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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將終，又到每年論定成績的時候。如果沒有發生如瑪雅傳說預言的
世界末日，各項電影評獎結果將會在未來一季陸續誕生。
香港電影每年可參加的評獎可以是年尾的台灣金馬獎（通常不乏對上一

年作品）、年初的電影評論學會大獎（另一影評人獎項金紫荊獎已停辦）、春
天的香港電影金像獎，傑出的作品更有望角逐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主辦的
亞洲電影大獎，以及參加國內《南方都市報》主辦的華語傳媒電影大獎。
愈來愈多電影懂得走線走位，以期增加獲獎的機會。近年成功的例子包

括《歲月神偷》和《桃姐》，都是在年尾偷步連續公映五場，獲得參選電
影金像獎的資格。由於其他評獎不少都跟隨金像獎標準，而且電影公司常
會配合以至主動安排評審及合資格選民補看該片，所以便可以不斷在數月
內製造輿論及聲勢，一朝成功摘獎，更可在得獎前後重映（其實宛如「正
式」公映），創造了叫好又叫座的成績。

以往預測奧斯卡金像獎結果，影片的映期是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公認年
尾上映的電影較佔優勢，因為對投票諸公來說，年初看過的電影和年尾才
看的電影，後者的印象必然較深。現在不少評獎已不規定投票者須看菲林
放映，「公映」與否，變成完全與市場掛 。數碼技術的進步，早直接衝
擊電影的定義，未來可能甚至有線上同步放映，方便評審者的可能。
實際的香港電影人以往重視票房多於獎項，獎項只屬錦上添花抑或幫助

放映時的宣傳攻勢。然而，隨 電影獎項走向多元化，加上藝術電影和商
業電影的分野愈趨模糊，走線奪獎逐漸也成了商業考慮。（今年的《乾旦
路》會否是新得益者？）
這邊廂影痴和傳統影評人對各地的電影節及電影獎項的商業化大表嗟

嘆，那邊廂電影製作人和普通觀眾卻愈能享受獎項的加持。世界變了？的
確如此，但你能改變它嗎？有必要改變它嗎？

文：朗　天

胡金銓繪畫展
及影展開幕

流金歲月流金歲月 文：沙壺

尋找周藍萍的足跡

世界變，走線奪獎漸多

胡金銓導演在電影上的藝術成就享譽國際，他所執導的影
片如《俠女》、《龍門客棧》、《空山靈雨》為人所樂道。他
亦是位出色的演員，電影以外，他更是繪畫能手，水彩、
素描、水墨、漫畫無一不精通練達。香港電影資料館由星期
五（12月14日）至明年3月10日在展覽廳舉辦「胡畫．一通—
胡金銓畫中傳奇」展覽，獲台北電影資料館借出珍貴文物，
展出胡氏的手稿及作品，多幅更是從未在香港曝光的畫作，
其中包括未有面世的動畫《張羽煮海》手稿，無數海洋生物
化身千奇百怪的角色，造型獨特巧妙，盡顯胡氏的非凡畫功
與無限創意；而文物區展示的《空山靈雨》和《山中傳奇》
空鏡構想圖、人物造型草圖和勘景筆記，更是彌足珍貴。此
外，著名漫畫家尊子精心策劃的政治漫畫區，將胡導演筆下
的政治漫畫人物肖像重新演繹，成為生動活潑的立體人藝術
裝置。
此外，由香港電影資料館主辦的胡金銓回顧展放映節目

「俠影禪章．話說金銓」，於12月14日至明年3月17日舉行，放
映胡金銓導演的全部15部作品，包括他獨立執導的《大地兒
女》、獲康城影展「高等技術委員會大獎」的《俠女》、經典
作品《龍門客棧》、首部古裝動作片《大醉俠》、韓國拍攝的
《空山靈雨》和《山中傳奇》、80年代傑作《天下第一》及唯
一時裝片《終身大事》等。而胡氏擔演不同角色的影片，將
放映他與林黛、樂蒂、葛蘭等合作演出的電影如《長巷》、
《笑聲淚痕》、《畸人艷婦》、《江山美人》、《燕子盜》、《恰
恰姑娘》等。
為配合放映及展覽，資料館亦將舉辦三場座談會，「漫談

胡金銓的畫中傳奇」（12月16日）；「胡導服飾佈景美學」（1
月13日）及「金銓演戲經」（1月19日），讓觀眾從不同角度全
面了解胡金銓的藝術生命。

即使你對國語時代曲再不熟悉，相信依然一定會聽過膾炙
人口的《高山青》、《綠島小夜曲》，或者黃梅調《訪英台》、
《遠山含笑》等等。這些金曲，無論隔了多少年，仍然不斷被
傳唱，但是有多少人知道歌曲的原創者屬於周藍萍先生呢？
畢生從事音樂創作及電影配樂工作的周藍萍，一生充滿傳

