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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食譜
黃金花

愛，不由自主

《以青春的名義》
譚惠貞私語





電影簡介

《愛，不由自主》(Narratage) 由

2005 年 掀 起 全 亞 洲 純 愛 青 春 電

影熱潮《在世界中心呼喚愛》日

本金像獎最佳導演行定勳執導，

改編自日本作家島本理生同名小

說。由《寵愛情人夢》日本人氣

偶像團體「嵐」成員松本潤、《奇

蹟補習社》人氣女神有村架純及

《海街女孩日記》坂口健太郎主

演，一起回憶主角工藤泉在高中

時刻骨銘心的青澀回憶，談一場

一輩子只得一次的戀愛。





大 學 二 年 級 那 年， 泉 ( 有 村 架 純 

飾 ) 接到了高中母校戲劇社指導老

師葉山 ( 松本潤 飾 ) 的電話，希望

她能回來母校參與學弟妹的畢業公

演。泉的內心百感交集，因為葉山

老師是高中時代將自己拯救出來的

恩人，兩人也早在當年萌生了若有

似無的情愫。然而事隔多年，葉山

卻始終無法給予回應和承諾，同樣

參與公演的同學小野 ( 坂口健太郎 

飾 ) 又在此時展開熱烈追求，究竟

泉該繼續堅持這段不由自主的不倫

之戀，還是該投奔另一個人殷勤熱

切的懷抱之中…

故事大綱













電影簡介
《最後的食譜》(The Last Recipe) 

由 憑 著《 禮 儀 師 之 奏 鳴 曲 》 獲 得

奧 斯 卡 最 佳 外 語 片 的 瀧 田 洋 二 郎

執導。聯同《給兒子的安魂曲》人

氣偶像團體「嵐」成員二宮和也、

《Mozu : 達摩之謎》知名電視劇演

員西島秀俊及《NANA : 世上的另一

個我》日本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宮崎

葵，帶大家踏上一個穿越時空的旅

程去尋找回憶中的味道。



對料理充滿熱誠及執著的佐佐木充

( 二宮和也 飾 ) 擁有吃過一次就能記

住味道的能力。他與互相依靠長大

的柳澤健 ( 綾野剛 飾 ) 一同開了餐

廳，但卻失敗收場，欠下高額債款，

於是他開始以為瀕死的人重現美味

料理謀生及填補債款。這時，充收

到來自中國料理界舉足輕重的人物

楊晴明 ( 笈田吉 飾 ) 的巨額委托，

希望他能重現傳 説中由駐滿洲國之日

本料理人山形直太朗 ( 西島秀俊 飾 ) 

