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銀幕短打銀幕短打 文：朗天

《熱浪球愛戰》和《潮性辦公室》之後，又有
《戀夏戀夏戀戀下》和《喜愛夜蒲》。如果說2010年出
現了一批較年輕導演拍出了清新可喜的本土題材電
影（《打擂台》、《東風破》、《戀人絮語》、《前
度》、《志明與春嬌》、《分手說愛你》、《為你鍾情》
等），2011年新導的製作趨勢卻是軟性情色電影。李
公樂、鄧東明雖非首作，但都是曾經被認為有潛質
的影壇新晉，《戀夏》與《夜蒲》的導演更是前
TVB監製錢國偉，新嫩程度直逼年前「新出道」時
的羅守耀。《夜蒲》一早被定性為多年前陳德森作
品《晚9朝5》的翻新作，性感少不了，賣點是夠In。

這未必與《3D肉蒲團》有關。但港片製作，回溯
地道特色，呼應愈來愈高漲的本土論述，鬼片和賭
片之外，另一類型無異便是色情片。

港產色情片大興於七十年代。基於尺度所限，它
們都屬於「軟心」製作。一度邵氏製作，不斷伺機
灑鹽花，古裝片武俠片，總找些機會插入裸女出
鏡。靚仔小生呂奇，是此中高手。李翰祥的風月
片，更開創了一個次類型。

然而，香港更需要的似乎是情色電影。情色有別
於色情，不是賣弄女體一味講性，而是要拍出
Erotica，但這是古希臘以降的西方文化，華人有sense

有feel，談何容易？
華人可以拍到《艾曼妞》、《O孃》的層次已屬難

能，要拍得好像波蘭情色大師Walerian Borowczyk 的
《野獸》或《原罪故事》的，非要有特定才情（包括
膽識）和文化氣質才成。

拍裸體拍得漂亮只是有形，引起性慾而不負責處
理更是不負責任。由有形至無形，把慾望昇華、轉
化以至再造，一定需要超越別人眼光的心識，無奈
拍色情片大多是市場導向，像黑澤清用高達手法拍
AV，在華人影圈只會被罵為「扮 」，說來也帶七分
無奈。

請給我們真的情色電影！ 熱門看點熱門看點

索尼影視公司最近應該是樂開了花，他們已正式宣
佈，從本月26日開始加場放映活地阿倫的《情迷午夜
巴黎》，後者目前的全球票房收入已達到8千3百萬美
元。對於向來是兵家必爭之地的暑期檔來說，面對

《變形金剛3》、《綠燈俠》等視效轟炸，風光片加法國
第一夫人的驚鴻一瞥加20年代「流動的盛宴」，無異於
從巴黎颳來一陣清新之風。

片中準新人、一心想當作家的男主人公Gill，在午夜
鐘聲中踱進巴黎街角，本來要尋找創作的靈感，卻一
不小心坐上了時光穿梭機，見到了令所有文藝老中青
年都熱血沸騰的灼灼「巨星」：畫家達利、畢加索，
作家海明威、費茲傑羅夫婦、葛楚德史坦等。最後弄
得婚也不結了，Gill乾脆留下來繼續作家夢。大家都在
期待這位大都市代言人導演怎樣呈現巴黎的美輪美
奐，答案原來是那些曾「拿青春換明天的人」。票房的
成功再次證明，懷舊和八卦，是所向無敵的法寶。

不過，活地阿倫就是活地阿倫，比起早年的刻薄，
儘管後來影片的調調越來越浪漫和溫情，但他絕不會
給你一個「從此王子和公主過上幸福的生活」的結
尾。無論是《情迷巴塞隆拿》還是《命中注定，遇見
愛》，風流債都是要還的，留下的是日常生活裡的糾結
和空虛。

影片結尾，Gill終於意識到沉湎過去也要有個終結，
不然一層一層的時光倒流，或許就變成了另一個版本
的《Inception》。有趣的是，飾演畢加索情人的瑪莉安
歌迪娜也曾在《Inception》出任重角。

不管怎樣，活地阿倫可以優哉游哉地去拍攝他將於
明年上映的新片《The Bop Decameron》，而觀眾不僅
可以見到久違的西班牙女神Penelope Cruz，還能目睹76
歲的導演本尊。影迷已對此議論紛紛，據說新片將在
羅馬取景，題材和政治有關。

美國人該好好感
謝英劇《Skins》帶
來不一樣的電視製
作方式。

描述高校生活的
《Skins》至今已拍了
五季，第六季將於
2012年回歸。演員
則換了三批。由於
劇集描寫的是高校
學生在人生路上的
一段經歷，因此當
演員拍完兩季，劇
情需要畢業後，便
換上新一批演員接力，這種拍攝模式對美劇來說是新
鮮的。我們可以看到大批以學校生活為主題的美劇，
主角們畢業後，觀眾也跟隨 主角走入社會。

這回卻有點不一樣了。美劇《吉列合唱團》（Glee）
在完成了兩季的拍攝後，幾個重要的主角在劇中都面
臨畢業，如大受歡迎的同志角色Kurt、Rachel、
Quinn、Finn等角色，都將離開劇組，為了補充新人，

