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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近年好多戲院都流行玩神秘
場，顧名思義，就好像盲盒一樣，你
入場之前什麼都不知道，只知道入場
通常是一部即將上畫的電影。
流行了差不多一年的神秘場，最喜

歡的是嘉禾院線，他們的海報會有提示讓你
猜猜是什麼電影，有神秘感之外仲有得玩，
碰巧上星期看到的是即將上演的一部新電影
《女兒的女兒》，因為見過台灣的影評人聞
天祥先生推薦，完全沒有考慮便買飛入場，
幸好一如所料，銀幕播放也是這套電影。
我對台灣這個女導演完全沒有認識，這部
電影在香港亞洲國際電影節的時候不算特別
搶鏡，記得很多部電影戲票都很快售罄，這
部是相對較慢的一步滿座，可能因為港產片
《破．地獄》《寄了一整個春天》《爸爸》
這幾部電影的吸引力把《女兒的女兒》比下
去，然而筆者料其後勁會強。
電影中張艾嘉的表現，當然是最精彩的，
筆者還未看鍾雪瑩在《看我今天怎麼說》的
表現，但張艾嘉的那種收放自如，完全展現
了媽媽、女兒兩種身份重疊的對比和特點，
當她回顧年輕時候的生活，在熒幕中，我們
看到張艾嘉這個角色由怎樣照顧媽媽和對兩
個女兒完全不同的教育方法和對待方式，我
們看到了一個非常立體的母親角色的對比。
但當電影去到後半部分其中一場林嘉欣與
張艾嘉的演出，那一刻直接可以寫上影史留
名，你感受到經歷滄海桑田的那種沉鬱而冷
靜，而當刻她也是母親的身份，面對媽媽的

選擇截然不同，那一種的熟悉又陌生，而同時對母
性又有不同傳譯的感覺。聽講林嘉欣拍攝此場戲，
刻意地完全在劇本中抹去張艾嘉的對白，好讓她表
現出那一刻張艾嘉回應她對白的反應，正因此場戲
已經值回票價。
另外，演張姐女兒的劉奕兒的演技也是另一無敵之
作，同行者完全想不到是《老狐狸》中的那個靚姐
姐，（講開呢部電影，又是另一部講家庭和成長的精
美作品，有興趣很值得去看看），加上飾演張艾嘉媽
媽林小湛的生動演出，只是欣賞演技也夠了。
筆者看電影的時候都覺得奇怪，電影似乎在前半
部分刻意減少林嘉欣的大頭特寫，攝影和劇本都刻
意迴避這個角色的一些描述，但看到電影的後半部
分才明白這是導演的別有用心。當你看到電影的時
候你便會明白，特別是女性，也是這個原因方才明
白台灣的影評人聞天祥先生為何說︰「這是一場女
演員們的合作與競賽，也是女導演的成長與告
白。」相信，女性觀眾對這一部電影的欣賞會同男
觀眾截然不同，我絕對建議，男性要和女性一起欣
賞，然後讓他了解一下女性的觀念與角度，方才感
覺到兩個星球的人原來真的可以非常不同。
張艾嘉收到這個劇本之後，她說︰「在這個故事
裏，你或許會看到你的母親，你母親的母親，或是
有相同處境的你自己。」多謝侯孝賢導演5年前打了
一通電話，張艾嘉才會接到這個劇本，才會有《女
兒》這本書，書中講述她從第一天進劇組，在通告
紙背面寫下她的心裏話，以及她和一批年輕熱情有
才華的電影工作者共事的心路歷程和得到一個女演
員可以盡情發揮角色的滿足。前排還見到百老匯院
線有一場由張艾嘉加林奕華主持的電影特別場加讀
書會，希望下次再有機會可以二刷。
當電影拿到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之後，對她的期望

自然高一線，當然劇本中細膩的感情變化着墨很深，
一套兩小時的電影講四代
人的感情變化，每代人每
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觀，
如何溝通、如何諒解、如
何接受也是電影要讓你去
感受的，林奕華先生形容
這電影是一部關於所有女
人和母性的精彩作品，我
會覺得這是一部獻給所有
有母親的人，你真正了解
母親為你付出有多少嗎？

