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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屆 ifva 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 

公開組評審會議紀錄 

 

出席評審：李怡（李）、游乃海（游）、黎肖嫻（黎）、宣柏健（宣）、劉國昌（劉） 

大會代表：范可琪(范) 

 

范：今天我們要從十個入圍作品，選出金獎、銀獎各一名，及一名特別表揚。 我們可以先就每部作品，簡單給

一些意見，讓參賽者可以更了解大家對作品的看法。最後，大家可以提名各獎項。若無異議，第一個作品

是《後來怎麼了》。 

 

游：我個人覺得這個作品是最好的。劇本很好，很完整。當然在拍攝時，有地方不是做得很好。但它的剪接方

法，能表達到作者想說的東西。雖然演員不是專業的，但現在每個角色都很分明。在編導演三方面，這作

品都是最完整的。 

 

劉：我就覺得有佳句，但是不太聚焦，有點辭不達意的感覺。但我可以知道作者的意圖的。演員方面，演出都

可以的。整個作品是流暢的，但不是很聚焦。 

 

宣：我覺得演員方面，是演得很好的，中學時期和成人時期，兩者之間是可以對照的。故事上，亦緊扣到作者

想說的東西，即中學時期，怎樣影響到這些人之後的經歷。我感覺到導演的用意，亦清晰的，故事流暢。 

 

黎：看頭幾部入圍作品時，我曾想這作品該是我的首選。現在把全部作品看完，想法有點不一樣，但始終都非

常喜歡這作品的，特別因為它的「鬆散」，點點粗糙之中卻細緻。兩個時期的事和兩組人物的穿插，看得出

用心。中間可能會有些不完整，但對我而言，會覺得這不是我平日看的戲，讓我有呼吸的空間和感覺。喜

歡這個作品還有一個老土的原因，就是很少創作思考學生畢業再踏出社會後所面對的滄茫。 

 

宣：我感覺上，演員的演出，有些是即興演出，並非編劇寫出來的。 

 

李：我不覺得這作品是最好的，但也次好，或是(第)三好。最主要是，可能我年紀較大，我覺得這作品給我年輕

人和那年代的感覺。這是在其他作品中，我看不到的。作為一個作品，它是很有熱情的。但我始終覺得不

是最好，但至少是頭三。 

 

范：大家有其他補充嗎？下一部作品是《日落大道上的皇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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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上一回合評審會議時，我是支持這作品的。這是很完整的作品。看作品的來頭，確是看得出它有豐富拍攝

資源，與很多簡樸的本地製作不同，但我覺得不能因此就「扣分」，因為像這樣一個複雜的故事，作品製作

創作上的執行確是經濟、有效率而專業的。敘事上，有點遊戲的性質，可以有多過一種的解讀。當時，我們

也有討論過，它有很多資源，論場面、演員，它不戰而勝。很多香港電影也有這樣的狀況，卻不保證作品就

一定好。但從頒獎的角度，個人而言我會傾向支持有本地生活質感的作品，製作上都作對了，卻少了點個性。

所以在故事和執行上，我覺得這作品不錯，不過感覺疏遠 － 雖然並不是些離我們很遠的東西。 

 

李：以「本地」而言，這作品當然離我們比較遠。但說事件本身，是跟我們有關連的。就算不是在香港發生，在

其他地方發生，也是一樣的。 

 

宣：作品很完整，但故事感覺似曾相識。就影片上看，它沒什麼大問題。故事和拍攝上，都太預期之內，但工

整。觀看後，會覺得沒問題，但不令人深刻。 

 

游：四平八穩，但不深刻，沒什麼感覺。它不是原創的故事，是一位荷里活演員寫的短篇故事。 

 

黎：但很多故事都是從別處而來，所以這點不會影響我。 

 

劉：反而最有趣的是，故事中的受害者，不是一個完全受害的人。但作者沒有進一步發展。現在就只是很工整。 

 

范：下一個作品，《通洲街 310號》。 

 

李：我看不明，不知道作品要說什麼。 

 

黎：我覺得這個作品是聰明的，是有點接近紀錄片的故事片種。但過份地玩弄了教科書中，拍紀錄片和戲劇的

理論。若在三十年前，會是很前衛的做法，現在就有點老土了。我喜歡片中探討的人，深水埗的越南人，

他們在社會上，從來都沒什麼聲音。可是，片中兩位男女主角，在討論什麼是記錄片，我覺得有點老土，

而且點不中最核心的問題。 

劉：尤其是對比方面，拍那些越南人，我是有感覺的。但主角爭吵那段，都是無痛呻吟，我寧願看越南人的部

分。所以，我覺得這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李：我覺得這作品，本身跟記錄片沒什麼關係。 

