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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追捕》再度令人失望，過去數年行
情看漲的本地新晉編劇杜緻朗的創作方
向，實在教人關注。

在城市大學就讀時已被老師（據說包括
名導譚家明）深表嘉獎的杜緻朗，其成名
作正是她還是學生時便撰寫的《江湖》，夥
拍同樣新嫩的黃精甫，被影評讚為編優於
導。《霍元甲》（導演于仁泰）和《不能說
的秘密》（導演周杰倫），更因票房得利而
令她聲名大噪，一度成為炙手可熱的編作
人。深受安樂老闆江志強疼惜的她，大有
機會親執導筒之江湖傳聞，一直不絕於
耳。

不過，接 她和導演男友周顯揚夥拍的
《殺人犯》和《大追捕》，卻在評論方面遇

到反彈。《殺人犯》
被評為「為扭橋而扭
橋」，故作驚人之舉，
到頭來只靠對白交代
兒戲構思，令人失笑；《大追捕》也被評
為雙雄敘事布局失效，觀眾過早便知結
局，場面失真顯示人生經驗不足⋯⋯

杜緻朗出道以來，編過黑幫、科幻愛
情、武俠、懸疑驚慄、警匪各種類型電
影，不能說沒有經驗。但仍有影評人規
勸，年輕人該寫一些他們熟悉的題材。

撇開年輕人不論，怎樣才算一個好編
劇？專業？甚麼戲都曉得寫？還是只寫好
自己擅長的劇種？

另一本地女編劇林愛華，一向被認為擅

寫有女性觸角的感情戲，但
自從《武俠》獨挑大樑後，
劉偉強新片《血滴子》，據說
也出自她的手筆。

拘泥於一域一境，不是有野心的編劇所
甘心的。但是在香港這種環境中，編劇其
實也沒有多大選擇權，有得寫便寫，導演
看中我，難道我會因為珍惜自己羽毛而拒
絕嗎？

韋家輝拍了「編劇電影」《再生號》，道
盡「編劇之野望」，但其野望同時是悲情。
創作是為了療傷也好、「搵食」也好，指
向的是無盡的荒漠，僅能期望適當時候湧
出甘泉？怎樣才算一個好編劇，有時真不
是自己能回答的問題。

文：金 寶

文：朗天

黎妙雪 不忠有罪

視事追擊視事追擊 文：洪 嘉

由舒淇和余文樂主演的《情謎》，以推理懸疑掛帥，舒淇一人分飾兩角，
演一對外貌一模一樣卻氣質迥異的孖生姊妹惠香和惠寶，二人一起愛上了由
余文樂飾演的阿楠，三角關係糾纏不清。姊姊惠香是一個內向沉穩，帶點高
貴的女孩子，妹妹惠寶則完全相反，她天生熱情主動，做事積極直接，所
以，雖然阿楠遇上惠香在先，最後卻和惠寶在一起。與此同時，惠寶得到演
出舞台劇《紅梅傳奇》的機會，卻因為臨陣病倒，要由姊姊惠香頂上，惠寶
發現，從未受過演出訓練的姊姊，竟然初踏台板就演得比自己好，得到眾多
掌聲！而在舞台下，姊姊惠香和阿楠之間的微妙感情瓜葛，更是觸動了惠寶
一發不可收拾的妒忌神經。終於在一個雷雨交加的晚上，惠寶邀約惠香出
海，決定要將事情弄個明白，誰料一段三角關係卻是一齣悲戲的開端。

雖然《情謎》賣的是懸疑氣氛和推理故事，但畢竟兩姊妹對對方的殺機由
「情」而起，而且俊男加美女的組合，不說說戲中的「情」總有點可惜吧。
導演黎妙雪在創作這個故事時，就是建基於「世間上最恐怖的往往就是人的
貪戀和妄念」這假設，而寫出《情謎》的劇本，她說：「若不是阿楠有了惠
寶還不心足，同時亦想得到性格截然不同的惠香，悲劇就不會發生了。阿楠
因為一時的意志薄弱，做了出軌的事情，最後一段大好姻緣變成了苦戀，更
加害苦了兩個自己都深愛的人。」

對黎妙雪而言，現代社會引誘太多，放眼身邊的朋友，由初戀開始到步入
教堂，卻在一段日子以後離婚令愛情童話幻滅，原因就是有第三者介入。

「現代人的感情關係總是面對太多外來引誘，《情謎》中的戲中戲《紅梅傳
奇》，也是一個關於三角關係的故事，就像戲中惠香、惠寶和阿楠的感情，
糾纏不清，難分對錯。或者人性本身就是貪心，所以無論任何年代，兩個人
的愛情還是會面對很多外來考驗，但我有朋友說得好，出軌這回事，一個人
能應付多少次？試過一次不忠，就很易有第二、第三次，但最後你能應付多
少引誘卻仍然能夠保住婚姻？」

