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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6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年度摄影师金奖得主——蒙敏生以十万底片首次披露《香港的另一面》。
本书记录了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记录香港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
香港的农夫、渔民、码头工人、作坊、工厂劳工、社会活动、有轨电车、市井茶肆、民俗风情、中产
阶级、港九工人运动、香港风光、香港城市建设等等，形成了一部连续的香港图片史证。
从图像内容而言，蒙先生记录的是香港的另一面，这就是概貌之外的细节，成就底下的磨难，浮华背
后的苦楚，功利之上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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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蒙敏生（1919-2007）：祖籍广东，生于上海，青年时赴香港谋生。
1950年代，曾在电影厂短暂工作，因此开始了他的摄影。
后来，在不同的公司做普通的雇员，开过快餐小店。
他是一个业余摄影者，但摄影是他的生活方式，不间断地记录香港的市井风物，也在摄影棚里拍摄他
理想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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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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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代序　走近蒙敏生　　　　颜文斗　　　　说实在话，在知道蒙敏生先生之前，香港于我没有多
少吸引力。
传媒表达给我的香港印象就是摩天大楼、灯红酒绿、跳舞赌马、消费天堂、金元世界、流行文化、时
尚先锋等等。
我也知道，这只是香港的一面，犹如我身边的媒体表达我所在的城市——充满娱乐主义和实用主义趋
向并营造出一个社会的主体景象或流行色，这个景象扭曲了大众的生活情感和生存状态，幸好我生活
在这个城市，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去体会这个社会。
当我触摸不到香港真实生存情感的时候，这个城市的确对我没有吸引力。
后来，是蒙先生的图片让我的工作和香港二字联络起来。
　　　　蒙先生的大公子蒙嘉林在广东省电教馆作摄影工作。
2004年春，嘉林兄说他父亲在香港拍了一辈子照片，有大量底片存在香港，并讲述了蒙先生的一些故
事。
这些年我和一些摄影老人交往，总是有寻宝似的快乐，且他们的道德文章也有如冬日和煦阳光一样温
暖着我，所以一听就催他“快快拿来”。
当嘉林兄费了不少周折将第一批二万多张底片运到广州，我立即就兴冲冲去看，并不断地拍案称奇。
　　　　这批底片绝大多数是纪实摄影，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记录香港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尤
其是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
香港的农夫、渔民、码头工人、作坊、工厂劳工、社会活动、有轨电车、市井茶肆、民俗风情、中产
阶级、港九工人运动、香港风光、香港城市建设等等，这形成了一部连续的香港图片史证，仅仅从历
史学、社会学意义而言，这就十分珍贵了；从图像内容而言，蒙先生记录的是香港的另一面，这就是
：概貌之外的细节，成就底下的磨难，浮华背后的苦楚，功利之上的理想⋯⋯同类相恤，他的摄影具
有高度的人民性，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给蒙先生加一顶 “香港人民摄影家”之冕。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底片时就感叹，直到1990年代，我们还相当闭塞，不知道大陆之外在为什么拍？
怎么拍？
