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

雨傘電影：香港電影再定義

在雨傘運動期間，我們看到一股讓人驚喜的影像生命力在香

港發榮滋長。這個爭取民主的運動在一個影像文化極度民主的社

會中發生，很多人都擁有自己的拍攝器材，以及製作和後期製作

的技能，也可以自由把錄像放在公共平台上播放，加上參與人數

眾多（有說超過一百萬人曾在佔領期間到過佔領區），所牽涉的地

區很廣（從英皇道到彌敦道，下至龍和道隧道上達獅子山山頂），

佔領的時間也比較長（2014年9月26日到12月15日）。在這樣一

個環境下，人可以沉思，事可以發酵。拍攝似乎是很多支持者對

自己的一種要求，或是自我修行的一種功課。錄像作為記錄，也

作為個人對運動的回應。

幾部打正雨傘旗號的紀錄長片中，最早放映的應該2015年5

月首映、由郭達俊和江瓊珠合導的《幾乎是，革命》；到目前為止

（2018年頭），最後看到的是在2016年尾才公開放映的《撐傘》（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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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 黃昏未晚

耀成導演）。這兩部電影都是由資深電影人拍攝，導演都顯出很

成熟的組織能力，有條不紊地把運動的肌理和題旨表達出來，也

特別注重組織者、政治家和學者的意見。如果這場運動在香港是

別開生面的，這兩部記錄片的手法則是傳統和穩陣的，政治和論

述位置都比較清楚，沒有呈現雨傘運動中大片大片、不同層次的

灰色地帶，以及政治氣壓跟個人情感的糾纏。兩部電影都是對運

動很好的介紹，但餘韻不多。

在另一邊廂，一些半職業的年輕電影人，也拍了好幾部比較

個人的記錄長片，包括陳梓桓的《亂世備忘》、廖潔雯的《義載2》

（是短片《義載》的延伸版）、張敬時的《世代同行》、林子穎和黃頌

朗的《未竟之路》，以及朱迅的《傘步》。這些都是電影人的處女長

片，除了朱迅外，其餘在拍攝時都是未到三十的年輕人。她們都

不是為拍片而到現場的，只是隨身帶着攝影機的運動參與者，是

芸芸眾生的一員，帶着各種運動參與者的迷茫和困頓，整理出來

的東西都比較混亂，但很有質感，也把佔領現場和整個香港連接

起來。除《傘步》放眼整個佔領，訪問留守街頭的眾多普通參加者

外，其他幾部電影都有所聚焦：《未竟之路》跟隨兩位港大學生馮

敬恩和許彤拍攝，探討雨傘運動對他倆的影響；《世代同行》講的

是香港基督徒世界對佔領的回應；而《義載》則通過義載物資的司

機把佔領區和非佔領區聯繫起來。幾部電影都在問一些很大、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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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傘電影：香港電影再定義 ︱ 235

虛、又沒有答案的政治、倫理問題。電影拍攝者應有的客觀狀

態，跟政治參與者必不能避免的主觀情感激烈碰撞着，也產生悠

揚的迴響。

還有無數短片，例如陳芊憓的《傘不走的女聲》、黃雨晴等三

人合導的短片《Karl》、陳巧真的《旺角一夜》等，都曾在一些獨立

電影節放映過；以及更多在網上發放的片段，長短、質素各異，

都介乎在完成與未完成中。對我來說，最能帶出運動的多元性和

無組織性，是兩部由短片組合成的長片，包括由自稱Film 75所拍

攝的《傘．聚》，以及「自治八樓」的《底語呢喃》。兩部電影都沒

有導演，是由一班獨立電影人各自拍攝的片段組成，擺明車馬是

組裝集會，只是《傘．聚》還有一位沒有具名的剪接師比較有組織

地把片段縫合，而《底語呢喃》就更乾脆的不加干預，把四十個訪

問一個接上一個，拍攝者和訪問者其實都不一定是受過訓練，用

以拍攝的錄像機也效果不一，是當時由「自治八樓」拉雜成軍的佔

領訪談隊製作，在佔領區隨機隨緣地找人做訪問，所以作品也非

常自覺是一種紀錄，不會自稱是任何意義上的藝術。製作團隊還

在每個訪問的片段中顯示個別的二維碼，連結畫面上受訪者的網

上完整訪問錄音，也在每一個放映場地派發小冊子，除了簡短介

紹每個訪問外，也帶有相應的二維碼，觀眾可以在看戲完畢才慢

慢收聽訪問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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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 黃昏未晚

以我所知，到目前為止也有兩部以佔領為背景的傘後劇情

片：杜可風的《香港三部曲》，和許雅舒導演的《風景》，兩部電影

的資金都有眾籌成分。《香港三部曲》由香港最知名的電影攝影師

杜可風執導，分為〈開門見山〉、〈愚公移山〉及〈後悔莫及〉三個

部分，分別從孩童、青年和老年角度，講述香港故事，雨傘運動

是〈愚公移山〉的主線。電影在2015秋多倫多世界首映，也在香

港正式公映過。《風景》片場三小時，2016年在台南首映，也去過

幾個電影節，例如意大利的都靈電影節，在香港暫時還沒有機會

正式商業公映，只有游擊式的地區放映，由獨立電影人組成的非

牟利團體影意志為電影辦過一次網上直播，有八百多人次收看，

也在籌備視頻點播（或曰隨選視訊video-on-demand），是香港獨立

電影的新嘗試。以我所知，最少三部有關雨傘運動的劇情片在拍

攝中，希望在2018年後陸續上映。

在以上提及這眾多以佔領為題材的香港錄像製作中，我特別

想提兩部長片：陳梓桓的《亂世備忘》和許雅舒的《風景》。雖然

前者是紀錄片，而後者主要是劇情片，但我覺得兩部電影的氣

氛、觸感和思想都有相通，帶出佔領電影的某種共性。《亂世備

忘》入圍第53屆（2016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雖然沒有得獎，但

在香港和台灣都有不少上映機會，甚至在台灣的公視曾被免費播

放，是幾部雨傘紀錄片中比較為人知道的。電影記錄了導演陳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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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傘電影：香港電影再定義 ︱ 237

