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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人很煩！」毛尖老師的一句話，盡顯其活潑、直率的形象，也輕鬆

地帶我進入了她的世界。

熱愛上海，熱愛電影，毛尖的文章總離不開這兩回事。可城市是流動的，

尤其上海，每分每秒都在改變，但毛尖老師對上海的熱情從未褪減過。��

「我寫上海，主要因為我住在上海，當然也因為我對上海有很強烈的認同

感。」被問到怎樣去看現今上海和香港時，她泛起了回憶：「我剛到香港時

（毛尖老師2002年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覺得香港有異國感，時隔十五

年，現在感覺上海跟香港很像，尤其馬路上都是亂衝紅綠燈的行人！」

有衝突因有交流

兩城相似，大概因為交往越來越緊密。然而我們看到的卻是「雙非」、「自

由行」的中港衝突問題，被問到看法時，毛尖直言：「我三年生活在香港，

我愛香港⋯⋯老死不相往來，當然就沒有矛盾。有衝突，說明有交流。文

化是在這樣的衝突交流中豐富起來。所以，我倒覺得你說的社會矛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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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田萌生的綠意

是加劇，只是顯影。就像夫妻間，熱戰其實好過冷戰。所以，我相信內地

和香港的關係，會在這樣吵吵鬧鬧中良性發展。」她更指出，大陸人也會

罵大陸人，有些事情不一定要採取嚴肅的態度。正如有報章想邀請她為《

春嬌與志明》寫影評，她都拒絕了，不想將大陸當外人去罵。「越緊張越

嚴重，越放鬆越自然。」這是毛尖認為處理任何事情最好的方法。

毛尖老師也有寫過香港，如《慢慢微笑》中就寫了幾篇有關香港的文章。

「對香港的本土文化問題，我真的沒有發言權，再說了，文化總在變，褪

色有時候也是沒辦法的事。」但提及電影上的本土特色，她便大感可惜和

遺憾，「香港電影中的本土特色正在衰弱」，她滔滔不絕地說起來，「香港

電影是一種類型片，是華語片中唯一可以到好萊塢拼的！但現在的香港

電影都大不如前，合併後，失去了本土的東西。」她又以《志明與春嬌》和

《春嬌與志明》比較，說這樣的轉變「就不好了」。直言跟內地合拍，無疑

是香港電影本土特色衰弱的原因之一。然而，毛老師也認為合拍趨勢誰

都擋不住，並引用高達的看法：「電影，金錢而已。」她說：「但願香港導

演拍片時，不用老惦記著內地觀眾，所謂越本土，越國際。內地觀眾最喜

歡的港片，都不是合拍片。」

看電影就是看爛片

寫作與電影，在毛尖老師身上產生了微妙的關係，她用文章來寫電影，又

用電影來寫作。「不是我選擇寫作，是別人選擇了我。寫影評，也是別人

找我寫的。」於是，我反過來問她為何沒有拍電影的衝動，她呵呵地笑

著：「我也熱愛吃，可從沒想過要去當大廚。除了文字，我想不出我還可

以用甚麼方式來表達。」這倒也是，方式有很多種，表達一種熱愛，也可以

從不同的角度。在毛老師的眼中，寫作和電影的關係也許是「憑感覺」，

她說：「如果你問的是大關係，寫作和電影，這兩者的關係可以沒有，也

可以很深。如果你問的是我個人面對寫作和電影，那麼我會說，最初的

時候，電影常常讓我有寫作的衝動。」借電影來抒情，或許就是毛老師寫

影評的原因吧。

可是對老師而言，看電影曾經是一件苦惱的事情，如電影學生寫論文一

樣，觀看時老是想它的鏡頭、設置，「不過現在我心態放平了，看電影常

常就看爛片的意思，所謂人生如戲，越來越貼切。一句「人生如戲」，一

種泰然自若，難道這不是最好的活著態度嗎？最後，毛老師更送我一句

「勇敢迎向新世界吧」，把這次訪談畫上充滿力量的句號。

後記：

剪了一頭短髮的毛尖老師，真的像書本和網上寫的一樣──活潑、俏皮、

爽快、風趣幽默。這是我第一次看見毛尖老師的感覺。提及專訪，她就��

「沒問題，沒問題」爽快地應著，那種友善和平易近人，令我忽然忘記了

自己是誰，然而這個時候，她說：「你是不是叫馮⋯⋯淑婷？」那一刻，除

了感動，還是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