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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今年的香港和內地來說，七月一日是極為
重要的日子：它既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紀念日，
又是香港回歸的紀念日。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
一百周年，為慶祝百年華誕，北京的大街小巷張
燈結綵，有着不輸春節的喜慶氛圍。同時，北京
的機關單位、企業和高校也開展了許多同慶祝建
黨百年有關的活動。按統一戰線的劃分，我們算
是標準的「黨外人士」，對黨的了解並不深入。
藉着這個機會，我也參加了不少活動，並從中更
深刻地體會到中國共產黨對今日中國的深刻塑造
和巨大改變，有了不少啟迪。
最近一段時間，我主要參加了兩個活動：一是

參觀了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初心薪火相傳．使命
勇擔在肩：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主題展
覽」，二是出席了香港中聯辦的北京聯絡部等相
關部門聯合舉辦的黨史講座。北大是五四運動的
策源地，也是中國最早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的高校

之一，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重要領導人李大釗就曾擔任北大圖書
館的館長。作為一個北大人，當我親眼看到自己的學校同黨、
同祖國命運的緊密聯繫時，心中自然十分感動。而在中聯辦的
黨史講座中，來自中共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的陳晉先生更作了精
彩的匯報。在他的講述中，那些熟悉而陌生的人物形象在我的
心中更加高大而鮮明起來，而我也在這樣的故事中，感受到黨
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精神力量。
在我聆聽的故事中，印象最深的是革命烈士瞿秋白的就義：
瞿秋白是共產黨早期的重要領導人，也是滬上的知名學者和風
雅文人，可他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拋棄了優越的生活，選擇
來到革命根據地，為中國的解放事業作出貢獻。當國民黨要處
決他時，他在刑場席地而坐，說「此地甚好」，要好好休息休
息，之後便高唱着他所翻譯的《國際歌》英勇就義，年僅三十
六歲——這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力量？為了革命理想，一代代共
產黨人捨生忘死，在反抗侵略、爭取民族獨立的過程中前仆後
繼，才有了今天的中國。6月29日早上，國家為近年來作出突
出貢獻的黨員模範頒發的「七一勳章」，也正是這種甘於奉獻
的精神薪火相傳的體現。
要理解現代中國，就必須要理解中國共產黨。中共帶領人民

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歷史，劃開了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的分野，
以百年的奮進姿態將原本積貧積弱的中華民族帶上飛速發展的
復興道路，不啻為人類歷史之一奇跡。身處局外的人們，常常
對這樣的體系懷有誤解，但只有真正置身其中，感受到共產黨
為中國人民切身利益作出的貢獻，才能理解今天的黨為何在群
眾中有如此大的影響力——這是一個充滿精氣神的、富於理想
主義而實事求是的政黨。她在血與火中成長，一點一滴改變着
中國，並真正得到了人民的擁護。作為一名香港人，我很慶幸
能逐漸走入這種歷史敘事的深層邏輯，並將自己融入到更大的
發展肌理中去。
這是百年歷程中的嶄新七一，同時也是我的一個嶄新起

點。走在中關村的街道上，我竟莫名想起繁簡字體中「黨」
的區別：古代中國是講「君子不黨」的，因此要上「口」下
「黑」；可到了今天，黨的定義、性質都有了改變，不就是
「四海之內皆兄弟」嗎？這也算是一種「德不孤必有鄰」
吧。

●作者/圖片：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秘書長王柏榮

視障人士成為攝影
師非天方夜譚，近

日本地社企「盲蹤踪」、
「電笠」及星展銀行合辦
了「剎那展出大意義—攝
影展」，以生活上的得與失作展
覽主題，透過 4 位視障攝影師們親自拍
攝的作品，講述勇氣、毅力和希望的故
事，訴說這一年生活的「得與失」，為
生活帶來更多希望。星展銀行（香港）
有限公司集團推廣策略與傳訊部總監胡
秀汶女士表示：「是次攝影展以相片闡
述疫情下我們的得着，往往多於失去
的，勉勵我們要珍惜當下，承諾於未來
每一天，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一同繼
續展步前行，發放更多正能量。」是次
主辦單位也邀請了4 位藝人參與其中，
除了展示藝人們親自拍攝的影像外，更
展出視障攝影師為藝人們拍攝的照片。

聲音導賞簡介照片
甫踏入展覽，數塊白色不規則形狀的
展板立於眼前，每塊展板皆掛着耳機，
戴上耳機後可細味藝人們攝影作品的聲
音導賞，展板上除了介紹視障攝影師日
常的作品外，更有句子描述着視障攝影
師為藝人們拍攝的作品簡介。每塊白色
展板後則是黑色展板，電笠總監王昱在
介紹展板時表示，白色與黑色展板供兩
種人士欣賞，「由正門進來觀看，一片
白色展板是供健全人士欣賞，但反過來
從展覽最尾走過來，黑色展板則是供視
障人士欣賞，黑色展板上有凸字說明、
口述影像，當中仔細描繪展板照片的資
料，包括描繪照片的顏色、構圖使視障
人士可以藉聲音介紹去幻想照片內
容。」在每個黑色展板的一旁，有一個
缺角，上面一塊模糊的三角形，正是描
述着4位視障攝影師的視力世界。

