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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一片寧靜─山海交錯在香港

v

對於觸動心靈的畫面，你會選擇用甚麼

方式把它定格? 廖偉棠─一位熱愛生活的

詩人，以筆錄下心情，以攝影抒發情感。廖

偉棠的創作相當廣泛，包括詩歌、散文、評

論、小說等，而每種創作形式都有它獨特的

「角色」。作為一名詩人，詩歌顯然是他創

作裡的主角。每當情緒被事物所牽動，便會

透過寫詩表達內心感受，因為他認為：「詩

是最貼近心靈的藝術」。

散文、小說和戲劇，是他營造個人世界

的另一種嘗試，他透過這些創作，虛構一個

與現實世界平衡的個人世界；評論則是他梳

理心靈的一種理性思考；至於攝影，卻是一

套截然不同的表達方式─透過鏡頭，他框

住了對世界的直覺反應。

廖偉棠說，決定創作形式時是隨「心」

所欲的。他的內心運行著不同的世界，每個

世界都有獨特的呈現手法。有的世界充滿衝

擊，當心靈被猛然直接觸動時，詩歌便是首

選。有的世界相當溫和，情感慢慢醞釀著，

這時候他會選擇寫小說。有的世界充滿理

智，評論正是最直接表達理性分析的途徑。

但無論感性或理性的世界，都與現實世界緊

扣著。

旅行是他感受現實世界的一種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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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第六章　作家訪談

也是靈感的重要來源。置身於一個陌生國度裡，一切陌生的事物能使

他脫離身邊恆常的面貌，帶來一種新鮮感，一種突破。在旅途中，他

總是舉起相機，指尖輕按快門，把一幕幕畫面瞬間定格。對他而言，

攝影是一種記錄，甚至可以取代記憶。我們依靠照片留下的足跡慢慢

摸索，拼湊著那些遙遠而零碎的畫面，甚至透過照片重新製造記憶。

只是有些情感，忘了就是忘了，再怎麼拼湊也無法變得完整。有感於

此，他以詩將那些來不及拍下的瞬間，那些照片難以呈現的氣氛和情

緒，通通留在紙上。他透過光圈把記憶留下，透過詩歌把情感留下，

兩者相輔相成，這也許就是他旅行的意義。

攝影是一種介入
當然，除了那些漫遊的日子，攝影依然是廖先生日常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他手上的那部單鏡反光相機，對焦的不是甚麼良晨美

景，而是一些社會運動，尤其是社會黑暗面。他認為攝影最大的意

義，莫過於發揮對世界的一種參與和介入。

這些年來，這個參與世界的工具，伴他參與了無數次遊行和革

命。不久前茉莉花革命揭幕，他往北京天安門拍攝。鏡頭裡一幕幕不

公的畫面，間接道出他對革命的支持，對良心的負責。那天，他在雪

地上寫了有關正義的字眼，並拍了照，可惜膠卷隨即被內地公安奪

取。在他眼中，即使這是個失敗的革命，即使力量多麼微弱，但至少

讓政府知道，有人不滿現狀；至少讓更多民眾知道，有人在為他們爭

取。至少，發揮了播種的作用。

細讀他的詩詞，也許我們能讀出情感的深度。細看他的光圈，也

許我們能看見一股微弱的革命光線在逐漸擴大。

這趟和光圈一起的世界漫遊，也許比想像中探索到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