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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港產片佳作不斷，在國際上頗受關
注。《破．地獄》自上映以來打破多項票房紀

錄，香港及澳門地區票房突破1.5億港元，在香港最賣座電影榜單位列第四，並在夏威
夷國際電影節、東京國際電影節、鹿特丹影展等影展中大放異彩。去年年底上映的《爸
爸》入圍第37屆東京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亦是第21屆香港亞洲電影節閉幕電影。

昨日，《破．地獄》導演、監製陳茂賢和《爸爸》導演、編劇翁子光，影評人登徒
等齊聚香港國際影視展的 「破紀錄闢生路：港片轉型和生存之路」 論壇。展望港片未
來，陳茂賢表示，完成好電影這個命題需要回歸劇本和人物。翁子光亦表示，百花齊放
才是電影市場本該有的生態，希望大家可以打開思路，恐怖片、科幻片都是不錯的題
材。

大公報記者 顏 琨

在影評人登徒看來，《破．地獄》和《爸
爸》有一定相似性，兩部電影都涉及原生家庭帶
來的創傷，屬於比較沉重的題材。而兩部作品之
所以能夠獲得觀眾的認可，離不開故事本身具備
的穿透人心的力量。

故事貼近觀眾生活
翁子光表示， 「我覺得讓觀眾獲得共鳴感很

重要，電影的精彩源自故事很貼近生活中所發生
的事。我感受很深的是，《破．地獄》中講述了
傳統殯葬行業的規矩，如何破舊立新。而我在寫
《爸爸》的劇本時，也在思考如何讓觀眾看完能
夠感受到與香港人的生活之間的關聯。」

陳茂賢表示， 「疫情期間，和我關係很好的
婆婆過世，這讓我一度找不到生命的意義，所以
想要拍一部抒發自身情感、有關生死題材的電
影。我覺得每個人對家庭都有自己的定義，原生
家庭對於一個人來說非常重要，會直接影響到這

個人的未來成長。」
提及電影的創作，離不開拉投資的話題。回

憶《爸爸》的創作歷程，翁子光表示， 「我們大
概算了一下拍攝需要的資金，先找到了香港電影
發展基金，看他們可以給到多少的預算。剩下的
再去找其他的資方。其實，《爸爸》之所以能夠
完成，離不開劉青雲的支持。演員如果真的遇到
喜歡的劇本，是願意在片酬上作一些讓步的。」

相比四處找投資，陳茂賢在籌備《破．地
獄》時，只需要面對一個大老闆。陳茂賢表示，
「大老闆的想法是如果做就要做好，所以在還沒

有很完善的預算時，我們就開始接觸演員，獲取
他們的信任。後來，東華三院也全力支持了我
們。」

《破．地獄》聚焦殯葬行業的故事，題材上
趨於冷門，就需要有市場號召力的演員加盟。陳
茂賢表示， 「我很想做一個工業化的電影，很需
要演員去接觸觀眾。但其實我和編劇也聊過，我
們有兩個計劃。如果沒有黃子華、許冠文，我們
該怎麼拍，可能要用比較 『平』 的方式去拍，偏
獨立一些，但就算這樣，我也都會做。」

須立足人物和劇本
隨着《白日之下》、《年少日記》、《流水

落花》等文藝片的湧現，香港文藝片呈現蓬勃之
勢，電影在藝術性和商業性之間如何平衡的議題
再次被討論。陳茂賢表示， 「觀眾需要買電影
票，當電影面向觀眾時，就具備了商業價值。不

管故事是否貼近觀眾，藝術性和商業性都是並存
的，不需要將二者分隔開。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如
何去創作一個貼近觀眾的故事。觀眾的觀影水平
正在提升，這需要創作者回歸創作的本質。無論
是哪種類型片，都需要回歸劇本和人物，有了這
些才能談論質量。」

在翁子光看來，最好的商業片會讓人忘記那
些 「商業」 的東西。他表示， 「和錢掛鈎的事情
就會有很多沒有辦法的事，但電影本身的質量很
重要。觀眾的觀影門檻變高是好事，可以鞭策我
們。」 至於香港文藝片是否有了回歸的趨勢，香
港電影還能有怎樣的類型片推出，翁子光表示，
「文藝片在香港已經回歸很久，《白日之下》、
《年少日記》的票房成績不錯。文藝片中也有不
少能夠賺錢的作品，觀眾也會主動去電影院
看。」