創作的料理全席—「大日本帝國食

菜全席」共 112 道菜式的食譜。搜

索過程中，充開始慢慢明白楊晴明

委託他的原因……

故事大綱







來自日本的瀧田洋二郎曾經憑《禮儀師

之奏鳴曲》於日本及海外獲得多個獎

項，更於 2009 年獲得第 81 屆奧斯卡最

佳外語片獎項。他的代表作更包括《陰

陽師》、《考試家族》、《釣魚郎》等。

「這是描寫在 1930 那個年代出生的人

的生活。因為這是十分近代的事，所以

我認為取材必須真實。當我給在那個時

候生活的人們觀看我的作品時，如果能

使他們想到『就是那個時代！』的話，

我會感到很欣慰。」

－瀧田洋二郎

導演簡介及導演的話



日本上映票房過五億日圓

電影改編自日本烹飪節目《料理鐵

人》製作人田中經一創作的暢銷原

著小說《擁有麒麟之舌的男人》。

並由瀧田洋二郎執導，與憑第 38 屆

日本電影學院獎最佳影片《永遠的

0》的編劇林民夫共同製作電影。加

上日本料理學院服部榮養專門學校

的校長服部幸應為電影提供專業技

術上的支持，將一道又一道的華麗

料理呈現於大銀幕之上。電影於日

本上映後深受國民歡迎，在日本上

映後首兩周票房已造出破 5.7 億日

圓的佳績。

改編自人氣小說



日本上映票房過五億日圓

日本人氣男子團隊「嵐」成員二宮

和也於 2015 年憑《給兒子的安魂

曲》獲得第 39 屆日本電影學院獎最

佳男主角。其實他的演技早於 2006

年在《硫磺島的戰書》中受到關注，

而電影亦成為首部由日本演員主演

並獲得兩項奧斯卡獎項的作品。本

身為左撇子的他，為了配合大多數

廚師的握刀習慣，特 説去到料理學校

進行特訓，並挑戰以右手握刀拍攝。

化身料理天才
二宮和也苦練刀功



他在電影中的角色是佐佐木充，他雖然是

一位天才料理人，但因不擅於管理餐廳，

以致負債累累。因為擁有「麒麟之舌」的

絕對味覺，能夠將品嚐過的食物重現，所

以他為瀕臨死亡的人重現回憶中的味道維

生並還債。因為他才華橫溢，因而受到委

託要將已失傳的「大日本帝國食菜全席」

食譜中過百道菜式重現，並踏上這穿越時

空的旅程。



西島俊秀實力演出
西島俊秀活躍於日本藝能界，不論在電

視劇或電影真的演出都深入民心。在

2002 年參與北野武執導的《淨琉璃》除

了入圍第 59 屆威尼斯影展主競賽片之

外，亦成為他的代表作。其後他在《大

奧》的演出大獲好評，更拍成電影版。

他的角色名叫山形直太朗，是電影中另

外一位才華橫溢的料理人，於 1930 年

滿洲國初成立時，被任命創作一系列的

日本料理以發揚滿洲國的名聲至世界各

地。醉心廚藝的他傾盡全力去創作這食

譜，即使言語不通，他亦抱著滿腔熱誠

去創作一道又一道令人吃後能夠感到幸

福的料理。當這位單純的料理人努力地

達成使命時，他漸漸發現受委託的原因

並不簡單……

多屆日本電影專業大賞得主



合力譜寫完美食譜 

除了有二宮和也和西島俊秀領銜主演

外，電影中還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包括

日本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宮崎葵、集實力

與魅力於一身的竹野內豐和人氣最佳男

主角綾野剛。宮崎葵在戲內飾演山形直

太朗 ( 西島俊秀 飾 ) 的妻子，跟隨丈夫

飄洋過海到滿州國，以耐性及無比的包

容支持丈夫的創作。為人熟悉的老戲骨

竹野內豐飾演一位日軍軍官，邀請並帶

領山形直太朗到滿州國，為他提供一切

所需並鼓勵他創作「大日本帝國食菜全

席」

巨星雲集



將滿洲國發揚光大。綾野剛則飾演佐佐

木充 ( 二宮和也 飾 ) 的一同長大的好友

兼生意拍檔，一起經營餐廳，可惜餐廳

失敗不得不結業。但他對好友不離不棄

待他如昔，在佐佐木充足尋食譜的旅途

上給了他很大的支持。



電影除了劇本精彩吸引一眾巨星雲集之

外，劇組的用心亦不容忽視。為了配合

滿洲國時代的歷史背景，劇組匠心力作

將各種珍奇食材製作成超過兩百道華麗

菜式配以專業道具呈現於大家眼前，帶

觀眾一同回到八十多年前的滿洲國。主

角西島俊秀在訪問時亦提到每次拍攝

後，都能夠品嚐現場的美食料理，嘗試

了很多平常沒法接觸的食材，令他大開

眼界。綾野剛亦表示，閱讀劇本時已經

嗅到滲透在在字裡行間中食物的香氣，

又聽到在廚房烹調料理時的聲響。

劇組制作認真

造出華麗菜式







《黃金花》(Tomorrow Is Another Day)

由《狂舞派》《葉問》編劇陳大利初次

自編自導，金像獎最佳女配角毛舜筠、

首登大銀幕的香港話劇團演員凌文龍出

演。本電影獲得第 37 屆香港電影金像

獎 4 項提名，包括最佳女主角 ( 毛舜筠 )、

最佳男主角及最佳新演員 ( 凌文龍 )，以

及新晉導演 ( 陳大利 )，凌文龍更憑細膩

演出獲得第 12 屆亞洲電影大獎最佳新

演員提名。

電影簡介



黃金花 ( 毛舜筠 飾 )，街坊鄰居稱

之為黃師奶，視家庭重於一切，與

老公 ( 呂良偉 飾 ) 合力照顧患有自

閉症兒子 ( 凌文龍 飾 ) 20 年，豈

料老公愛上狐狸精丹鳳眼，辛苦維

繫的家庭瞬間變得零散，不知所措

的黃金花更因而萌起殺死小三的復

仇計劃！一眾師奶們無意中揭破她

的密謀，從慌張慢慢變成支持。正

當黃金花逐步邁向目標之際，她赫

然醒悟：成為真正不再失敗的女

人，原來還有更好的出路……

故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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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於想塑造一位母親的形象，深深記

