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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也不知是谁规定的，一本书非得有序。
按我的原定计划，一旦魏君子出书，我将发表如下观点：　　“哈哈，终于抢到沙发了～～”　　作
者的网络博客，我每天都看，有一次喝高了，实在忍不住，回贴赞叹，之后又在自己的博客上大肆吹
捧，他才知道，原来网络上还有我这么个港片同好。
　　在我的记忆里，港片＝一块二毛钱＋一瓶汽水＋一袋瓜子＋一串诸如“我靠、牛逼”之类的感叹
词。
　　八十年代，昏暗的录相厅，空气里弥漫着劣质烤烟和臭脚丫子的味道，那时候还没有投影，碰上
超过二十吋的彩电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有一次，为了见识传说中的平面直角电视，和传说中的英雄本色II，我一个人横穿上海，坐了三小时
公交车，抵达五角场，进门之前，浑身是汗，出门之后，浑身是由汗化成的白雾。
　　有个流行词可以极其恰当地形容当时的气氛：爆棚！
　　我相信，任何一个港片导演，当时如果在录像厅，他会拭去眼角的清泪，由衷地道一句：这他妈
才叫观众！
　　对港产片的痴迷，支撑我走完整个青春期。
直到现在，我写东西，还是摆脱不掉港片的影子，我相信，很多身处影视业的同龄人，都是这种情况
。
当然，也有那种号称被欧洲文艺片熏陶长大的，但我每次都十分好奇，那个年代，连查泰莱的夫人都
当毛片卖，您从哪儿去找欧洲片看啊？
　　前几天，有幸见到香港的老前辈，他问起，喜欢什么类型的电影，我说喜欢港产片，他苦笑，大
概是觉得我有点见人下菜碟那意思，之后的半小时，前辈才明白过来，对面这个四眼是个港片数据库
。
当然，如果本书的作者在场，那就绝对是港片的google＋百度。
　　其实还有很多话想说，有关青春，有关回忆，有关激情和坚持，但这本书是别人的，我还是见好
就收吧。
　　最后一句（相信也是作者的心声）：谢谢港产片，谢谢与之相关的电影工作者，有了你们的努力
，我们的青春才不至于苍白到无声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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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君子，1978年出生，河北丰润人。
2001年开始从事娱乐影评写作，迄今已在《电影世界》、《中国银幕》、《中国广播影视》、《新京
报》等40余家平媒发表文章近千篇，近100万字。
又先后任《看电影》、《生活资讯》、《青年时报》、《新娱乐》、《重庆渝州晚报》专栏作者，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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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影坛最佳文武搭档  王昌VS尔冬升：道不同不相为谋  二友记  天才往日情——话说许氏三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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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欣哥！
——记徐克电影两大御用配角观影脚  历久弥新 余音绕梁——邵氏“黄梅调”电影  怀旧是一种美德—
—闲话20世纪70年代香港鬼马喜剧  同向春风各自愁——香港文艺电影小评  滚滚红尘——在电影中体
味张爱玲  “新武侠电影”代代传承  云霞明灭或可睹——剑仙小说对香港电影的影响  忽魂悸魄动 恍
惊起长磋——香港恐怖片纵览  兴衰有数 风月无边——香港“Ⅲ级片”大观  “僵尸大时代”——香港
僵尸电影漫谈  ⋯⋯八卦掌乱弹指梦里真真语真幻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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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毫无疑问，《英雄本色》是徐、吴友情催生的产物。
原本徐老怪酝酿已　　久的题材，被他慷慨交给了正值潦倒过气的吴宇森。
John Woo一洗颓气之余　　，又怎不生出感恩心理?是以徐克要搞《英雄本色》续集，纵使吴宇森认
为　　没有必要，亦会尽力去拍。
　　执导完豪哥、小马的续篇，已是1988年。
吴宇森提出要拍职业杀手题材　　，徐克亦有感《英雄本色续集》中龙铭恩的杀手角色相当成功，因
此一拍即　　合。
两人甚至一起重看梅尔维尔的《独行杀手》寻找灵感，并决定发展片中　　没作深入刻画的女歌手角
色，吴宇森则又从日本电影《法外狂徒》中得到启　　发，终于写成了取名为《喋血双雄》的剧本。
　　可惜，有了剧本，电影依然无法开拍。
徐克和吴宇森都认为要请到周润　　发出演才能成功，但发仔当时片约缠身，腾不出时间。
于是，《喋血双雄》　　只好暂时搁置，而吴宇森创作的另两个剧本《纵横四海》和《喋血街头》的
　　拍摄也遥遥无期。
　　吴宇森后来回忆说，当年他刚拍完轰动大片，本来踌躇满志，孰料下个　　机会居然等了将近一
年仍无音讯，难免“愤愤不平”。
反观电影工作室的首　　脑徐克则在马不停蹄地监制电影，相比之下，赋闲在家的吴sir自然显得落　
