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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 ifva節開展在即，重頭戲當然是
「短片及錄像比賽」，互動媒體組、公開

組、動畫組及青少年組是孕育本地創作人才的溫
床，而亞洲新力量組則吸引來自內地、台灣、馬
來西亞、新加坡、伊朗、韓國、日本等地區的參
賽者，競爭十分激烈。觀乎過去十八屆的得獎
者，如今不少仍從事創意媒體工作，有些甚至成
為導演、動畫家，ifva對他們來說，或許是作品
曝光的一個平台，或許是促使他們去創作的一個
動力，也可能是第一個作品面世的機緣。曾多次
擔任ifva評審的林紀陶便說，ifva是獨立電影的
溫床，同時也培養了一批人才，他們活躍於廣
告、設計、動畫、電影等行業。

尋找故事源頭
林紀陶此次一共挑選了十七部短片，其中八部

是ifva開幕節目「我們一起愛自主」的影片。
「從這麼多影片中挑選，讓我很頭痛，最後選出
這八部，都很有代表性。」八部影片中，有第一
屆金獎得主崔允信、黎子儉的《長途電話》，第
二屆動畫組得獎者袁建滔的《球迷奇遇記》，許
誠毅的《爛瞓先生》，麥曦茵的《他．她》，麥
婉欣的《了了》，游靜的《我餓》，彭浩翔的
《暑期作業》等。
林紀陶說：「每個人都有自己
的故事，故事變成作品中間會有
一個過程。」這八部作品的創作
者都已經從實驗拍片走向專業創
作者，如今再去重溫短片，可以
找到他們拍片的初衷，與拍攝風
格的轉變。
「麥曦茵、游靜、卓韻芝之前
拍獨立電影起家，現在都去拍商
業電影。你看《他．她》，裡面
有很多意象，畫面很乾淨，去到
商業片，則更有自己的想法。」
創作者的拍攝風格，在獨立電影
裡更加明顯，像《長途電話》，

是崔允信的第一個作品。「他很
不容易，1995年才拿獎。」之
後他遊走於獨立和主流之間，拍
了《三條窄路》、《憂憂愁愁的
走了》、《追蹤眼前人》、《愛
情萬歲》等片，又成立「影意
志」，如今再看《長途電話》，
彷彿回到崔允信最純粹的狀態。
又如《球迷奇遇記》、《爛瞓
先生》這兩部動畫片，林紀陶形
容創作者袁建滔與許誠毅是「香
港卡通發展史的關鍵人物」，兩
人後來投身動畫界。袁建滔將
「麥嘜」搬上熒幕，又參與製作
《長江七號》；許誠毅則成為
《史力加》動畫的設計師，對本地動畫發展影響
甚深。「香港動畫好勁、好活潑。」
拍片的關鍵就是如何去講故事，如何把故事拍

出來。那故事的源頭又在哪裡？短片《暑期作
業》，則間接道出彭浩翔拍電影的心路歷程。
「彭浩翔為甚麼會拍片？原來是因為交不到功
課。在《暑期作業》裡，你可以看見他心裡對電
影有潛在的愛好，也解釋了他為甚麼會喜歡電
影、會拍電影。」

精彩影片大放送
開幕電影以外，林紀陶又策劃

「ifva 同你講故仔系列作品
選」，精挑九部富香港特色的獨
立電影，回味精彩時刻。其中許
舒雅的《阿明》、甘文輝的《關
公月下斬貂蟬》、盧海鷹的《香
港仔》非常過癮，反映了香港創
作人的技藝與創作狀態。
昔日ifva得獎者黃修平，去年
憑《狂舞派》人氣急升，這次他
也被ifva「拉落水」，舉辦工作
坊，教大家「講故仔」。修平笑

說：「我喜歡教東西，姑且班門弄斧教一下。」
而他也挑選他最愛的一部作品——岩井俊二的
《煙花》，連同他之前的三部短片一同放映。
ifva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節將於3月13日至23
日舉行，屆時將有更多節目放送，各個獎項也隨
即揭曉。你有心水未？

