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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逢莎翁逝世四百周年，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
（HKIFF）特別選映黑澤明的《蜘蛛巢城》
（1957）、波蘭斯基的《浴血金鑾殿》（1971）
及賈斯丁．科賽爾的《馬克白》（2015），通過
三位不同年代、不同國籍的導演，及對《馬克
白》不一樣的詮釋，展示出迥異的影像和敘事風
格。
向來熱衷改編西方文學戲劇的日本導演黑澤

明，於1957年拍出了被譽為最成功的《馬克
白》改編電影《蜘蛛巢城》。背景搬到十五、十
六世紀的日本戰國時代，三船敏郎飾演的鷲津武
時大將軍是馬克白的化身，受妻子唆使而弒主篡
位。電影置景簡約開闊，演員表情模仿能劇面
具，盡顯黑澤明藝高人膽大的一面。而波蘭斯基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與知名劇評家肯尼思．泰南
合作改編《馬克白》，拍成《浴血金鑾殿》。電
影整體忠於原作，對白和獨白亦多摘錄原文，同
時又將暴虐殘殺的場面呈現出來，戲劇性隱而不
彰，戲味含蓄而濃郁。至於澳洲新進導演渣士汀
卻素執導的《馬克白》，勝在別樹一幟，入圍去

年康城影展競賽單元。電影
於英格蘭、蘇格蘭實地取
景，鉅細無遺地呈現戰亂殺
戮。身形魁梧的米高法斯賓
達以戰將形象現身。法國女
星瑪莉安歌迪娜的口音和化
妝，也反襯她兇殘表面下那
可憐絕望的心靈。
此外，HKIFF亦帶來四部

經過4K數碼科技修復的李小
龍電影，包括《唐山大兄》
（1971）、《精武門》（1972）、《猛龍過江》
（1972）及《死亡遊戲》（1978）。
李小龍闊別影壇十年，由美國回流香港演出

《唐山大兄》，一鳴驚人。他獨特的吼叫聲、擦
鼻的小動件、倔強又凌厲的眼神，渾身流露懾人
的魅力，征服無數影迷，電影從此成為華語功夫
片無可取代的典範。翌年的《精武門》，以中國
人的民族尊嚴為引子，看得人熱血沸騰。李小龍
的招牌武打風格，加上首次登場的雙節棍，旋即

成為無數男觀眾心目中的大英雄。李小龍首次自
編自導自演《猛龍過江》。片末與羅禮士在羅馬
鬥獸場的大決戰，經4K數碼修復後的視覺質感
更顯豐盈，觀眾可深深領悟到他「識英雄重英
雄」的武術哲學。遺作《死亡遊戲》，儘管李小
龍未能貫徹全片，但嘉禾公司成立八人小組耗時
四年改寫劇本，只為故人完成遺願。片中幾場主
要打鬥拍於《龍爭虎鬥》之前，渾身是勁的李小
龍叫人懷念不已。

熊貓阿寶成為「神龍大俠」的終極秘訣是什
麼？熊貓的「氣功」究竟有多強？中美合拍動畫
《功夫熊貓3》上映數日引發影迷熱議。記者近
日探訪位於上海徐匯濱江的東方夢工廠，揭秘動
畫人物形象設計和幕後的「功夫」高手。
「有些靈感，來自工作間歇的自娛。」天煞

（電影其中一個角色）的形象設計師尼科．馬萊
回憶說，曾經幻想天煞能把那些被他打敗的敵人
變成一個個翡翠護身符，但這些想法畫出來後，
只當成是工作之餘的自娛而已。「沒想到，後來
導演無意間看到那些護身符的設計，決定直接運
用在故事裡。」在他看來，天煞這樣的反派人
物，在哲學和物理上都是一個複雜的存在。他認
為，《功夫熊貓3》所表達的功夫，是善良戰勝
邪惡，熊貓阿寶善用外界賦予的氣功，最終打敗
了想把「天下之氣」都佔為己有的反派人物。
從熊貓阿寶的視角看，《功夫熊貓3》想表達

的主題正是「你若安於現狀，將永遠無法超越自
我」。提出這一主題的正是華裔女導演Jennifer
Yuh Nelson，她有一個中文名字叫呂寅榮。「我
覺得，中方團隊是我們的師父。」呂寅榮坦言，
關於熊貓村的日常生活，如踢毽子、下象棋等，

都由中方團隊提議。
「熊貓們打滾的姿
勢、走兩步歇一歇的
狀態，都是根據現場
寫生再進行藝術加
工，最終變成了片中
的笑料。我們認為，
它比之前兩部《功夫
熊貓》更接近中國大
熊貓的日常生活狀
態，還原了阿寶的本
真。」
據東方夢工廠介紹，推動這項中美合作的真正