《吉列合唱團》亦如《Skins》般舉行海選，挑選新演員
進入劇組，不同的是，《Skins》的挑選情況我們不得
而知，《吉列合唱團》找了哪些人來參與最後的挑選
工作，觀眾則一清二楚，因為這個過程，衍生出《The
Glee Project》這齣真人秀。

《The Glee Project》從四萬人當中選出十二強進行拍
攝，採每周淘汰一人的形式進行。這齣每周一集的真
人秀，每集都要參選者參加各種訓練，如舞踏、錄音
等，然後便會製作一個MV，評判再通過各人在製作期
間的表現決定下周可以回來繼續參賽的名單。而每集
均會有最低分的三人通過演唱決一勝負，看看誰可留
下，而誰會被淘汰。

《吉列合唱團》的宗旨是不論你外貌如何，是甚麼
背景信仰，都可以成為主角。《The Glee Project》亦秉
承這一主題，於是我們可以看到被挑選出來的十二
強，有肥妹、侏儒、同性戀者、鄰家女孩、宅男等。
不論這是否劇組刻意安排的「形象設計」，當第一集中
這些人聚集在一起，第一感覺便是不倫不類與騎呢。
然而這便是「Glee」的精神。於是在第一回合中，侏儒
Matheus成為優勝者，其後我們亦可以看到，肥妹
Hannah備受嘉賓讚賞，而又肥又醜的同性戀者Alex直
達最後決賽。

當然，當中也有不少是長得討好的，像戴上眼鏡像
宅男，除下眼鏡卻是帥哥一名的Cameron，還有人氣超
高，說話帶有愛爾蘭口音的小正太Damian。至截稿日
剛好是最後決勝的時刻，賽果如何尚未得知，但我們
起碼可以知道，勝出者將在第三季的《吉列合唱團》
中成為常規演員，而第二季的《The Glee Project》亦已
開始了海選的程序。

文：梁小島

文：洪嘉

情迷午夜巴黎
曾拿青春換明天

視事追擊視事追擊

《The Glee Project》
路人當主角

C 4

二○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三）辛卯年七月廿五

聲光副刊
策　　劃：曾家輝　責任編輯：梁小島　版面設計：謝錦輝

本版逢周三刊出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F e a t u r e

《武俠》不願意做一個庸者，放棄了《同謀者》
這個其實更貼近影片內容又聽起來更似一部「大片」
的名字，打出了「改變武俠」的豪言壯語，甄子
丹、金城武、湯唯這個「甄唯武」的陣容一時風光
無兩。結果收1.8億元票房，不能說鎩羽而歸，這個
票房成績僅夠平本， 實尷尬。《武俠》並沒有改
變武俠，這不能歸責於導演陳可辛，而是整個大環
境的斗轉星移，已經不再是「大片」統統能有大回
報了，即便有一個支點也未必能撬起業界。

用理性改變武俠？
「武俠的世界虛無縹緲，但我又偏偏是一個理性

的人，所以這麼多年來一直沒有嘗試過這個片種，
我希望一切都有一個科學的解釋。」陳可辛這樣形
容自己對武俠的看法，因此我們在《武俠》中看見
金城武以Dr. Gregory House式的形象出現，時時刻
刻的做偵探式的案件分析，通過扎穴位來抑制自己
的愛心氾濫這個性格缺陷。陳可辛試圖改變武俠的
方式便是放棄「江湖」這個是非紛爭地，用科學、
用理性思維來展現自己的武俠觀。

在外國人的眼中，中國武俠絕對是個夢。法國人
看《狄仁傑之通天帝國》，看見鬼市的奇異弔詭，
直呼「Amazing！」，該片於是榮列法國電影票房排
行榜前十位。李安在《臥虎藏龍》中創造了一個飛
簷走壁的世界，又解釋了西方哲學世界的握緊與放
手，於是奧斯卡也傾倒了。美國人為《英雄》的濃
墨重彩竟折腰，張藝謀和張偉平聯手打開中國的大
片時代，華語片問鼎北美票房冠軍寶座的輝煌歷史
就此寫下。

甚麼是武俠？胡金銓對武俠的迷戀是來自於還珠
樓主，在武俠小說的世界裡，是有那麼一套規律
的，有門派之別，武功有彷彿遊戲通關級別一樣的
層次之分，每個人都飄飄欲仙，遵循 自孔孟年代
便傳下來的中國傳統道德。「我不是不尊重中國傳
統文化，而是我根本不懂，我不是在這個文化背景
下長大的。」陳可辛這樣對我說，《武俠》拍的是
民國時代，也沒有華麗的衣裳，金城武和湯唯這樣
美貌瀟灑的人物，也不過是荊布粗衣。「我不喜歡
傳統武俠片中的服飾，我不喜歡人長衣寬袖的樣
子。」陳可辛說。《武俠》的審美，是《十月圍城》
式的，充滿民國時代的動盪氣息。雲南深山之中，
人們耕田時還要唸經，因為凡是動土總要傷及小生
命。農婦們用唱歌表達自己的喜歡，比如他們不喜
歡金城武，就對他直接唱出來，意圖趕走他。這些
小小的 眼點，是陳可辛的知識分子情操，他說加
一些這樣的元素在裡面，能夠讓一部電影有可回味
的地方。自然不假，只是在武俠這個片種裡，人們
更期待的是磨刀霍霍向仇敵，亦或者到了最後關頭
參透某種武功真諦⋯⋯雖則俗套，但是所謂類型
片，總要有點俗套的環節，才顯得夠類型。

