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自己三十而立的舞台上，金像奖成全《打擂台》做当晚压轴嘉宾，宣告它对古朴港味的复
爱，爱上过去，多半昭示着自己韶华渐逝。

今年，金像奖三十有一，《桃姐》的意境深远、《龙门飞甲》的3D功夫、《夺命金》的纯粹港
味，似乎又令香港电影充满了电力，而“桃”色是今年金像奖最骄傲的驻颜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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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色渐好，“桃”色回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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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像奖回春征兆：《桃姐》
驻颜之术：不矫情的感动

《桃姐》3月内地上映后，首周票房突破4000万，此时，它是顶

着“金马奖最佳导演”、“金马奖最佳女主角”、“金马奖最佳男主

角”、“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女主角”的光环。走入电影院那一刻，究竟是

光环力量作祟还是本能地被亲情所动？难解。但走出影院那一刻，多

半人带着记忆犹新的感动。

感动为何？无非简单二字。许鞍华从来不会和你玩花哨，《桃

姐》展现的就是一个女仆终身未嫁，用整个生命的时长侍奉了三代主

人，与Roger（刘德华饰）情同母子。Roger担起孝义为其养老送终。它的

细节完胜了市场。

有一场戏是Roger带着桃姐去看自己的电影首映，桃姐说看到很多

人中途退场，Roger自嘲：“因为我的戏太难看了。”当时画面是刘德华主

演的《天堂口》，这部电影确实烂得出类拔萃。这里展现了《桃姐》的

讽刺气质。还有一出戏制片人Roger与徐克、洪金宝等导演合伙“欺

骗”内地投资方，恰似影射去年国庆档上映的某古装大片，又比如养老

院逢中秋节，电视制作单位在关掉摄像机后，从每位老人手里收走充

当过无数次道具的月饼……艺术源于生活，拒绝向商业市场妥协的许

鞍华，曾笑言这些片段她揭露得很痛快。

这是理性的《桃姐》，它的感性交由最质朴的画面完成。在桃姐

生命的最后时光里，Roger尽力在工作之余陪她说笑话，接她离开老人

院去外面饭店吃饭，他们相视而坐着，吃着家常饭，聊着百家事，笑着

送走时光。当桃姐翻出Roger从婴儿时期使用的东西时，Roger的眼神

与其说忧伤，不如说绝望，因为这些婴儿时代的玩具如同他的桃姐，终

将被时光埋葬。最后，Roger没有见桃姐最后一眼，他淡定告诉医生工

作之后会来处理后事，他为她理发、穿上干净的衣服、裤子、袜子，完成

这终究会来但却提前的告别。桃姐微笑安睡，许鞍华将这一幕的死亡

解读成另一种幸福。

电影看似影射香港日益严重的老年人问题，其实更像许鞍华对自

己未来的预设。这个64岁的女人至今未婚，没有子女，开拍《桃姐》之

前她一直思考自己老了会如何，但拍完后她似乎释怀了：“拍完这部电

影后就不那么怕老了，不怕潦倒了。”《桃姐》于台湾、威尼斯的征战捷

报振奋了香港电影圈，本届金像奖它无疑是最具竞争力的选手。

金像奖回春征兆：《龙门飞甲》
驻颜之术：创新武侠3D

金像奖爱徐克，是宇宙皆知的秘密，徐克爱武侠，亦然，这一次3D

武侠概念盘活了徐克的侠情。     

3D的源头在好莱坞，但3D武侠的鼻祖势必属于徐克。9年前徐克

开始关注3D技术，两年前开始酝酿世界首部武侠3D电影，最终邀请9

家公司制作1058个3D特效镜头，完成他的狂想之梦，为何说狂想？因

为3D武侠电影比3D剧情类电影要难得多。传统动作片拍摄时，演员一

个动作只要做不到一秒钟，摆一下就好，如果是3D，一个镜头可能要拍

3秒甚至5秒，试想一个空中翻身的镜头在空中停留3秒钟是怎样的难

度。李连杰刚进剧组一个月，就听闻一个动作要拍8秒的“噩耗”，当时

每天只能拍五六个镜头，进展相当龟速，但是之后，重点来了，李连杰

得瑟说：“我可以每天拍25个镜头，把在场的美国技术员吓个半死。”

