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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拍紀錄片為母校籌款 以成長故事傳揚校訓「寸陰是惜」

昨日張婉婷接受電台節目電話訪問，並向阿聆道歉：「對
阿聆受到嘅困擾，我非常唔好意思，我對佢唔住。」又

表示以為大家認識了十年已是好朋友：「我哋識咗十年，以
為好friend，除咗喺學校拍攝之外，仲有拍其他短片，又或者
佢哋嘅工作，好似接廣告，我都會幫佢哋睇，又或者想租啲
地方搞聯校活動，我都會幫佢哋搵啲免費場地，我喺情方
面，以為呢個係喺咁多年入面，係有一個聯繫喺度，但顯然
應該要做多啲。」
張婉婷被問到阿聆事前可有強烈表達不想公映？她指2011

年開拍前學生家長已簽署同意書，當中列明會有放映活動，片
中女生中五、中六時，她亦曾提及有發行商有興趣發行，當時
阿聆亦在場，未有退出拍攝，故認為她會接受發行。
直至阿聆睇完校內公映後，就對公映有保留：「我哋剪好

晒，喺校內一個籌款活動度播，阿聆就話佢唔想呢套戲公開放
映，我哋研究咗都一段時間，由校內放映到電影節，差唔多有
8個月喺度研討，點樣處理呢套戲，嗰陣時佢都話可以包場或
者做電影節，公開放映係有保留，總之係唔想有咁多觀眾，我
唔係咁理解，因包場都有好多觀眾，電影節都有售票。」

在做包場和公映上有分歧
問到為何阿聆一直未有簽同意書下，電影仍公開放映？張婉

婷解釋：「校方最初都尊重佢意願先做包場，包場時間我覺得
係咁多套電影中，時間最長，觀眾反應好好，覺得片中啲女仔
好勇敢同可愛，覺得公映唔會有負面影響，所以喺今年2月決
定公映。」她續稱首映後，阿聆的爸爸告知她女兒心情已平
伏，而上月底舉行的感恩大會，阿聆的父母及弟弟都有出席，
還有恭喜團隊，以為她已解開心結。她謂現時知道阿聆想法
後，會慢慢跟她傾，希望大家唔好搞佢，佢應該唔習慣面對傳
媒。
她又稱所有事情都要視乎「法、理、情」，但不想用到法律

去解決問題，並強調學校不會以法律加諸於學生身上。至於紀
錄片會如何處理，會否刪走與阿聆相關的片段，她說未決定：
「我剪咗3年，洪荒之力真係好攞命，我未諗，要同學校及發行
商研究。」當問到她有何說話想對阿聆說？張婉婷隔空對阿聆
說：「我想向佢表達，我對佢嘅困擾真係唔好意思，係我對佢
唔住，希望佢仍記得大家相識10年之間嘅情誼，阿聆你開心返
啲啦，我哋家唔做喇，你知唔知道呀？」
對於紀錄片的主角之一阿佘去拍廣告，片中未有交代該廣告

同樣由張婉婷執導。她強調片段是自然發生：「唔係做出嚟，
係真㗎，我幫一個大牌子拍廣告，覺得阿佘能歌善舞，樣又
靚，又可以畀佢賺啲錢，所以聘請佢做特約演員。」
說到奧運銅牌得主、現港隊單車運動員李慧詩不滿未知具體

用途下，其訪問片段在片內播出，引發爭議。張婉婷就此向李
慧詩道歉，並解釋當日是單車隊的榮譽董事負責安排採訪，並
有說明是拍攝紀錄片，想李慧詩分享個人經驗，給學生一些鼓
勵，但不知李慧詩未獲知會，她說：「如果李慧詩完全唔知
情，都想打電話同佢道歉。」

