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娛古偶劇港味濃，如果不說鮮有人去注意，內娛的很多古裝偶像劇其實大多是香港導
演團隊主導製作的。古偶劇為何偏愛香港的導演？吳錦源笑說，這只能說香港影視劇這些
年幕前幕後北上的規模比較大，也有不少做出了口碑。直白一點說，內地影視劇各類題材
項目很多，所以相對地也能容納更多。而香港的導演團隊，早些年也都是資深帶年輕的，
在培育中逐步發展壯大，參與到內地的諸多製作中來。在一些平台，高評分、討論度較高
的古裝劇，不少由香港導演製作。比如，香港導演李國立曾作為唐人影視的製作總監，推
出過的《仙劍奇俠傳》系列、《步步驚心》、《怪俠一枝梅》等諸多里程碑式爆款古裝劇
時，一路「帶大」了在「當打之年」轉場內地的導演吳錦源。
當下吳錦源在業內也享有「古偶教父」的美譽。而另一個在內地古裝偶像劇享有口碑的

香港導演林玉芬，憑借《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宸汐緣》，為自己在古裝
玄幻市場打下「王牌女導演」的標籤。不可否認的是，古裝、玄幻劇近些年在內娛大熱的
背後離不開許多「港式製作」。
關於香港導演拍攝古偶劇有什麼優勢？吳錦源又甩出一句真心話：「現在的情況也不同

了，內地這些年的發展，方方面面中都培育了不少本土人才，他們的冒出，也令香港導演
的優勢不再明顯。」早年，香港的製作理念，製作模式，從題材到表演都有十分成熟的專
業分工體系，很多劇組都有很多的香港專業人士參與燈光、攝影、武術指導這些重要崗
位。近些年，內地諸多的大項目製作，大投入，也令競爭更為白熱化，如何伴隨內地的發
展、蛻變，沉澱出更好的專業製作，不管港式、京式還是其它什麼招式，共同把行業向前
再推一步，也是吳錦源正在探尋的一個問題。

古偶劇偏愛港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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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錦源在微博改名「小
導演吳錦源」，事有緣
由。曾在一場活動上，社
交場內，被大家一口一個
大導演叫着，吳錦源突然
對這個聲音有些警惕──

人很容易陷入美言之中，不知不覺變得自
大。「別人叫着叫着，自己若當真那就危險
了。」身處娛樂業，看過不少人被捧之後，
再難清楚看到自己。身邊這類令人嘆息的故
事不少。活動結束後，吳錦源立馬在微博把
自己改成了「小導演」，算是一種自我的提
醒和督促。 「導演就是一份工作嘛。我們
能做的就是對得起自己的崗位。」這種樸素
的觀念，確實和自己來自香港有着深厚的關
係。拍過了《獅子山下的故事》再來看自己
身上的獅子山精神，吳錦源笑言，這種精神
底色從未褪色。
吳錦源說，他們這一代的香港人都好相信

一個事情，要成功就是要苦幹，後生仔一定
要蝕底（吃虧）。在他看來，這是從小到大
在港接受過的教育，出了社會打工，也一路
這麼相信且做事的。香港人喜歡講捱過去。
這或許就是本事的歷練。
北漂的這些年，不愁大製作項目拍攝，和

不同的製作公司、明星藝人合作，吳錦源也
會用不同的方式去作業。在劇組，吳錦源喜

歡和主創團隊們聊天、交心做朋友。但他也
感嘆，這個事情做起來好難。難在很多關係
的建立，並不都是雙向打開，或者同時同頻
在線。但，好的劇組氛圍，利於細節的打
磨。吳錦源記得《獅子山下的故事》裏一場
哭戲的幕後花絮。劇裏，聶遠和楊明娜的一
場分手戲，按理楊明娜要哭，演員也完成得
很好。但拍攝時眼淚出來的那一刻，卻突然
覺得眼淚不能這樣流。「不是不應該流，而
是女方不能對着男方流眼淚。」這一場戲的
細節討論，就得益於跟演員平時的互動溝
通，然後在片場就會有默契，能暢快溝通這
些情緒表達的細節。類似這樣的溝通，在這
部劇裏經常出現。作為導演，吳錦源比較在
乎演員的感覺，也相信自己實時作出的調
度。人物細節的塑造，能讓一部劇變得有質
感。「小導演吳錦源」也迷戀這種「抓小放
大」的創作過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一路電視大製作傍身的香

港導演吳錦源北漂20載、轉向10年，他證明拍得了古裝偶像劇

（古偶劇），也能拍好主旋律題材。訣竅只在一個點：抓住社會變

遷的「真情實感」。電視劇也應該關愛社會，照見個體，傳遞正能

量和價值觀 。今年熱播的《獅子山下的故事》，便是用他北漂20年

對內地社會的觀察沉澱，反過來為香港回歸前後40多年的大事記把

脈。「香港本身就是一部長劇。」吳錦源認為，沒有比用一部時代

劇為自己的北漂生涯做階段性總結更適合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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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名小導演 警惕免自大

