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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有影視前輩撰文分析香港影視為何沒落，
結論是因為這些影視作品 「戲劇性」不足，更指出
只有戲劇才是永恆的賣點。

如果 「戲劇性」是重點的話，經常上演國際名
劇的劇場應該是其門如市。事實並非如此，可見戲

劇只是影視 「沒落」和 「興起」的其中一個元素。該前輩說近年很
多劇情電影、電視劇集失去觀眾，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掌握戲劇性
的專業編導人數不足，所以質素下降，題材狹窄。影視人才不足是
公認的事，但大眾娛樂作品的受歡迎與否，戲劇性的掌握也只是其
一因素。有時片種、題材和卡士就決定了受歡迎程度，今年的某幾
部賀歲片就是絕佳例子。

第二個失去觀眾的原因，據說是惟商業主導，只知道噱頭賣
錢。他認為噱頭吸引觀眾的方法是短暫的，噱頭點子招式用老了，
受眾便求轉變口味，舊瓶新酒無補於事。首先，今年有一部賀歲片
基本上是舊瓶舊酒，都很受歡迎還在準備拍續集。可說是對這理論
有力的回應。更重要的是噱頭的確是賣錢的重要元素。所謂噱頭點
子招式用老了，就只說明這些招式不是噱頭，噱頭不會是舊的，這
是噱頭的定義。

這位前輩又指很多作品 「有佳句、沒有佳章」，裝修、陳設都
有個人風格，但全劇而言卻 「弱不禁風」，失去戲劇性，經不起時
間考驗。他的觀點大概只是多種角度的其中一種，娛樂性、社會性
和文學性都沒有考慮。不能說他錯，但真的有點 「離地」。

最後他指香港的電視連續劇曾是廣府話地區獨佔鰲頭的創意工
業，瘋魔全球；可是不進則退，韓劇、日劇都扒頭了。更指創意工
業不是政府和主流商人可創造的，主要是靠產業從業員和一套優良
的行業規則。他明顯不知道韓國是政府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全力
發展影視業，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才把行業做起來，誰說政府不可
能創造工業前景。至於要靠從業員和一套優良行業規則的 「提
議」，令人不禁要問在香港影視業蓬勃的年代，何曾有過一套優良
行業規則？

難怪曾經有電影人說最可怕的不是門外漢，而是曾經是業內人
而離開了三年以上的前輩，他們的理論往往帶來 「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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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或者親切一點叫 「香港
仔」，到底是怎樣的一群人？不同的
導演在不同的電影中，有各自的呈
現。若果看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大行
其道的黑幫片，你可能會覺得香港到
處都是江湖人物和小混混，而陳果的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
的紅Van》則把片中的香港人塑造得
多少有點狂躁。彭浩翔構思、籌備六
年的新片《香港仔》，開宗明義要講
香港人，講香港人的生活，但老實
說，片中幾位香港人的生活卻溫吞得
有點讓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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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賣座猛片《永遠的0》襲港

文
：
田

力

▲模特兒梁詠琪（左）出席飯局遇
上余文樂

▲醫生志偉（左）跟女護士有
私情

▲父親古天樂（左）懷疑樣貌平平
的女兒不是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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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導賞員千嬅博物館導賞員千嬅（（前排中前排中））遇上愛賣弄的參觀者遇上愛賣弄的參觀者

▲梁詠琪（右）找小姑千嬅傾訴心事

▲梁詠琪在片中飾身材豐滿的過氣模特兒

▲導演彭浩翔（右）開宗明義要講
香港人的故事

◀◀千嬅千嬅無法忘記亡母生無法忘記亡母生
前對自己的冷淡前對自己的冷淡

▲過氣模特兒梁詠琪面對年華老去的煩惱

▲千嬅在夢中的紙板北角，遇上
已去世的母親

上周兩部港產片《香港仔》和《Delete
愛人》隆重上畫力戰《蜘蛛俠2：決戰電
魔》，結果當然難敵 「蜘蛛」魔力，而今周
則有兩部來頭不小的日本片上陣，《永遠的
0》和《黑執事》。

《永遠的0》去年十二月在日本上映，連續七個星期高
據周末榜冠軍位置，上映十五周共收八十四億九千六百六
十七萬日圓，約六億四千七百四十萬港元，現時穩坐今年
日本票房榜第二位，第一位為收一百四十六億三千萬日圓
的迪士尼動畫片《魔雪奇緣》（Frozen）。《永遠的0》改
編自百田尚樹所寫的暢銷同名小說，講述青年佐伯健太郎
探訪祖父生前的戰友，追憶太平洋戰爭期間擔任零式戰機
飛行員的祖父過去。講起零式戰機不禁想起去年日本全年
票房冠軍，勁收一百一十六億三千八百一十九萬日圓，約

八億八千六百萬港元，宮崎駿的動畫片《風起了》，主角
為零式戰機設計師崛越二郎和小說家崛辰雄合二為一。

有趣的是連續兩年日本的賣座片都是講述戰爭期間，
前方（飛行員）和後方（設計師）為題的電影，或者這跟
日本社會近年的氣氛和狀態有點關係；而兩片都有着某種
程度的 「反戰」意識，要珍惜生命。因為兩片的題材問
題，《風起了》雖然在世界各地上映，但票房都只是一
般，沒有宮崎駿過往作品般受歡迎，在美國上畫票房只收
五百一十九萬美元，相比《崖上的波兒》和《千與千尋》
都有過千萬美元，較為失色。至於《永遠的0》，香港為日
本以外的第一站海外上映，前一周的優先場收四萬三千五
百港元，且看今周上畫反應如何。

另一部日本片，改編自樞梁漫畫的《黑執事》，電視
動畫劇集熱播後，電影公司隨即拍成電影，由水嶋宏、剛
力彩芽主演，所謂 「執事」即是管家，影片以調查木乃伊
乾屍事件為橋段。影片於今年年初在日本上映，票房收五
億三千六百三十八萬日圓，約四千零八十四萬港元，反應
沒有電視動畫劇集般理想。

美國《哥斯拉》殺到
兩部日本片以外，還有一部荷里活大製作，亦跟日本

有 關 ， 就 是 重 拍 日 本 經 典 怪 獸 電 影 的 《 哥 斯 拉 》
（Godzilla），記得一九九八年Sony曾跟日本合作拍攝過一
次，全球收三億七千九百萬美元，這次華納再投下重本，
不知結果如何，香港跟美國同步上映。至於，原定上周上
畫的《賤鄰50》（Neighbors），此片在美國勁收五千三百
四十七萬美元，不知在香港是否同樣受歡迎。而在柏林影
展榮獲最佳電影和最佳男主角的內地黑色電影《白日焰
火》，亦於本周上畫。

▲在日本勁收八十四億日圓的《永遠的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