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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侯孝贤是我国台湾新电影运动的领军人物，也是享誉世界的电影大师，重要作品包括《童年往事》、
《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和《海上花》等。本书完整全面地论述了他的创作生涯，阐明了他独一
无二的成就与风格的形成及演变。作者认为侯孝贤电影反映了台湾独特的历史与地理状况，并且只可
能诞生于那种环境之中。本书也考察了侯孝贤电影对其他亚洲导演的区域性影响。
一部杰出而具开创性的著作。在研究侯孝贤的同类文献中，本书以其覆盖广泛、分析详尽而独树一帜
。作者同样观照成就侯孝贤其人其作的宏观的历史与社会框架、对其创作有更直接决定作用的工业与
文化因素，以及他的创作生涯所发展的独特的美学策略。本书对侯孝贤作品及其背景所作的精确分析
，使之成为英语世界任何研究侯孝贤的学者的重要资源。
——裴开瑞（Chris Berry），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侯孝贤是世界影坛上最迷人然而也最迷惑人的导演。本书不仅是一项作者研究，还对台湾历史、文化
、政治与电影做出了丰富的描述。作者运用大范围的一手资料和引人入胜的电影分析，风格是平易、
机智和犀利的。本书无疑是华语电影与电影研究领域的重大发现。
——叶月瑜（Emilie Yueh-yu Yeh），香港浸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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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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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序言的语言风格就把我吓坏了，学究气真重。全书很沉闷，也许和侯孝贤本人的电影一样吧。读
毕，刷新了我对台湾的历史认知。长长的镜头和静止的摄影机，我肯定不会喜欢侯的电影的，非得和
书一样把我闷死不可。也确实了解了台湾电影的历史背景，和香港电影，甚至和日本、美国的联系。
可是真的好闷好闷。
2、耶～假期开始啦！这书能过审，是因为把锅都甩国民党了吗(￣▽￣)
3、解构侯氏电影属性，台湾经验功不可没，分析侯氏电影特征，资料全，对应比较。说得非常细心
，有助于普通人加强对侯氏电影和本人的理解。全篇内容无不透露出作者对侯孝贤的钦佩和赞赏，部
分语言的叙述有过分肯定侯氏之嫌。作者看待政治的态度类似于无政府主义者，尽力挖掘与内容相关
政治黑暗背景，我倒是很想看到他对我党的看法。从现在开始，得慢慢嚼嚼侯孝贤的电影了。【看了
第一章，觉得作者是共产Party派来的间谍。（15.10.2）】
4、可以作为一本参考书，对我而言，读着有点无聊
5、有粗线条的背景介绍，有非常精细的技术分析，有旁观者的立场。对于绞缠在复杂政治与文化漩
涡里的台湾电影非常熟悉，在此基础上解读“出于其中却超乎其上”的侯孝贤电影，游刃有余。译者
也是复旦版电影图书的责编，双胞胎的父亲，本院博士，各种不容易。如果图片能更精美清晰，那就
完美了。
6、读了看过的作品的部分。还是很值得看的。
7、看完了英文版能标注这本中文的么（捣什么乱啊你）
8、别名叫《侯孝贤电影长镜头研究分析》。
9、读完最后一句回过头才明白书名的含义，就像侯孝贤电影的许多时刻。
10、了解侯孝贤必读
11、5h. 这本书相对传记类的文学更侧重于理论与研究，光是从文献的引用部分就可见一斑。全书并非
关注侯孝贤其人，而是通过关注他生活和成长的环境，通过描述台湾在政治和电影发展进程这些微妙
的情景来光谱般的解读侯的每一步作品。对于这些作品也并非单纯的解读，而是通过大量与同期甚至
可能对侯产生影响的历史因素进行比对论证，得出的结果清晰而又有突破性，若非读过此书，我绝不
会知道沈从文在侯的电影观甚至世界观的形成中起到了如此巨大的作用。通过对侯的调度、机位甚至
精细到每一个镜头的详尽分析，带领读者看到侯在自己的电影探索之旅上所经的历程与考验。除此之
外，对于侯与台湾文化、中国历史与价值观，甚至是东方美学之间的交汇观点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的态
度，虽然这些态度不过是一家之言，但依旧是我们可以看向世界的视角之一。
12、偶像。
13、破碎的梦，但爱要继续
14、好看！对于一个对电影一知半解的我来说，像打开了对台湾以及对侯孝贤新世界的大门！看的我
好入迷！
15、书中于侯孝贤电影长镜头、固定机位、大纲式剧本种种特点阐释自不待言，妙在依时序介绍其电
影后，实则披露出台海百年历史政治、人心取向，他处反不易见，亦不易如此真切；《海上花》本来
挚爱，见诸纸端解析益能心会
16、研究侯孝贤最系统的书。
17、“也许最重要的不是一个人生活在什么时候，或者一个人为什么生活，而是一个人只是活着。”
标记下本书的最后一句话⋯⋯尼玛我终于看完了⋯⋯再也不买专业书了⋯⋯翻过这个艰难的坎，可以
开始看其他书了。
18、“侯孝贤可能是一个电影叙事人，但是他通过唤起深层的、微妙的、深邃的情感，通过提供人类
经验和不受其控制的环境的精致外形，通过以一种既不完全投入也不完全疏远的特定距离来处理所有
这一切，证明了他同样是一个电影诗人。”
19、台湾经验与侯孝贤。
20、第一篇文章没看完的时候已经迫不及待给五星了
21、论文通病，围绕着一句废话展开旁征博引的论证，即侯之所以是侯归因于成长环境，谁不是呢～
