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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云纪》

内容概要

“你们怎么不说服我！”——侯导和阿城，一山不容二白羊
“造一座冰山”——侯导永远没有“够了”这回事
“这下总该上床了吧？”——侯导的感情戏偏不这么拍
“没事做就去睡觉！”——侯导就是不愿“戏剧化”
就是不让演员“演”——侯导与演员的斗争角力血泪史
首度贴身记录侯孝贤如何拍电影，揭示侯孝贤之所以是侯孝贤的原因所在。
电影里有的与没有的，拍出来与拍不出来的，尽在其中。
筹备期超过十年，剧本写作和拍摄历时五年，电影大师侯孝贤的首部武侠片《刺客聂隐娘》终于现出
真面目，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作为初出茅庐的新人，作者参与了电影从剧本讨论到拍摄杀青的全过程：编剧之间互相角力，剧本“
织了拆、拆了织”，摄制组辗转京都、湖北、内蒙古、台湾各地，状况不断，侯导还要不停给自己出
难题⋯⋯作者试图以人类学的视角和生动笔触，还原现场，记录一部电影从无到有的诞生过程。
本书另收录小说《隐娘的前身》、电影故事大纲与剧本（第三十八版定稿）。从文字到影像的转译过
程，犹如在海中筑篱养鱼，框内影像只是少许，框外真实世界才是影片魅力所在。作者以编剧身份，
独家讲述侯孝贤如何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界限出一方景框，也试图诠释侯孝贤构建人物的冰山理论、
独此一家的创作方式及电影观。不仅让你看懂电影，参悟不为人注目之细节，也提供另一种观看之道
，揭示侯孝贤之所以是侯孝贤的原因所在。
你只需要于五月二十日星期三，在戛纳观看《刺客聂隐娘》壮丽的黑白影像的序幕，就能了解这位导
演是有多令我们想念，就能立即回想起这位风格的创造者，这位美感的传播者。而这⋯⋯在电影史上
是屈指可数的。所以当侯孝贤以《刺客聂隐娘》闯入他从未尝试的剑侠片类型，来结束这段长久的缺
席。人们曾预言说，每一个亚洲自重的导演都得经历过这一段。但我们必须立即说明的是，他对这件
事情的付出，是所有人当中最令人惊讶的，最具颠覆性的，最莫测高深的，也是前所未见最奢华的。
——法国《世界报》
她录影机般，翔实记下了全部过程，《行云纪》，这本我称之为“留下活口”的证词之书。证词？是
为谁做证词？为一部我们曾经触手可及的想象过，却始终未被执行出来的慑人电影做证词。
究竟，从剧本到银幕上的电影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西方龙有翅膀，
东方龙靠交通工具行云驾雾。而神龙见首不见尾，却碰巧叫海盟憨胆见着了，近身观察没给电灼雷劈
阵亡，倒留下了这本活口之书。
——朱天文
海盟整个人心思敏捷，记忆力太厉害了，是非常纯质，很直接的人；然她对事务的理解又非常复杂，
可能跟她的家庭父母、大姨有关。我感觉她清清楚楚，其实非常难得。观看我决定的这个最后版本的
《刺客聂隐娘》，一般人可能是比较困难。看过海盟的书，可能会比较清楚吧。
——侯孝贤

我看完海盟的侧记，觉得它一定会发挥一个作用，但我好奇侯孝贤看过这本书之后怎么想，会用什么
样的态度面对？以及将来读过这本书和看了电影的人中间的关系，我真的很好奇。这本侧记其实在重
新解释这部电影，它把框外侯孝贤没有框进来的东西，帮我们布好了。我们看完这本书，就知道原来
老侯就只take这些东西，其他都被丢掉了。我非常感谢海盟做的这件事，看了这本书再回头去看《刺
客聂隐娘》，那个领悟跟感动会非常不一样。
——杨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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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海盟
一九八六年生于台北，二〇〇九年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女同志，喜欢无用的知识，现职电
影编剧与自由写作。
大学毕业后不久即加入电影《刺客聂隐娘》的编剧工作，此后跟随摄制组辗转各地拍摄，完整记录下
电影从编剧构思到拍摄杀青的全过程。
