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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與白的世界
甚麼是懷舊？在彩色世界中打滾的我們，能夠回憶

出的舊日往昔，或許就是曾經的黑白相片、黑白電視
機或黑白色的電影。可以說，談起懷舊，就是回到黑
白的日子。在黑色與白色的二元世界中，心境變得如
此簡單，但是生活的意義卻沒有減少。壽真的「雨水」
作品，幾乎全部是以黑白兩色的形式完成的。那麼，
黑白與雨水又有甚麼關聯呢？
一般說來，雨水是透明的。要以畫筆的方式將一種

透明的物質表達出來，其難度可想而知。但是，雨水
雖然透明，卻不是單一存在於生活中。面對雨水，人
們總是需要表達出一種態度。這種態度因人而異。有
人歡迎雨水的到來，有人對雨水的光臨充滿期待，有
人則在心中留下了憂傷的情懷。但無論怎樣，面對雨
水，人們總是會有一種反應。正是這種反應造就了雨
水在生活中的意義。因為雨水的存在，我們的生活有
了深層次的內涵，也有了人與人關係的寫照。雨水是
透明的，透明不僅僅是看不見，同時也是感知的存
在。因此，在色彩的表達中，黑色與白色成為最為重
要和直接的格調表達方式。這是雨水性質的使然，同
時也是人的心境的寫照。因為在人的內心裡，黑與白
代表 人世間基本的道德界限，也是情景劃分的重要
依據。一般來說，除了賦予情感的價值以外，黑色往
往代表 深邃，白色則象徵 純潔。

惆悵——雨中的人
看壽真的油畫，極接近在看傳統的水墨國畫；寫

意、寫感覺往往重於寫實、寫圖像。他將雨水系列的
作品展覽定名為「懷舊浪漫主義」系列，主要是因為
他希望能夠用作品去回憶與尊重已經逝去的往昔歲
月。壽真的「雨」系列作品，顏色使用的是黑白兩色
的灰色節奏，略帶有暗褐色；圖像多是下 雨，氣氛
配合，令其餘的色彩成為一種明顯的多餘，懷舊之情
溢於言表。他的作品是當下舉止失措的畫壇上的一次
賞心悅目，是一種驚喜，讓酷愛藝術的人能夠重拾心
情，回味昔日與藝術的約會。

在一幅以行進中的自行
車為主題的畫作中，壽真
在雨水中對人的感覺把
握，有一種無限的想像
感。由於是黑白的兩種色
調，很難表達出雨水的意
境。但是善於觀察生活的
壽真，以倒影的方式展現
出雨水的真實存在。在這
幅畫中，雨水就是路面水
中的一縷倒影——這個倒
影有自行車，有人的半身
像。雖然只看到腳與大
腿，但是你能夠感受到這
是真正存在的一個人。這
是誰呢？在雨水中騎 自
行車，這樣的場景在今日
的中國內地或是香港都是
不多見的。因為在電動車
已經大量普及的今天，自
行車已經漸漸從大城市的
交通舞台上退出了歷史的
表演。更為重要的是，身
為八十後的一代人，當今
的青年人在兒童時代的記
憶，是有自行車的回憶
的。他們曾經坐過父親或
者是母親的自行車，那時
他們只是孩子，處在咿呀學語的歲月中。他們也曾自
己騎 自行車去上學。在去學校的路上，他們可以看
到騎 自行車的郵遞員。因此，自行車已經成為一代
人的回憶。這種回憶見證了社會的進步，也代表了成
長的變化與心境的改變。
畫面中的自行車，你無從判斷這個主人公的具體年

齡，也無法判斷他的具體職業，更無法明確知道他要
去甚麼地方。但可以確定的是，自行車給了他一種身
份——普通人。正是普通人的生活，見證了藝術的偉

大，正是普通人的生活，實踐了懷舊的傷
感。自然規律的演繹，就是新時代不斷地到
來。因此，在這幅畫中，一抹倒影，既可以
是接送孩子上學的父母，也可以是運輸工
人，還能夠是普通的上班一族。總之，是小
人物的生活，造就了這種雨水的溫馨——無
論生活多麼艱難，我們的生活仍舊要繼續下
去。這或許就是這幅畫的主題意義。

雨中——情與愛
雨水，是一種情，心境的表達。雨，時常具有一種

浪漫的愛情色彩。在雨中漫步，是情侶之間培養默契
的一種方式。在壽真的「懷舊浪漫主義」系列作品
中，第一幅畫就是有關愛情與雨水的。將雨水與人間
的情感相連接，其實是一種非常樸實的藝術手法。在
雨水中漫步的情侶，必然有 不一樣的心情與思考。
壽真的這幅畫，就是一種情景化的表達方式。
在畫面中，一對情侶走在馬路上，深白色的筆法，

