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愛玲

19 5 2 - 2 0 1 8



目錄 	

5	 前言

	 說愛玲

6	 愛玲和電影的早年二三事	 雷競璇	

8	 賞夢人：黃愛玲	 古兆申	

9	 回到「天上人間」─紀念黃愛玲	 李歐梵	

10	 下期公映	 邁克

11	 一些回憶和感想	 石琪

12	 我們都在找妳	 游靜	

14	 記愛玲	 舒琪	

15	 我的朋友黃愛玲	 何思穎	

16	 光影情深，緣起不滅─記愛玲	 馮嘉琪

17	 黃金時代	 木星

18	 您在資料館的日子

21	 手稿

24	 小傳•編著書目

25	 編後語

26	 鳴謝

《春風吹又生……懷念黃愛玲小姐》特刊英文版見本館網頁

封面　攝影：黃紅梅



5

香港電影資料館籌劃辦事處在九十年代廣泛接觸業界和電影文化界人士，為開館工作籌謀。

黃愛玲小姐學貫中西，是知名的影評人、節目策劃，適逢2001年研究組主管余慕雲先生榮休，愛

玲便在開館是年出任研究主任（2001-2009）。

資料館開館後，承接香港國際電影節打下二十多年基礎的「香港電影回顧專題」進行研究。

愛玲結合大量豐富的資料，歷年編製了香港電影研究專書十多部，離職後繼續扶持資料館的工

作，出任顧問，並又主編了《費穆電影  孔夫子》（2010）和《中國電影溯源》（2011）。專題

研究往往是出版專書、電影放映、展覽三位一體同時出擊，愛玲和節目策劃們相互交流配合，在

展示和內容深度的剖析上，都有亮麗的成績。近年資料館在美國尋得數十部三、四十年代的香港

電影，機緣難逢，愛玲自然是進行研究的中堅份子。她往往援引中國三、四十年代電影和荷里活

電影影響等角度去對比，令人多有所得。

研究組肩負的兩個恆常計劃，在她任內亦穩步發展。其一是「香港影人口述歷史訪問計

劃」，其二是出版「香港影片大全系列」所需的研究資料搜集及整理工作。前者訪問紀錄永久存

於館內；後者除了涉及大量的搜集工作，如何思考和整理疑團，成了有關成員不時以愛玲為首去

討論的課題。這各個環節的工作，又互有關連，歷經每一個專題項目，像拼圖般拼出香港電影的

面貌。然後，是探討如何去探索得更深、更闊！

研究之外，愛玲對資料館整體如何康健發展，也非常關心。去年11月的顧問會議上，大家特

別就資料數碼化的大方向和資料運用時的版權問題，紛紛提出意見；會後愛玲特別來郵闡述她的

看法。面對全球資料館都在拚命追趕的數碼化問題，本館自當更積極去加快步伐；在公開分享資

料的安排上，亦會努力在尊重版權持有人和分享資料之間取得平衡。我們明白顧問們對資料館的

期望異常殷切，將會透過不同的途徑竭力而為。

從當研究主任至顧問，愛玲多年來從未間斷對我們的關切，參與影片修復計劃、帶領研討項

目，總是以最適切的光度和溫度照出方向，扶助我們。非常痛惜愛玲的離去，她的貢獻長存，大

家所受的啟發，仍在茁長，生生不息。

香港電影資料館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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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資料館要出版紀念愛玲的書冊，囑咐我

寫一篇文章，此事義不容辭，但困難。愛玲走了至今

只十多天，我的情緒仍然波動，要寫出像樣的文章，

談何容易，只得勉力而為。

1985 年我倆從法國遊學回港後，愛玲先後在香

港藝術中心、香港國際電影節和香港電影資料館工作

過，如果說她對電影研究有貢獻的話，主要就在這三

個機構的崗位上。我雖然和她朝夕相伴，但很少留意

她的工作。這三十餘年愛玲和電影的關係，她的同

事、同好以至若干友人知道得比我深入，我能置喙的

餘地有限。此文憑目前記憶所及，談談愛玲早年和電

影有關的一些事，在這方面，我知道得多一些。

愛玲從小就喜歡電影，這在她自己的文章中已提

及。我是進了中文大學就讀後認識愛玲和相戀的，我

自己也看戲，但談不上泡影院，少年時看戰爭片和牛

仔片較多。談戀愛後和愛玲一起看電影，現在還記得

的只有一次，是很尷尬的一次。1973 年我當中大學

生會會長，其間另一大學的學生會有電影籌款，送來

兩張門票，在利舞台放映維斯康堤（Luchino Visconti）

的《魂斷威尼斯》（Death in Venice , 1971），我公器私

用，請愛玲和我一起去看。這是我第一次到這樣高檔

的影院看電影。看完之後，一片迷惑，完全不知道這

部影片說甚麼。步出影院，愛玲有點激動，抱著我說

這影片真好，我不知如何回話，覺得自己很低能，只

能敷衍。愛玲看電影很感性，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

後來去了巴黎，有一次經過王子先生街（Rue Monsieur 

le Prince）的影院，看到剛好放映《魂斷威尼斯》，急

忙買票進去觀看，才將影片的主題弄明白。回家後，

我將這件事和盤托出，愛玲聽了，哈哈大笑。

我們是 1976 年秋天到法國的，先在波爾多兩年，

首年讀法文，到了第二年，我糊裡糊塗報讀了非洲研

究，愛玲則在波爾多第三大學旁聽藝術史的課。第三

年，我們移居巴黎，愛玲正式開始她的電影學習，

這也是她期望已久的。她進了巴黎第三大學的電影

系，這間大學位於 Censier 地鐵站附近，所以一般人稱

之為 Censier，其實正式名稱是新索邦大學（Université 

Sorbonne Nouvelle），三年後，取得電影研究文憑。這

說來相當不容易，到法國認真讀書的，多數像我這

樣，進入較高的學位學習，主要應付論文寫作，上

課和考試不是很多，相對比較容易應付。但愛玲是從

愛玲和電影的早年二三事

w

   雷競璇   w  

左圖	 雷競璇、黃愛玲七十年代末於巴黎住所前

右圖	 與兒子文秀八十年代初攝於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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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開始，一班學生人數眾多，老師不會給予甚麼輔

