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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談《大追捕》，說電影創作成績差強人
意，但無論本港或內地，其票房成績卻朝相反
方向走。發文之後，到戲院觀察，普遍年輕人
均表受落，部分更聲稱感動處，猶勝《桃
姐》！

《桃姐》是關於年老與死亡、中年男人面對
人性荒漠所感受的孤寂與對美好舊日的懷念，
年輕人有隔膜毫不足怪。然而，《大追捕》有
甚麼令年輕人感動的呢？難道是期望像Janice
Man那般有一個為她頂罪，無私奉獻的父親？

影評和大眾認受的距離和落差，令人想起時
代感性的問題。葉念琛的作品一度非常切中時
代感性，但最近好像有點降溫了。《分手說愛

你》、《失戀33天》、《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
女孩》，都是時代感性，它們的「成功」，是有
條件的，條件一去，它們的評價也就可能丟
了。

近年開始有人倡議香港應該取法日本及韓
國，尤其是前者，發展出我們的獨立電影市
場，並加強讓以拍攝獨立電影為始的新導演融
入電影工業的機制。以往日本行大公司片廠
制，導演之路往往要由副導做起，今天很多年
輕人都是首先拍自己擅長的題材，然後在影展
被人賞識，進而拍商業大片。

這些九十年代後的日韓新電影，出來的導
演每能眼前一亮，令人覺得他們是未來希

望，但不知何解，待他們一拍資金較大的商
業片，便很易發現其作品失控乏味，例子有
行定勳、瀨瀨敬久、園子溫，下一個可能是
石井裕也。

也許有人會把我們的賈樟柯也算進去，覺得
他「走上地面」，不再自主之後立即黯然失
色。

一直在規範中適應，和慣於自主、後才受限
相比，前者似乎不易出現倒退的尷尬現象，水
平反而會有穩步上揚的可能。這是否與後者易
隨時代感性而一時起落，前者則分享了「純粹
電影」的形式美學相關呢？我不知道，也許說
清楚點，我不想知道。

文：勇　先

文：朗　天

以死來解決問題的
《超時空要愛》

熱片熱評熱片熱評 文：Louis Szeto時代感性之難耐

這齣戲，好彩當然不是大賣之作，否則那期間若出現什麼自殺新
聞，極有可能會算到它的頭上。因為我們常說「死不能解決問
題」，但偏偏該電影一眾角色卻努力以死來解決問題⋯⋯這種黑色
幽默，對於一個喜感不足的社會來說，隨時可變成一齣「度人向死」
的魔鬼之作。

《超時空要愛》算是一齣「大癲大肺」的笑片，表現出一種不惜
一切的極致。故事前部分連串的暴力場面，以笑片來說絕對是多得
不合理——由李綺虹﹙飾Gigi﹚和劉以達﹙飾大飛﹚飾演的一對黑
社會情侶，甫開始便在公路上痛毆從所駕的私家車車尾箱逃走的神
秘人至血流披面；後來他倆載 一名女孩素群到曹老闆處試鏡，素
群卻慘遭強姦。二人帶 她見其父親，父親竟激動至引火自焚，而
素群亦割脈自盡。還有飾演警察劉一路的梁朝偉，在故事甫開始便
在槍戰中中槍⋯⋯連環的血腥鏡頭，都顯然跟喜劇應有的調子格格
不入。垂危的劉一路與素群在彌留之際，二人「元神」邂逅而互相
吸引，可惜最後男生女死，兩人陰陽相隔。

故事後來講及一名尋常中年漢突然關公上身，一眾角色亦牽涉其
中，最後一場倒塌意外各人齊死，卻不知怎的返回三國年代——劉一
路變成諸葛亮、大飛成為劉備、Gigi則為張飛，而萬料不到那被姦少
女原來也回到三國成為呂蒙！這幾個現代人在錯誤的年代和錯置的身
體中繼續追尋戀愛，還不斷嘗試集體自殺以求返回自己的世界⋯⋯劉
備愛上張飛、諸葛亮迷戀呂蒙，還有這班三國英雄一心尋死等，雖然
說得光怪陸離，但依 故事脈絡來看，卻又合情合理。

