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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头，这是愚昧的年头；这是信仰

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失望的

冬天……”(狄更斯《双城记》)——— 这何尝不是香港电影回归15年来的表现呢？

回归15年，对于曾经被誉为“东方好莱坞”的香港电影而言，这一路有崎岖，有伤痛，有

挑战，也有机遇，更有许多难忘的回忆。曾经创造世界电影奇迹的香港电影，在辉煌之后一

度陷入了迷茫的低谷。但近年来，在内地市场的资本洪流和台湾电影“复兴”的夹击下，有着

独特文化环境和优秀影人的香港电影，却也走出了自己的“复兴”之路。

格相关链接

合拍片

扛起华语片票房

其实纯香港电影的没落是
电影人普遍承认的事实，自2007

年以后，合拍已成港片的主流，
2004年香港和内地的合拍片占
香 港 电 影 票 房 的 比 例 只 有
12 . 0%，这个比例在2008年达到
创 纪 录 的 6 9 . 9 % ，2 0 0 9 年 是
53 . 4%，2010年是67 . 3%，这说明，
近几年香港观众看到的近七成
电影是香港和内地的合拍片。

香港电影必须北上，这在
2010年主要合拍片的票房数字中
也可以显现出来。2010年票房最
高的合拍片是徐克的《狄仁杰之
通天帝国》，该片内地票房接近3

亿元人民币，而在香港的票房只
有1100万港元。香港内地合拍片

《叶问2》内地票房超过2亿元，香
港的票房只有4000多万港元。最
让人惊诧的是《全城热恋》，这部
合拍片在内地票房是1 . 3亿元人
民币，在香港的票房只有区区300

万港元。
2007年的《投名状》，2008年

的《叶问》，2 0 0 9 年的《十月围
城》，2010年的《让子弹飞》，2011

年的《龙门飞甲》，内地与香港
的合拍片越来越多地占据电影
主流市场，2011年票房靠前的华
语片，除了《失恋 33天》是国产
片，《龙门飞甲》《建党伟业》等
都是内地与香港合拍电影。

从电影人的思路也可一窥
港片的转身。2000年，香港导演
刘伟强还不知名，当时他想筹
划一部爱情片：一个北方来的
女孩，一个香港警察，故事发生
在香港的跑马地。2011年，刘伟
强筹划的这部爱情片终于拍摄
完成，就是舒淇、刘烨主演的

《不再让你孤单》。所不同的是，
男女主人公的位置来了个大反
转，香港女孩爱情受挫跑到内
地，巧遇一位内地警察，于是重
拾生活的信心。原本在十几年
前刘伟强计划邀请刘德华、周
迅分饰男女主角，现如今，香港
女孩由舒淇扮演，内地警察由
刘烨扮演。

2011年，票房过亿的华语合
拍片占到了11部，票房占到了华
语片总票房的一半以上，由此

可见内地与香港的合拍片已
经扛起了华语片票房

主力的大旗，不过
其艺术质量也广
受质疑。

电影不是虚荣的梦想，
好的故事，才是电影的取胜
之道，香港电影极致的“港
味”根植于香港独特的文化
环境。

几十年来的嬉笑怒骂、
唱念做打，已然形成了立足
于香港本地并根植于民间的
文化特色，无论是上世纪70
年代的许冠文、80年代的成

龙与周润发、90年代
的周星驰，都是此

文 化 旗 帜 下 的

领军人物。香港电影不仅是
东西文化撞击融合的产物，
而且表现了积极、乐观、融
通、进取的务实精神。

自今年 3月，香港电影
《桃姐》在内地、香港等地上
映以来，以高票房成绩超越
了多部同期上映的好莱坞影
片，让人有些意外也感欣喜。
原因很简单，《桃姐》紧扣香
港题材，以小人物的悲欢为
观照对象，呈现香港社会普
通人的生活心态，其浓郁的

