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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其實做編劇的人應該比較天馬行空，而做公務

員反而比較安分、古板一點。你在做編劇之前

是做公務員，後來為甚麼會選擇成為一個編劇

呢？

答：台灣的男生都要當兵，當兵之後我就跟家人
說，我要加入電影圈。家人同意了，但開了一
個條件，就是我去做自己想做的工作之前，要
考一個公務員試，並在台灣取得一個公務員資
格後才能去做。到我成功取得公務員資格之
後，我沒有當公務員，我想先完成我的夢想。
1994年，我加入電影圈，從編劇開始做，做

了大約兩年。那時台灣電影行業跌到谷底，半
年裡，我只賺了24,000元台幣，兌換成港幣大
約只有6,000元左右。我心想，一個月只賺1,000
元過日子，實在過不下去。所以就找了別的工
作，電視台、雜誌社，很多不同的傳媒機構，
我都嘗試過。但最後選擇了劇團，在劇團工作
了差不多6年。

問：你的夢想是做一個編劇嗎？

答：其實最早我是想加入娛樂圈當演員。剛進大學
的時候，我就去台灣一些小劇場做演員，後來
誤打誤撞變成一個文藝青年，不斷看電影、寫
小說、寫劇本。我花了一點時間完成我人生中
第一個劇本，參加了台灣一個叫「電影優良劇
本獎」的比賽。這是一個歷史非常悠久的比
賽，李安導演也是從這個比賽出來的。久而久
之，我發覺性格也比較適合當編劇，我對自己
說，電影這個行業，可能是我人生中應該做
的。第一次寫劇本得獎，我就覺得這可能是天
意，所以我就選擇了電影這條路。

問：如果做一個創作者的話，你需要耐得住寂寞，

沒那麼多幕前的表演；而你小時候的夢想是做

演員，這個轉折對你來說是很自然的事嗎？還

是寫 寫 才覺得自己更適合創作？

答：年紀慢慢大了以後，發覺自己不是很適合做幕
前演員。因為性格的關係，我很容易緊張，上
台之前那種焦慮的情緒，往往把自己弄得不知
所措；在面對鏡頭的時候，也經常會忘記台
詞。後來知道自己不是一個做演員的材料，與
其勉強下去，倒不如專心寫劇本。寫劇本的過
程帶給我不少樂趣，到目前為止，對我來說，
做一個編劇，是電影圈裡一個比較適合我的位
置。

問：你天生可能真的是一個編劇的材料，這麼年輕

就製作了很多作品。然而，剛剛加入電影圈卻

是不景氣的時候，所以你就去了做公務員。其

實做公務員跟你做創作完全不一樣，而在做公

務員的日子裡，你有繼續寫作嗎？

答：那時候還有繼續在寫，但就比較零散。我從一

個公務員，回到電影行業，再變成一個專業的
編劇，我必須感謝一個人，他就是陳國富導
演。在內地他算是一個金牌監製，他也是我研
究所的指導教授。有一次他忽然問我願不願意
和他一起工作，那時他是美國哥倫比亞電影公
司亞洲區的監製，需要一些新人來幫他。他問
我的時候，剛好我人生也有一些變化，我父親
去世了。所以我沒有考慮，當下就做了決定，
再回到電影圈。那時我已經三十出頭了，不能
夠再蹉跎，如果再蹉跎下去的話，肯定沒有機
會了。

問：你回到電影圈之後，便去了內地發展，你對內

地有甚麼感覺？

答：過去都只是跟 旅行團走馬看花。我覺得東西
很好吃，很好玩，可是在氣候方面不太適應。
後來跟陳導演的電影公司去內地，沒想到一留
就留了7、8年。
台灣電影有一段時間相當低迷，要找投資、

資金都不太容易，所有的導演在前期籌備的時
候，都必須自己寫劇本。久而久之，編劇這個
分工就消失了。台灣電影這幾年好像又好起來
了，在這個情況下，如果要做一個專業編劇的
話，到內地去反而是另外一條出路，機會也不
錯。陳導演監製的電影，我差不多全部都有參
與，剛開始寫作時會碰到一些困擾，例如詞語
運用，台灣和內地都有一些差異，所以要盡快
想辦法融入這個社會，而我的方法是多看書、
看電視劇。

問：在創作的過程中，語言要完全內地化，你花了

多少時間，才讓大家看不出你是一個台灣出產

的編劇呢？

答：這幾年的文筆算是比較有力，我寫的劇本如武
俠片，都有不同的年代，跟現代不是那麼貼
近，在這方面我佔了點小便宜。但如果寫《梅
蘭芳》這類劇就比較辛苦，這個時候，我跟陳
導演在前期會先把劇本創作出來，寫了一段日
子後，達到一定的水平，其他導演看了也覺得
很不錯，但我還是想找一些熟悉這方面的編劇

來整理一遍。後來找了一位導演，我們看了整
理的版本之後，發現結構上稍微有些改變，但
在對白，也就是京腔的部分，那位導演下了很
大的功夫，這就是我們不擅長的地方。到最
後，我們發現這樣的一個合作，兩方面互相磨
合，會把作品發揮得更盡善盡美。

