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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時代因對美術藝術感興趣
而毅然投身電影行業的香港青年導
演張展雄，至今已成功執導了多部
短片並獲得多個獎項。然而提起自
己十餘年的電影之路，張展雄卻坦
言，對於每部作品自己其實都不是
特別滿意，作為導演，拍完回看作
品時總會覺得有些遺憾，感覺還能
做得更好。或許正是這種遺憾，讓
張展雄近年來一直在不同的新賽道
上不斷探索和嘗試。

日前在西安出席 「西影．春光
電影展青年創作者支持計劃」 活動
時，張展雄向大公報記者透露了自
己的下一個 「大計劃」 ，那就拍一
部長片電影。在張展雄看來，電影
是藝術，拍攝其實是件很有趣的
事，導演最重要的還是把電影拍
好，因為好電影在哪裏都能得到認
可。

大公報記者 李陽波

出生於1985年的張展雄，正好經歷了
香港電影歷史上最為風光的上世紀八零九
零年代。還在上學時，張展雄便看了很多
不同類型的電影。 「有香港的，也有內地
的，比如第六代導演的作品我就很喜歡。
香港當時有各種類型的電影在拍攝和放
映，受這些影響，我就特別想拍屬於自己
的電影。」 畢業後，張展雄如願以償開始
拍短片，初入行時的他心裏總會有一種按
捺不住的衝動。 「就是那種迫切地想把自
己想講的故事拍出來。」

以小見大 拍攝多部短片佳作
張展雄的電影之路起步得很順暢。那

時候的他，每天都在為自己從事的美好事
業而激動不已，然而不多久，現實卻結結
實實給他上了一課。 「拍攝其實是件很有
趣的事，但現實中，資金少、團隊規模
小，沒辦法，我就只能接一些政府和其他
專業的項目維持生活。但另一方面，我也
一直努力寫劇本，希望能拍出自己的電
影。」 終於功夫不負有心人，經歷一連串
磨礪之後，張展雄接連拍攝了《世間法》
《神棍》等多部口碑佳作。

特別是《世間法》，更是一口
氣獲得第二屆 「美麗香港人情事」
短片大賽公開組冠軍及最佳導演、
第4屆金雞海峽兩岸暨港澳青年短
片季新翼推優榮譽短片，並入選第
25屆上海國際電影節 「光影浪潮」
單元、第29屆ifva獨立短片及影像
媒體比賽公開組組別。

「這部短片融入了我之前的經
驗，我覺得還不錯。特別感謝葛民
輝先生擔任男主角，很幸運這部短
片在國外和內地的一些電影節上都

放映過。」 張展雄告訴記者，這部短片是
在疫情期間拍攝的，時間緊、預算有限，
是靠一些朋友幫忙才完成的。拍攝的時候
大家聚在一起，那種感覺讓他很難忘。而
這部短片以佛學術語 「世間法」 作為片
名，結合傳統生死觀，通過手持鏡頭，以
小博大地展現普通小人物在面對應盡但未
盡義務時的複雜心態。有觀眾感嘆，《世
間法》的鏡頭雖然聚焦的是一個小人物，
但折射的卻是一個大社會。

對於觀眾的評價，張展雄坦言，拍攝
時自己並沒太想過這個問題，因為對他來
說，故事和裏面的人物才是最重要的。
「拍《世間法》的時候，我想展現一個男
人在某種程度上逃避和女兒的緊張關係，
他通過幫老人家辦身份證來轉移注意力。
但在處理老人身後事的過程中，他意識到
很多事情其實沒那麼重要，親情才是最重
要的。」 儘管一再強調自己並非刻意聚
焦，但張展雄也覺得，新一代導演確實更
關注社會和小人物的故事。

「西影」取經 嘗試AI輔助劇本創作
香港電影與內地西部地區的電影之間

的聯繫由來已久，特別是上世紀八九十年
代，西安電影製片廠與香港電影公司陸續
合作拍攝了《太極神功》《黃河大俠》
《在那遙遠的地方》《炮打雙燈》《獨孤
九劍》《大話西遊》等十幾部影片。

