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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娱乐背后    汤祯兆写我的电影，给我两种感觉，一是一矢中的，二是恍然大悟。
    我拍的多是娱乐为包装的电影，大概作者心态作祟，总会隐藏着某些弦外之音，或自己喜欢的主题
，希望在娱乐观众之余，也保留着一点点信息，让肯动多余脑筋的人去发现。
    阿汤的影评总是能一矢中的，指出这内藏的东西，笔锋如强心利箭，不只正中靶心，还有一定的穿
透力。
    创作人都有率性的一面，我手写我心，除了早定下的主题外，大部分细节并非理性安排，很多时候
靠感觉，觉得应该如此便如此，我称之为“感性逻辑”，与“理性逻辑”截然不同。
    阿汤的文章，可以令电影作者恍然大悟，明白自己的作品反映出怎样的一个自己。
    《香港电影夜与雾》在内地出版，可以让更多内地观众对香港电影多一个层次的认识，消弭一些误
解。
    香港导演及编剧  陈庆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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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抓住香港電影最坚实的落脚点，理清种种来龙去脉，作者汤祯兆综合考察香港电影之当下，
以过去港产片与现实对照的启悟，化为今日社会解读式的影评，深入解读单片、明星、导演、作者，
更综合阐述元素、类型、现象、潮流，搭配香港之场景影像，作为对香港电影深化理解与另类阅听之
示范解说，建构香港电影与文化间交相呼应的阅读生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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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汤祯兆，香港多重战线文化人，1990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
在学期间已经开始写作，由创作到评论均有尝试。
1991年赴日本留学，1992年底回港，其后一直从事写作活动，兴趣亦由文学到电影，再扩展至文化研
究。
主要写作范围包括日本文化研究、社会文化观察、电影解读、文学创作及评论等，目前为《文汇报》
、《知日》及《文景》等报刊专栏作者，亦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及传播学系的兼任讲师。

　　作品集：
　　个人创作及香港电影研究：
　　《变色》（1991）
　　《杂踏香港》（2004）
　　《全身文化人》（2008）
　　《香港电影血与骨》（2008）
　　《香港电视夜与雾》（2010）
　　日本文化研究：
　　《感官世界——游于日本映画》（1995）
　　《书丛中的冒险》（1997）
　　《日剧美味乐园》（1998）
　　《俗物图鉴》（1999）
　　《日剧游园地》（1999）
　　《日剧最前线》（2000）
　　《乱步东洋——日本文化杂踏记》（2001）
　　《讲演日本映画》（2003）
　　《AV现场》（2005）
　　《整形日本》（2006）
　　《命名日本》（2007）
　　《情势四国》（2008）
　　《日本映画惊奇》（2008）
　　《日本中毒》（2009）
　　《人物图鉴》复刻新版（2010）
　　《日本变容》（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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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消失了的刘镇伟 《越光宝盒》（2010）摆明车马恶搞一众大片，而且又为自己的《
西游记》（1995）注入激素重生，我当然急不可待入场支持。
结果，相信绝大部分如我般的刘镇伟拥趸都失落而回，那当然是由《射雕英雄传之东成西就》（1993
）而来的刘镇伟，但一切却又只得空壳，全片所有力气其实均放在最终重铸的城楼经典场面。
借尸还魂 刘镇伟让周星驰借郑中基身还魂向孙俪拜倒以还朱茵一个公道，那当然是一片苦心的举动，
不过劳师动众来玩上一场半场，至少对我来说是非常不刘镇伟的行径。
不要忘记刘镇伟的独门悲技是悲喜交集——严肃戏谑并举，佯狂深情同在，一切真假难分。
而要成就以上的美学，前提是密度极高的设计，令观众如坐过山车般，身心接受的不独是官能上的刺
激（打造成港产片的娱乐金漆招牌），更加配合潜藏不露的精神挑战，来成就能人所不能的二步行进
曲。
由1992年的《1992黑玫瑰对黑玫瑰》到2002年的《天下无双》，刘镇伟的黄金十年的确为我们带来了
太多太多美好的回忆⋯⋯ 在港产片的发展历程上，cultfilm从来不是一明确的类型，它仗仰的是创作人
的创意，凸显不守成规的切入角度，那正是cultfilm的生机所在——而它的趋向熄亡，反映出眼前香港
电影的创作活力大减，大方向是重塑昔日的成功黄金方程式。
刘镇伟是百分百的本地cult片大师，但他同样也不能免俗地面临重复方程式的羁困，这一点才是令人
忧心忡忡的地方。
 艾柯早在“Casablanca：cult Movies and Intertextual Collage”中，便已指出cull化的条件为对象必须可被
分开、拆解乃至解链，以至令受众可以不理会它的整体面貌，而随意记下其中的部分内容或场面。
而所颂传记下的片段，往往有强烈的互文性拼贴效果在内。
刘镇伟其实早在进入他个人的黄金十年之前，对以上的技法已滚瓜烂熟，但我得承认那同样是一经过
反复精致化的过程，简言之是需要通过不断练习才得以修成正果。
 由“猛鬼系列”开始 正如曾经有新一代的影迷和我分享，认为看《回魂夜》（1995）就好像在看喜剧
版的《凶榜》（1981），我不禁会心微笑，因为刘镇伟正是《凶榜》的监制，而且由《凶榜》走到《
回魂夜》，当中刘导其实花了一众“猛鬼系列”来逐步转化内里的元素，来达至去芜存菁的效果。