得曾經見過一位母親牽著有特殊需要的

兒子追巴士的背影，因此創作之初便寫

下黃金花與光仔這對母子。為了求真，

深入做資料搜集，認識幾位自閉症家庭

的父母，被他們的故事深深打動，感到

有種責任要盡力在電影裡呈現自閉症的

真實面貌，在商業與非商業之間盡力平

衡，希望電影能接觸最廣泛的觀眾，在

人心裡播下善的種籽，期望大眾對有特

殊需要的人士多一份同理心，少一點歧

視。黃金花，我感到這三個字很燦爛，

所以設定成主角的名字，為她的偉大賦

予一種美，也是為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母

親及家庭送上祝福。

明天又是新一天，是好是壞，看我們如

何把握。

導演的話





幸得多方人士協助 
陳大利導演談及《黃金花》的製作時，

只想起兩個字：「艱辛」，他回憶：「典

型的港產片小品製作模式，各部門的資

源壓縮，要在極有限的拍攝組數 ( 天數 ) 

內完成。過程中，因有各種客觀因素，

我多次在製作上無法不作出妥協，但我

唯一不能妥協的便是『戲』。謹守一個

原則：拍好演員、拍好個戲。這是我在

前期花盡心神盡做功課的原因之一。幸

好，在副導演鄭緯機、及拍攝美劇與美

國獨立電影的香港攝影師迎風的賣命式

協助下，還有演員們的高度專業與實力

演出，以及很感激區丁平先生的全方位

支援，這電影才得以完成。」

艱辛製作過程





初嘗照顧兒子滋味 
憑電影《早熟》奪得金像獎最佳女

配角的毛舜筠有著豐富的電影及電

視演出經驗，角色種類廣闊，從喜

劇角色到飾演一位照顧患有自閉症

及中度智障兒子的母親，一舉奪得

金像獎影后提名。雖然有兩個女兒

的毛姐對母親的角色理應駕輕就熟，

今次不但是她第一次做一個有兒子

的媽媽，而且這個兒子更是有自閉

症及中度智障，在照顧他時的互動

上會比較親密。但毛姐卻表示與凌

文龍 ( 小龍 ) 的合作非常愉快，一拍

即合。

兩女之母毛舜筠



雖然小龍是因為毛姐舉薦而得到角

色，但其實二人在電影前並不認識

對方。在準備電影前，二人和導演

一起多次溝通、傾劇本及進行家訪，

過程中慢慢投入角色，真的將對方

視為媽媽和兒子。而拍攝過程中二

人都配合得很好，令兩母子的演出

不但不突兀，而且充滿溫情。



初次電影銀幕亮相大獲好評 

2008 年加入香港話劇團成為全職演員。

凌文龍以樸實和具創意的表演，獲得

不少演出機會，並憑《最後作孽》中

飾演的薛公子獲提名第二十五屆香港

舞台劇獎最佳男主角。因為一次在舞

台劇的精彩演出，於毛舜筠心目中留下

深刻印象。毛姐與導演在討論選角的

時候，很堅持一定要起用一個新演員，

因為不想角色被他以前的既有演出經

歷所規限，但因為光仔這個角色難度又

甚高，所以毛姐便想起在《最後作孽》

中令人眼前一亮但又未曾在電影中露

面的凌文龍，

舞台劇演員凌文龍



最後小龍在試鏡中的表現及對角色的

創造力令導演驚豔，大讚他「有樣有

演技」，試鏡翌日便敲定由小龍飾演

光仔這個角色。而他在《黃金花》中

的驚豔及細膩演出更令他獲得金像獎

影帝及最佳新演員提名。





於
戲
中
飾
演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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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幫形象深入民心的呂良偉今

