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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克《龍門飛甲》終於公映，雖然內容及藝術
水平未見好評，然其3D效果受到普遍肯定，可
算求仁得仁，因為作為舊作《新龍門客棧》的重
拍，主創重點也一早放在技術革新上。

《龍門飛甲》並非唯一的重拍片。2011年幾
部合拍大作，如《白蛇傳說》（重拍《青蛇》）、

《聊齋之倩女幽魂》（重拍《倩女幽魂》）等，已
作先導。而接踵而來的，除了影迷望穿秋水的

《除魔傳奇》（前名《三藏伏魔》，重拍《西遊
記》），還有《逃學威龍》、《東京攻略》、《星
願》等。有人甚至預言這是2012年的港片製作

大勢。
一直有人稱香港影壇為「東方荷里活」。香港

電影金像獎也完全仿照奧斯卡金像獎機制成立和
運作。過去十年，荷里活不斷重拍舊片，重拍對
象不限於本地作品，電影公司不斷到全球各地收
集劇本，把歐亞非受歡迎的電影拍成荷里活版。

《無間道》如何變成《無間道風雲》，我們記憶猶
新。當然，所謂重拍，並不會情節、分鏡都全部
跟足（即使像吉士雲辛重拍《觸目驚心》，事先
聲稱逐個鏡頭翻拍，到頭來也並非實情），而是
加入美國元素，很多評論因而覺得會「化神奇為

腐朽」。（《天使之城》重拍為《柏林蒼穹下》即
為一例）。

荷里活這個重拍現象，一度被視為創造力匱乏
的表現。3D技術普及之際，重拍更多了一重藉
口。（你會等待3D《星球大戰》嗎？）香港電
影的重拍，是否反映了同一種創作衰退？中國內
地市場開放和3D需求，不過只是類似的幌子？

經典可以不斷重拍，但邏輯不能反過來，重拍
的不一定是經典。香港人拍的電影不是拍給香港
人看的，似乎已漸成共識。重拍等如揚棄，想深
一層只會增加我們的悲哀。

周星馳與成龍，顯然在同一個層次了——當然不只是他倆
的作品對香港電影發展的影響，還有那愈來愈招人非議的言
論。早前周星馳一句「我不與蠢人做朋友」，那份氣焰與礙
耳，令人明白今日的周星馳，為何已無法 (或無意) 演活令大
眾捧腹認同的精彩笑片了。

對大部分人來說，《國產零零漆》是周星馳的經典，除了
是真的好好笑之外，還因為它具有的時代性——1994年出品
的《國產零零漆》，是一齣名正言順的山寨版「007」的故
事，主角「零零漆」﹙周星馳飾演﹚是一名後備中國特務，
本來被投閒置散，流落在街市當一個「豬肉佬」，但因為國家
的特務相繼遇害，在別無他選之下，被徵召偵查國家恐龍骨
失竊一案。由於此作品實在經典，在此不作贅述。電影的看
點除了是精彩絕倫的笑料外，還有其濃厚回歸前，對內地種
種的想法和偏見。

例子1：大奸角「金槍人」原來同是軍隊司令﹙黃錦江
飾﹚，黑白兩種身份就是方便他將國寶恐龍頭骨偷運出境；

例子2：處決「零零漆」的劊子手，其他犯人縱有飛天遁地
的本領，但逃走時都被這些劊子手洞悉慘死，偏偏零零漆甚
麼本領也沒使出，只是在臨處決的一刻亮出一張100元人民
幣，最後不僅成功脫身，劊子手還諧趣熱烈地揮手送別；

例子3：「零零漆」到香港執行任務時，在酒樓遇上一班隨
地吐痰的內地人，輾轉發現原來他們是來港犯案的「湖南幫」
⋯⋯

老實說，今時今日若重看這作品，或會感受到電影對內地
同胞的冒犯：一來經過十多年後，內地的人文面貌大概也有
相當的改變；更重要的原因是今日的港產片十居其九都北望
神州，力圖打進內地的龐大市場，自然誰也不敢犯起「得罪」
內地廣大觀眾的可能。這種兩地融合固然是大勢所趨，但昔
日的那份不解甚至狹隘，卻又形成了那個時代的港產片獨特
個性──《國產零零漆》的笑料，雖然多少也帶㠥回歸前對

內地的歧視，可是這齣作品不只廣
受本港觀眾歡迎，即使內地的觀眾
亦沒感到太多冒犯，照樣開懷大笑
一餐。關鍵是當時的港產片，就像
一塊扭曲了別人容貌的「哈哈
鏡」，但哪怕是帶㠥種種偏見與歧
視，好歹也是呈現出一種獨特的面
貌和視點，這正是一般較為粗製濫
造的港產片，對內地觀眾仍有吸引
力的原因。

再看今日的港產片，場面愈來愈
偉大，但個性卻愈來愈模糊了。

一直有不少賽車電影，但都主要以男演員擔綱，充滿陽剛
味，然而《極速天使》卻一反傳統，在賽車場上馳騁的是四
名女賽車手，更分別由湯唯、劉若英及張㟞芝三大女影星演
出。她們除了在賽車場上拚個你死我活之外，更細膩演繹出
每個角色複雜的心路歷程和性格層次。