奇。他於1925年出生於湖南湘鄉，抗戰時期接受正統音樂訓
練，畢業後隨軍中演劇隊於各省市巡迴演出。戰後，周藍萍
隨演劇隊移居台灣，開始創作電影配樂，《阿里山風雲》的
插曲《高山青》正於此時面世。1962年，周藍萍受邵氏公司
邀約到香港發展。這是周藍萍作曲生涯的高峰期，他為電影
《梁山伯與祝英台》、《花木蘭》、《七仙女》、《山歌姻緣》、
《大醉俠》等創作的插曲，不但全部被奉為經典，更為他贏得
亞洲影展及金馬獎最佳音樂獎殊榮。可惜天妒英才，周藍萍
1971年因心臟病發猝逝，享年僅46歲。
時隔四十年，原來並沒有人打算忘記周藍萍。今年年初，台

灣電影《10+10》其中一個由侯季然執導的小單元《小夜
曲》，就以周藍萍作曲的《綠島小夜曲》貫串台灣近代數十載
的滄桑變化，藉此表揚周藍萍的音樂對於時代的貢獻，周藍萍
的名字亦重新引起各方關注。紀念周藍萍的大型活動本年底將
於台灣揭幕，橫跨至2013年，包括由台灣大學音樂所舉辦學術
研討會以及相關文物展覽，稍後還會配合出版專書、紀錄片放
映等一系列紀念節目。而周藍萍的小女兒周揚明更構思稍後將
展覽巡迴帶到香港、北京、德國，與全球知音者分享。
為父親籌辦紀念活動，一向是周揚明的心願。她從數年前

開始，已經 手整理父母大量珍貴的遺物，還有通過各種渠
道尋找父親的舊友，聽他們追憶周藍萍的生前點滴。雖然這
個過程，勾起了周揚明無數深藏心底的回憶，讓她流下了好
多眼淚，但是能夠好像拼圖一樣，將父親的面貌一塊塊重組
出原形，她的淚水絕對不會白流。周揚明出生於香港，年
初，她曾偕丈夫和參與研究的學者從台灣來港，走訪她出生
的醫院、以前就讀過的學校和故居尋根，當然更少不了去邵
氏公司參觀以前周藍萍工作的錄音間。周揚明夫婦逗留香港
期間，我有幸結識他們，了解到他們的出發點完全不是為了
名利，只是純粹無私地保存與跟隨父親的腳印，這份心意與
勇氣，讓我既感動又敬佩。正是：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我

衷心祝願周揚
明能夠成功的
辦好紀念父親
的活動，好讓
全世界都牢牢
記住，華語樂
壇曾經有過周
藍萍這一個閃
閃發光，讓後
人引以為傲的
名字。

台灣年輕導演楊貽茜和王傳宗很幸
運。他們製作拍攝的第一部劇情長片
《寶米恰恰》，就獲得了今年第14屆台
北電影節最佳劇情長片、最佳編劇及
最佳剪輯等各獎，更入圍第49屆金馬
獎最佳新導演、最佳原著劇本等五項
大獎。不僅如此，他們的影片已得到
在台的美國電影片商的支持，負責該
片的院線上映。對於任何一個電影新
人來說，這都是一個令人羨慕的起
步。
兩人都不是電影科班專業出身。楊貽茜從本

科到研究所一直修讀小提前演奏專業，王傳宗
本科念的是英文，研究所選擇了新聞。《寶米
恰恰》講的是一對正值青春期的雙胞胎姐妹在
高中經歷的成長困惑。故事是根據楊貽茜的同
名小說改編，而人物原型就是楊貽茜自己。她
有一個雙胞胎妹妹，兩人從幼稚園到研究所一
直都同班。「我妹妹比較沒有主體身份上的焦
慮，但我就覺得這部影片是我的獨立宣言。」
楊貽茜在港參加亞洲電影節時，對專訪記者
說。古典音樂有很深的戲劇傳統，楊貽茜從小
迷故事，所以對有故事性的音樂特別喜歡。