1998年出品的《超時空要愛》，有說這是一齣展現出絕望和等待希
望的「後九七」電影，但筆者覺得這作品更似是回應了當時新千禧
的來臨的末日觀：電影所展現的荒誕混亂，還有故事中一次又一次
視「死」為解決問題、帶來希望和出路的方法，都有 濃厚的末世
觀念。這種將大限視為一種解脫，剛巧又跟身處2012年的我們有所
共鳴﹙因為有傳今年世界又末日了﹚。只是《超時空要愛》有種

「兩頭不到岸」的可惜：電影眾角色多次經歷死而復生的兒戲與玩
味、錯配的性別與情愛，本來甚有對生命、性別和愛情的反思空
間，偏偏故事太短兼略嫌粗疏，營造不同細膩的情感線；當然你可
以說這是一齣喜劇，特別起用了劉以達、林尚義和八 金這些九十
年代的主要諧星，再配上李綺虹那「鬼妹仔」的爽朗可愛，自然有
一定數量的笑位。只是這些諧
趣組合經歷了九十年代不斷的
循環再用，搞笑模式其實已經
老化。

有的只有刻意搞笑，而不是
真正幽默⋯⋯就在筆者為這電
影因種種限制而沒得到更多注
視感到可惜之際，同時又想起
早前新聞講及內地有兩名12歲
女孩，就是因為看多了穿越時
空的劇集結果雙雙自殺去也，
所以它湮沒在一大堆港產片中
也有好處，至少免了無端摃起

「教壞細路」的惡名。

《春嬌》講余春嬌（楊千嬅飾）與
張志明（余文樂飾）相戀五月後分
手，然後在北京重遇的故事。這次，
沒有上集紀錄片式的訪問，也不搞

《伊莎貝拉》的朦朧意象、《維多利亞
壹號》的殺人買樓，彭導反璞歸真，
娓娓道來一段浪漫的北飄情緣。全片
風格自然，惹笑幽默，其中非禮空姐
一段，率先引發笑彈，接下來春嬌、
志明談初戀經歷、春嬌因「Hea霸」
被上司北調上京⋯⋯博得台下十多次
掌聲。結尾一幕（導演要觀眾守密），
畫面震撼，全場爆笑，鼓掌不止。

對白精警是《春嬌》的另一特色，一貫地調侃現代男女關係。春
嬌重遇志明之後，硬要同事比較自己和尚優優（楊冪飾）：「男人
總愛不好掌握的女人，你太好掌握了」、「你已經是一個大媽了」，
極盡嘲諷。接 ，二人在京約會，春嬌不想與志明有下文：「這晚
餐才值270元啊！張生。」「下次見面之前，記得抹抹嘴（志明才剛
與優優約會）。」寥寥數語，反映了典型港女實際的性格。再就是

「雙關」的幽默，優優發短訊約志明：「上床吧」，原來是北京酒吧
的名稱，而鄭伊健錯夾了志明「條菜」，也抵死幽默。觀眾或以為

《春嬌》只停留在一片坦蕩蕩的狂放之中，其實，本片也「粗」中
有細，寫男女關係細膩又敏銳：春嬌與徐崢由始至終也「相敬如
賓」，欠缺激情。春嬌陪伴徐崢開會，沒感到絲毫委屈，反自得其
樂地狂向志明發訊息。想想她與志明分手的原因：春嬌埋怨志明在
燒烤會期間，溜到海邊工作，二人因而吵起架來⋯⋯比較之下，刻
畫了愛情究竟為何物！

彭導這趟也捨棄以新聞時事為引子之手法，不玩澳門回歸情結，
不借「全面禁煙條例」為「近親繁殖」之背景，不加插皇后碼頭的
清拆新聞，而改以自然環境與道地文化突出「港中」愛情的思想衝
突，其中在迪斯高的「北姑情緣」、北京公園的「相睇活動」，可見

