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跟年轻电影爱好者讨

论香港电影，他们提出的

问题具普遍性，相信广大

观众亦有兴趣讨论。

第一位朋友提出，香港没有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和《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一

类的青春电影，是否香港电影太

看重商业性？首先香港近十年的

确没有成功的青春片，但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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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左右却有大量青春电影，

包括有 《彩云曲》、 《柠檬可乐》、 《喝采》 和

《少女日记》等，可是成绩并不突出，反而 《秋

天的童话》和《倩女幽魂》等的爱情电影叫好叫

座成为经典。至于是否香港片商太看重商业片而

忽略青年人为主题的电影，则无法否认。但时移

世易，现今的中国内地和台湾市场青春片的势头

甚劲，可能影响香港制片人的想法，会致力于青春片。

另一没有青春电影的理由是，香港电影界台前幕后都老

化了，他们对青春的理解和年轻观众的想法会有一段距

离，这亦是困难所在。不过，最近有一部由黄修平导演

拍摄的电影《狂舞派》在电影节期间放映大获好评，是

不折不扣的青春片，而且比同类的街舞为题的电影出

色，值得注意。

第二个问题与上述问题同出一辙，就是香港电影以表面的商业价值挂帅，间接造成片

种太少，题材狭窄，令观众宁愿看荷里活（好莱坞）电影。这个说法有其道理，但最大的

影响反而是全球化的现象。现时无论两岸三地的电影都要与全球不同的电影竞争，市场开

放，民智亦大开，要不是有地道特色的优秀电影都不可能抢得较佳的市场占有率。至于，

要压倒荷里活，比我们成本高至十亿，甚至百亿的大制作几乎没有可能。

有朋友问可否拍一些赚钱的电影，又拍一些低成本的电影去培育人才，改变电影业青

黄不接的现象。现时的问题是电影要赚钱并不容易，所以电影公司没有看得太长远，培育

人才应该由业界工会和政府（如电影发展局）合作主导，不能依赖个别的商业实体。

《铁甲奇侠
#

》 （《钢铁侠
$

》）是中美合拍片，有朋友问是否显示将来的中美合拍片会

比内地与香港合拍片多。答案是“应该不会”。因为香港有
%&'(

之利，比中美合拍手续

简单得多，数量亦未见有减少的迹象。相对美国片进入中国内地市场，港片优势仍在，但

内地市场发展迅速，灵活多变，因时制宜是永恒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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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

商业化过了头？
田 力

本报记者 任成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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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新生南路三段一个巷口，一栋
*"

岁
的老屋。

它是日本人兴建的总督府官舍；它是蒋介
石高官的住家，也是反蒋的“落魄江湖者的栖
身所”，自由知识分子如殷海光、李敖、陈鼓应
在此出入；它是年轻时的李安取景 《饮食男女》
之地；它是龙应台为之奔走而保留下的“独此
一家”；现在，它是一个茶馆，名叫紫藤庐。

没有招牌，短墙边半人高的雕花铁门半开
着，露出一丛绿竹，一架紫藤。往里去，窄小
的前庭，也就是一个宽过道，却有鱼戏水，有
树吐翠，有花静放，东一棵西一丛，不着人工
痕迹，天生地长，自然欢喜地各安一隅。从热
闹的马路上进来与他们一碰面，眼睛和心一亮
一静，才确信花草树木是有灵气的，否则怎么
会有这么神奇的力量？停下脚步看它们，羡慕
它们蓬蓬勃勃的欢天喜地，好像这个世界上没
有那些虫啊雷啊风啊，那些它们没放在心上。

推开油漆落尽的木门，接待台四周的书籍、
茶杯、茶罐也如院子的植物般自然散落，不见
刻意。茶馆的姑娘们布衣素裙，自然应答，没
有商业的热情。但当我在两款普洱间犹豫时，
替我点茶的姑娘给我推荐的是比较便宜的那款，
比热情更让我心怡。旧木桌椅，铁壶煮水，青
瓷小杯，茶烟升起时，院子里的花与树氤氲成
落地木格窗上深深浅浅的绿，窗下空着的桌椅
凝结着“约客不来过夜半”的惆怅。另一张长
桌上，杯还在，茶尚温，但人已散去，好在有
一大瓮日式插花静静地陪伴在长桌的另一头。