当然，今天的年轻观众把《凶榜》及《回魂夜》联结起来，自然是因为护卫员／保安员身份的接近，
同时也因为锁定在商场／大厦的密封环境使然，但如果愿意追溯一下背后的脉络，趣味肯定绝不止于
此。
例如鬼怪片中离不开的大师（《凶榜》中就是岳华）与妖魔对决场面，在《凶榜》中固然仍属主线，
但于《猛鬼差馆》（1987）中就已成了幌子，所谓大师在出场后反而迅即就被日本军曹僵尸杀害，一
切都要靠张学友及许冠英误打误撞去摸索解窘门路，讽刺的是指点迷津的竟然是警察饭堂中的老行家
。
《猛鬼大厦》（1989）的大师就更加成为游戏人间的一分子，最后凭大家利用民间智慧以土法操纵遥
控直升机来对付女鬼（那当然亦见“最佳拍档”的气息），就更加说明一切约定俗成的类型元素，其
实也需要调整来注入喜剧新意，于是到《回魂夜》才得以设计出介乎异人与精神病人之间的大师角色
来，把真假虚实混糅的趣味发挥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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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继《香港电影血与骨》后，我有幸仍可以持续地发表文章，去论述心目中的香港电影变化图像，成果
就是大家手上的《香港电影夜与雾》。
由阿伦·雷奈（Alain Renais）到大岛渚乃至许鞍华，大家对“夜与雾”当然不会陌生，但我认为它更
适合用作一出关于香港电影现况的片名。
今天的香港电影，大家有目共睹，面对融入中华大市场的洪流压力，能走的及不能走的，均背负千斤
重的不同考虑。
我选择由“新世纪补充计划”开始，旨在说明眼前所见的，究竟在过去先行作中有什么千丝万缕的关
系。
然而背后的目的，绝非想突出或建构一名香港电影原教旨主义者的僵化印象，而是去抓紧本身可贵的
特质，并以此作为支柱，去探寻于未来路向如何择善从之。
    在夜与雾中潜行，不免令人心神恍惚，而且也容易迷失标准。
一方面既易于流入一沉百踩的窠臼，把眼前不成器的一概推向负极；同时也常生恨铁不成钢的想像，
由是会不分黑白把平庸作抬高，《岁月神偷》当然属典型例子。
加上工业界中种种因鼓励劝勉而生有关利害之言论，每一项均指向左右评论人的判断依据。
而我所能言的仅为忠于自己，竭力去保持及维护评论本身的独立性，那才是成书的价值依存所在。
    “夜与雾”——严格来说也是20世纪80年代黄金岁月所留下的“罪与罚”。
香港电影在飞扬跋扈之际，没有好好珍惜一切，也未能把类型片的范畴延伸去开疆辟土，背后自属人
文质素的长期欠奉，甚至连娱乐方程式也来得过分因循保守。
今天新导演所面临的窘境，自非一朝一夕而成。
但有趣的是，黄金年代的闯将悍帅，其实也是凭自己赤手空拳打出天下来，此所以今天的“夜与雾”
，其实不少也不多，只不过把一切还原基本步而已。
    是的，电影又何止几个十年，中场休息之后，好戏理应仍在后头⋯⋯    汤祯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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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香港电影早已不是一个隔绝干内地的文化产物，文化联系、互动、延续，既是无可避免的。
评论者应有足够的智慧和胸襟，站稳本土角度才能理出头绪来⋯⋯阿汤行文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电
视，谈到时下最新的影片，字里行间，将心念接回这三四十年的光影里去，展现了更活泼而辽阔的空
间，仿如无人之境，邀其他有心人共游其中。
    ——香港知名影评人  登徒    在港产片身份日渐模糊，重获本土观众欢心举步维艰的今日，阿汤依然
对香港电影不离不弃，笔耕不辍。
其涉猎范围之广、评论视野之宽，更非一般港片评论所能望其项背。
若要完善建立香港电影的本土论述，我们需要更多的汤祯兆。
    ——香港国际电影节艺术总监  李焯桃    一本具有独立精神的香港电影通鉴，时而辛辣时而爱惜，在
回顾与展望间，作者对不同年代的电影作品提出了清醒而具个人触觉的观点。
    ——香港导演  郭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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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香港电影夜与雾》是一本具有独立精神的香港电影通鉴，时而辛辣时而爱惜，在回顾与展望间，作
者汤祯兆对不同年代的电影作品提出了清醒而具个人触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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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香港电影早已不是一个隔绝于内地的文化产物，文化联系、互动、延续，既是无可避免的。
评论者应有足够的智慧和胸襟，站稳本土角度才能理出头绪来⋯⋯阿汤行文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电
视，谈到时下最新的影片，字里行间，将心念接回这三四十年的光影里去，展现了更活泼而辽阔的空
间，仿如无人之境，邀其他有心人共游其中。
 ——香港知名影评人 登徒 在港产片身份日渐模糊，重获本土观众欢心举步维艰的今日，阿汤依然对
香港电影不离不弃，笔耕不辍。
其涉猎范围之广、评论视野之宽，更非一般港片评论所能望其项背。
若要完善建立香港电影的本土论述，我们需要更多的汤祯兆。
 ——香港国际电影节艺术总监 李焯桃 一本具有独立精神的香港电影通鉴，时而辛辣时而爱惜，在回
顾与展望间，作者对不同年代的电影作品提出了清醒而具个人触觉的观点。
 ——香港导演 郭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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