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胡金銓導演發掘前，石雋是名藥學教
授的研究助理。他本不願做演員，但

胡金銓堅持勸他一試，就這樣他成了《龍門
客棧》的男主角蕭少鎡，之後在《俠女》裡
繼續擔任男主角，又參演《空山靈雨》、
《山中傳奇》等片，1982年獲第二十八屆
亞太影展最佳男主角獎，2012年獲第49屆
金馬獎終身成就獎。儘管兩人年齡只相差三
歲，他始終視胡金銓為師，時至今日一直致
力於胡金銓作品的傳承與推廣。

「求好心切事必躬親」鑄就風骨
石雋常用「求好心切，事必躬親」來形容

胡金銓。「胡導演幾乎會搞所有工作，武美
設計、海報設計，連搭景都要自己操刀，一
些作品片名、片頭字幕也是他親筆書寫。」
除此之外，胡金銓格外重視考據，其編劇作
品均以明代為背景，他對於明史的通曉程度
極高。而且他的考據不僅限於古書，還包括
科技相關的現代書，石雋感嘆：「即便是學
者，也不一定比得上他鑽研得深透，遑論是
導演。」
與胡金銓「考據癖」相隨的，是他的嚴
謹。《龍門客棧》裡那把「傘中劍」，就是
為嚴謹符合史實，由他自己設計發明的。石
雋回憶：「胡導演說在那個朝代行走天涯，
帶劍是不可能的，會被官家盤問，而帶雨傘
就正常。」因此，胡金銓特地到台南美濃的
部落，找到專門製作傳統客家紙油傘的手工
藝者定製了這把「傘中劍」，卻不想它成為
了後世武俠影片中最為經典的武器之一。
石雋說，《龍門客棧》至少為華語電影帶

來了七八年的「黃金時期」。這部幾乎開創
了早期武俠電影先河的作品，由港台紅至大
江南北，並跨出國門，於東南亞、南韓國以
及歐美各國中國城影院創下極高票房紀錄，
而《俠女》則是華語電影史上首部於歐洲三
大影展（坎城影展、柏林影展和威尼斯影
展）均有獲獎之作。
胡金銓曾在1978年入選英國《電影指

南》當年「世界五大導演」，時至今日他的
回顧影展和電影周仍不斷在世界各地舉行。
韓國釜山電影節甚至已三度為其辦展，在日
本還有電影人撰寫關於他的研究書籍。他的
影片被國際認可，同時也將影片中無處不在
的「中國元素」帶到了其他國家觀眾眼前。
石雋說：「他的作品應叫古裝動作片，古

裝片對中國傳統文化傳播非常重要。」不止
於服裝、化妝、道具方面，胡金銓可以說是
將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情結從各個角度融入

了作品。中國水墨畫般的構圖，京劇鑼鼓密
集的配樂，包括演員打鬥的動作也極類同於
京劇武打，石雋笑言，他和胡金銓導演自小
都熱衷看京劇演出，傳統文化耳濡目染早就
刻在骨血，走到哪裡都不會變改。

期大師遺風啟發後世電影人
十八年前，石雋不辭辛苦籌措資金建立起

「胡金銓導演文藝基金會」。如今已至耄耋
之年的他，仍精神矍鑠、不遺餘力地推廣胡
金銓作品，他說：「成立基金會一方面是為
紀念他，另一方面是為讓現在及後代電影學
子認識和學習他。」為此，石雋多年來前往
國內外各地參與胡金銓的相關活動，曾深入
上海戲劇學院、廣西藝術學院等院校出席胡
金銓電影學術論壇講座。他希望青年學生注
意到導演的技術與對藝術的高追求，也要明
曉影片裡對中華文化中忠、孝、節、義的崇

尚與傳達。石雋說：「我不會太刻意強調電
影裡的國家、民族意識，但相信學生們都能
感覺到，也會去傳承。」

《龍門客棧》第一代男主演
當被問及多年合作過程中，從胡金銓導演

身上學到了什麼？石雋毫不猶疑回答：「那
就是不管做什麼，都要做到自己能力範圍的
極限。」在如今古裝動作影視劇層出不窮卻
又鮮有精品的時代，胡金銓耗費3年零6天
拍《俠女》那種「慢工出細活」的堅持更加
難遇。希冀如今年輕一代的電影人回望大師
的背影，在感觸良多之中，別忘將那可貴品
質汲取。
近期有製片人提出想要重拍《龍門客

棧》，石雋感到很開心。他謙遜地表示：
「我不會提太多意見，只希望保留胡導演的
電影理念與經典情節。如果有關於某場戲的

具體疑問，我會很樂意解答。」
製片人李時蓉說：「我只是第一個提出重

拍《龍門客棧》的人，當時我找到胡金銓同
意，並答應擔任藝術顧問及監製，培植年輕
導演，合拍的批件是我去辦的，去年九月
中，我拿到胡家三部戲授權，目前正做籌備
工作，希望開拍《龍門客棧》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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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心製琴30年，本地提琴製作家黃煒權
又面臨一項新挑戰——沒有具體圖紙，也
沒有見過實物，如何製作一把馬頭骨弦
樂？他將想像變為現實，憑藉有限的資料
文獻排除困難，製作出「銀色里拉琴」復
原品。
黃煒權稱從小便對達文西的作品頗為熟
悉，對達文西橫跨美術、工程、設計等多
領域的造詣亦十分崇拜，恰逢2019年是達
文西逝世500周年，他早早便與相識多年
的好友、小提琴家廖原（Vincent Liauw）
探討應以怎樣的形式向達文西致敬，仿製
馬頭骨「銀色里拉琴」的念頭由此而生。
製作過程中，他翻查了眾多資料，也與
Vincent數次交換意見，但他笑稱製作過程
很順利，是根據照片中馬頭骨的尺寸推算
出琴的各部件的比例，再融合自己製琴多
年的經驗、對藝術的感覺及想像，盡可能