「真的很激動，我看到了《大話西
遊》的手寫劇本，是香港那邊的。」 此次
在西安參加活動期間，張展雄特意和一眾
青年創作者一起參觀了 「西影」 藝術檔案
館，看着展台上展出的《大話西遊》手寫
劇本，張展雄感慨萬分。 「手寫劇本裏蘊
含的文化底蘊讓我覺得很厲害。我看了很
多次《大話西遊》，這次看到手寫文字
版，感覺這部電影的架構設計特別漂亮，
很有後現代的感覺。」 對於 「西影」 和香
港電影的優良合作傳統，張展雄希望傳承
亦充滿期待。 「當然希望能繼續合作，但
目前對我來說寫好劇本更重要，等有了好
劇本再考慮其他的。」

張展雄表示這是第二次來到西安，在
與來自內地和港澳台的其他創作者，以及
對 「西影」 的交流中收穫頗多。 「這次來
也見識到了很多新東西，比如說嘗試了
『西影』 新的AI輔助劇本創作系統，感覺

很神奇。」
儘管對 「AI輔助創作系統」 評價

頗高，但作為一名電影人，張展雄還
是有着清醒的認識。 「AI可以幫忙做
很多調研和劇本分析，但我覺得人的
情感和思想才是最重要的，AI只是輔
助創作劇本的一種手段。」 特別是對
於越來越多投身電影行業的青年創作
者，張展雄認為世界很大，多感受不
同文化、不同人的生活，才能寫好劇
本，拍出更好的電影。

部分圖片：受訪者提供

大公園 小公園 投資全方位 責任編輯：寧碧怡 美術編輯：蕭潔景

副
刊
fb



第78屆康城影展剛於5月13日揭幕。去年康城成
了全年影壇的重要指標，《阿諾拉》率先在康城掄
元，年終再到奧斯卡橫掃獎項；肉體恐怖片《完美
物質》在康城大受歡迎並奪得劇本獎，及後亦在世
界各地大放異彩，而《艾美利亞變奏曲》則贏得全
球多項外語片及演員獎項。本屆的官方選片雖然少
了典型荷里活大製作，但大會依舊請來巨星登場，
如獲頒終身成就獎的羅拔迪尼路，頒獎嘉賓里安納
度狄卡比奧，以及為《職業特工隊：最終清算》造
勢的湯告魯斯等，令康城的海濱大道得以延續星
光。

港產片再亮相
本地影迷最關注的，莫過於幾近變成都市傳

說，已聞樓梯響長達7年的《風林火山》。本片挾着
去年《九龍城寨之圍城》的聲勢，再闖康城午夜場

單元的紅地毯，並打低多年來雄霸午夜場亞洲席位
的韓片，令傳說更添神話色彩。

另一部備受注目的華語電影是畢贛執導，易烊
千璽與舒淇主演的《狂野時代》。畢贛的前作《路
邊野餐》及《地球最後的夜晚》皆備受稱許，尤其
法國觀眾與評論界。若本片能在今屆贏得重要獎
項，定能為華語電影打下一支強心針。

評審團重女輕男
本屆康城的評審團陣容延續了近年重女輕男的

趨勢，並以演員為主要的組成骨幹。評審團主席由
法國著名女星茱麗葉庇洛仙擔任，同為女演員的有
來自美國的荷爾芭莉及意大利的艾芭洛宜娃查，加
上《乘着光的幻想》印度女導演柏耶嘉柏迪婭及摩
洛哥女作家麗娜斯莉曼妮。四名男評審中則有三位
導演，包括韓國的洪常秀、墨西哥的卡洛斯雷加達
斯、剛果的迪奧度哈馬迪，還有美國男星謝洛美史
杜朗。

