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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抱青春記》直面真實自我
延續《包寶寶》主題 青春期女孩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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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青春片
是港產片中稀缺的一種類型，多依
託其他類型片而存在，比如周星馳
的電影《逃學威龍》便是以校園為
背景，講述香港警察擔任 「卧
底」 ，進入校園尋找一支失槍的故
事，雖然情節大多無厘頭，並沒有
將重點放在年輕人的校園生活上，
但也可算作一部依託喜劇而存在的
青春片。其他諸如張婉婷執導的
《玻璃之城》，在講述一對戀人淒
美的愛情故事過程中，涉及二人年
輕時候在港大讀書的時光；又如電
影《歲月神偷》當中，講到兩個兒
子的部分有涉及校園的情節。

伴隨近年來教育問題的爭議，
不少導演開始將目光投向香港的年
輕人、香港的青春片，如黃修平執
導的《哪一天我們會飛》依託校園
的背景講述年輕人追夢的故事。

另外，在首部劇情電影計劃、
鮮浪潮等項目對年輕導演的資助
下，越來越多的年輕導演嶄露頭
角，而他們之中的很多人將目光投
向了年輕人、青春題材，這些電影
包括陳志發執導的運動題材電影
《點五步》，講述初首支香港少年
棒球隊 「沙燕隊」 從成立，到翌年
擊敗日本隊伍、奪得香港少棒聯盟
公開賽冠軍的事跡，電影獲得當年

香港電影金像獎八項提名，並最終
拿下最佳新人演員和最佳原創電影
歌曲獎；另外還有張經緯執導的
《藍天白雲》，取材自美國一宗香
港少女夥同男友勒死雙親的真實案
件，反映香港社會當前關切的青少
年中的少數族裔、校園欺凌、援交
等社會問題；以及由譚惠貞執導的
師生情題材的電影《以青春的名
義》等，這些青春電影從題材來講
立足本土，得到不少年輕香港觀眾
的共鳴。

此外還有一些合拍片也將視角
對準青春題材，比如合拍片《少年
的你》，雖然反映的是發生在內地

的校園暴力事件，但是電影帶有鮮
明的香港導演特色，在兩地都獲得
了不錯的票房和獎項的鼓勵；抑或
是《過春天》這樣由內地導演拍攝
的反映香港跨境學童題材的校園電
影，這些電影不斷地將香港青春電
影的觸角延伸，以更加廣闊的視
野，去更加深度地探討年輕人面臨
的種種問題。

香港青春題材電影嬗變
小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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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抱青春記》
最終回歸和解的
溫情。

華人導演在國際影壇多次探討中國家庭故
事，早些年最有代表性的當屬李安的 「家庭三部
曲」 ，落力講述中西文化、新舊觀念衝突等議
題；而到了石之予，她曾於二○一八年製作八分
多鐘的動畫短片《包寶寶》，反映空巢母親的孤
獨，如今再拍《熊抱青春記》，則是以一個青春
期小女孩的視角，審視中國式家庭環境下，母親
是否真的要時刻管住女兒？女兒可否勇敢做自
己？

雖然是一部動畫電影，但《熊抱青春記》的
受眾卻很廣泛，片中保護過度的母親、焦慮且叛
逆的青春期小女孩、複雜矛盾的母女關係、海外
新移民面對的文化融合，都直擊觀眾痛點。而這
些也是導演石之予成長期間的真實感受。

此前的青春題材電影，大多講少年苦痛，但
這部電影並非 「為賦新詞強說愁」 ，十三歲少女
李美蓮（Meilin Lee，又名美美）背景普通，只
想做媽媽眼中的乖乖女。她的青春期煩惱也很普
通，只是開始有了喜歡的男孩子，想去看一場音
樂會。但一切都被家族遺傳女性會在一定年齡變
身紅熊貓的事情打破了，不過好在美美並不似
《變形記》男主人公一般，她還是可以恢復原本
的容貌，只要可以控制好內心的情緒。隨後，美
美逐漸從抗拒這一變化，到接納這一變化，再到
欣喜於這一變化。

往往，電影工作者總在困惑如何展示青春期
的衝動，性成了一種諱莫如深。特別是相比較意
大利電影《真愛伴我行》揭示男性青春期的情
動，女性的青春期恍若變得更不知如何提起，更
不要說在動畫電影的世界。但《熊抱青春記》則
罕見地以動畫電影形式講述女性青春期經歷，譬
如開始對異性產生興趣，開始發現自己情緒上的
改變等等。

