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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以外的文字媒介現象

電影讓人百年著迷，因為電影總是那樣有趣

卻 又 呈 現 複 雜 的 另 一 面 。 美 國 電 影 學 者

Howard Suber 曾指出：「電影之所以複雜，部

分原因乃其結合近乎所有的藝術元素。」因為

電影複雜所致，影評角色應該吃重。當一齣電

影公映時，必然會引起不同觀眾的注目，部分

觀眾在選擇欣賞那一齣電影的當兒，或許會從

不同途徑了解該齣電影的總總切切，包括別人

的看法或評論，以資自己選擇電影的考量要

求，其中包括影評文章。從前，我們成長一代

對影評抱著肅然起敬的態度，這些影評人提供

電影資訊之餘，也教育我們不少電影知識。

電影《中國合伙人》仲夏上映，其好評如

潮，但從坊間可見的文字媒介中，相關專業影

評似乎數兒僅見，於是不禁引起筆者的好奇，

「好評」到底以何種方式呈現得來？筆者於十

多 年 前 曾 在 電 影 雜 誌 兼 職，當 時 的 影 評 已

「淪」為次等的版面，封面人物故事才是每一

期主題。從前影評是大塊文章，今天影評則

「短小精悍」，但長短爭論已不是關切所在，關

切者是影評可能已到了存亡之秋的關鍵時刻。

影評的目的與功能

托爾斯泰（Leo Tolstoy）於 1908 年曾如

此評論過電影這種「玩意」，他說：「你可以從

這些小巧的設計與轉動的輪軸看到我們的生

命，生命也因此而改變。」電影似乎是一種與

別不同的文化有機體，因此，我們需求不同評

論 來 滋 養 電 影 成 長 。 法 國 學 者 J a c q u e s  

Aumont 與 Michel Marie 曾提到，電影評論的

目的乃在於讓人深入了解一齣作品後，能以鑑

賞力來欣賞一齣影片。Jacques Aumont 和

Michel Marie 又指出，電影評論功能包括告知

（ i n f o r m e r ）、 評 價（ e v a l u e r ）、 推 廣

（promouvoir）。告知者乃透過媒介發表電影

的資訊，令受眾知道相關電影的資訊。評價

（evaluer）則透過媒介發表電影的意見或看

法，以批判的手法分析電影，提昇觀眾對電影

的理解力，以電影理論及美學為基本，與觀眾

分享電影的生活意義。推廣者則從商業角度來

考量，其透過媒介發表電影的資訊，令受眾接

受和喜愛一部電影。可見，影評「任重道遠」。

Timothy Corrigan在《A Short Guilde to 

Writing About Film》一書中指出，所謂影評

者，乃意指一般以報章雜誌及相關日常媒介刊

載的電影文章，仍以大眾為主要讀者群。其補

充道，影評功能有三大要點，首先讓自己更了

解這部電影；其次是說服別人喜歡或不喜歡某

部電影的原因；最後是教育大眾電影知識、並

讓電影成為文化的一部分，以盼其得以保存。

影評本身亦可分成影迷評論與專業評論兩

大類。影迷評論者，其流露出影迷對電影的熱

情，也可以說是在爆發式熱情與求知慾望之間

著墨。專業評論則是以理論為依據，抽絲剝繭

來分析電影，以任何可能構成一種理智的態度

看待一齣電影。

庫勒雪夫（Lev Kulechov）是蘇俄時期的

電影理論家，他於 1929 年出版《電影藝術》，

這部《電影藝術》及庫勒雪夫本人均被視為電

影理論及分析的先軀。庫勒雪夫則認為影片分

析以半理論、半實踐的觀點，系統化地述理電

影藝術的基本問題，以剪接、燈光、佈景、攝

影、劇本、演員等方面分析電影。有關電影分

析的原則，首先，其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分析

通則；同時，電影分析是天涯無盡的，沒有長

度、沒有類別、沒有好壞選擇。分析者必須注

意電影及電影分析的歷史。

電影分析路向其實多種多樣，包括作者主

導、故事主導、演員主導、純理論主導、純技

術主導。作者主導即所謂導演主導，作者論的

電影路向，關注導演如何將個人的風格及看

法，在電影中表現出來。故事主導（敘事）則

關注故事本身，或者以敘事學的角度提出問

題，注意主題與文本的關係。演員主導者，其

注意評述演員的表現。純理論主導，則以結構

主義及敘事學的分析為路向。結構主義者將電

影分成詞組，如字幕、主題（主場景）、非主

題等。敘事學則注意主題與文本的關係，以及

其敘事功能如何在電影發揮出來。至於純技術

主導則針對剪接、燈光、佈景、攝影等環節。

費里尼指出，電影評論真正需要者乃是一

份偉大的真誠，這是一種從容且嚴格的影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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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合伙人》的評論分析

