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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他的凤梨罐头口味清奇

10 部王家卫电影的双面观

� � � �

他的电影总是不清不楚，半遮掩，半迷离，品位高，性价低，像个烧钱的
疯子，做着长线的买卖，在香港乃至华语影坛，都属不折不扣的个案。他几乎
一个人就能引发各种话题，身上背负着戛纳宠儿的光环，也背负着各种指责
和争议，就连喜欢他的人，也未必搞得清他的电影卖什么……

《旺角卡门》

1988

年
王家卫的处女作，剧作完整，风格写实。 电影取

材通俗，又以抽象视觉和诗意浪漫突破传统风格，是
他电影生涯的修正阶段。御用造型师、剪辑师张叔平
第一次和王家卫合作，并客串角色，它也是张曼玉表
演生涯的启蒙时刻，正是王家卫的调教，让一个众人
眼里的花瓶换骨脱胎，成为演技的代名词。

★

喜欢的人说：

“哭死人的黑帮挽歌，有点像贾木许的《天堂陌
影》。 ”

“王家卫的电影里我最喜欢的，没有之一，貌似
还是唯一喜欢的。 ”

“取材平凡，却从极端世俗化和模式化的香港电
影里脱俗而出。 ”

★

不喜欢的人说：

“看那个年代的王家卫，就像看现在的陈木胜。”

“原来王家卫也能明明白白讲个故事呀？可是太
单薄了，还是剪到看不懂比较好。 ”

《阿飞正传》

1990

年
没有完整的故事，剪碎了的时间和空间，晦涩

难懂，拍摄超期，票房失利，投资人邓光荣血本无
归。王家卫却站上香港金像奖领奖台，成了最大赢
家，张国荣则收获唯一的金像影帝，也证明了王家
卫调教演员的功力。 自此，他与张叔平、杜可风组
成雷打不动的铁三角， 以出色的声光画面成就了
别具一格的王氏美学。

★

喜欢的人说：

“末尾那场戏，伟仔出场，对镜梳头，真的是神
来之笔。 ”

“我个人认为王家卫迄今最好的片子是《阿飞
正传》，很好地抓住了香港

60

年代的精神。 （谭家
明）”

★

不喜欢的人说：

“瞌睡虫都犯了，你可知道这类电影多无聊。”

“鸟啊，忧桑啊，颓废啊，年华啊，特么打高分
的有几个看懂的？ 老端着端着累不累？ ”

《重庆森林》

1994

年
两个故事， 大段呓语， 梳理起都市间疏离的缘

分。位于香港弥敦道的重庆大厦，已经成为影迷赴港
必会追寻的景点之一。 这部电影在《东邪西毒》榆林
停机的两个月内完成，精致空灵，波德维尔称之小品
电影，“很迷人却欠缺重量”，这部电影仍然是玩弄大
众形式，但以娱乐助长实验性，既有趣味又有新意。

★

喜欢的人说：

“王家卫真不愧是都市的心灵捕手。 他的色彩、

画面、剪切和故事剧情都有种慵懒的颓废的美感。 ”

“王家卫在拍摄这两部电影时所表现出来的才
气绝对不逊色于大卫芬奇或者昆汀·塔伦蒂诺的。 ”

★

不喜欢的人说：

“太平淡太无病呻吟的东西，没办法深入我心，

看了跟没看一样，这就是某种电影的境界吧。 ”

“片中的梁朝伟，不停地对着肥皂、毛巾、毛绒玩
具、杯子自说自话，幼稚之极，我以为，只有未成年的
小女孩才会干这种事。 ”

《东邪西毒》

1994

年
王家卫野心勃勃的尝试， 把金庸小说拍成了

古龙风格， 电影集合了全香港最炙手可热的八大
巨星赴榆林拍摄，中间演员走走停停，成为王家卫
拖戏的开始， 只有退出歌坛的张国荣陪王家卫一
路走过， 用自己的画外音将拍的一堆碎片巧妙还
魂。 这是一次野心勃勃的尝试，重意不重形，没有
炫目的打斗，却足够气势恢宏。

★

喜欢的人说：

“光影流动，摄影极美，意义深邃。 ”

“《东邪西毒》为武侠片开了一条新路，但这条
不算狭窄的路上至今却鲜有人迹。 ”

★

不喜欢的人说：

“满眼是一根劲、偏执狂、精神分裂症患者与
失忆症患者

NP

的故事，再加上酸到牙倒的台词，

以及装逼到死的表情。 ”

“以前我以为这是个武侠片，看到的时候才知
道是个大闷片，回味的时候又成了个喜剧片。 ”

《堕落天使》

1995

年
《重庆森林》构思的第三个故事，独立成章，成为《堕落天

使》。 五个人物分两组彼此交错，以不同的职业身份，象征冷
漠、冲动、欲望的都市情绪，虚构出生活在都市暗面的某种群
体，用破碎影像呈现他们的精神状况。它和《重庆森林》一样属
于小品电影，但风格上更加沉郁和破碎。

