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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年終盤點的時刻。回顧過去這一年，

2024年是華語電影票房市場，乃至整個世界電影票

房市場，都充滿挑戰但是又不斷迸發機遇和希望的一

年。香港電影《破．地獄》躍升香港華語電影票房首

位、《九龍城寨之圍城》重新喚起人們對江湖故事的

熱忱；內地電影的話題之作，成為年輕觀眾的心頭

好；國際電影方面則仍以視效大片作為主流創作。
葛若凡

10多年來，翁子光一直有與這
位所託導演溝通，希望要麼請導演
將劇本拍成電影，好讓自己死了這
條心，要麼請導演授權，讓自己拍
攝這部電影。隨後就有了這部電影
《爸爸》，影片改編自真實案件
「荃灣享和街弒母殺妹案」 ：2010
年，15歲的少年於寓所內砍殺其母
親及妹妹，其後報警自首。精神科
醫生診斷證實他犯案時處於精神分
裂狀態，因此被法庭判處無限期醫
院令。

落寞的人世情
在電影《爸爸》中，導演翁子

光的目光，沒有落在 「案情」 ，而
是始終落在 「人情」 之上。他所關
顧的，是 「爸爸」 落寞的背影，從
幸福的一家四口轉眼變成孤身一
人，煢煢孑立、形影相弔。在電
影中飾演媽媽的谷祖琳，用一句
話解釋了整部電影的劇情： 「你
的親人，又是你的仇人，那麼接
下來的日子，你怎麼跟他一起過
呢？」

在形容一個表面不聲不響的人
卻蘊藏着大智慧的時候，我們會用
「靜水流深」 四個字─往往越平
靜的水面，下面的水可能越深。劉
青雲在《爸爸》中的表演，就是將
撕心裂肺的痛、輾轉反側的惑、刻
骨銘心的憶等無法言說的複雜情
感，都一併蘊藏在表面的平靜之
下。

如果說翁子光是給電影《爸
爸》生命的人，那麼男主角劉青雲
就是給賦予其靈魂的人。電影中，
劉青雲有許多直擊人心的表演場
景，而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卻
是一件看似平凡的 「小情節」 ：案
發之後， 「爸爸」 去社區健康院報

名參加戒煙課程。填完表格之後，
職員提醒他為了讓戒煙者可以得到
家人的鼓勵，要填寫家屬的資料。
「爸爸」 一愣，深吸了一口氣，解
釋說： 「我有些家人已經不在
了。」 但不了解情況的職員依然沒
有放棄，繼續說： 「那填一下其他
家人吧。」 這時， 「爸爸」 終於崩
潰了，用力摔下表格，大聲說：
「為什麼一定要填呢？」

正是這瞬間的爆發，讓我們感
受到 「爸爸」 努力維持的表面平靜
之下，那深不見底的悲傷。平靜與
爆發之間，是劉青雲張弛有度、爐
火純青的演技。

引發沉浸思考
電影《爸爸》上映之後，引起

很多觀眾對精神分裂這種疾病及
其患者的關注。《爸爸》也邀請
了精神科專業醫生擔任電影的顧
問。

即使科技昌明的今天，醫學界
依然無法解釋人罹患精神分裂的原
因，研究顯示，有潛在精神分裂症
的人，會因為看了某些書籍、電

影、電視或很專注喜歡某一件事
物，而引起他們發病。患者是可憐
之人，患者的家屬也同樣背負着常
人難以想像的壓力。很喜歡《爸
爸》的一句宣傳語： 「沒有答案的
病，唯愛解惑」 。

電影藝術其中一個存在的意
義，就在於讓觀眾可以在有限的
時間內體驗戲中人的多樣人生，
可以說是 「沉浸式」 體驗的鼻
祖。在《爸爸》的觀影過程中，
我常常想，如果自己是電影中的
「爸爸」 ，面對他所面對的一切
時，我該如何去做？日常生活
中，我們都曾陷入工作與生活帶
來的低谷，而那些令我們踟躕不
前的、痛心疾首的事，與 「爸
爸」 所面對的 「至親」 與 「至
仇」 的矛盾相比，不值一提。
「爸爸」 的彷徨與痛，讓我們共
情； 「爸爸」 的堅韌與愛，則為
我們的前路點亮了一盞既微弱又
明亮的燈─電影中 「骨肉至
親」 與 「血海深仇」 的矛盾都可
以最終化解，現實中我所面對的
僵局也一定可以找到出路。

