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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內外
一部好電影的標

準是什麼？有好的劇
情、攝影、剪輯抑或
演技？以詹姆斯．卡
梅隆執導的經典大片
《泰坦尼克號》為
例，雖集上述元素於
大成，仍避免不了電
影之外的爭議。

影片中有這樣一處橋段，當泰坦尼克
號遠洋客輪即將沉入大西洋冰冷的海水
時，乘客們爭相搶佔船上僅有的幾艘救生
艇座位，而大副威廉．梅鐸在努力維持秩
序。面對人群開始失控，梅鐸拔出了槍，
隨着一聲槍響，愛爾蘭工人湯米．瑞恩應
聲倒在甲板上，並最終因流血過多死在友
人的懷抱裏。在梅鐸意識到自己打死人
後，他向附近的一位同事行了最後一次航
海禮，然後舉槍向自己扣動了扳機。

這部大片於一九九七年上映時，觀眾
們對這一段暴力加煽情的場景反應熱烈，
但遠在蘇格蘭達爾比蒂小鎮的居民卻是無
比憤怒，因為梅鐸確有其人，並且就是在
該小鎮出生和長大的，現實中他不僅沒有
開槍殺人，反倒是捨己救人，當地市政廳
的一塊石匾上至今仍在歌頌他的英雄主義
表現。梅鐸的侄子公開批評《泰坦尼克
號》電影的導演不尊重史實，僅僅為了讓
電影有更多高潮而刻意編造情節，甚至不
惜把梅鐸描繪成一個膽小鬼和謀殺犯。在
輿論的壓力之下，電影製片人和發行商不
得不出面道歉，並支付了五千英鎊作為精
神補償，連卡梅隆本人也承認，沒有證據
顯示梅鐸殺過人，電影在描繪某個特定的
人時犯了錯。

如今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電影界
在製作受真實人物和事件啟發的電影時，
仍然沒有解決卡梅隆所遇到的道德困境，
尤其在人物傳記性影片中，應多大程度尊
重史實尚沒有定論。比如，二○一三年講
述蘋果公司已故創始人喬布斯的影片《喬
布斯》，被指歪曲了他的性格以及關於企
業的最初設想，一些場景從來沒有發生
過。二○一四年由奧斯卡影后妮可．基德
曼主演的摩納哥王妃格蕾絲．凱利傳記片
《摩納哥的格蕾絲》，被格蕾絲的三名子
女批評內容失實，並與製作方劃清界線，
指其家族從末牽涉創作。二○一八年奧斯
卡最佳影片獎得主的《綠皮書》，引起片
中主角唐雪利博士家人的批評，他們抱怨
該片歪曲了受人尊敬的黑人鋼琴家與其司

機的關係。二○一九年昆汀塔倫提諾的
《荷里活往事》，被已故功夫巨星李小龍
的女兒李香凝批評，指影片以 「令人不
安」 的方式描繪了李小龍。

即使在二○二二年，講述已故荷里活
明星夢露的影片《金髮夢露》也毀譽參
半，批評者認為電影對夢露的描寫嚴重失
實，把她拍成了一個深陷戀父情結、無助
的 「傻白甜」 。在去年諾蘭執導的電影
《奧本海默》中，更出現核子物理學家奧
本海默試圖用摻有氰化鉀的蘋果毒害導師
的場景，也被批是對史實的篡改。用奧本
海默孫子的話說，這是一個嚴重的指控，
不論奧本海默的朋友或敵人，沒有一個人
在他們的一生中聽說過這件事並認為這是
真的。而去年上映的另一部電影《五月的
你，十二月的她》，也是根據真實事件改
編，影片中加入了許多失實的情節，讓
主人公的原型感到不受尊重和憤怒。此
外，當年上映的《貓王與我》的傳記劇
情片，也被指具有令人震驚的輕蔑態
度，並將搖滾歌手 「貓王」 描繪成了
「掠奪者」 。