拍的如何？
我们将大陆几位八十年代开始自觉、平实记录社会生活的摄影家称为纪实摄影的先知先觉者，看来是
我们的孤陋寡闻下对他们的一种过誉。
就摄影而言，香港的蒙敏生等人觉醒更早、实践更多、功利性更少，中国摄影史将无法忽略这样的人
物。
　　　　嘉林兄说香港家居十分逼仄，保存条件不好，不少底片已经粘连费掉了。
即便如此，他估计留存较好的图片当在十万底片上下。
五十年，十万底片。
也就是说这五十年里每周至少要拍摄两个菲林！
从他的底片来推测，由于1950年代的图片量是较少的，留存的底片集中在60年代到八十年代，这三十
年他每周则平均使用胶卷在三个以上。
他是专业摄影师吗？
他如何生存？
他为什么能连续不间断地拍摄？
他是艺术家吗？
他自认为是艺术家吗？
在见到蒙先生本人之前我只能听嘉林兄描述他父亲和通过浏览底片来揣摩——　　　　蒙敏生祖籍广
州，于1919年出生于上海，青年时代即移民谋生于香港。
1950年代，他曾短暂在电影厂工作，从此他开始了他的摄影活动。
后来，与人合作经营类似于必胜客的饮食店，也曾作普通的公司雇员，绝大部分时间里，他是一个业
余摄影者，他是香港的无产者，一个劳碌的谋生者，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意识形态的趋向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香港的另一面>>

。
他是香港的“左派”，粤语称为“左仔”。
 什么是香港的“左派”？
这是很难用几句话表述准确的。
我想香港的“左派”有这样几个特征：在情感上有非常强烈的民族自尊、热爱祖国、亲近大陆人民；
在意识形态上至少不反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念，或者说他们感召于一个崇高的理想；在行动上
关注、呼应大陆的政治风云，甚至表现出激进的政治狂热等等。
以蒙先生为例，1949年中国大陆刚解放，他从香港回大陆省亲，在罗湖桥看见飘扬的五星红旗时就热
泪盈眶，进而失声痛哭地跨过罗湖桥。
这时，他希望香港能够早日得“解放”，摆脱殖民统治；蒙嘉林自少年时代即在广东上学读书、上山
下乡、后一直工作在广州。
让自己的儿子成长在社会主义的红旗下，这是身处资本主义香港的父亲的一种刻意安排；1997年香港
回归的这一天凌晨，他站在香港新界荃锦公路上，与新界民众一起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香港。
一边老泪纵横，一边用特意装上的乐凯400度的胶卷记录这日夜盼望的景象；从他的底片可以看到，他
大量使用的是柯达胶卷，但对国货有特别的情感，凡是使用“公元”、“代代红”、“长江”、“乐
凯”胶卷，底片袋就特意加上标注，使用海鸥相机拍摄的胶卷，就注明“海鸥“二字；他是“左派”
，因为业余从事摄影，所以是“左派摄影师”。
1980年代之前，在香港，“左派摄影师”并非一人，可以称为一个团体。
这个团体拍摄的主要内容就是香港的人民生态，特别是劳工阶层、社团生态、艺人生活等在他们的镜
头里都有充分的反映。
当时他们的口号是“爱祖国，用国货”，用摄影艺术去“反映下阶层”，“无情揭露港英政府”，“
顶住黄赌毒” 等。
随着1960年代中后期香港经济腾飞，香港社会形态和思潮发生了大的变化，这一“左派摄影群体”也
随之分化，虽然还有几位在街头巷尾捕风捉影，而这时候香港摄影界是无“左派群体”可言了。
 　　　　我强烈地想直面对这个老人，于是我谋划去香港，我需要在香港能自由地和蒙先生和我的亲
友交流几天，跟旅游团是不行的。
于是我两次回湖北的户籍地申请到香港探望我的伯父的通行证。
繁杂的证明和公证手续尚可理解，而办事的警察拿着我的申请资料职业性的板脸审查，令我忍无可忍
：“自由职业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如何证明这个人就是你伯父？
”“他什么时候到香港的，为什么要跑到香港？
”后一个问题激怒了我，我拍着桌子说：“谋生，谋生你懂吗，曾宪梓、李嘉诚、霍英东为什么跑到
香港？
谋生！
”　　　　谋生，殖民统治下的谋生，对蒙先生的作为、立场，我仿佛一下子解开了对他的许多疑问
，甚至对其“左派”行为的置疑。
我想，一个谋生者更容易受到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理想主义的感召，并坚定地呼吸在这个群体里。
香港的历史包含了太多的国耻家恨，去国之后更爱国，香港“左派”的思想基础应该更多的是殖民统
治下被激发的爱国主义，他们也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热过，但我相信这只是给了他们一个爱