当中国先锋特效制作公司接手电影中最重要的一场戏，即在龙卷

风中厮打的特效订单时，他们的总裁王磊当时就有想哭的冲动，这个

镜头长达十分钟，难度是好莱坞最高级别。

为不辱使命，王磊的公司在拍摄前半年就用电脑动画形式，把这

场戏怎样拍，人员怎么走位做了预演，现场拍摄完全按照电脑预演的

动画来走位，同时给演员做三维扫描，在电脑里给演员建模，用特效

的形式来完成，制作前期，王磊的团队有近20人，到了后期制作，则有

了近100人的队伍，足足做了一年，不少好莱坞3D专业团队看了后期，眉

头间传递出“饭碗被抢”的酸味儿。

28届金像奖上，尔冬升悲观预言：“港片三年之内就没了。”三年之后，《桃姐》《龙门飞

甲》《夺命金》《窃听风云2》《让子弹飞》悉数双拥票房与口碑，五部电影有四部代表香港本土

的精良水准，尤其《桃姐》，自威尼斯拿奖后飘香世界，业界一直看好港片至此将全面复苏。

先说许鞍华，于电影她有她的气节，与她同代导演不是隐退便转投商业大片，她宁可背负票

房毒药的负名也坚持自己的荆棘小路，很难想象已经耳顺之年的这位名导连房都买不起，目前

还与妈妈住在香港北角。从《天水围的日与夜》开始，她的固执得到多数派的尊重，三年之后，她

的《桃姐》漂亮得令竞争者生畏。另一位对自己风格固执坚守者，是杜琪峰，黑道片外界都认为

他要拍烂了，一部《夺命金》再次让杂碎议论闭嘴，这里依然有黑道，但杜琪峰就能玩出脱俗的

现实。

都说香港电影最大问题是大牌均属“老弱病残”，确实，最佳男主角清一色45岁以上，最佳

女主角热门人选叶德娴65岁，铁打的司仪曾志伟都已到了知天命的年岁，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继

无人，最佳女主角候选阵容中，舒淇、周迅都在最有风韵的年华，汤唯后劲十足，只要金像奖鞭

策力尚在，电影人才不死，更多题材“红烧”不止。                          ——纸片乱飞

第3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金像奖回春征兆：《夺命金》
驻颜之术：还原骨感的香港

杜琪峰也是金像奖的亲密“爱人”。今年，他送来的

《夺命金》粉碎了在人们心中香港的繁荣胜景，与《桃

姐》异曲同工的是真实地揭露，但《桃姐》温暖，《夺命

金》冰冷。

杜琪峰此次最大的突破在于放弃他最擅长的非线

性叙事方式，用一段段人们对金钱无尽贪婪的琐事拼贴

成完整的故事。他的第一个镜头是俯视整个香港，一如

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审查，高楼之间穿梭的拥挤人流正如

一群囚鸟，围困于钢筋混凝土中徘徊茫然，影片中穿插的

“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空镜头，暗示着这个城市的无助。

当镜头落至每个生动的人物身上，你看到的是何韵

诗饰演的银行职员如何为名利而生存，刘青云饰演的三

角豹如何在“混混界”游刃有余，还有任贤齐饰演的高

级督察如何为买楼供楼而承受着压力，压抑之中，杜琪

峰也不忘黑色幽默。在调侃香港经济不景气时，他镜头

转向了最“熟悉”的黑社会，退位老大以前摆个寿宴是

六十桌加上舞龙舞狮，现在摆个六桌还是吃斋。老大进

了警察局，连保释金都要到处去凑，这里借个一万，那

里凑个两万，连小弟都看不下去，辞职不干了……

因为现实，于是《夺命金》被认为有着坦诚相见的

骨气。电影有一段讲述姜文暴死街头，一众香港男女热

烈起哄，还拿手机拍照留念，这也许正是杜琪峰拍《夺

命金》的初衷，悬殊的贫富差距正在掐灭香港的“人情

味”，而香港的冷漠已病入膏肓，杜琪峰令这一年的香

港电影变得很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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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得金像在，不怕没“材”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