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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媽不在家》

現代都市生活充滿常見但陌生的事物。《爸

媽不在家》是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父母

雙職、孩子難教、經濟不景，香港觀眾不

難投入，但敍事觀點從小孩和菲傭的角度

出發，觀感煥然一新。

家樂是校內出名的頑童，家樂的媽媽大着

肚子，不知怎樣管教他，於是聘請了菲傭

泰莉來照顧孩子，以為解決了一個問題，

卻衍生出其他問題：泰莉和孩子是否合得

來？她的「手腳」是否乾淨？家樂連自己

的父母都不給面子，當然也不會容讓陌生

人輕易干擾他的習慣。幾經波折，泰莉還

是跟家樂熟絡了，可是媽媽又心生妒忌。

 

「問題兒童」的背後是「問題家庭」和「問

題社會」。父母為了養家而不能顧家，產生

了家庭問題，而他們上班時也遇上不少問

題：母親不斷為公司出解僱信，大概會疑

惑：公司是否出了問題？何時會輪到自己？

當銷售員的父親被解僱，也許會想：是我

不夠努力嗎？犯了錯嗎？

《爸》的故事發生在「金融風暴」下的 1997

年，家樂父親無辦法抵擋跨國資本流動所

產生的「下流社會」趨勢。世界充滿難解

的謎題，人無法從歷史中學習，11 年後「金

融海嘯」又來。「難題世界」令人焦慮，使

人難以理解別人，更遑論信任。政府和制

度不可信、身邊的人不可信、連自己也不

可信。因為不相信家人會信任自己，所以

家樂父親「下流」當保安員，瞞着家人；

鬱悶的母親則偷偷地參加昂貴的「正向思

考」培訓班，慘遭騙財。

家樂跟泰莉的相處打開了一道相互理解的

狹縫。兒童和外傭都是弱勢─不只是經

濟和政治能力方面，也在於他們都需要被

了解。母親沒時間照顧兒子，把兒子交給

別人照顧卻嫉妒。泰莉其實也是母親，因

為世界經濟的不平衡結構，須放棄照顧自

己孩子的機會去照顧人家的孩子。僱主跟

外僱面對相似的難處，卻互不了解。資產

的流動是現代世界的法則，也是各種難題

的根源。很多人卻忽略了，資產可以轉

讓，親情和了解別人的機會卻不然。

愛說矣

電影：爸媽不在家（ILO ILO）
導演：陳哲藝
主演：楊雁雁、陳天文、許家樂、Angeli Bayani

註：第 66 屆坎城影展金攝影機獎、第 50 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

重金屬活佛樂

近來網上瘋傳二次創作概念專輯《活佛

Viva》， 製 造 了 不 少 話 題， 甚 至 有 面 書 專

頁為其宣傳。無論他們是真心創作，抑或

真心二次創作，都是純屬玩票，香港的獨

立音樂圈子，卻真有一隊後搖滾重金屬樂

隊，以佛學思想入詞，創造出想像無限的

歌曲，揉合不同中國樂器演奏，打通任督

兩脈，中西合璧亦能左右互搏。他們是我

近來愛上的戳麻（Chock Ma）。

一般人覺得重金屬音樂是魔鬼音樂，只是

毀滅與破壞，但本地樂隊戳麻不單一點也

不吵耳難聽；他們的專輯發佈音樂會帶着

佛性重金屬後搖滾的節拍、對香港土地

與人間靈性的關注，我感動得流下淚來。

重金屬音樂落在戳麻手上是如此神奇、嚇

你一跳。其中一首《鏡花》，大概是來自

他們對佛理、對「執著」的理解，其副歌

寫道：「悲痛用喜捨化解，自在本性，無漏

俱促。」作為複雜感情的人類，就算是聖

人、佛祖，都有自己不願意提及的過去。

面對種種已發生的既定事實，我們既無法

完全參透或忘記，唯有放開執著、開心捨

棄往事，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悟出真正

的佛性。

或許這些都不過是顯淺的做人道理，不是

什麼佛理不佛理，顯淺的道理卻往往是最

難理解和實行的。當你處於這種人生狀

態，苦無出路，不妨聽聽戳麻的音樂。重

金屬的憤怒吼叫、後搖滾的感性編曲節

奏，加上中樂的踏實音色，或許可為你指

點迷津。相較之下，有時候基督教音樂一

味為教會「敬拜」時段服務，而忘卻了敬

拜就是生活，藉音樂的信息反映信仰的在

地性。借助「異教」音樂，看看可否給我

們帶來啟蒙？

如果要挑戰耳朵，接觸本土獨立音樂，戳

麻一定是你的最佳選擇。

文化九公

樂隊：戳麻（Chock Ma）
類型：後搖滾重金屬
網址：www.facebook.com/chockma.band

影片：http://youtu.be/jEAcrORTo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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