国主义表达和组织起来的机会。
此“左派”非彼“左派”。
1980年代之前香港“左派”的形成有着十分复杂的民族、历史、社会、经济、政治、组织的背景，是
一本大书，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我能从蒙先生的底片上看到理想的光芒、推己及类的悲悯、对资本主
义的批判。
难道资本主义不要批判吗？
他是业余的，记录是平实、自觉、连续的，极少功利性的，靠拍这些照片无法谋生，在香港也很少有
发表的机会，我只能认为摄影是他的生活方式和表达方式，进而认为他的不间断拍摄是为纯粹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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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支撑。
　　　　2005年12月，我与嘉林兄同行到香港。
抵港的第二天上午，嘉林兄将我的拜见安排在茶楼。
说边饮边谈，并以此体验香港的市井文化。
他是岭南市井文化的专家，在他给我大谈广州莲香楼和香港莲香楼的异同时，嘉林兄一指，蒙先生蹒
跚而来。
一个香港老头，戴鸭舌帽，穿很普通的羽绒背心，背一个质地很差的摄影包，他的身量明显地比中年
时的照片要萎缩许多。
正是圣诞前夕，酒楼的中庭里挂满了花花绿绿的圣诞装饰，老人家是一路拍着照片来的，观察，然后
专注地拍摄，像一个孩子玩够了才慢慢移到桌边。
落座之后，我自我介绍，我不会粤语由嘉林兄翻译。
老人听了点头，或者露出笑来。
我提出问题，我谈他的照片，他都似乎不懂、不答，或者王顾左右而言他。
我掏出我的FM2相机，他有些怪怪的笑，拿过去把玩，不知意思如何？
他将他的相机给我看，是一个比FM2更低级别的尼康相机，装一个变焦镜头。
嘉林兄说：“香港作为自由港照相器材丰富又便宜，1960年代相机就普及到家庭了。
他以前有很多好的相机，这些年老糊涂了，天天要出去，照相机不离身，但是不断丢失，丢完了就在
旧货摊上买了这个相机。
他一辈子恨日本人，坚决不用日产相机。
现在也分不清日本德国了。
相机现在对他就是一个离不开的玩具，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
”我要给他拍照，他摆手，我再次示意给他拍一张照片，他坚定地摆手，然后专注地吃，并几次孩子
似的向嘉林兄要豆沙包之类的茶点。
廉颇老矣尚能饭，但思维能力明显衰退，已不大能言。
对不可抗拒的衰老宿命，我有些许伤感！
　　　　早茶毕，我陪他步行家去，他也是边走边拍，遇到感兴趣的事情就举相机。
我趁他专注摄影的时候给他拍了张“工作照”。
走一个过街天桥过半，街边有大树，树叶在冬日阳光和微风中摇曳着银光，老人指给我看，嘴里念叨
“菩提树，菩提树”，我方知这是菩提树。
他要我站在转角平台栏杆处，并用手指比划这条直角拐弯的栏杆的走向，大概是说这条下行并转角的
栏杆可加大景深，我很惊诧他相机在手时的清醒。
菩提树前，他给我拍了张“留念照”。
回到广州，我给几个关心他的朋友发邮件说“蒙先生已是耄耋高龄，谈往事已经理事不清，然唯有相
机在手，则神清气爽，至今拍摄不辍，可见摄影已深入他的骨子。
”　　　　他家住在香港政府建造的公屋里，很狭小，桌椅板凳使用的都是可以收放的那种。
我打开电脑给他看已经扫描的片子，他似乎不认识自己的片子，笑一笑进到他的房间。
嘉林兄说，耳朵重听，他也不愿意和我谈往事。
而我，语言不通更增加一层交流的隔膜，当时我还有个直感，就是老人家认为我们不能理解他们那一
辈的人士，不愿意和我们交流，装糊涂的成分也是有的。
糊是糊涂了，但不至于一塌糊涂。
这一点后来他接受香港《明报》采访的表现证实了我的直觉，关于“文革”中的香港，明报记者写道
：“是的，每当要追问下去，不论敏感不敏感的话题，蒙敏生不是把空气凝定，便是搬出老话：‘有
的事，要保留。
’倒像恐怕问出心底什么令人不安的隐衷。
沉默良久，‘有的不堪回首，有的，还是要重温的。
’”　　　　要重温的什么？
社会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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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的信仰？
我想是的。
　　　　　　我和蒙先生彼此一照，知道蒙先生不想说或说不了，便去了香港的新界看我的伯父。
他是1950年代从毛里求斯国坐上一艘货轮偷渡回国的。
在北京读书，在河北和广东工作，“文革”期间被诬陷而经受牢狱，1970年代末迫于生计举家迁往香
