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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有超過1,200公里的國家輸油管
道，蘊藏着數千億的油。在電影《Pipe-
line》中，徐仁國飾演技術超群早已上岸
的「鑽頭」——地下鑽油天才，渾身上下
穿戴的都是名牌，開着名貴跑車，一身造

型甚是帥氣，要在李秀赫（這也是他自2013
年以來的首部回歸電影作品）飾演的煉油公司繼承人指
定時間內完成焊接並有另外6位盜油「精英」協助，本
來是輕而易舉的一份任務，可惜其中接二連三節外生
枝……那到底是什麼樣的陰謀？初看《Pipeline》，感
覺上某些場口跟去年11月初上映李帝勳主演的《Col-
lectors》有點相像，只是所偷的目標物有所不同。
電影《Pipeline》已上周三於韓國開畫，惜不敵《F9
狂野時速》及迪士尼新片《黑白魔后》，僅位列第三，
至截稿為止，上映一周，累計入場人次已超過10萬，
算是近期韓國電影中稍為不錯的表現。韓國電影在過
去一年頻頻滑鐵盧，以往荷里活電影基本上都是韓片
手下敗將的情況已完全扭轉過來，且看2021年度至截
稿日的最賣座頭5位都是荷里活電影，排第六位是金英
光主演的《可能的任務》也只得44萬多的入場人次，
《複製人徐福》緊隨其後，亦只錄得38萬入場人次，
實屬非戰之罪。
很久沒有在戲院看到徐仁國的演出了，對上一次已經

是2013年與李鍾碩、「少女時代」俞利（Yuri）合演的
《速水花美男》，其後2018年與庭沼珉合演《從天而
降的一億顆星》。最近徐仁國再火起來，他與朴寶英合
演的新劇《某一天滅亡來到我家門前》被列為2021年
度最期待劇集之一，引發不少關注。
可能大家已經忘記徐仁國是歌手出身。蔚山南區人的

徐仁國小時家境並不富裕，年紀小小已經開始幫補家計，10歲時
看到前輩金正民的演出已決定要成為歌手。徐仁國2009年參加
Super Star K歌唱比賽贏得第一季冠軍而出道，出道單曲《呼
喚》高踞榜首。可是他的星途也沒有很順暢，由於他勝出的比賽
是由Mnet舉辦，故此理所當然地成為旗下藝人，在此因素底
下，因而受到其他三大電視台冷待，直到2010年簽約成始境所
屬的經理人公司，情況才有所改善。2012年主演電視劇《回答吧
1997》，與鄭恩地合唱該劇主題曲《All For You》，橫掃當年的

「韓國電視節」男新人
獎、最佳情侶賞外，
《All For You》更奪得
多個原聲歌曲大獎。自此
陸續參與電視劇《主君的
太陽》等的演出和主唱電
視劇的OST包括《明天
和你》的主題曲。
徐仁國也算為 Super

Star K往後的歌手們鋪了
路，讓歌手們能更自由地
參加大型電視台的音樂節
目，當年的比賽由於同場
有PSY而未有獲獎，縱
使如此，徐仁國以32.8%
票數成為歷代選秀節目出
身最成功的藝人！

文：蕭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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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仁國與朴寶英演出的新劇《某
一天滅亡來到我家門前》正在播得
如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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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齣帶來震撼與感動的《白蛇
傳．情》取材自中國家喻戶

曉民間愛情傳說之一的《白蛇
傳》經典橋段，以「情」為主線，
道出人們對愛情的美好憧憬，同時
影片既有粵劇傳統基因，又致力與
當代大眾審美對接。講及白素貞敢
愛敢恨，不懼強權，敢於反抗，勇於追
求自己的理想，拚勁全力去打破人妖殊途等傳
統觀念的束縛，一定引起新生代觀眾共鳴。