雖然《情謎》的故
事最後悲劇收場，但
在這背後，黎妙雪始
終希望能借 這個故
事令觀眾明白和發現
一些無可置疑的道德
真理—雖然我們身處
的世代，對抗誘惑的
良方，始終是堅守道
德立場，不能輕易漠
視規範，以免最後招
致無可挽回的惡果。

作為日本推理大師松本清張逝世二十周年的
紀念活動，富士電視台的特別企劃《市長之
死》，可說是一個冷門的選擇。這個收錄在《青
春的徬徨：松本清張短篇全集》中的短篇故
事，上一次被改編，已經是半世紀之前的事
了。

是的，冬季日劇逐漸落幕，那沉悶的格局，
會否隨 4月開始的新劇季而終結？

單看片碼，春季日劇貌似稍有瞄頭。作為特
別企劃的《市長之死》並不是主打日劇之一，
卻點出了今季日劇繼續走推理路線。一些讀者
耳熟能詳的名字，例如《W的悲劇》，這齣改編
自夏樹靜子同名小說的作品，原著本身便是熱
門的作品；赤川次郎的「三色貓系列」多年來
一直受到年輕讀者的追捧，由相葉雅紀飾演不太靈光的警察片山，與能聽懂
人類語言的天才三色貓一起攜手推理破案，老實說，是吸引人注意的作品。

當然，我最留意的是改編自漫畫《未來日記》的同名劇集——即使我對岡
田將生有那麼一點點的討厭。雖然日劇《未來日記》是深夜劇，然而在如今
深夜劇成大勢的潮流下，可以預想這劇也將受到矚目。

《未來日記》記述時空王因為自己壽命將至，於是挑選了十二位世人，賜
予他們能預知未來的「未來日記」，並展開一場日記持有者的生死戰，最後
在戰鬥中生存下來的那人，將繼承他的位置成為掌管時間與空間的神。於是
中學生天野雪輝、我妻由乃等人成為日記持有者之一，並利用手上的未來進
行戰鬥。

或許是因為故事本身的複雜與血腥，才被編派到深夜時段。漫畫中那些為
了生存而展開的殺戮，甚至連四歲小童都不會放過，若是放在闔家歡的時
段，也未免太過驚世駭俗了。只是原著發展到後段，已變成一個結構非常複
雜、時空拓展到非常龐大的情況，在日劇中將會以一個怎樣的面貌呈現？或
今次會演到哪一個階段？都實在叫人好奇與擔心。

由大野智主演的《上鎖的房間》改編自貴志祐介的同名小說，以密室案件
作為題材，主角榎本徑外表像學生，卻擁有極強的推理能力。他最大的興趣
是研究防盜工具，同時掌握有關物理及建築的基本理論與知識，曾豪言「這
世界沒有解不了的鎖。」對觀眾來說，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以「學者症候群」為題的《Ataru》則是以擁有超乎常人能力的自閉症者為
主角，描述主角中居正廣怎樣利用自己超人般的記憶力與推理能力，發現無
人知道的微細證據。

當然，推理一直是日劇的大宗，春季日劇中除了推理劇外，有部分值得特
別留意的。尤其是翻拍中山美穗1987年的作品《媽媽是偶像》的新劇《爸爸
是偶像》，值得一看。

《媽媽是偶像》裡中山美穗飾演自己，講述少女組合成員為了報答學校恩
師而與他結婚，並照顧老師的三個女兒的故事。這回《爸爸是偶像》則改成

男偶像版本，描述關8成員
錦戶亮與育有三女的中年
歌迷結婚，事務所給出的
命令是「要在三個月內決
定離婚還是引退，如果結
婚一事曝光便立即引退」，
於是錦戶亮一邊繼續 演
藝活動，一邊千方百計隱
瞞自己已婚的事實。單看
介紹便覺得有趣，相信此
劇也可吸引不少觀眾收
看。

做每一部片都是一個獨特的旅程，每一次都不一樣，也是我覺
得拍電影好玩的地方。例如上一次我提到製片在每一個城市找的
士的經驗，這不單讓我對中國的實際情況更加了解，而且是整體
對人性的一種更深刻體驗，這對以後的創作非常重要。這些因為
電影而帶來的獨特生活體驗旅程不一定只是在拍攝時才發生，甚
至在影片做好後和觀眾接觸時，奇妙的旅程往往仍在繼續，我就
說一下我最新的紀錄片《一國雙城》中一些放映體驗吧。