次飾演一位疼愛兒子的爸爸，

同時因為各種原因和面對照顧

患有自閉症及中度智障的兒子

而承受極大壓力，最後與冼色

麗飾演的丹鳳眼發生了一段婚

外情。雖然一直以來的演出給

人一種硬朗的形象，今次飾演

一位出軌丈夫兼慈父，細膩表

現出當中的糾結情緒，為大家

帶來耳目一新的感覺。

呂
良
偉
夥
拍
冼
色
麗



為求將最真實一面呈現 
因為對自閉症了解不多，所以在準

備劇本的時候，導演便決定到自閉

症兒童的家庭做家訪，這次幸得同

樣有自閉症兒子的兩位家長：家俊

媽媽和余大俠的幫忙。

家俊媽媽是毛舜筠的參考人物；同

樣患有自閉症的家俊是凌文龍的參

考人物；另一家庭的余大俠是呂良

偉的參考人物 ( 註：余大俠與婚外情

無關 )。大家在拍攝前三到四個月，

導演聯同毛姐和小龍進行密集式家

訪，讓主演透過跟他們的日常相處，

如買餸、吃飯、逛街等，觀察他們

的動靜，還有跟兩位家長的交心聊

天，

導演演員進行家訪 



令兩位主演感受到他們的內心感受、

真實窘境和照顧上的難題，令自己

在的電影拍攝過程中更投入角色，

亦為這電影在劇本上及演出上，填

上很豐富的質感。

加
入
最
強
師
奶
團 

由毛舜筠飾演的黃金花黃師奶，

在電影中有多個師奶好友，包括

曾獲得金馬獎最佳女主角及提名

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的劉

美君、非常有經驗的電視演員江

欣燕、《志明與春嬌》系列中的 

“Brenda” 林 兆 霞。 她 們 三 個

都是黃金花的師奶好友，陪她一

起度過困境。和凌文龍在舞台劇

《最後作孽》中飾演母子的余安

安，這次同樣是一個媽媽，處境

與黃金花類似。

多
位
好
戲
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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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整理：鄺保威