導，學期終結有連串考試，語文能力不足的話，過不

了關，何況法國的大學是進易出難，淘汰得厲害。像

愛玲這樣子從第一年讀起的，我認識的朋友中為數稀

少。完成了本科的三年課程後，愛玲轉到巴黎第一大

學攻讀一個電影、電視文憑，1982 年秋季完成，之

後她再轉到社會科學高等學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進入博士階段的第一年，研讀的學

位簡稱 D.E.A.，指導老師是梅茨（Christian Metz），當

時相當知名的符號學學者。在這所高等研究院，她攻

讀的是語言學學位，不是電影，提交的論文題為《論

三十年代的中國電影》。選定這題目前，她和 Metz

討論，Metz 說只能從理論層次給予指導，他對中國電

影沒有甚麼認識。我記得這時候愛玲相當受林年同影

響，論文內容和「長鏡頭」有關，《春蠶》（1933）

這部影片是討論重點或重點之一。1983 年秋天，她

完成了這學位課程，按道理要進入博士論文寫作的階

段，但翌年我們離開了法國，她沒有繼續。這其實並

無損失，愛玲對學位不重視，論文完成後，已清楚知

道這種學院式研究不適合她。後來偶然提起她寫過這

樣的「學術論文」，她都失笑。這本論文應該還在我

們家裡，待精神較佳，我也許應該將之找出來。

在法國這七年餘，我倆正式到影院看電影的次數

不多，主要是因為窮學生付不起門票。雖然法國的電

影院大多對學生提供優惠，我們負擔還是有困難，往

往要等到每星期一次的減價日（記憶中是星期二），

才去看電影。但每周出版的《Pariscope》，愛玲是一

定買回來看的，這份周刊刊登未來一星期巴黎地區的

所有演出節目，當然包括電影。在巴黎時，我們住在

伏爾泰大道（Boulevard Voltaire），附近有一間小影院

Saint Ambroise，偶爾放映一些小眾的藝術影片，愛玲

也會去看。她看電影看得最多也最有系統的，是在巴

黎第三大學，大學的電影系每天中午有電影放映，放

映條件雖然不好，但各種影片都有，尤其舊電影。愛

玲是手捧麵包或簡單餅食，每天躲進去看，她對西方

電影的認識，主要是由此而建立起基礎的。

1983 年前後，林年同往意大利都靈參加完中國

電影節後，前來巴黎，和我們見了面。之後，林年同、

古兆申等在香港發起，去北京中國電影資料館看老電

影，愛玲也從巴黎前去會合。這對我們當時窮學生來

說，頗不容易，因為花費頗大。大約之後不久，巴

黎的 La Pagode 影院也組織了一次中國電影展，我和

愛玲都在這次影展看了一些老電影。愛玲遠在法國，

對中國電影的認識和興趣，大概就是在這背景下形成

的。

心緒未寧，時間倉卒，憶述暫時如此，將來有機

會再系統整理一下。

一月二十二日

雷競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名譽研究員。	

左圖	 1987 至 90 年任香港藝術
中心電影節目策劃

右圖	 1990 至 96 年任香港國際
電影節亞洲電影節目策劃



8

黃愛玲說：「我是天生的遊魂一族，白天黑夜皆

可入夢。」唯愛夢者能賞夢。文學是可聽的夢，繪畫

是可看的夢，電影是既可聽又可看的夢。《夢餘說

夢》，就成了她的影談影話，成為她的文集。

黃愛玲談影說夢，總是影中有文，文中有畫。第

一次讀《紅樓夢》，竟是：「每天晚上，寶玉、黛玉、

湘雲、尤三姐等都一一在不設防的意識國度裡登場，

變成了身邊諳熟的家人朋友，個把月下來，夜夜紅

樓，夢而不魘。」讀文學作品時，徑自走進作者的夢

裡去，與作者同其悲歡。

她所賞的卻不一定是美夢，對怪夢、惡夢也不

排拒。不管夢有多奇，總是來自現實。看利普斯坦

（Arturo Ripstein）細寫生活瑣事的電影時，便聯想起超

現實主義大畫家達利（Salvador Dali）的名作《頑固的

記憶》（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並和自己常見的事

物融合：

每一件看似尋常的物件，都沾上了我們過去

的氣味……畫中時鐘如一塊濕毛巾般掛在樹

枝上，或像枱布似地從飯桌邊垂下來，永遠

頑固地搭在我們身上，陰魂不散。

又深知夢中之事，中西互通，影畫同一。看盧馬（Eric 

Rohmer）的《女侯爵》（Die Marquise von O... , 1976）

便叠印了《牡丹亭》的【驚夢】和傅斯利（Henry 

Fuseli）的名畫《惡夢》（The Nightmare）：

每次看伊力盧馬的《女侯爵》，總會想起湯

顯祖的《牡丹亭》……二者相隔兩百年，然

而情絲縷縷，東西相通。

這邊廂的女侯爵年輕寡居……（與俄國軍官

一度春風之後）只見銀幕上的女侯爵，垂手

癱睡在床榻上，靈魂已出了竅，肉體倒更放

肆地散發著誘人的性感。也許，她也正在做

著春夢，一如兩百年前的杜麗娘。那畫面，

叫人想起傅斯利的畫作《惡夢》中的狂暴性

幻想和安格爾（ I n g r e s）的油彩下的豐腴女

體。

對照盧馬的畫面，簡直是印刻自傅斯利的《惡夢》。

「因情成夢，因夢成戲」，夢是情欲化妝的演出，

電影是展示在銀幕上的夢。黃愛玲談影說夢總能點出

這個要害。

黃愛玲的賞夢，卻非佛家「夢幻泡影」之說。相

反，那是對人生的熱愛，包括其中的好和壞。她能入

乎其內，故有生氣；又能出乎其外，遂有高致。他日

若轉世重來，想必仍樂在夢中。

古兆申，筆名古蒼梧，作家、資深文化工作者。	

賞夢人：黃愛玲

w

   古兆申   w  

旅法友好攝於 1981 年：（右一）畫家戴海鷹；（右二）古兆申；
（左一、中）曾永泉、劉少冰伉儷與女兒嘉來；（左二）黃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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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黃愛玲突然在睡夢中離去的消息，心中一片

