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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侯孝贤电影讲座》的出版，为侯孝贤2007年11月5日至7日一连三天应邀在香港浸会大学作的电影讲
座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这是侯导演从影三十多年来的创举。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他在三天之内，为同学作了七场讲座：（一）侯孝贤导演电影之路；（二）谈日本导演小津的电
影（电影真实与现实的关系）；（三）侯孝贤电影的美学信念；（四）谈法国导演布列松的电影；（
五）侯孝贤导演的电影（与影评人对话）；（六）台湾电影的现在与未来；还有（七）评电影电视系
学生作品。
这是他从来没有试过的电影艺术的传承工作。
而这七场讲座中，其中第一讲的部分讲稿以“我的电影之路”为文和第二讲的部分讲稿以“真实与现
实''为题，分别刊登在《电影艺术》杂志2008年1月号以及2月号。
顺便一提的是，《南方周末》于2008年1月17日一连四版刊载了王寅采访这次讲座而完成的《创作本来
就是有限制》与《我永远给自己找难题》二文，以讲座侧记加直接访问写成，可以一并作阅读的参考
。
回想安排侯导演到香港浸会大学作“导演大师班”系列的电影艺术及文化讲座的构想，是在“吴宇森
导演电影讲座”（2005年11月）之后，肯定侯孝贤导演对电影艺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于是，2006年秋天，我亲到台北并约了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系的廖金凤主任跟侯导演碰头，当时他正与
友人进晚餐，他抽时间与我们谈了一个小时，谈到他对电影真实与现实的认识，见解精辟，有自己的
一套看法。
而我的脑海马上闪现，必须邀请侯导演到香港为我们的学生作学术讲座，对电影系的学子而言，最重
要的是能有机会亲自向大师学习与请教。
对我的邀请，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回到香港，我们马上作了一个详细的计划，分为三项：（一）侯孝贤的电影讲座用三天的时间，作七
场讲座（其中一讲以评论同学的作品为主），详细道出每场讲座的题目和范围，以及时间和地点的安
排。
同时，听讲座的人不仅仅限于香港浸会大学电影电视系的学生，同时发出通知，内地、台湾、澳门等
地大学相关课系的学生亦可参与。
不久得到超过30所大学的回应，我们亦发出了邀请函。
（二）聘请侯导演为我们三年制的“电影电视与数码媒体艺术硕士”班的课程顾问（另一位是吴宇森
博士）。
（三）向大学提出书面申请，准许颁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予侯孝贤。
我为此曾到“大学荣誉博士委员会”上接受询问及解释侯导演的成就和对世界电影文化的特殊贡献等
，最后获得了肯定和通过。
整套计划的安排细节大致告一段后，我马上与侯导演的秘书心怡小姐联系，并随后再飞到台北，在原
为希尔顿酒店的恺撒大饭店咖啡厅与侯导演作第二次见面，就一些细节作最后确定，并当面将一封吴
清辉校长代表浸会大学颁发2007年“荣誉博士”的函件交给他。
在座的尚有廖金凤主任，我的研究生吴晶，她当时刚好到台北参加在政大举行的一个学术会议，大家
相谈甚为融洽，且廖主任即场提出邀请侯导演回母校作一次演讲，侯导演也爽快答应。
一切都作了妥善的规划与部署后，邻近讲座举行及荣誉博士颁发典礼前一个月，突然接到了心怡小姐
从台北发来的信息，说侯导演恐怕到时不可前来，原因是他接拍的一个广告必须在讲座举行的时间拍
摄，这可把我们给吓了一跳，因为一切安排已经定了下来，更改几乎不可能，如荣誉博士颁奖典礼，
前来参加讲座的数十所大学学生代表的所有证件及机票等已经办妥。
当然，我们也了解影视广告工作的日程会随时改变，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而我也体会侯导临门前的恐惧——一连七讲，确实骇人，他事后也说当时一口答应，有点后悔，觉得
