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8 ■責任編輯：尉瑋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13年5月17日(星期五)文匯副刊

銀幕短打銀幕短打

影訊影訊

文：朗　天

諧趣妙先生俞明

視事追擊視事追擊 文：洪嘉

《總而言之》屌絲當道

新一波反智：評論的退場
在香港住得久一點，甚麼叫「反智」自然有體

會。學生哥求學階段早了解甚麼叫槍打出頭鳥，
有見識有學問不能輕易表露出來，被指挑戰老師
權威事少，給同學譏為「扮晒 」而被排擠事
大。知識固然須靠文憑換工作換飯吃，「太懂得」
一件事只會被誤解、被針對、被打壓。知識分子
必須討好庸眾才叫隨和從俗，富商高官「成功人
士」恃權凌人，對方還可能逆來順受，你搬出理
論批判便是恃才傲物，瞧不起人。
香港電影素來表現道地的反智文化。講情義講

力度和速度，崇尚實用、效率，嘲笑口水多過茶
有姿勢無實際的論述。這些我都習慣了，並且已

懂得欣賞，因為反智有時也有反智的好，唯其與
所有知識和文化保持距離，要收編、洗腦、灌輸
官方意識形態，也不見得經得起箇中包含的懷疑
主義，輕易得勝。
最近就拙著內容在某書店舉行了一個研讀會，

會後一名操普通話的觀眾上前跟我說，明白我的
論述思路，但不明白我為甚麼費勁解讀符號，找
出近年合拍片及所謂「純港片」的港味元素，他
說：要弄清楚問題不是很簡單嗎？只要跑去訪問
一下那些製作人，看他們怎麼說，從創作原意歸
納出來的結果，看究竟有甚麼內容不便是嗎？
我當時的回答是：是的。你說得對，那是一種

方法，但那便不再是評論了，那是報道或研究。
近年「電影評論」有不少走資料搜集、鋪陳、歷
史沿革這一條線，把電影史研究及考證方法用到
創作評論上，猶可稱作影評中的「資料派」（與
「觀念派」相對）。然而，如果用業界訪問、幕後
消息、導演的話、製作筆記等提供的資料，魚目
混珠，視為所謂「工業評論」，那麼，結果只會
是評論的退場。
反智不可恨，可恨的是以知識（資料）之名行

反智之實。提出一個論述一些論點便好像會先驗
地令人難（以接）受。說到底，觀念有甚麼可怕
呢？誰最害怕新觀念的誕生呢？

電影中，南美國家智
利的軍事將領皮諾切
特，其威權統治，到了
1988年難以為繼。迫於
內外壓力，這位軍事強
人決定以全民公決的形
式決定自己是否繼續執
政。在野陣營也因此獲
得了播發電視廣告的機
會。而推動這一變革的
根本動力，就是那些大
聲說出「NO」的普通
人。

受難者：永遠走不出的悲情

在影片中，有這樣一群人，他們說出NO，是
不需要過多思考和判斷的。自我的經歷和本能的
反應，讓他們可以自然而然地對皮諾切特的統治
進行否定。這些人，就是右翼專制下的受難者，
例如進步人士、自由知識分子、左翼社會主義
者、共產主義革命者、游擊隊員等。
影片中的在野陣營，由相當多的左翼人士組

成。左翼的理念是實現社會民主和公正平等，消
除剝削。但如同片中的一位左翼人士所言：在皮
諾切特的極右翼統治之下，整個智利卻有四成的
人口處在貧困之中。平等和均富的理想無從實
現。而皮諾切特對左翼人士的殺戮和鎮壓更是毫
不留情：失蹤、處決、監禁、流亡的左翼進步人
士不計其數。
受難的歲月讓這些人的心中有憤怒、有仇恨、

有創傷、有淚水。當能夠有機會，以電視廣告來
表達NO的訴求時，他們自然是譴責、控訴與聲
討。在他們的心中，智利這個國家過往經歷的慘
痛歷史，是嚴肅而悲劇的，是不能夠以溫馨的笑
容和清脆的音樂代替的。因此，當影片中的主人
公勒內向在野陣營的元老們展示自己製作的溫馨
廣告時，幾乎遭到了一致的抨擊：「這簡直是可
口可樂的商業廣告，難道你要對這個國家過去的
苦難視而不見嗎？」

冷漠的大眾：歡樂是主題

這就是勒內，他富有商業頭腦，懂得受眾感
受。他是一家廣告公司的高級職員。與他的父
親、他的妻子（均為在野陣營活躍人士）不同，
勒內覺得既然有機會播發宣傳廣告，就該一鼓作
氣，完全贏得大眾的支持，徹底讓皮諾切特的統
治倒台。作為一個廣告策劃設計人，勒內非常清