本土色彩和质朴情怀打动了
观众。不仅是《桃姐》，近年来
的香港电影如《岁月神偷》、

《天水围的日与夜》等，都着
眼于讲述香港本土或香港主
体的故事，向经典致敬、洋溢
怀旧情怀的香港电影同样也
大受欢迎。动作片《打擂台》
网罗了一批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的香港老影人，致敬当年
的经典片《成记茶楼》；喜剧
片《72家租客》网罗了无线电
视台的当家花旦和小生，全

片搞笑不断又穿插歌舞，透
出多年不见的纯港式贺岁味
道。

“讲述香港土生土长、独
特文化情怀的电影，有助凝
聚香港情怀。”《岁月神偷》出
品人岑建勋说。

“我会全力支持拍港产
片，我也呼吁业界推动观众
走入影院欣赏讲述生活百态
的纯色港产片，支持香港的
电影工业。”香港演员任达华
说。

优势>> 独特技艺成就香港影人
电影的完成要有疯子，

要有商人，也得有纯粹的创
作者。不能否认，在制作模
式、叙事手法和美学技巧等
方面，香港影人有着独特的
技艺。香港影人与国际接
轨、创作自由、软环境等方
面的优势，是内地不可比拟
的。

徐克、陈可辛、刘伟强、
杜琪峰、许鞍华、韦家辉、麦
兆辉、庄文强等，都是香港大
名鼎鼎的导演，但他们在香
港拍片却较少得到大资金的

关注，如今大多数人选择“北
上”寻找生存空间，如徐克、
陈可辛、刘伟强等。但是也有
许多香港电影精英留在香港
这块土地上进行着回归华语
主流电影的努力，如《天水围
的日与夜》、《桃姐》的导演许
鞍华，《岁月神偷》的导演罗
启锐和张婉婷夫妇等。彭浩
翔是这几年香港中青年导演
里一面成功的旗帜，他的首
部合拍片《春娇与志明》在两
地的票房连连告捷，“我就是
要拍这样一部百分百的港产

片”。
在坚持本土特色的同

时，香港电影的创意传统优
势也很明显。好莱坞《无间道
风云》购自香港电影《无间
道》，好莱坞也购入了《伤城》
剧本的改编版权就可以为
证。除了优秀的香港导演，香
港的出色演员如周润发、梁
朝伟、刘嘉玲、刘德华、郭富
城等人更是票房保证，他们
成熟自然的演技赢得了观众
的认可，无形中也成为香港
电影的代言人。

挑战>> 期待投资重塑昔日辉煌
《桃姐》之所以能顺利出

品，得益于刘德华3000多万港
元的出资以及与内地电影公

司的合资制作。四处寻
找投资的日子让香
港影人疲惫不堪。
“我们呼吁文化

团体及电影基
金的资助，为
香 港 影 片 的
品质提供保
障。”许鞍华
坦言。“希望

政府能增
加 资
助 ，让
香港电
影人不
用 常

为资金四处奔走，能拍摄一些
引起香港人共鸣的本土故
事。”《桃姐》主演叶德娴说。

也有影人表示，香港不
仅要珍惜原有的优势和基
础，还必须实行有利创意产
业的政策。比如特区应建立
一所侧重培养编剧、导演和
制片等各方面重点人才的电
影学院，促进香港成为亚洲
电影文化的交流汇聚中心，
培养人才，吸纳人才，令内
地、台湾以及东南亚的电影
人才也来香港发展；比如特
区政府应鼓励多元化制作，
香港电影发展局在资金上支
持多元化电影制作，让香港
电影不但具有本地色彩，而
且具有大中华文化视野。

对于香港影人的呼声，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局长苏锦梁表示，
将 继 续 推 动

香 港 电
影

业持续发展，在电影制作的
各范畴积极培训人才，并通
过创意香港办公室和香港电
影发展局支持行业的发展。

“香港电影业基础雄厚，在人
才、创意方面仍具明显优势，
港产片里有很深的、自有的
文化精神。”许鞍华表示，“拥
有 这 些 独 有 的 优
势，香港电影业
一定可以重现
昔 日 辉
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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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味>> 凝聚香港电影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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