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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三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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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者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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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四
個
月
獲
星
級
評
審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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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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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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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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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各
自
的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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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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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
靜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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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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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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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
想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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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鼎大名的編劇鄒靜之這次來港，卻不是
為了個人的創作，而是來擔任「新地」

與香港三聯合辦的「年輕作家創作比賽」的評
審。一群初出茅廬年輕人的執筆書寫，帶給這
位文壇前輩的最大感觸，是「後生們」充滿了
自信與從容。

鄒靜之說：「我們那個時代發表文藝作品很
難，許多人被退稿退了三、五年後，文字才變
成鉛字。但現在有了網絡，任何文字都可以放
在媒體上。這是一個文學更普遍走向大眾的時
代，所以這些年輕人的自信和從容，更多來自
自我。」受漫畫和讀圖時代影響的特點，也反
映在年輕作家們的創作中。入圍終審的作品，
多半帶圖—有的自己畫虎、有的自己拍片。
這也讓鄒靜之感到震驚。他原來認為，所有文
學作品都是以文字為中心，畫面只能憑作者的
描述去想像，但他所面對的參賽者讓他直接獲
得了「形象的東西」。

「時代就是這樣。」發一條微博前，人們習
慣了不遺餘力去配張圖。鄒靜之坦言：「我自
己也愛看配圖的微博。」

從容從不取悅開始

「老派」文人如鄒靜之，當年寫作時總想
「文以載道」，但年輕創作者則更加自我、更走
向內心。

「他們按自己的想法去寫，不取悅，哪怕寫
一棵植物，也要按自己的想法去描述。」這種
對自我的堅定從容，反而很吸引鄒靜之。他挑
燈看了大半夜入選作品，越看越欣賞。各式各
樣的文體，有的完全紀實。有的圖文並舉，有
人寫遊歷的過程，也有人寫煮飯的過程、觀察
動物的過程。有個年輕人，沒有多少錢，但走
了很多地方，半途中因為硬盤故障，丟失了所
有相片，他不甘心，非要用文字的形式再將整
個旅程記錄一遍。「沒有預設命題，他們可以
自由寫，所以寫出來的，都是他們想寫的。」

內地和港台都有不少新人參加比賽，鄒靜之
說，內地年輕人的文風一眼便看得出。「大概
是受小時候寫作文的影響，他們更關注文字的
意義。」而香港年輕人則更將文學視為一種自
我的東西，這種表達有時格外感人。再深一
層，鄒靜之的感受是：「其實，網絡讓現在人
們的文風都差不多。兩岸三地都在用雞凍（激
動）、醬紫（這樣子）這種網絡語言，所以，
地域的區別愈來愈小。」

所謂地域差異，無非是真正要走向文學的時
候，一個稍微重點，一個更輕點。但鄒靜之
說：「兩種我都欣賞。」

從五車竹簡到五車U盤

鄒靜之近來思考很多的是：「古時
所有文字刻在石板上，稍微好一點是

寫在竹簡布帛上，書寫工具的
艱難，使文字為典籍服務。」寫

出來的，是如四書五經般的思想
結晶，流傳千秋萬代。因而，為

甚麼文字會通俗？
「東漢蔡倫發明了紙，古時都說學

富五車，那時候是裝竹簡，到後來，裝
滿五車線裝書也很可觀，而現在，裝五

車U盤？那就不是人腦了。」紙
張出現，令詩歌、散文、傳

奇陸續出現，兩漢有了散
文魏晉有了詩，宋代活字
印刷發明了，才有後來的
元曲和明清小說。「到現
在，則是影視文學、網絡
文學，文學愈來愈往大眾
化走。」

鄒靜之感嘆：「有時候想，現在文字是有多
少啊？隨便點開一個文學網站都浩如煙海。」
再也不是他當年文革時在北大荒下鄉，為借一
本《高老頭》走上二十公里雪路，必須通宵讀
完再還回去的那個時代。

「在這麼多的文字中，想博出位，文風必須
變成重口味，就是所謂賣直（率）。」原先扭
扭捏捏說不出來的話，如今的寫作者一下子就
能說出來。「喊出一句我是同性戀，必然吸引
大家注意。再不然，就是罵街。」

優雅、溫良、敦厚的文風，變得如此直率直
接、乃至變為喊叫。這對於鄒靜之這一代人來
說，曾經不可想像。他們那一代還靠圓珠筆和
鋼筆寫作，而他們的下一代，則靠鍵盤。

「字斟句酌不重要。因為文風變了。」
鄒靜之能夠平靜看待這樣的變革。「這是一

個文字潮流，因為書寫工具和傳媒變革所致的
潮流。有的人認為是對優雅、講究進而細緻的
傷害，但別人不認為。」他舉了個昆曲的例子
—原來他最近在寫一個戲時，需要研究京劇
和昆曲。當年昆曲叫「雅部」，而皮黃、亂
彈、梆子等戲種叫「花部」。

「花雅之爭，當年就在爭論，但昆曲從二、
三百年前爭論到現在，也沒滅亡，白先勇在北
京演出，我記得保利劇院，除了座位坐滿，樓
梯上都坐滿了人，年輕人也很多。」誠然，這
個時代充斥快餐、方便麵、速凍餃，但鄒靜之
相信，天天吃這些一樣會厭倦，「這時候你突
然拿出一些精心講究的菜，人們一樣會喜歡。」
他知道，好的東西一定還會傳下去，無非從大
眾變成小眾——那這種傳承，會傳多少年？

