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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交流、合作、夢想」為主題的第二屆烏
魯木齊亞歐電影展昨日在新疆藝術劇院正式拉
開帷幕。八天的展映期內，將有中國、法國、
韓國、加拿大、印度、俄羅斯、塞爾維亞、西
班牙、冰島、荷蘭等12個國家的26部經典影片
與觀眾見面。其中包括獲第66屆康城影展最佳
女演員獎的法國電影《Le passé》（《伊朗式
離婚》）、法國新浪潮女性導演Katell Quille-
vere的獲獎作品《Suzanne》（《蘇珊娜》）、
獲第四屆北京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獎的加拿

大、印度合拍電影《尋子記》，以及在康城影
展熱銷的韓國大片《流感》等。
以上影片除在烏魯木齊和昌吉地區12家影

院展映外，還將走進新疆大學、新疆財經大
學、新疆農業大學開展校園巡展。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王武龍

指，第二屆烏魯木齊亞歐國際電影展「將充分
發揮烏魯木齊亞洲中心獨特地理位置和輻射周
邊中亞地區的文化匯通優勢，為新疆與國內外
電影界搭建一個交流合作的平台，培育和推動

新疆電影市場走向成熟。同時，滿足新疆各族
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以現代文化進一步推動
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民心相通』。」
據介紹，新疆影視事業近年來日益繁榮，湧

現出《庫爾班大叔上北京》、《美麗家園》、
《大河》、《生死羅布泊》、《鮮花》等一批
富有民族地域特色和人文情懷的優秀作品，並
有電影《真愛》獲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設「五個
一工程」獎，電影《伊犁河》獲聖地亞哥國際
兒童電影節最佳影片和最佳原創音樂獎。

早前，由巴西國寶級導演瓦爾特．薩列斯
（Walter Salles）拍攝的、以中國著名導演賈
樟柯為主角的紀錄片《汾陽小子賈樟柯》亮相
2014聖保羅電影節。放映當晚，電影院門口
一度排起長龍。
同一天，與紀錄片一同發佈的還有新書《賈

樟柯的世界》。該書由陪同拍攝的法國資深影
評家讓．米歇爾．弗羅東與導演薩列斯合著，
講述他們對賈樟柯電影的理解與感受，並記錄
賈樟柯每部重要電影的創作思路和歷程。
這部紀錄片從策劃到拍攝歷時六年。據賈樟
柯回憶，他與薩列斯相識於1998年柏林電影
節，當時他的《小武》和薩列斯的《中央車
站》分別獲得青年論壇單元大獎和最佳影片金
熊獎，之後他們開始互相關注對方的電影。現
年58歲的薩列斯是著名導演，其代表作有
《中央車站》、《摩托日記》、《在路上》
等。
2007年，賈樟柯第一次來到聖保羅電影

節，當時電影節組織了一次他和薩列斯的談話
節目。準備了很多問題的賈樟柯驚訝地發現，
薩列斯的問題更多，那次對談幾乎成了薩列斯
單方面的採訪。「他對我電影的熟悉和理解讓

我非常感動，」賈樟柯回憶。
電影節結束時，薩列斯告訴賈樟柯，要為他

拍一部紀錄片，並寫一本書。賈樟柯當時並沒
有當真：「我當時根本不相信這麼一個享譽全
球的導演有時間真的去拍我、去寫書，當時覺
得聽聽就算了。」
2008年康城影展，兩人再次相遇，薩列斯表

示已開始做拍攝的準備工作，賈樟柯那時仍然以
為他是說着玩的。又過了一段時間，薩列斯的新
作《在路上》完成在美國的宣傳之後，他告訴賈
樟柯即將要寫書和拍片了。「我那個時候才意識
到他真是要拍啊！」賈樟柯很是意外。
薩列斯在談到自己的感悟時說：「感謝這六