 

黎：它是故事片，不是記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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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我想記錄片拍攝的題材，大家都聽過。最重要是，現在這個作品，全部東西都真的用口說出來，不是透過

故事情節。若是從越南人角度出發，可能會好點，現在完全不是一樣新的東西。 

 

宣：我也覺得越南人的部分好看。對白解說得太露骨，過份解釋。但以越南人為拍攝對象，我覺得是好的。因

為在此之前，我本身真的不知道這群越南人的情況。所以也有一種衝擊的感覺。 

 

范：下一個作品是《長途列車》。 

 

李：我最喜歡這個作品，我覺得是最好的。意義很鮮明，主題突出，亦都是很獨立，很有創意。演員和導演方

面，應該都是最好的。 

 

劉：我覺得在整件事上，導演很有控制力，他很知道自己要什麼。但當然，他也有掌握不到的東西，例如：演

員的演繹。他想說的東西，怎樣去說，鏡頭怎樣運用，他掌握得頗到位。故事很簡單，但會感覺到，他的

視線很闊，不單只是單純說一樣東西。他要說的，都表達到。 

 

李：舊懷錶和爺爺要保留的東西，令我感動，有感觸。 

 

黎：我也喜歡這個作品，但不是首選。作品自然，已經成為一種類型。其實真正的主角是城市，透過一個漫遊

的人去幫我們去經歷。對我最寶貴的是，它保留了一些城市消失中的面貌。相對上，人物表演對我而言，

沒有那麼重要。整個作品結構很清楚，透過簡單故事，帶我們看一些平日不會看到的東西。 

 

 

宣：我本身都喜歡這個作品。因為人物很自然，關係亦很清晰的，有濃厚街坊街里的感覺。這是現在很珍貴，

亦可能是已失去的東西。故事發生在土瓜灣區，也是很好的，因為在建地鐵，地方面貌也迫在眉睫的要改

變。我欣賞很多細緻位也做得好，例如金魚、碧泉檸檬茶等。這些都設計得很有心機。 

 

游：我覺得人物不是很好看，但內容是有趣的。我作為一個「商業人」，會覺得有點悶。但有感覺的。我喜歡這

作品一點是，因為不是明刀明槍的說保育，但感覺在，故事和人物則不是很好。 

 

黎：從我的角度，我很開心看到有中年女人角色，不是要被唾棄或沒價值的人。在片中，這也來的很自然。 

 

李：城市是老去了，但老的東西，價值還在。包括店和那個女人的價值，有寓意在，主題思想很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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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下一個作品是《有敬》。 

 

黎：我覺得是特別表揚。拍攝上，平平無奇，但又不完全是這樣。後來，有敬離開世界，一早已經告訴我們。作

為一條普通的記錄片，有贊助機構，目的已經很明顯。可以作為特別表揚的候選是因為，什麼時候會看到

一個一百歲的女人上鏡？還花上很多時間，雖然不是因為她演得很好。(當中)很多細節位，例如怎樣去選

衣服，一些宗教方面的怪論，(都)令她有罪疚感。這都是我們生活中會發生的事，但卻不會被寫進劇本。 

  

游：人物好看。 

 

劉：最有趣的是，主角一直很想死，但卻一直死不去。我覺得導演「捉到鹿，但不懂脫角」。又不是拍得差，但

我又覺得作為記錄片，又不夠。 

 

宣：以我所知，導演本身都有這方面的背景，即從事的這個職業。他對於安老或老人家的日常生活，是很有了

解的。當中很多細節，都順手拈來，很自然。人物對象也選得非常好，這也是很突出的。因為主角一百零

幾歲，還是口齒伶俐，很清晰的表達自己。作為觀眾，我會喜歡這位婆婆，亦提出了些宗教的問題。但整

體來說，像看新聞透視或星期五檔案。 

 

游：我覺得更像宣傳片。 

 

宣：當「東華三院」的名字很清晰的出現時，會影響我懷疑片中的安排和協調以及出現的人物，會不會和當初，

最想呈現和真實的東西不一樣了。 

 

黎：是的，拍記錄片，最難處理的就是這些。 

 