●文︰姚述洪

都市愛情劇《失笑》（見圖）
由林一、沈月、葉筱瑋、天愛、
趙海燕、楊紫嫣等人主演，該劇
根據豆瓣閱讀作者祖樂的小說
《失笑》改編，講述了滬漂脫口

秀女演員顧逸（沈月飾）的夢想是為觀眾帶來快
樂，並全心投入脫口秀事業。然而，在工作期間
遇到一位冷漠男觀眾梁代文（林一飾），為了能
夠給他一笑，兩人開始慢慢接觸和了解，而相互
吸引，共同墜入愛河的故事。
滬漂脫口秀女演員顧逸白天在雜誌社上班，晚

上講脫口秀，沒什麼遠大的野心，就想讓台下所
有觀眾都能笑。可某天突然來了個坐在第一排的
男觀眾梁代文，顧逸無論如何都
逗不到他笑，讓她異常挫敗。顧
逸發誓一定要讓這位板着臉的男
觀眾展露笑臉，一場搞笑女與冷
漠男的逗趣羅曼史由此展開。另
一群在滬上工作的都市青年為快
樂聚集在盎司酒吧，各有打工人
的煩惱和無奈，他們愛聽脫口秀
擊中生活痛點的吐槽，幽默調侃
舉重若輕，卻也充滿了樂觀、勵
志與豁達的表達，也讓他們感到
快樂、受到啟發。顧逸全心投入
脫口秀事業，用快樂征服了「笑

不出來」的男觀眾梁代文，收穫了美好的愛情，
在這個城市扎根下來。
雖說《失笑》這部劇沒有大流量演員坐鎮，但

兩位年輕演員林一和沈月可是甜寵偶像劇出身
的，CP感強。當初很火的校園甜寵劇《致我們》
系列就是源頭，《致我們單純的小美好》帶火了
胡一天和沈月，《致我們暖暖的小時光》則讓林
一和邢菲熱度大漲，後續胡一天和邢菲又合作了
一部《你好，神槍手》，播放量突破10億，這個
成績在小甜劇裏算是遙遙領先了，也就怪不得有
了林一和沈月的換乘戀愛。雖說林一和沈月同角
色很貼切，但他們在影視劇方面的影響力和號召
力似乎弱了點。反觀之前爆火的小甜劇，無一不

是劇本扎實，就是 CP 值
高，像氣質百變的林一和樂
觀開朗的沈月CP感有，路
人緣也不錯。皆因男方帥氣
逼人，女方美麗動人，兩人
青春無敵，簡直前途無限！
總括來說，導演車亮逸通
過輕鬆幽默的敘事手法，讓
觀眾迅速進入角色的生活世
界，同時反映出當代年輕人
的情感狀態，喚起了觀眾內
心深處的溫暖。

●文︰光影俠

日本電影的出色之處，往往在於
對小朋友及社會議題的敏感度。導
演奧山大史的《溜進我心的陽光》
（My Sunshine，見圖）曾入圍康城
影展一種關注單元，是日本入圍此
單元最年輕的導

演。該片故事聚焦於兩位初中
的演員越山敬達和中西希亞
良，手法更像是一直以小朋友
視角拍攝的導演是枝裕和，讓
這部電影散發出無盡的溫柔和
純潔。
奧山大史希望創作一部簡單
而富有詩意的電影，沒有過多
解釋，只將自己童年經歷及回
憶的氣息融入影片中。他巧
妙地運用冰球與花式溜冰這
兩種截然不同的運動，象徵
和表達角色間的情感衝突與
內心世界。
冰球給人的感覺是剛勁與力
量，正好反映出青春的勇氣和
挑戰。冰球的快速與激烈常常
讓人忽略內心的感受，電影
中，在北海道小鎮，冬日陽光
灑滿雪地。口吃的拓也（越山

敬達飾）在冰球隊表現得格格不入，這恰好反映
出他在生活中面對的種種挑戰，在面對衝擊的同
時，拓也被花式溜冰選手小櫻（中西希亞良飾）
靈動優雅的身姿深深吸引，花式溜冰強調情感的
細膩表達，所展現的柔美與優雅，令拓也開始注