「《詩經》流傳到現在，2000多年了，還在
傳。」

編劇是給導演伸跳板的人

鄒靜之說：「我寫舞台劇、電視劇、電影、
歌劇還有戲曲，我自己是這麼區分，寫電視
劇，就像蓋一個上萬平米的大房地產項目，沒
甚麼藝術性的創作，它是巨大的勞動。而電
影，就像北京原來那種四合院，一進直到最後
的垂花門、養甚麼植物、造甚麼山石，勞動量
沒那麼大，但藝術的要求大了。」

那麼他最願意寫的舞台劇呢？他認為，舞台
劇是一個夢幻城堡—而且還是蓋在一片雲彩
上的—是個幻覺中的城堡。

三種文體，勞動量和所達到的感覺都不一
樣。那為甚麼最願意寫舞台劇？

「因為它有難度。」從世俗層面來看，電視
劇所獲得的經濟收益和名聲是最大的，但舞台
劇對鄒靜之內心的撫慰，或說一澆他心中塊壘
的感受則格外歡暢。他說：「我要向更難的地
方走。」

具體到電影層面，他相信文本的歸屬是導
演，起最主要作用的也是導演，編劇只是伸出
一塊跳板，讓導演作出360度或者720度的優美
動作。

以他剛剛結束不久的作品《一代宗師》為
例，他說：「《一代宗師》是王家衛的苦心，
我個人覺得我還是那個伸跳板的人。」鄒靜之
寫的量很大，導演拍的量也很大。「但當用東
方的那種氣韻的方式剪輯出來時，就像看一幅
書法作品，先望望氣——滿紙煙雲，完全是在
被氣韻感染，就像一幅草書，整個感覺很東
方。」

在鄒靜之看來，《一代宗師》中武林人的儀
軌各有各的風範，而不是按部就班起承轉合鋪
墊邏輯去講述一個故事。「但如果跟 氣韻
走，一路看下來會覺得特別貫通。」他和王家
衛認識五年，開始合作這部戲則有四年。他眼
中的王家衛是一個溫柔而堅定的人。「他不是

那種表面很張揚的人，但骨子裡很堅定，從不
爭吵、內心極為堅定的那種，他有一意孤行的
勇力。」

鄒靜之說：「一意孤行對任何人來說都需要
勇力。」

他個人非常享受和王家衛與徐皓峰在《一代
宗師》中的合作。

「徐皓峰對武林的儀軌肯定比我懂的多，又
是他介紹我寫這部戲。」原來其實，王家衛最
早找鄒靜之本是為了另一部戲，後來陰錯陽差
七七八八的原因，三個人就開始了合作。鄒靜
之說：「主心骨還是家衛，我是在所謂故事和
台詞上做得多一些。最後剪成這樣，也是導演
的選擇。」

他個人的享受，反而是寫的過程中突然有了
心得。「譬如有一場戲後來被剪掉了，是梁朝
偉和章子怡雨下在廊子上偶遇。我曾經跟王家
衛說，這場戲寫得還不夠—不夠表明那種黏
黏糊糊的關係，但他老說夠了。後來我有一次
到開平一看那場戲，他營造的氛圍包括兩個演
員和雨的聲音，就明白—真的夠了。」這份
心得其實便是，鄒靜之突然意識到，其實電影
化的東西還是導演去把關。他原來認為一定要
靠情節和語言去支撐的那些東西，如今明白氛
圍與表演完全可以取代。

對於眼下中國編劇產業的大環境，鄒靜之認
為非常之好。他形容這是一個「寫文字的人最
有福報的時代。」

相比原來他寫詩時那個每行詩稿費最高2.5
元的時代，如今不管小說版稅還是影視文學都
已大大提高—除了他最熱愛的舞台劇還是一
直賠錢。「但我樂此不疲。」鄒靜之相信：

「人一生可能最需要奮鬥的，就是爭取能幹自
己想幹的事，或者在沒達到這一境界時，把自
己能幹的事當成想幹的事。」他至今印象最深
刻的，都是自己三、四十歲時在公車上看到一
位售票員—「那是多艱苦的工作啊，但那位
售票員特別快樂、一直和人說笑，高高興興地
賣票，我讚美這樣安身立命的人。」他強調：

「特別是在當下這個時代，一個願意做好士兵
的士兵就是好士兵！」

古典傢具等於美女

鄒靜之情迷古典傢具，人盡皆知。據他的解
釋是：「乾隆時代辦千叟宴，認為人活過一百
歲就是人瑞，所以東西超過了一百年，也叫
瑞。」他認為，古代的東西就像一條時間通
道，「你用唐代宋代的斗笠碗喝茶，和用塑料
杯子喝茶，那截然不同，喝的時候，可能突然
覺得我和蘇東坡、李白有點關係了，這碗就像
個時間通道，把你運過去了或者把他運來
了。」更重要的是，能看到古時候具體的人對
器物的心情。

鄒靜之喜歡高古的東西，因為這種器物，讓
人感受到時間、那個時代的存在、以及自身對
那個時代的觸碰，有特別愜意和美好的感覺。
別人說他是戀物癖，他也的確喜歡古董到「戀」
的地步。有一次買了一把古董椅子，白天拉回
來，擦得特別漂亮，之後放在家裡一盞射燈下
面。「夜裡我故意從樓上下來起夜—其實家
裡住複式公寓，樓上有洗手間，就為了打開
燈，再看那把椅子，真是美，中國古傢具的美
啊。」

鄒靜之也一直相信，中國傢具是道家思想的
展示，尤其明式傢具。故而，他看見好的傢
具，就和看見美女的感覺一樣—砰然心跳。
他笑道：「那種感覺難以言表。」

迷戀文字。迷戀古典家具。迷戀美感。鄒靜
之的迷戀，或許本身就是他與創作和時間之間
最好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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