李：「生死」的議題沒說到多少，只是記錄了這位老人家。導演應該可以有多點，自己主導的發揮。 

 

黎：就著說他不能更深入的探討，我覺得有一種電影，甚至記錄片的美學，就是盡量「say on the service」。 我

覺得這部作品嘗試用這方法，但不是做得好。這作品有它的文法，就是它說什麼，我們都聽，可以做到些

什麼，我們都記住就好。但其中的來龍去脈，導演沒想過要去探索。 

 

范：下個作品，《相濡以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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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這個我先說，因為我是參賽者的導師。我覺得作品最失敗的地方是，背景設定沒有很好的交待。即三個小

朋友都是寄養在婆婆的家。 

 

黎：我覺得很清楚。 

 

劉：我意思是，那個感覺不是很清楚。可能在影像和人物處理(方面)，可以更清晰。這亦是作品不能感動我的原

因。 

 

黎：我覺得，這作品比港台的戲劇作品都好。但作品的視點，可以更尖銳。從弟弟的視點出發的話，他看得見

很多事情，又不知道是什麼，應該要盡用。第二，那個不出聲的小女孩。其不出聲也是戲，我覺得劇本忽

略了她。她不用有多點對白，而是本身的故事設計，對她的注意是相對較少。如果三個主角都同樣突出，

可能剛才所說的問題，會大大減少。 

 

 

 

 

宣：講寄養家庭，片種比較少見，不論是(在)獨立或其他比賽。題材上，我欣賞導演有這個想法。在這個家庭裡，

也會看到各人都有自己的問題。敘事上，有偏重了某些東西，可能是因為孫女是婆婆親生的，在正常家

庭，所以選擇性比重少了，或變了一個旁觀者般。但角色們的相處，之後發生的事，又不是令我很深刻，

有點可惜。 

 

游：寫寄養家庭，我覺得很有趣。描寫幾個本來不相識的人，但有兄弟姊妹般感情，但現在不夠深刻，不夠感

動，我嫌太簡單了。很多地方，都是以「montage」帶過，感情不夠投入。但導演捕捉到演員的演出，這

是不錯呀。 

 

李：沒補充，基本同意。 

 

范：下部作品《咁啱有鬼 2》。 

 

李：不知道做些什麼。 

 

宣：太明顯是為「扭橋」而「扭橋」，很無謂。或所謂如劇中所說，編劇法則，情備之來，意料之內，但我覺得

太老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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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不知道作者想說什麼。 

 

劉：人物要特別點處理，不是現在那樣。沒有運用想像力。 

 

黎：我知道導演想玩些什麼，但我不覺得他做到。為「扭」而「扭」。第二是，對於作品中，鬧觀眾和電影工業，

我覺得有點兒過分。 

 

李：沒所謂的，但要鬧得入肉才可以。 

 

游：樣樣都說一下，後面 twist的部分，更不知道是為了什麼。完全不知道想說些什麼。 

 

黎：好奇，這個參賽者本身是否編劇，好像對這方面，很多不快的想法。 

 

李：我覺得他應該是不懂編劇，編劇不會寫出這樣的東西。 

 

游：不會吧，他只寫了最表面的東西。 

 

范：下部作品是《若男》。 

 

劉：這是我的三甲。看完後，我也不是很清楚，為什麼主角要男變女，女變男。不是很講到出來，但是有想像

空間的。營造氣氛很到位。是頗成熟的一個作品。 

 

宣：首先女主角演得非常好，作品亦講到一種香港獨特文化，新界圍村的重男輕女。開始時，也會覺得女主角

為什麼要扮男上學，會不會誇張了？但之後鋪排了有精神問題的媽媽，解釋合理了。最後女主角穿裙，和

媽媽解釋，爸爸已經不會再回來。很完整。當中，女主角對自己的探索，和男生之間的是不是感情，都是

把女主角的個人成長，描畫得很好。  

 

游：設定上，這個作品是最有趣的。很多人物都扣到主題的。媽媽也是受約束，男生也是被些事情困著，演員

演得好。 

 

李：故事設定、題材和演員演出都好，但整部片也是悶，不流暢。很多位要估，不肯定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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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事件有趣，但會讓我猶疑，有疑問的。 

 

李：故事主要想表達什麼意思呢？ 

 

黎：我覺得是結尾有揭露了，為什麼要拍這個故事﹖要面對現實吧。 

 