黯然。友人傳來網上轉載的一篇她的散文〈我的紅氣

球〉，讀之不忍釋手，從她的樸實而充滿詩意的文

筆裡，我感受到她的存在。我突然有一個感覺：就

像文中提到那部法國電影《紅氣球》（Le ballon rouge , 

1956）一樣，她的靈魂也冉冉上升，悠然進入另外一

個世外樂園。在我的心目中，黃愛玲就是這樣的一個

「奇女子」。我和她相交不深，然而，每次碰到，都

會產生同一個印象：她是一個十分低調的人，樸實無

華，過著平常的生活，似乎與世無爭，然而對於自己

從事的電影研究事業，卻兢兢業業，一絲不苟，令人

油然生敬。然而我總覺得她的內心一定蘊藏著另外一

個美麗的世界，也許只有她的丈夫和家人能夠和她共

享。讀了她的這篇〈紅氣球〉文章，我彷彿窺見這個

世界的一小部分。

雷競璇傳話，希望我在她的喪禮上講幾句話。

我覺得應該鄭重其事，為她寫一篇紀念文章，但不知

從何說起。這幾天晚上，我不自覺地找出幾部香港重

新發行的「情繫杜魯福」系列的影碟來，包括黃愛玲

在幕後與舒琪對談解說的 《四百擊》（Les quatre cents 
coups , 1959）和《祖與占》（Jules et Jim , 1962），剛想重

溫，突然又想到她文中提到的關於另一部法國影片的

個人經驗：她說那一次重返巴黎，在一家電影書店中

無意發現一本老電影雜誌，專門刊載電影劇本，竟然

找到《天上人間》（Les enfants du paradis , 1945）的劇本，

她興奮得好像那個小孩子找到紅氣球一樣，雖然要價

45 歐羅，還是買了下來。她的「紅氣球」就是老電影。

這種經驗我也有，而且是屢戒屢犯，往往花幾倍價錢

去買一張老電影或某個老指揮家的稀有影碟。這就叫

做「影痴」或「樂迷」，可惜沒有機會和黃愛玲交換

這種經驗。她走得太突然了，我真懊悔以前沒有抓住

機會和她攀談老電影，包括這部《天上人間》，我乾

脆把它譯作「夢回天堂」─電影就是我們的天堂，

看電影猶如進入夢境，影片鏡頭把一幕幕的場景像夢

幻般呈現在銀幕上。我的前半生也不知有多少時辰失

落在電影院裡，現在回想起來，一點都不後悔，因為

回憶就是這個樣子：一連串的斷片，思緒把它們像蒙

太奇一樣連接起來，有時候變成一個故事。記得黃愛

玲的那本文集的名稱，就有兩個「夢」字。

她在文中又提到另一部法國電影《星期日與西貝

兒》（Sundays and Cybele / 法文原名 Les Dimanches de Ville 

d'Avray ,  1962），故事說的是一個中年男子和一個小女

孩的故事，愛玲初看時淚流滿面，後來她就為姪女起

了這個法文名。我在美國芝加哥一家舊電影院也看過

此片，初看時也出奇地感動。後來見到住在芝加哥郊

區的老友張系國，他帶我到他家裡，見到他的太太和

兩個女兒，原來他的小女兒也叫做 Cybele，也是取自

這部影片。我們這一代人的文藝嗜好，還是有不少相

似之處。我較張系國和黃愛玲大概虛長十數歲，但仍

然認為自己屬於他們這一代，當年都是看歐洲電影長

大的「文藝青年」。 

1970 年我初來香港，在中大任講師，就參加陸離

等人在大會堂 Studio One（第一映室）舉辦的電影欣賞

會，那個時候還不認識黃愛玲。數十年後我重返香港，

有時去香港電影資料館看老電影，認識了羅卡，才知

道她是卡叔的同事，由於這個緣份，終於見到了她。

在此之前，我就看過她關於中國電影美學的文章，我

早對中國老電影有興趣，於是也開始研究起來。記得

有一次為了看一兩部現代文學名著改編的粵語片，還

特別和她聯絡，經過她的安排，得以和我妻到電影資

料館的一間斗室去觀賞。完後不便打擾她上班，又失

去一次和她傾談中國電影的機會。後來她來信向我約

稿，我欣然答應。我們的文字之交，僅此而已。君子

之交淡如水，這句話也許可以用來形容我和競璇、愛

玲的友情。

如今她突然離開了我們，我和許多朋友一樣，感

到突然有點失落，心情也沉重起來，但我依稀看到愛

玲時常掛在臉上的笑容。昨晚我一邊重溫《天上人

間》，一邊幻想她也在看這部老電影：影片開始的第

一個鏡頭是舞台上的幕簾打開，呈現另一個喧囂而歡

樂的世界，我似乎看到愛玲面帶微笑，飄飄然走了進

去─那就是她的「paradis」，她的天堂。願她在那

裡永遠快樂地安息。

李歐梵，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冼為堅中國文化講座教授。	

回到「天上人間」— 紀念黃愛玲

w

   李歐梵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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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你說，巴黎住宅附近有家街坊戲院，周末放

