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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顏色代表甚麼？不同的人有 不同的
解讀。作為一名旅遊攝影家，黃仁達在自己
多年的旅行漫記中，用鏡頭記錄下中國的山
川人文與色彩。他認為，色彩其實是一種符
號。「色彩源於大自然，華夏先民從觀察天
地運行間、日出日落和時序更迭的自然景色
中，得出了赤、青、黃、白、黑是滋生宇宙
大地色彩的五種基本色調的觀念，從而建構
出五色觀的色彩理論。」

探究華夏的色彩
他認為：「中國的傳統色彩文化乃歷代

政治、經濟、社會風情、文學藝術、民俗
節慶，以及思想觀念與審美標準的反映，
內涵多彩豐富，應用範圍廣泛。從服裝、
建築、藝術、飾物、工藝品、傢具擺設、
生活飲食、大自然景物等等，均與色彩沾
上關係，也顯示出前人對色彩的重視。」
每一種色彩，背後均有特定的歷史含義，
是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集。對色彩的珍
惜，也是對生活的珍惜。
黃仁達早年畢業於加拿大安大略藝術學

院，有 藝術的培訓與天分。他一直從事
美術指導、電影策劃及廣告設計等工作。
平時，他酷愛旅遊與寫作，曾經出版與旅
遊相關的書籍達十三本之多。最近，他將
自己記錄中國大地的作品收集成《中國顏
色》一書，成為中國經典百色的寫真集。
他的藝術作品包括版畫組畫、抽象攝影與
旅遊專題等。這些作品曾經被加拿大安大
略藝術學院、加拿大政府藝術議會、加拿
大福特汽車基金會或一些私人收藏家收
藏，成為藝術的瑰寶。可見，黃仁達本
人，對於華夏色彩的探討與研究，作出了
不可磨滅的貢獻與支持。這也是他用鏡頭

記下的生命軌跡。

色彩孕育在生活中
在黃仁達名為《紫色》的作品中，綜觀

整幅照片，可以發現，這是一幅有關江南
水鄉的生活圖景。甚麼是紫色？總覽全
圖，紫色僅僅只是照片中小船的頂棚。再
仔細看看四周，兩岸的房屋，牆是呈白色
的，屋頂的瓦片是灰色的。而小船四周的
河流，則是綠色。在這幅江南水鄉生活景
觀中，黃仁達偏偏鍾情於不被看好的船
頂，確實讓人覺得費解。不過，這也正是
照片的奧妙之處。
在《紫色》這幅照片中，無論是哪一艘

船——橫在水面或是豎在水面的，其船頂
都是紫色的幕布。這種紫色的頂棚，是船
民的習俗還是當地的傳統，不得而知。但
是，清一色的紫色，構成了一幅漁民村落
的畫卷。無論是大船或是小船，都需要頂
棚的遮擋。頂棚起到甚麼作用？船頂就如
同家的屋頂一樣，能夠擋風，能夠避雨，
能夠在嚴寒的冬日帶來一絲溫暖，能夠給
人依靠，這就是船頂的作用。從這個角度
看，選擇船頂的色調作為整幅照片的主色
調，並不為過，展現出生活中可以依靠與
信賴的一面，充滿了溫馨和浪漫的感覺。
從《紫色》的主題選取中，可以深刻感

受到黃仁達的人文情懷。一幅照片，人自
然是不可缺少的元素。在《紫色》中，可
以看到人的多種多樣，這也正好映襯了色
彩的多種多樣。船上的人，有人在撐船，
他們以船為家，來不及多看鏡頭一眼。但
是船上的人，還有另一種類型，他們是遊
客，用稀奇和興奮的目光掃視 黃仁達的
鏡頭。他們似乎是第一次抵達江南水鄉，