談戲中的三個女演員，導演馬楚成第一個想說的是湯唯。
「湯唯很適合演出小依這個角色，寫劇本時我可以說是想㠥她
來寫的，後來完成劇本，我給她先揀演哪一個角色，她就自
然揀了小依來演。我跟她說，你演戲很好，但你也有很可愛
的一面，可是這一面的你只有熟悉你的人才會看到，不熟悉
你的人就只知道你是《色．戒》裡面的那個湯唯。我留意到
她有很多小動作，真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子，我深信她朝這
個方向發揮可以令觀眾眼前一亮。」

馬楚成直言之前看《色．戒》時已留意到湯唯的潛質：
「梁朝偉演戲很厲害大家都知道，但湯唯也沒有被比下去，她
能演出到那個角色的層次感，做到李安要求的東西，證明她
有這個能力。湯唯自己也很喜歡小依這個角色，我也感到很
開心，我喜歡有鬥心的演員，希望能挑戰自己，想給觀眾看
到自己不同的一面，有野心才會努力去創造新的東西，這點
對演員和導演都同樣重要。」

而三個女演員，包括湯唯、劉若英和張㟞芝的角色，都極
具性格上的層次感。「劉若英演的冰姐，表面上很臭脾氣，
動不動就打人，簡直可以用『無品』來形容，但她根本就比
任何人都心軟；㟞芝演的游鎂，她是一個很親切的人，很和
善，搶了姊妹的男人心裡會感到抱歉，但她內心其實比任何
人都堅強，很固執；小依則是表面上很快樂，很有陽光氣
息，但她心裡面有很多恐懼，會在面對困境時慢慢滲出來。
這三個角色的層次感都豐富，也不易演，但她們都是十分專
業的演員，在了解到角色的性格後就會演出來。

馬楚成更透露游鎂的角色反映了他對愛情的另一種看法：
「我拍過很多無條件的愛，今次想說的反而是有條件的愛情。
游鎂這角色很複雜難演，但㟞芝經過這麼多年，經歷令她成
長，她演戲時的眼神都不同了，可以看到她堅強了很多。游
鎂和好姊妹同時愛上了一個男人，對她來說這個男人是一項
投資，而那男人亦當她是工具，社會上其實有很多這樣的愛
情，男女之間怎麼會沒有算計呢？游鎂將自己的所有都押在
這男人身上，無論輸贏她都認命，而即使她覺得欠了好朋
友，但這種人是不會將歉意說出口的，更何況她並不覺得自
己有錯，去到最後也只嘆自己太蠢給人利用了。」

文：勇　先

■文：朗　天

《國產零零漆》
—絕跡的幽默

港產片港產片 ■文：金　寶

《極速天使》看女星

港片不斷重拍說明甚麼？

一個月前，陳德福以總策劃及總編導的身
份，攜《飛虎奇緣》亮相香港中文大學學

術大廳。在場多為白髮蒼蒼的愛國僑民，作為
見證和關心中國內地60年來的發展和變化，對片
中的革命情懷以及戰友般的跨國友情，感同身
受；而對於導演不惜耗盡所有積蓄、十幾年的
堅持的感佩，更有一些人留下眼淚。

該片的中文版共分4集，於2010年完成後獲得
了該年中國西安國際民間影像節二等獎，並開
始在中國內地各大高校以及中國歐美同學會、
僑界舉辦的觀摩會上放映，反應強烈。

「這個故事有兩樣東西打動了我。一個是張
彥先生從事新聞報道工作的60年，真正是和祖國
同呼吸、共命運；另一個是張彥先生與美國飛
虎隊員們之間持續了60多年的友誼。現在，這種
友誼又傳到了第二代。」陳德福對專訪記者
說。

戰火中的兄弟
前《人民日報》首任駐美記者張彥的個人際

遇本身，就是一部傳奇之書。作為抗日時期西
南聯大中文系的高材生，張彥因為共青團員的
身份，需要接觸當時駐紮昆明的美國「飛虎隊」
隊員。本來，兩周一次和美國大兵們的聚會是
出於組織上的安排。在聚會中，這群陽光的美
國小伙子們，除了分享食物，也講述自己的家
庭生活，令張彥印象深刻。隨㠥抗戰局勢的變
化，地下黨組織得知日軍將突襲昆明，是張彥
將轉移的指令傳達給飛虎隊員，並由此和他們
展開了友誼。

之後的聚會活動逐漸變成了並肩作戰。1945
年，張彥及其同學更與飛虎隊隊員們一起，將
毛澤東發表的《論聯合政府》翻譯成英文，再
由這些飛虎隊隊員們以寄家書的形式寄往美
國，讓外界了解中國的戰局。而張彥的際遇，
也因為這篇英文版的論文而發生變化：他甚至
收到來自美國軍隊的邀請，為美國士兵作一場
中國現狀的演講。也因此，張彥引起了國民黨
的注意，多次使用英文名才得以擺脫追查。