年的時間給予我的沉澱，因為這六年中，賈樟
柯仍在用他的作品持續震撼着我。」
「如果說一部電影是從影院燈光熄滅時開

始，那麼賈樟柯的電影對我來說，永遠不會結
束。」薩列斯如是說。
在剛剛閉幕的羅馬電影節上，電影節主席馬

克．穆勒稱這部影片是「第一次由兩位發展中
大國導演進行的對話」。
這位44歲的中國導演在解讀本片時說：

「如果你同時看過他和我的電影，你就會理解

為甚麼他要拍這部紀錄片。我們的電影大部分
都在路上，我們的社會有相似之處，我們的經
濟發展以及我們的電影之間都有相似之處。但
最重要的是兩個人的相遇，兩個人真的就碰上
了，而且我們就是投緣，才會有這部紀錄
片。」
薩列斯曾這樣闡述自己拍攝這部紀錄片的理

由：「賈樟柯的作品有其獨一無二之處，對於
他來說，電影就是記錄變革中的記憶的一種形
式，他的電影刻畫了那些沒有權力的普通人在
社會變遷中真實的存在。」
新書《賈樟柯的世界》作者之一弗羅東則在

文章中寫道：「賈樟柯的作品是超越時間、空
間和文化的，你可以在其中同時感受到平凡和
不平凡。即使不懂中文，你依然會受到震撼，
甚至可能這種語言的障礙反而幫助你更深刻地
了解那種存在的厚重與渺小。」
同時，賈樟柯也對自己過去的作品有了新的

理解：「我發現事實上我一直關心的主題都是
人，只不過我在拍攝這個主題的時候，沒有把
人跟社會、政治和經濟的關係切斷。所以不是
因為我對變遷感興趣而去拍電影，而是因為我
對人感興趣，而恰好拍到了變革。」

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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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汾陽小子賈樟柯》

經典影片亮相烏魯木齊亞歐電影展

文：新華社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辛鵬

像賭徒一樣不肯離枱
評許鞍華《黃金時代》

文：張心曼

她選擇了最「笨」的方式拍《黃金時代》——耗時五個月、轉戰六
地上萬公里取景。「真實的環境會帶來真實的狀態，在（東北）零下
三十度裡哆嗦着說話，這是任何表演不能帶來的自然狀態。」她是香港
導演許鞍華。電影《黃金時代》的意義並不止於女作家蕭紅的討論，更
延伸到許鞍華電影作品的風格，也提出了民國風骨和性別的命題。許鞍
華說電影《黃金時代》的意義在於提醒當世人：「曾經有一段歲月，曾經
有一群志向不同的人，各自以不太一樣的方式，在種種現實艱困裡探索、
思考、付出、抉擇，這樣的時代，當然可稱黃金。」印象中的許鞍華不改
一身黑衣，俏皮的短髮，幽默謙和的笑，繼續不慍不火地拍電影，一年一
部，也許像鄺保威編著的《許鞍華說許鞍華》裡許鞍華形容自己拍戲的心態
──賭徒，「一直不肯離枱那種。輸輸輸，差不多輸完之後，我贏了一把。
但我贏完又輸，不行，我要贏回本錢才走。翻本了之後又覺得不夠，要再多
贏點。」
1936年11月19日蕭紅在日本給蕭軍的長信談到自己的「黃金時代」：

「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閒，經濟一點也不壓迫，
這真是黃金時代，但又多麽寂寞的黃金時代呀！別人的黃金時代是舒展着
翅膀過的，而我的黃金時代，是在籠子過的。」這是電影「黃金時代」片
名的由來，在許鞍華看來卻具有反諷之意。
許鞍華經歷電影事業的低潮後，殺回香港，再聚焦平凡的市民生活，拍

出了職業生涯的另一巔峰之作——《天水圍的日與夜》。許鞍華的電影作
品愈來愈爐火純青，《桃姐》的獎項和票房雙豐收，一直到《黃金時
代》，「六十知天命」的許鞍華又開始其賭徒心態，用高達8000萬的投
資拍文藝片，玩實驗、玩先鋒，想怎麼拍，就怎麼拍。正如電影《黃金
時代》的母題：「一切都是自由的」。
不少電影評論者說許鞍華的作品及《黃金時代》有「女權主義」色