前南斯拉夫已故總統鐵托擁有的私人豪華「藍色列車」，荒廢了
三十三年，經過翻修，最近重新啟動，行走於塞爾維亞與黑山之
間，成為火車「發燒友」的最新旅遊熱點。
「藍色列車」建於1947年，車內設施富麗堂皇，鐵托經常乘坐它

往歐洲各國訪問。他曾在火車上接待過英女皇、法國前總統密特
朗、前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印度首任總理尼赫魯、利比亞前領
袖卡達菲、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前領袖阿拉法、羅馬尼亞前總統齊奧
塞斯庫等。
鐵托於1980年逝世，靈柩也是由「藍色列車」運回首都貝爾格萊

德下葬。從此，藍車被棄置在郊外的車廠裡。
經過多年翻修，藍車重現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光輝歲月，例如，二

十四張耀眼的紅皮椅子，圍繞着長長的會議桌擺放；華麗的睡房、
客廳、會議室、衛生間和放映室。藍車懷舊和優雅的豪華設備，讓
乘客重溫鐵托的強人歷史。
自鐵托逝世後，南斯拉夫種族問題愈加嚴重，內戰爆發，國家分

裂。2003年南斯拉夫改名為塞爾維亞。
英國媒體近日廣泛報道「藍色列車」恢復行走的路線：從塞爾維

亞首都貝爾格萊德，前往黑山共和國的海岸城市巴爾（Bar）。此路
線於1976年完工，並花了23年時間興建，犧牲了104條人命。路線
全長295英里，列車穿越254條隧道，經過435條橋樑，包括全歐洲
最高的山谷架橋Mala Rijeka，沿途可以「欣賞」到翻滾的激流和令
人眩暈的峽谷。
《獨立報》記者乘坐「藍色列車」後的報道文章形容，剛恢復的

線路行程驚心動魄，因軌道破舊失修（1999年曾遭北約軍隊擲彈炸
斷），沿途需要停車搶修，經常誤點。但記者認為這些不足之處，
反而是火車旅程中最神秘之處。
去年《每日郵報》推薦的全球十大最壯觀的火車旅程中，正包括

了由塞爾維亞開往黑山這一段路線。
「藍色列車」是鐵托建築於火車軌道上的皇宮。上世紀六十至七

十年代、訪問過貝爾格萊德的各國領導人，曾經都是藍車的座上
客。
至於南斯拉夫與中國的關係，中間卻與蘇聯扯上關係，有太多積

怨。據《人民網》去年四月一篇分析「1977年鐵托訪華的台前幕
後」的文章指出，中國和南國之間「有太多說不清道不明的是是非
非」。兩黨關係曾中斷近二十年，中國對南共聯曾定性為修正主
義，「文革」期間中國對南國的批判更升級為謾罵羞辱。
文章透露，直到1975年毛澤東接見南國總理比耶迪奇時讚揚鐵托

說：「Tito，中文是鐵托，鐵托就是iron……不怕蘇聯壓迫。」文章
認為，毛澤東對鐵托的評價，為鐵托兩年後的訪華鋪開道路，兩國
始恢復關係。
鐵托訪華時，85歲的他還登上長城當了好漢。
乘坐鐵托的「藍色列車」，正好可以進一步認識中國和南國之間

的「一筆幾十年的老賬」。鐵托雖然「不怕蘇聯壓迫」，但1971年
勃列日涅夫訪南、坐過「藍色列車」後，南蘇關係恢復正常；相
反，中蘇關係惡化，由論戰發展至武裝衝突。
「藍色列車」六日行程，收費899英鎊，詳情可瀏覽www.monte-
negroholiday.com。

