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期間大部分實體活動停擺，社交距
離引起大眾對精神健康的關注。一直

致力於為社區帶來不同方面支援的太古基
金「信望未來」，本年先擱置原來的三項
計劃，並在疫情中推出網上休閒活動系列
「See You Online」，通過在網上推出不同
形式的活動，促進家庭健康。日前，其中
一個系列「藝術．樂無限」就與香港展能
藝術會攜手，邀請到旗下兩位精神病康復
者、展能藝術家梁慧雅和何秀娟帶領網上
的觀眾進行活動「DIY 小手作： 小鹿聖誕
燈」以及「繪你所愛： 人像速畫」，鼓勵
家長、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員，趁着佳節一
起動手融入藝術生活。「不僅是殘障人
士，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缺失。」
太古集團慈善信託基金公益事務總監陳婷
婷盼通過藝術及兩位藝術家的生命故事，
讓人感受藝術在生活中帶來的正能量與改
變。

何秀娟網上教畫
在活動「繪你所愛：人像速畫」帶領網
上觀眾一起刻畫人像的何秀娟，從筆下解
構人像的結構，包括：面部的對稱，額頭
到眉、眉到鼻子、鼻子到下巴等比例，寬
窄和正確的位置，讓觀眾在短短十五分鐘
內為親友速畫心目中的面孔。「畫作可以
送給別人。要是我收到別人
給我的速寫，我也會很

開心。」從小時候學習畫畫、設計到從事
教學，何秀娟分享道，自己大部分時候的
滿足感都來自於藝術。「即使別人送的畫
作畫得不像也會感覺有趣味，都是很值得
去保留的一份禮物。」作為曾患上小兒麻
痹、創傷後遺症、重抑鬱的精神病康復者
的何秀娟有幸從小到大得到父母支持在藝
術方面的追求，不但讓她能夠以藝術教學
來傳遞知識，藝術也給她的生命帶來非凡
的意義和樂趣。
「要不是畫畫，我相信我仍然活在傷痛
當中。」何秀娟直言藝術創作幫助她解決
精神障礙問題，畫畫除了替她擺脫了胡思
亂想的習慣，更令她從混亂的思緒中跳出
來，感受到實實在在的心靈療癒。她憶
述，過去透過繪畫動物、植物和大自然等
自己喜歡的事物，來幫助她沉澱生活中的
不快，洗滌心靈。何秀娟笑言當她拾起對
畫畫的投入，連精神科醫生和臨床心理學
家都借她康復的例子來做有關藝術治療的
研究。因此在疫情之下，她選擇把繪畫帶
給大眾。「如果遇到不開心的事，重複去
想不但沒有幫助，還會不斷傷害自己。」
面對社會前所未有的逆境，何秀娟鼓勵人
們能夠隨手執起一張紙和一支畫筆，並嘗
試投入藝術中，她相信即使人與人保持着
社交距離，但通過繪畫，親友能夠在心
靈之間互動，感受彼此的愛與關懷。

化標籤為價值
由梁慧雅與網上觀眾分享的活動

「DIY 小手作：小鹿聖誕燈」，亦揭
開藝術家的一段心靈旅程。同樣是精神

病康復者的梁慧雅，憶述去年聖誕節自己
嘗試利用家中的廢物轉化為磨砂玻璃瓶的
燈飾。而今年就被邀請在作品中加上聖誕
小鹿的元素，帶領家長和孩子製作屬於自
己家的聖誕裝飾。關注到疫情期間很多家
庭都會選擇留在家裏過節，就讓家長和孩
子收集家中的廢物，一起將它們轉化為手
工製作，梁慧雅相信此次網上活動不但能
給家庭成員在聖誕留下獨特的回憶，同時
也能促進和改善親子關係。「抗疫期間很
多人都是從網上吸收資訊，我覺得能夠去
看一些關於藝術的東西，會令人心情更加
愉悅。」梁慧雅說。
與何秀娟背景相若，梁慧雅同樣在家人
的支持下進行創作，從學習設計的背景出
身再投身社會，平日多以插畫的形式來進
行自我表達。「以前工作的時候做設計純
粹是用來滿足工作的要求，當來到真正的
創作，我就想用藝術的元素來傳遞心中的
信息。」以本次的小鹿聖誕燈飾為例，梁
慧雅一邊製作，就一邊去思考和欣賞世界
不完美的事物。在與「廢物」的互動當

