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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貴權曾是內科專科醫生，但在攝影方面的成就
更為世人所知。他多年來或以黑白光影凝聚舊日香
港的風土人情與社會風貌，或以充滿詩情畫意的彩
色風景攝影作品抒發情懷，已獲得多個國際獎項與
榮銜的肯定。即日起他在時代廣場舉行「黃貴權的
色彩世界—我的四季頌」展覽，展出51幅跳脫「圖
畫式攝影」既有框架的四季主題作品。
黃貴權於1966年隨攝影大師鄧雪峰學習攝影，上
世紀七十年代參加國際沙龍之黑白及彩色畫意組，
九次名列世界十傑，積極推動攝影藝術。至今他仍
對攝影藝術熱情不減，每年均創作出不少精彩作
品。1999年至2014年期間，他走過了中國九寨溝、
南京、北京、浙江、廣東，日本北海道、福島等
地，追尋四季的鮮明景象，其間作品成為此次展覽
的主要構成部分。

榮枯顯晦皆得其美
展覽以春、夏、秋、冬四季來分門別類，畫面中
模糊了拍攝地點的標識，穿插許多常人不曾留意的
角落和瞬間。春日的萬紫千紅，夏季的蓮葉荷田，
秋天的楓葉燦爛，冬季的白雪皚皚。展覽將四季最
鮮明的樣貌濃縮於一室，既有色彩的統一和對比，
又有各異的視角和豐富的變化，配以「寒來暑往，
四季輪迴，浸淫其中，物我相忘」的四時感悟，更
添詩意。
問到有否特別鍾情於某個季節，或流連於舊時的

某處嗎？黃貴權直言：「並沒有。大自然的景物始
終沒變過，不同的只是天氣。」有特別想去影靚
相，但因種種原因未能成行的地方嗎？他笑說：
「去哪裡都是自己的選擇，未能成行也是自身的原
因，無須記掛。我是曾經想過去西藏，但年輕時已

擔心自己的身體無法適應高原氣候，現在更加不
行，但也不覺得遺憾。」

受中國書畫文學影響
黃貴權自述，影響他攝影的重要因素包括西洋

畫、中國書法、水墨畫、中國文學、音樂等，「西
洋畫中的印象派和後印象派對我影響最深，早期像
莫內注重光對色的影響，而後期的梵谷則追求表達
『物我同化』的內心世界。在中國書法和水墨畫
中，我領略到高度的東方藝術精神內涵，八世紀釋
懷素的《狂草》，充分表現了線條的抽象魅力；十
三世紀釋牧谿的《六隻水墨柿子》，則是抽象與具
象的完美結合。」他說。
黃貴權於上世紀六十年代與大寫意畫家朱屺瞻交

好，朱屺瞻「獨、力、簡」的畫論及獨特的色調處
理方式，尤其是對比色的處理方面給了他很大的啟
發。除此之外，他還涉獵中國藝術史、唐詩、宋詞
等中國文學，他認為，這些可以培養個人對美的感
應，從而得到妙悟和靈感。
至於如何能影出成功的攝影作品？黃貴權表示

「意念」為首要因素，「『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攝影師應具有對美的感應能力，懂得尋找美，並從
中獲得妙悟和靈感。」另一方面，他認為：「攝影
是具象重現的藝術，從具象走向抽象有一片廣闊天
地，抽象攝影可以達至書寫主觀心靈、『物我同

化』的創作追求，以及含蓄朦朧的審美理想，追求
以不似為真似的境界。」

彩色攝影地位更高
去年同期，這裡曾舉辦「黃貴權的影像世界—我
的60-70年代香港」攝影展。在那些由傳統菲林相機
拍攝，且完全不經影像處理及後期製作的黑白相片
中，既見到他日常生活的軌跡，也重溫難能可貴的
香港舊時光。現時，黑白攝影是一種創造出的復古
感覺，或是一種情境的表達。而在那個年代，黑白
菲林是唯一的選擇。黃貴權自述自己已影了幾十年
的黑白相，再與時俱進，毫無抗拒之情，漸入彩色
攝影時代。
「有人說，黑白攝影好過彩色，也有很多以黑白
攝影出名的大師，無法駕馭彩色攝影。我了解黑白
攝影的優勢，但這並不代表我否定彩色攝影，畢竟
這是一個色彩繽紛的世界。」黃貴權說：「七十年
代我開始嘗試彩色攝影，卻發現拍出來的彩色作品
和舊時的黑白相感覺幾近相同，這不是我想要的，
於是我暫別攝影十幾年，研究中國書畫、觀賞京劇
國粹、在各個展覽參觀別人的作品。當九十年代我
再次拿起相機時，發現自己的技術並沒有退步，對
色彩的觀感也有所變化。」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