游：衝開一下束縛。 

 

黎：我其實很喜歡這個作品。以下不是批評，純粹在這裡討論，劇本上，如果媽媽不是失常的人，可能整個故

事會更有力。  

 

李：同意，有道理。 

 

黎：因為現在這樣，太容易就把事情解決了。 

 

游：但如果不是這樣，整件事會解決不到。 

 

黎：但人有很多層面。真實世界中，有人是明知，而扮不知，或是面對不到。有很多可以用的選擇。 

李：我覺得就是這樣疑問，作品中，偏偏沒有解決到。 

 

劉：但我是因為有疑問，才覺得有趣。如果講得太實在，我會覺得少少老土。 

 

黎：也不是想實在一點。我喜歡戲中的空間，但媽媽太清楚是個失常的人。全部角色中，這角色最令我跳了出

來。其他角色都很自然。 

 

范：下個作品是《這是這文富》。 

 

黎：這是我最喜歡的，完。 

 

劉：雖然拍得有點亂，但題材是好的。整體而言，若以記錄片形式作敘事，應該可以再好看點。現在很多是「炒

雜碎」的感覺。 

 

宣：我本身不認識他(文富)，但從片中一直跟著他，知道了他與瀚盧以及婆婆，但之後的發展，又去了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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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以為他(導演)是要跟地方，之後才發現是跟人物。這部分讓我有點混亂。當然題材是好，但又不至

很深刻。我覺得導演想透過作品，講自己的家庭，但又不是很講到。 

 

游：我聚焦不到，究竟他想說什麼。 

 

李：我也是這樣。看到有個人物，為村民做很多事，但究竟想說些什麼呢？我不知道。 

 

黎：因為似乎只有我，覺得這作品是最好。所以我應該要說原因。我們長大時，被觀賞經驗所訓練，覺得作品

一定要有清晰的主題，單一的線路，才覺得作品是好。我不想老土的說，這作品給了我很多空間。而是它

給了我一大盤碎片，裡面是有層次的。一種是很詩意的東西，有關她居住的環境、地方，日常、家常的。

第二是透過人物，一些曾接觸的事，例如：雨傘運動和一些社運的東西。第三是一對夫婦的角力，這是很

難的。這作品令我聯想到，真實生活裡的一些人。拍攝者是家庭成員之一。我喜歡這作品像散文，每次都

可以抽身，再返回一些事上。我支持這作品，是因為很少會看到這樣大膽的作品。它的不集中、不統一、

沒有主線支線，對我完全不是問題。它不是詩，不是散文，不是記錄片，我喜歡這樣不能分類的作品，很

少見，令我眼前一亮。 

 

劉：但我看不出作者的筆跡。因為他是不懂怕，還是有意這樣拍？我看不出他 有意這樣。 

 

黎：如果一個人亂，可以做到這樣，真的是很厲害。它的層次其實是很清楚的。每次都會回去，說回一些之前

說過的東西。我會接受這個作品，因為挑戰了我們的觀賞習慣。 

 

宣：個人而言，拍的都是很個人的東西，例如開始時醫院那段。使我很難投入，或喜歡這個作品是，因為我覺

得冷漠。不但沒有如導演所說，透過這部作品更了解爸爸。某些部分，我看得不是很舒服。拍社運的部

分，我沒什麼問題，但入院的部分，我即想聯想到，現在很多人都喜歡什麼都先拍一通。我不會說作者是

這樣，但我會思考，拍一個受訪者的生平，我的底線應該是去到那。很多很鎖碎的事件，也令我代入不

到。 

 

黎：我覺得抽離，也是一種視點和技巧。這個作品可以很容易走向煽情方向，要令觀眾感動。這部片我想不是

拍出來的記錄片，(更像)視覺日誌般，每天拍，經年月累積。到覺得需要成為作品時，再剪接出來。基於這

點，我不會說他拍少了什麼，不完整，鏡頭運用不一致等。十個作品中，只有這個是這樣做。 

 

游：我覺得導演在指摘母親，在幫父親說話。這令我不太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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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最後一個作品《安琪兒》。 

 

劉：意念是好的，拍攝不過不失，演員演出尚可，沒其他特別感覺。 

 

李：作為一個故事去說，這是個好好的故事，很完整的。背後帶出的意思也很好，作品流暢。是我三選之一。 

   