勾勒出暗夜的時間背景。這是路燈的一種反射。女子
與男子手挽手，偎依在男子的肩上。這是一個小城
市，沒有車水馬龍的喧囂，也沒有霓虹燈的絢爛，有
的，只是情侶在雨中的浪漫與情調。如何看出這是在
雨水中呢？因為路的台階是濕的，女子手中似乎有一
把雨傘。這種委婉的手法見證了雨水的存在。另一方
面，大街上空空蕩蕩，似乎水也不願意打攪這對情侶
的寂靜與對白。正是透過這樣一個溫馨的畫面，雨水
與情侶的愛情生活，實現了無縫對接。
在另一幅畫中，沒有出現任何人，有的，只是河邊

的石 。這似乎是一個公園，你能夠看見樹葉，也能
夠看到岸邊的綠草。只不過，這一切都使用黑白顏色
完成的。但是這並不影響觀眾在大腦中形成清脆綠色
的圖景。實際上，正是公園，這樣一個特殊的地方，
打造出情侶生活的幽靜，也正是在公園，無數的人開
始了愛情的新生活。此時無聲勝有聲，此時無人勝有
人。空曠的畫面，似乎是可以填充的，讓看官找到自
我在愛情中的投射，明白愛情與生活的真正含義。

哪怕每一天都有藝術展覽，哪怕每一
天都有各種各樣的表演，未必能改變文
化沙漠的困局。為何呢？沒有思想的深
度，以一種虛幻的城市實體的概念來強
化文化身份，這就是香港文化的現實。
綜觀華人社會，新加坡、馬來西亞華人
社區、台灣，甚至包括地大物博、幅員
遼闊的中國內地，都在使用普通話。據
說，新加坡政府為了提高華語在國家中
的地位，採取了各種方式去推廣普通話
與簡體字，就是為了打破華人社區內部
形成的方言壁壘，從而形成民族化的共
同語。
有本港媒體曾經報道過，在與內地

連接的某海關，有職員故意使用廣東

話向操普通話的內地人士進行公務服
務，引起了一陣喧鬧。或許有人會認
為，到了羅湖橋的南岸，就應當使用
粵語。但是，普通話是以北京話為基
礎、以典範的白話文著作為書面標準
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從這個定義上
來看，只要是現代漢民族的成員，就
有義務學習普通話。在普通話等同於
口頭中文的中國內地，普通話幾乎是
跨越大江南北的漢民族交際語言。因
為有了普通話，各地的人民群眾才能
夠進行無障礙的交流與溝通，促進彼
此的感情融合。可以說，普通話的使
用，是一種天經地義的行為。
普通話，不是一般的語言。以普通話

為母語或是交際語言的人，沒有必要也
沒有義務學習一種特定的方言。基於相
互尊重的原則，方言的學習應當以日常
生活為界限。但是，在正式的場合，應
當以普通話為工作語言。
例如，在港澳這兩個特別行政區，新

任特首宣誓就職時，都是以普通話為宣
誓語言的。因為，這種宣誓，是對中央
政府和全國人民負責的，是向最高效力
的憲法負責的。可見普通話的神聖地
位。
推廣普教中文，有利於兩岸三地的文

化交流與人員往來。隨 海峽兩岸的聯
繫愈來愈緊密，也隨 香港作為金融中
心的地位逐漸加強，在人民幣升值以及

內地自由行的背景下，加強普通話的學
習力度，大力倡導本港中小學生以普通
話為中文媒介語言，才能夠在未來的人
才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對普通話採取
封閉自守的態度，只會將自我不斷邊緣
化，從而喪失已有或可能擁有的優勢。
推廣普教中文，除了學習普通話以

外，還應該倡導認識簡體字。從書面漢
語的實際運用情況來看，簡體字已經是
全球使用人數最多的漢語字體。新加坡
為了適應全球化的趨勢，也將簡體字定
為標準的漢字模式。但是，在本港存在
一股逆流，認為簡體字是所謂的殘體
字，毫不注意簡體字產生的背景及時代
功效。香港與內地只有一河之隔，能夠

流利閱讀簡體漢字，不但符合兩地經
濟、文化融合的需要，也是日常生活必
需的溝通工具。能夠閱讀簡體漢字著
作，才能夠深切學習和體認內地的歷史
與發展脈絡，建立正確的國家認同觀
念。
普教中文，目前已經在本港的一部分

學校中進行。但是整體來看，力度仍然
不夠。隨 珠三角經濟圈的逐步形成與
完善，雙方的界限只會愈來愈模糊。內
地或來自台灣地區的人不可能都會說廣
東話，在這種情況下，普通話的溝通作
用就顯得愈來愈重要，推廣普教中文也
就顯得愈來愈刻不容緩。

文：徐　全

推廣普教中文刻不容緩

懷舊的浪漫主義
—壽真的「雨」
雨，是一種天氣符號，在耕農的眼中，雨是及時的潤物之聲；在藝術

家眼中，雨水具有多重的含義，它既是當下生活的描述，也是對未來的

一種期待。更重要的是，雨，作為一種浪漫的體現，能夠將人內心對愛

與生活的關係表達出來。因此，壽真的「雨」，就不僅僅是油畫這麼簡

單，反而成為了心境與情景的一種生疏又熟悉的距離。這是懷舊的，但

同時也是最為經典的。 ■文、攝（部分）：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情 浪漫主義系列，2011-4

■情 浪漫主義系列，2011-10

■情 浪漫主義系列，20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