日本知名作家村上春樹在短篇小說中提到北海道中頓別町的民眾
丟煙蒂是很稀鬆平常的事，小鎮鎮民感覺受辱，提出質問。村上今
天回應說，發行單行本時將修改地名。
村上去年12月於月刊雜誌《文藝春秋》發表的短篇小說〈Drive

My Car〉（暫譯〈開我的車〉）描述到「男主角心想，或許中頓別
町的民眾這樣丟煙蒂是很稀鬆平常的事」，引起中頓別町居民不
滿，他們透過出版社提出質問。
村上早前透過出版社回應說，因對北海道有親近感，也覺得「中

頓別」這地名唸起來蠻好聽的，所以才會寫在文中，造成中頓別町
民眾不快的話，他感到很遺憾，這短篇小說在發行單行本時，地名
將作修改。
小說寫到，一名女司機從駕駛座車窗丟出點着火的煙蒂，讓男主

角認為或許中頓別町的民眾這樣丟煙蒂是很稀鬆平常的事。但中頓
別町議會的民代認為，中頓別町9成面積是森林，民眾防火意識很
高。
中頓別町位於北海道旭川市北方約130公里，是人口約1900人的
山間小鎮。明治時期靠着淘沙金，小鎮有一番榮景。人口巔峰期在
1950年，約有7600人，但隨着林業衰退以及1989年鐵路JR天北線
停駛之後，人口銳減。 ■中央社

每年的台北國際書展總是在冬末春初時舉辦，台北的
冬天濕冷、初春仍乍暖還寒，往年擠進書展會場就像是
從春寒的街頭進了暖房，不僅展攤林立、琳琅滿目的彩
艷書封襯着聲色喧嘩更顯熱鬧，萬頭鑽動的人潮總讓人
摩肩擦踵、寸步難行。出版社大打折扣戰、作者簽書座
談會以爭取開春以來第一季的業績，來自國際的版權代
理交易也摩拳擦掌地從海外扛來各式書樣。台北國際書
展既是第一線的書籍販售現場，也是國際出版交流的平
台，參展單位數目與觀展人次分據市場的不同面向，卻
同樣關鍵。除此之外，會場內特展的設置、書展大獎的
評選，也經常成為出版市場多元性的指標，它為作為台
灣出版產業開拓出除了販售業績之外的可能面向。
今年一走進會場，書展現場與往年相比似乎稍顯清
寥，海內外參展出版社數目為648家，相較去年的730
餘家、前年超過800家的數量，略有消退；不過根據主
辦單位台北書展基金會的數字，在國際版權上則相對蓬
勃，近500場的版權會議數高過去年的384場。這似乎
也間接說明台灣目前出版的一個面向：在書籍市場的銷
售端，已有海外其他市場銷售作為參考的版權翻譯書的
能見度總是高過本地自製書；一方面當然有促進國際閱
讀交流的作用，然而另一方面其壓倒性的能見度是否也

揭露了在地書籍企劃、自製潛力及厚度的隱憂，足以讓
人深思。
在今年的台北國際書展中，印刷業者加入攤群、則展
示出一個相對新鮮的角落；以「印象森林」為名，在以
樹為意象的展場空間中展出了各式視覺藝術書籍雜誌及
印刷品。在受到電子書逐漸普及的壓力下，印刷品質與
書籍裝幀設計的追求，已經成為紙本出版物在市場上必
然出現的市場區別策略，因此將印刷這個總是在出版中
相對幕後的環節拉上舞台，確實對紙本出版有着正向作
用；然而這項看似美意的心思，若與台北書展基金會在
今年取消了「金蝶獎」的評選相對應來看，又令人感覺
略為違和且不明所以。自2004年由台北書展基金會創
辦的「金蝶獎」是台灣唯一針對書籍設計所設置的獎
項，不僅評選出台灣年度優秀的書籍設計作品，同時得
獎作品也將由書展基金會提報、代表台灣參加德國「全
世界最美麗的書」獎項評選；近兩年，台灣的書籍設計
作品也在該獎項中獲得銅獎、銀獎等獎項，不得不說是
極具突破的結果，然而台北書展基金會卻就這些獲獎經
驗，以「已完成階段性任務」作為理由而停辦2014年
的金蝶獎。
書籍設計作為出版的一個面向，這兩三年來在台灣也