中，梁慧雅感受到即使別人不再需要的東
西，對於其他人來說卻是非常有價值，
花點心思就能幻化成既有視覺觀感、又
窩心的藝術品。「我自己都會覺得每件
東西都有漂亮、有價值之處，更可況是
一個人呢？」世界給人不同的標籤，梁慧
雅盼望這個創作過程中，不但讓觀眾收穫
製成品，更能夠換個角度學習欣賞自己、
他人和其他不被看好的事物。梁慧雅再舉
例社會上很多不同類型的康復者，他們經
過心理輔導、藥物的治療，最終都能成就
自己與他人。

被問到在網上進行藝術創作遇上的挑戰
和感受，何秀娟和梁慧雅皆同意網上形式
固然帶來距離，但卻有更強的傳播力，因
為網絡本身就有更廣的觸及面，加上字幕
就可以給不同語言的人了解視頻內容，也
不會有人數的限制，打破了實體、實時進
行活動的限制。網絡和實體呈互補的關係
是大部分人的體驗，然而，對於二人來
說，藝術要達至更顯著的成效，在香港
觸及更多、更廣泛的人群，還得需要政
府、民間機構、個人攜手營造更豐富的
藝術氛圍。梁慧雅提到，近年越來越多
藝術家和商業機構、商場的合作，將作
品帶到公共空間，讓藝術變得更普及，
有助帶動整個城市的氛圍，提高不同人
群的參與度。
而何秀娟則認為藝術應從小培養，並應

將藝術遍布於生活各個細節和角落當中。
觀察到香港藝術活動很多時候都是一次
性，難以看見成效。她又提到，香港
很多家長和學生刻意學習藝術以達
到學校的入學要求，其實並沒有真
正讓藝術往人的心靈灌注。反觀，
西方國家就切切實實將藝術融入
到生活當中，讓孩子自然而然在
藝術中成長。因此，何秀娟鼓勵無
論孩子還是大人，都應該嘗試「落
手落腳」參與藝術創作。除此以外，
她亦贊同商業結合藝術有助穩定支持
藝術發展，形容這種合作是一支強心
針，也能達至雙贏。「能夠為城市添上
生氣，是值得投放的資源。」何秀娟
說。

利用廢物利用廢物DIYDIY玻璃燈飾玻璃燈飾

將近一年的疫下新常態不但改變了人們的

生活模式，同時也讓一些價值觀漸漸「浮

面」。我們看見「疫情之下人人平等」，面

對疫情，世界上每個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

響。近年經常提倡的社會共融，讓我們更加

深切明白到人方方面面的脆弱，生活上需要

不同群體之間互補不足。最近香港就有展能

藝術家在網上為大眾帶來簡易的創作，借藝

術的力量，一同在逆境中擁抱不完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苡楠

照片由主辦單位提供

年末歲尾，總是讓人不由心生感
慨。人過中年，似乎也愈發地喜歡回
憶。曾經藏在生命角落裏的那些故
事，不經意間「穿越」而來。時光伸
出了一雙溫柔的手，讓那些平淡的往
事發酵，散發着芳香的味道。
翻開我高中時代的日記本，看見裏
面夾着的那枚風乾了的月季花瓣，顏
色更加深紫。此時，冬日的暖陽正透
過窗子映在花瓣上，沒有花枝搖曳的
婀娜，但那花瓣似乎卻淡定而從容，
任陽光在它的上面跳躍。那片花瓣彷
彿散發出一絲清香，細品的確存有一
絲香氣，那是平淡歲月裏的往事生
香。
憶起，高中時的校園裏，有一片小
樹林，林邊有幾叢月季花。高考前
夕，它們開得正盛。那沁人心脾的香
氣，輕輕慢慢地散開。隔得很遠都能
聞到。晨起，我和葉兩人喜歡在這裏
背書、互考。有林蔭，有花香，那臨
考前的焦灼，在花香中也似乎悄悄緩
解了一些。一日雨後，帶有雨珠的月
季花格外鮮艷，我們拾起落下的兩片
花瓣，相約把它們安放在我們的日記

