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X 展主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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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新浪網聯合創辦人之一的蔣顯斌，創造全球華人最大的網站 一新浪網，進一步透過網際

網路建立平台，提供年輕人以紀錄片或圖像紀實的方式去紀錄華人變遷，尋找華人新面

貌，而有主題式影像實驗室一CNEX的誕生，並在二00七年推出「見錢﹒眼間 J '在兩岸

文化界廣受好評 。 時報文教基金會認為在華文領域中，當新一代已經風起雲湧，著手在打

造新的華人觀點和文化時，台灣絕對不能缺席 ， 因此不但推崇並支持CNEX; 同時我們也和

台 灣 導 演林正盛合作，希望以影像呈現台 灣教育的真實面貌，並將在近期推出 。

之苦真是個錢的世界哪! 術，協助導演完成 。 之後可

又ξ主要以十年百部紀錄片 以在台北 、 北京參與影展 。

為目標，留下當代華人生活 第一屆以「錢 」 作為直指

影音資料庫的 íCNEX主 當代華人社會的核心議題

題紀錄片影展 J '第一屆選 後，共收到一百多件作品，

定的主題是 《 開眼 ﹒ 見 選出十二件進行補助 。 十月

錢卜二十七部片子全部圍 五日在誠品開幕的 í CNEX

繞著錢，不過這次影展的宗 紀錄片影展 J ' 展示其中八

旨 「不是見錢眼開，而是來 部作品，及十八部國際紀錄

看看錢的問題」。 片導演所拍攝的作品 。

CNEX製作總監張釗維

甘七部片全都圍繞著錢 說，這次影展的作品在於各

CN EX的意思是「看見未 圓的不同導演們，同時處理

來 J (See N ex t) ，與 「華人 錢的表面及背後意義， 一方

新世代 J (C hinese Next)的 面呈現的是個體遭遇的故

意涵。 創辦人蔣顯斌認為， 事 ，其實又真有普遍性 。

未來十年會是華人帽起的關

鍵年代 。 因此，以每年拋出 德國: ((行騙天下》 詐騙當

一個與當下華人社會最為相 藝術

關的議題，作為當年度的主 德國導演亞朵夫的《行騙

題，向兩岸三地的紀錄片導 天下〉 描述四名獄中服刑

演廣徵拍攝計畫，選出十件 的詐欺犯 「騙錢 」 的手法，

左右的計畫提供經費 、 技 說謊與欺騙是他們生活的一

部分，也是一門藝術，其中

一名犯人說 「你愈是告訴別

人你不想要他們的錢，他們

愈想把錢塞給你... J 。 挪威

導演傑可森《馬路街童》則

紀錄一對瓜地馬拉的兄弟，

每天在車陣與濃厚的廢氣中

表演雜耍維生 。

荷蘭導演波切提的 《數字

會發夢〉紀錄義大利那不

勒斯的市民幾乎每天都去彩

旦4
日芳/

券行報到，傳統天主教徒的

背景並不會讓他們覺得去彩

券行不對，失去親人的老

人 、 變性人 等不同背景的

人，都把自己的未來夢想寄:

託在彩券數字上 。

台灣 : ((卡到]' ))

華人作品方面，台灣導演

林宏杰的 《卡到了〉描述

的是台灣卡奴問題和卡制I楊

蕙如的兩段故事 。 中國導演

杜海演執導的 〈傘> '入圍

今年威尼斯影展，則是一部

以少見的非敘事性手法拍攝

的紀錄片，紀錄大陸不同地

區的年輕人在工廠製作或是

批發雨傘的生意 。 中國導演

彭輝的《浮萍》描述一位原

+CNEX創辦人蔣顯斌認為 ， 未來十年會是華人呢起的關鍵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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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在深圳賣飲料的小販， 最

後竟然成了億萬富翁，有錢

?是一心想跨足文化領域，投

資導演拍攝電影等等 。

華人最大入口網站之一新

浪網創辦人蔣顯斌， 在轉任

新浪高級顧問後，絕大多數

的時間都忙於CNEX的營

運 ，他要 「為華人社會留下

當代文化的影像資料庫」 。

他說 ， í 當代華人社會在經

濟面上已呈現很好的發展，

同時，我卻看到不論是台灣

或北京 ， 年輕人的視野出現

了困境 。」

近年蔣顯斌的事業重{;、從

北美轉往台灣和大陸，對於

悶地的華人文化有更深的體

會， í在台灣 ，由於政治和

國際身分的邊緣 ， 使得下一

代觀看世界的視野變窄 ， 大

陸是大家忙著賺錢，疏於文

化教育的提升 。」

年輕人的視野出現困境

蔣顯斌和原任職於麥肯錫

企管顧問的陳玲珍 、 紀錄片

工作者張釗維等幾位好友討

論， 該如何為華人社會增進

「軟力量 J '也就是文化面的

力量。 他們決定成立一個結

合網路 、 紀實與文化創意的

新志業CNEX 。

每年制定一個和當代華人

社會相關的主題外，目前以

基金會模式運作的CNEX '

和其他紀錄片影展最大的不

同是 ， CNEX每年真正投注

N E X 主題紀錄片 旦〈
民二r 展

.製傘人生/中國導演杜海潰的 〈傘} 描述廣東工廠裡，像機器人 樣不斷重復製傘工作的年輕人的生活 。

資金監製紀錄片 ， 希望為時 不可逆轉的趨勢 ， 取而代之 片也獲好評 。

代留下華人生活的影像紀 的是視覺的交流 。 」 紀錄片成觀看世界的窗口

錄 。 目標是以十年的時間投 「 紀錄片像一面鏡子 ，它 「 紀錄片有機會從邊緣的

入百部紀錄片，影展也等於 捕捉真實 ， 也與外界進行對 視覺文體成為主流的一部

是這也作品的成果發表，蔣 話 。 它不像劇情片生命周期 分，關鍵在於導演是否具有

顯斌更希望三年內能為這些 很短 。 相反的，紀錄片是時 捕捉時代脈動的敏感度 。

影片建立發行模式 。 間越久 ， 它的價值才會顯 男一個原因在於我們是否

E見 。 」 能將紀錄片包裝成有趣的方

視覺交流取代閱讀 在影音作品氾濫的時代， 式推廣 。 」蔣顯斌說 ， í我

他同時也經營一個實驗性 紀錄片的觀眾群還是趨向小 認為台灣年輕人現在對於紀

網站 「 戲樓 J '精神有如 眾，蔣顯斌樂觀地表示近兩 錄片展現出的親切態度，是

YouTu b巴，希望能成為影音 年台灣有幾部紀錄片在院線 讓人感到興奮的 。 我希望紀

創作發表平台 。 蔣顯斌說 ， 上映後，獲得外界迴響 。 國 錄片可以成為台灣年輕人觀

時下年輕人對於文字閱讀的 際 問如 〈 不願面對的真 看世界的窗口 。」

能力越來越淺 í淺閱讀是 相 》 、 ( 大國自屈起 〉 等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