至於港片的轉型與發展，翁子光表示，其實
我們真正要思考的不是怎樣拍一部商業片賺錢，
而是這幾年有多少香港電影能夠走向國際的舞
台，讓更多的人知道。很開心能看到《破．地
獄》、《九龍城寨之圍城》這樣的作品出現，但
不能僅限於參加影展。在翁子光看來，百花齊放
才是電影本該有的生態，希望大家可以更開放一
點。最主要的是影視圈需要有好的環境，讓投資
方看到現在的港片很好玩，投資港片是一件很驕
傲的事，讓投資者想要成為香港電影的持份者。

責任編輯：邵靜怡 美術編輯：程月清

「百花齊放是電影市場本該有的生態」
翁子光與陳茂賢談港片轉型和生存之路

香港國際影視展


近200件作品涵蓋俄法頂尖美院創作

香港國際油畫交流大展揭幕

時隔一年，香港油畫研究會再次策劃
國際性的油畫展覽 「香港國際油畫交流大
展2025」 。本次展覽邀請來自北京的三
位教授、蘇里科夫美術學院院長及其夫
人、列賓美術學院副院長及兩位教授，以
及巴黎的兩位教授前來參與。同時，還有
香港的四十位油畫家攜作品參展。

展覽於昨日舉行開幕禮。前香港中文
大學校長金耀基致辭表示， 「我感到非常
驚艷。（在展覽中）不僅能夠看到來自莫
斯科、巴黎的優秀作品，更重要的是，在
是次畫展中還能看到眾多來自內地十分有
影響力、感染力的作品。」 他認為，油畫
雖然來自外國，但是油畫具有國際性，中
國人也創造許多具有中華文化特點的油畫
作品，這體現出文化之間的交流及中國油
畫的民族性。

呈現中外「教科書般」作品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表

示，是次展覽囊括兩百多件作品， 「其規
模與藝術價值在香港都是罕見的」 ，讓香
港市民能夠接觸許多來自中外 「教授級的
畫家帶來的教科書般的作品。」

蘇里科夫美術學院院長安納多里．柳
巴文稱讚是次展覽是 「國際化、有活力

的」 。是次應邀前來，特別帶來來自俄羅
斯兩座頂級美術院校的作品。

立法會議員馬逢國、聖彼得堡列賓美
術學院副院長格里申．亞力山大等亦出席
開幕禮。

林鳴崗向大公報記者表示，舉辦是次
展覽的目的在於讓香港觀眾能夠接觸到來
自國際教授的作品，了解外國專業的美術
風格。 「俄羅斯的文化藝術對中國人來說
一點都不陌生，巴黎的畫家（的風格）對
我們來說也相當熟悉。」 同時也希望以此
讓外國的來賓也能認識中國的油畫作品，
「香港具備獨特的區位優勢，讓我們可以

知己知彼，學習別人好的東西，然後改變
自己不足的東西，互相學習交流。」

提及 「交流互鑒」 ，林鳴崗表達自己
對培養本地美術人才的渴望。 「我們需要
培養起自己的文化底蘊，有自己的院校，
培養自己的美術碩士、博士。」 林鳴崗希
望香港美術教育可以積極地與大灣區其他
城市的美術院校合作，既能更深刻地吸收
傳統文化的營養，又能吸引來自大灣區其
他城市乃至海外的學生來香港。

展覽即日起至3月27日在香港中央圖
書館地下1-5號展覽館向公眾開放，免費
入場。

由香港油畫研究會主辦
的 「香港國際油畫交流大展
2025」 於昨日在香港中央圖
書館正式開幕。是次展覽囊
括來自內地、香港、俄羅
斯、法國等國家和地區近200
件油畫作品。香港油畫研究
會會長林鳴崗表示，是次展
覽提供文化交流互鑒的平
台，希望讓觀眾能夠接觸來
自不同地區、不同風格的作
品。