彩，其實女性題材只是許鞍華近幾年電影創作的一個主題。許鞍華在訪
問中提及：「我不知道我是『女性主義』，我覺得好就去拍，結果呢，
拍出來了人家都說我是『女性主義』，我這算不算被迫做『女權主
義』？」事實上，在許鞍華的電影事業裡，她不斷嘗試各種題材，言情
片、武俠片、文藝片甚至恐怖片，她鏡頭中的女性倒是真文藝的，如
《傾城之戀》裡的繆騫人，一張小臉「淨得像瓷，透得像玉」。
更準確概括許鞍華的電影風格，是香港電影研究者羅卡總結的：

「貫穿許鞍華所有作品中一個重要的母題是人的流徙不安，更精確
點，是人被環境所迫而飽受流離無根之苦。」而這一母題，正好也暗
合了蕭紅一生的顛沛流離。
《黃金時代》一開首，湯唯演的「蕭紅」說了一句：「北方是悲傷

的」。攝像機俯視群山，穿梭於冰川，配以音樂的旋律，是許鞍華鏡
頭裡對生命和世界的詩意歌詠。《黃金時代》結尾，蕭紅最後一次出
現，唸了一段《呼蘭河傳》裡的文字：「我生的時候，祖父已經六十
多歲了，祖父一過了八十，祖父就死了。從前那後花園的主人，而今
不見了，那園裡的蝴蝶，螞蚱，蜻蜓，也許還是年年仍舊，也許現在
完全荒涼了。」唸完，蕭紅離開書桌，空鏡頭，電影結束。這種方
式使電影充滿了對世界、生命和歷史的拷問。許鞍華電影作品的好
在於從不低估觀眾的思考能力，讓觀眾有更多空間去觀察和打量歷
史和生命。

《《心花路放心花路放》》
公路獵艷之旅公路獵艷之旅
繼繼《《瘋狂的石頭瘋狂的石頭》、《》、《無人區無人區》》後後，，寧浩再攜寧浩再攜《《心花路放心花路放》》橫掃影院橫掃影院，，創下內地一創下內地一

天一億的票房奇跡天一億的票房奇跡。。對於本地觀眾而言對於本地觀眾而言，，寧浩不是個熟悉的名字寧浩不是個熟悉的名字，，其幽默的敘事風格其幽默的敘事風格

也未必合口味也未必合口味，，但從但從《《瘋狂的石頭瘋狂的石頭》》開始的鐵三角組合──寧浩開始的鐵三角組合──寧浩、、黃渤黃渤、、徐崢徐崢，，每次每次

都帶來驚喜都帶來驚喜，，瘋狂瘋狂、、麻甩麻甩、、不合常理的故事不合常理的故事，，不是最好不是最好，，卻最有味道卻最有味道。。 文文：：笑笑笑笑

中國一向少有公路片，但寧浩本人卻第二
次拍公路電影，無疑公路對其來說有特殊的
意義。寧浩便將公路比喻為拍電影的過程，
每次拍電影他都有「在路上」的感覺，「從
開始到完成都是一次獨特的人生體驗」，
寧浩說。電影走過北京、大理、香格里拉、
張家界、芙蓉鎮、昆明等地，徐崢與黃渤這
對難兄難弟因失婚而開始旅程，最後因重回
故地反倒被療癒了。