電視劇理應關愛社會與個體

上兩個十年，古裝偶像劇這個題材大放異彩。千禧年以來的發展，讓世界的目光逐漸投
向華夏大地，吳錦源在香港拍完《尋秦記》後北望神州，他想更貼近社會的生活，親

自會一會時代的演變感。身臨其境，也是一個導演寶貴的靈感與創作素材之源。北上搵到的
第一個劇本便是《仙劍奇俠傳》。這部劇捧紅了內娛當下的諸多女藝人，也定義了不少90後
觀眾的青春。
2012年開始，內地電視劇不管從製作成本還是數量都開始走入井噴狀態，投資進入「億元

時代」。在這期間，吳錦源注意到一個有意思的社會風潮──中國女性的消費力量與審美覺
醒。他回憶那兩年的想法：「電視劇似一面鏡子，映照社會現實下的一些問題，一部熱播劇
要能呼應當下的一些社會情緒，而那些年的情緒，就是觀眾希望看到女性在困境中靠自己的
努力蛻變成長的故事。」機緣之下，就有了連續兩年的《美人心計》、《步步驚心》，一直
延續到2017年的《楚喬傳》，一個綜合、提升並取代古偶的「大女主」類型劇出現了。推出
那麼多類型片，部部皆是熱播劇，吳錦源坦言，一部劇火了，同類型的題材會陸續找上門
來，自己很多時候也是被選擇的那一個。

從大環境構造小人物
即使都是拍古裝偶像劇，吳錦源自認，沒有所謂的製作模式和標準，更多從劇本以及觀眾

層面的接受度去思考拍攝方法。劇本的故事和情感，如何落到一個「真實感」上面呢？他是
個向生活要素材的高手，家人、朋友的所遇，看報紙社會新聞的所感，都成為他依次構建電
視劇角色的法寶。他喜歡步步自問，問自己，也是問一批又一批年輕觀眾：你要成為一個什
麼樣的人？你想從喜歡的影視劇裏獲得些什麼？時間的鐘擺，來到了最近的一個五年。2018
年改革開放40周年、2019年建國70周年、2021年建黨百年、2022年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
這一系列時代大事記的推波助瀾下，主旋律題材在內娛層出不窮。吳錦源也會追看一些口碑
劇，如《覺醒年代》、《山海情》。如何從大環境去構造小人物，時代也是一個人物的重要
根基。在他看來，這幾年電視圈最重要的發展之一，就是主旋律題材得到很好的挖掘和表
達，電視劇理應向社會傳遞正能量和價值觀。
至於能夠在自己北漂20年時遇到《獅子山下的故事》這個時代劇，吳錦源笑言，和自己來
自香港也有一定的關係。這部戲跨度40年，用三個家庭、兩代人來反映大時代，也來講述香
港人的「獅子山精神」故事。拍攝《獅子山下的故事》時，選擇用茶餐廳這個最具香港城市
個性和底蘊的場景來切入，去看其間香港人的堅韌不拔和濃烈的人情味。

想拍平民英雄題材劇
影視劇跟着生活在變，也要反映生活從古偶劇轉拍時代正劇，吳錦源稱，談不上多麼得心

應手，恰巧把這些年在內地各處觀察到的生活糅雜、提取，把看到的很多人物故事想辦法融
合到一個角色身上。當然，劇本角色的創作溝通中，不想一味聚焦和誇大愛情，更想傳遞給
觀眾：「我們的一生不只有愛情，還有更豐富的社會生活，很多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故事都可
以很美好。影視就是這樣，一直跟着生活在變，同時也反映生活。」
不拍戲的日常，吳錦源喜歡看報紙。社會新聞裏的人物，尤其讓他感興趣。就比如，疫情

最初那半年，一些跨境貨櫃車司機為了配合防疫政策，一直生活在車裏，不希望影響其他
人，很令人感動。吳錦源內心一直想拍一部「平民英雄」的戲。所謂普通人的英雄之舉，雖
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甚至是不起眼的，但吳錦源卻覺得，個人無意識的善良，管好自
己就幫了別人；有些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成為了各行各業的「逆行者」。
作為電視劇導演，時常也能聽到很多人對電視劇人「胡編亂造」的批評聲。吳錦源喜歡從
社會新聞裏的小人物故事、日常親朋的所遇中打撈素材。「導演畢竟也是一個創作性的工
作，需要思考素材和場景、背景是否適配？是否具有足夠的信息量？」普通人的戲要真，不
去創作只想還原，那就是做紀錄片了。好的電視劇有着很強的社會影響力和直抵人心的力
量，一代又一代年輕人的成長中，電視劇也構建很多人的成長底色。只不過是在這10年中慢
慢從電視轉移到了視頻流媒體上。但無論傳播載體如何變化，導演吳錦源也時常自我提醒：
社會環境是人物生活的「土壤」，不管拍什麼樣的戲，關愛社會和個人的真心要不斷再進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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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劍奇
俠傳》系列
捧紅了很多
偶像明星。

▶胡杏兒及譚耀文在《獅子山下
的故事》中飾演夫婦。

◀吳錦源和《獅子山下的故
事》主創對劇本。 受訪者供圖

◆吳錦源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記者胡若璋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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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錦源和胡杏兒在片場討論
演出細節。 受訪者供圖

◆《獅子山
下的故事》
片場花絮。
受訪者供圖

◆吳錦源喜
歡與演員溝
通交流。

◆吳錦源在微博上的名字為「小導演吳
錦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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