電影《中國合伙人》如是好潮，相關專業

影評從量而言，其實況如何？本文以電影《中

國合伙人》為例子，以上映日 2013 年 5 月 30

日為界限，閱讀和審視了前後一周坊間各大文

字媒介的相關評論及報道，即 5 月 23 日至 6

月 6 日，總計共 23 種報章和雜誌，當中包括

《東方日報》、《香港經濟日報》、《信報》、

《星島日報》、《am 730》、《頭條日報》、《太

陽報》、《晴報》、《蘋果日報》、《成報》、《新

報 》、《 明 報 》、《 爽 報 》、《 文 匯 報 》、

《FACE》、《大公報》、《東周刊》、《Milk》、

《都市日報》、《新Monday》、《智富雜誌》、

《東Touch》、《香港商報》。

為了分析更具效率，本文相關評論及報道

分成為五種，包括專欄、專訪、影評、娛樂新

聞報道以及其他類。本文初步發現，專欄類佔

46 篇，佔其總數比率 36.5%，這些專欄是以

固定欄目者為要；相關人物專訪，如陳可辛的

訪問文章，其見 9 篇，達 7.1%；娛樂新聞報

道則達 42 篇，佔 33.3%；至於影評則見 21

篇，佔 16.7%。其他者則是非娛樂新聞報道及

評論，引用了《中國合伙人》為引子，但內文

其實則不涉及《中國合伙人》的電影內容及評

論，包括一些政經文章。

《中國合伙人》相關報刊文章統計

欄目 篇數（%）

專欄 46（36.5）

專訪 9（7.1）

影評 21（16.7）

娛樂新聞報道 42（33.3）

其他報道及評論 8（6.3）

總計 126（100）

這些評論對《中國合伙人》的看法，或其

所持的立場又如何？本文發現對電影評價正面

者高達 57 篇，佔 34.1%；但對電影評價負面

者則僅見 4 篇，佔 3.2%。可是沒有任何電影

評價者則達 65 篇，佔 41.4%。文章沒有任何

電影評價者，其大部分為專欄和娛樂新聞報道

為主要。除了 21 篇以影評欄目框架作為影評

文章，在專欄中亦見 31 篇涉及電影評論，其

餘者往往借《中國合伙人》引出其故事和內

容，重點還不是《中

國 合 伙 人 》電 影 本

身。總計這 52 篇涉及

《中國合伙人》電影

評論文章中，本文按

上述電影分析方法中有關不同分析進路為依

據，若僅見作者、故事或演員為中心的評論，

但未見涉及作者論或敘事學等相關理論者，其

定性為一般電影評論類別，結果發現一般電影

評論為 43 篇。若涉及純理論主導、純技術主

導者，或從作者論或敘事學等理論分析電影，

則視為深度電影評論，相關深度電影評論則僅

見 9 篇。如果這 9 篇影評才是具意義的影評，

即「好評如潮」的立論依據，份兒是否太過單

薄，9 篇文章僅佔總文章數量逾 7%而已。

以影評欄目框架的影評文章僅見 21 篇，

比較總數 126 篇的相關文章，數兒不足。專欄

涉及《中國合伙人》的電影評論文章見 31 篇，

當然亦可視為影評，但這些專欄作家才高八

斗，執筆談論電影，自然勝任有餘，但比較起

專業影評人，其文章自有不同。專欄同時亦見

總數最多類別，這是有趣的現象，反見專業影

評已作「次等」類別。有時自己亦猜不透，到

底通才，還是專才，始能滿足現代社會的需

要。此外，娛樂新聞報道佔42篇，僅次於佔首

的專欄類別，但這些娛樂新聞報道根本沒有評

論電影的國度，大部分均以電影或首映禮活動

為主場故事，以明星絮語訪問為要。然而，這些

報道沒有專業影評內容，卻見華麗褒詞，如「成

績彪炳」、「引發熱潮」、「合伙人時代」等。

如果影評或電影評論功能包括告知、評價

和推廣，三者之間是否需要某種的無形平衡

力；又或者影評若能成為文化一部分，並得以

保存下來；影評是否可獲得某種的尊嚴。如果

進一步而言，影評為何只針對票房理想作品，

因為從文化角度而言，電影沒有好壞，只有意

義含蓄和露骨、深刻和淺薄，又或是耐人尋

味。有時候，被視為最爛的電影亦見一個場口

或一句對白，讓人有所共鳴，牽纏而放不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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