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4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二）庚寅年十一月廿三

聲光透視副刊
策　劃：曾家輝　責任編輯：呂瑋宗　版面設計：謝錦輝

本版逢周二刊出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F e a t u r e

銀幕短打銀幕短打

英國著名哲學家卡爾．波普爾說過，歷史是
沒規律的，也不可預測。就香港電影發展史而
論，他說的隨時可找到活例說明驗證。

香港電影人行事素來「一窩蜂」，缺乏開創
「眼光」（因而少數有開創力的監製、導演便更
突出）。本地影壇每隔一陣，便爆出一部事前
如何也料不到的賣座片，原製作班底固然立即
開拍續集或同類作品，其他人也爭相跟風搶
拍，很快形成一個次類型，充分展示波普爾所
謂「試－錯」（trial-and-error）的歷史前進步
伐。

這些電影大多不是經過計算、調查、針對觀
眾口味製作出來，部分更是起初不被看好，甚
至融資也出現困難。近十年最傳誦一時的「撞
手神」大作正是《無間道》。數年前葉念琛

《獨家試愛》「偷襲」成功，也令不少人不得不
重新評估市場形勢。

有人認為2010年的最大「驚喜」是《分手說
愛你》，不但本地拿下千多萬票房，連內地也
創下不錯成績。該片同樣曾經找不到投資老
闆，一鳴驚人後，開拍續集固成定數，據說也
立即吸引其他投資者，興起拍攝同類作品想
法。

所謂同類電影，是指以年輕人為目標觀眾，
現代都市味濃厚，比較純粹的愛情小品。早有
熟悉內地電影市場的消息靈通人士指，內地其
實極缺乏這種作品，因內地人拍的城市愛情
片，仍然有很重的文藝包袱，而現實取材也令
電影主創人傾向把篇幅放在愛情周邊事件，如
生活壓力、職場權爭、倫理緊張，以至更大的
社會議題，愛情以至性愛元素因而被沖淡。

《分手說愛你》捕捉了時下年輕人離離合合
的矛盾，巨大的敘事漏洞及不合理的劇情推
進，看的人大多不介意，再一次說明了，時代
感性的配合如何重要。

最近公布的金
球獎提名名單，
電視劇組別令人
耳目一新。幾齣
大熱劇毫無例外
佔據提名榜，例
如第一季不被看
好結果瘋魔全美
的《吉列合唱團》
獲 最 多 提 名 。

《 廣 告 狂 人 》、
《法妻》繼續有
口 碑 及 收 視 支
持，有望直闖頒
獎台。令人期待的，是以下兩齣今秋放映不久
便備受青睞，成為最佳劇集的候選之一。

它們分別是馬田史高西斯監製並執導首集的
《Boardwalk Empire》，及萬聖節首播，錄得今年
有線電視台最高首播收視的《陰屍路》（The
Walking Dead）。

《Boardwalk Empire》以上世紀20年代為背
景，描述政府禁酒令下，黑幫如何爭奪非法酒
品買賣控制權展開鬥爭。大導演出馬，劇集亦
順理成章備受關注。劇集首季12集，據知首集
播出後，即火速獲第二季預定，而史高西斯老
頭亦揚言繼續執導。《陰屍路》雖然僅獲一項
最佳劇集提名，坊間反應卻與《Boardwalk
Empire》不遑多讓，香港收費電視頻道更一早
買下播放權，放映日僅比美國首映日遲五日。

近年吸血殭屍題材電視劇大行其道，屢有高
收視之作出現，但能夠獲金球獎或艾美獎青
睞，印象中只有第一季的《真愛如血》，其餘
的不過是吸引觀眾眼球的作品。《陰屍路》卻
有點不同。它以喪屍為題材，首季僅六集而
已。創作者是電影《月黑高飛》、《綠里奇蹟》
導演Frank Darabont，如此來頭，難怪面臨馬
田史高西斯監製的作品亦毫不遜色。

故事描述警長Rick在醫院醒來，發現這世界
已截然不同。他遭殭屍襲擊，在鄰居父子幫忙
下，才知世界經已淪陷。為找到失蹤妻兒，
Rick聯同倖存者上路，要在這經已被殭屍佔領
的世界中尋找出路。《Boardwalk Empire》獲
提名並不稀奇，一看便是拿獎類型。但以喪屍
為題，難免會被視為賣弄血腥暴力、追求感官
刺激，偏偏《陰屍路》在血腥之餘亦能討好觀
眾，即使明知拿獎機會不大，我還是極期待金
球獎可誕生一齣破格獲獎之作。