《春嬌》依然貫徹彭導風格。值得一提的是，《春嬌》大玩八十年
代香港娛界的集體回憶：長髮鄭伊健與《古惑仔》、《經天動地暗
戀過》和女生校服以及王馨平情意結，都代表了某個年代宅男宅女
的夢，年資不足的80後，未必能領會那層意義。

但要數神來之筆，不能不提「大配角」林兆霞演繹的春嬌朋友
Brenda，首映當晚她也在場。彭導說為要報答她的醜化演出，這集
找來黃曉明這「飛來艷福」作為補償。這段戲滑稽得來很獨到，反
映緣分的錯配與無奈，二人在卡拉OK房痴纏一幕，看在春嬌和觀
眾眼裡，都是笑中有淚的！

大片齊齊展覽，HAF何去何從？
自從內地市場崛起，「大片」意識愈來愈強烈之後，香港影視展的

例牌菜便是下半年各大片的齊齊展覽。今年尤甚。
眾多大片都選擇在香港影視展上發佈預告片，計有：陳可辛監製、

劉偉強導演，阮經天、李宇春、黃曉明主演的《血滴子》；陳國富監
製、烏爾善導演，周迅、陳坤、趙薇主演的《畫皮2》；麥兆輝、莊文
強導演，梁朝偉、周迅主演的《聽風者》；爾冬陞監製、羅志良導
演，劉青雲、謝霆鋒、楊冪主演的《消失的子彈》⋯⋯其實不用一一
數落下來，共同點非常明顯：大規模製作、大明星卡士、大監製導
演，當然也不會缺少大公司發行。

這些大片撐起香港影視展的半邊天來，最少，能夠保證有那麼些熟
悉的名字會出現在現場，點燃影視展的星光。而且這些大片又無一例
外，通過預告片都能夠充分說明，主要目標市場是內地。

以《血滴子》來說，大約是陳可辛近些年出品的電影中，最不打明
星牌的一次，儘管阮經天、李宇春、黃曉明可算得是當紅炸子雞，但
是比起《武俠》匯集甄子丹、金城武、湯唯，《投名狀》讓李連傑、
劉德華、金城武做三兄弟，以及陣容堪稱鼎盛的《十月圍城》來說，
只算得青春熱血。以劉偉強來說，大家會以為是一部古裝版《古惑
仔》，但從預告片只出一場戲及人物部分造型方面，以及陳可辛和劉偉
強對檔期的支支吾吾來看，這部原定在暑期檔上映的電影，其野心顯
然不是做一部青少年話題的票房大片了。

反觀曾經促成過《南京南京》、《十月圍城》、《賽德克巴萊》等成
功影片的HAF（亞洲電影投資會）來說，今年反而有些尷尬，因為今
年來尋找投資的影片中，話題性作品欠奉，知名導演也只有顧長衛和
張作驥。HAF的定位稍嫌尷尬，沒有跟得上華語影片這兩年的發展是
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不可避免的還是要牽扯到華語電影市場重心轉
移的問題，內地市場的蓬勃，造成了一片虛假繁榮，錢——其實根本不
是問題。大牌導演基本上已經被眼明手快的大公司「圈養」起來，當
馮小剛已經在趕新片《溫故1942》，當姜文的新電影已經融到來自法國
的投資時，亞洲電影投資會這個
命題，也就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這些年能夠在HAF上找到投資的
電影越來越少，來到HAF尋找投
資的知名導演和好題材電影也越
來越少，這是一個困境。

反觀近些年風生水起的釜山電
影節，電影市場就做得相當好，
現在已經搭建起韓國電影與世界
各地買方的橋樑。皆因釜山影展
以「展覽」為主，連獎項也是以
鼓勵新人為主，針對性相當明
顯。香港影視展的設置相對就很
尷尬，看起來什麼都有，但其實
任何一方面都不是絕對過硬的。