對這裡的一切都充滿好奇和疑問，每一個
景致，都會成為他們掃描的對象，也會成
為他們記錄的風景。岸邊的人，他們正在
與船上的人交談。船也許停靠在岸邊，也
許正在緩慢地行進中，但這並不妨礙他們
與這個世界的交流。無論怎樣，船總會靠
岸，人總有生活的依靠。一艘航行再遠的
船，也終究會有靠岸的那一天。岸邊的人
是甚麼？是朋友、親人還是最為親近的愛
人？總之，在這個不大的世界中，我們切
實感受到一種屬於世外桃源的景致，人與
人的關係不是那麼複雜，也不是那麼功
利。更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黃仁達選擇拍
攝的地點，應該是橫跨兩岸的一條橋。正
是在橋的正中央，他能夠記錄水中的一
切，也能夠記錄岸上的一切——無論是左
岸還是右岸。我們很多時候確實需要以橋
的精神與視角，發掘生活中最為全面的圖
景。很多時候，狹隘的目光阻斷了我們對
生活本質的探求。而《紫色》這幅作品，
則帶給我們很多別樣的思考。

挖掘每一個細節
如果說《紫色》這件作品確立的是黃仁

達對生活色調的感覺，那麼《雪白》這件
作品，帶來的就是一種整體感的色彩把
握。而與一般整體感發掘方式不同的是，
黃仁達的整體意義，是建立在對細節進行
描繪的基礎上。正是因為每一個細節都有
不同的色彩明暗，才構成整體的色彩效
果。《雪白》的意義不僅僅是整幅照片整
體上的視覺感官，更是一些不為人所關注
的細節的顏色。從細節的把握發掘出整體
的本質，這堪稱是黃仁達作品的一大特
色。

《雪白》，若從字面意義去解釋，分別
是「雪」與「白」。這是客觀實在與感官
實在相結合的一種藝術構造。從客觀實在
的角度來看，「雪」，是照片上真實存在
的事物——遠處的雪山，正是大雪皚皚的
地方。因為有雪的映襯，才與附近的綠地
構成色彩的鮮明對比。雪之白與地之綠，
成為細節上的兩個展現。但是，是否只有
雪山是白色的呢？不盡然。仔細觀察照
片，除了雪山之外，天上的白雲也是白色
的。這是對當日天氣的一種描繪。白雲與
白雪之間，相隔的似乎是藍天，但也正是
因為有了藍天的間隔，才顯示出白色的單
純與魅力。
地面還有白色嗎？有的。在綠色的大草

原上，蒙古包也是白色的。這種白色，表
面看，似乎只是整幅照片的一種點綴，但
其實是整件作品最令人感動的地方。天地
之大，人的意義，往往被我們忽略。在一
片雪山、草地的包圍下，我們還能夠在照
片上找到一兩處蒙古包一樣的建築，說明
黃仁達沒有忘記人的價值。無論這個世界
再怎麼龐大，無論這個世界再怎麼絢麗，
哪怕在海拔極高的青藏高原上，我們也不
能夠忘記人類的生存與發展。這是中國顏
色的本質，也是黃仁達作品的至高境界。
畫面中的幾處民居，我們應當從這微小的
細節，去發掘作品的崇高本質。
欣賞黃仁達的作品，不能忽略人的存

在。有時，我們覺得人的意義難以在生活
中體現；有時，我們覺得人的價值難以在
生活中順暢而行，但是，哪怕我們在照片
中沒有看到人，也應該想到，這些都是人
類偉大的精華。因此，自然與人的細節，
是黃仁達要表達的主題思想之一。

綜觀黃仁達的作品，顏色的發掘與景
色的選取，都遵循 一個基本的原則：
以人為主。該怎樣理解這樣的原則呢？
首先，攝影者是人，是以人的視角與人
的思想、情感，觀察生活帶給我們感
悟；其次，記錄的是人的點滴。無論是
大自然的景物還是日常生活的片段，都
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都是不可缺少的
二十四小時或是二十四節氣。最終，觀
賞這些作品的還是人。從作品中，我們
看到了藝術對生活的投射，也感受到生
活對藝術的滋養。因此，結合生活與藝
術的，自然而然就是人性。
但是，人是一種怎樣的色調呢？相信這

個問題難以一下子回答清楚。在歐洲文學
史上，有一種形象被稱為「小人物」。他
們似乎不被主流社會接納，也從不構成對
當下文明的影響，他們的存在，永遠都是
配角與點綴。不過，伴隨 左翼大眾主義
思潮的興起，小人物的內涵開始發生了巨
大的變化。有時，精英與大眾的界限似乎
逐漸變得模糊，而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

