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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漢語的詞匯構造中，笑容與自信是
相互關聯的同意互異組合。一個自信的
人，他的臉上必然充滿笑容，而且笑得
燦爛、笑得真誠；一個笑口常開的人，
必然心中擁有自信的心境與精神。但
是，我們常常忽略生活中人性最為複雜
的一面——即很多時候，在很多場合
下，人的笑容與自信其實沒有必然的關
聯，甚至是外界強加的想像。我們都活
在他者賦予的價值中，所以生活變得複
雜而艱困。能夠正確看待旁人的自信與
笑容，是年輕人成長必經的階段。
談皓然是皇仁書院中五學生，他在接

受記者訪問時表示，自己對社會的關注
不是很多。但是，他可以通過對身邊的
人或事的觀察，來體驗他們在社會中的
狀態與地位。因此，每一幅畫的背後其
實都有社會性的訴說。他認為，自己更
習慣於描繪周遭的細節，尤其是對身邊
的朋友，有一份特別深厚的情感寄託。
當這些化為色彩與美工的時候，就會變為作品中一以貫之的情感脈絡，而笑容與自信就是這種情感脈絡的主線
與伏筆。
在談皓然的作品《傷心的笑容》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笑容與悲傷的距離，其實並不遙遠。畫中的女子，應該

是一個剛剛步入青年階段的少女，她微微側身，似乎剛剛經歷完一場疲憊的比賽，也好像在觀察遠方的景致。
雖然畫題以笑容為名，但是依舊可以感受到女子面貌中的傷心與憂鬱。緊閉的嘴唇，似乎在抑制即將掉落的淚
水，雙手叉在胸前，雖然是自信的表現，但也能夠感受到一絲的無可奈何。脖子上的項鏈，說明她依舊有愛美
之心。飄逸的秀髮，是最為柔美的女性象徵。青春的活力哪怕在憂鬱的臉龐中，也有動人的一面。
談皓然指這是表現朋友心中情感的一幅畫。身邊的朋友很多時都會有類似的心情。一方面，他們要表達出自

己心中真實的情感，但是又要在朋友面前強顏歡笑。這是生活強加給每一個人的外衣，我們雖然不想穿，但卻
不能將它脫去。因此在另一幅畫中，談皓然將人世間一張張笑臉刻劃成面具，周圍是人的一隻隻眼睛，寓意人
的笑容其實只是存在於他人的眼神中，笑容不過是虛假的道具，偽裝生活中的失落甚至是失敗。

我們理解物極必反，認為好的事情若是
做過了頭，就會走向負面。但是在皇仁書
院中五學生葉浩霖眼中，物極必反可以從
積極的角度去解讀。許多事物，乍一看似
乎是一件壞事，但是換一個角度或換一個
時間再去觀察，卻有相反的結論。生活在
快節奏的香港，葉浩霖喜愛用相片臨摹的
方式去體驗慢節奏的休閒生活。
在葉浩霖的作品中，暗光的色調與簡單

的線條是歐洲田園山水風光組成的基本骨
架。在一幅描繪水都威尼斯的油畫中，他
用淡藍色的筆法展現水城在水一方的特
點，水中的建築在淡藍色的映襯下也顯得
真實而細膩。淡色的運用不止是在風景畫
中，在靜物的描繪中也同樣有出奇的效
果。他描繪的「橙」具有相當突出的動態
感。這種動態感來自畫家對橙子的色彩的
把握。在餐桌上的橙子，並非如人們想像
的那樣金黃，是經歷了風吹日曬的打磨而
成為家用的水果，顏色開始慢慢褪去。將