訪問、整理：鄺保威

寫小說和拍電影，對於喜歡創作的我，

是同一樣東西。當然，在創作的模式上

是很大分別，但若你喜歡創作，無論是

小說、電影或劇本，也是屬於創作。我

是讀電影，寫小說只是業餘愛好。以前

我在內地讀書，讀小學時，我比較孤僻，

不愛與其他小朋友一齊玩，自己好像沒

有朋友，所以經常看書。我中文比較好，

開始寫詩、小說、散文等等。還記得上

中學時，當時已有寫長篇小說，我在簿

上寫小說，我的小說是會在班裏傳閱，

同學們一知道我寫了一章，便會在自修

時問我拿來看，所以寫小說很開心。

譚惠貞私語《以青春的名義》

藍天小說



訪問、整理：鄺保威

當時已經很喜歡看電影，大多是八十年

代香港的港產片，印象最深是功夫片。

自小在家鄉開平長大，我來港時，在香

港讀中學。當年流行寫 blog，記得一次

逛書店，看見一本小說，知道這樣水平

也可以出書，於是看見書背的編輯電郵

地址，便將自己的作品寄去，那編輯認

為不錯，也看過我 blog 上的作品，於是

便替我出書，那時大約是 2006 年，是我

第一次出書，那時我還在大學讀電影。

香港出書出小說是沒有太多人看，香港

跟內地文化有差異，內地比較尊重文人

和文化，但香港人不喜歡看書，我主要

寫青春小說或家庭倫理，類似流行文學

那種，也寫過魔幻小說。藍天是我小學

時寫小說的筆名，因為當時要參加一些

比賽，會登報紙，



所以需要有個筆名，於是就用短篇小說

女主角名字「藍天」作為筆名。

無論小說也好，劇本也好，都有一個限

期，有時間限制，其實任何一樣嘢也會

過期。你放一支筆或簿在一個地方，也

會過期，小說一樣會過期，劇本也一樣

會過期，所以你不可將很久以前寫過的

小說，就算一年前寫的小說，你也不可

能一字不改變成電影，這是不可能，一

定要有修改。會否再寫小說？當我認為

有一個題材用小說比起電影更能表 説，我

會將它寫成小說，我不會限制自己用那

種形式創作。



我沒有將自己分類成某類的編劇，我不

會分商業片、文藝片或是怎麼的，我認

為電影只得一種，就是好看還是不好看，

文藝片可以很好看。當我寫劇本時，我

不會顧忌這是商業片還是甚麼，因為怎

樣去拍與我無關，這是導演的責任，我

作為編劇，責任就是要寫一個好看的劇

本，這是我個人堅持，我從來不會去想

這個劇本寫了出來會否大賣，沒有需要

去計算這些。在香港做編劇，是一件坎

坷的工作，編劇需要寫一些導演認為好

看的劇本，始終編劇是為導演服務。我

很開心可以與陳木勝和林超賢兩位導演

合作過，特別是陳木勝導演，我入行就

是和黃進跟 Benny( 陳木勝 ) 寫劇本，寫

《掃毒》，

編劇



Benny 很有眼光，只要他相信那人是可

造之材，他便會找那人合作。當年，我

和黃進先後是鮮浪潮的參賽者，相差只

有一年，當時 Benny 是我和黃進的鮮浪

潮導師。後來，Benny 開《掃毒》，便

邀請我和黃進做編劇，Benny 認為，年

青人應該可以提供更多新元素。Benny

有他的堅持，那就是他要先喜歡那個劇

本，他才會去拍，他的個人喜好會優先

於一切，他不會拍恐怖片。我與 Benny

合作多年，他只會拍他鍾情和擅長的片

種。林導也是，他鍾情於槍戰場面，亦

擅於駕馭這類戲種。當編劇能夠提供一

些建議而他認為可行，他會即時決定，

不會想太多。所以，林導是一個執行能

力很高的人，就是快、狠、準。



《湄公河行動》，不關乎是否主旋律電

影或合拍片，一切都是與人物有關，只

要劇本人物寫得好，觀眾自然欣賞。當

然，現時很難捉摸內地觀眾的口味，幸

好我對兩地文化都有一定認識，當中的

差異還算清楚的。雖然，故事是一件歷

史事件，但是沒有包袱，林導會醉心於

畫面的震撼性，槍戰場面的刺激設計，

林導與動作導演非常喜愛這些。當然，

劇本的緊凑是非常重要，我記得我被邀

請加入劇組時，要在兩星期內，重寫全

部分場，非常急趕。但是動作片對我來

說比較輕鬆，如果我寫一套劇情片或文

藝片，我需要更多時間，寫動作片不是

太辛苦。



過往工作經驗，每個導演都需要我跟場，

因為每個導演都無可能出到一個終極劇

本開拍，需要我在現場修正或加編。當