大公報記者 李兆桐（文、圖）

香港中央圖書館展廳裏，一幅油
畫作品《聖潔的流蘇花》靜靜依牆而
立，散發着濃郁的古典主義氣息。它
靜謐而悠遠，恰似林徽因筆下流淌的
詩句： 「是燕在樑間呢喃，你是愛，
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間的四月
天」 ，作品筆觸乾淨，籠罩着朦朧的
意境，淡淡的惆悵輕輕掠過畫面。這
是福建省畫院油畫家馮巍應邀參加
2025香港國際油畫交流大展的作
品。

他的作品語言簡練概括：粉牆黛
瓦映襯着曠遠藍天，百年流蘇、千年
古街，在中國東南潮濕的春光裏，彷
彿是一場天、地、人、神共赴的關於
生命的邀約。四月芳菲，一樹花開，
正如林徽因詩中四月的靈動與美好，
展現出燦爛張揚卻不無內斂的東方意
蘊。那盛開的流蘇花，像是林徽因筆
下的希望與愛，在春光裏肆意綻放，
又帶着東方文化特有的含蓄。

福州素有 「海濱鄒魯」 之稱，
「三坊七巷」 地處城市中心，明清建

築保存完好，近現代更是名人輩出，
馮巍對此地情有獨鍾，近年作畫常取
景此處。巷弄雖存古建風骨，布局卻
極具形式構成意味，這對畫家無疑提
出挑戰：如遵循具象寫實繪畫範式，
則容易走向民俗風情畫的窠臼；如以
西方現代形式構成進行畫面布局，必
將失去東方文化的地方感與鮮活性。

由此，畫家有意對畫面三維空間
進行處理：景深即在視覺經驗中，卻
又抽離現實的對象世界。天空、粉牆
以近似平面的塗抹方式，讓自文藝復

興以來的空氣透視法在此處遁隱。觀
者凝視畫面，可以清晰感受到，儘管
陽光明媚，空氣卻異常稀薄，現代性
帶來的都市症候，即個體與個體之間
的陌生化與疏離感，通過畫家神經末
梢的敏感捕捉，借由色彩與空間的擠
壓處理傳遞給觀者。而在這之中，流
蘇花綻放的詩意就如同林徽因詩中傳
遞的溫暖與希望，在這看似冷漠的都
市氛圍裏，隱匿着畫家深切的人文關
懷。

鄭娜（獨立策展人、藝術評論家）

《聖潔的流蘇花》

▲香港油畫研究會會長林鳴崗的作品《濤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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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演員陣容上來看，《破．地獄》聚集
黃子華與許冠文兩大實力派演員，而《爸
爸》亦獲得劉青雲的青睞。現場，陳茂賢和
翁子光分享了如何與 「大咖」 演員們打交道
的故事。

翁子光表示，平等相處很重要， 「郭富
城會和我聊車，但我根本就不懂車，儘管如
此，我也覺得這個話題很有趣。」 《破．地
獄》籌備之初，陳茂賢想要嘗試工業化的電
影製作模式，因此需要有觀眾號召力的演員
參演。陳茂賢表示， 「黃子華加許冠文的組
合，如果拍不出好戲是有問題的。」 他坦
言，在邀請黃子華的過程中，自己還未寫好
劇本， 「我一直在努力說服他，我當時對黃
子華說，不如你先聽我講講我想要寫的這個
故事。聽完之後，他很喜歡，就破例在沒有
劇本的時候，便答應演出。」

在編劇出身的陳茂賢看來，許冠文是編
劇的 「祖師爺」 ， 「文哥是一個會問很多細
節的人，例如為什麼角色要喝咖啡、喜歡戲
曲，這並不代表他不喜歡這個劇本。在慢慢
解釋的過程中，就能夠理解他為什麼會這樣
思考。文哥已經82歲了，但是很多危險動作
他都堅持自己做，跳火、從輪椅上掉下來，
我很欣賞他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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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紀錄闢生路：港片轉型和生存之
路」 論壇昨日舉行。 大公報記者顏琨攝

▲電影《破．地獄》劇照。

▲電影《爸爸》劇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