演奏之外，從寫小說到寫劇本，似乎順理成
章，「有了本子後，就放膽看自己能不能拍出
來。
相比之下，王傳宗的拍攝經驗要更加豐富，

在拍該片之前，多年前，他就在電視台以導演
身份拍過各類劇種。他稱自己走上電影路是離
經叛道。「我2千年進台大新聞所，因為那時台
灣的有線新聞開放，一下多了很多電視台，做
新聞變得很有志向。」但他卻拿 學校的攝像
機拍起了自己的故事。因為愛看電影，對電
影，他一直有 古典的崇尚。
《寶米恰恰》是一部校園青春

片，也就是眼下流行的「小清新」
類型。論題材，並不算很有新意。
去年的《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
孩》引發了熱潮，對後來者都帶來
創新的壓力。但拍《寶米恰恰》
時，《那些年》剛上映不久，還未
走紅，楊貽茜他們也沒有看，時機
不同，造成天壤之別。
「其實台灣的創作者第一個作

品，都會先反省自己的成長經驗，
反思自己的開始。而校園故事因為
成本小，好掌握，自然就成為第一
選擇。」楊貽茜解釋說。題材重複

是一種巧合，但王傳宗認為，拍小品類電影也
並非導演們的初衷，電影新人對投資者來說並
不具備競爭力，「並不是喜歡拍小清新而拍小
清新，主要是容易入門。」「始終台灣電影低迷
了10多年，新人機會不多。」

電影北上的兩難
對於台灣的電影創作環境，兩人都覺得，相

對香港，創作者有較大的題材選擇自由。「我
這次和來自泰國和香港的導演都有交流，發現
這兩地的商業目的比較強，相反，台灣因為有
政府輔導金，導演壓力沒那麼大。但另一方
面，這也產生了一個問題，就是創作人不懂得
怎樣和觀眾溝通。這都是一個錢幣的兩面。」
香港的創作空間的狹小使得像Jeff（郭漢芬）

這樣的年輕導演不得不北上尋機會。Jeff今年首
次憑借短片《北京之夏》參加「鮮浪潮」本地
競賽單元，雖然片名是「北京」，故事卻充滿了
黑幫、臥底、倫理等香港電影元素。和台灣的
王傳宗一樣，Jeff的本科念的是英文。從香港中
文大學畢業後，喜愛電影的他不知如何能入電
影拍攝的大門，「本地的影視學校都要求有作
品，但我沒有。」一個機會讓他得知了北京電

影學院招生的消息，於是姑
且一試，沒想到被錄取。
「北京電影學院的三年，

給我打了一個很扎實的基
礎，第一年的公共課最多，
什麼都學。到第二年就開始
專門有導師帶領拍攝。」Jeff
在接受電話採訪中說。在北
京的3年，除了專業知識，
Jeff也和其他同學一樣，在校
外接拍廣告。除了賺取生活
費，也讓他有機會認識了很
多人，這些人日後無論在工
作機會上還是資源上，都給
了他很大的幫助。

「北京的機會確實很多，錢也容易找，但始
終有意識形態的限制。香港雖然商業行先，但
對題材和思想的寬容性更強。」在《北京之夏》
中，他讓香港和北京的黑幫大佬鬥智鬥勇，香
港大佬最終佔了上風，「這是我個人的期望，」
Jeff說，「我自己還是對香港電影抱有樂觀態
度。我今後還是想拍好本土題材的電影。」
到底拍電影的真正出路在哪裡，留在北京還

是回到香港Jeff也陷入兩難。

電影人才台港兩邊看
已連續7年舉辦的「鮮浪潮2012——國際短片展」本月初閉幕，其中

「本地競賽部分」以支持及鼓勵本港電影新人，被視為培育香港電影新血

的重要平台。香港城市大學電影專業的李心悅，憑借本土題材的《忘語

花》奪得今次大獎。同樣，較早前舉辦的香港亞洲電影節，也成為新導

演們的年度盛事。儘管如此，「鮮浪潮」創辦人、導演杜琪峰仍指出本

港電影極度缺乏創意人才。而反觀另一邊的台灣電影，隨 一批新導演

在票房上的成功，給人以人才濟濟、朝氣蓬勃之感。

有人批評香港商業掛帥鉗制了創作者的自由，而台灣的政府電影輔導

金制度，亦有它忽略觀眾的弊端。如何做到兩者平衡，年輕的電影人都

在找尋自己的方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小島

「鮮浪潮2013」本地競賽已開始接受報名。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2013年1月4日（星期五）

下午6時30分（投寄以郵戳為憑）

查詢：電郵：info@freshwave.hk■「鮮浪潮」大獎得主李心悅

■《北京之夏》劇照

■胡金銓導演

■《寶米恰恰》劇照

■《寶米恰恰》

導演楊貽茜

（右）與王傳

宗（左）。

攝：梁小島

■周藍萍（右一）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