張婉婷稱「花園仔遇到颶風」
至於受到外界攻擊，張婉婷被問情緒可有受困擾？她只說：

「我家都唔講呢啲，只係希望有份參與呢套戲嘅人，大家互
相研究同幫助。」她又稱自從男友羅啟銳去世後，心中就像有
個「黑洞」，電影上畫就好像給了她一個花園仔去灌溉：「好
忙咁樣栽種，就可以避免成日跌入黑洞，家花園仔就遇到颶
風，自己就去咗黑森林摸索緊。」

私隱專員公署未有接獲相關投訴
《給十九歲的我》上映中途停映，爭論點在涉及被拍攝學生

的私隱應不應該被公開的問題。然而截至昨日，私隱專員公署
未有接獲相關投訴或查詢。昨日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私隱
專員公署）發布公開回應，稱因留意到新聞媒體有關《給十九
歲的我》影片涉及個人資料私隱議題的報道而關注事件，為保
障相關學生（身為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私隱，私隱專員公
署已主動聯絡有關學校，以了解相關詳情。私隱專員公署在回
應中稱，一般而言不論長幼，每個人的個人資料私隱都應受到
保障及尊重。

前校長委約校友張婉婷攝製
《給十九歲的我》的拍攝意念由英華女學校前校長李石玉如提

出，李校長委約校友張婉婷攝
製，創立於1900年的英華女
學校位於半山羅便臣道校舍
在2011年獲得原址重建的許
可，校舍臨時遷往深水埗青
山道。而當年 （2011-2012
學年）的中一新生，在羅便臣
道校舍完成一年課程後，便要
在深水埗校舍繼續學業，按工程
完成進度計算，這班學生會在畢
業前的最後一年重返新校舍，即
該屆女生六年的中學生涯將會經歷
三代校舍，有見及此，李石玉如希
望透過記錄校舍重建的過程，拍攝這
班女生的成長故事。

收益全數撥入學校重建基金
《給十九歲的我》是張婉婷導演拍攝

的第二部紀錄片，也是義務性質為母校拍
攝。她在前晚現身謝票分享會時表示，當初
開拍紀錄片的原意是為了替母校英華女校籌
款，有記者問及是否會有經濟壓力時，她回應
道：「都不是有壓力，其實學校也有好多籌款的
方法，而這套戲拍攝完成，所有收益都會給學
校。」她又強調人的感受比電影重要，「學校是完
全不會為了籌款而犧牲任何東西。」
在紀錄片開始拍攝之前的2012年，當時英華女學校

給予涉及紀錄片拍攝的學生家長一份「紀錄片拍攝事宜
同意書」，據該份同意書上，列明了拍攝短片的目的及用
途，包括准許「向家庭成員進行訪問及拍攝生活情況」、
「同意英華女學校可按需要以任何現有或將來發明之方式在
本港或香港以外其他地方使用在此同意書下所製成的紀錄
片、其衍生或產生的產品或其任何部分、並作出版、放映、
廣播、公開展示或分發之用途」、「日後紀錄片計劃有任何
經濟收益，明白此等收益將全數撥入英華女學校重建基
金」。

影片獲香港電影評論學會認同
《給十九歲的我》獲得第29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

電影獎，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官網亦刊登過多位電影評論學會
會員發表的關於此影片的評論文章，影片其實是宣揚英華女
學校的校訓「寸陰是惜」的教育意義。
鄭政恆表示，張婉婷以傑出校友的身份拍攝英華女學

校紀錄片，這部電影是一班千禧世代女學生的成長史，
也是她們從中學生到大學生這一重要階段的生命史，
更是十年間香港變幻莫測的社會史。本片的紀錄借
助相當近距離的觀察和互動，重點當然是人，從
這班女生看到每人的性格面貌，各有特點，不
同的背景和抉擇，建構不同的景況，年輕人
似有無限的轉變和可能，相當戲劇化。另
一重點當然是學校，電影展現出師表的
信念。英華女學校的校訓「寸陰是
惜」，令人想到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光陰時間。個人與校園都逐步煥然
一新了，但她們處身的社會又如
何呢？陳智廷則說，紀錄片有張
婉婷浪漫懷舊感性的作者印
記。