一個剝開的橙子用淡黃色來鋪敘，恰能起到真實與貼近生活之感。
最值得一提的是一幅名為《驚奇》的作品。從色彩來看，這幅畫沒有甚麼特別，只是黑色線條的搭

配。不同程度的黑色筆法的運用，起到了黑白相間的累疊作用，從而形成黑白畫中的彩色質地。這幅
畫的原形是一個藝術家的作品，從本質上看屬於臨摹，但由於畫家對觀賞畫作的角度進行了細緻的排
列，因而產生原創寫生的感覺。畫中的主人公是一個張牙舞爪的男子，他張開雙手，張大嘴巴，露出
牙齒，乍一看，令人驚悚不安。但是仔細觀之，畫中男子的牙齒並不是印象中的魔鬼的利齒，而是平
整的白色齒距，這令人多少有些安心。若站在畫的左側來看，畫中的男子則充滿了溫馨的笑容，用自
己的雙手來迎接心愛的人。據葉浩霖介紹，畫中的男子本來的形象是一個父親，背景是聖誕平安夜前
夕，他為了向孩子表達聖誕快樂，悄悄地躲藏在屋子門後面，想給孩子一個大大的驚喜。從驚悚到驚
喜，其實只是更換了一個角度。生活也是如此，很多看起來是負面的事情，若是換一個角度來看，則
對生活有大大的益處。

公共精神的發揮，是青年人最為寶貴的
精神品質，年輕學子對社會的思考，能夠
從公義與公平的角度去看問題，確實值得
成年人好好珍視。皇仁學子的作品，除了
抒發個人對生活的感受之外，也大大介入
到社會的實踐中，藝術的多樣性與生活的
多變性相結合，形成了今日皇仁的獨特品
格。
香港當前最為社會關注的問題是甚

麼？毫無疑問是房屋問題。皇仁舊生會
中學的鄭可敬製作的紙質模型《上樓》，

準確、傳神地道出了香港市民對房屋問
題的感受。在房屋問題的困擾下，許多
人失去了生活的信心，終日奔走於工作
中，但是這一切的努力能否換來房屋，
還是一個未知數。人在經濟潮流中，可
能會異化。
鄭可敬的作品警醒了記者，為了房子，

人就像默默無聞的老牛一樣，辛勤耕耘，
卻不知能否得到回報，房子不知不覺成為
生活中最大的負擔。仔細看看這隻老牛，
左側的口袋裝滿了需要承擔的食物、家用

品等，老牛這麼辛苦，只是為了「上
樓」。若在現實中看，這只是政府的公
屋，而不是私人樓宇，買樓真的是一個遙
遠的夢想。
而在另一個作品《嫁衣》中，展現的

是一套美麗的白色婚紗，配以淡紅色的
花朵，表現出新婚的幸福與甜蜜。但別
高興得太早，若仔細觀察《嫁衣》，會發
現女主人公少了頭部，只剩下身體與衣
服。這種省略顯得特別冷峻，在現實生
活中，我們為了物質利益，已經犧牲了
太多情感、良知、思想，將自我混同於
動物。人沒有了思考，徹底喪失了理
性。這是《嫁衣》要表達的主題，也是
社會當前面對的課題。從學生口中傳遞

出這些社會警訊，確實值得大家深思，
同時也不得不感佩這些年輕人的創造力
與想像力。

1968年，法國發生了著名的「五月風暴」
運動，大批青年學生與知識分子走上街
頭，向戴高樂的家長制作風說「不」。這
場被後世稱為改變了一切的虛假革命式社
會運動，被貼上「偏激」、「盲從」甚至
「頹廢」的標籤。究其根本原因，很多後
來參加這場運動的人，自己都不知道為何
在運動中如此激烈和興奮。
這究竟是一場怎樣的社會運動呢？1968

年3月某一天，法國的教育部長前往一所
大學，主持其游泳館的開幕禮。一個從不
安分守己的青年學生，衝過層層警衛的防
護，走到部長的身邊，拿出一根煙，向教
育部長借了火，然後滔滔不絕地大談自己
對男女青年愛情觀的認識。在場的師生幾