由此，張彥越來越明白新聞工作的重要意
義，明白用外國人聽得懂的語言，把中國的情
況介紹出去。從解放前的《新華周刊》到新中
國後的《今日中國》，他成為一線記者，曾參與
開國大典、第一屆政協會議等重大歷史事件的
報道工作。然而，和美國飛虎隊之間的友情，
卻成為「文革」期間被控訴的罪狀。

當張彥在農村下放改造時，他不知道他的美

國朋友們海曼和迪克，千里迢迢地來到中國，
四處尋找他的下落，結果當然找不到，兩人只
能憂傷得離開。這一別，就是二十多年。直到
1979年，剛從農村回到城市不久的張彥，突然被
任命為《人民日報》駐美記者。而就在他抵達
美國的當天，他的房間裡就悄悄地放滿了鮮
花。是飛虎隊朋友們送來的花！

鏡頭中已是耄耋老人的張彥，每每回憶起尋
找音訊的失落和苦悶，重聚時的難捨難分，像
一個小孩子一樣，眼淚噴湧而出，令觀者動
容。

為紀錄片狂
陳德福現在的頭髮也有些花白。當年他在休斯

敦出席美中人民友好協會全國代表大會時，聽到
了張彥的故事，就覺得他一直渴望的題材終於找
到了！那時他30多歲，照片裡，是一個小個子、
皮膚有些黝黑的書生。為了拍這部紀錄片，他不
得不在美國以做翻譯員為生，拍攝十多年間往返
中美30多次。沒有任何資助，跟蹤採訪張彥，同
時做了大量資料收集工作。回想一路走來，陳德

福覺得自己簡直是為紀錄片而生。
在印尼雅加達接受中文教育的陳德福很早就

知道，回到中國並服務中國是他的最終目標。
1957年他考入天津南開大學英文系，希望將來從
事對外宣傳方面的工作，「畢業的時候，中央
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過來要人，偏偏就選上了
我。」他欣喜若狂。

對紀錄片的認識，來自於他小學時班主任的
影響，「那時老師在課堂上給我們播放紀錄片

《一定要把秦淮河修好》甚麼的，印象特別深
刻。」他為了喜愛的工作廢寢忘食，在「文革」
期間，所有文化活動和項目都被迫暫停，惟有
新聞作為政治宣傳的重要渠道沒有關閉，正好
讓陳德福練下了扎實的技術。

也是因為在電影廠的工作，陳德福認識了後
來建議他去美國深造的外國專家們。「那時覺
得我們的紀錄片還是拍得很生硬，我決定去美
國考察學習。」一個偶然的機會，他進入紐約
大學攻讀電影，「70、80年代的美國，極少看到
能真實反映中國現狀的紀錄片和新聞報道，我
覺得我有責任去拍。」直到他聽說了張彥的故
事。

續寫飛虎精神
「張彥先生本人很快就同意我拍攝，但我面

臨的困難也很多。一個是經費問題，另一個是
看㠥當事人一個一個離開，張彥先生還曾中風
一次。我覺得時間緊迫，而內容似乎也在不斷
增加。」選擇翻譯工作是為了時間更彈性。除
了中英翻譯，陳德福還作印尼語與英文翻譯，

「剛開始中國留學生還不多，現在翻譯就越掙越
少。」中間數度因為資金不夠而被迫停止，陳
德福沒有放棄，最後製作費用的10萬美元，都是
他一步一步地走過來。

他也為張彥與美國朋友的深沉友誼感動不
已，「記得有次張彥在美國，因為一次沒帶電
話出門參加朋友聚會而晚回旅店，讓朋友貝爾
很擔心。晚上再次見到張彥時，貝爾大怒，說
已經去報警，並四處打聽附近醫院的情況。張
彥說，他從沒有見過貝爾那麼生氣，而且是為
了他。」

現在，陳德福還要繼續拍飛虎隊的續集，目
前正在做電影的英文版，「張彥先生89歲了，他
的下一代和飛虎隊家庭之間繼續延續㠥這種友
誼，這是飛虎精神代代相傳。」這次他想好
了，他會以房車流動拍攝的形式進行，「這樣
也有了商業資助的可能，也許會順利一些。」

歷經10年拍攝的紀錄片《飛虎奇緣：一個中國記者和他的美國朋友們》（後簡稱《飛虎奇緣》），講述上世紀解放前的中國記者

張彥與美國「飛虎隊」隊員們之間的綿長友誼，跨地域，跨時代，跨文化，期間的離散、重聚、故去以及代際的延綿，使其成

為中國從解放至成立再到開放的現代史縮影。

印尼華僑陳德福至今仍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第一次聽到張彥的故事時的那種熱血賁張。從此，以拍紀錄片為志業的他，人

生也與故事裡面的主人公們交織在一起。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小島

飛虎奇緣
—有關承諾與友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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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福（中）80年代初期剛到美國，應邀在

美中友誼協會講述新中國新人新事。

■海曼夫婦與張彥夫婦在紐約合影。

■2004年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50周年紀念大會

張彥夫婦與友協老朋友在北京重逢。

■湖南芷江

飛虎隊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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