腦海幻想構思影像
誰說攝影只是健全人士的權利？即使
視力有障礙，同樣可以用鏡頭記錄事
物。展覽中藝人們的照片由視障攝影師

們親自操刀，有 10 年攝影經驗的視障攝
影師郭健表示，拍攝藝人訪問照片前會
做好功課，「我會先了解我在訪問場地
的『可動範圍』，因為現場除了拍照
外，還有另外的人在拍攝短片，我認為
能夠讓我正常拍攝之餘，又不影響其他
正在工作的人是十分重要。」到達拍攝
場地，郭健會憑聲音推斷拍攝對象的位
置，「自己去聽對方的聲音，推斷他的
位置，我自己主要以聲音和少少眼睛的
影像作導航。」
郭健雙眼只剩一成視力，但他仍樂觀

面對生活，「你幻想一下，你現在看到
的畫面上加一層薄紗，看到的東西不清
晰，看文字只會看到一團顏色，我看到
的世界就是這樣，這是我的視力情況，
但並不是我的視覺範圍，看不清不會影
響我對視覺上的理解，例如形狀、線
條、對比色我仍能感知。」每當談到攝
影，他面上總掛着笑容，「我每一次去
影相都很期待，每次有人問我哪張相最
滿意，我永遠都會答是『下一張』，我
覺得我是個相當樂觀的人。」
同樣是視障攝影師的Sophi，有3年攝

影經驗，她是全失明人士，每次外出拍
照，導盲犬Ruby都是她最好的夥伴，導
盲犬也能幫助她的拍攝工作，「有導盲
犬在，我感受到牠四處張望，我就會意
識到我身旁有障礙物。」何時按下快門
對Sophi而言是困難的事，她看不到相機
上的影像，只能一半靠聲音，一半靠身
邊人描述拍照的角度，「另外也需要自
己在腦海中構思影像，然後問身邊人腦
海的影像與當刻環境是否符合，才按下
快門。」Sophi說。

視障人士的攝影裝備
視障攝影師的攝影裝備與健全人士無

異，視障攝影師Sophi向記者表示，智能
電話的攝影功能可以選取聲音指引模
式，便於視障人士使用，「打開相機功
能，它會形容當下的鏡頭有什麼東西，
例如一個臉孔、一隻狗。」但一般攝影
相機則沒有聲音指引，按下快門前則考
驗視障攝影師對環境的感覺了。
社企盲蹤踪共同創辦人蔡蒨文指，視

障攝影師的攝影器材並非局限於數碼相
機，「部分視力有障礙的攝影師同樣會
選擇菲林相機、單反機等攝影器材，當
中也可以用手動模式拍照，惟全失明攝
影師因技術所限，只能用數碼相機中的
自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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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攝影師以感知看世界

●●文文、、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美婷張美婷

●●攝影展現場攝影展現場

●●視障攝影師郭健視障攝影師郭健

●凸字說明助視障人士欣賞展覽。

●視障攝影

師鏡頭下的

社區。

●反映視
障攝影師
「內心」
的作品。

「2021年『文化中國．水立方杯』中文
歌曲大賽」現已接受報名，中國香港賽區
青少年組可以由即日起至7月23日在網上
報名參賽。本屆大賽的港澳賽區青少年組
參賽年齡為12至18歲，獎項設置金獎 1
名、銀獎 2 名、銅獎 3 名、十強獎 4 名，
以及最佳網絡熱度獎、最佳網絡吸引力
獎、最佳網絡互動獎、最佳視頻創意獎、
最具潛力獎、最佳表演獎、最佳上鏡獎、
最佳原創作品獎、最佳音樂改編獎
等9個別特獎項。
今年比賽以「在一起，再出發」
為主題，冀歌曲大賽聚集青少年群
體，以大賽為媒介，加強與港澳地
區及海外華裔青少年的聯繫，從愛
唱中國歌、愛說中國話逐步提升為
對中華文化的熱愛。
比賽由「文化中國．水立方杯」
中文歌曲大賽組委會主辦，北京廣

播電視台、北京國家游泳中心有限責任公
司、北京市演出有限責任公司及愛奇藝共
同承辦。自2011年起，比賽已成功舉辦了
十屆，累計吸引了3萬多名選手報名參
賽，當中有600多名選手入圍總決賽，登
上水立方的舞台。
報名及詳情可參閱網址：
www.watercubecup.com

●文：張美婷

「文化中國．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賽
香港賽區現正接受報名

「維港蛻變」
巨型雕塑浮半空

香 港 設 計 中 心 主 辦 的
「#ddHK設計#香港地」旅
遊項目早前以「維港蛻變」為
主題於銅鑼灣避風塘、灣仔海
濱長廊和維多利亞公園等地方
展出藝術裝置，供市民打卡，
七組特色設計裝置外形結合了
傳統文化特色，當中有藝術裝
置以舞火龍為靈感，更有由七
彩色帶組成的巨型雕塑懸掛半
空，既像魔法飛毯，又像彩色
河流，效果相當震撼。

●文：張美婷
圖：主辦方提供

●國家級非遺大坑
火龍傳承人及總指
揮陳德輝與香港設
計中心主席嚴志明
教授為火龍點睛。

●●《《首首》》以舞火龍為設計靈感以舞火龍為設計靈感。。

●作品《#一齊一個人》

●●「「20212021年年『『文化中國‧水立方杯文化中國‧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中文歌曲大
賽賽」」現已接受網上報名現已接受網上報名。。 網上截圖網上截圖

●視障攝影師鏡
頭下關於「這一
年」的作品。

●●視障攝影師視障攝影師
SophiSophi 和導盲和導盲
犬犬RubyRub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