映合家歡兒童電影，會攜同小朋友去看。伏爾泰大道

一帶我不熟悉，住第十六區的時候搭巴士到市中心，

其中一條線兜兜轉轉，倒經過一間類似你形容的，明

知道地點不對，也悠悠幻想你們一家三口興高采烈的

景象。看的是甚麼？差利卓別靈短片、和路迪士尼卡

通、抑或《紅氣球》（Le ballon rouge , 1956）？八十年

代初，應該還沒有宮崎駿。

同時同代，喜歡同樣的電影，這就是緣份吧，雖

然你游走的巴黎和我地圖上的景點不盡相符，因為電

影提供的記憶，就像天天擦肩而過。布烈遜（Robert 

Bresson）在聖路易島的故居，迄今大門外仍然掛著名

字，上月路過拍了照片，本來要傳給你看，聖誕節

忙著東奔西跑，拖一拖便成了惘惘的遺憾。雅樂蒂

（Arletty）晚年居所離著名的美拉波橋不遠，站在行人

道仰望，不期然想起《天上人間》（Les enfants du paradis , 

1945）名句「對相愛的人來講，巴黎其實很小」，非

常驕傲寫信告訴你，與息影女星相隔一牆。艾曼妞麗

娃（Emmanuelle Riva）走後，留下無人聞問的信箱，我

特別感到依依不捨，那種惆悵你一定明白：《小城之春》

（1948）如果搬到六十年代的法國，沒有誰比她更適

合穿上韋偉的鞋子。而在美麗城唐人餐館，盈耳聽不

懂的方言，我當然記得你介紹的溫州彈詞，處變不驚

的調子唱到地老天荒，才子佳人帝王將相，微微閃爍

紹興戲的塵埃。然後，響起《舞台姐妹》（1965）老

師傅的肺腑之言：清清白白做人，認認真真演戲。把「演

戲」改為「看戲」，轉送給你再貼切不過。

有一次你講起尚雷諾亞（Jean Renoir），說他的

好，是人情世故漫不經心溢瀉在畫面之外─你和

我不約而同欣賞小品《鄉村一日》（Partie de campagne , 

1936）多過高高供奉在殿堂的《遊戲規則》（La règle 

du jeu , 1939）和《大幻影》（La grande illusion , 1937），

恐怕是性格使然。去年回港帶了一套《電影，電影

院》（Cinéma Cinémas）光碟給你，八九十年代法國極

受歡迎的電視節目，十多年前重播教我驚為天人，以

為你旅居巴黎的日子看過，想不到提起名字你一臉茫

然。短短的片段，既包括趣致的電影人訪問，也有

活潑的新片簡介，不折不扣一冊民間編篡的影迷活動

《聖經》。此外還有預告片─由小到大，我都喜歡

看預告片，進戲院從不遲到，欣然盼望「下期公映」

帶來的興奮。光和影的魔術，吸引力究竟為甚麼這麼

大，恐怕是個永遠解不開的謎團，沉溺其中就像信奉

了最神聖的宗教。

二輪影院的預告片，打出來的公映日期都是明日

黃花，但觀眾從來不見怪：冥冥中傳遞轉世輪迴概念，

好看的電影本來超越時空限制，綿綿不斷活了一次又

一次。上星期我不就坐在第五區的小戲院重看《阿特

蘭大號》（L'Atalante , 1934）嗎？水中浮起新娘翩翩身

影，彷彿第一次看見，依舊覺得美得不可方物。

你的雲淡風清，當然毋庸俗人嘮叨，這幾行字就

以小津電影完場前常見的空鏡頭作結吧：漫漫天際萬

籟俱寂，然而彼岸肯定有花。

邁克，自由寫作人，現居巴黎。	

下期公映
w

   邁克   w  

左圖	 布烈遜故居迄今大門外
仍然掛著名字

右圖	 黃愛玲相簿中的「邁克
自拍像」

攝
影
：
邁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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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黃愛玲很久，三十年了吧？最初只知她是

陸離的「法國幫」朋友之一。當年不少香港「知

青」前往法國留學、流浪，或定居或回流，其中頗

多作家、畫家，亦往往是電影發燒友。陸離和黃愛

玲都喜歡杜魯福（François Truffaut）、伊力盧馬（Eric 

Rohmer）、利維特（Jacques Rivette）等法國新浪潮

導演，有時她倆還會相約去看冷門法國片。

由於黃愛玲先後在香港藝術中心、香港國際電

影節和香港電影資料館工作，我和她常有碰面機

會，但不算很熟。廿多年前的一次 1，相處最多，

因為我與她一起飛往台灣，參加《中時晚報》的年

度華語片評選，當時還有台灣的焦雄屏、黃建業，

英國的湯尼雷恩（Tony Rayns）等，何思穎亦應邀

從美國飛來。我們天天看試片，飲飲食食，開會討

論。

那次見到侯孝賢、楊德昌、陳國富等台灣導

演，以及從香港回台灣籌備拍片的邱剛健。我和黃

愛玲還與香港老友古兆申在台北某茶室吃午飯。

當時古兆申擔任台灣《漢聲》雜誌編輯。原來

八十年代初，林年同、古兆申、鄭樹森、黃繼持等

成立香港中國電影學會，尚在法國留學的黃愛玲已

是會員，並且與他們前往北京、上海觀看中國電影

資料館保存的重要舊片，精選一批在香港藝術中心

放映，那就是「探索的年代─早期中國電影展」。

中國大陸開放初期，「解放前」及「文革前」

舊片才有機會重新「出土」，在歐洲和香港展映。

香港首先由香港電影文化中心舉行中國電影回顧

展，而中國電影學會的「探索的年代」側重中國二、

三十年代早期電影，選映包括罕貴的默片。那幾次

回顧展，讓我們看到《西廂記》（1927）、《大路》

（1934）、《神女》（1934）、《小城之春》（1948）

等經典作品，印象深刻。

黃愛玲此後在香港國際電影節和香港電影資料

館，繼續進行回顧探索。事實上，她除了以優美感

性的文字評介世界各地藝術電影，大受讚賞之外，

對華語舊片的搜查研究和出版專書也很重要，尤其

在資料館時期的成績，不可忽視。她關注的香港舊

粵語、國語影壇，與大中華電影實在有密切的淵

源，尤其是國語片影人，很多從上海南下香港，亦

往台灣拍片，這是重要的歷史。

記得有一次，她與資料館同事盛安琪去邵氏影

城的寓所，訪問退休導演張徹，我和陸離也陪同探

訪，由黃愛玲駕車來回。說起來，她提到自己的兒

子知道胡金銓，但不知道張徹也是影響重大的革新

武俠片宗師。的確，時移世易，很多曾經大名鼎鼎

的影人被新世代遺忘，難免令人感嘆；亦可見必須

抓緊時間，整理保存舊人舊作的資料，否則很易消

失，變得無聲無影。

隨後張徹逝世，那是 2002 年，黃愛玲、盛安

琪也參加喪禮，然後與我及蔡瀾吃午飯。

黃愛玲離開資料館後，我反而見她較多。因為

常和她的夫婿雷競璇行山，她由於心臟問題不能跟

一些回憶和感想
w

   石琪   w  

（左起）雷競璇、黃愛玲伉儷；石琪、陸離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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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記得妳溫文儒雅，我想說點別的。