涉及真人真事的電影究竟該怎麼拍？
是尊重史實還是取悅觀眾？多年來英國電
影界對此爭論不休。一些人支持這樣一種
觀點，認為傳記類影片通常會被人期望保
持一定的準確性和權威性，因此需要嚴肅
對待，就像傳記作家詹姆斯．阿特拉斯曾
經的調侃，稱公寓裏的門衛幫他搬運傳記
類書籍時經常會發脾氣，原因是傳記比其

他書都要厚，因為如果你不把所有材料都
塞進書裏，讀者就不會相信傳記的重要
性。同樣地，也有一些人認為，電影終究
是一種藝術表現形式，來源於生活但高於
生活，難免對部分史實進行藝術加工。例
如為了增加戲劇張力或營造故事效果，可
能誇大或變形被描述人物的性格特點；為
了將故事串聯起來或使其更具戲劇性，可
能會進行時間順序的調整，導致事件的發
生順序與實際生活中的不一致，以及出於
時間限制或其他考慮因素，可能簡化或省
略某些事件，或是為了故事的流暢性而做
出細節的改變等等。還有歷史人物的對話
細節，史料無從掌握，導演不得不虛構一
些人物的對白和心理活動，這些都是藝術
創作需要的。

當然，還有一些人主張把一切交由觀
眾來評判，畢竟觀眾對於電影虛構元素的
接受程度因人而異，相信很多人會把電影
當作休閒娛樂，並將虛構視為故事的一部
分。對於那些關注史實準確性的人，大可
走出影院後查閱可靠的資料與文獻，然後
對情節失實一笑了之。

不過，以梅鐸侄子為代表的當事人，
擔心電影的虛構可能助長公眾的錯誤記
憶，因為不少人是通過電影來了解歷史知
識的。如他所說， 「幾年之後人們就會忘
記了電影的爭議，但這部影片仍在，依然
會把我叔叔描繪成一個殺人犯」 ，他提醒
導演在電影開拍前，應先思考一下，如何
在真實與虛構之間取得平衡。

當季節跨入初夏的門
檻，滿目的葱蘢綠意，千
花百卉都在孕育它的果
兒。不與群芳爭艷的 「花
中皇后」 月季，在習習清
風裏，如錦的繁花讓小城
步步皆景，馨香宜人。一
城一花一女子，被譽為

「月季夫人」 的蔣恩鈿女士，讓她的桑梓地
──錦繡江南金太倉，這座美麗富饒的小城
因月季而增添無限魅力。惜花戀花的我，每
年都如朝聖般坐着輪椅趕赴十幾公里，去恩
鈿月季公園與幾百種珍品名卉，來一場沉浸
式遊園賞花之旅。

在趕往月季公園途中，真是一路香花相
伴。行道中間的花圃裏，竟讓我驚詫地看到
「開在樹上的月季」 ，而且一樹開得多色
花，瑩白、艷紅、金黃、粉紫，花朵大如牡

丹，開得雍容大氣。那繁花麗景，都映亮了
這草木欣然的初夏小城。正陶醉於柔柔花香
間，忽聽一小女孩驚呼道： 「媽媽你快看，
棒棒糖月季，好神奇啊！」 多美妙形象的名
字，一根長長的枝幹，擎舉着滿樹繁花，開
得繽紛亮麗，像一群孩童挨擠簇擁着，調皮
地在清風裏戲耍玩鬧。忽看到馬路中間，一
女子吃力地攙扶着一位步履蹣跚的老婦人，
紅燈即將亮起，女子急得四處張望。突然一
個年輕的交警跑過來，揮舞着手中的指揮
棒，讓來往車輛暫停。他背起老人就放在馬
路邊「棒棒糖月季」下，雖是文明 「小事」 ，
卻像月季花般，傳遞的是城市溫情。

進入恩鈿月季公園，猶如置身月季花海
中，那明艷妖嬈、色彩繽紛的花兒，美得絕
世獨立。回眸間，看到那金黃的花瓣邊緣漸
變為橘黃，中間又包裹着緋紅的 「阿班
斯」 ，這頗具 「女王範」 的花兒，在陽光下