到了最後，就只好淪落為大片們的宣傳陣地。

亞洲電影大獎，真的有必要存在嗎？
香港影視展還有一個重頭戲，便是亞洲電影大獎，但不比HAF至少

還曾經輝煌，亞洲電影大獎一直很尷尬。
亞洲電影大獎在誕生之初，就受到過質疑：既然已經有了金像獎，

亞洲電影大獎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現在看來，雖然亞洲電影大獎囊括的範疇包括全亞洲，但是並沒有

比評選香港電影的金像獎做得更好，存在的意義在哪裡，大概還需要
繼續找尋。

今年亞洲電影大獎不能說星光黯淡，電影方面至少有拿獎拿到手軟
的伊朗電影《伊朗式分居》作為無可爭議的大贏家，去年紅到飛起的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的劇組又來捧場，劉德華、葉德嫻撐起
港人的門面，張藝謀在《金陵十三釵》中捧出的最新「謀女郎」倪妮
拿最佳新人又是無可爭議。但是到了最後，這個獎項還是避不開平均
主義的嫌疑，還不比金像獎，就算有太多人情在內，但每每有些驚
喜。

創作獎項給到《伊朗式分居》自然無話可說，本土製作《桃姐》不
是不夠好、不是不夠得人心，但是亞洲電影出了這樣一部從柏林電影
節一直殺到奧斯卡無往不利的狠角色，亞洲電影大獎又怎麼可以不給
小金人面子？女主角一定是給葉德嫻，威尼斯影展一路拿影后拿到現
在，葉德嫻即便放到國際上都是拿得出手的人物。男主角的提名者個
個都是知名人士，全程頒獎典禮每位獲獎女性都要上台說我愛劉德
華，劉德華笑意盈盈的頒獎給契媽葉德嫻，但女主角已經給了本港人
士，於是男主角便給一位名字很難唸得順暢的菲律賓男演員。又另設
最佳人氣獎項安慰到場的劉德華，分豬肉的意識還強過TVB的萬千星
輝頒獎典禮。

比起金像獎愛懷舊、講情懷，亞洲電影大獎簡直是不知所謂。整個
頒獎典禮又拖拖拉拉不好看，娛樂性、商業性和權威性一一欠奉。與
其把影視展的經費悉數平均下來，倒還不如把錢全部投入給金像獎，

索性全心全意辦好一個屬於港人的電影獎項罷了。法國人年
年頒凱撒獎給自己人，在本土分量就未必比奧斯卡來得輕
佻。

當然香港影視展也有可愛的地方，每年總有焦點影人，去
年是韋家輝，今年是陳可辛，去年重溫中聯，「我為人人，
人人為我」的廣告貼滿地鐵站，今年就是港人傳奇黃飛鴻系
列展映。又修復了Martin Scorsese名作《Taxi Driver》，引來
眾多影迷撲飛。而影視展撲飛狀況，又足夠與民同樂，讓人
想起要拿 各色證件等候排隊入場的戛納電影節，連去十年
的記者或者影片人可以得到小星星獎勵，優先入場。而香港
影視展鼓勵的是快手，如果你足夠手快，才能在數十分鐘
內，和眾多守候在網絡售票系統旁的年輕影迷們搶到一張開
幕電影《春嬌與志明》的票。儘管這部電影在數日後就正式
上映，但是首映場的誘惑力，對於一向貪圖獵奇的港人來
說，又是無窮無盡的。

香港影視展落下帷幕，有人在灣仔會展中心拍下照片，感慨終於曲終人散。每一年的影視展，在香港電影圈算是不大不

小的一件事情，雖然不是人所必爭的，但是總歸也是香港一年到頭最盛大的電影展覽，招商、頒獎、影片放映一應俱全，

大導演大明星們也不忘撥冗出席一下。然而這兩年影視展辦下來之後，只讓人越發覺得香港本土電影的孱弱，而香港影視

展，在推動香港電影的發展上，並沒有做出什麼貢獻。香港影視展，重點是business，而不是真正的filmart。

文：金 吉吉

《春嬌與志明》
──彭浩翔的集體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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