意到內心的脆弱與渴望。
電影中小櫻在訓練過程中，

對教練（池松壯亮飾）的關注
與培養，讓她在冰面上的每一
個瞬間都充滿情感。花式溜冰
的每一個動作都需要精準的控
制與優雅的表現，這不僅是技
術上的挑戰，更是對自我內心
的探索。她與拓也在溜冰中各
自找到自我和陪伴，透過每一
次一同旋轉與跳躍，傳遞出對
生活的渴望和對愛情的期待。
影片中對溜冰的描繪，也讓

觀眾感受到生活中的「過客」
哲學。無論是溜冰場上的隊友
還是教練，每一個人都在角色的
生命中留下了印記。這些人，如
同冰面上的瞬間光影，雖然短
暫，卻充滿意義和回憶，提醒
我們珍惜身邊的人與事。

●文︰徐逸珊

《失笑》搞笑女與冷漠男《溜進我心的陽光》冰面上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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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評

影片《次第花開》是由兩位導演共同執導，一位是香港城市大學協理
副校長、媒體與傳播系副教授林芬，另一位是資深導演、製片人白

杉。已故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司徒兆敦、著名紀錄片導演周兵，任該片監
製，奧斯卡紀錄片獲獎者楊紫燁擔任顧問。它講述了尼泊爾少女瓊英卓瑪
為逃避父親家暴以及和母親相似的命運選擇剃度出家，憑藉天籟梵音成名
後創辦女童學校幫助與她一樣不幸的尼泊爾女孩，最終放下內心陰影真正
與父親和解的故事。

故事核心追逐自由
白杉介紹說，《次第花開》是多線敘述的故事，主線是瓊英卓瑪的個人經歷，而

複線則是小女尼們的成長故事，用4個不同年齡段小女尼來映襯瓊英卓瑪在不同年
齡段的經歷，而音樂則是影片的第３條線索。3條線索都指向電影的核心「自由」。
林芬介紹，這個核心也是影片中文定名《次第花開》的原因。「次第」暗指主人公
所經歷的生命中不同層次的自由。年少時，她為逃避童年不幸，起了出離心，選擇
用一身袈裟來保護自己，讓自己獲得自由。成年時，音樂給了她翅膀和力量，讓她
有能力幫助其他同樣身處困境的女孩，她用大悲心讓他人得到自由。但最終的自由
來自內心：當她有勇氣和智慧放下過往，寬恕他人，和自己和解時，菩提心起，那
才是真正的大自在，大解脫。而兩位導演用「花開」二字表達了「希望所有生命能
最終如鮮花盛開」的美好祝福。
而作為本部紀錄片最動人一幕的，則是結尾處瓊英卓瑪與哥哥認親，真正實現與
內心和解，但是在拍攝這一幕時，導演也不確定到底會發生什麼。白杉續說：「我
們去玉樹跟拍的時候，不確定瓊英卓瑪是否能見到自己同父異母的哥哥，因為他已
是當地很著名的活佛，閉關16年了，但幸運的是最後還是見到了，才有了影片中最
動人的一幕。瓊英卓瑪作為出家人，素來平靜，很少大哭大笑表達自己的情感，但
是那一刻就能強烈感覺到她的激動，這裏有血緣親情的鏈接，或許還有最後一絲束

縛的解脫。這一幕是自己長出來
的，我們沒有預料。我平時也做
劇情片，很不同在於，劇情片都
是按照編劇的劇本在拍，而拍紀
錄片的最大感受就是——生活是
最好的編劇，永遠都是， 不需要
預設 。」

影片展現多重美學
《次第花開》是一部擁有多重

美學的藝術作品，林芬表示：
「美學分好幾個層次，作為一個
音樂紀錄片首先是聲音的美學。

拍攝時，我們很多時候是『聲音先行』。比如片中一幕拍到詹姆斯邦德的演員，就
是從耳機裏聽到他的聲音後，攝影師搶拍到了這個鏡頭。而在剪輯的時候，音樂、
畫面和劇情則要相互融合。在這部片中，梵唄樂奠定了音樂的基調和我們的敘事節
奏。」除了聲音的美學，影片中第二重美學則為視覺美學。「我們這部片受到唐卡
畫的影響，融合了唐卡的構圖、標準和思路，整個電影如一副隨着時間軸展開的唐
卡畫卷，通過這幅畫卷告訴觀眾這個人物一生所經歷的事情。而在配色上，我們也
借鑑了唐卡的色彩美學，把尼泊爾的色調和阿尼及小女尼們身上的衣服的顏色，作
為影片後期調色的一個基礎，設計統一的視覺風格。這個故事讓我們印象最深刻的
並非是冷冽，而是很溫暖的燦爛，所以，我們將這種感受融入到影片的色彩中。」
而最後一重美學，也是最重要的一重美學，則是生命的美學，林芬表示：「這部