去還原琴的神髓，他說：「通過深入研究
里拉琴，我發現到很多巧妙之處，更深刻
體會到達文西的偉大。五百年前，他利用
馬頭骨的不同部位使琴共鳴發聲，劏開馬
頭再焊返，用什麼線怎樣連接，什麼位置
開窿使聲音更加響亮，每一處的設計都非
常巧妙，帶給我製琴的啟發。」
這把還原神髓的「銀色里拉琴」現正於

奧海城「想．像達文西500周年展」中展
出，同場亦有8米高蒙娜麗莎巨型馬賽克
裝置、《最後的晚餐》VR虛擬實境體驗、
「尋找達文西的完美人體」測試裝置、發
明天書手稿《大西洋古抄本》和機械手稿
模型等，由即日起展至2月16日。

自學技巧 探索製琴奧秘
原來黃煒權學製提琴是小時受到鄰家大

哥的影響，眼見其親手造出一把屬於自己

的獨一無二的提琴，「以現在的專業眼光
看，那把琴當然不完美，但當時我感到非
常崇拜。」這在他心中種下了一顆種子，
直至三十年前，用他的話說是一個「機緣
巧合的機會」，和一班朋友一起「玩下」
試製提琴，從此一發不可收拾，迷上了這
門技藝，「製琴總能給我帶來驚喜，未做
好時心裡十五十六，若最後拉出靚聲，會
給我帶來無比的滿足感。」近十年，他專
注自學技巧，深入研究製琴學問，力求提
升發音上的功能性，有幸遇到貴人提
攜，有機會接觸無數名琴，深受啟發，
製作出愈來愈多獨有韻味的提琴，即使
是一把未完成的琴，他也有八九成把握
預計出最終成品的發聲，「閉上眼用手
摸，知道每塊板可以去到幾盡」。「很
多人誤解，提琴最重要的是工藝，機器
甚至3D打印都可以做得出一把琴。其

實提琴製作中綜合了多種知識，外觀線條
決定60%的琴聲，如何令共鳴箱共振得更
加好，其中也自有奧秘。」他解釋道。
他自小就受到不同藝術的薰陶，繪畫自

小受到正統西洋美術的全面訓練，後來的
作品風格糅合了國畫的技巧，自成一派。
他同樣將對藝術的理解融入製琴之中，以
豐富想像力將不同的素材排列組合，在製
琴的道路上走出屬於自己的風格。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

提琴製作家提琴製作家黃煒權黃煒權 巧手復原達文西里拉琴巧手復原達文西里拉琴

早前由「鮮浪潮」舉辦的「亂世俠客行：胡金銓回顧展」尾場座談，影迷觀眾

迎來《龍門客棧》主演石雋，及跟隨胡金銓導演學習剪接及導演的製片人李時

蓉。石雋這位由胡金銓導演發掘，並合作數十年的演員一起，重看《龍門客

棧》、《俠女》等影片片段，聽他談起關於胡金銓的點滴往事。在胡金銓

導演逝世的第23個年頭，距離《龍門客棧》上映也已過半個多世紀，

幀幀畫面裡不見他，他卻又無處不在。被那個曾與其短暫合作的許鞍

華形容為「影子很長，很長」的人，早已在華語電影史上，留下了

一道永不褪色的綿長光影。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

憶大師憶大師胡金銓胡金銓
拍戲重考據

古裝片對傳播中國文化極重要古裝片對傳播中國文化極重要

■■黃煒權製作黃煒權製作
出出「「銀色里拉銀色里拉
琴琴」」復原品復原品。。

■■製作過程中製作過程中，，黃黃
煒權數次與廖原煒權數次與廖原
（（左左））交換意見交換意見。。

■■奧海城正舉辦奧海城正舉辦「「想‧像達文西想‧像達文西500500周年展周年展」。」。

■■三把三把「「銀色里拉琴銀色里拉琴」」雛形雛形。。

■■座談會上座談會上，，石雋回憶起胡金銓便滔滔不絕石雋回憶起胡金銓便滔滔不絕。。

■■座談會上放映了座談會上放映了《《龍門客棧龍門客棧》、《》、《俠女俠女》》等經典影片中的片段等經典影片中的片段。。
■■石雋石雋（（右右））與曾經同胡金銓導演合作的製片與曾經同胡金銓導演合作的製片
人李時蓉人李時蓉。。

■■胡金銓重視考據胡金銓重視考據，，
格外嚴謹格外嚴謹。。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胡金銓胡金銓《《俠女俠女》》劇照劇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時蓉和胡金銓合照李時蓉和胡金銓合照。。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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