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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是本地電視台風起雲湧的一年，多了三
個免費電視台，有人替一向弱勢的亞視擔憂，
而其中一個新台高調挖角，還公開宣布會實行
對高質劇本的獎賞制度，在影視界待遇一向偏
低的編劇似乎立時行情看漲。

前年港產「編劇電影」《人間喜劇》中，編劇
出身的導演陳慶嘉通過杜汶澤及李力持鋪陳了
好一段編劇「辛酸經歷」。劇情講述片中的導演

（李力持）要拍一部殺手電影，找來三、四名編
劇作「大腦震盪」，又請來兩名「真正的殺手」
現身說法。小編劇（王祖藍）戰戰兢兢說了點

子（主要來自杜汶澤的幫助），半帶保留，對方
才答應跟他簽合約。套用片的對白，如果導演
是「神」的話，編劇的地位便只是被吸食腦汁
的「創作工具」而已。

編劇的地位低下，其實與業界對文本和藝術
的尊重息息相關。新電視台的「求才若渴」，是
製作上要生產足夠填滿廣播時段的節目，而衡
量優劣，決定獎賞的標準，始終是收看率。這
在電影中由始至終以票房定生死的所謂市場導
向同出一轍。市場導向在資本主義社會無可厚
非，但我們的市場從來是單一的，換言之，小
眾市場、藝術市場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因
而也沒有足夠的資源投入以發展。）而決定藝
術標準的口碑（包括評論）、獎項（電影便是金

像獎、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等，到最後都
要量化，或者僅被視為錦上添花。

其實不要說華語劇集或影片，即使荷里活，
也早有文本貧困的現象出現。愈來愈多重拍片
及文學改編便是明證。不少看過馬田史高西斯
新作《雨果的巴黎奇幻歷險》的觀眾都同意，
如果影片不是3D可能更好看。愈來愈偏重立體
效應和動作場面的趨勢，其中一個結果便是敘
事可以愈來愈不重要。弱敘事和強特效是雞與
雞蛋的問題。

《逆戰》可以由頭打到尾，兄弟情的刻畫減
到最低，深度欠奉在製作人眼中，大抵是優點
而非缺點。可以預見這種誤區會愈來愈大，而
編劇在其中是那麼無能為力⋯⋯

文：洪嘉

文：朗　天

《單身期限》
泰式《馴悍記》

新碟上架新碟上架 文：任逍遙

文本的貧困

我總是有個疑問，是因為混血的原因嗎？泰國總是有那麼
多俊男美女。而這些俊男美女在影視作品裡，亦形成了一股
不容忽視的勢力，使泰劇這兩年在海外市場走勢愈發凌厲。

最近一套《單身期限》，走的是近年泰劇最主要的都市愛情
劇路線，卻頗有一股與眾不同的味道。

以前的泰劇，家族情仇、爭產是一個主要的題材——近年
的港劇，忽然也變成大家族爭鬥、爭產爭權的題材——拍攝
方法與戲劇節奏，都頗有十幾年前的港劇的味道。然而近來
的泰劇發展迅速，即使我很喜歡的去年的作品《驕傲的火
焰》，仍不免有點老土的感覺，來到這齣《單身期限》，卻變
得都市的感覺更濃厚了。

《單身期限》抹去了一些偶像劇的造作，像《驕傲的火焰》
裡那些俊男美女大特寫定鏡，在這裡幾乎看不到，或是合理
地處理，使劇集變得爽快起來。故事描述廣告公司創意總監
Fah是個拚搏的職業女性，然而她的妹妹卻一心想要與男友成
家立室，偏偏媽媽規定，姊姊尚未出嫁，妹妹也不得結婚。

為了讓妹妹順利出閣，Fah的媽媽在生日宴上訛稱自己患上
絕症，希望Fah能夠在兩個月內結婚，以完成自己的遺願。

為了讓媽媽了無牽掛地離開，Fah開始尋找理想的伴侶，其
中一個目標便是第一次見面便幾乎讓她搞砸了公司年度大
Show的新人Din。然而Fah卻不知道，Din本身是個攝影師，更
擁有一間婚紗公司。Din對Fah一見鍾情，然而在感情上曾經
受創的他，為了確保Fah並不是嫌貧愛富，而隱瞞身份進入
Fah的公司當見習生。只是Fah與Din雖然在Fah的媽媽面前假
扮一對情侶，二人剛烈的性格卻也引爆不少火花。