楚，用簡單的控訴與悲情的表
達，無法獲得大眾的支持。因為
相當多的大眾，已經在極權之下
變得麻木和冷漠，他們對任何形
式上的變革充滿了恐懼和排斥，
深怕掀起新一輪的血雨腥風，從
而毀掉穩定安樂的生活。
故而，影片中的勒內說了這樣

一句話：「民主有時不是那麼嚴
肅，它可以很好玩。」勒內不渲
染悲情，不提倡控訴，也不宣揚
清算和報復。他所設計的廣告，以「智利，幸福
即將來臨」為主題。廣告中，雖然民眾生活困
苦，原本想買兩份香腸，最終只能買一份，但
是，人們用歡快的歌聲，用溫馨的笑容，用輕佻
的眼神，用浪漫的舞姿，來告訴麻木的大眾：只
要說不，只要勇敢地寫上NO，個人的幸福、國
家的幸福就會來臨。
社會的變革，是讓每一個人有尊嚴地找到自己

的位置和方向。影片中的智利，貧窮的人需要致
富；受難的人需要平反；監禁中的人需要獲得自
由；作家需要無拘無束地寫作；歌手需要勇敢而
高聲地歌唱。勒內將幽默、快樂、溫馨與幸福作
為廣告情感主軸，就是希望能夠讓冷漠的民眾能
夠珍惜手中的一票，更希望他們能明白：改變未
來、追求幸福的關鍵，就是你自己。

西蒙：孩子的未來

西蒙，是勒內的孩子。他年紀很小，喜愛玩
耍。他完全不懂得政治的險惡與複雜，但是他明
白：自己的爸爸和媽媽，是生命中最為重要的兩
個人。西蒙的母親，即勒內的妻子，為了自己公
義的理想和自由的信念，一次次被投入監獄。他
的父親，也就是勒內本人，則是一個以快樂和幸
福為座右銘的廣告策劃人。雖然，自己的父母都

在用勇氣和智慧為國家的未來譜寫音符，但是，
孩子，或者下一代人，應該為上一輩的理想去承
受責任和苦難嗎？
西蒙不知道的，是他成為了黑暗勢力要挾自己

父親的工具。但是，西蒙看到了催淚彈，看到了
高壓水槍，看到了毆打，看到了鎮壓。他那焦
慮、驚恐的眼神，喚起了更多的人在最後一刻，
說出NO。因為每一個人，都不能容忍下一代繼
續生活在恐懼和無助之中。
一個人，或許不具有深刻的政治領悟能力；或

許對意識形態的價值光譜也沒有敏感的認識；甚
至對於不公不義也可以視而不見。但是，人的本
能是追求幸福。這樣的人，佔據了社會的大多
數。他們有 道德的底線，也有 對未來的嚮
往。因此，影片中，當勒內用快樂的廣告激發起
各行各業的智利人說NO的慾望時，也就注定：
獨裁的舊時代終將結束。
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一

個人單獨說出NO，如暗夜中的蠟燭，可貴而脆
弱；民眾集體說出NO，則是自由的燈塔與良知
的火炬。幸福會從天而降嗎？NO，智利民主化
的道路，是如此坎坷與不易。讓我們通過這部電
影，永遠思考：NO，為誰而訴說？為何而訴
說？

我總是懷疑，到底是否因為我愛吃泡菜的緣故，連口味也跟韓
國大媽們接近起來。例如，因收視不俗而追加集數的日劇《吳子
龍走吧》，明明是狗血得不行的俗爛之作，卻也看得津津有味，
這兩星期進入結局篇，更是緊張得叫人徹夜守候熒幕更新—當
然，我也得承認，自從《榮光的在仁》後，帥哥李章宇已經成為
我的心儀對象。
《九家之書》的九尾狐傳說，《Nine九回時間旅行》玩蝴蝶效

應的穿越，大媽們看甚麼，我也在看甚麼。內心還是有一把聲音
在警惕自己，得有些不同的東西調劑一下。
於是其他外國劇便成為最佳調劑——尤其是舊劇。
法國劇是較少看。但其節奏卻是相當明快，一點也不像美劇那

樣裝模作樣（當然，也不會像韓劇那樣拖戲）。繼早前的鬼片
《魂歸故里》，這次介紹的則是一齣舊劇《總而言之》（Bref）。總
而言之，那是一齣每集僅一分多鐘的片集——當你看完這篇文
章，大概也已可以看完一兩集了。
《總而言之》（Bref）合共有兩季，每季約四十集左右，每集的

內容均是主角一人的自言自語，卻相當啜核。
劇集中的主角「我」——全劇均是「我」的自言自語，因此觀

眾並不知道他的姓名——是個約三十歲的失業男子，生活苦悶，
偶爾打炮，偶爾找工作，更多的時候是不知道做甚麼。
第一集是「我」的生活出現改變的一集。全集的內容其實很簡