曾写作数百万字作品，鲜少示人，谓以“自娱”。二〇一五年，以《舒兰河上》入围台北文学奖年金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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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侯孝贤与我们都爱妻夫木聪/(ㄒoㄒ)/
2、内容如果更详实些会更好。
3、意式现实主义表皮下对东瀛刺客小说的致敬，节制的对白和空镜头模拟原著中晦暗与超现实。日
本文化对美丽岛的单向渗透甚浓厚。
4、反正脑残粉
5、读的是电子版。奇怪的一点，为何全文没有一处提及周韵？大陆差，台湾好，唐代文化在日本。
6、当时写论文的小甜点～
7、又把我带进了刺客聂隐娘的世界里去了。
8、为了聂隐娘的电影给四星。
9、写法文绉绉的，能够想象知识分子的清高与纯净，如同电影一样。反过来看缺点也是一样，不接
地气。
10、总把谢姑娘和爹妈比较有意思吗请问？？？
是因为纪录片里小姑娘说的一句“喜欢唐代那种，对整个世界的自信”跑来看的，挺失望在于没看到
我想看的，只在写怎么辛苦balabala
觉得候导再这么苛刻不行呀，电影拍完，整只豹子(如遗落废弃的道具)应该卖掉回钱。
11、罽賓國王得一鸞,三年不鳴,夫人曰:「嘗聞鸞見類則鳴,何不懸鏡照之。」王從其言。鸞見影悲鳴,終
宵奮舞而絕。
12、侯孝贤的“能量”
13、看见冰山下的大世界
14、很好看，夸侯孝贤夸得略肉麻。
15、呃⋯⋯细节很多，但是无聊的部分也多。
16、这本书总让我想起电影院里前排安坐的一对白发夫妻，和电影里保留着细节丰富的声音。
17、原想，一本驻足日记有什么可看，无非几张照片，几篇零碎八卦。《行云纪》却蛮好看，五年时
间内的零碎小事断舍离后，主题明确，有八卦但不低俗。作者的优越感，以及把自己划到侯孝贤圈圈
里的问题也是蛮明显的~
18、同样是坐在星巴克里讨论剧本，我们是先扯半个小时的闲话，一看饮料喝完了，索性出去打电
玩......
19、了解了整个电影制作过程，更喜欢《刺客聂隐娘》了
20、从八卦的角度是好的，适合微博上一篇篇独立出来配成九宫图。博客集看起来太腻味了。隐娘的
前身和最后的剧本加两分。
21、一面深8聂隐娘，一面消磨我们对聂隐娘的热情。既是“证词之书”，未免细琐，然对于不了解侯
孝贤的观众来说，虽不能一蹴而就、却足以一窥侯氏电影创作理念，当然也包括聂隐娘的个案解读，
诸如侯孝贤的刺客理论、空空儿幻术理论、受阿城启发的胡汉融合概念、日本剑豪小说影响以及聂隐
娘一片的武戏为何“不好看”。因而聂隐娘渐成型、也就是长澍的部分，似乎尤重要。谢海盟弃坑后
的小说遗迹，十分尴尬，写唐人故事，非今非古，不土不洋，且很不流畅。剧本就有价值多了，然更
证出侯孝贤的好处，但凡剧本设定而没在电影里呈现的，皆不必要。此一故事若老实讲来，便大无趣
。成片也在尽力“免俗”，剧本中最不能忍一场戏，瑚姬遇险后与田季安的对话，唯恐不似八点档。
至于空空儿一记绝杀，也只文字里生辉。最后，大家执念的某些情愫，我依然不以为意
22、在咖啡店随意翻看的书，在这之前对侯孝贤无特殊感觉。直到看到电影聂隐娘的创作原型有一部
分来自《龙纹身女孩》中的桑兰德。有时候读书就是需要这样的契机。
23、北美仙儿
24、看完才知道这书的作者谢海盟不仅是《聂隐娘》的编剧，还是是朱天心的女儿⋯不过有些台湾的
年轻人还蛮偏激的，比如作者，各种亲日本反大陆姿态。纵观全书，还是《隐娘的前生》以及附录故
事梗概更有价值。
25、 #养病阅读# 2017.1.24理由:在影院看了3遍《刺客聂隐娘》，当然要看此书。但写得好无趣乏味。
26、360度看侯孝贤！哈哈哈哈，真的是个很萌的老人
27、文笔太琐碎了，读起来很枯燥，只能匆匆读完。但也有不少拍电影的营养在里面，最后的故事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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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和剧本还不错。
28、读这本书时我只有一个疑问，《聂隐娘》拍了5年，转景这么多次，还去日本拍了几回，才花
了9000万。为什么我才拍三个月转景一次就超过5000万了？于是我提议找侯导来做监制，让侯导帮忙
申请台湾辅导金也许还能赚点钱。