因为最初是日本人兴建，这栋老屋里还保
留着塌塌米、竹隔帘、木拉门、绵纸灯，订位
的时候，会问“要塌塌米还是座椅区”。我坐的
对面，是一个已经乌黑的西式壁炉，壁炉上有
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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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屋主夫妇的照片，那位老先生就
是茶馆老板周渝的父亲周德伟。作为蒋介石的
“关务署署长”，伴随着他照片的，是“岂有文
章觉天命、忍将功业苦苍生”这副士大夫气的
对联。而壁炉是他分配到这栋日式住宅时加建
的，因为他留学德国，所以把西式元素留在了
这栋老屋里。

老屋里最令人动心的元素，还是胡适来过、
殷海光来过、白色恐怖中的斗士们来过，这个
蒋家“高干”的家庭，有既“士大夫”又“洋
派”的高官父亲，也有革命的儿子和儿子的朋
友们。李敖在回忆文章里写过：“周德伟的长
子周弘是我一生交过的最宽厚的朋友，我至今
怀念他。”至于小儿子周渝呢，李敖说：“我在
狱中受难时，周渝关切我，侠风感人。”

那时人那时事，因为情义、信念、追求，
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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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长路，已经升高为传奇，但老屋并
没逃过现世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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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周德伟去世，家
人依然住在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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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周渝延续自家“高谈
阔论”的风格，将住家改为茶馆，并提供展览
空间，以庭前紫藤为名，吸引更多人来忧国忧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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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税局要求收回一直被周家占用
的公家宿舍，法院判周渝败诉交屋，紫藤庐面
临回归“宿舍”。但此时的老屋早已超越了“宿
舍”的价值，文化界和当年的反对运动名人们
纷纷呼吁保住紫藤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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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任台北市文
化局长的龙应台大费周折，把这栋老屋变更为
台北市文化设施，仍交周渝管理。

现在，老屋仍是紫藤庐，仍是茶馆。茶、
简餐、绿窗、铁壶、吱吱响的地板，即使你对
“前朝旧事”没兴趣，它也是一个美得令你难忘
的茶馆。离开的时候，看到对着木门的展览空
间展出的是吴耀忠的画，我停下脚步。吴耀忠，
一个已经少有人知的台湾画家，却是台湾绘画
史不可能跳过的现实主义代表人物。他曾经才
华横溢、青春热血，却成为蒋介石的政治犯入
狱

.

年。出狱后身心皆创，酗酒早亡。当年在
他左右的画家不少功成名就，尊荣加身，而他，
几被遗忘。

但紫藤庐记得他。时至今日，门外的政治
肃杀已被消费八卦覆盖，老屋，仍是“落魄者
的栖身所”？

龙应台说：台北市有
+!

家星巴克，台北市
只有一家紫藤庐。陈文茜说：紫藤庐永远不属
于胜利者，永远不属于喧哗之地。周渝说：紫
藤庐有一道半开的门，里面有一座花园，有些
人经过却没看到此门……

"

在台湾的
菲律宾劳

工约8.5
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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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每年
平均赚取

约8046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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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每
年为菲创

汇7亿美
元 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

香江
漫评

!

都
市
镜
观

菲律 宾 公

务船枪杀台湾

渔民引发的矛

盾越演越烈，

菲律宾道歉没

诚意，台湾祭

出制裁，冻结

菲劳来台。现

在处境最尴尬的莫过于在台工作的菲劳。一方

面，他们渴望有一个安稳的工作环境，另一方

面，却无端牵扯进了政治事件中。不少已经向

菲律宾劳工局申请到台湾工作的人，本来都要

成行了，现在却被临时喊卡。菲律宾人力中介

业者认为，台湾薪水高，工作环境单纯，民情

风俗友善，加上劳动保护规定完善，工钱一定

拿得到，因此很多菲律宾人喜欢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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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去茶尚温

喜欢和讨厌者皆有之

对于菲律宾的普通女人而言，能够到台湾
当保姆是令人羡慕的，正因为这样，竞争就很

激烈。出国之前，必须到保姆学校接受专
业和语言的学习，合格之后才被中
介公司所选中。这么一来，保姆的
素质在不断提高，越来越受到台湾

雇主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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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玛利亚在雇
主家里带两个年幼的孩