桓參加雨傘運動的經歷，他就如數以萬計的港人一樣，為了聲援

學生及抗議警方鎮壓和拘捕示威者，帶着拍攝機走上街抗議，他

衝在與警察對峙的前線上，在等待中認識了身旁幾位陌生的參與

者。在之後的三個多月中，陳梓桓嘗試繼續用攝影機記下她們參

與活動的身影和掙扎，包括港大就讀文學與法律的Rachel、在佔

領區教英文的吉利蛋Keric、駐物資站成熟有主見的曱甴哥、長洲

長大的地盤分判商阿耀、希望結婚的基督徒阿峰；也有比較後期

才出現的，例如中一就停學的阿傑、在珠海長大愛在自修室溜達

的毛毛、以及那個穿着校服到旺角佔領區留守的女中學生等。

127分鐘的電影分了似乎太多的20個章節，而章節之間的關

係和分別都不很清楚，電影的組織明顯比較鬆散，「備忘」的概念

很重。雖然主要還是跟着運動發展的時間順序，但敍述的開展沒

有很清楚的因果關係，所以觀眾不容易進入。電影呈現的衝突的

段落不多，更多是記錄了個別人物的生活日常和猶疑，例如阿耀

在自修室裏幫毛毛問陌生女孩子的聯絡方法、阿峰和阿耀在龍和

道選擇衝還是不衝、還有一眾人討論留在金鐘還是遷移到旺角等

等……不斷的進退兩難，也間接顯示三個多月的佔領運動的混沌

狀態。其實，無論是雙學三子（學聯、學民和佔中三子），還是各

自發組織的留守單位，都知道佔領的無控狀態，人群自由進出，

就如電影的邊框無法把人物鎖在電影內，香港人拒絕被政權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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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 黃昏未晚

弄，電影的人物也不受導演所管控。電影沒有甚麼客觀開豁的鏡

頭，就算是開場的靜觀一幕，燦爛煙花只佔兩旁的較少空間，構

圖更重要的是拍滿了車但又很感覺孤寂的龍和道，相比佔領時期

曾經發生過的種種衝突、騷動和焦慮，國慶的煙花顯得很荒涼。

在電影裏，拍攝者的主觀位置很突出，但又往往卡在人群中，個

人與群眾的關係很糾結。一方面，主體的能動性很強烈，另一方

面，這主體又很多時候無可奈何地跟在群眾後面。似乎拍攝者很

清楚自己作為抗爭者的位置，在客觀記錄和主觀經歷中，後者在

電影的位置明顯重很多。這跟兩部由比較成熟的導演拍攝的雨傘

紀錄片《幾乎是，革命》和《撐傘》分別最大。

《風景》由許雅舒執導，她之前已經拍了兩部長片《慢性中毒》

和《哭喪女》，都不是主流的商業片。雖然《風景》實驗意味不算

太強，但片長三小時也代表了一種導演對觀眾的挑戰態度，也沒

有院商願意放映。電影有四條故事線：首先，大學生太初和女友

宜參與首次的「佔領中環」，佔領匯豐銀行總行的公共空間近一

年，中間，宜因襲警罪入獄，太初不敢去探望，卻戀上宜的母親

雲。另外，格言的祖父是香港某名牌醬油的第三代傳人，他的生

活富裕但無意義，本來很討厭社會行動者，因緣際會卻參加了佔

領運動，突然明白「本土」的商業價值，回去八鄉復興祖業，成功

製作和營銷新一代有機醬油，是典型的香港「聰明仔」。第三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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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的前女友敏，她是記者，厭倦傳統電視新聞的偽善，決定轉

做網媒，希望能以採訪老人的方法，把碎片的香港歷史記下。第

四條線索是內地少女李彌，一心只想做一個真正的香港人，她與

男友彥（太初的朋友）蝸居於舊區套房，直至在天台遇上網絡神祕

女子蝦米，開始想找自己的路。四條線索偶有交雜，但沒有一個

角色貫穿整部電影。導演還加插很多訪問，以及邀請曾經參與

2011年第一次佔領中環的參與者互相討論，現實和虛構的人物眾

多，觀眾不容易跟隨。

這部電影以2011年第一次的佔領中環開始，以2014年的雨

傘運動作結，但主要故事圍繞第一次佔領，第二次佔領在電影中

更像是一種抽象的社會氣氛。電影虛實相間相照的運作，在重現

佔領中環的場景中最為深刻：因為匯豐大樓的地面公共空間不容

許搭景拍攝，導演就把景搭在四個不同的地方，包括深水埗、夏

慤道橋底、貨櫃碼頭和廢棄天橋上，讓佔領中環重新在香港各地

再延伸，也默默回應雨傘運動後的遍地開花口號。電影最讓我感

動的是黃衍仁的音樂，電影第一幕，steadicam鏡頭跟在主角太初

的後面，看他獨自在鰂魚涌街道蹣跚前行，結尾也是一個長鏡

頭，這次卻面向主角太初，直面他步行於金鐘佔領區，兩段都配

上黃衍仁沉鬱、感傷又堅定的音樂，邀請觀眾跟太初一起思考兩

次佔領的意義，以及感受當中得到的沉澱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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