武俠之所以能夠成為備受歡迎的類型片種，原因
很簡單，在好萊塢大片日新月異的高科技逼近之
下，武俠是中國唯一領先於世界的地方。所以《黑
客帝國》要吊威 ，還要老老實實的把袁和平請過
去。當年《少林寺》在國內風靡，各個城市每天都
有成年人在火車站把要奔赴少林寺的兒子拎回家，

但學功夫和武俠到底是兩回事。武俠的真諦在於，
只是一場夢。武俠是一個憑空臆想出的江湖，這個
江湖之中一人一世界，有絕對的對與錯，絕對的愛
與恨⋯⋯脫離了這些，武俠還是武俠麼？夢醒的一
剎那，是最殘忍的時刻。

陳可辛的七年之癢
以陳可辛的教育背景和職業之路，當然可以理直

氣壯的說自己並不受傳統拘束。香港導演多半在片
場中長大，似劉偉強，幫攝影師推軌道，一步一步
在大工業生產線上逐漸成熟起來。陳可辛一直都是
一個知識分子，雖然每一次他都要說：「為甚麼又
說我是知識分子？我已經很不知識分子了！」

他的另一個身份是老闆，陳可辛在內地的工作室
「我們製作」同時也是《武俠》的出品方，他為自
己做製片人。陳可辛的精明在圈內很著名，在電影
拍攝前，他會告訴投資的老闆，我將會拍成甚麼
樣，我的這部電影在美加、歐洲、東南亞都能夠賣
出多少錢的版權。

7年前，陳可辛正式來內地發展。《如果愛》當
年賣3000萬票房，但口碑贏同期上映的陳凱歌的

《無極》幾條街，周迅從電視劇一線花旦一躍成為
和章子怡並駕齊驅的電影界女演員。之後《投名狀》
在內地賣出2.2億，陳可辛成為第一位在內地邁進兩
億俱樂部的香港導演。《十月圍城》在內地的成績
是近3億，這部非陳可辛執導的電影，卻被打上了
陳可辛的烙印，出品公司是陳可辛的「人人電
影」。以上電影無一例外，都贏得無數獎項。可單
純從金錢收益方面來算，陳可辛的投入產出比並不
算高，《十月圍城》的投資6,800萬，耗費了10年時
間，最終的高票房並沒有帶來高回報。

大片等於高票房，這個從張藝謀《英雄》時代便
開啟的定律，在這兩年內地電影市場井噴的情況
下，似乎有點行不通了。今年的《關雲長》、《倩
女幽魂》都沒有達到自己的目標，連2億票房都沒
有過。《武俠》上映前被國內的院線經營者們看
好，認為在今年的暑期檔，將會橫掃一片。結果，
暑期檔的井噴只發生在好萊塢續集大片身上，《武
俠》之前有《功夫熊貓2》和《加勒比海盜4》，後
有《變形金剛3》和《哈利波特8》。一部《建黨偉
業》又擾亂了所有的檔期，《武俠》也不得不從原
定的8月4日提前到7月3日。

當然，要找的話，還能為《武俠》的票房失利
找出一堆理由：暑期檔本來就不利於國產大片，
唯二賺錢的大導演叫張藝謀和馮小剛；甄子丹近
年片約太多，年頭轟炸至年尾，號召力減退；武
俠片的市場份額似乎有所縮小⋯⋯可這並不能改
變結果。

「你問我甚麼是商業上的算計？我告訴你，拍武
俠片本來就是在迎合市場。」陳可辛這樣解釋。只
是，這個市場似乎遠不是七年前他初來內地時那樣
小小的一塊地盤了，就如同《武俠》拍得新奇好
看，但卻沒能獲得他想要的票房成績一樣。當國內
電影市場的容量已經從處變不驚的湖泊變成了汪洋
大海時，造得大的船就不會再輕而易舉順風順水的
駛過，泰坦尼克號當年也不可思議的沉沒了。

為甚麼沒有改變武俠？
《武俠》的好看，在於不甘流於平凡。國內電影市場蓬勃發展，養下一大批無進取心的電影創作者，拍電影猶如做算術題，核算

投入產出的功夫要遠遠大於電影製作本身。所有的武俠片幾乎一模一樣——大投資、來來回回那麼幾個武打明星、懲奸除惡的故

事。結局是大家都能掙錢，武俠片是除卻喜劇與驚悚之外，國內電影市場上最成熟的商業片類型。 文：金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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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子丹近年曝光率太高，已失去吸引力。

■金城武似Dr.House，充滿科學推理。

■湯唯再靚麗，也不過是一個布衣。

■《武俠》在
康城電影節的
海報，從顏色
上看和傳統武
俠已有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