黃貴權光影定格四季色彩

「黃貴權的色彩世界——我的四季頌」展覽
日期：即日起至1月31日
地點：銅鑼灣時代廣場Living Room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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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童子子賢賢
工程與文學看似是兩個毫無關聯的學科，但童子賢

卻將讀書時代辦學生報的經驗應用在日後的機械
開發及企業管理上，並認為年輕人在大學自由的氛圍
下，更應該接觸不同範疇的東西，因為這些或多或少對
未來的工作都有影響。「誠品的創始人吳清友也是學工
程的，第二號創始人廖美立是學商的，他們都不是文化
人，可是我們在學生時代對文化的熱情，促使我們後來
創立了誠品書店。」

編輯經驗助創業
曾經，童子賢幻想過自己會做記者、做一個文人，因
為學生時代的他擔任學生報的總編輯，寫了好幾年文
章，編輯、找圖、設計等工作，他都親力親為。同學答
應了寫稿，可是交不出來，他編個筆名趕快寫一篇填
上。寒暑假人人都回家，他偏偏往印刷廠跑，天天盯着
印刷機械，看着原稿排出來。
但畢業服完兵役後，他因緣際會被宏碁電腦(Acer)錄

取了，擔任工程師，當時微處理機的誕生改變了世界風
潮，而老闆和員工對工作的熱情，也遠遠超乎想像。
「他們不吃不睡，中午討論到下午兩三點，才跑到附近
的小巷子買米粉湯、麵包吃。新技術、新潮流的出現，
讓很多年輕人燃燒起來。我剛踏足社會，被這樣的熱情
感染，晚上可以一直讀資料不睡覺，白天也一直做，甚
至大年初二都跑回實驗室，會覺得世界真的很美好。」
後來他離開宏碁，創立華碩，更深切地體會到熱情才
是創業的核心價值。「資金當然很重要，管理的技巧也
很重要，可是資金可以籌募，管理可以學習，但熱情是
無可替代的。」亦因為年輕時接觸過編輯工作，知道排
版印刷的流程，在電腦印刷技術尚未普及的上世紀八九
十年代，他把包裝、手冊、測試報告做得精緻美觀，彩
色封面、多色印刷的內頁，當時業界人人嘩然。「以前
在學校沒有人強迫我去印刷廠，可是我對它不陌生，也
不害怕，做得很乾淨俐落。現在很多年輕人談創業，我
會說至少在學校這個階段要多接觸，不要限於課本上的
知識。」童子賢笑言。

豐富社會面貌
一九八九年，吳清友創立誠品書店，誰也沒想過，這
家書店會有現在的規模，會紅遍兩岸三地。誠品書店營
運的前十五年一直虧本，童子賢於心不忍，本着「只是
在這一年資金出現問題而已」的心態，不斷投資。「生
意就是這樣，資金不夠也許就倒閉，但這麼多有才華又
有熱情的人在做，我覺得他們只要再調整一下管理方
式，也許過幾年，便會往好的方向發展。」回頭一看，
也慶幸誠品沒有辜負他的期望。「這個社會就是這樣，
你希望賺錢的，不見得會賺到錢，若從價錢出發的話就
太短視了，但從價值出發，可能會看得比較長遠。」誠
品如是，電影《刺客聶隱娘》也如是。
與侯孝賢認識，是個意外。2007年，蘇花高速公路計