因，就是大眾或者精英總存在共同的人
性，構造出一種普世的價值與文明。
藝術應當是書寫小人物的。如果說，在

文學作品中，尤其是充滿歐洲莊園或宮廷
色彩的宏大敘事中，小人物只是奴僕、傭
人或者車夫，那麼到了近代，大眾主義的
高歌猛進，便代表 小人物開始登上歷史
與文學的舞台。小人物的本質是甚麼？我
們需知道，無論在哪一個社會中，小人物
無論在人口數量或是社會結構上，都處於
多數的位置。這種多數，雖然未必造成小
人物的道德優越感，但是至少確立了他們
不可動搖的話語地位。在以往精英主義的
話語模式下，小人物的地位是單一的，宿
命也是單一的，那就是成為精英，成為上
流社會的一分子，成為有頭有臉的顯赫人
物。在這種思維的鼓勵下，精英社會的道
德優越感漸漸顯現。
以俄國的十二月黨人為例，後世學者往

往將他們看成是貴族社會中，偏激分子的
一次浪漫與碰撞。但是，十二月黨人運動
的巨大悖論是：一方面，他們聲稱自己所

做的一切是為了大眾，他們將大眾的利益
高高舉起；但另一方面，他們又自視是社
會的救世主、人類的大救星，似乎沒有了
他們，俄國社會就不可能進步。因此，當
這批受盡法國啟蒙思想薰陶的貴族子弟揭
竿而起、反抗帝俄時代的一切體制時，他
們才驚訝地發現，他們似乎沒有得到大眾
的支持，他們與現實脫離得太遠，也正是
這樣的現實，將他們徹底打翻在地，永世
不得翻身。
藝術發展史與社會發展史的小人物或者

大眾，需要的除了同情以外，更多的是一
種記錄。即能夠以最為客觀的態度將他們
的生活模式記錄下來，形成一種階層對話
的基礎。藝術作品歌頌小人物或者大眾，
並不是對精英主義的完全拋棄——因為任
何人都無法否認，從事藝術創作的，必然
是精英，這是無法迴避的現實。因此，與
主觀評論或是外在賦予的價值相比，客觀
記錄是小人物形象再現模式的一種路徑。
我國曾經出現過大規模的「大眾語運

動」。這場社會運動，其實構成了一種社

會思潮，也構成了後來知識分子自我貶損
的話語體系。在精英的自我壓抑下，小人
物不但成為文學家、藝術家筆下的主人
公，他們還具備了道德的優越感與階級的
崇高感，久而久之，血統論或者出身論的
極端運用，就將這種大眾話語模式推向頂
峰，同時也推向了災難的深淵。曾經一度
掀起的「知識無用論」，便是這種思潮的
極端反映。
如今，無論是祖國還是香港，似乎又走

到這種十字路口上。社會轉型的劇烈變
動，帶來了人們對自我身分與價值的思
考。大家開始關注自己的命運，這種命運
如果是後天帶來的，則還能夠尋求合理的
解釋；若是先天既存的，就難以得到大家
的認同。與命運抗爭，似乎成為了一曲悲
壯的慨歌。多姿多彩的顏色，來自於生命
的本質，也來自於社會階層的多元與互
動。讓我們用手中的工具去記錄下周遭的
生活，也應當對小人物多一分關愛、多一
分理解以及多一分同情。

文、攝：徐全

生活中的顏色與小人物

生活的多姿
中國的色彩
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國土上，我國的色彩是多樣的。每一種顏色，

代表了不同的生活價值與思想模式，也代表了不同的生活取向。多姿多彩的中

國顏色，構成了我們對每一天的珍惜與熱愛，也形成了多元主義的具體內涵。

藝術家黃仁達用自己的相機，記錄了神州大地的妖嬈與絢爛，也留住了我們對

中華風情的一種解讀與思考。解讀中國的文化與文明，顏色，也可以是一個角

度，還可以是一種情懷。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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