將戲曲「唱唸做打」電影化
如何用電影的手法展現戲曲的精華，是戲曲與
電影融合的一個難題？同時如何將戲曲的「唱唸
做打」電影化？以往的戲曲電影大部分保留了戲
曲舞台感。而《白蛇傳．情》卻另闢蹊徑，在以
往戲曲電影的基礎上展開了大膽探索，運用國際
頂尖特效製作並結合了中國繪畫藝術風格，實現了
傳統藝術與電影語言的跨界融合。
影片採用4K技術，特效鏡頭佔全片90%以上，
為追求極致的東方美感呈現與震撼的視覺效果，由
澳洲、新西蘭、中國深圳三地頂尖特效團隊共同完
成特效部分，將戲劇舞台抽象化的「盜仙草」、
「水漫金山」等經典橋段以奇幻化的效果呈現，其
中最令人期待的「水漫金山」的特效鏡頭展現巨浪
滔天的宏大畫面，不惜工本佔片中長達6分鐘，可媲
美荷里活大片的特效場面，不愧是電影的高潮。據
悉，在影片美術方面已經創作了600多幅分鏡圖、30
款人物造型設計和精美的服裝道具等，為電影增添獨
特韻味。

水墨畫面合併宋代東方美學
導演張險峰表示︰「《白蛇傳．情》在畫面上合併
了宋代美學上所追求的簡約，留白及氣韻，保留了傳統
戲曲精髓，也注入了東方美學意境。背後都有關於戲曲
藝術與電影藝術之間分寸的考量，比如說在戲
曲舞台上，表現巨浪滔天是多位演員揮
動水袖，以寫意的方式來表達，但電
影呈現不能這樣做，它需要透過電
影特效，將巨浪滔天的震撼場面再
現，這才是符合觀眾預期的。 」
這一視覺效果，可讓觀眾一同享
受到電影戲曲的感觀美。
影片更榮獲多項獎項，包括第
32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戲曲提
名，第二屆海南島國際電影節金
椰獎「最佳技術獎」，第三屆平
遙國際電影展類型之窗單元
「最受歡迎影片」，第4屆加拿
大金楓葉國際電影節「最佳戲曲
歌舞影片」等國內外大獎。並在
第76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VPB單
元展映，贏得了眾多海內外觀眾的
青睞。絕美仙俠水墨國風電影《白蛇
傳．情》已昨日在香港上映。

4K粵劇電影《白蛇傳．情》

由中國經典愛情故事改編的首部 4K全景聲粵劇電影《白蛇傳．

情》，影片借助4K技術展現出一段淒美感人的愛情故事及一幅幅美輪

美奐如仙境、水墨的視覺效果，而且在追求戲曲與電影之間的完美融

合，更透過中國繪畫藝術風格的融入，以奇幻的效果呈現「盜

仙草」、「水漫金山」等經典段落，完全讓觀眾如身臨其

境。影片由張險峰執導，沿用同名舞台版粵劇班

底成員，國家一級演員曾小敏、文汝清分飾

白素貞、許仙，朱紅星演小青、王燕

飛演法海。 ●文︰莎莉

利用視效呈現經典戲曲感觀美

星光透視 印花

送粵劇電影
《白蛇傳．情》換票證

早於香港國際電影節的時間，便率
先欣賞了《濁水漂流》（見圖）這部
電影，這是李駿碩導演繼《翠絲》後
的最新作品，同樣以小品文戲為主，
記錄這座繁華鬧市底下的陰暗面。社

會的草根一群，尋找家的道路上，可以說是尋找一
個容身居所，其實說到底都是尋找一個心靈的居
所，希望能得到一份被關愛的心靈慰藉。
電影《濁水漂流》以一個真人真事的法庭案件為
創作藍本，記錄香港低收入地區深水埗無家可歸者
的生活。他們經常被當局趕出街頭，不情願地過着
持續的遊民生活。有一天，他們決定起訴政府，要
求賠償他們在一次街道清掃中所遭受的損失。從這
案件中反映出低收入人士的生活面面觀，同時讓草
根市民的聲音能被社會聽見。

這部電影是好看的，但同樣亦是讓人看得難受，
皆因劇本呈現的低收入人士生活來得太赤裸，每位
演員都演得極為真摯。當中以吳鎮宇和謝君豪兩位
實力派演員，二人的演出無疑已在來屆金像獎的最
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中預留席位，二人對角色的
深度演繹可謂入木三分，情感的張力及爆炸力都來
得絲絲入扣，完全牽動着觀眾的情緒。
李駿碩導演處理《濁水漂流》的表現，亦明顯比

