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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病生死題材在中國銀幕並不少見。如果從泰國電影《姥姥的
外孫》（港譯《全職乖孫》）來看2024年暑期檔電影，筆者

頭腦中縈繞不去的，竟然是那句 「放下包袱，輕裝上陣」 。《姥姥
的外孫》帶着全球總票房破10億泰銖（約合2.1億元人民幣）的光
環，8月下旬登陸內地影院，上映不到20日收穫超過1億元人民幣
票房和豆瓣9分的高評分，可謂在暑期檔結尾，口碑票房雙收。

◀明仔的堂妹小梅（左，
Tu Tontawan飾）因照
顧病重的爺爺而獲得巨
額遺產。



《姥姥的外孫》

《姥姥的外孫》最出彩的是編導對贍養老人、遺產繼承、重男輕女等內容的處理，不強化外部衝突、不追求視覺刺激。比如姥姥化療後掉頭髮、姥姥因為害怕深夜呼喚自己爸媽等場景，本可煽情卻不走煽情；小兒子賭博、偷走姥姥多年積蓄，後者卻沒有把房產留給照顧自己最多的女兒，也未安排反目成仇大打出手的 「家鬥戲」 。前一場大兒子立志當 「全職兒子」 ，全家要接姥姥搬來養病，後一場大兒子全家的祈願裏卻沒有一人一句祝姥姥康復。這種 「繫扣」 與

「解扣」 的敘事手法，好像編導生怕在講故事的過程中掀起太大水花似的。

情感真摯引人共鳴
戲中，姥姥對兩兒一女的行為都是極致的。作為外孫的男主角從開場另有所圖接近姥姥，到求之不得中途離場，再到昇華成長也是極致的。更為極致的姥姥為了大兒子終身不吃牛肉、哪怕不合腳始終穿着大兒子買的拖鞋，把房子留給小兒子還債，留給女兒的只有一句 「最喜歡你來陪

我」 。姥姥對兒孫的愛、她的寬懷包容、她受到的不公正和留給兒女的不公正，都是極致的。《姥姥的外孫》以祖孫關係變化講述一個親情故事，以流暢的節奏讓觀眾見證主人公的衰老、孤獨、死亡和成長，對那些為難、內斂、尷尬、隱忍、悔恨、離別、深情感同身受。結尾前的所有情節和情緒積累，讓姥姥一生為外孫存款成了最大反轉，而外孫用這筆錢實現姥姥一生最大的願望 「有個漂亮的墓地，你們會常來看我」 。這不僅為男主角的形象畫上圓滿句號，更

點明愛與家庭主題。
試想，如果通篇都是針鋒相對甚至窮兇極惡，這樣靜水流深的結尾無疑就成了 「反高潮」 ，怎麼會有大開大合載舟覆舟的力度呢？如果《姥姥的外孫》是一部國產片，交給暑期檔大片的導演來拍，結果會怎樣？或者說，給這部電影的編導配上同檔期國產大片的資源結果又會怎樣，他們也會選一個高齡素人演女一號嗎？很有可能導演願意藝術創新，投資方不同意拿市場賭。

對新人導演的啟示

像關錦鵬那樣有了獨立執導《女人心》的成

功履歷，接着卻願意給《夢中人》《龍兄虎弟》

當副導的，又有幾人？曾經長纓在手縛住蒼龍，

豈肯束手束腳俯身雕蟲。

筆者承認這樣看待市場一線的導演，是酸葡

萄心理。但是幾部觀眾和導演都抱着期待的暑期

大片票房都不如人意，或口碑兩極分化。倘若以

《姥姥的外孫》為鏡，熱片不熱的背後，照見包

袱重、輸不起，無約束卻不從容。

例如，既要抓住觀眾的喜劇需求，又想切入

社會問題戳痛點。前者需要建立起高於生活的世

界觀，後者卻要提出甚至解決現實問題，這本身

就是一對矛盾。再如，將極致橋段集中在主人公

身上，但始終無法破解嚴苛的行業規則，使結尾

的解決方案大打折扣。又如，對超現實視覺場面

過於着力，奇人男主角的精神歸宿卻始終四無依

傍，如何讓觀眾認同？還有，本來是少年英雄歷

險記，層出不窮的人物卻和怪力亂神的視效一樣

跳脫，床上打架和炸衣裸體的戲分更是讓想帶孩

子觀影的家長裹足不前。拍了六十年電影的黑澤

明說他 「依然不會拍電影」 ，說的是每個人和每

個時期，都有認知和實現的局限。暑期大片的導

演，無疑都是有水平的，無疑是想名利雙收的，

這對電影市場並不是壞事，但從選題處理到商業

包裝，從敘事節奏到視聽訴求，少見舉重若輕，

說得直白些，拍大片的心態像是在對抗短視頻。

荷里活黃金時代，製片廠往往不給導演最終

剪輯權，防的就是創作走偏商業虧損。雖然在

這種機制下失敗的作品也不少。而當下暑期大

片的編導，無一不是曾經在藝術和市場上成

功，才有了這一部的資格。誰又能給他們當

家、作主？

對正在找錢的年輕電影人來說，《姥姥的外

孫》再次證明好片不一定要重資源。

陳安煦

▶明仔（右，Billkin飾）
決定做全職乖孫貼身照顧
外婆，希望藉此成為遺產
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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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凡故以平凡故事打動人心事打動人心