在香港藝術中心的日子，黃小姐獨排眾議，策劃

了華語世界第一個女性電影節 1，由於我當時是她身

邊幾近唯一的啦啦隊成員，她決定把我寫成「共同策

劃」，後來鼓動了台灣的一些朋友，還寫信來港問我

們片源，她又把信轉到身在紐約的我。專題重頭戲是

《董夫人》（1970），十年後，研究唐書璇及女性電

影成了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台灣女性影展，結果辦了

二十多年，至今不懈。黃小姐也成就了華語世界的第

一個同性戀電影節。2 那時候，（男）同性戀（肛交）

在香港還是刑事罪 。

殖民地，英尊中卑，文藝機構尤是。一直以來藝

術電影只配英文字幕，司空見慣。常常連討論都是英

文，大家坐著若無其事。藝術中心的映後談呢？黃小

姐一聲令下，當然要以廣東話為主。那老外觀眾怎麼

辦？學廣東話吧。我們去外國生活，都是學當地語言

的不是嗎。這是惡。傅慧儀說曾經聽黃小姐的電影研

究課，開宗明義要求學生每部電影必須看完，否則會

被肥佬。今天誰在香港教書，能夠這樣惡。

電影評論在香港，從來無足輕重，黃小姐的影評

集後，卻附中外語言對照片目及頁碼，按中文筆畫

排。這更是惡。這些，我用了過去三十年慢慢學習慢

慢消化。不是膚淺狹隘的本土主義，而是不卑不亢，

把對殖民的反思付諸實踐，對我們的文化生產足夠重

視，從策展、講學至寫作，比誰都認真，不計較付出

與收穫，以至心力交瘁。

我們爬山攀澗，但有時行完山她也來吃飯，或

到雷家開餐。她與雷競璇的兒子，間中返港也

會一起行山吃飯。我於是看到她作為賢妻良母

的一面，亦知道她是對老父很好的孝女，也吃

過她煮的江南菜。

數月前她輕微中風，稍後還和我們吃飯，

似乎無恙。雖則聞說偶然會昏倒，又忙於飛來

飛去和搬家，大家以為安頓後應可復元，那知

一眠不起。稍為安慰的是她睡夢中離去，沒有

痛苦，而且報刊和網上很多文章紀念她，這方

面比不少資深明星和導演逝世更受注重，實在

難得。

黃愛玲值得紀念，同時也不可忘記她很重

視的影壇前輩，和她長期用心研究的舊片，主

要是香港電影，但不限於香港，包括全中華和

全世界。

個多月前，我們一起參加康文署電影顧問

會議，會後她寫了〈一點感想〉給康文署和顧

問們傳閱，提出改善資料館效率的意見。她逝

世前一天，還演講紀念費明儀及其父費穆。

在日益貪新忘舊的時代，她這份心意和努

力很寶貴，不可失去。

編按

1	 時為 1990 年。

石琪，資深影評人。	

1989 年黃愛玲策劃中國電影
回顧，舉行「細數風流人物
──孫瑜」，並編製特刊。

我們都在找妳

w

   游靜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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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間記得黃小姐因為不爽抽片而離開電影節，但

我們應同時記得，她幾十年下來研究中國電影的政治

視角。因為黃小姐的努力，過去中國包括香港左翼電

影的知識及論述主要生產基地，不在藏有豐碩資料的

北京，而在文化資源奇缺的香港。九十年代末費穆電

影專書出版後我問，下一本呢？嘩光弄這本都落得半

條人命了，她答。之後當然是一本接一本的，只有黃

小姐會編能編的，研究專冊。香港電影資料館一度成

了香港史上唯一有識見有視野的官辦文化機關，中台

皆羨。

愛玲是我遇過最好的編輯。在藝術中心，所有電

影節目宣傳品上的中文文字由我寫，最後經黃小姐確

認。她從來沒有改過我的字，包括我對所有外語片

目的翻譯。有次她走到我桌前以一貫的從容安靜略

帶調侃的語氣說，有朋友剛打來投訴，因為《Gilda》

（1946）一片早有「蕩婦姬達」譯名在先，我們不

應逕自翻成「姬爾達」。我不記得當時怎樣回答，但

年少何止冷笑；二人對望，不了了之，往後我們仍然

稱該片為《姬爾達》。現在回想，面對價值紛亂的香

港，黃小姐曾經為我遮風擋雨，我學到了她在繁世中

的堅持，卻沒有學到那淡然。

不過這放任自由也害了我。我那個把鱔稿寫成隨

筆寫成散文詩的習慣或風格就是那時長成的。後來在

紐約唸書時被香港藝術節約寫鱔稿並被退稿，編輯還

回一句：「嘩你幹嘛這樣害我！」

而我會迷上老電影至萬劫不復，完全拜黃小姐所

賜。愛玲約稿，是先準備好一張片單及一袋不要問我

從哪裡來的錄影帶，放到我手裡。她猜我可能有興趣

的；即使我當下沒有興趣，做完功課就自動成為有興

趣，並按著黃小姐照著的方向走。遇上她，我成了小

綿羊一只；前面的路，明亮開闊，驚喜不斷。我總以

為這路，才剛開始。

愛玲，「我們都在找人」。誰都沒有辦法，不一

直找妳。妳引評論說孫瑜是「空想主義者」，指正正

是冰心一片的單純讓他排除現實中種種雜音的干擾，

創造出善良正義的人物。吳永剛「內向、敏感、直覺

銳利」，「對事物的本質比對現象更為關注」，作品

顯示中國電影難得的內省深度。妳看費穆「洞悉人情

世故，又超乎其上」，「充份反映了他那源於小康而

又超越小康的倫理觀念」，在倫理與自我、傳統與現

代之間，尋得處世之道。愛玲，妳穿梭於並內化的光

影虛實，行文善感，正流露了一個明明白白的妳。

香港，以及中國電影史，會記得妳。如果妳追求

的電影，追求的是自由，天上來的，妳終於回到，也

許比電影，也許比人世，更自由的地方。

編按

1	 該節目於1990年5月舉行，包括「向兩位先行者致敬：多露菲•

雅士拿及馬亞•戴倫」、「她也說故事，但……」、「本月焦點：

《董夫人》」、「語言•身份•性政治」、「德國女導演專輯」、「香

港女性電視」、「游動的影像──香港獨立女性錄像選映及座談：

鮑藹倫及馮美華」多個環節。

2	 「同志電影季」（第 1至 3輯）在 1989年 1至 3月於香港藝術

中心舉行，特約節目策劃為林奕華。

游靜，香港大學名譽教授。	

左圖	 1990 年 5 月香港藝術中心
舉行女性電影節

右圖	 游靜（左）與黃愛玲攝於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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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靜，憶起愛玲。