29、阿城真会抖机灵，光剩机灵了
30、冰山理论比较有意思，研究生论文用到了。其他实在是⋯⋯索然无味啊。剩下一半真看不下去。
31、近两年来最喜欢的电影。
32、2016-48
33、前年二刷了电影 却也只是看了个一知半解 有意思的电影侧录  尤其是最后对聂隐娘故事的解读 实
在太喜欢  但宏大的幕后 却免不了还是觉得so so  #爱侯导 更爱他的态度
34、侯导可爱，拍电影苦中作乐之事。
35、还行吧，但是毕竟涉世未深的小女孩的理解也总是停留在自己的世界中
36、因为侯孝贤。
37、这本书太好了！《聂隐娘》太好了！侯孝贤太好了！
38、现今车马都快，邮件来往只要鼠标轻点，慢下来听一千两百年前的故事倒是需要些许勇气。好在
有心人编剧场记，绵绵密密，仔仔细细。
39、只是为了窥看一下导演还有主演拍摄时期的侧记 至于其他 我只能说 我没有看过谢海盟她爹妈的
任何作品 所以并没有带着期望值看她的文字  看完觉得也就是大学毕业生水准吧
40、3.5⋯1.若没有清晰的客观实体，就很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牵制。2.水疗法。3.隐娘借由镜子看见自己
，察觉到自身成长与岁月流逝。而磨镜少年，他以磨镜为业，同时拓印收藏镜背铭文；他背负着古老
的家传铜镜，这面镜子可辟邪驱魔，照出山精老魅的原型。4.拍电影是，你把一群志趣相投的人集合
在一起，大家共同为自己的热忱奋斗，就不要把人搞得痛苦不堪，情绪一坏了，影响到工作，也拍不
出什么好东西来。更何况，电影固然是当下每个人的生活重心，也不是那么天大了不起的东西，值得
把身体都赔进去。5.文字与影像不仅承载量不同，节奏也大相径庭，文字能容许的思考节奏，放到了
电影里，可能要搞得一部好好的电影土崩瓦解彻底溃散了。6.看完之后竟是隐娘前传最吸引到我，道
不出曲折坎坷，只觉心疼不已。7.侯导贯彻到底的拍摄模式，最自然最真实。
41、介于两到三星之间——台湾写东西的人还是太少了，能拿出手的更是凤毛麟角。写二代一不小心
就会成作二代，作天作地更作死的“作”
42、无聊赛
43、斯亞伯格症患者 鏡子意象
44、是一部关于电影的传记，由在场者转述。信息量不大，文字流畅，好读。
45、谢海盟的文字真好，步步稳妥，不讨好，不傲娇，不卖深沉，有深情，有礼貌，有表达，是这个
年纪的青年最好的样子。
46、通俗易懂，旁征博引。第一次知道怎么拍电影，羡慕作者有这么好的机会。还有寥寥某三字深得
我心所以好评。
47、冲着剧本和大纲而来！
48、刻意营造诗意，不够天成
49、第一次看电影聂隐娘，近乎睡着，除了对其印象画面美之外，觉得故事脉络并不清晰。侯孝贤一
贯追求去戏剧化，导致这部电影叙事结构影影绰绰，欲说还休，暧昧不明。
而这本书，很好地填补了这些，原来那么多的镜头被删减：童年时的回忆，磨镜少年的往事，道姑师
父的动机，隐娘和元氏的过节。。。原来每一个美丽的镜头背后都隐藏那么多的故事。。。
湖北，内蒙，日本，宜兰，外景地一一道来，有对当地乡民强取豪夺的不满和无奈，有对日本人客气
却排外的叙述，有对拍摄期间主创人员不同的意见的争执。。。
还有整个完整的聂隐娘剧本，感谢这本书，知道了很多这部电影背后的故事。
还知道原来侯孝贤拍电影选角色是会看星座和血型组合的哈哈哈。
以及谢海盟其人，朱天心女儿，穆斯林，女同志。
另外，大九湖的乡民真的如此不堪？？？
50、去年看的电影，拖了这么久这几天看了书。前面关于拍摄的草草翻过，主要看了后面的隐娘的前
身，梗概和剧本。也终于知道了电影的前因后果，又回想起片中那些美好的风景，以及那句“汝今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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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已成，惟不能斩断人情。”文笔一般，多加一星给书中的电影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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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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