幕後高手是美國夢工廠動畫公司首席執行官
Jeffrey Katzenberg和中國的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
金董事長黎瑞剛。
「東方夢工廠的中美合作，實施近四年來，我

們雙方有關『夢想』的對話一直沒有中斷。關於
故事內容的展開，雙方的默契大於分歧。出品這
樣一部動畫，本身也是『中國夢』和『美國夢』
在文化領域的求同存異。」黎瑞剛說。他補充：
「中美合作可以取長補短。在動畫領域，我們需

要有當年改革開放初期虛心向強國學習的勇氣，
雖然中國的市場很大，但我們還不是一個電影強
國，需要向外界學習的太多了。」值得一提的
是，在完成《功夫熊貓3》後的幾年裡，東方夢
工廠團隊將着力推出以中國本土文化為題的全新
原創作品。業內人士認為，吸引荷里活頂尖人才
進入中國，將進一步提升原創作品的國際水準。
「《功夫熊貓3》的中文版，我可以用偉大來
形容。這部影片的誕生走了一條其他中國動畫電
影不曾走過的路，這是前所未有的。」
Katzenberg說。 新華社

位處南美洲的阿根廷離香港很遠，卻因三部電影而拉近了彼此的距
離。先是看了動畫《足球小小將》（Foosball），然後《無定向喪心病
狂》（Wild Tales），再之後是《謎情追兇》（Secret in Their
Eyes）。《謎情追兇》是翻拍阿根廷的同名電影，舊版本更獲得奧斯
卡最佳外語片獎。
先說動畫《足球小小將》，效果不俗，精密度、細緻度雖不能與荷
里活同類作品相比，但在角色設計、畫面、情節上卻可一較高低。
《無定向喪心病狂》則由六個故事組成，乃雅俗共賞的佳作，既充

滿笑料，又寫出人生荒謬，更批評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六個故事皆
以簡單場景來表達，訊息清楚易明，批評具滲透力，多角度描寫不同
階層的人物和社會面貌，是難得一遇的好電影。描畫人物與社會入木
三分的電影並不缺乏，然而容易消化和吸收的卻很少，這部是其中之
一。
至於《謎情追兇》則是2009年的得獎作品，改編自小說，當時原作
者Eduardo Sacheri與導演Juan José Campanella聯合改編成劇本，講
退休法院職員念念不忘一宗二十多年的姦殺案，當年嫌疑犯被捕最後
卻被放走。他努力整理素材，把姦殺案過程和相關人物寫成小說。後
來遇到瓶頸，寫不下去。他把初稿交到相關同事手上，讓他們先睹為
快。同時，他重新翻閱檔案資料，發現新線索，重新展開調查。
此片趣味在於焦點的轉移，兇手是誰並不重要，反而着重探討死刑

與終身監禁的意義。片中提到，死刑對兇手來說，其實是個解脫。相
反，終身監禁才是一種折磨，讓他餘生活在內疚和自責中，這種懲
罰，才能安撫受害親人的心。該片提出這樣的見解，讓我們理解受害
親人的想法，意義不凡。不只如此，電影還有另一趣味，便是退休職
員與女上司的感情關係。中級男職員與高高在上的上司，兩人之間會
有什麼阻礙，又如何衝破，影片結尾兩人的關係變化反而成為電影的
重心。
電影結局相當出人意表，帶出淡淡的悲情，讓觀眾帶着惆悵離開影
院。此片餘韻十足，難怪能獲得2009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如果對
阿根廷電影有興趣，不妨從本文所講的幾部電影開始看吧！

觀影記趣 影訊

開啟阿根廷
電影之門

文：張錦滿

《《功夫熊貓功夫熊貓33》》幕後高手是誰幕後高手是誰？？

莎翁李小龍名作現HKIFF

Damien Sin對邱金海來說，是個特別的
存 在 。 他 的 第 一 部 長 片 《Mee Pok
Man》，便是與Damien合作。當時他得知
Damien手上有個恐怖故事，便答應畫電影
分鏡，後來轉念一想，覺得不妥，「我不
想我第一部劇情片是恐怖片。」他邊喝啤
酒，邊回憶往事。

感謝好友Damien
他要求Damien修改劇本，恰恰那時找

到不少人幫忙，電影順利開拍，僅用了十
八天便完工，後來更將片子送到各地的電
影節參展。「這就像昨天的事，但已經是
二十年前了。」好拍檔Damien，亦於三年
前逝世。
邱金海說，如果當初沒有Damien，便沒

有《Mee Pok Man》，也沒有一直拍戲的
他。於是他便在《無限春光27》設計了一
個貫穿幾個故事的主角──他是音樂家，
略帶憂鬱，戀上了酒店的女傭，死後一直
留連在27號房，冷眼旁觀一段又一段畸形
戀情。他透露，這個角色的原型便是
Damien，「他在劇本上幫過我很多，我要
對他磕頭，跟他說謝謝。」