在爭議風波導致停映發生前，香港
文匯報記者已觀看了這影片，從一個
觀眾的角度睇這部電影，客觀地睇睇
這究竟是具教育意義的勵志片還是帶
傷害性的電影。

《給十九歲的我》共有6位女主角，她們家庭背
景和個性大不相同，有自細就獨立有想法、敢作
敢當的女孩阿佘，夢想成為香港小姐的單親家
庭女孩「香港小姐」、在校極有領導能力在家
卻不受重視的女孩阿聆，以及從小立志成為
警 察 的 「Madam」 、 單 純 可 愛 的 「 阿
雀」，單車運動員馬燕茹。紀錄片內容
主要記錄了不同女生從小學到升讀大學
的成長歷程，卻也無法避免地涉及了
其中一些人的私生活，或是比較「負
面 」 的 部 分 。 其 中 ， 「 香 港 小
姐」、「Madam」和「阿雀」的敘
述相對比較正面，而在「阿聆」
和「阿佘」的部分，出現了一些
有可能會傷害當事人的片段。

影片中阿佘的片段反映出她
在中學時曾很反叛，同家
人、同學的關係均不佳，甚
至同校同學關於她有很多負
面傳言，她本人亦患有抑
鬱症，長期沒有返校。
「雖然事件已經過去多
年，對於當事人來說，可

能睇返都會有情緒波動。」有份觀影的王小姐說。
但從另一角度來說，阿佘的故事也反映了她的堅強、不

屈與成長，她後來重讀一年升上港大，入讀自己嚮往的護
理學專業，大多數觀眾在觀影後都很喜歡這個人物，也給
予她的個性正面的評價，這賦予了影片正面的意義。

女生成人便不願提戀事
撰寫並發表萬字文表明自己從始至終不接受任何形式公

映的阿聆，表示自己因影片公映而備受情緒困擾。看過
《給十九歲的我》的觀眾袁小姐表示理解：「在影片中看
得出她是一個很好強的女生，在學校競選到學生會主席，
又考入好大學，但影片中導演拍攝了她細個與一眾男生的
相處，並且在旁白中直指她『收兵』，相信她本人好難接
受到。這些都是從前的事，一個女生長大成人也許便不再
願意提起，放在大銀幕上更是令人感到尷尬。」

亦有觀眾指出片中阿聆有一患自閉症的弟弟，父母多年
來將注意力都集中在弟弟身上，而忽視了她的成長，並導
致親子關係不佳，相信這也不是主角樂意讓別人都知道的
家庭私事，而隨着公開上映，發現阿聆是片中人的人越來
越多，必然會對她的日常生活造成影響。

因片中其中一位女主角加入香港單車代表隊，電影攝製
團隊跟隨她赴日拍攝賽事的時候，也訪問了同場比賽的李
慧詩，並在影片中插入了長度約十幾秒的導演訪問李慧詩
的片段。當時片中加入香港單車隊的女生正面臨成為繼續
留在港隊，還是退出去升學的抉擇而感到彷徨，李慧詩與
導演的問答談及單車這項運動的特殊性與殘酷，某種程度
上也回應了有關年輕運動員困境和前途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依江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莎莉）前大律
師林作接受香港
文匯報記者訪問時

表示，能拍攝成電影，就會在戲院公開上
映，不論是有十個人或千人觀看，拍攝得就
包括公開上映。至於口頭承諾是有含糊，及有
不清晰的部分，沒有明確法律效力，要有法律效
力就要有明確的同意條款，這件事聽落去是一個誤
會，溝通上出現問題，導致沒有足夠法律效力。
他認為，「通告」是有效，是不能撤回的，因父母