劃拍板在即，侯孝賢、龍應台、嚴長壽、林懷民等人站
出來反對。童子賢也是其中之一，他認為建高速公路對
花東地區的破壞太大，影響山林，導致水土流失，遊客
的湧入亦改變地方的生態。他亦因此認識了侯孝賢、龍
應台這些「怪人」，「我跟侯導很多時候都不是談我的
電腦或他的電影，我們反而談社會運動。」
他形容侯導「很有趣」，「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便憑

《悲情城市》奪得威尼斯影展最佳電影，但這個導演其實
做了很多社會工作。」彼此認識後，有一天，侯孝賢跟他
說，在構思一部不知道會不會賣座的電影，這便是後來的
《刺客聶隱娘》。當時侯孝賢打算結合觀光元素，申請官
方資助，童子賢則作為「第三機構」參與其中。
這個計劃一年後便不了了之，因為官方限制太多，侯
孝賢不能接受，就變成童子賢跟侯孝賢的合作。「他花
了很長時間拍攝，從第一個鏡頭到七年後補拍的鏡頭，
還好戲都連得上。」拍攝中期，侯孝賢直言資金緊張，
「幸好他在日本跟法國展示了片花，開始有人預付，得
到更多資金，我們就是這樣一步一步慢慢來。」
童子賢透露，侯導會跟官方撕破臉，主要是官方要求
電影要在短時間內拍出來，如果拍不完要賠償。官方按
荷里活標準確保拍攝進度，這也意味着劇組需向保險公
司支付高額保費，以確保在失約後保險公司可以負擔賠

償。「侯孝賢跟我說，保費可能要好幾千萬台幣，他覺
得資金很寶貴，沒必要花在這裡，更何況官方要他很快
完成，他不能接受。」最後侯孝賢用了八年時間才完成
《刺客聶隱娘》。「這也是跟投資誠品一樣，侯孝賢的
電影、誠品書店的產值，都能豐富台灣的社會面貌，帶
來好的氛圍。」

不以賺錢為考量
提到電影，童子賢樂不思蜀，直言西西、劉以鬯的書
他都讀過，並對《酒徒》印象深刻，因為小說後來被王
家衛改編成《花樣年華》。梁朝偉跟張曼玉說「如果我
有多一張船票，你願不願意跟着我？」的經典對白，讓
他惆悵不已。他甚至覺得《阿飛正傳》因為不賣座而讓
王家衛打消拍續集的念頭，十分可惜。「梁朝偉應該拍
第二集的。」他說。
他為創作者吶喊，指不能容納藝術創作的社會猶如生

病了一樣，「其實寫詩、寫小說能耗費社會多少資源？
社會卻養不活武俠小說家、散文家、舞蹈家、戲劇工作
者，這個社會不是很變態嗎？」
在他眼中，一個豐富的社會是多元的，小孩子不應只
有考試、考試、再考試，還可以在棒球場、足球場上比
賽。「社會可以有機械、有工程、有工商活動，但下了

班，我們逛書店、看電影、接觸文學作品，在書店看到
一本很感動的書，要買回去。」有一天大家發現文學家
的年紀大了，他只有紙本書，如果能了解他的構想，把
他的影像留下來是多麼好。「這也是我想要拍文學紀錄
片的初衷。」
雖是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台灣公共電視董事，但童
子賢不像其他企業家每天為了賺錢而忙得焦頭爛額，他
有太多興趣，會跟年輕人一起騎重機車，更為了拍攝飛
鳥，而託朋友在日本買一個超長超重的鏡頭回來，假日
耗四小時只為拍一張老鷹的照片。他一方面感性地說：
「生命有很多美好的東西是不能用錢來衡量的。」另一
方面也很理性地保持工作效率，把公司經營好，將成果
分享出去。「創業就是這樣，大家如果願意分享這些創
業的樂趣跟成果，就可以吸引很多好的人才加入，這也
是我在創業過程裡體會到的趣味。」
訪問當天，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忠打了個電話給他，
跟他談松菸文創引發的爭議，最後蔡明忠妥協，台北市
政府在事件中得到更多權利金和分享利潤的機會，童子
賢笑着勸他：「反正那個地方叫文化園區，你也很有
錢，不要以賺錢為考量嘛。」
文化不是盤生意，童子賢在很多年前便知道，並以自

己的方式默默支持文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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