熠熠奪目。滿園月季叢叢簇簇，開得如火如
荼。凝望間我一個激靈宛若遁入蒲公的《聊
齋志異》中，一個個花仙千嬌百媚，娉婷裊
娜，她們在清風裏，陽光下蹁躚起舞。忽一
朵朵紅艷鮮亮、絲絨光澤、碩大多層的 「恩
鈿女士」 映入眼前，這是世界首款以中國人
名字命名的月季名品。當我跟隨遊客徐徐進
入恩鈿紀念館，駐足於 「月季夫人」 的雕像
前，四周皆被鮮花所圍，陣陣花香沁入肺
腑。這種 「人在花中走，如在畫中遊」 的如
詩如畫之感，讓我賞花則情濃於花。

月季繽紛入夏來， 「一枝才謝一枝
殷」 ，這麗花美卉，靜賞慢觀間我也被香花
所染，頓覺心怡神曠。 「只道花無十日紅，
此花無日不春風」 ，這花中 「常青樹」 ，在
烈日暴曬下傲然綻放，展示的恰是一種堅韌
與蓬勃的生命之姿，也帶給人一種心境昂
然，激情滿滿的迸發之力。

月季繽紛入夏來

初夏，
我們一行文
化界朋友前
往廣西百色
市，參加了
一個富有意
義的文化研
習活動。百

色位於珠江和西江上游，歷來
是兩廣文化，乃至東盟國家聯
繫的重要橋樑，更是滇、黔、
桂三省的交界樞紐。我們坐高
鐵進入百色市的沿途中，不僅
看到地理交通的繁忙，更感受
到民族文化交流的生動氣息，
世居在百色市的少數民族包括
有壯、漢、瑤、苗、彝、回、
仫佬七個民族之多，這裏環山
抱水，四季常青，是一座風光
旖旎的山水生態之城。

百色具有悠久燦爛的古文
明，百色的傳統樓房建築，融
入大量的壯族及本土文化元
素，以此打造國家園林城市。
我們參觀了佔地六十八公頃的
紅色主題公園──百色起義紀
念公園、百色起義烈士紀念
碑、銅鼓廣場等，它們把豐厚
的歷史文化體現到城市建築和
園林藝術之中，與歷史、人文
文化建設相結合，依託百色壯
鄉文化獨特的人文環境，塑造
城市亮麗的標誌。接着，我們
來到崇左市的龍州縣，看到地
處美麗的喀斯特地形的鄉鎮
中，到處都是白色的新房，原
來這些是政府為脫貧的村民建
設的小樓房。

最後，我們走進龍州紅軍
古道景區，這是一處既有紅色
歷史和民風民俗的綜合景區。
在龍州縣的天琴壯寨，我們體
驗了這裏的非遺傳統歌舞文
化。天琴為龍州地區及左江流

域，屬巫文化的範疇，已存在
一千多年。從唐代開始，巫師
借助天琴說唱的曲藝形式從事
各種巫術活動，流傳至今。其
實天琴是指壯族古老的彈撥樂
器，民間稱之為 「鼎叮」 ，
因與壯族古老民俗活動 「唱
天」 「彈天」 有關，故得名
天琴。

在壯寨的門前，一群壯族
的女歌手，抱着天琴、身着民
族服裝，傾情彈唱《天之琴》
和《放雁》，濃郁的民族風格
讓我們領略到天琴的無窮風采
和魅力。在我們面前的正是
「沒有樂譜、沒有造作，只有

土地和生活，沒有無奈、沒有
強迫，只有心中的訴說。數千
年來的歌謠，至今仍在鄉間的
老人孩兒中傳播，這就是你我
祖先留下珍貴的鄉下老歌。」
音樂來自生活，歌曲中的靈魂
就是人們對生活中的吟誦，
在中國遼闊的土地上，不同民
族都有自己古老的傳統歌曲，
他們生活的地域、風俗、語言
不同，因此培育了各種風格色
彩和形式各異的鄉謠民歌，
而這些歌曲大都在民間一代一
代的口頭相傳，其真正的作者
已無從稽考，在中國多民族的
文化土壤中，在這些浩如煙海
的民間歌謠中，保存了大量的
人文歷史資訊，它記載了民間
的真情實愛，截取了社會中大
量的生活原態，他們口中的民
歌有着更深的生活意義。我們
以現代多元角度的視野來分
析，中國民歌雖然是源自數千
年古老的時代，但是在現實的
傳統與現代之間、鄉村與城市
之間都有強盛的生命力，活在
現代文明社會的脈絡之中，而
且並未衰微。