文：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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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卜力工作室（Studio Ghibli）以代表作
《龍貓》作為標誌，由宮崎駿命名。意思是
「撒哈拉沙漠上吹的熱風」，是二戰時意大利
空軍其中一款偵察機名稱。作品主要由宮崎
駿負責創作、鈴木敏夫行銷營運，工作室設
於日本東京都近郊的小金井市。

「吉卜力工作室」簡介：

導演：米林宏昌
類別：動畫
上映日期：12月25日

《借東西的小矮人亞莉亞蒂》，是改編自英國女作家瑪麗
諾 頓 （ Mary Norton） 名 著 《 地 板 下 的 小 人 》（ The
Borrowers）。

日本大師邂逅英國文學
「我在40年前讀過這本書，當時已深深被小矮人少女亞莉

亞蒂，及人類少年阿翔的一段情誼感動。」宮崎駿說，當時
曾經有把這故事改編成動畫念頭，甚至一度和高㟸勳計劃
過，但卻因其他製作而一直擱置。「至2008年，我終於成功
說服鈴木敏夫，把計劃付諸實行，並親自擔任劇本創作。」
為了增加日本粉絲對故事的親和程度，宮崎駿便把原著故事
背景由1950年代的英國，轉化成2010年的東京小金井。「我
很愛這個故事，所以親手繪畫故事板。但深信，由年輕人來
執導，才能拍出更有趣的東西。」

《借東西的小矮人亞莉亞蒂》其實是由跟隨宮崎駿多年的
得意門生，也就是被譽為「吉卜力最棒的動畫師」的米林宏
昌執導。「老實說，我需要培養吉卜力新一代接棒。動畫是
述說小朋友的世界，所以必須為作品保持青春活力和動
感。」米林宏昌於1996年加入吉卜力工作室，曾擔任《幽靈
公主》、《哈爾移動城堡》及《崖上的波兒》的原畫，製作
經驗豐富，37歲便當上監督，成為吉卜力史上最年輕的監
督。

吉卜力工作室的精神就是堅持極高的製作水準，畫工不但
細膩又富有生氣，故事必須充滿想像力、有趣兼意味深遠。
近年，電腦動畫成為國際影壇主流，加上3D影像的盛行，吸
引了影迷的目光。但是，吉卜力仍然堅持製作傳統手繪動
畫，靠非凡的毅力、超卓的畫工、動人的故事去感動觀眾。
米林宏昌表示，希望新作品《借東西的小矮人亞莉亞蒂》成
為影壇中一道能洗滌人心的清泉。

人類與小矮人　引發張力
「人類與小矮人，究竟是敵人還是朋友？」米林宏昌指，

《借東西的小矮人亞莉亞蒂》講述剛滿14歲的小矮人亞莉亞
蒂，到達「合法」年齡跟隨爸爸進行「借物大行動」。她來
自只有10公分的小矮人家族，在害蟲和老鼠等敵人圍繞下，
於深夜出動向人類「借東西」。

在小矮人的世界，人類世界的物品都能帶來極有趣的用
途。例如，花盆可改裝成煙囪，手錶能改成大鐘，汽水蓋則
是他們的花盆，郵票則是美麗的掛畫，大頭針更是鋒利的長
劍⋯⋯「亞莉亞蒂初出茅廬，便被人類發現，更為一家人帶
來大危機。她的爸爸波特熟識大屋的秘道，又懂得運用多種
道具，是借物的老手。他一家堅守祖傳信條，對人類充滿戒
心。」米林宏昌表示，故事的主要張力，便透過新一代小矮
人「出道」後，與人類進行「第三類接觸」中引發出來。

亞莉亞蒂的媽媽賀美莉，喜愛使用各種借來的物件佈置家
居。她因為膽小而足不出戶，反而被人類捉到。「幸好，生
活在野外的年輕小矮人史比拿，他是身手敏捷、見識廣博的
獵人。當亞莉亞蒂一家陷入危機時，他便全力出手相助。」
米林宏昌說，故事起初描述人類與小矮人勢不兩立，但劇情
發展慢慢揭開彼此神秘面紗後，卻發現大家的狀況並非敵
對。「大屋中，12歲人類男孩阿翔生性悲觀，但卻對小矮人
充滿興趣和好感。他正準備做心臟手術，心情複雜。巧遇小
矮人後，卻希望可以和他們做好朋友，和平共處。本來，阿
翔發現他們本意味㠥末日來臨，但他卻和亞莉亞蒂建立出特
別的感情。」大屋中，其他的人類也其實對他們十分友善。

「阿翔的姨婆貞子，一生未曾遇見過小矮人，但相信他們存
在。她一直十分愛惜祖先留給小矮人的Doll House。深信小
矮人是他們的好鄰舍。」

隨㠥逐步的接觸，小矮人也發現人類並不是那麼可怕。對
他們存在敵意的，恐怕只是大屋中的女傭阿春。因為她發現
家中常有物品被『借』去。她對小矮人的「惡行」十分在
意，希望用盡辦法捉拿他們。