是合法監護人，「試想下，如果這是一部商業片，當演
員拍了，點可以撤回呢？因演員是接受條款才拍攝的，其
實，之前父母承諾簽署了，她們成年後是不用再簽署的，

因簽署僅限於這個job，所以不可能再有推翻的可能性。而
阿聆當時是同意拍攝，完全參與其中，這電影也不是為賺錢
的商業片，只是公映後多了人觀看。」
他續說，重點是不能將這件事作為商業案件處理，因是否

同意公映是沒有合約的，不是商業行為，沒有金錢利益、沒
有片酬、沒有合約，只講道德，所以只是一件法律上的商業
合約糾紛。當事人如果要追賠償，首先要冇片酬毀約，電影
公司和校方也都冇賺錢，唯有是追討人身的精神損傷，精神
損傷極之難搞，是由數字去衡量你的收入損失有幾多，作為
律師意見是不用告，告也沒用。最多可以出禁制令，禁止電
影上映，但勝算不大，但片方和校方可能有得打。總結來
說，在法律上看不到片方有什麼損失，皆因當事人是配合拍
攝的，不是偷拍，整件事應該一切從實際出發。
至於李慧詩出鏡一事，完全是笑話一單，在法庭上是不會

受理。

《給十九歲的我》公映惹爭議 張婉婷致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小樊）《給十九歲的我》
的發行商是Golden scene，他們對記者查詢沒回
應。香港影業協會理事長洪祖星接受文匯報記者電
話訪問時就表示，對《給十九歲的我》電影出現爭
論導致停映一事感到奇怪和意外。從事幾十年電影發
行工作的他認為，按常理分析，作為國際知名電影導演

的張婉婷，有豐富的拍攝經驗，開拍影片前一定有做正常簽
約程序，就算同意書也要有，這是業內都熟知的事情。當然詳
情只有他們自己才清楚。
從戲院發行方的角度來看，決定一部電影是否上映只有兩個

條件：一是電影通過了政府電檢審核，允許公開上映；二是院

方認為電影賣座，有生意做，肯定會發行，「其他嘢唔會考慮
太多。」
至於外傳影片開始只是決定內部放映用於籌款，不公開上

映。洪祖星指內部協議外人無法知道，但只要是在戲院公映，
哪怕是籌款都必須送檢才可以在電影院放，那算唔算公開呢？
各人自己解讀。如果當初電影製作方與當事人約定拍攝電影用
於籌款，就意味着電影不可能完全不公開了。
至於影片播出後遭到當事人反對，洪祖星推測是由於影片當

事人拍攝時尚屬未成年，年輕時沒想太多，對電影上映後可能
帶來的影響也沒有概念，如今當事人長大成年，不喜歡公開自
己的事，認識和態度上發生轉變也是正常的。

阿佘經歷賦予影片正面意義
阿聆不願公開私事可理解

林作︰口頭承諾不清晰沒有明確法律效力

電影發行商：通過電檢 有市場就發片

◆◆張婉婷張婉婷

◆◆《《給十九歲的我給十九歲的我》》講述講述66位女生的成長故事位女生的成長故事。。 電影劇照電影劇照

◆◆林作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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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張婉婷與片中幾位女主角曾上月張婉婷與片中幾位女主角曾
返回英華女學校舉行誓師大會返回英華女學校舉行誓師大會。。

◆◆洪祖星洪祖星

導演張婉婷為母校英華女學校拍攝的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因各方溝通問題陷入

爭議風波，影片已於昨日停映。張婉婷當初受英華女學校前校長李石玉如委約，以義

務性質拍片記錄校舍重建的過程及6位女生的成長故事，拍攝原意是為了替母校英華女

校籌款，也是為傳揚英華女學校校訓「寸陰是惜」，講述女生們遭遇人生逆境時的堅

強不屈。影片獲第29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電影獎。可惜因主角在公映與否問

題有所不滿，社會上出現學生私隱需受保護的爭議，部分人矛頭更直指張婉婷，令一

樁好事竟然因溝通問題變壞事。 ◆香港文匯報副刊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