港，半百之年开始做苦力，后来做小职员。
现在他也垂垂老矣，因中风而行动不便。
我去后，他很高兴，很通达地给我言说过去，他说很久没有机会谈这么多话。
他年轻的时候，在毛里求斯就是个“左派”，发表诗歌文章，一心向着北京。
他的经历也可以部分诠释香港的“左派摄影师”的“左迹”。
如果我们谈“左”色变，是我们没有析清真“左派”和假“左派”，将“左派”和理想主义者混淆，
是我们被实用主义俘虏而逃避崇高，甚至清算理想。
蒙敏生们的人生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们是身处于崇尚自由经济的资本主义环境而选择、倾向于一种
被后来否定的“革命”。
即使是说他们是一种狂热，至少可认为他们很大程度是出于一种崇高的理想主义的感召。
从他们的言行可以感受到，兼济天下的理想主义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都是有感召力的。
他们希望社会事务向左，经济活动向右——他们的丰富阅历给了他们这样的体验，也决定此左非彼左
，他们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或许他们的感悟正是我们现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正途。
　　　　蒙先生记录摄影中有大量关于新界农村的景象，正好我叔公一族居住元朗农村，我是非去不
可的。
我的叔公将我领到后院，将久已闲置的菜地、鸡笼、猪圈指点给我。
蒙先生照片中务农的景象已经消失，但香港的乡村舒朗、洁净和传统还在。
元朗是客家人聚集区，叔公的家中门前门后，屋里屋外大大小小有上十个神位。
堂叔笑说，两位老人每天要烧几十注香才能将所有的神灵孝敬一遍。
看蒙先生的照片，我曾惊诧香港客家传统的完整，这次算是一个印证。
　　　　其时，正好堪萨斯大学设计艺术系的刘博智教授在香港，他是在香港成长为少年后，“不甘
过牛马生活”而奔到美洲打拼的香港人。
他的老屋就在老街区，他带我到老街转悠，到最香港的市井，算是给我补蒙先生作品的背景课。
　　　　写到这里，我想关于蒙先生的纪实摄影的动机，多多少少我们能揣摩一些了吧。
他的摄影作品大量的是纪实一类，我在看第一批底片时曾给他贴上纪实摄影家的标签，随着更多的阅
读，我知道这是错的。
他就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摄影家，在静物、风光、人像、纪实方面都有相当高的艺术造诣，尤其是他在
摄影棚里拍摄的“拟革命”，更是先行的前卫之举。
如果给他的作品分个类的话，一类是纪实，一类是超现实。
　　　　真正的“左派”总是前卫的，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
一个强烈地受到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理想主义感召的人，不会仅仅满足记录革命和底层痛苦，于是他
的摄影中出现一大批先锋的置景主观作品，其内容、水准则令人震惊。
他的很多作品是非实际地对革命的演绎或想象，这种“拟革命”令作品更具艺术性，于后世更有思考
和针砭的意义，同时为我们观察大陆的“文革”和当时的摄影提供了极好的参照。
　　　　香港的思想环境、物质支撑，为蒙敏生提供了创造这些作品的基础。
他基本上可以不受禁锢地、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趣味来拍照。
在摄影棚里搞“文革”的造型摄影。
要弄出布景、找到模特、在谋生中挤出时间，其实都是不容易的事，可见“革命”的热情很高。
但我们也看到，他们的革命充满了游戏感。
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置身于正在大陆发生的那场灾难，没有切肤之痛，和大革文化命是疏离的，而正
是这段疏离造就了这部分作品。
虽然他们也卷入了这场群体性的癫狂，但实质上，“文革”只不过是他们追求社会理想的一个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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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借以表达理想的事件，一个对香港社会进行批判的道具。
　　　　据嘉林兄介绍，蒙先生回广州探亲时看到国庆游行队伍里有支持非洲革命的造型，回到香港
就找了两个到过非洲的船员装扮黑人，拍了“非洲人民的觉醒”。
看了红线女主演的《山乡风云》，就在广州买木头手枪、买衣帽回去拍“女游击队员”。
