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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加索與齊白石的鴿子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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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追蹤 給您真相
扎根基層 報您所想

評論專欄 為您發聲
服務資訊 有您着數

賴志堅 最佳標題（中文組）優異

徐浩然
最佳標題（中文組）冠軍

梁啟剛 最佳標題（中文組）亞軍

梁啟剛
最佳標題（中文組）優異

在香港M+「畢加索─與亞洲對
話」的展覽上，我看見畢加索和齊白
石筆下的鴿子作品。兩位來自不同文
化背景的藝術大師，雖然創作手法迥
異，卻同是用鴿子傳達對和平的渴
望，這種跨越時空的藝術對話令人深
思。

畢加索的鴿子以簡潔有力的線
條著稱。他從小在父親的畫室裏觀
察鴿子，這些童年的記憶成為他創
作的重要養分。經歷過西班牙內戰
和二戰的殘酷，他的鴿子不再是普
通的鳥類，而是承載着反戰思想的
和平使者。1949年那隻展翅高飛的
白鴿，以其純粹的黑白對比和動感
姿態，成為二十世紀最具代表性的
和平象徵之一。

齊白石畫鴿子就完全是中國風
了。他92歲時畫了兩幅鴿子，用傳統
水墨技法描繪鴿子，更巧妙地運用諧

音和象徵手法，一幅旁邊放蘋果
（「蘋」和「平」同音），一幅配上荷花和
花瓶（象徵「和平」）。他沒有直接喊口
號，而是用這種巧妙的方式表達願
望。

畢加索的鴿子是給國際和平會議
畫的宣傳畫，齊白石的鴿子是應弟子
請求畫的。一個面向全世界吶喊，一
個用東方智慧含蓄表達。

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藝術表達並
置在一起。畢加索的鴿子像是一聲
響亮的呼籲，直接而強烈；齊白石
的鴿子則如一首優雅的詩，需要細
細品味。

這種對比不僅展現了東西美學的
差異，更讓我們看到藝術如何以多元
方式回應人類共同關切的議題。在這
個仍充滿衝突的世界裏，這些鴿子作
品提醒我們：和平永遠是值得追求的
普世價值。

語言不只是知識的載體，更有
塑造課堂氛圍、鼓舞人心的威力。教
師怎樣說話，往往跟說什麼內容一樣
重要。一句話能激發學生的學習動
機，也能澆熄學生的進步意志。

心理學家迪西與萊恩提出的
「自我決定理論」指出，學習動機
建基於三項心理需求：自主、連
結、能力感。教師若能從語言上回
應這三個層面的需要，學生學習就
更投入，動力就會提升。

首先是能力感：學生遇到難題
時，教師若能說：「這確實複雜，我
們可以試試另一個方法」，學生會知
道自己只是遇到挑戰，而非能力不
足。相反，「這麼簡單都不懂？」
這類表達會令學生將錯誤和無能畫
上等號，漸漸失去嘗試的勇氣。

其次是連結感：當學生參與討
論，教師若能說：「你的看法值得
一聽，我們可以一起想想」，不但

能肯定學生的貢獻，也營造出互相
學習的氣氛。相反，「錯了，下一
位答。」這樣表達會令學生害怕發
言，寧願沉默，也不想在眾目睽睽
之下丟臉。

第三是自主感：學生若總是被
指令推着走，學習會變得被動。教
師若能提供選擇，例如：「你可以
用圖像或文字呈現這個概念」，學
生便會感到自己有自主的空間。這
種選擇，不是放任，而是讓學生對
校園生活有掌控感。

教師對學生所說的話，往往能
在細微處見真章。當教師透過說話
支持學生，學生自然更願意參與課
堂，樂意表達和嘗試。課堂氣氛不
在裝飾，也不在形式，而是在一句
句說話之間，能否讓學生感受到自
己有能力、有話語權、能犯錯。教
師怎樣說話，學生怎樣學習，當中
的關連遠比我們想像的深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