神秘的製作秘辛
米林宏昌指出，宮崎駿一開始已堅持把動畫的舞台由英國

改成日本。「他表示，作為日本人，更應該把日本這個地方
畫得很好，雖然原著是發生在英國的兒童文學。工作室相
信，作品經歷本土化，加添創新元素，才能成為真正的國際
作品。」

宮崎駿亦清楚明白，這個「本土化行動」，亦為米林宏昌
這新導演帶來幫助。「宮崎駿的目標很高很遠，他希們我們
正確地把外國的生活習慣跟風俗，以日本的手法描寫出來。
若他堅持把背景設定在英國，對我來說負擔便相當大。經過
多番研究，故事最終改以日本郊外為舞台，故事場景主要圍
繞一間屋、地底及庭園發生。」今次宮崎駿充當全片的企劃
人，放開懷抱讓手下全力製作。「宮崎駿有感世界經濟泡沫
爆破，人類的自信和希望好像被奪去似的。人類對既有的消
費模式進行反思，或許這個作品便能提供新啟發。」

米林宏昌透露，每一個宮崎駿作品都有深層意義。「今
次，我們想告訴大家，幸福的生活須靠知識和努力來營造，
並非純粹靠物質和投機。借東西生活，就是人性化、友愛的
表現。「借東西來生活」這種行為，對很多亞洲觀眾或許會
相當陌生。米林宏昌解釋，在西方童話文化中，「借東西」
和「偷東西」有所不同。「在西方小矮人世界中，所借的東
西並不是寶石或金錢，只是一粒方糖、一些麵包碎，甚至是
一張紙巾之類的人類日用品。對他們來說，這些東西已是吃
不完的山珍，只是不想浪費人類的東西。」小矮人世界中並
沒有貿易，所有東西靠自己的知識和勞力去改造出來。

西方的地下世界，通常是濕淋淋、昏暗並滿布㟎㟍；日本
化的，卻是光明非常。「我們並不想照抄西方的世界，我們
的小矮人，其實比地上人類的生活更加像樣。他們先天不
足，卻努力去改變環境。此外，西方地下世界的烏鴉、草蜢
和老鼠，也被畫成小朋友喜愛的可愛角色。」米林宏昌說，
小矮人單單為有照明便下了不少苦功。「他們用酒瓶作鏡
片，把外面的光線集中，再用錫紙反射引入地下，然後用假
窗導入光線，將房間變成好像在地面上一樣。當到了晚上，
便從人類世界借來電力，推動室內照明用的微型燈泡。」

宮崎駿與貓的約定
雖然，這是吉卜力工作室最「出位」的電影，但很多地方

也和以往的作品一脈相承。「吉卜力工作室作品中，貓是一
定會出現。」

米林宏昌形容，貓一直是宮崎駿世界中的一個「約定」。
「《魔女宅急便》的吉吉、《夢幻街少女》的Moon、《龍貓》
中的貓巴士、《貓之報恩》的一眾角色，通通也是貓。」他
表示，宮崎駿愛貓多於小狗，工作室裡也有貓兒生活。牠們
自由地走來走去，跟重要的客戶開會時，也在旁邊悠然地睡
午覺。可能，貓就是吉卜力工作室的創作靈感來源。

宮崎駿借小矮人

宮崎駿早前的《崖上的波兒》上映後隨即震盪大小朋友的心靈，今年聖誕節，大家再有機會欣賞宮

崎駿新作－－《借東西的小矮人亞莉亞蒂》，其特別之，就是宮崎駿打破原創作傳統，首度使用英國文

學作品為故事藍本。

日本典堂級動畫大師，加上英文「卡內基兒童文學獎」（Carnegie Medal）文學作品，究竟會擦出甚

麼火花呢？宮崎駿在歐洲文學平台上，又如何延續其觸動心靈的故事？ 文：呂瑋宗　圖：洲立

除了貓外，父女關係也是宮崎駿所看重，
《龍貓》和《千與千尋》如是，今次也有重
點描寫亞莉亞蒂對父親的愛錫與尊敬。

宮崎駿作品充滿人情味，小矮人和阿翔的
關係，也令人感動。原來小矮人，也能為高
大的人類帶來生活盼望和力量。本港觀眾愛
戴 宮 崎 駿 作
品 ， 原 來 對
方 也 喜 愛 我
們 。 工 作 室
主 腦 鈴 木 敏
夫 ， 更 親 自
為 香 港 片 名
進 行 設 計 和
題 字 ， 大 家
可 多 加 留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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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手說愛你》

■《吉列
合唱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