乎被這個的小伙子嚇破了膽——他竟然如
此無禮與傲慢，忘記了這是一個怎樣的場
合。
教育部長雖然嘴上沒有說甚麼，但從他

輕蔑的神情中，可以看出他對這個來自神
學院的小伙子不屑一顧。因此，年輕人講
完自己的話以後，教育部長高聲說道：我
只和對自己的前途與未來負責任的人進行
對話。或許是這句話激怒了小伙子，或許
是當時燥熱的天氣容易讓人感到衝動，小
伙子一下子抱起教育部長，直接跳進了游
泳池。法國確實是一個浪漫的國度。這場
風波的化解來自於教育部長的女兒——在
她的調解下，部長與這個小伙子達成和
解。

私人和解可以成功，但是社會階層的和
解則沒有那麼容易。這件事發生以後，法
國大專院校開始掀起一陣反對權威的運
動。他們究竟在反對甚麼？他們反對期末
考試，反對男女生宿舍的隔離，反對校園
的行政管理體制等等。總之，只要是秩
序，他們都反對。後來有人總結道，與其
說他們反對當時的法國總統戴高樂，倒不
如說他們反對的是一切現存的秩序。
事情愈滾愈大，在學生的帶動下，社會

各階層長期的積怨徹底爆發出來。他們面
對自己被日益科層化的事實，提出解放自
我的口號。在行動美學的感召下，學生們
高聲宣佈——「今夜，我們活在1789」。
這是對權威的挑戰，也是自我價值的自
覺，更是一種社會公眾意識的覺醒。工人
加入學生的洪流，開始向權威說不；公務
員也加入了權威的洪流，令社會幾乎處於
癱瘓的狀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著名

的存在主義哲學大師薩特，在此刻也沒有
閒 ，以一紙宣言，表達了對學生們的支
持。
看看權威們的反應。戴高樂最終在全

民公決的壓力下黯然下台。表面上，這
場社會運動很成功。這確實是一個反叛
的年代——每個人都有不服從的勇氣與
胸懷。但關鍵是在社會衝突的背景下，
純潔得像一張紙的學生始終站在法國社
會的最前沿。他們並沒有超越1789年的
傳統，只不過對過往的歷史進行了一次
成功的複製。
不可否認，後人對這種反權威的社會思

潮，往往不以為然。但一個不爭的事實卻
是，人們往往在成長的過程中，在受教育
的過程中，喪失了原本應當具有的秉性與
天真，變得世故不堪，從而徹底放棄了做
人的道德底線與原則。社會喜歡將人標籤
化，但是，我們確實應該注意在標籤的背

後，究竟是一種新思維的崛起還是本質的
回歸。機器大工業或是商品經濟，帶來了
人與勞動產品的異化，最終導致人與人自
身本質的異化，從而將人性融解於物性之
中。如果社會思潮是對人性回歸的呼喚，
是對自我價值的重新審視，是對新生活的
嚮往與追求，是對他者無限的關懷與博
愛，那麼這樣的社會流動，我們應當舉雙
手歡迎。
青年人不需要被標籤，正是有他們從人

性本質對社會的一絲目光，才有對人性惡
質的反思與警醒。從這個角度說，青年人
是我們的未來與希望。珍惜青年人對社會
的批判性思考，包容異質思維，接納多元
的社會呼聲，也珍惜我們的生活。因為這
些勇於為公義發聲的人，將自己的青春奉
獻給崇高的理想，無論如何，這是值得大
家好好善待的一份激情。

文、攝：徐全

下一代：未來與希望

聯校畫展為皇仁慶生
笑容與自信的
另一種解讀

物極必反的
另一種視角

今年，皇仁書院迎來了一百五十歲的生日，皇仁舊生會中學也為自己

二十五歲的壽辰慶賀。在這獨特的一年，作為本港頂尖拔萃的學校，皇

仁的學子們以最藝術、最崇高的方式為自己的母校慶生——創作書畫。在

一幅幅書畫作品中，大家感受到皇仁學子對學校的感恩，也體會到他們

對生活、對香港的一份熱愛。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傷心的笑容》 ■名為《負擔》的模型。 ■皇仁聯校畫展。 ■《集體回憶》

■《嫁衣》

■《上樓》

可貴的社會關懷

■談皓然 ■葉浩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