在莎士比亞的《馴悍記》中，追求者眾的妹妹因姊姊尚未
出嫁而無法結婚，於是一眾追求者遂挑選「勇者」與姊姊結
婚，於是我們看㠥潑悍的姊姊怎樣在更強悍的男性面前被磨
滅了個性，成為一個溫柔的女士。故事當中固然有不少令觀
眾開懷大笑的情節，卻也是兩性之間的一個角力。幸好Din並
不需要Fah磨掉她的自我與本性，然而這對「情侶」互不相讓
的鬥嘴與含蓄的關懷，卻也讓人看得開心。

影片也有濃烈的都市味道。電視劇發展的步伐大約要比電
影慢上一點，泰國都市電影早已成行成市，曾經在香港上映

過的《下一站，說愛
你》、《小情人》、《鬼
書友》等，都不同程度
地呈現出泰國都市發展
的蓬勃，然而電視劇
裡，即使拍的是都市，
仍帶有十分老土的味
道，倒是這齣泰版《馴
悍記》的《單身期限》，
予人一種清爽的都市愛
情感覺，即使片中仍脫
不去泰劇那種忠奸分
明、好人與壞人一開始
便誓不兩立的陳設，整
體仍是十分具可看性
的。

Andrew Niccol不時會給觀眾一
些驚喜，他最初期的幾部作品，
包括《變種異煞》、《真人Show》
和《虛擬索女郎》，都有一個很
新鮮的科幻概念，難得的是從來
不與生活脫軌。所謂「科幻」，
不會只流於打造一個充滿奇形怪
狀建築物，或高科技工具的世
界，而是真真正正讓人思考社會
的本質。

《潛逃時空》也一樣，概念極
具原創性，講述未來世界將會以「時間」作為貨幣，人類到
了25歲後便會停止老化，每人只會獲分配多一年的壽命，你
想活得更久嗎？那便要努力工作賺取更多「時間」。要買東西
嗎？也要以時間——也就是壽命——去交易。換句話說，富裕
的人會有很長的壽命，而窮人就不斷工作，以延長自己的壽
命。更有趣的地方是，那些時間是可以互相傳輸的，只要作
一個特定的握手姿勢，你便可以將部分或所有時間傳送給別
人；然而，這也導致了時間搶奪，社會上就要靠「時間警察」
去維持治安和秩序了。

故事概念新鮮的地方，在於其反映了現今資本主義社會暴
現的問題，人們每天為了生存而不斷工作，社會一樣有通
脹、企業霸權等問題出現，窮人亦會因不夠「時間」而死
亡。《潛逃時空》就是以這個更有趣的概念，去反映資本主
義社會的問題，真真正正「時間就是金錢」。

不過，《潛逃時空》雖然有不錯的概念，但整體卻表達得
不夠理想，影片開首的鋪排其實是不錯的，可惜到了中後段
便落入荷里活公式，只是不斷的追追逐逐，但主題卻未有進
一步的發展，否則效果定必更加理想。值得一提的是，《潛
逃時空》的攝影相當出色，攝影師Roger Deakins與高安兄弟
一直合作無間，這次他一樣交出了大師級的水準，儘管影片
沒有甚麼典型科幻電影的獨特建築，卻依然能打造出一個與
別不同的世界。

影碟在畫面、音效的呈現上也大致能重現應有的效果，表
現不錯。特別收錄方面，只有刪剪片段和製作特輯〈The
Minutes〉，刪剪片段不算吸引，大多都真的是可有可無的片
段，難怪被刪！至於〈The Minutes〉看似是一眾演員的訪談
片段，但其實是以仿紀錄片的形式，探討「永生」這個電影
也都涉獵的題材，值得大家一看及深思。

《潛逃時空》Blu-ray

今屆香港獨立電影節的轉型意圖已經非常明
顯，從首個單元影展：以紀錄各種「抗爭」題
材的日本導演「小川紳介回顧展」開始，來自
台灣、澳門、內地及香港的紀錄片和故事片，
集中在各地的民間訴求、個人的執守以及對歷
史大事件的再次言說中，讓觀者感到這次獨立
影展對自身重新定位所做的嘗試，而對來自內
地和台灣近年活躍的獨立紀錄片導演的關注度
更勝以往。

華語獨立電影的新血
「50後」內地導演、與陳凱歌、田壯壯等同屆

的彭小蓮，再次帶來當年受小川紳介遺孀邀請
完成的小川遺作《滿山紅柿》。這位常年在主流
電影體制內與外遊走的電影創作者，深深感動
於小川先生對拍攝者及國土家園的熱愛，以及
對人文理想主義的堅持。她的體制內作品「上
海三部曲」——《上海紀事》、《美麗上海》及

《上海倫巴》，講述上海從解放後以來的歷史轉
變，為她贏得了體制內的認同，但這並沒有取
代她對個體創作精神的堅持及平衡。「我一直
覺得自己不適合在體制內做事，但我拍過的12部
故事片，從來沒有被剪被改過，並且還拿過內
地各種重要的電影獎項。我的做法是，將左、
中、右的觀點都呈現出來，把政治事件放幕
後，把人性的東西凸顯出來。總之，需要保持
一顆良心，就好像在鋼絲上走路。」她說。

