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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候」兩地矛盾趨激烈「小人物」穿梭深港似無處容身

「港漂」片康城參展
跨境生︰別問我企哪邊

不同時代的香港，都留下了不同故事，有戰亂的槍林彈雨、有拚搏發展的燈紅酒

綠。這個時代，「港漂」相信是香港這本「故事書」中不可缺少的一章。「港漂」，

一般而言是內地來港讀書的學生，又或是在港工作的異鄉人，但在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電影及電視高級文憑畢業生黃天城眼中，「港漂」是「香港人在漂流」，既描繪出中

學5年跨境上學的自己，也形容着兩地矛盾越來越激烈的社會中，漂泊得似乎無處容身

的跨境學生。

「有些人，他生活的很大部分在香港，也有很大部分不在香港，到底甚麼是香港

人？是住在香港的就是香港人？」他將這些疑問，放進了一幕幕戲，拍成了《港

漂》，上月還去了法國康城電影節，將這一個年代、一些年輕人的迷茫透過影像展示

出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放學搭「泥鯭的」
導演真實經歷

廁所背稿勁侷促
「最深刻是在廁所拍的那一場。記得拍攝

的時候是夏天，我又選了長袖睡衣，拍攝時
為了不想收到雜音，洗手間裡抽氣裝置都關
掉了，空氣很不流通，而同時洗手間裡其實
迫了4個人在裡面拍攝。那一幕戲是我面對
鏡子背辯論稿，由於環境很侷促，我一直很
難集中，拍了很多次才完成。」

扮無事回家食飯
「最深刻的是女主角贏了辯論比賽後，過

了口岸關口於內地回家的路上，女主角於街
上流連，思考着比賽勝出對自己的意義，到
最後決定丟棄獎牌。另一幕則是女主角回家
後如常與母親一起吃飯，兩人都在扮甚麼事
都沒有發生，我覺得這一幕很典型、很都市
人，大家都很喜歡扮作若無其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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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漂》作為黃天城5年跨
境上學經驗的反映，到底當中

有哪些現實被寫入情節呢？原來，除了冗長的
交通路程、兩地截然不同的面貌外，天城最深
刻的就是放學搭「泥鯭的」回家，「那一幕完
全是真的，以往就是過了尾班車的時間，於某
些特定位置就會有人在等的士去關口，漸漸也
有些固定的搭車組合。」
不過，當中也有不少情節難倒天城，例如辯
論比賽相關的劇情。他表示︰「我是從來沒有
玩過辯論的，所以要特意向有關人士請教，請
他們為我構思當中的辯論稿，所以辯論稿也是
很認真的，可以拿去比賽。」但這就苦了同樣
無辯論經驗的女主角Eva，「我看了兩段大專
生辯論比賽的片段，學習他們辯論的方式，但
還要背那些辯論稿，對我而言真的有點困
難。」
此外，是次拍攝亦是兩地取景，天城也有不

同感受，「本來大家會比較擔心在內地拍攝的
問題，誰知原來在內地拍攝很順利，最多只是
很多路人圍觀而已。即使公安上前來，也只是
問我們『攝影機貴不貴』，純粹閒聊，但香港
反而經常遇到保安勸喻不要拍攝的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港漂》雖然只是一部學生習
作，但卻屢獲殊榮，上月更獲選

於「法國康城電影節」的「短片角」展出，是21部
香港原創短片之一。不過，將兩地文化差異搬上國際
舞台，香港人視為重要的事，於外國人眼中可能只是
芝蔴瑣事，黃天城坦言︰「其實很多外國人不太理解
香港和內地的矛盾，他們會覺得，只是過一個關口，
有那麼大的問題嗎？」

入選康城「短片角」唯一學生作品
《港漂》這部短片，早前勇奪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
的「鮮浪潮2014－國際短片展」本地競賽部分學生
組「最佳劇本獎」，獲評判讚揚「戲劇結構鬆緊有
緻，角色出眾，題材刻畫細緻，貼近時代」。黃天城
之後更利用比賽所獲得的2萬元獎金，申請參加「法
國康城電影節」，並順利脫穎而出，獲選入「短片
角」，成為僅有的參展學生作品，而整個「短片角」
有來自世界各地共400部短片參展，這絕對是一趟充
實的交流之旅。
不過，去到外國，香港的煩惱突然變得微不足道。
天城表示︰「我曾經和一個參展的德國人聊天，他之
後來了看我的短片，其實很多外國人不太理解香港和
內地的矛盾，他們會覺得，只是過一個關口，有那麼
大的問題嗎？」至於內地參展的人，也不見得有太大
感受，因為他們自覺是香港的「過客」，「反而台灣
人會比較好奇這個問題。」
《港漂》短片可於以下連結觀看︰https://youtu.
be/9sQa6bFJGGM。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香港每天都有一定數目的人在跨境上學，當中有
雙非、有單非，也有居深港人，天城就是最後

一類。他笑言，自己足跡遍及多個地方，「我在離
島長大，然後住東涌，中學時因為家人工作關係，
搬到深圳去住，然後就每天從內地跨境到天水圍、
元朗上學。」
可幸的是，天城跨境的那5年，並沒有特別明顯

的兩地矛盾，同學即使知他居於內地，亦不會用異
樣眼光看待。不過，每日特別冗長的路程，兩地截
然不同的面貌，還是讓他在每一趟路程上想很多，
並會偶爾湧現出漂泊感。眼見近年港人越來越排斥
跨境學生，他就決定把自己的經歷，糅合現今社會
氣氛，從一位跨境學生的角度，去呈現出時代的點
滴。