單：「我」在一個派對中遇到「她」，從此對她念念不忘，卑微
的願望是能夠再見她一面。在這個派對中，「我」仔細地描述與
「她」的接觸：老遠便對她一見鍾情，好不容易談上了話，卻被
她肩上的爆米花分了心；她的同性戀閨蜜出現，「我」卻以為是
「她」的男友，黯然走開，待發現真相時，再拚命接觸「她」。
「她」邀約抽煙，不抽煙的「我」卻一直在衡量 ，「她」的工
作有沒有趣，「她」的煙味很重等。當「她」主動拿電話時，卻
是為了同性戀閨蜜而拿，於是徹底心碎。
「我」便這樣碎碎念了一分多鐘，輕快的節奏把屌絲的「泡妹」

失敗過程足本呈現，還不忘加插翌日接到「她」的同性戀閨蜜來
電而產生的悔恨。
劇集講到「我」偶爾會找工作，偶爾會找一夜情；「我」的人

際關係怎樣，「我」如何的毒男生涯等開展。
劇集發展到最後，「我」與「她」（後來「她」有了個名字，

叫Sarah）的關係得到了發展，然而最後還是要回歸到「我」碰
上Sarah前的苦悶宅男生活。有趣的是「我」很認真地剖白自己
的生活，每一件無聊的事情與無關痛癢的小事，在「我」認真的
語氣與輕快的節奏中，彷彿屌絲的生活也因此而樂趣多多起來。
相較起韓劇時時用盡了力，那些該說而不說的話引出起碼十數集
的誤會與拖延，《總而言之》的言簡意賅，便來得多麼的珍貴與
討喜了。

俞明原名阮耀麟，隨兄長俞亮加入電影圈。他參演超過三百部
電影，從影初期，多演反派為主，如登徒浪子、師爺、奸臣、飛
仔、歹徒等角色；後期多演諧角，如市井江湖小人物、愛情小品
中的小男人，專為男主角度橋的謀臣和老角等。俞明的演技自成
一格，他演的傻頭傻腦戲，一舉一動惹人喜愛。由於面部表情豐
富誇張，曾一度被定型演神經質、大動作、語無倫次的諧趣角
色。他縱橫影視圈多年，而且戲路廣闊，角色深入民心。香港電
影資料館電影院將在六月選映俞明的四部影片以饗觀眾。
《五月的紅唇》是俞明最喜愛的電影之一。林愛蓮（蕭芳芳）

為求職而冒認富翁陳宏（康威）之表妹，豈料該公司的董事長正
是陳宏。於是兩人互相欺騙，宏為博佳人歡心，藉機送她新居又
安排升職加薪，為考驗她又命令下屬孔嘉（俞明）冒充闊佬追
求。最後發現原來兩人是表親關係，和氣收場。俞明演男主角的
謀臣，專替人度橋，為凸顯他的諧趣本色，特別安排一場他赤膊
與看更在街上追逐的搞笑戲，令人捧腹大笑。《傻俠勤王》中俞
明扮演太監來福，陷害吳慶雲（麥炳榮）、素嫣兄妹之父，並將
他收入天牢。兄妹為救父上京申冤，巧遇呆頭呆腦的鎖匠胡天圖
（任劍輝）。卻不想這鎖匠傻人有傻福，不僅贏得素嫣芳心，還誤
打誤撞救駕有功被封為王。來福一心謀朝篡位欲加害皇帝，幸圖
聯手將福及奸黨一網成擒。本片除可一睹任姐可笑又可愛的喜劇
細胞，麥炳榮亦鬼馬非常。俞明演的公公角色，在後段才出現，
但他的拿手奸樣配以詭異猙獰的笑貌，令人印象深刻。《小夫妻》
中，俞明飾演怕老婆的司機阿福，將小男人、軟皮蛇的形象扮演
得惟妙惟肖：在家中他畏妻如虎，樣樣遷就貼服，純如羔羊；其
實蠱蠱惑惑，在外作威作福，誇張兼扮 。他與羅蘭的對手戲是
全片的高潮，兩人的動作和對白又抵死又惹笑，成為日後的最佳
拍檔。在一連三部的《矇查查》系列中，俞明代替鄧寄塵，與新
馬師曾攜手合演沙煲兄弟而擦出火花，合作拍了多部這類型的電
影。俞明先演正直的小人物，後演暴發戶，對人反目無情，凸顯
他正邪兼擅之精湛演技。

《五月的紅唇》 7/6 11:00am  

《傻俠勤王》 14/6 11:00am

《小夫妻》 21/6 11:00am  

《矇查查搵食》28/6 11:00am

「NO」
在各大影院上映的電影《NO》，曾獲本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提

名。其中文譯名為《智利說不》。在走向自由、文明與現代的大道中，

「NO」的表意，除了片中所宣揚的幸福、快樂和未來等價值之外，不妨

再看一看，是哪些人要訴說出自己心中的「NO」。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為誰而訴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