然，亦有試過一些電影是不需要我跟場

的，不過都要視乎導演及劇組需要，編

劇在拍攝現場的待遇，我覺得非常差，

從過往到現在，我觀察所得，劇組不是

很尊重編劇，很多時，劇本未能準備好，

責任不在於編劇，試過有一次，劇組人員

當面對著在場我們幾個編劇講：「Ending

都快到，你們還未有劇本？」當時我們

不能與他反駁，因為他們不明白我們出

不到劇本的理由，基於創作人、執行人、

製作人的思維不能同步，導演永遠希望

有最好版本，在香港，真真正正的編劇

始終是導演。



從我出道到現在，多數是聯合編劇，我

完全不會介意加新編劇入組，或是被急

召加入去做救火隊。因為在香港做編劇，

操生殺大權的終歸是導演。導演就是一

個編審，如果導演認為這個編劇不適合，

就會找另一位合作，對於香港電影來說

是正常操作，所以香港電影都有很多編

劇署名。



這部長片，除了戀母情意結外，還有師

生戀，師生戀也牽涉到婚外情。而這部

片的故事緣起是我於城大（香港城市大

學）讀電影時，譚家明老師給我們的第

一份功課，是一條五分鐘短片。當時我

寫了個故事，主角是一個十幾歲的男孩

子，

以青春的名義



他與公公一齊住，每月十四號便會有一

個女人到他們家，放下一些錢作為生活

費，而那個男孩就認定那女人是他母親。

所以每個月十四號，男孩便會跟踪着他

的「母親」。



畢業後，我很喜歡這個故事，於是便改

編成一個九十分鐘的劇本。故事變成一

個男孩，自小便跟一個公公一樣年紀的

父親一起生活，母親已經離家出走。他

父親是一位六十歲的老人，經常撿垃圾

回家。一個五分鐘的故事不能支撐一套

九十分鐘的電影，於是便加了新元素，

是一位女老師。有一晚，那男孩約了女

同學到泳池，女同學失約，忽然他給聲

音嘈醒，原來有個女人失足跌落泳池，

男孩跳入泳池救她，但那女人一聲不響

就走了，亦不知道她是誰。第二日，上

課時，那女人出現在他的課堂，原來她

便是新來的班主任，就是劉嘉玲的角色。

這個故事便是這樣延伸落去，男孩將他

對母親的感情投放到這位班主任身上，

於是便寫成了這個戀母情意結的師生戀

故事。



當年故事命名是《以青春的名義愛你》，

一直沒有變，但現在我想是否「愛你」，

其實需要留待觀眾自己決定，所以將個

名變成《以青春的名義》，將空間留給

觀眾。《以青春的名義》，那個男仔就

是青春，他是位十五、六歲的少年，他

會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沒有任何顧忌。

之前我有個短片作品《野犬與貓咪》，

在故事裏的，姊弟是一對異父異母的姊

弟，家姐被繼父侵犯，她想逃出這個環

境。故事聽起來很重口味，但是我不是

刻意，或鍾情於這類題材。只要感情是

真的，我們只可以說這是不正常，但不

是不正確。寫小說和拍電影，各有不同

表達的形式，我做導演可以選擇運用燈

光、美術、不同敍事手法等去表達，可

以非常豐富。



所以在《野犬與貓咪》，沒有刻意描寫

繼父怎樣侵犯家姐，或者那弟弟怎樣殺

了他父親。事實也不是弟弟殺了父親，

只是弟弟代家姐頂罪。我個人的確是對

一些暗黑的題材較有興趣，例如韓國導

演朴贊郁的 《Old Boy》，我非常喜歡。

為甚麼我會拍《以青春的名義》，因為

我寫動作片和商業片太悶了，所以我想

做些這類型電影。如果我只是編劇，我

需要為導演而寫，但如果我是導演，便

能無顧忌去拍去寫我喜歡的題材。

當日參加首部劇情電影計劃時，《以青

春》我經已寫了三至四稿，由於其他工

作關係，放下了。在填寫表格時，工作

人員等資料也是隨便填上，沒有信心，

更不要說會贏。



當時心裡明白，整個故事還未想得通透，

假如這個是普通故事還可以，但這個故事

涉及很多邊沿、界線、倫理，脆弱的感情

和意識，需要去突破很多負擔和枷鎖，比

一般劇本更多考慮，電影很容易出問題，

不能被接受。當知道入圍後，便要面對評

審的提問，當時很多細節未能確定或採取

甚麼方向，甚至結局是否應該這樣。面對

評審的質疑，是一個新鮮經歷。他們會問

及這樣那樣，甚至結局如何，我只可以回

答，還未知道，可能要邊拍邊想，所以，

