁名劇教育港童莎翁名劇教育港童莎翁名劇教育港童莎翁名劇教育港童莎翁名劇教育港童莎翁名劇教育港童

「皆大歡喜」「皆大歡喜」「皆大歡喜」「皆大歡喜」「皆大歡喜」「皆大歡喜」「皆大歡喜」「皆大歡喜」「皆大歡喜」「皆大歡喜」「皆大歡喜」「皆大歡喜」「皆大歡喜」

■《皆大歡喜》排練中

■學童們享受於能自立面對困難的初嘗試■學童們享受於能自立面對困難的初嘗試■學童們享受於能自立面對困難的初嘗試■學童們享受於能自立面對困難的初嘗試■學童們享受於能自立面對困難的初嘗試■學童們享受於能自立面對困難的初嘗試■學童們享受於能自立面對困難的初嘗試■學童們享受於能自立面對困難的初嘗試■學童們享受於能自立面對困難的初嘗試■學童們享受於能自立面對困難的初嘗試■學童們享受於能自立面對困難的初嘗試■學童們享受於能自立面對困難的初嘗試■學童們享受於能自立面對困難的初嘗試■學童們享受於能自立面對困難的初嘗試■學童們享受於能自立面對困難的初嘗試■學童們享受於能自立面對困難的初嘗試■學童們享受於能自立面對困難的初嘗試■學童們享受於能自立面對困難的初嘗試■學童們享受於能自立面對困難的初嘗試■學童們享受於能自立面對困難的初嘗試■學童們享受於能自立面對困難的初嘗試■學童們享受於能自立面對困難的初嘗試

■《皆大歡喜》藝
術總監黃清霞博士

香港的青少年教育，似乎一直都是家長與各路教育學者們最為關心也爭議最多的議題。所謂「港

童」，其實就是個讓家長頭痛萬分的詞，無論是媒體、家長還是教育工作者們都在憂心於青少年慣

於依賴、自理能力偏低的現實問題。但孩子們是否真的如我們以為的那樣「捱唔得苦」、那樣不能

讓長輩放心、那樣欠缺自主意識？我們今次便以一部話劇切入這個廣受關注的問題。《皆大歡喜》

是莎翁名劇，而今次的參演者則是本港從11歲到17歲不等的一眾學童。但我們想探討的卻不是話劇

本身會被小演員們詮釋出甚麼精彩，而是通過參與這齣話劇120小時連續密集訓練的孩子、予以嚴

格要求他們的導師（亦是導演）黃清霞博士一起，思考究竟孩子要怎樣教？家長要怎樣做？教育工

作者們又該怎樣面對挑戰，令香港的下一代變得更好，更有膽魄、堅毅與專注？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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