★

喜欢的人说：

“杜可风的广角镜头出神入化，让电影中的人物有若即若
离的联系，也有咫尺天涯的生分。 ”

“表现都市人物的孤独感和疏离感，做得最好的就是王家
卫。 ”

★

不喜欢的人说：

“王家卫的世界里，呻吟无罪，自慰有理，怪不得他叫家慰哩。”

“絮絮叨叨的言语， 只不过把无比做作包装成无比自然，

来欺骗附庸风雅的观众。 ”

《春光乍泄》

1997

年
王家卫的

97

症候，也是唯一一部在国外拍摄的电影，张国荣、

梁朝伟、关淑怡和王家卫一起到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以逃避
者的心态和同性恋的题材诉说

97

大限时的香港恐慌症，也是王家
卫艺术水准最高的作品，在当年戛纳夺得最佳导演，但女主角关淑
怡戏份被全删，后收录在纪录片《摄氏零度，春光再现》中。

★

喜欢的人说：

“对白、处境、性格表现处处见彩，影像成就无人能及。 ”

“王氏‘高度哲理性语言’在本片中被最大限度地弱化，取而代
之的是极其朴素的日常对白和旁白， 但它们同样能在瞬间之内直
指人心。 ”

★

不喜欢的人说：

“他只不过在香港人最寂寥的时候又成功投机了一回。 ”

“同性恋是个噱头，换成正常男女也一样，纵然是倾城倾国的
一对，也是在博眼球。 ”

《花样年华》

2000

年
改编自刘以鬯的《对倒》，关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

婚外情，王家卫进行颜色的大胆尝试，电影中的道具，无论
旗袍、 街灯还是留声机， 无不是王家卫对旧风物的深切迷
恋，并还原了

60

年代的美学。 这部电影入围当年戛纳电影
节，拿下两个奖，包括梁朝伟的影帝，而女主角张曼玉的演
出也同样已经出神入化。

★

喜欢的人说：

“《花样年华》的故事和情绪，已经突破了婚外情，进入
灵魂的神交。 ”

“它用最简练的布局，传达出最丰富迷人的意象。 ”

★

不喜欢的人说：

“太慢的节奏，早早让人丧失了耐心。 ”

“其实是满苍白的，所有的摄影和人物的造型，无非都
是在摆酷。 ”

《

2046

》

2005

年
这部电影的构思在《花样年华》之前，却晚了

4

年诞生，这是
王家卫最晦涩，也最复杂的一部电影，由小说家周慕云牵扯出一
男六女的戏剧关系，穿梭于过去和未来，进入时空交错的跨度，

野心勃勃，却也毁誉参半，在当年戛纳影展颗粒无收，铩羽而回，

虽在金像奖补回遗憾，却至今都是受争议最多的一部作品。

★

喜欢的人说：

“《

2046

》 是一连串情怀和美妙动人的时刻———也就是挑情
和伤感离别的时刻。 ”

“拍片的时候，他手中的镜头就像是个男人深情地望着他的
女人。 ”

★

不喜欢的人说：

“当王家卫把生活简化为只有谈情说爱，他便黔驴技穷了。”

“永远，从来，其实，一直，再也，之后，最后，爱”，他的旁白，

始终在反复重复着一些好听而虚伪的字眼。

《蓝莓之夜》

2007

年
改编自王家卫早年的一个短片，是他首部英文电

影，也是迄今他拍的最快的一部电影，从筹划到拍摄完
成只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证明了王家卫在投资、资金
和时间的紧缩下也能速战速决， 拍摄过程穿越美国五
省，带有强烈的公路片风格。

★

喜欢的人说：

“就像《重庆森里》的英文版本，轻巧不着力，妙手
偶得。 ”

“虽然没有任何惊喜，我仍爱这清新迷离的调子。”

★

不喜欢的人说：

“把亚洲人的感性小情绪套在美国人身上，总感觉
莫名的别扭。 ”

“王家卫从没把滤镜用得这么炫目，以至于喧宾夺
主。 ”

《一代宗师》

2013

年
倘若不计算正在拍摄的《聂隐娘》，王家卫的《一代宗师》绝对是

华语电影史上耗时最长的电影，八年磨一剑，工作人员来来走走，剧
本一变再变，直到最后搭伙邹静之和徐浩峰创作完成。叶问在电影里
退居一个观察者的位置，主角变成了宫二，所谓的一代宗师也不再是
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整个逝去武林的缩影。

★

喜欢的人说：

“《一代宗师》的美术，在迄今为止的武侠电影里称得上鹤立鸡群。”

“一个人的幽径探秘，那种宏伟瑰丽的发现和构筑，是沉醉在自己内
心的史诗。 想了什么，拍了什么，让观众看到什么，已经不再重要。 ”

★

不喜欢的人说：

“王家卫的面子，被错误地套在了民国武林的‘里子’上，不文雅，

也不风流。 ”

“整个电影，就像徐浩峰和王家卫的拉扯，气质不搭，徐浩峰要的
是‘逝去的武林’，王家卫要的是对往事的沉溺。 ” （据时光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