《翠絲》大為進步，尤其用事件建立角色個性和心
態方面，今次戲中主要角色繁多，但成功做到多而
不亂，代表着每個角色的建立都清晰立體，各有亮
眼點好讓觀眾記住。看畢影片後，讓人不期然想起
《一念無明》和《淪落人》，連同《濁水漂流》共
三部作品都是刻畫社會低收入草根階層的佳作。

文︰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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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濁水漂流》無以為家的可怕

由英皇電影有限公司送出粵劇電影
《白蛇傳．情》換票證30張予香港
《文匯報》讀者，有興趣的讀者們（填
上個人電話）請剪下《星光透視》印
花，連同貼上$2郵票兼註明索取「粵
劇電影《白蛇傳．情》換票證」的回郵
信封，寄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
中心3樓副刊部，便有機會得到戲飛兩
張。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白蛇傳白蛇傳．．情情》》的仙俠水墨風畫面的仙俠水墨風畫面，，每一幀都是精美壁紙
每一幀都是精美壁紙。。

●●國家一級演員曾國家一級演員曾

小敏化身白素貞小敏化身白素貞。。

●●影片榮獲多項殊榮影片榮獲多項殊榮。。

●●曾小敏與文汝清分飾白素貞與許仙
曾小敏與文汝清分飾白素貞與許仙。。

●●曾小敏與朱紅星分飾白素貞與小青
曾小敏與朱紅星分飾白素貞與小青。。

●●電影採用電影採用44KK

技術技術，，特效鏡特效鏡

頭佔全片九成頭佔全片九成

以上以上。。

●●王燕飛飾演法海王燕飛飾演法海。。

●●徐仁國在新徐仁國在新
片中造型片中造型。。

構思一套劇集，最重要是能夠讓觀眾
由頭看到尾，而不會中途「棄劇」，所
以最重要的迷團或愛情歸屬，都會在最
後一集才揭曉。《一笑渡凡間》（見
圖）基於一早講明是關於濟公的故事，
所以戲中飾演「濟公」的蕭正楠，與蘇

柔和陸菁兒的愛情線，注定是不會有結果。這對喜歡看
「有情人終成眷屬」的觀眾來說，這種愛情線事先張揚
的缺憾，不知又會否傷了大家追劇的興致？
當然，此劇的賣點不是愛情，而是說教（大概是一切

總有命數，要做好人做好事之類）。說來奇怪，很多
時編劇都會為蕭正楠所演的角色，寫得八股正氣，永
遠都是樂觀積極坦誠沒有半點邪氣。即使容易被觀眾
接受，多看了也隱然散發出一陣悶氣。看他在《一》
中所飾演的李修緣（濟公），論演技是稱職有餘，但
就是不自覺會打個哈欠……大概他真的急需一個突破
框架的角色了。
說回劇集本身，調子以輕鬆為主，神話、輕量懸疑查

案，再加上表情誇張的搞笑元素——這種「大雜燴」的
劇情處理，正是大台常見的公式。縱觀首周劇情，故事正正常
常，若你「笑點」較低，還可以從一些行貨笑位中笑出聲。簡單
來說，沒有驚喜，但不算失望。《一》有着大台自家製（非合拍
劇）的特色：背景是「去朝代化」的古裝街，還有角色都是用現
代人的說話和語氣來演古代人——事實上，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
古裝布景和服飾，雖然都是粗疏簡陋，但演員們都會放下「現代
人」的身份。但不知從何時開始，大台的古裝劇的時代氣息愈來
愈烈，演員都是披着古裝來演時裝劇似的。當然這種古今「錯
配」，頭一兩次看會很新鮮，但不斷重複下早已變得乏味。
另外，如果劇集其中一個賣點，是蕭正楠與湯洛雯這對「歡喜

冤家」的話，那問題是二人實在缺乏了一種情侶的火花。是不是
因為他們平日與各自的伴侶高調「放閃」，閃得令我無法代入劇
集內二人的情侶關係？我不知道，但我終於明白為何以前的藝
人，總會對自己的感情事遮遮掩掩，就是留下多一點可能性，讓
觀眾更容易投入劇集中的愛情線。 文：視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