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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香港国际电影节的焦点影人是导演关锦

鹏。选映他的 13 部作品，我决定要看复修版的 《地

下情》。

这是当年在翡翠戏院连续两天看了两次的电

影。第一次喜出望外，第二次为了不知几时才有

机会再看。1987 年岂能预料日后电影都是在计算

机和手机上看。今日竟还是一样的心情走进电影

院，谁知道大银幕上看这部电影的机会，还有多

少？虽然近日我已把它看了一次又一次。

先是把全片出现过的场景，以空镜用作片头，

零音乐，只有环境声（飞机场飞机起飞），是立

时让我坐直身子，准备把戏看

进去的“入门”。这样的“入门”，

满满的自信。故此，戏的门槛也

大大提高。例如，第一个正式

登场的画面和声音，要有多强

才能与片头所承诺的期望接轨。

马上出现唱到一半的《恰

似你的温柔》，并且是两个女

人（金燕玲、蔡琴）对着镜在“扮

演”。第二个镜头，把同一首歌

由头重唱。不到几句，画面已换成第三个女人（温

碧霞）瘫在两张拼成一张的床上。镜头再转，在

室内戴着墨镜的她，慢条斯理呷着茶，或咖啡。

她是谁？前面两个唱歌的女人又是谁？

才开场，剧本、导演负责的，是让问号一个

接一个地滚动。不负责的，是解释。这样的处理，

令每一个当下都实实在在。我作为观众，每一分

一秒都和银幕上的角色，同步感受不知道下一步

是什么的未知。这些未知，将在整部电影里把人

带至愈来愈远的地方——你能想象，故事在香港

开始，后来却会去了台湾的乡下，因为角色之一

死后的骨灰，要回家？

这不是一部看完了剧情便告一段落的电影。

片中每一个人物，都还在我们身边。又或这样说吧，

从 1987 年我在银幕上邂逅他们之后，这 34 年来

的人生经历，使这次重逢更像成长的印记。

片尾，张树海在病入膏肓的探长床前告白，25

岁的他的全部人生，就是浪费生命，伤害了三个女

人。34 年过去，他已活得比终年 35 岁的探长多了

一倍时间，今天的他，找到了自己吗？抑或，他还

仍然只爱自己？还是，终于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关导之前告诉我，饰演张树海的梁朝伟本来

要看复修版的首映，要是他来了，看着 25 岁的自

己如何演绎一个普通人，不知道会不会也很感触？

毕竟，那到底是个遥远的“我”。

这次国际电影节来看关导演电影的观众，一

定有更年轻的，我对他们的反

响十分期待。例如：《女人心》

中的年轻夫妇缪骞人周润发可

能是他们父母的原型，他们会

怎样对照现实和电影中的上一

代？《胭脂扣》内等一个人 52 年，

今日 25 岁或以下的人怎样看？

《阮玲玉》在她 25 岁留下“人

言可畏”四字自杀，今日 25 岁

的人不怕什么怕什么？《人在

纽约》的角色在异乡找寻自我，上世纪 80 年代与

今日比较，哪个时代对年轻人来说更不容易？《红

玫瑰白玫瑰》是在感情与理性中做选择，上世纪

三四十年代与今日比较，哪个时代对年轻人来说

更不容易？《愈快乐愈堕落》的“快”是速度，“乐”

是感受，“堕”是行动，“落”是方向，速度感受

行动方向，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从电影中的年

轻主角到今日的年轻人，相同和不同的是什么？

《蓝宇》的陈捍东近乎是在失去蓝宇的前夕才知

道爱是什么，今日的年轻人最珍惜什么？《长恨歌》

中王琪瑶紧紧抓住青春不放手，直至在片中被比

她年轻一半的情人手刃。今日的年轻人到了不惑

之年，最不想放手的，会是什么？

如果，本来由我主持的讲座，改为由关导问

在座的年轻观众朋友问题，会不会更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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