如果說，彭導演所代表的時期，代表㠥獨立
電影發展之初所處的社會轉型，那麼本屆電影
節的另外兩位年輕導演鄭闊和張贊波，更多的
表現出對影像創作的自信和坦然。鄭闊的第二
部紀錄片《暖冬》（2011）產生於他在拍攝自己
首部紀錄片《798站》的過程中。這部關注北京
藝術家聚集區遭到土地發展商強拆的作品，難
能可貴的呈現出事件中的多方視角，因而避免
影片陷入立場對立的單一劃分，也並沒有因藝
術家的相對弱勢而忽略他們的慾望和做作。相
對鄭闊擁有內地某報館的記者證，從影評人身
份轉變為紀錄片導演的張贊波，更接近「自由
職業」身份。《有一種靜叫莊嚴》紀錄了他在
北京工作和交際應酬的經歷，既有對利益輸送
和交易的直觀表現，也不隱含主人公對所依附
制度的膽怯。「我一度對自己的身份感到困
惑，沒有單位，沒有頭銜，如何向拍攝對象介
紹自己？但後來隨㠥經歷的增長，我開始享受

這種隨意，並希望作為實踐者去化解對沒有身
份人的誤解。」

由台灣2010年南方影展選送的獲獎紀錄片《牽
阮的手》、《廣場》，故事片《寶島漫波》等，再
次給香港做了一個極好的示範：在兩地共同擁
有的言論自由的空間下，學者般嚴謹的資料收
集、敏銳的觸覺和耐得住寂寞的性子，才是真
正提高獨立電影質素的關鍵。

打破「小黑匣」
內地電影文化學者馬然，曾在一次網絡對話

中談到華語地區日漸熱鬧的「影展文化」，她認
為「影展」的興起與當地累積的民間電影力量
有直接關係，但她也不忘提醒策展人「民間電
影平台儘管能為獨立影像創作者提供平台，但
他們也容易形成一個自我循環的小黑匣子」。而
克服「小黑匣」局面的，需要「對新人的更大
膽選拔，擴展獨立電影的流通領域，令其更具
有公共性」。本屆「香港獨立電影節」上正式啟
動的「華人民間電影聯盟」計劃正是在這方面
作出的一個嘗試。

此次電影節策展人之一、影意志藝術總監崔
允信，請來該計劃的幾位主腦：來自重慶的獨
立導演應亮、台灣「南方影展」創辦人之一賴
育章以及深圳「圓筒」營運人馮宇來港分享。
三人進入影展的緣起各自不同，正好看成對獨
立電影「小黑匣」的突破途徑：賴育章是從學
生影迷開始成長，馮宇則通過與香港導演張經
緯合作，在深圳打造「影像紀錄雙城誌」的空
間，促進城市間、影院和非影院之間的作品交
流。而多次參與國際影展的應亮導演策劃的

「重慶民間映畫交流展」更直接挪用了「鹿特丹
電影節」的創投計劃。「我們鼓勵觀眾從他們
熟悉的獨立導演中選出3位，每人拍攝一條10分
鐘短片，並在微博上滾動播出，觀眾可以通過
捐款方式成為聯合製片人。」

「華人民間電影聯盟」的出現是異常迅速和
靈活的，這體現了不同於官方影展的靈活優
勢。至於不同地區影像團體的「大串聯」後，
聲音的多元化、市場定位的清晰化和組織化，
都令我們所期待，而香港獨立電影的民間資源
和活動能力，都是讓其走向穩定成熟發展的有
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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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拉開序幕的香港獨立電影節，從上周開始陸續進入第二階段的展映和講

座活動。論聲勢和規模，都無法與月底的香港國際電影節相提並論。而今年「獨

立電影節」的主辦機構「影意志」更面臨嚴峻考驗：香港藝術發展局拒絕了對該

團體2011-12年度發展的資助撥款。

且不論政府在政策考量上的缺誤與失衡，作為成立於1997年、一直致力於為本

土電影製作提供海外發行和上映渠道的民間平台，對影展自身功能的轉型思考是

他們的當務之急。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小島
■華人民間電影聯盟伙伴藝團代表（從左至右）：

應亮（重慶）、馮宇（深圳）、賴育章（台灣）

攝：梁小島

■華人民間電影聯盟座

談會現場 攝：梁小島

▼《廣場》

江偉華

■《有一種靜

叫莊嚴》

■《暖冬》 鄭闊

■《有一種靜叫莊嚴》 張贊波

獨立華語電影「大串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