逐漸提高能見度，
已經不止於停留在
設計、藝術類型書
圈裡，在文學類
型、人文類型的書
上也已經看見出版社對書籍設計的重視與封面設計品質
的提升，在這樣的時間點取消「金蝶獎」，究竟對台灣
書籍出版在方向上帶來甚麼樣的訊息，尚需要觀察。
不過今年在層層銷售展攤之間，由國家圖書館策劃的

「寄給時間的漂流季」明信片展，則讓人眼睛一亮；由
國家圖書館的館藏文獻中，選出約兩百餘張包含原件與
復刻品的明信片，展品年代主要集中於1920年代至
1940年代初期，不僅看得見近百年前台灣觀光行銷的意
向，也可以瞥見早期庶民生活文化與都市風華。另外由
台灣文學館策劃的「時間的封印，文學的跫音——重要
古物與珍品圖書特展」也相當值得一看，不僅展出十
九、二十世紀投入台灣文化運動的台灣知識分子及文人
如洪棄生、楊逵、張深切等人的手稿，也展出對台灣文
學極具重要性的各式經典古本，如周夢蝶於1959年在
台北藍星詩社出版的第一本詩集《孤獨國》，或是由台
灣評論社出版的楊逵《新聞配達夫》一書。

這些已歷數十年、近百年前的出版品、手稿與書籍，
皆置於展場的玻璃櫃中，當然已經成為僅能遠觀、無從
閱讀的藏品；對應着書展現場熱烈銷售的嶄新書籍，不
禁也讓人思索「書籍」作為載體所承載的閱讀本質，在
跨越時間的洗禮後如何轉變；今年已然落幕的台北國際
書展，超過五十萬人次的入場數字相較去年略少，卻仍
使人對台灣的閱讀能量有所期待，至於這樣的能量能夠
如何投注在出版產業中轉化成效，則是未來值得持續注
目的議題。 ■文、圖：劉佳旻

ifvaifva
同你一齊講故事同你一齊講故事

影像背後都有初衷，在日益泛濫的資訊包圍下，要回到最初、追

溯創作者的創作動機並不容易。著名編劇兼影評人林紀陶受ifva獨

立短片及影像媒體節之邀，從過去十八屆的得獎作品中，挑選多部

短片，重溫多位創作人拍片的心路歷程，他們最初到底為甚麼會拍

片？又如何去說好一個故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伍麗微 圖：部分由主辦方提供

探「書」的價值與閱讀的本質
─記2014台北國際書展

■文：余綺平

鐵托的藍色列車

村上春樹回應小鎮抗議

■（左起）康文署電影節目經理馮欣兒、香港藝
術中心總幹事林淑儀、編劇林紀陶、媒體藝術展
策展人連藹理及ifva總監鄺珮詩一同介紹今屆ifva
活動。 伍麗微攝

■■黃修平將舉辦工作坊黃修平將舉辦工作坊，，教教
大家講故事大家講故事。。 伍麗微伍麗微攝攝

■林紀陶挑選多
部經典短片與觀
眾分享。

■■如何講故事如何講故事，，如何將故如何將故
事轉化為影像事轉化為影像，，是是 ifvaifva欲欲
帶出的思考帶出的思考。。

■ifva■ifva節目貫穿全年節目貫穿全年，，去去
年舉辦的講故仔活動好評年舉辦的講故仔活動好評
如潮如潮，，今年再與林紀陶合今年再與林紀陶合
作作，，策劃新一輪節目策劃新一輪節目。。

■■書展現場書展現場，，前方為日本書區前方為日本書區。。 ■■印刷業者展位印刷業者展位「「印象森林印象森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