與她相交超過三十載，有幾件事可以一記。

我和她是那時和在甚麼場合相識的，已不復記

（相信一定是與電影有關的聚會，或放映、或座談、

或吹水吧）。但我卻記得她第一次單獨約我晤談的情

景。那是在香港藝術中心（或附近）的餐廳（或茶

座），1990 年 4、5 月間，我拍攝的紀錄片《沒有太

陽的日子》（1990）剛在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後不久。

當時她是藝術中心的電影節目策劃。她知道《沒》片

應該沒有甚麼可能在商業戲院公映，打算在「六、四」

一周年時安排在藝術中心放映多場（此後好幾年，藝

術中心在「六、四」不是放映《沒》片，就是也由我

發行的《天安門》〔1995〕）。詳細的談話內容已

沒有印象了，但記得的是那天的陽光很和煦，照在愛

玲身上。她平和的拿起盛咖啡的杯子，呷了一口。很

安靜。那年頭的我，性格浮躁（現在收斂了點，但仍

是）。愛玲使我懂得甚麼叫 serene（恬靜）。

有一年，在日本，好像是東京國際電影節的一個

酒會。很無聊的場合。突然有日本友人說桃井薰也在

場，可以給我引見。桃井一直是我最鍾愛的當代日本

女星。我喜出望外，卻手心冒汗。那時她雖然已經稍

呈老態，但舉手投足，依然風情萬千，尤其是那獨特

的磁性嗓子。與桃井握手道別之後，才一轉身，竟與

愛玲撞個滿懷。我的窘態原來都被她看到。我應該是

罕有地臉紅耳赤了。

又一年（年份忘記了），愛玲任香港國際電影節

亞洲電影部分的節目策劃，籌劃向原節子致敬的項

目。東寶電影公司在香港的經理很難纏，收費貴得驚

人。愛玲很想放映成瀨巳喜男與原節子合作的兩部電

影，《驟雨》（1956）和《娘．妻．母》（1960）。

東寶說沒有（35mm 的）拷貝，除非有人把兩部影片

的香港版權買下來，否則不肯特別為電影節重新洗印

一個新拷貝。愛玲知道成瀨是我最愛的導演，問我是

否願意購入影片（那時我在經營「創造社」），她私

底下合資部分費用。這是個不能拒絕的請求。結果就

這樣各自圓了我倆的心願。可惜兩部電影後來都從未

公開發行過。院商都沒有興趣。

我與愛玲的另一次「合作」，是我購入積葵丹

美（Jacques Demy）的兩部作品，《雪堡雨傘》（Les 

parapluies de Cherbourg , 1964）和《柳媚花嬌》（Les 

demoiselles de Rochefort , 1967）。我邀請了她替後者

翻譯了中文字幕—今次輪到她不能拒絕我這個請求

了。她譯得超用心，歌詞的辭藻用得特別優美。拷貝

還在，狀態也很好，我一定要籌辦一次放映會來紀念

她。我知道她一定會很高興。

最後記的，自是最後一次在康文署的電影顧問會

議見面後，我用 WhatsApp 詢問她，我向電影資料館提

出兩項有關館藏資料數碼化和公眾查閱的動議，後者

有何反應。愛玲說她正在草擬一封電郵敦促資料館盡

快跟進。我們都痛恨官僚，過去也多次為相類問題不

時商議對策。不久資料館傳來愛玲言辭懇切、字裡行

間其實痛心疾首的電郵。之後，她便安靜地離去了。

1 月 13 日，我與 Sam（何思穎）通訊。他回覆：

「我們失去了一個好友。這世界失去了一個好人。」

是的。

舒琪，香港電影導演及資深影評人。	

記愛玲

w

   舒琪   w  

（左起）舒琪、黃愛玲、李焯桃、羅卡攝於第二十屆香港國際電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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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愛玲儘管為好友，相交卻很淡，會面時大多閒

聊，東拉西扯，談世事、世人。當然也論電影，但多

從人世角度談。這種閒與聊，她在世時已珍惜，不在

了，是另一種珍惜。

愛玲喜歡讚人「真」。很明顯，因為她真。我最

佩服的是，她真、也世故，有一份普通中國人的平衡。

聊天時談到相識的人，她偶爾會笑笑口地說：「等我

八吓先……」她所「八」的，不但無傷大雅，更會有

一種人民主義精神的彰顯。這份平衡，我多年來都想

學，就是學不上。

我們都在西方生活了一段時間，對西方、對世界、

對香港有頗多與周遭人不同的看法。我經常跟她說，

很羡慕她與丈夫雷競璇比我早很多年回港，能夠早很

多研究中國文化與藝術、從印證西方經驗中思考香港、

世界、人類。

再加上她獨特的性格，又有另一種我很羡慕的平

衡。她有原則，但深明和諧之要，面對不公平的情況，

或只是遇上看不過眼的人和事，處理往往都很適切。

太過困難的處境，拿得起放得下之餘，亦能避免過份

的難堪。能夠有一個容許她保持自我的環境，又具備

成全這個環境的性格與能力，這也是愛玲的福份。 

很多人都說，與她一同工作是樂趣，我完全同意。

我與愛玲藝術觀點相近，做事特別咬弦，兩人都有很

強的喜好，但皆不喜歡、更不願意改變他人藝術上的

意見，這反而容許我們能夠互相影響。尤其在香港電

影資料館共事，大家都在舊電影中發現全新的領域、

學習全新的知識、體驗全新的藝術感染，彼此啟發、

一同增長。

歷史研究是個非常豐富的範疇，可從多方切入。

我們在資料館工作，不約而同，都認為資料館的藝術

及研究方向，應保持在學術與評論之間，不要太書

卷、也不必太感性，不能太嚴肅、也不需太街坊。合

作只幾年，做了很多挺滿意的工作，自覺很有意義，

也好玩。  

我到香港電影資料館全職工作，與愛玲也很有關。

儘管我在電影資料館正式開啟前已投入工作，但因為

太太在美國就職，兩地來回頗為疲累，無意全時間工

作，只以合約形式參與。開館後大概兩三年，節目策

劃職位即將懸空，愛玲建議我考慮。我起初無意，並

與她一同物色適當人選。多番擾攘後，愛玲再與我商

討，請我再考慮。其實我當年決定回港全職工作，因

為家庭緣故，有點勉為其難。現在回想，也真感謝愛

玲，成全了我在電影資料館工作的寶貴經驗。

再往回溯，我返港工作，也是愛玲成全的。初次

認識她，是 1990 年底，在台灣。我第二次當《中時

晚報》的年度華語電影評審，愛玲則第一次。同一個

評審團，還有石琪，他的文章讀了多年，那回首次認

識。那年特別好玩，幾個香港評審都頗合得來，每天

關在位於西門町的放映室看片，晚上完成得早的話，

會被帶到不同的餐廳，享盡地道美食。一天，評審團

負責人帶我們參觀楊德昌拍戲，後來知道電影名為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另一晚，又帶我