裏，讓花香伴隨我們那段拚搏的日
子，讓我們自己始終保持花開般的心
情，也讓寒窗苦讀的日子，多了一抹
馨香。如今，這花瓣依然沒有褪色，
讓我記起了那段共同奮鬥的幸福時
光，還有那純真的友情！
流光最易把人拋。說起讀書的日

子，想來最難熬的就是高中時光。那
時，我在離家七八十里地的縣城讀
書，每個月只能回家一次。上個世紀
80年代末，學校的食堂，飯菜不僅是
限量的，而且難吃。偶爾還會吃上一
頓粗糧。記憶中的白米飯都是黏黏
的，似乎不用嚼就可以消化的那種。
菜也就是老三樣，土豆、白菜、豆
腐。印象最深的就是燉豆腐，總是上
面漂着一層黃油，讓人看着覺得油膩
膩的，吃起來還有一股生豆油的味
道，難以下嚥。也許是那時留下的陰
影，以至於到現在，我還討厭吃燉豆
腐。幸運的是，我周圍的同學：阿
英、阿濱、阿梅，她們都是縣城裏的
走讀生。她們常常在周末邀我去家裏
吃飯。記不起來蹭了多少頓好吃好
喝。記得有一次去阿濱家吃飯，臨走

時，她母親還特意為我煮了好多鹹鴨
蛋拿着，那種一打開就淌着油的鹹鴨
蛋，可以和汪曾祺先生筆下的高郵鹹
鴨蛋媲美。又吃又喝還打包，那真是
一段苦中有樂的日子。
前幾天，阿濱在微信群裏晒了她們

三個人的合影照片，說是一次小聚中
她們三個人照的，唯獨缺了我。我開
始糾結了，那時候我在哪裏呢？是來
了異地工作，還是遠嫁了？二十幾年
前的事情，記憶都有些模糊了，只是
覺得遺憾，我們四個人迄今為止，沒
有一張合影呢。其實生活裏，遺憾的
事情，何止是一張合影呢。我更在意
的是，我錯過了相聚時的美好。
驀然回首，舊時光彷彿是一壺酒，

品一口回味悠長；它又彷彿是一杯
茶，甘甜清香讓人難忘。當時光的指
針即將劃過2020，我們又將踏上一段
嶄新的歲月，願我們都能學會珍惜眼
前的幸福和美好。也許就在不經意
間，時光已悄然伸出了一雙溫柔的
手，將往事發酵出別樣的醇香。我們
只管努力前行，不負光陰，一切都將
是最好的安排。

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米馬爾．希南美術大學
的幾名大學生早前在當地社區工作人員的配合
下，將伊斯坦布爾市區的一段台階繪製成了藝

術畫卷。他們還對作品表面進行了防腐耐磨處
理，使其既不影響台階的正常使用，又為城市
增添了一道獨特的風景。 文、圖：新華社

青
年
青
年
廣
場
廣
場 時光伸出溫柔的手王紅悅

徵稿啟事：本版「青年廣場」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000~1,2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

土耳其學生化台階為藝術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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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藝術普及化
為城市添生氣

展能藝術家展能藝術家借畫筆療癒借畫筆療癒

■■繪畫幫助何秀娟沉澱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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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慧雅帶領網上活動梁慧雅帶領網上活動「「DIYDIY 小手作小手作：：小鹿聖誕燈小鹿聖誕燈」」。。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一段台階被繪製成了藝術畫卷一段台階被繪製成了藝術畫卷。。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米馬爾米馬爾··希南美術大學的學生在台階上繪製畫卷希南美術大學的學生在台階上繪製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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