▲《爸爸》中的父與子。

看電影，如何有效 「避雷」 ，避免 「中
伏」 ？一個準確率頗高的 「預判」 標準，供列
位參考：探究電影的 「起點」 。如果一部電影
起點是賺錢，那麼爛片的機率就會較大；而如
果一部電影的起點，是導演編劇胸中的 「一團
火」 ，那麼創作者 「不吐不快」 的表達慾望，
大概率會成為好電影的基石。

2012年，翁子光受另一位導演所託，將兩
年前發生在香港的一起真實案件改編成電影劇
本。十多年來，翁子光一直對此 「念念不
忘」 ，終於在今年有了 「回響」 ─由翁子光
自編自導的電影《爸爸》與觀眾見面。 利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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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國際電影市場以視效大片和動畫片居多。有
《異形》系列的正統續作──《異形：羅穆盧斯》《哥斯拉
大戰金剛2》《沙丘2》等。《奪命艦》作為異形的前傳，
做了大量的概念設計，既能符合整個異形IP 的虛擬世界構
建邏輯，又加入了製作方打造的各種 「異形」 個體。動畫片
有展現成長歷程的《玩轉腦朋友2》、《蒼鷺與少年》，以
及一些經典IP也出了續作，諸如《壞蛋獎門人4》和《功夫
熊貓4》等。且這類作品大都出現在暑期檔，也吸引了不少
家長帶孩童入戲院觀看。

國際電影 視效大片仍是主流▼《玩轉
腦朋友2》
詮釋成長
歷程。

香港電影，在2024年誕生
了很多流光溢彩又具有商業價值
的佳作。在香港票房市場和內地
票房市場都取得了亮眼的成績。

《破．地獄》可以預定是
年度港片評分最佳。不僅將這
一傳統的文化和宗教形式重新
帶回到大眾的視野，而且還將
傳統中國家庭關係倫理，對死
亡的理解和女性的議題都巧妙
穿插在一個調度觀眾情緒非常
好的劇情線裏。

《九龍城寨之圍城》不僅在
香港取得破億票房，在內地上映
之時，也取得了6.8億票房的成
績。無論是劇情還是拍攝手法
上，處理漫畫改編的把握尺度，
在同類電影中都屬於佳作。電影
充滿濃濃香港動作片的拳拳到

肉，也力求展示純正港片元素。
當中的動作戲雖非完全搏鬥全寫
實，卻富有寫實感，更將漫畫中
誇張的肢體動作、軀幹的形狀以
及武術的瞬間等元素，融入漫畫
獨有的動態分鏡當中，繼而呈現
一種極具創新，符合現代年輕觀
眾審美的鏡頭效果，傳遞速度感
和質感的視覺體驗。

《焚城》是港片的新嘗試，
是首部聚焦輻射災難的華語電
影，大膽開拓出災難片新類型。
災難片對於視覺特效製作、虛擬
拍攝、群戲調度、氣氛和氛圍的
渲染，都有極高的要求。《焚
城》是視覺效果恢弘，劇作規
整，演員演技很到位，讓觀眾感
受到了災難片的 「大片震撼」 。

中國內地電影市
場方面，符合年輕觀眾

「精神狀態」 的類型片，正在成為票房
和口碑的雙豐收的 「黑馬」 ，例如討論女性議題的
電影《好東西》；討論校園霸凌的電影──《默
殺》。

開心麻花的《抓娃娃》，主演沈騰和馬麗往往
只需要自然地表演，就能逗得觀眾捧腹大笑。為大
家展現了望子成龍而不得不裝窮的焦慮內耗型父
母。

賽車運動電影《飛馳人生2》中的成員們要面對
越野賽挑戰，對於劇組拍攝製作的全過程，也是極

大的挑戰。因為需要拍攝大量的賽車戲戲分，將賽
車的方方面面，對撞、高速疾馳等部分，都在實拍
的基礎上，結合虛擬拍攝而成，這對拍攝、收音、
視覺和演員的表演等，都是極大的考驗，這部電影
是中國電影工業化發展的另外一個重要的豐碑和寶
貴的經驗。

《第二十條》則探討了正當防衛和法律爭議的
議題，也是中國內地電影較少的題材；《志願軍：
存亡之戰》主要表現了恢弘的抗美援朝史詩。《熊
貓計劃》是熊貓題材的影片，拍攝中利用各種特效
手段，將熊貓活靈活現地展現出來，留給觀眾深刻
印象。

▲《破．地獄》躍升
香港華語電影票房首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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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城》聚
焦核輻射。

▲《默殺》關注校園霸凌的苦痛。

▼

《
抓
娃
娃
》
刻
畫
焦
慮
內
耗
型
父
母
形
象
。

▲《第二十條》探討正當防衛的法律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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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寨之圍
城》引發觀眾對香港
江湖故事的熱忱。

▲《好東西》討論女性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