我感覺自己應該會落選。怎料，過了兩三

個月，接到電話，我贏了，事情就這樣發

生，十分意外。電話過後，意識到必須改

劇本，並要開始計劃整件事情，幸好之前

寫過幾個劇本，有些積蓄，就利用這筆錢

維持生活，到拍完這部片後再接編劇工

作。



在預算方面，雖然可以將編劇、導演的

人工打進去，但是，明知那三百多萬不

夠開支，我的人工又可以算上多少呢？

除非，好像《點五步》，用學生去拍，

否則是不可能成事，黃進亦捱了幾年。

接到通知開始，即時需要籌備，改劇

本，同時開始 casting（選角），因為

電影發生在學校，我們用了約一年時

間去 casting 學生演員，粗略估計有成

四百至五百人，全部角色我都有親自去

casting，當然，我們很慶幸有幾位實力

派前輩出手相助，例如董瑋、劉天蘭，

年輕演員大部份都是新人。香港電影界

有一個優良傳統，就是扶持新導演，不

遺餘力。



至於劉嘉玲怎會出現在我的電影內，這真

的要多謝莊文強導演，他是近兩屆的評

審，他透過我的監製打聽我找到女主角沒

有？莊導主動與劉嘉玲提出，有一個新導

演劇本不錯，沒有片酬，會否有興趣？劉

嘉玲亦爽快，要求先看劇本，這是我聽到

的版本。於是莊導演向我取劇本，當時還

未定稿，大約是七至八成的完成度，莊導

再三問我是否有信心？雖然內心有掙扎，

但我回答沒問題，便把劇本送過去。劉嘉

玲很快便回覆希望見面，令我十分意外，

莊導盡力幫忙，怕我新人不懂說話，便陪

我一起與劉嘉玲見面。當劉嘉玲來到，我

最深印象是她身穿一條藍白間長裙，帶着

帽，坐下。她很意外，一個這種題材的劇

本竟然是一個女孩子寫的，起初她對劇本

幾有信心，但是了解製作預算只有三百多

萬後，



便質疑是否可行，經過來回數次，與她

討論約一年。斷斷續續，就像少男少女

互相愛慕試探，那種患得患失的感覺。

我就像告白的少女，等候她的答覆，心

情大起大跌，忐忑不安。後來，在拍攝

期間，她還提出出任這部戲的監製。

一直以來，她的猶豫就是怎樣控製整個

預算，本來她希望邀請一位前輩級監製

幫忙，可惜那位前輩對這類題材有他道

德堅持，所以沒有接手。這事讓她對製

作團隊信心開始動搖，開始有很多憂慮，

例如攝影是誰，剪接是誰？而且預算那

麼少。所有劇組單位都已開始運作，前

期製作已用了幾十萬，還未知是否可以

繼續？大家都很擔憂。



我唯有向嘉玲說，如果你不演，我會將所

有事情暫停，因為我認定，她是主角的最

佳人選，她的演技非常適合這戲。而且經

過大半年的相處，她是位沒有架子的好演

員好前輩。雖然外間看她是一個很有霸氣

的女人，實際她是一位很有智慧的女性，

我很喜歡她的性格。所以，我更認定她是

主角的不二人選。最後，她終於願意接拍

這部電影，她為了這部電影犧牲很大，包

括取消了她聖誕的假期，因為要就學校假

期，只能在十二月拍攝，除此之外，為了

這部戲推了不少工作，更在拍攝中途提出

幫忙做監製，她對這部戲的付出很大。



拍完後我對已拍攝的毛片失去信心，很

多未如理想，有幾個場口全部不能用，

我甚至想燒了它。劉嘉玲幫我，她出任

監製，幫我找到阿叔 ( 張叔平 ) 為我剪

接，又幫我提出補拍，整件事得以完成。

還記得，我初與張叔平接觸，他在微信

與我交談，問我拍了多少時間，我說已

拍了十五天，預計拍十八天，那時阿叔

傳給我很多很多很驚慌的 Emoji 與感嘆

號，意思是拍了那麼少，真的可以剪成

一部電影嗎？我心想，只能如此，我又

不是王家衛大導演。他的擔憂我當然明

白，他說，由我初剪，再等他看看是否

可以補救。所以，就算怎樣不願意，也

得走到後期公司把片剪一次給他看，那

時已不是期望拍出來會怎樣好看，只是

希望把電影交到阿叔手，在他身上可以

學到甚麼。



他看完片便說可以，也接手剪接，那時

我內心的喜悅真是不能言語，能夠與他

面對面交流相處兩星期，他是工作狂，

不用休息，從早上十點幾工作到晚上

十二點幾一點，他的體力魄力一點不像

是一個年過六十的人。工餘我與他交談，

談王家衛，談大家喜歡的電影、導演，

就這樣，因為有他幫忙才能捱過後期製

作的一關。阿叔不只是這部戲的剪接顧

問，也是他主力操刀。