　寞感伤。
——其实，1988年的徐克也不好过，由他强势监制的《城市特警》　　(杜琪峰、金扬桦导演)、《大
丈夫日记》(楚原导演)、《铁甲无敌玛利亚》　　(钟志文导演)、《天罗地网》(黄志强导演)四部作品
，或票房惨败，或口碑　　不佳，令事业正步入正轨的电影工作室颇受打击。
　　延至1989年，徐克工作室再度蓄势出击，周润发亦非常义气地推掉另一　　部电影，加盟吴字森
的《喋血双雄》。
有了发仔这棵摇钱树，金公主集团(　　电影工作室和新艺城的东家)居然首次挂名公司投资，足见期
望之大。
对于　　吴宇森来讲，该片除了迁就女主角叶倩文因“档期紧张”需要被迫赶拍外，　　其他方面都
拥有绝对的掌控权，而《喋血双雄》片头打出的“吴宇森作品”　　，更令John Woo成为电影工作室
首位享此殊荣的导演，同时亦是徐克“强势　　监制”作用的首次失效。
　　杀手与歌女的浪漫恋曲；由敌对到知己的惺惺相惜；江湖变、人未变、　　义当先；白鸽、双枪
、教堂⋯⋯当观众被《喋血双雄》感染得热血沸腾时，　　影评人亦惊叹于吴宇森个人风格的完美成
熟，纷纷预言应届香港金像奖的最　　佳导演非他莫属。
与之对应的是，同期徐克亲回故乡越南拍摄的《英雄本色　　3夕阳之歌》却饱受恶评，这部寄托导
演个人与时代感怀的野心之作由于成　　本过高，票房只收1800万，令徐克饱受压力。
而此时，他与吴宇森的创作分　　歧愈发明显，两人虽然因此友情受损，却依旧合作了为纪念张彻从
影40周年　　拍摄的枪战片仪胆群英》(吴导、徐监)。
　　同样是1989年，在那个激荡困惑的时代，吴宇森与徐克平和分手，转而　　自组电影制作公司。
和徐克电影工作室一样，吴宇森电影制作公司(后来改　　名为“新里程”)亦由“金公主”投资。
当时皆传二人反目，但事实是吴、　　徐虽然友情转淡，却依旧保持联络，后来徐克执导演艺界公益
电影《豪门夜　　宴》及《双龙会》，吴宇森都有份出演，如此看来，两人关系远未差到曾经　　亲
如兄弟的狄龙、姜大卫最终形同路人的疏寞境地。
　　仍然是1989年，徐克的电影事业遭遇了第二波低谷，勇于尝试多元创作　　的结果居然是影片多
不卖座，个人之受挫感可想而知。
反观自组公司的吴字　　森则抱负满腹，筹划已久的《喋血街头》开镜在即，放开手脚的自主创作令
　　他如鱼得水。
——充满雄心的战争视野，硝烟中考验兄弟义气的人性刻画，　　个人与时事的交集感怀，动作与音
乐协调流畅的街头殴斗，喋血枪林的恢弘　　场景调度，《喋血街头》不仅完美抒发了导演的成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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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和个人情怀，而且　　颇具史诗气象，亦成为吴宇森迄今电影创作的绝唱。
然而，1989年正埋头创　　作并时时沉浸其中的吴宇森不会想到，这部将于次年上映的心血之作会遭
遇　　票房惨败。
1990年，将是吴宇森的滑铁卢。
　　忆完往昔，再看2006，我们会发现徐老怪与吴大师的时下境遇，居然与　　十几年前有如轮回，
颇为相似。
两人近来事业再次走低，徐克自《蜀山》票　　房失利后，至今一蹶不振，《黑侠2》、　《僵尸大
时代》、　《散打》虽　　然题材类型各异，可惜尽皆反响甚微。
去年《七剑》犹如1989年的《夕阳之　　歌》，野心勃勃，却毁誉参半，票房亦差强人意。
吴宇森转战北美影坛，本　　来春风得意，但因战争巨片《风语名》的惨淡收场，加之近作《忆裂痕
》平　　平无奇，好莱坞强势导演地位岌岌可危，这两年竟无新作问世。
　　与之对应的是，二位大师在创作陷入困境时却接连获得荣誉，正如1989　　年的徐克被香港伏影
画》杂志评为“80年代十大导演”之首，1990年吴宇森　　获得香港金像奖最佳导演；在2003年
和2004年，徐克、吴字森则相继在香港　　星光大道上打手印，电影成就得以彪炳世人。
另外，2004年徐克受邀做戛纳　　评委，2005年吴宇森亦担任戛纳评委，并荣获香港浸会大学荣誉博
士学位，　　于某种程度上更是对二人的专业肯定。
　　纵然眼下的2006与徐克的1989或吴宇森的1990都有龙游浅滩、英雄受困　　的共同境遇，但不同
阶段的发展结果，又是否一样呢?十几年前，徐、吴虽　　然面临低谷，却愈败愈战、舐血思变，分别
以新派武侠片《笑傲江湖》和浪　　漫枪战喜剧《纵横四海》重新崛起，再创事业巅峰。
时至今日，徐克回归擅　　长类型，《七剑2》蓄势待发；吴宇森尝试古装战争史诗，将导内地大片
《　　赤壁大战》，看似皆有廉颇之勇。
然而，已过天命之年的两位大师创作心态　　能否跟上时代?固守风格之余能否有所创新改变?都是很
多人深为担忧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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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江湖外史之港片残卷》就像这本学术著作的倒影，是香港电影的“野史”、“外传”和“演义
”。
这里面有江湖恩怨，人生起伏，功过评说，文字之间隐藏着香港影坛人物关系图和历史发展年代表，
看过之后的感觉，不是听了高深的学术讲座，而是听了一部过瘾的评书。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江湖外史之港片残卷>>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