《次第花開》用來自喜馬拉雅的天籟之

音，講述一個關於愛、勇氣和寬恕的故事，見證了

「搖滾女尼」瓊英卓瑪的傳奇人生。影片通過多線並行，敘述

瓊英卓瑪和多位女尼在困境中的涅槃而出，既是對一位女性成

長歷程的深刻描繪，也是對女性群像的宏觀展現。瓊英卓瑪，

既是反叛者，更是革命者，用曼妙音聲為女童創造希望，也帶

領自己走出灰暗的過去。一朵在苦難中沉澱的無上菩提花，在

勇氣的澆灌下傲然盛開。 ●文：丁寧 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作為小成本獨立影片，沒有專業宣發團隊，所有滿座都
依靠觀眾口口相傳。目前新一輪的公映已在電影院計劃
中，經歷過疫情大災的生離死別，見證過戰火紛亂的悲痛
恐懼，這個歲末的香港電影，呈現了對生命更多更深的思
考。如果說港產巨作《破．地獄》呈現了一個為生人破除
執念的故事，那麼《次第花開》便是真人版的「破地獄」
故事：一段在天籟之音引領下的渡己渡人的旅程。

《次第花開》上映後受到很多觀眾喜愛，對此兩位導演
表示自己很感激。從事醫務工作的丁丁專程從上海來香港
看這部片，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 丁丁表示︰
「在《次第花開》上映前，我就在社交平台關注到這部紀
錄片，因為影片講述的主角是瓊英卓瑪，一位我很喜歡、
對我產生很大影響的梵唄誦詠者。」她和阿尼的緣分要
追溯到2015年，在上海一場佛教音樂會上，丁丁第一次
邂逅阿尼的聲音 。「她的梵唱把我送到了另一個空間和
境地，不知不覺淚水氤氳了眼眶，那種感覺很難用言語準
確而具象地描述，彷彿躺在生命的慈懷，被輕撫搖曳間就
飄上了雲端。我想，彼時這顆種子已種入我的心田 。」
丁丁說自己是一名醫務工作者，繁忙的工作以及經常要
面對的生、老、病、死，讓她看盡人間疾苦，心靈覆上了
厚厚的陰霾。她日漸消沉，精神內耗，抑鬱，喪失對生活
的興趣。正值她精神荒漠的時候，她再次聽到瓊英卓瑪的
音樂，嘴角不知不覺也跟着笑了起來。後來丁丁專門去了
瓊英卓瑪在尼泊爾的學校拜訪，並像孩子一樣和瓊英卓瑪
擁抱，這讓她感受十足的溫暖。當得知《次第花開》正式
在香港上映的消息，她更是第一時間和朋友一起買了電影
票和飛往香港的機票，相信一定不虛此行。

影片體現了我們對於『生』的思考。這些年的拍攝，我們
體驗到一種溫柔的力量，像水一樣的柔和：不能立刻天崩
地裂，但卻能滴水穿石。這也是我認為女性身上的一種力
量——那種溫溫柔柔拈花一笑的感覺，時間再久都能撐得
住， 影片最後呈現的就是這種生命的美學。」

●一個關於愛 、勇氣和寬恕的故事，見證了「搖滾女尼」
的傳奇人生。

●瓊英卓瑪憑藉天籟梵音成名後創辦女童學校幫
助與她一樣不幸的尼泊爾女孩。

小眾影片仍有一席之地

●影片由兩位導演林芬（左）和白杉共同操刀。

●●瓊英卓瑪用歌瓊英卓瑪用歌
聲撫慰人心聲撫慰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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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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