他的造型摄影，有不少摆拍的是大陆人民的生活。
虽然他时常回来探亲，对大陆的饥饿并非一无所知（他也曾记录香港市民于1960年代大包大挑拥挤在
罗湖桥回乡接济亲友的情景），但他摆拍的大陆生活是一派健康祥和。
只能说他是认同社会主义的理想，并在作品中构筑他的理想社会，而理想永远是令人尊敬的，也是作
品之所以成为艺术的基础。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他的这部分作品有的是独立创造，有的是影友合力摆拍的。
比如，《张思德烧炭》这幅照片。
布景是由舞台美工师出身的钟文略先生画的，炭窑里的烟火效果，则是蒙先生采用电影拍摄常用的烟
火手段，在烟筒里加进“干冰”解决的。
 　　　　蒙敏生的摄影有极大的宽容度，此宽容一指其作品涉猎之广泛、二指其创造手法之多样。
他作品中也有不少摆拍的美人，花样年华，夺人心魄，经过近三十年的发酵，青春更醇香。
我有时候想，这些美人和革命大多拍于先生半百之际，此等年纪，还那么开明、单纯、充满理想，激
赏于美丽，我们后辈能做到否？
我们在连州国际摄影节上以《革命与浪漫》为题为蒙先生策展，也有要表达他的宽容度、表现他在香
港的生活创作状态的意思。
　　　　由于视点、对象、手法的独特加上时间的窖藏，蒙先生的作品打开尘封，即令人耳目一新。
但我们也发现，他的作品很容易被认为是“左派”狂热或者仅仅被认为是新奇好玩。
我以为，作为一个业余摄影者，能五十年不间断地记录香港，从纪实到超实，构筑自己的理想社会，
此等纯粹，不是仅仅用“左派”狂热能解释的，其深层次还是基于理想主义的动机。
还有，他的作品对当下也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当下的中国社会和当时的香港不无相似之处，考量一下
我们当下的社会关系，对蒙敏生作品会多一分理解。
　　　　我曾想再次到香港去拜访他，但去年11月，蒙先生突然中风，已不能言语。
他在连州国际摄影节上拿了金奖的消息，也不能传递给他。
他的作品，我们也仅整理了一小部分，这次发表的作品，从内容和时间广度上都留有遗憾。
今后，更只能通过作品的整理来逐步走近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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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革命与浪漫，尘封半世纪，2006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年度摄影师金奖得主，十万底片首次披露：
《香港的另一面：一位摄影师眼中的六七十年代》。
　　　　蒙敏生的影像作品述说了"革命"和"生活"两种境地，这不是"革命＋生活"，相反，革命有革命
的逻辑，生活有生活的逻辑，照片里的人物被这两种不同的逻辑困扰、争夺。
蒙敏生必然肯定革命的正当、合理，但出于天性和阅历，他又不能忘情于那飘离在坚硬的革命之外的
柔软的人性区域。
　　——姜纬（策展人、摄影批评家）　　　　蒙敏生的摄影是上世纪香港摄影中的一个另类。
他的摄影交织着那个时代来自中国大陆的左派社会意识形态，和香港底层社会的情感，以及沙龙摄影
的艺术思维方式，是一个多义的影像文本。
因此，他的摄影具有难能可贵的社会历史意义。
　　——鲍昆（策展人、摄影批评家）　　　　人在天堂，很难理解地狱。
蒙敏生先生的作品就在两者间相望。
凭一心热血和有点幼稚的憧憬，碰出些创意的火花。
不忘受"迫害"的劳苦大众，也常抽空制造天堂的靓女。
　　——刘博智（美国堪萨斯大学艺术与设计系教授、摄影家）　　　　香港是一个奇特之地，它不
仅有一百年以上的殖民史，而且还是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之一。
但出于各种原因，一般人对香港历史的这种特质缺乏了解。
近三十年来，香港的意义越来越为国人所熟悉。
特别是九七回归之后，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得以近距离地观察香港。
不过，香港那深邃的一面仍然不为人知。
现在，通过蒙敏生的影像，香港的这"另一面"开始呈现出来，更重要的是，以蒙敏生漫长的摄影生涯
和独特的左派经历，他所告诉给我们的，就不仅仅是香港的繁华，还有香港的挣扎。
从这个意义来说，蒙敏生的"香港"是不得不知道的。
　　——杨小彦（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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