百色行隨筆

電 視
劇《我的阿
勒 泰 》 熱
播，作家李
娟的同名小
說再度成為
話題之作。
上周在廣州
出差，見到

花城出版社和《新周刊》負責
人，眾人莫不興奮於此番文學
作品影視改編之成功出圈：原
著小說一再加印，以 「只有阿
勒泰知道」 為主題的雜誌特刊
亦賣到斷貨。李娟小說以及同
名電視劇對於北疆四季輪轉與
風土人情的生動呈示，其間的
熱烈、自在、浪漫與憂傷，讓
日日囿於機械式三點一線的我
們無比欣羨，也為各地的文旅
宣介與推廣，宕開一條新路。

不論電視劇抑或原著小
說，《我的阿勒泰》主打一個
詞：鬆弛。茫茫戈壁，大漠孤
煙，哈薩克族人逐水草而居，
自在遊牧。漢族女孩李文秀
（某種程度上是小說作者李娟
的化身）和她的媽媽、開小賣
部的傳奇女子張鳳俠，來此定
居，由最早的難以適應，到逐
漸習慣，再到與當地人們生出
情感的牽絆。由 「旁觀」 到
「融入」 ，書中與劇中李文秀
的經歷，也正正映照你我對於
那一方神秘北地的好奇與想
望。天蒼蒼，野茫茫，有誰不
想在這闊大無垠的浪漫裏，與
自己的愛人策馬乘風呢？

李娟筆下的故事和改編的
電視劇集，都讓我們見到另一

種生活的可能性：不必 「虎
媽」 ，拒絕 「內耗」 ，也不用
在石屎森林的圍追堵截中被擠
壓成一枚循規蹈矩的 「社
畜」 。在城市與繁華之外，另
有一爿開闊，以及在其間熱烈
潑辣生活的遠鄉人。 「再顛簸
的生活，也要閃亮地過。」 劇
中蒙古族婆婆的這句話，不知
觸動了多少疲憊與無奈。他鄉
的人們，不在乎名校畢業，不
理解大廠光環，卻自有另一套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素樸邏
輯，活得放鬆又自在。 「生活
不止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
方的田野。」 當年民謠裏這些
浪漫到甚至有些矯情的詞句，
在阿勒泰，在漫天漫地的雪與
綠中，找到了實在的依憑。

隨着文學與影視作品的廣
為流傳，新疆阿勒泰地區如今
儼然成為湖南鳳凰和雲南大理
之後，又一個 「復得返自然」
的 「心之原鄉」 。咖啡、民宿
和文創小店的出現，漸漸為那
個原本寂靜的地方帶來新的創
意與生機。這又讓我想到香
港。你我身處的這座城市不乏
繁華、不乏活力，亦不乏綠
野、濕地與山林。由鬧市轉
身，短短五分鐘即可浸身綠意
自然之中，這恐怕是香港以外
再難複製的奇觀。既然奢侈品
和美妝已不再是大部分遊客訪
港的首要目標，既然此城中有
那麼多山海美景，我們宣介文
旅時，又未嘗不可另闢蹊徑，
由文藝、博物、時尚與設計着
手，掘探香港另一面的奇異與
野趣。

宇宙考古

黛西札記
李 夢

英倫漫話
江 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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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萬象

再顛簸的生活，也要閃亮地過

展覽 「宇宙考古──探索時空的科
學藝術之旅」 正在上海天文館舉行，共
展出二十五件作品，分別出自瑞士、法
國、英國、德國、俄羅斯、美國、加拿
大和中國八個國家十八位藝術家之手。
這些作品基於龐大的天體物理數據庫創
作而成，包括交互式數據模擬界面、可
視化沉浸式投影、3D電影和增強現實
等。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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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泰坦尼克號》中關於大副威廉．梅鐸的情節，被批評不尊重史實。 劇照

◀參觀者在展覽上觀看投影在天花板的藝術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