辯賽切合港情 立場似大於現實
約20分鐘的短片，說的是一個單非初中女生的故

事，因為害怕被同學歧視，女主角隱瞞「身世」。
一場探討兩地矛盾的校際辯論賽，女主角作為辯論
隊一員，站在了「反內地人來港」的立場上，每一
個論點，都刺痛着自己不為人知的一面。最終女主
角贏了比賽，但卻把獎項丟棄到垃圾堆，因為那塊
獎牌，更似是瘡疤而非榮耀。
「以辯論去表達，是因為我覺得這很像香港的氣
氛。」黃天城眼中，5年前平安無事的跨境生活已
悄然遠離，換上了對立的、劍拔弩張的社會氣氛，
「不論巴士阿叔、地鐵阿婆，或者立法會裡的情
況，大家都像是在辯論，每人都是立場大於事
實。」

「玩」問題懶尋答案 越拗越不快
熱愛辯論，但似乎不是為了讓「真理越辯越

明」，這是天城看到的香港社會。思考了不知多
久，他終於有句沉澱下來的結論︰「我覺得大家喜

歡『玩』問題，多於找答案。」於是，他以辯論作
為短片的重心，凸顯出社會對跨境學生議題的爭拗
觀點。
呈現這樣的景象，其實是希望可以帶來反思，天

城表示︰「始終問題是不能因為一堆人有一個立場
而解決，亦不是一面倒抒發自己的意見就可。這樣
的爭拗，是否能帶來大家想要的香港呢？還是越拗
越不開心？」
不少看完短片的人，會覺得天城在為跨境學生辯

護，他亦表示︰「每次分享會，都總有看完短片的
人問我『企邊邊』，但我會想，為甚麼大家都急於
將別人『歸邊』？」無意參與爭拗，天城強調︰
「我只是想拍一個大氣候、大環境下，一個小人物
的故事，而故事中的主人翁如何去選擇其生活，甚
至是生存模式。」

■要有好的創作，總要有一定閱歷，天城（左）和Eva（右）則
從年輕人的角度去演繹社會問題，獲不俗成績。 記者黃偉邦攝

■黃天城的《港漂》上月獲選於「法國康城電影節」的短片角
展出。圖為當時他接受外地媒體訪問。 受訪者供圖

觀眾看完一齣戲，可能會被觸動
而出現不同情緒，但要徹徹底底地

感受角色心情，相信還是只有演員才能做到。於
《港漂》短片中飾演女主角「林思敏」的鄧芷晴
（Eva）就表示，自己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要體
會單非學生的心情尤其不容易，「林思敏」深港兩
地生活但兩面不是人的壓抑，還有故事裡刀光劍影
般的歧視，都令她更深刻地思考跨境學生的處境。

土生土長 感未演好主角掙扎
演員Eva外形嬌小、樣子年輕，總是被安排擔任
學生角色，但這次「林思敏」一角，卻令她感到有
不少挑戰，「坦白說，我覺得劇本比較複雜，我是
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甚至沒有親戚在內地，所以要

多想角色的心情，現在看回來，我覺得我還未能完
全演繹好女主角那種掙扎。」

「只有回家路上輕鬆一點」
Eva看這角色時，感受最深的是「林思敏」的兩

難處境︰她一方面不想同學知道自己是「單非」，
另一方面又不想自己的內地母親難過；一方面要打
好「反對內地人來港定居」的辯論，另一方面自己
的家庭正準備遷港；一方面要傾盡全力勝出辯論比
賽，另一方面卻為勝出而感到失落，更怕自己辯論
場上的勝利會對母親造成傷害。Eva說︰「我覺得
這個生活的角色，好像不論在香港的學校，還是內
地的家裡，都很壓抑，唯一輕鬆一點的時間，可能
是放學後搭的士回家的路上，可以和另一個要跨境

的學長談兩句。」
為了做好這個角色，Eva除了要向新來港朋友請
教外，還要不時想像受到別人白眼時會有甚麼反
應，要怎樣做才有層次，而這些練習，都令她更深
刻地反思歧視。「其實我們去到別的地方，也會受
到白眼，因為大家的文化背景、生活習慣不一樣。
我想這不是對與錯的問題，這是生活模式不同。原
本我覺得這個議題和我沒甚麼關係，但拍完《港
漂》之後，我會再想想這個社會在發生甚麼事。」
Eva坦言，演戲可以幫助自己思考，劇本裡每一

個角色，都是現實的人的一個縮影。這次拍《港
漂》後會否以不同的目光去看跨境學生呢？Eva表
示︰「每個人都有盲點，沒有哪一個立場的人知道
真正的真相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EvaEva（（前前））表示表示，，導演黃天城導演黃天城（（後後））在拍在拍《《港港
漂漂》》時經常指導她應該如何理解角色心情時經常指導她應該如何理解角色心情。。

記者黃偉邦記者黃偉邦 攝攝

■學生習作拍攝時總要找「救兵」，這場戲中有不少演員都
是導演朋友的親朋戚友。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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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場面

■內地和香港截然內地和香港截然
不同的面貌不同的面貌，，令不令不
少跨境學生困惑少跨境學生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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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有別

■《港漂》不少場面在
學校拍攝。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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