子，每天做
$

顿
饭。经她整理之
后，家中井井有

条。主人衣服换下来，她会迅速洗掉并用烘干机烘干，然
后熨烫得平平整整。衬衫还被折成长方形，所有钮扣都扣
上，就像刚从服装店里买来一样。

她说赴台工作的目的就是赚钱，以便回到家乡之后能
够结婚，盖房子。对菲律宾人来说，到港台当保姆的工资
算是高收入，比当地的硕士毕业生的收入还高。现在约有
!1"

万菲律宾人从事海外劳务，对该国经济举足轻重。上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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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菲佣创造的财富每年达到
0"

亿美元，可
以抵销菲国内

$),

的贸易赤字，如今也能占到菲律宾
23'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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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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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是所有台湾人都喜欢菲劳。比如有台湾网友吐槽

说，假日去过台中第一广场的人都知道，外劳喜欢在那边
聚集喝酒，大声说话，甚至去挑逗刚下课的国中女生。让
人非常反感。他反问，台湾真的不能没有菲律宾外劳（或
是菲佣）吗？

在台菲劳被拖入争议

目前注册在台菲劳有
!4+

万余人，其中
./5

在制造业
部门，

605

从事家庭和社会服务，
65

在渔业部门，估计另
有未经注册的非法劳工约

7

万人。
台菲关系陷入紧张，很多台湾人开始抵制菲律宾任何

事物，有菲劳只是想搭个公交车，还没上车就被车上的人
赶下来。台湾新竹就有

0

名青少年近日拿桌球杆追打几名
菲劳，造成一名菲劳左脚踝骨折送医。虽然事后证明跟台
菲矛盾没有直接关系，还是在媒体中掀起了阵阵涟漪。类
似的事件也让很多在台湾的菲律宾人相当害怕。他们除了
在网络上大吐苦水，担心自身安全外，对于偏激的行为在
现实中选择了沉默以对。另据报道，部分在台菲方劳务人
员近日到教堂用歌曲和烛光祈祷和平。

台“法务部政务次长”陈明堂说，若在
台湾地区的菲律宾籍人士受干扰侵
害等，应依法追诉。而台当局领导
人马英九日前也在“脸书”
（脸谱） 上发文说，
菲律宾在台的劳工和
台湾地
区出海
的渔民

一样，都是努力工作讨生活的人，希望民众可以将心比
心，就事论事，不要伤害无辜的人。也有菲律宾学者撰文
呼吁，莫把在台菲佣拖入争议。

台苦寻菲劳替代方案

像玛利亚那样在台湾受欢迎的菲劳不少，原因就是她
们勤劳，能吃苦，而且专心，不像台湾保姆那样容易分
心，三天两头请假回家。有观点认为，台当局冻结菲劳，
象征意义或大于实质。制裁菲劳无疑是双刃剑，对台湾也
会造成影响。

台湾通过冻结菲劳申请向菲施压已经不是第一次。早
在

6111

年，为了给岛内创造就业机会，陈水扁当局就宣
布过停止引进菲劳。

6177

年
6

月，为抗议菲政府将台湾
诈骗犯遣送到大陆，台“劳委会”宣布提高菲劳审核
层级，被形容是“软性冻结菲劳”。台“劳委会”官
员透露，若全面冻结菲劳申请，

$

年内就可
使菲劳全数离台。

因此，如何替代菲劳仍是台湾业
界关切的议题。经营外劳中介业务的
台湾东南亚集团表示，冻
结菲劳后，急需配套措施
解决中小企业用
工问题。现在各
方开出的
解决方案

有越南劳工、缅甸劳工、印尼看护工等等。
但业内人士称，台湾在菲劳的替代方案上也有难处，

因为菲劳英语好、技术娴熟，对于一些电子工厂来说，其
他外劳的替代效果不佳。而且，许多菲劳
是为台制造业定制，其他国家或地区缺乏
需求，真的遣返后这些菲劳的就业将成难
题，岛内也会出现用工荒，将出
现两败俱伤的局面。所以，“拿
菲佣出气”或将不了了之。台菲
近日淡化在台菲
劳遇袭事件，即
是征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