能看的地方基本还是时代背景介绍，多少补充些台湾历史。
22、侯孝贤年轻的时候看文艺片也会睡，他想到没，看聂隐娘的观众中途也走了好些，还有书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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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小津以及巴赞的尴尬关系，这些只能说明侯孝贤是因为本土化而后国际化的，当然并不是说前者
就是狭隘的内在封闭的，作者所要传达的就是要从族群后殖民等复杂的本土情景出发才能理解侯孝贤
的影像世界。
23、少有的技术分析侯孝贤

24、看过一部分orz  分析得蛮细的
25、本来只是想了解一下侯孝贤，没想到顺带了解了一点台湾历史，意外收获，于是一口气看完，各
种专业数据唬得我我一愣一愣的，原来电影方面的论文是这样写的。2016年8月1日
26、详实历史背景与拉片技术分析，构图调度，长镜头与固定机位，沈从文朱天文与巴赞小津，浮云
连缀的电影与文化的中间地带，用“台湾经验”解释侯孝贤的“中国性”。
27、从作者的观点来讲，好像一切都是天时地利人和，好像一切与侯孝贤不大有干系。仿佛如果有人
跟侯经历和拥有一样的东西也能成为另一个侯。可事实是，至始至终就只有一个侯孝贤。
28、本来只是想了解一下侯孝贤，没想到顺带了解了一点台湾历史，意外收获，于是一口气看完。各
种专业数据唬得我一愣一愣的，原来电影方面的论文是这样写的。
29、无人是孤岛，我们是不被提及的孤岛的构成。
30、很适合刚入门不久的人来读，一些观点视角很值得思考。而关于侯孝贤电影的分析，一边读一边
回忆或者重翻电影，也是有趣的体验认知过程。学到蛮多东西的。
31、最值得肯定的观点是解构中国性。用Barry Salt那套大数据方法去计算镜头时长实在意义不大。吐
嘈一句，没有一个华人老婆真的没法当汉学家。
32、看侯导的电影之前先看了这本书作为了解，接下来拉片。
33、很牛逼，这本书的废话量和它不低的价格成正比
34、也许最重要的不是一个人生活在什么时候，或者一个人为什么活着，而是一个人只是活着。
35、获益良多，整本书看下来不仅增进了对侯孝贤的理解，也增进了对电影和电影行业本身的理解，
同时也填补了自己对台湾历史的一些认知空白，非常棒的一本书。
36、精细，有条理的析出侯孝贤的文化脉络，背景介绍谨慎详尽。
37、看過最詳盡且有心的侯孝賢相關書籍。
38、在历史上，任何事情——任何微小的事情——都重要
39、从社会背景来分析侯孝贤的拍摄技巧及作品背景，值得看。
40、客观
41、所阅读的第一本关于侯孝贤的研究著作，对本研的撰写有很大启发。作者始终将对侯孝贤及其电
影的讨论建立在对他影响极深的台湾历史和台湾经验的基础上，因此本书不仅是对侯孝贤电影的梳理
，而且也是对侯孝贤所站立的台湾电影的梳理。遗憾早就买了此书但一直丢在书架上未曾翻阅，今天
一晚上看完，一气呵成。对49年之后的台湾的了解、对侯孝贤的了解、对台湾电影的了解，都大大改
变了。
42、囫囵吞枣啃完，对台湾电影史阐述颇多，受教，侯孝贤分析也够细致，八卦料不多，从中国性分
析也够新颖，那什么想说以镜头长度来分析论证始终觉得没多大必要。。。
43、书名很妙
44、美国人做台湾电影研究，侧重历史探究和中国化讲述，技术探究很美国，台湾经验，走了一波电
影介绍。继续补电影
45、对于历史和背景分析让人更加了解侯孝贤和他的电影，每一篇的影评多在技术的，可以多讲一些
内涵
46、很多都是影评人的过度解读。
47、2016.12.17
48、侯孝贤电影生涯的几个时期
49、补补历史课
50、重要的是一个是活着还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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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书的装桢很好，拆开光触摸就能爱上，凸面的剧照，小小一张，已是全部。一张你就能看到这一
整部电影，一张你就能看到他的所有作品。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我疑心一个人的一生其实也就只
能表达一个主题，无论什么剧情，最后都是一句简短的故事梗概就囊括来所有，想想真是可怕。）书
也写得很好，很真诚。作者统计了侯孝贤电影里的所有的分镜、构图、布景、光线，一切。列出了大
量数据，又深挖了许多背景：台湾的时局、沈从文的自传、一切。最后作者说的大概是这个：“毕竟
，我们所有人应该分享一些侯的电影叫我们想起的东西——我们都是这个特殊时刻，以及那些永远不
会进入编年史的日常生活时刻的经验的参与者。即使专家和他们的大部头书不关心，也不会削减那些
时刻的任何重要性。也许重要的不是一个人生活在什么时候，或者一个人为什么生活，而是一个人只
是活着。”但书里最打动我的是译后记。译者说他英文水平着实一般：“我第一次接触侯孝贤作品是
在读研期间，某个夜晚我独自在寝室看《童年往事》，看完后整个人被一股难以言喻的无法自制的忧
伤笼罩，我坐立难安无所适从，只想冲出门去找个空旷无人的地方放声大哭。这是电影头一回带给我
如此巨大的感动与心灵冲击，《童年往事》彻彻底底改变了我对电影的看法。这十余年前的观影记忆
迄今记忆犹新，为此，我坚持翻完了这本书，个中艰苦也就不值一提了。——黄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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