問：陳導演甚麼時候把大的劇本可以交給你來寫？

答：從學校開始，我跟他學習了很長時間。台灣曾
經有過很多不同的片型，但到
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之後，
都以文藝片為主。其實陳導演
也算是一個文藝片導演，但由
於工作的關係，一定要拍一些
不同類型，比較主流、商業的
電影。雖然他是一個文藝片的
導演，但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
方，他的文藝片裡有不同類型
的元素，例如黑幫、動作之

類。哥倫比亞公司可能也是看中他這一點。
我在學校裡學習的時候，也是這類型電影的

愛好者。我還記得我們曾經把成龍的電影，作
了一個完整的拆解，甚至做了一個報告，他看
了之後印象很深刻，可能覺得和他的風格很相
似，是同路人，又比較受教，所以就找我一起
合作。幾年下來，我們在編劇上也是搭檔，我
寫了，他就看，看完之後還會給意見和修改。
所以很多的大型製作，就是在這種合作、互相

拉扯的情況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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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魯，台灣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碩士，曾任雜誌社編輯、電視台企劃，現為南方電影公

司專任編劇及審稿人，曾編寫多部電影、電視劇本。目前與內地著名監製陳國富導演合作

開發電影。2005年，其改編電影《天下無賊》獲第四十二屆台灣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

■台灣編劇張家魯(左一)。

■張家魯接受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主持陳

箋訪問。

■台灣編劇張家魯。

才華洋溢的年輕編劇

元貝圓圓滿滿，是好意頭，傳統中國
賀年菜式少不了元貝，是廣東人家中必
備的海味之一。　　　
上文談及部分海味舖出售的日本元

貝，可能滲入其他產地的元貝，魚目混
珠。有些海味舖在門外豎有牌子：「正
宗谷貝，絕無溝貨」、「百分百正宗谷
貝」。消費者在選購時會感到無助，雖
然如此，但也可以憑肉眼觀察，看出端
倪，避免以貴價買了便宜貨色。

注意結構顏色味道
第一，檢查元貝的個體結構是否鬆

散，元貝乾透後水分會流失，有一兩條
裂紋是正常現象，但不自然的裂紋就要
注意了，裂紋太多、元貝結構鬆散是不
正常的。正宗的日本元貝，個體很完整
結實。不過，日本元貝也有分別，像宗
谷元貝又比青森元貝紋理結實些。

第二，看元貝的顏色，金黃厚實為最
好，但不要「立立令」，特別不自然的
光澤，那是經過科學處理的產物。
第三，拿起來嗅一下，看是否香甜無

腥味，腥味太重也是不好的。若元貝用
新鮮瑤柱貝做，是不應有腥味的，若用
變質的瑤柱貝製成乾貝，即使經過科學
處理，仍會留下一定的腥味。
第四，最好是到有商譽和相熟的海味

舖購買，他們對老主顧會老實些。

青島貝粒便宜
我們在街市雜貨舖常見到擺開的小顆

粒元貝，大多都是青島貝、越南貝和韓
國貝，但統稱也叫青島貝，價錢相當便
宜。越南貝、韓國貝比青島貝的顆粒更
細小一點，顏色也差不多，乾了有些少
鹽霜，用家是分不出來的。
這些小貝利錢不多，所以不會加工，

也不需要「溝貨」，用家買
來煲湯和做ＸＯ醬也不錯。
青島貝沒有腥味，味道雖然
清香，但沒有日本元貝那麼
濃郁。

曬海味要揀時候
我們家中可能存有不少海

產乾貨，瑤柱買了沒吃，或
朋友贈予的，都不能讓之潮
濕。其實，任何海產乾貨，
如乾鮑、海參、花膠，每年都要曬一
次，但不可以曝曬。曬海味要選擇一個
陰涼的地方，讓其在柔和的陽光下曬，
最好的時間是每年冬至前，11月尾至12
月20日前最恰當。這時候是秋天的尾
聲，秋風乾爽，過了冬至後就會變得比
較潮濕，春天更不是適當時候。
正宗日本元貝是百分百曬乾的，但因

為沒有用硫磺處理過，放久了可能會蛀
蟲，一般家庭吃元貝很快，兩三個月吃
完不成問題，不放雪櫃也可以。但買多
了或朋友送來，要放一兩年的話，則要
用報紙包好放冰格。青島貝只有九成
乾，仍有些水分，放冰格也較好。

招積大廚滴水不漏
招積大廚以瑤柱做菜，通常都不會浪

費材料。他們把瑤柱放碟浸水過面，再
以碟覆蓋蒸25分鐘，瑤柱被 乾水分
後，剪成幼絲，用來熬湯或煲粥，瑤柱
水則可放入湯粥中。
富豪也有招積食法，他們讓瑤柱浸

水，不要瑤柱絲，只要 出的水份來蒸
蛋，瑤柱是名貴食材，這種「要水」不
要「瑤柱」的食法，無疑極為浪費。

文：方芳

注意元貝紋理與色味

■日本元貝的結構十分結實。 ■宗谷貝曬乾後有裂紋仍屬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