也許有些導演覺得把final cut交了，工作就完成，但我是非常注
重影片在放映時能否達成和觀眾交流的功效，所以每一條片最初
的放映會，我一定在場。我當然不是要再看我的片，因為在剪接
時已經看過不下千次，其實是想看觀眾怎樣看，所以我一般是坐
到最後、最角落的位置默默地看 黑暗中的觀眾，觀察他們會不
會突然離場再不回來，因為這是這條片不好看最有力的證明。幸
好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遭遇到這樣慘痛的經歷，但是我仍不放
過觀眾中途去洗手間的位置。因為我的片最長也只是九十分鐘，
除非是非常狀態，例如喝水真的太多，或者拉肚子，觀眾是不需
要中途去解手的，因為需要中途去方便的話，很大可能就是片子
的敘事或者剪接節奏有瑕疵。當然我還沒有瘋狂到截停去廁所的
觀眾印證是否「非常狀態」，但我們在辦公室討論剪接時，的確會
用「小便位」一詞，意思是節奏太鬆了。

就算看完片，之後的與導演問答環節也是我的一個學習機會。
就說幾個月前在上海一次學術會議上的放映吧，觀眾看完《一國
雙城》立刻熱烈的鼓掌，可劈頭第一個問題就是：「導演，您覺
得紀錄片和電影有甚麼不同？」坦白說，當時站在台上的我腦筋
不斷在轉，推敲這位熱情的觀眾究竟想問甚麼。在我的邏輯來
說，電影是一個總稱，紀錄片是其中一種，這位觀眾應該是問電
影和紀錄片的關係吧。但後來我跟這位觀眾台下聊了一會，明白
到她在內地觀賞紀錄片的過往經驗是比較學術性，一般要有耐性
才能看得完整部片子。她告訴我：看《一國雙城》卻跟上戲院看
好的故事片一樣，好看，投入，完全被吸引，要完整地看完一點
也不吃力。其實這是我做每部片要求自己起碼要做到的東西，但
的確有時候去看一些紀錄片，是需要很好的精神狀態。就算我最
推崇備至的王兵的《鐵西區》，雖然我不斷推介，甚至主動把我的

影碟借出，可是真的看完，到目前為止只有一個人，就是許鞍華
導演。

我覺得內地好的紀錄片導演有很多，而且有趣且題材豐富，但
他們的創作狀態比香港困難。首先就是政治審查，然後整個市場
是大片主導，不要說紀錄片這種比較專門的電影，就算是中小型
的劇情片也難有空間，所以中國紀錄片上院線難如登天。這樣的
話，內地紀錄片能得到認同和關注往往就只有影展。本來影展是
在藝術和大眾之間作為橋樑，找出值得關注的影片讓觀眾鑑賞，
可是有時候部分影展和他們的評委有點偏鋒，口味和老百姓有點
距離。總而言之，我覺得自己能在香港做紀錄片實在是幸運和幸
福。知道內地同行的艱巨，但仍然堅持，不妥協地努力找出路，
我深深向他們致敬。

同樣在這個學術會議上，我還遇到另一條問題：「導演，《一國
雙城》有沒有盡到批判社會的責任？」這問題把嚇我一跳，以為回
到陳凱歌《霸王別姬》最後那段文革時代。雖然散會後我沒有機會
和這位觀眾面談，但估計他認為紀錄片是需要批判社會的。言語之
間，我更可以猜想他覺得《一國雙城》批社會批得不夠狠。

當然紀錄片是可以用來作為批判社會的工具（其實劇情片也是
可以這樣用的），一般這樣操作的紀錄片可能已經有一個特定的觀
點，而且是黑白分明的，然後從拍攝到剪接就是要推向一個熱血
沸騰的結局，恨不得觀眾一出戲院就採取行動。當這種紀錄片是
為一些弱勢社群、沒有話語權的人發聲時，而且說的是非常不公
義的事，它們是有一定的社會價值的。

但是我在做《一國雙城》時，希望視角盡量寬一點，而當一件
事或者一個人放在比較長的時間去審視時，本來以為黑白分明就
會看到不同程度的灰暗，而且我自己本身喜歡史詩式的電影，例
如《霸王別姬》，說的是一個同性戀京劇演員的情感，但背景是整
個從清末到文革的歷史背景，人物的經歷與社會歷史結合在一
起。《一國雙城》雖然是部紀錄片，但我嘗試表現主人公阿雪的
情感，如婚姻生活及對城市的嚮往，在中國近代改革開放這幾十
年的背景下的生存狀態，解釋她一生的幸與不幸也是緣於這個大
時代的各種政策。我不希望《一國雙城》成為論政片，更希望她
是一部小人物的史詩。

怎樣才是一個好編劇 ?

2012年春季日劇 繼續推理

前言：因為《音樂人生》，香港導演張經緯被愈來愈多的內地觀眾所認識。他帶 作品出現在內地大大小小的城市中，電影就像一面鏡

子折射你我，而他也在北上的旅途中，觀察和認識 自己並不完全了解的國家。本期開始，張導將在此開設每月專欄，和讀者分

享一位香港導演眼中、鏡頭之外的內地城市的人情與世情。

文：張經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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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城記（三）

小人物的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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