選片方面，今年仍然大師雲集，有影展常客如
戴丹兄弟及約化巴納希等，但筆者則認為本屆的女
導演特別值得留意，有曾經憑《變鈦》勇奪康城金
棕櫚獎的法國導演茱莉亞杜康諾、以《獨行煞星》
獲頒最佳劇本獎的蓮妮南斯、以《陽光燦爛的果
園》榮獲柏林影展金熊獎的西班牙女導演卡拉西
蒙、《75終生計劃》的日本女導演早川千繪、德國
女導演馬莎舒蓮絲姬，及《有種女人》的姬莉賴卡
特。她們全是近年最受吹捧的年輕女導演，潛質優
厚，極有可能打低一眾大師級男導演奪走金棕櫚
獎，絕對不容忽視。

開幕片暗淡無光
主題海報方面，本屆康城再

次拿法國經典電影劇照來改頭換
面，今次輪到1966年的金棕櫚獎
得主《男歡女愛》的兩款劇照，
設計算不上出眾，未能讓人留下
深刻印象。不過，自從該片獲獎
之後，法國電影再奪金棕櫚獎已
經要數到1987年的《撒旦太陽
下》，或許此舉正是康城回顧黃
金年代、勉勵法國影人的舉動而
已。

本屆開幕電影之選有點令人
摸不着頭腦，這部由新晉女導演
艾美莉邦蓮執導的愛情歌舞劇
《離開一天》，既沒有大導演大
明星坐鎮，亦非本屆的競賽電
影，只是一部平平無奇的商業
片，當中的所謂歌舞大多也只是翻
唱流行曲而已。既然大會也覺得影
片未達水準，為何選它為開幕電影呢？
相信本片即將在法國公映，算是為法國
影壇盡一點綿力吧。其實康城近年已多次被
批評愈來愈商業化，譬如喜歡群星拱照，增
添專為荷里活影星而設的終身成就獎，而金棕櫚
獎得主也多次跟奧斯卡口味接近。以往曾經成就多
位電影大師、重視藝術成就的康城影展，難道已逐
漸變質了？ 本文作者為香港國際電影節藝術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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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城影展2025（一）

康城影展揭幕星光熠熠

羅拔迪尼路獲終身成就獎王 勛

▲《風林火山》於康城影展 「午夜展映單元」
舉行世界首映，梁家輝（左起）、高圓圓、古
天樂及麥浚龍亮相紅毯。

▲羅拔迪尼路（右）從里安納度狄卡比奧手
上接過 「榮譽金棕櫚獎」 。 法新社

近年來在成功推出多部短片之後，張
展雄也將目光投向了長片，其長片電影計
劃《燃燒之後》目前正處於劇本創作階
段。 「這是一部愛情題材電影，簡單來
說，講的是一個妻子去找拋棄她的丈夫的
故事，以及她如何面對愛情消逝的現實，

在時代背景下，探討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修
復和對失去愛情的接受。」 張展雄表示，
目前自己正在全力推進這部影片的創作，
希望能盡快和觀眾見面。

從短片到長片，雖然僅有一字之差，
但在張展雄看來兩者卻相差甚大。 「首先

寫長片劇本挺痛苦的，一份長片劇本大概2
萬至2.5萬字，而短片劇本字數少很多。」
張展雄告訴記者，長片要兼顧的內容更
多，要想辦法持續吸引觀眾看下去很難，
而短片可能講一兩個核心內容就夠了，長
片則有更多情節和人物關係要考慮。

首部長片探討愛情的消逝

作為一名來自香港的青年創
作者，對於香港電影市場的起
伏，張展雄認為大可不必擔憂。
「我覺得電影是藝術，藝術發展
有起有伏很正常。我們盡力把
電影做好就行，不用太在
意整個行業的興衰，做好
自己的作品，觀眾自會
評判好壞。」 對於自己
的創作前景，張展雄也
充滿信心。 「創作
過程確實不容易，
但看到電影成品的
時候，我覺得一切
付出都是值得的。
如果真的喜歡這個
行業，就堅持下
去。」

▲ 「西影」 藝術檔案館展示的《大話西
遊》手寫劇本。 大公報記者李陽波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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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展雄（中）在西安出席 「西影．春光電影展青年
創作者支持計劃」 活動。

▲張展雄（中）憑藉《世間法》獲得第二屆 「美麗香港人
情事」 短片大賽公開組冠軍及最佳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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