女性自我意識的建立
電影中美美第一次變身紅熊貓，母親以為她

開始了初潮，且身體變作紅熊貓只遺傳美蓮家女
性，這種刻畫很巧妙，也很容易令觀眾想到紅熊
貓正象徵少女青春期的開始，且之後的一系列變
化亦是女孩子逐漸接受自己成長的過程。不僅如
此，美美想着漂亮的美男魚主動變身紅熊貓，也
說明了這種變化令她情竇初開。

不過，在之後的敘事中，紅熊貓的

另一個指代是不
完美、有缺陷的
自我，其實亦體現
女性在成長階段審
視自我的矛盾心
理，特別是當這種差異，出現在母女關係當中，
一面是 「望女成鳳的母親」 ，一面是渴望追求內
心所想的自己。面對艱難抉擇，特別當母親質問
美美和朋友究竟是誰主張以變身紅熊貓賺取音樂
會門票錢一事時，美美思考一番後，還是否認了
是自己的主意，由此可觀她依然是一個渴望被母
親認可、將母親不喜歡一面收起的心態。

這種母女羈絆，成為了推動電影戲劇衝突的
主要動力，也十分帶有中國式家庭特色。美美母
親是典型的中國母親，她希望女兒循規蹈矩，不
要做超出家族規定的事，看不得女兒的叛逆，過
度保護女兒，以至於她不相信女兒真的能控制紅
熊貓的變身力量，從而限制她去聽音樂會。

互為鏡像的母女關係
如果只是抗議母親對自己的諸多要求，《熊

抱青春記》並不能帶來更多啟發，相反石之予呈
現的母女二人其實是 「互為鏡像」 的關係，她們
曾經一度畏懼母親，且都打算按照家族要求封印
紅熊貓，這也說明如同家族基因一樣的傳承遠非
一朝一夕就能改變。但影片最終回歸了和解的溫
情，雖有些理想化，還是提出了只有互換角度感
受對方內心才是解決衝突的通途──女兒最終
敢於直面真實的自我。母親也收穫了成長，
不再壓抑自我，不僅接受了女兒的不完
美，更學會了放手，特別是祖先竹
林對女兒說的那句 「事實上，你
飛愈高，我愈自豪」 為母
女二人互相撕扯、

又互為牽掛的親情關係，做了美好的收尾。
作為生活在加拿大的華人女導演，石之予將

自己的親身感受投射在光影世界，且耳聞目睹華
人在西方人世界的生存景況，今次她有了表達自
身中國文化的自信，譬如充滿中國神話色彩的紅
熊貓傳說、擁有諸多遊客的祠堂、祖先畫像的
漢服元素等，美美身邊西方人對於
其變身充滿中國文化元素紅
熊貓的欣賞和喜愛，無不
彰顯中西文化不再割
裂，而是能夠進
一步融合。尤其
是封印儀式一
節，最終拯
救魔化母親
的聲音是中
國古老音樂
加上西方男
團流行風，
說明只有

兼容才能解決分歧。
石之予曾憑《包寶寶》獲得二○一九年奧斯

卡金像獎最佳動畫短片獎，今次《熊抱青春記》
動畫技藝亦不遑多讓，鮮嫩翠綠的蔬菜、動感十
足的青椒臘肉，配上浪漫唯美的動畫畫風，令人
感到就算是看一部動畫電影，也能擁有的真實質

感。
最後，筆者認為《熊抱

青春記》之所以能取得
成功，在於其宣揚的

是普世的價值觀，
不論是人與人之
間，抑或是兩種
文化之間，包
容與理解才是
解決爭端的
唯一方式。

華裔加拿大動畫師石之
予，於一九八九年出生於中國重
慶市，幼時隨父母移居加拿大，
大學主修動畫，畢業後曾短暫擔任

卡通講師，後擔任彼思（Pixar）的分鏡畫師、導

演。二○一九年憑藉動畫短片《包寶寶》獲得奧斯

卡金像獎最佳動畫短片獎。在她的分鏡生涯

外，石之予於2018年導演了動畫短片《包寶

寶》，成為第一位為彼思導演的女性。今

年再次以親情為題，執導動畫長片
《熊抱青春記》。

彼思首位華裔女導演話你知

具有青春元素的香港電影（部分）

1991年

《逃學威龍》

2015年

《哪一天我們會飛》

2016年

《點五步》

2017年

《藍天白雲》

2017年

《以青春的名義》

2018年

《過春天》

2019年

《少年的你》

▲電影《哪一天我們會飛》劇照。

▲《過春天》以跨境學童為題材。

▼

幾個死黨迷上男團，卻被父母禁止或
「零資助」 看其偶像的巡迴表演，於是
四人合力想出 「妙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