中國科協專職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孟慶
海，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教科部部長王偉明，香
港理工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滕錦光，上海
交通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胡薇薇等嘉賓出席
演出。

演員均為上海交大學生
滕錦光致辭時表示， 「錢學森在我們國家

尤其是中國內地的老百姓中家喻戶曉，國慶即將
到來之際，希望藉這個機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75周年。錢學森是導彈之父， 兩彈一星
最傑出的貢獻者之一，大家可以通過這個劇本了
解到他的一生追求、家國情懷，以及他在科技上
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胡薇薇表示， 「此次《錢學森》劇目來到
香港，通過話劇形式重新演繹錢老的壯闊人生，
演職人員團隊均為上海交通大學學生，期待為香
港觀眾帶來一場精彩演出，亦希望兩地青年群體
更加相近相親。」

記者現場看到，排隊等候的觀眾非常多，

大家都非常期待演出的開始。香港理工大學24
級建築能源專業博士生張永安和李奕政一起來觀
看這部話劇，張永安說： 「我非常崇拜這個話劇
主人公錢學森老先生，他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
為我國的航太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的
個人事跡多次被翻拍成話劇。我在現場看到非常
多的觀眾，跨越了不同的年齡段，學生老師都前
來觀看，氛圍非常熱烈。錢學森的求學之路以及
對科學的熱切追求一直激勵着我們，他的精神也

在我們身上傳承。作為最早回國建設祖國的一批
科學家，他放棄了美國的優渥生活，回到自己的
祖國，於他的個人來說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對祖國來說促進了國家科技的進步。我學理工
科，我的同學都非常關注錢老先生在那個年代如
何通過自立自強的奮鬥，促進我國航空體系的建
設，對我國國土安全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錢老精神激勵後輩奮鬥
李奕政表示： 「我也很崇拜錢學森老先

生，我小學就學過他的精神與事跡，被他對科學
的鑽研精神和愛國精神打動。我現在剛開始讀
博，剛開啟科研生涯之路，這個過程中遇到很多
學術困難，但錢學森先生不畏艱險刻苦求學的精
神，激勵着我在科研道路上繼續前行、奮勇前
進、厚積薄發，為祖國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我
是能源工程專業，從自己的專業來說，油氣作為
戰略資源，無論在軍事上還是工業上都很重要，
我希望能通過學習更多專業知識，為祖國石油事
業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話劇《錢學森》理大上演
再現科學家濃厚愛國情
9月26日晚，上海交通大學原創話劇

《錢學森》在香港理工大學上演。該
劇根據新中國 「兩彈一星」 元勳、上海
交大1934屆校友錢學森的傳奇經歷創
作，展現錢學森的愛國情懷與傳奇人
生。話劇以錢學森的人生、新中國的導
彈航太事業歷程上具重要意義的歷史事
件為主線，輔以錢學森與夫人蔣英的愛
情故事，旨在傳承 「愛國、求真、創
新、奉獻」 的錢學森精神。該劇亦是首
批納入科學大師宣傳工程的經典劇目，
旨在通過青少年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
激發青少年的家國情懷。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丁 寧（文）彭子文（圖）

【大公報訊】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尉瑋報
道：全國政協京昆室、中國京劇藝術基金會、香
港中華文化總會今日（27日）至9月29日在香港
西九戲曲中心帶來 「香江國粹情——京劇專
場」 演出。北京京劇院、國家京劇院等京劇院團
一級演員分別為香港觀眾帶來傳統大戲《龍鳳呈
祥》、《京劇折子戲專場》及《現代京劇名家名
段演唱會》三晚演出，一展京劇藝術傳承不息的
蓬勃之勢。

昨晚，由中國京劇藝術基金會主辦的 「香
江國粹情——2024中國京劇藝術基金會香港
行」 率先帶領一眾藝術家，在戲曲中心茶館劇場
帶來 「 『戲韻香江』 國粹表演」 優先專場演出。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京劇藝術基金會理
事、國家京劇院一級演員、著名梅派藝術家董圓
圓對記者說，十分高興能再臨香江，適逢國慶佳
節，大家一起來欣賞京劇，將更添節日氛圍。
「相信也會加深香港觀眾對傳統文化的喜愛，希
望年輕觀眾也會特別喜歡我們的演出。」

她介紹道，是次演出作為 「優先場」 ，專
門精心設計了節目組合，既有膾炙人口的傳統劇
目選段，亦有新編作品，也有現代戲，是一次全
面展現京劇藝術的演唱會。她也為觀眾帶來了精
彩的《梨花頌》， 「這是師傅梅葆玖先生在電視
劇《大唐貴妃》中的創作，非常經典，而且老少
觀眾都喜歡，唱起來優美動人、琅琅上口。」

整晚演出精彩紛呈，既有京劇名家的卓越
風采，年輕一代藝術家們亦展現極高的藝術涵養
與蓬勃的青春活力，現場掌聲不絕。

「現在很多年輕人喜愛京劇藝術。」 董圓
圓欣慰道，來香港前，她才在港科大廣州分校，
參加戲曲進校園活動，慕名而來的年輕學生與觀
眾讓她驚喜不已， 「很多年輕的戲迷，或者本身
是大學生，都向我們展示自己的唱段，和我們交
流，特別好。我特別欣慰，京劇就是要普及及推
廣。」 她又驕傲地說，現在流行國潮，其中就有
京劇元素，戲曲非常受到現代觀眾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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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劇《錢學森》展現錢學森的傳奇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