宣：有時代意義，提及雨傘運動。故事上，發生在洗衣店，受虐的女主角，壞繼父和失常媽媽，我覺得有經營

的感覺。演出上，飾女主角的演員本身可塑性很高。但整體對作品的感覺，就是沒什麼感覺。 

 

游：十多分鐘，一個場景，有難度的。演的話可以，相對我會較欣賞《相濡以沫》和《後來怎麼了》。所有東西

都是經營的，鏡頭、燈光和美術等。導演的技術和美學是好的。可是，太經營。看了第二次，才知道故事

想說些什麼。 

李：故事中，很多東西沒有說，不代表沒有發生，和背後的意思一樣。 

 

黎：我希望作品不是想這樣，感覺是男生在教女生看世界。不過結尾，是有變化的，故事有曲線。我喜歡攝影

的處理，是很經營的，但可以原諒。用畫面說故事，這是厲害的。但我覺得觀看後，有曾看過這種電影的

感覺。會不會是，文藝氣息可以不用太強？古琴的音樂，文藝亦與演出方法有關。對白也是，可以輕鬆隨

意一點。文藝的手法，已成為一種類型。論這個作品的瑕疵是，做到了文青電影的姿態。但其實可以不

用，可以更沉著。 

 

宣：故事中的事件是現實的，雨傘運動、繼父，但發生深夜時份，在四野無人的環境，好像不在現實之中。 

 

李：但他說的是雨傘運動中，社會的衝突，生活的衝突具體的在這裡。可以對照一下。 

 

游：看第二次，發現男主角開始很「架勢」，教訓女主角，但其實每個人都有故事。 

 

李：很有意思。 

 

游：很有風格，有味道。但好像不太配合故事。是不是一定要這樣拍呢？ 

 

范：大家可以先提名金獎？ 

 

李：《長途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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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宣：我也是同意《長途列車》。 

 

游：《後來怎麼了》。 

 

黎：我也是。我本來的金獎，是大家都不喜歡的，所以不想糾纏了。哈哈。 

 

范：要為《後來怎麼了》拉票嗎？ 

游：幾方面，編導演都是最平均的。十多分鐘的戲，每個人物都很清楚，主題清楚，接位也很好。 

 

黎：很大群的演員，是難處理的。 

 

游：《長途列車》，有些鏡頭看不明。為什麼要是長鏡頭？但我沒什麼感覺。 

 

范：《長途列車》有三位評審選為金獎，那會不會就讓《長途列車》得金？ 

 

劉：不如討論下，《後來怎麼了》，應該是得什麼獎。 

 

宣：兩片叮噹馬頭。 

 

李：同意，《後來怎麼了》應該是銀獎。 

 

劉：同意，是銀獎沒問題。 

 

黎：大家還有其他喜歡的作品嗎？  

 

劉：《若男》？有人反對《後來怎麼了》是銀獎嗎？ 

 

游：因為我是「商業人」，《長途列車》都喜歡，但會覺得悶。《後來怎麼了》好點。 

 

宣：我還是會選《長途列車》。因為反映到時代的感覺，我也喜歡《後來怎麼了》。但當下個人感受上，還是會

選《長途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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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但這類片，會不會太多呢？ 

 

劉：《後來怎麼了》的類型，其實也不少。 

 

黎：有例子嗎？我想不到。 

 

 

游：講學生欺凌，邊緣學生的多，但《後來怎麼了》去了另一層次。有講到年青人的現實遭遇。 

 

李：對，這是好的。但我比較喜歡《長途列車》，講新舊的觀點。 

 

游：講保育，城市變遷的短片作品不少。 

 

黎：這是一個九十年代後，有的新類型。 

 

劉：兩套比較，《長途列車》比較完整，稍勝。 

 

黎：但為什麼「完整性」會成為今屆的評選，這樣重要？因為「完整性」是可圈可點的。 

 

劉：因為我們在討論，他們說故事的能力，用影像說故事，導演的控制力，劇本身的訊息。各方面，《長途列車》

都稍勝。 

 

李：或是作為一個觀眾，怎樣去看。也是需要考慮。 

 

黎：我有另一些看法。ifva是個有趣的平台，既不是鮮浪潮，又不是金像獎般。我們應該花心機，去探索一些較

少見的東西，或是電影方法也是非一般的。我也不肯定是否《後來怎麼了》要拿金。但大家應該討論一下。

是否應該打開一些新的門，給這些作品。如果是《長途列車》拿金，我也會開心的。究竟我們想鼓勵些什麼？

因為這些都可影響其他獎項。「騎呢」不會成為，我不喜歡某作品的原因。 

 