們與侯孝賢唱 K……與愛玲的友誼，就在這種歡愉中

開始。

事後，愛玲打電話到美國給我，請我為香港國際

電影節特刊撰文，是為我與電影節工作之始。一年多

後，電話又來了，說電影節回顧部分需要英文編輯，

只需工作四個月左右，問我有沒有興趣。我剛好辭去

一份全職工作，馬上答應。也是我的幸運，當年回顧

專題是「國語片與時代曲」，特別好玩，撩起了我對

香港舊電影的興趣，帶領我重活因成長時不看香港片

而錯失了的童年，更開始了我定期回港工作的不歸路。

愛玲人好、善良、聰慧，雖然常說自己懶，卻懂

得安排，做事很有序。她信緣份，亦多與投緣的朋友

交往。我跟愛玲的友誼，就在緣份、安排、投緣中建

立、成長。

何思穎，資深電影研究者，曾任香港電影資料館節目策劃。	

我的朋友黃愛玲

w

   何思穎   w  

何思穎（右）與黃愛玲，2006 年
赴北京，在中國電影資料館看朱
石麟等的華影時期作品。



16

愛玲對人永遠有好奇心，有關懷。認識愛玲以來，

開心的日子不少，也有憂愁的時候，對她不必直接言

及，大喜與大憂心裡瞭然，一句畫龍點睛的話，說到

人心坎裡。前幾天重讀〈我的紅氣球〉，讀到關於她

二哥的段落：「本來我們每天在一起吵嘴嬉戲，怎麼

就不知道他原來是那麼的不快樂？」是因為這一段經

歷，令她加倍心細如塵嗎？

大學畢業後有幸在香港電影資料館編輯組工作，

我不曾直屬於愛玲，而且畢竟是個初入行的小人物，

我倆的交往是人情一面多於工作一面。　

有一陣子為了一件事想不開，愛玲似乎看出我需

要一點扶持，慷慨約我出來吃飯，飯後駕車送我回家。

車上放著小津電影的配樂，輕快中又有一抹傷感，但

到底是開闊的，那晚談了甚麼已經不大記得，但清清

楚楚記得是像小津的人情世界。那可能是第一次，我

將人生感受與電影結合起來，心折與小津的境界。

愛玲懂得大悲，容納百川，明白悲傷與挫折都有

其位置。但大悲不忘寬容，她在更險峻的形勢下也看

得見透氣的窗戶，每一次跟愛玲聊天，總會領悟到世

界其實很廣闊，無須以物喜，無須以己悲。

很多年後因為工作關係我又重新思考小津。都說

小津以達觀態度看人生的不完美，後來我受摯友啟發，

想來小津縱可說是用平和襯託傷感，到底還是悲傷的。

愛玲這樣說：「在小津的電影世界裡，寂寞就是寂寞，

永遠逃不掉，每次看《晚春》（1949）都會想起那紐

約的冬日，父親默言無語。」

愛玲嘗說：「你說甚麼也應該到外國過一段日子，

不一定是讀書，玩玩也可以，但不是去旅行那種玩樂，

而是去看，去生活。去玩當然開心，但生活下來就是

另一回事，你會看到很多玩的時候看不到的東西，然

後你會明白世上其實沒有 paradise（天堂），因此更愛

現實的生活。」

聽後很震動，一直惦記在心，但沒有刻意經營。

想不到，機會自然的來了。2010 年，我離港到澳洲，

到埗不久即投身電影節選片工作。

在澳洲工作、生活七年。最近得到愛玲鼓勵，兩

個月前回港履任香港國際電影節節目策劃，回來以前，

她曾致電，談到電影策劃的未來去向。人生不可解，

多年以來，我每次回港一定見愛玲，偏偏這一次，我

將長留在香港，卻未及親身言謝。

而這一切還是源自資料館，源自愛玲。愛玲就任

時的資料館，在她及幾位開明、資深的前輩經營下，

有一種開放自由、躊躇滿志的氛圍，上班下班、茶餘

飯後談起的都是電影與研究工作，而且不限於工作範

圍內的香港電影，古今中外無不涉獵，工作地點簡直

就是文化沙龍。

從前每一次看《小城之春》（1948），都下意識

避開用「道德」的觀點去看玉紋最後的決定，彷彿那

是一種過時的、不夠現代的觀點，彷彿到底意難平。

2010 年資料館辦費穆回顧展，愛玲在《世界兒女》

（1941）的映後談講費穆，我驚覺我這種想法本身才

是不夠現代。愛玲正正用上了「道德」這個詞，說費

穆的角色是如何從較大的層面，道德、友誼、氣度的

層面─而不是個人的愛慾好惡─去做抉擇：「費

穆一直在刻劃人如何回應他面對的處境，如何抉擇。

處境往往不是人可以選擇的，但怎樣去回應是每一個

人自己可以選擇的，而費穆堅信抉擇的基礎在於人的

情操……費穆告訴我們，人可以有自己的選擇，即使

那些選擇可能充滿悲痛。」（大意）

關於中國經典電影，以至近年中國獨立電影的研

究，愛玲奠下非常深厚、紮實的基石，亦是典範，未

來還有很多空間與方向，需要認真思量。

數年前，愛玲主編一期《今天》雜誌，談《一代

宗師》（2013），說王家衛是「風流人拍風流夢」，

我說愛玲的文章也是盡得風流，不徐不疾的由電影談

到愛情、藝術、悲喜的人生，早已跨越「影評」的界限。　

然後想起愛玲你寫〈哀樂人間：成瀨與小津〉（載

於《成瀨巳喜男 110 年紀念展》）一文的結尾，呀，

那倒又是個小津的場面：正享受人間世的中村雁治郎

在一個明朗的下午，不說一句再見，就在情人家與世

永別；那個下午，我們知道他過得非常愉快。你這樣

寫影片的終章：「（喪禮過後）豎立的煙囪吐出縷縷

輕煙，地上的黑鴉冷靜地等待著，河邊的一對老人家

閑話家常，祈盼著生命的輪迴。」

無論你已夢遊到哪裡，我想自是緣起不滅。

馮嘉琪，電影節目策劃，曾任職香港電影資料館編輯組及場館組。	

光影情深，緣起不滅— 記愛玲

w

   馮嘉琪   w  



17

認識愛玲是從她那優美典雅而帶點憐愛的影評文

字開始。她是我至今最心儀的香港影評文化人之首！

後來，適逢其會，有幸結識她，更慶幸她好像不

大嫌棄我這個粗野不文的「魯男」，而肯接受我加入

她的朋友圈。每次與大家聚會聊天，我的粗鄙言行都

不時唐突佳人，但她只會帶著微笑輕斥兩句，阻止我

的放任。

記得有一天，讀著張允和的回憶集《最後的閨

秀》時，我立時想起愛玲平日的言行和典雅氣質！我

很感恩及幸運，在我的人生路上，能交下這位氣質典

雅、人品高尚的朋友！我常常想，若自己有機會拍下

首部電影，然後給她的優美文字評下片言隻語，那該

多榮幸，但可惜自己卻不太爭氣，只好取而代之，拼

命爭取愛玲為我那三部劇照集寫序言。此外，我更邀

請她為我最近一本劇照集提供編排意見。記得那天，

她不厭其煩地從海量而雜亂的相片中，挑選心水作品

給我參考時，這張《黃金時代》（2014）的劇照正是

愛玲最喜歡的一張！

木星，資深香港電影劇照師。

黃金時代

w

   木星   w  

《黃金時代》（2014）	攝影：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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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館與香港大學合
辦「1950 至 1970 年
代香港電影的冷戰因
素研討會」	[2006]

趕出書，愛玲生日
在設計公司開通宵	
[2003]

吳宇森導演到訪：（左起）
廖昭薰、吳宇森、李焯桃、
黃愛玲、唐詠詩、郭靜寧	
[2002]

侯孝賢導演到訪：
（左起）何美寶、
唐詠詩、侯孝賢伉
儷、黃愛玲、何思
穎	[2005]

開館十周年紀念：
（左起）楊凡導演、
廖昭薰、黃愛玲	
[2011]

您在

資料館的

日子

攝
影
：
傅
慧
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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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思穎（左）與
黃愛玲主持研討

卡叔（節目策劃羅卡
先生，右二）榮休，
與研究組的（左起）
黃紅梅、黃愛玲、吳
詠恩（藍天雲）及盛
安琪（右一）	[2005]