罕見公路片
這是一部極盡荒謬之能事的療癒電影，沒

有大是大非，在路上的一切，雲淡風輕，如
同黃渤與袁泉那段經不起時間考驗的愛情一
樣。因失戀失婚踏上旅程不是新鮮事，早前
上映的印度喜劇《小失戀．大漫遊》也走這
個路線，而《心花路放》的背景也源自編劇
的親身經歷。去年，編劇岳小軍情感受挫，
寧浩便驅車帶他散心，兩人駛過大半個中
國，遇上各式各樣的人和事，煩擾鬱悶都在
這趟旅程結束後煙消雲散。
說起公路片，筆者一向覺得中國東西南北
風情各異，路上風光處處，有拍公路片的條
件。而黃渤與徐崢兩個麻甩佬也不負眾望，
沿途風花雪月，先遇上阿凡達女郎來一段一
夜情，後又有髮型屋少女破格演出，再加上
都會靚女的噓寒問暖，黃渤打算豁出去表白
之際，才來一個峰迴路轉，如墮深淵。
公路上奇聞異事特別多，荒謬、不合邏輯
之事亦大把，正好對照當下中國，騎呢荒
誕。阿凡達女郎表面冷酷，內心卻熱情如
火；理髮小姐標奇立異，生活卻異常空虛；
長腿美女舉手投足大方得體，原來是個女同
性戀者。看似正常的事，卻深不可測，事情
往往出人意表。公路上的際遇，隱隱反映了

內地社會的畸形發展。

路上眾生相
電影走雙線敘述，黃渤與徐崢是現在式，

而袁泉的視角則是過去式，兩者在最後交匯
成一，頗有驚喜。看似毫不相關的兩條主
線，電影從一開始已埋下伏線，袁泉飾演的
康小雨因在好友婚禮遇上前男友，傷心之下
在網上聽到黃渤飾演的耿浩所唱的《去大
理》一曲，遂做個背包客，瀟灑闖大理。她
在大理邂逅一隻狗及旁邊酒吧的一個怪老
闆，因發生種種不如意之事，最後打算執包
袱走人。此一設計與耿浩的公路闖蕩交叉發
展，而恰恰耿浩也帶着一隻狗出遊。十分偶
然的《去大理》歌曲與兩隻狗狗，就是用來
鋪梗，直到耿浩與死黨鬧翻，隻身遠赴大理
時，兩個時空合二為一，事件的來龍去脈一
清二楚。
最後那場幹架的戲固然胡鬧，但亦可將之

視為耿浩公路之旅結束、回到起點面對現實
的發洩。一路走來，寧浩的腹黑嘲諷收放自
如，小雨因偶遇前男友而撒下要結婚的漫天
大謊，刺中中國女孩要臉好勝輸不起的心
態。而兩個中年「土豪」，花錢不眨眼，遊
戲人間、花天酒地的行徑，最後惹來阿凡達
女郎的死纏爛打及「行得夜路多，必有遇鬼
時」地遇上黑社會老大，一眾混混大幹一
場，徐崢那一槍擊中了中國人「脆弱」的心
靈，好友拉不下臉反面了。
寧浩說，「我關心身邊的故事，更關心中

國人身邊的真實故事。《心花路放》直面每
一個中國人現在面臨的問題──我們的情感
世界受到了物質世界的壓迫，我們要如何面
對這種失落感？我想通過喜劇的方式，給出
一個人生的答案。」

片中出現的《去大理》CD封面是黃渤過去當
歌手時的照片。黃渤在片中飾演過氣歌手耿浩，
現實中的他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亦是歌手，曾在
酒吧、歌廳獻唱，並舉行過全國巡迴演唱會。
此外，除了阿凡達女郎外，片末徐崢亦

「cosplay」阿凡達。原來寧浩很喜歡《阿凡
達》電影，總想要在電影裡惡搞一下，當他
發現天門山的旅遊景區竟然把阿凡達演出當
成旅遊噱頭時，便順便將之搬到電影裡。
寧浩惡搞之心從不間斷，黄渤與徐崢反

面時，突然爆出一句粵語對白：「從今日
開始，我同你，恩斷義絕。」然後徐崢向
天開五槍。據說這是向吳宇森執導的警
匪片《喋血雙雄》致敬。

幕後花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