宣：純粹以個人感覺，會是《長途列車》，覺得它有種溫度在。但聽過大家的說法，考慮 ifva 的精神。我同意

《後來怎麼了》較有開創性。 

 

劉：即你投《後來怎麼了》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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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講新舊的作品，真的不少，比較多，很多年青人都(在)拍。講現在年青人的苦況，比較感動我。很多時候，

都是以批評年青人的觀點居多。但現在沒有批判他們，反映到現在社會的處境。 

 

李：碎片化的形式，但觀眾接受那一種？形式較清楚的嗎？有感觸的作品嗎？《長途列車》的感觸是，舊的會

過去。 

 

宣：你說到觀眾，《長途列車》預期大眾都會喜歡的。我不覺得《後來怎麼了》碎片化，事件很清楚的。不過受

眾，可能年輕人較有共鳴。 

 

李：沒所謂吧，那個作品是金或銀。 

 

黎：「觀眾」是什麼？誰是觀眾？我們都是觀眾。這兩個作品，有拿過獎嗎？ 

 

李：這不應考慮，看作品。其實看評審們會不會不舒服，不會，其實就可以。 

 

宣：感情上，(認為)《長途列車》。考慮 ifva整體後，《後來怎麼了》(應)為金。 

 

范：那就是《後來怎麼了》是金獎。銀獎是《長途列車》。大家有反對嗎？特別表揚？ 

 

黎：可不可以是記錄片？或相近的作品？ 

 

李：《安琪兒》。 

 

游：導演值得表揚，但全部得獎作品，都是鮮浪潮的作品？ 

 

李：我覺得不用考慮。 

 

黎：但是否要跟鮮浪潮一樣的呢？ 

 

范：作品好，曾否得獎，都不用考慮。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以作品論作品。 

 

游：有其他值得表揚的作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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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有敬》，我覺得可以是。不一定要是完整，讓人明白的。 

 

李：但太像新聞透視了。  

黎：可以討論的。 

 

宣：《相濡以沫》講寄養家庭，題材新鮮，是值得表揚的。本身在香港，好像沒有很多人留意到這件事。 

黎：為作記錄，我選《這是這文富》，結果不重要。 

 

李：若是《安琪兒》和《相濡以沫》有其他人不舒服嗎？《安琪兒》是好的故事，沒得獎，會不會是遺憾？編導

演都很精緻，精心經營。 

 

黎：這是我不選的原因。雖然我也喜歡《安琪兒》。但它太是文藝電影，我會因為這樣不選它。 

 

宣：我也是普通，我也覺得老太經營。我選《相濡以沫》，因為從來沒看過這題材。 

 

游：如果真是要表揚(《安琪兒》)，也是因為技術，有關雨傘運動的作品太多。《相濡以沫》就真是表揚題材的。 

 

宣：婆婆像旁觀者，很自然，不錯。主題很好，眼前一亮。 

 

劉：我比較喜歡《若男》。 

 

黎：可以多於一個？或兩個？ 

 

范：《相濡以沫》有兩位評審選，《若男》，《這是這文富》和《安琪兒》都各一位。 

 

李：《相濡以沫》吧。 

 

劉：我不反對。 

 

黎：但我不喜歡這樣就過了。想表揚要說原因。這才是最重要的。 

 

李：支持《相濡以沫》的(原因)評審(們)已說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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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若男》有涉及有關性別定位的議題，但不是很刻意的講。傳統家庭影響之類的，可以有很多種可能性，我

對這作品的演繹方式有感覺。 

 

黎：若論感覺《若男》多於《安琪兒》。所以會有兩個特別表揚嗎？表揚不一樣的東西。 

 

游：有什麼不一樣？ 

 

黎：故事。 

 

游：也是的，我也喜歡《若男》。 

 

范：即《相濡以沫》和《若男》是特別表揚？ 

 

劉：同意。 

 

宣：如果可以兩個是可以的。 

 

黎：同意，但可惜沒有記錄片作品得獎。 

 

李：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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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組得獎作品 

 

金獎 

《後來怎麼了》 

羅倩欣 

 

銀獎 

《長途列車》 

吳雋 

 

特別表揚 

《相濡以沫》 

黃淑雅 

 

《若男》 

陳淦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