與修復人員交流：（左起）謝建輝、
林覺聲、傅慧儀、馬丁葛珀（Martin	
Koerber）、栩木章、勞啟明、何思穎、
黃愛玲	[2010]

我們的 Tie	Day：（左起）
何思穎、郭靜寧、薛文慧、
黃愛玲、馮嘉琪、趙嘉薇、
馬珞嘉、劉勤銳	[2005]

回顧朱石麟電影：
（左起）黃愛玲、
李少白、舒琪、
丁亞平	[2008]

「中國早期電影歷史
再探研討會」[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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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左桂芳、
黃愛玲、潘壘導演、
盛安琪	[2002]

（左起）黃愛玲、費明儀、
朱順慈	[2001]

與王天林導演	[2007]

與朱楓	
[2001]

（前）鮑方，（後排左起）
鮑起靜、黃愛玲、何慧玲	
[2001]

（右起）黃愛玲、張徹導演、
盛安琪	[2001]

偕韋偉往威尼斯
出席影展	[2005]

攝
影
：
黃
愛
玲

往澳洲訪畫家周綠雲
（易文導演太太）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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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看《西廂記》（1927）筆記	

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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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媚花嬌》（Les	demoiselles	de	Rochefort ,	1967）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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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第一冊《南來香港》寫〈童月娟：新華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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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愛玲，1952 年 3 月 28 日生於香港，

原籍浙江省溫州。中學肄業於嘉諾撒聖瑪

利書院，1970 年入讀香港中文大學，主修

社會學，畢業後追求進修電影，1976 年與

夫婿雷競璇攜同襁褓中的兒子赴法國遊學，

攻讀電影。其後 1982 年意大利都靈中國

電影節放映中國早期電影，遂撰寫以中國

三十年代電影為題的論文，展開其對中國

電影的研究。

1985 年學成回港後，曾任第十屆香港

國際電影節英文編輯；1987 至 90 年任香

港藝術中心電影節目策劃，成立電影節目

部，每月選映中外多元專題影片；1990 至

96 年任第十五至二十屆香港國際電影節亞

洲電影節目策劃，尤其積極發掘中日韓以

至伊朗等地新進導演，引介其作品。此後，

編著了《詩人導演─費穆》（1998），

向被公認為最具份量的費穆研究專書。

2001 至 09 年間出任香港電影資料館

研究主任，編著不斷；離職後出任顧問，

並客席參與策劃「中國早期電影歷史再探

研討會」。年來兼教授電影課程，屢屢應

邀擔任本地及國際影展評審，深受敬重。

受先天心臟問題影響，近年健康轉差，於

2018 年 1 月 3 日在睡夢中長眠。

著作

《戲緣》（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00）

《夢餘說夢》兩卷（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

主編

《詩人導演─費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1998）

香港電影資料館出版

「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之二」

《理想年代─長城、鳳凰的日子》（2001）

《國泰故事》（2002）

《張徹─回憶錄．影評集》（2002）

《邵氏電影初探》（2003）

《李晨風─評論．導演筆記》（2004）

《粵港電影因緣》（2005）

《現代萬歲─光藝的都市風華》（2006）

《風花雪月李翰祥》（2007）

「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之四」《王天林》（盛安琪合編，2007）

《故園春夢─朱石麟的電影人生》（2008）

《冷戰與香港電影》（李培德合編，2009）

《費穆電影  孔夫子》（2010）

《中國電影溯源》（附資料彙編光碟）（2011）

《回歸十五年：香港電影專輯》

（《今天》第 99 期，今天文學雜誌，2012 年冬季號）

《王家衞的映畫世界（2015 版）》

（李照興、潘國靈合編，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策劃；香港三聯書店，2015）

小傳•編著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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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夢   有幸追隨愛玲工作多年，從小友成為老友，

本特刊諸位作者所言，均深有所感。她待人處世至

真至善至美，又是那麼可敬可愛可親，點點滴滴如

泉湧。

從遇上八十年代初早期中國電影「出土」，任職

香港藝術中心、香港國際電影節，以至資料館成立促

進香港電影研究的契機──「最好的時光」、「理想

（主義）年代」、「黃金時代」，都在對的時間、對

的空間，遇上對的人。愛玲對電影的熱愛，數十年如

一日，總在諸色影節見到她的蹤影，中外新舊，有興

趣的就跑去看，對新導演佳作尤其觸覺敏銳。她胸襟

視野廣濶，學養融匯貫通，翱翔電影文化界，廣交天

下愛電影、愛藝術的朋友，很多時候做其自由人，寫

她的戲緣、夢話。

香港電影資料館是她全職工作時間最長的地方，

在此想說一下辦公室中的黃小姐。她天資蕙質，平素

言談人如其文優游慧黠，幹起事情來則很是俐落。最

是難得的是，她是一位很出色的策劃，構思節目如

是，編專題書如是，會就不同的專題，找最適合的人

去就獨特的角度寫文章，凝聚各方人才。她是一位風

流人物，亦締造了一代風流。

總舵主，每年都頒「金蝸牛獎」1 給您，您怎麼

就搖身兔仔，跳上「阿特蘭大號」跑了呢？

人生   您告訴我。雷諾亞在《遊戲規則》（La régle du 

jeu , 1939）說：每個人都有他的理由。

您說，We all should live like princes and princesses!

（我們都該活得像個王子、像個公主！）

您說的公主是平常百姓家中並不高高在上的高

尚，跟「公主病」風馬牛不相及。您不是「快樂王

子」，你施與，而沒有把心弄得至碎方休。您意態從

容得往往令人如沐春風，您是「快樂天使」；您又是

顆會眨單眼的星星，逍遙而佻皮。2 與您見面的時光

讓人全情擁抱電影，洗滌塵囂。您有一顆 noble heart（高

尚的心），黃小姐。

您說，電影與人生，互為表裡，互相詰問。

您說，情書與火車都浪漫，皆因都要經過時間的

滴漏，要等待。大抵，有些事情，的確需要時間沉澱

一下。您對我們的啟迪、包容、寬慰，您寫下的書、

教過的課，都叫我們畢生受用，還有待在以後的日子

細嚼──以及，如何繼續在您開出的「大路」，攜手

努力開墾下去……

1	愛玲當專題書總編時，往往不斷追作者交稿，編務又一大堆，自

己寫的那篇文章遲遲未及動筆，給愛開玩笑的同事們在作者交稿

排行榜上，頒予「金蝸牛獎」居首。

2	愛玲特地選了尤敏主演的《快樂天使》（1960）圖像放於《國

泰故事》一書封底摺疊頁；尤敏亦是《星星月亮太陽》（1961）

中的星星，靜如處子。

編後語
w

   郭靜寧   w  



春風吹又生……懷念黃愛玲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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