拆解新加坡歷史
《無限春光27》以六個故事探索空間概

念，時間橫跨多個世紀，有舊時代難言的
同性戀、有昔日的夜總會狂情、有姐弟式
的縱慾，亦有充滿迷離色彩的虐戀，帶出

愛與性的關係。邱金海一向對空間這個主
題感興趣，前作《十二樓》（12 Storeys）
亦帶有相同色彩，鏡頭聚焦於新加坡一棟
公共房屋的三戶人家，以此側寫新加坡的
社會面貌。
這次，他緊扣性愛這個主題，鏡頭徘徊

於進出同一個酒店房間的男男女女身上，
「這是一個很多性事發生的地方。」他記
得當年參加釜山國際電影節時，曾在酒店
房間裡看見一個煙灰缸，裡頭有兩根煙
頭，一根明顯是女性抽過的，「一個男人
和一個女人曾在裡面，你會猜到發生什麼
事。」他忍不住笑起來。
這個畫面一直在他腦海裡盤旋，他既想

拍關於新加坡歷史的題材，又希望每個故
事都與性扯上關係，彼此有所關連，可以
呈現一個時代的面貌。譬如何超儀率領一
眾舞孃大跳艷舞，色彩繽紛迷幻，而這種
夜總會式的瘋狂放蕩，正正是上世紀五六
十年代新加坡的寫照。
當時的新加坡有個艷舞女郎紅極一時，

她是陳惠珍（Rose Chan）。老一輩的人
無一不曉其大名，她六歲從中國來到馬來
西亞，後來成為夜總會舞孃，以一支蛇舞

聞名東南亞。她之後更組成艷舞團，到處
表演。「我曾想過拍一部關於她的電影，
我見過很多相關人士，劇本都寫好了。」
在他眼中，一個中國來的女孩竟變成東南
亞的風雲人物，甚至成為一個標誌，是一
件非常迷人的事。

意外步入電影圈
有趣的是，五六十年代亦是新加坡電影

最輝煌的年代，因為邵氏兄弟曾在那裡製
作了不少電影。「他們從四十年代開始製
作電影，有來自印度的團隊，演員以馬來
西亞人為主，這些電影曾在東南亞流
傳。」由於媽媽非常喜歡看恐怖片和功夫
片，小時候邱金海每周都跟媽媽到電影院
看新片，邵氏、嘉禾、李小龍的電影他都
看，「我看過香港所有關於功夫的片子，
我還記得李小龍死的時候我哭了，我不能
相信，因為他是不能死的。」
他是個影癡，卻從沒想過自己

會成為導演，因為他畢業的年
代，新加坡電影業已不可同日而
語。但退伍後，因緣際會下得知
新加坡國際電影節有個短片比
賽，他膽粗粗拍了一條短片送過
去，竟贏了最高獎項，很多歐洲
電影人都對短片感興趣。他猶記
得，當年的新加坡國際電影節是
僅次於香港國際電影節的亞洲電
影節，曾經光輝一時，有不少新

晉導演跑出，然而資金短缺，加上後來釜
山電影節的成立，進一步削弱了新加坡國
際電影節的光環。但他依然堅持每年拍短
片送過去，直到1994年，其短片《Pain》
被新加坡政府禁了，片子卻在海外廣受好
評，他更得到贊助，開拍劇情片。
這些年，他拍了《Mee Pok Man》、
《十二樓》、《Be With You》、《我的魔
法》等，更在2011年做了一個超大膽的嘗
試──製作動畫長片《辰巳》，沒耐性的
他花了八個月時間做，以不可思議的速度
完成了。他不諱言自己喜愛漫畫，崇拜日
本漫畫家辰巳喜弘，最初純粹想拍這個
人，但看完資料後欲罷不能，決定用動畫
這種形式呈現出來。他說，再也不會拍動
畫了，因為實在太花時間了。
因為喜歡，所以拍，邱金海的作品總是

從心出發，並總以電影向美好的年代致
敬。

邱金海邱金海
致敬美好年代致敬美好年代
新加坡導演邱金海一向大膽破格，愛以電影訴說城市的各種空間，牽涉情

色、禁忌、虐戀等難以啟齒的話題。個性急躁的他拍起戲來也風風火火，一

部長片，別人動輒幾個月拍攝，他卻可在短短十多天內完成。

他坦承自己欠缺耐性，製作時間總是一再壓縮，即將於四月上映的新作

《無限春光27》（In the room）便是一個例子，與香港、日本、韓國、馬來

西亞等多地演員合作，事前僅以skype溝通，拍攝時現場搭建兩個房間，輪

流拍六個不同年代、卻在同一個酒店房間發生的故事，藉此解構空間及向老

友Damien Sin致敬。 文：伍麗微

■■新加坡導演邱金海新加坡導演邱金海。。 伍麗微伍麗微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