攝影方面是蔡崇輝，他是一位非常優秀

和資深的攝影師，在拍攝現場他與劉嘉

玲就是我的精神支柱。拍攝之前我不認

識他，甚至有人以為是劉嘉玲把他介紹

給我，其實是我在北京認識的朋友陳志

良介紹，因為陳志良知道我贏了比賽，

所以便問我找了攝影師沒有，剛巧蔡崇

輝在北京回港，陳志良便約我到觀塘，

到了蔡崇輝的辦公室，我跟他講故事和

希望怎樣拍攝，輝哥便答應幫我，當時

我還不知蔡崇輝是誰，我只是不敢相信，

回去上網找找資料，原來，周星馳和徐

克所有片都是他拍攝的，心裡驚訝，怎

會有這樣的可能，還以為自己是幻聽。

在得到劉嘉玲答應演出後，我打電話找

輝哥，問他是否真的答應幫忙？他便說，

是的，上月已應承了你。



開拍時候，我看着小螢幕，裏面的是劉

嘉玲，身邊的真是輝哥，那種心情是不

能言語。輝哥是不可多得的前輩，劉嘉

玲和輝哥都是十分專業，一個新導演在

拍攝現場非常坎坷，但是他們會幫手擋

了很多導演要面對的事情，他們盡力去

維護我想拍的東西。記得有一次放飯，

嘉玲跟我說：「小天，你要拍好套戲，

我哋所有演員，無論做得幾好，都係導

演的一隻棋。」她給我很多鼓勵。輝哥

亦然，在現場，他認為導演需要這樣拍

就是這樣拍，沒有人可以挑戰，盡量與

我溝通怎樣拍。我們事前已做了很多工

作，在開鏡前一個月，我每天都到輝哥

的辦公室與他商量每場戲的分鏡和拍攝

手法，輝哥很有耐性地聽取我的想法及

俾意見，很了解我所需要的感覺，和怎

樣去拍攝。



雖然，我不清楚我所選擇的機位等是否

專業，但輝哥一定盡力完成，我很感激

他。正正因為沒有預算，所以不可能在

現場去想怎樣拍，必需在前期溝通好，

如果場口漏了鏡頭，便會在放飯溝通補

拍，所以，現場是不須特別商討，他對

我所要的東西非常清晰，而且會悍衞我

所想要的，大家可以一直不停拍下去，

而且劉嘉玲也是一樣。每部電影都是一

個人生，作為導演，需要跟很多人相處，

例如機燈、服裝……，並不是只需要與

演員及攝影師溝通得好就可以，要跟每

個部門都溝通，這是一門學問。

美術方面，我找了區丁平導演作為顧問，

同時找了兩位有做開服裝及執行美指的

朋友幫忙負責這部片的美術指導和服裝

指導。



區導不是我老師，而是我很久之前認識

的一個朋友，他是一位很敦厚的前輩，

現在回想也很感動，仍有淚光，他可以

為了幫我，四處逛商場一齊揀衫給女主

角，因為當時有兩組戲需補拍，有些部

門的人已經四散。這事讓我非常感動，

他竟然如此幫我這個新人。

  香港一直有很多有才華的新導演，亦有

很多新人，只是差一個可以展現到他們

才華的平台，而「鮮浪潮」是一個，而

首部劇情電影是另一個。鮮浪潮是短片，

「首部」是長片。

  我自己拍完部戲也有改變，變得更堅

強。回想當日參與「首部」去面試，自

己很怕事很膽小，被評審問多幾條問題

已經有點想落淚，但拍完這部戲以後，

所有困難都經歷過去，所有困難已經不

是困難了，有了提升與進步。



黃進與陳志發的兩部電影很好看，莊文

強導演對他倆也讚不絕口。當然我不會

一味讚，也會批評，會給與他們意見。

不過，對於兩位新導演，能夠在有限資

源，拍出他們第一部長片，所有缺點已

不算是缺點了，當然，這是我個人角度。

我深信，他們對自己的缺點已經很了解，

所有不足之處，會於他們將來作品中修

補，而且會更加好。

我個人認為《樹大招風》整個劇本有少

少頭重尾輕，不過我不認識三位新導演。

為甚麼我會更喜歡《點五步》和《一念

無明》，因為這兩套戲有更多導演的個

人元素，裏面有一種很青澀的味道，《樹

大招風》拍得很成熟，可能有很好的製

作班底和監製。



假若是一個新導演，我會更想看到他們

的「新」，比如說他們可能會有很多不

穩定，亦不是最成熟，但是新導演就是

要有這些因素才好看。亦因為這個原因，

我會偏向喜歡《一念無明》及《點五步》

多於《樹大招風》。

訪問於二 O 一七年七月十三日

鄺保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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