有很高的难度，重要的是他从未试过，所以，我在前面说是侯导演的一次创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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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经过多次联络，将原先的日程安排由一次分为两次：第一次，先来浸会大学三天作讲座，然后
回去台湾拍摄数天；第二次，在“荣誉博士”颁授典礼的当天早上从台北赶来浸会大学，下午参加接
受“荣誉博士”学位的颁授典礼，正式成为浸大博士校友，第二天，离港返台。
一切经过重新调整后都很顺利，讲座与学位颁奖都座无虚席，香港传媒亦为侯导演参与的两次活动作
了广泛的报道。
这是本书出版的因缘始末，在此特别感谢电影电视系同仁及同学的支持，文志华老师的封面设计（天
地版），还有天地图书公司颜总编的盛意促成，在此一并致谢！
《侯孝贤电影讲座》的出版，为侯孝贤2007年11月5日至7日一连三天应邀在香港浸会大学作的电影讲
座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这是侯导演从影三十多年来的创举。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他在三天之内，为同学作了七场讲座：（一）侯孝贤导演电影之路；（二）谈日本导演小津的电
影（电影真实与现实的关系）；（三）侯孝贤电影的美学信念；（四）谈法国导演布列松的电影；（
五）侯孝贤导演的电影（与影评人对话）；（六）台湾电影的现在与未来；还有（七）评电影电视系
学生作品。
这是他从来没有试过的电影艺术的传承工作。
而这七场讲座中，其中第一讲的部分讲稿以“我的电影之路”为文和第二讲的部分讲稿以“真实与现
实''为题，分别刊登在《电影艺术》杂志2008年1月号以及2月号。
顺便一提的是，《南方周末》于2008年1月17日一连四版刊载了王寅采访这次讲座而完成的《创作本来
就是有限制》与《我永远给自己找难题》二文，以讲座侧记加直接访问写成，可以一并作阅读的参考
。
回想安排侯导演到香港浸会大学作“导演大师班”系列的电影艺术及文化讲座的构想，是在“吴宇森
导演电影讲座”（2005年11月）之后，肯定侯孝贤导演对电影艺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于是，2006年秋天，我亲到台北并约了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系的廖金凤主任跟侯导演碰头，当时他正与
友人进晚餐，他抽时间与我们谈了一个小时，谈到他对电影真实与现实的认识，见解精辟，有自己的
一套看法。
而我的脑海马上闪现，必须邀请侯导演到香港为我们的学生作学术讲座，对电影系的学子而言，最重
要的是能有机会亲自向大师学习与请教。
对我的邀请，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回到香港，我们马上作了一个详细的计划，分为三项：（一）侯孝贤的电影讲座用三天的时间，作七
场讲座（其中一讲以评论同学的作品为主），详细道出每场讲座的题目和范围，以及时间和地点的安
排。
同时，听讲座的人不仅仅限于香港浸会大学电影电视系的学生，同时发出通知，内地、台湾、澳门等
地大学相关课系的学生亦可参与。
不久得到超过30所大学的回应，我们亦发出了邀请函。
（二）聘请侯导演为我们三年制的“电影电视与数码媒体艺术硕士”班的课程顾问（另一位是吴宇森
博士）。
（三）向大学提出书面申请，准许颁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予侯孝贤。
我为此曾到“大学荣誉博士委员会”上接受询问及解释侯导演的成就和对世界电影文化的特殊贡献等
，最后获得了肯定和通过。
整套计划的安排细节大致告一段后，我马上与侯导演的秘书心怡小姐联系，并随后再飞到台北，在原
为希尔顿酒店的恺撒大饭店咖啡厅与侯导演作第二次见面，就一些细节作最后确定，并当面将一封吴
清辉校长代表浸会大学颁发2007年“荣誉博士”的函件交给他。
在座的尚有廖金凤主任，我的研究生吴晶，她当时刚好到台北参加在政大举行的一个学术会议，大家
相谈甚为融洽，且廖主任即场提出邀请侯导演回母校作一次演讲，侯导演也爽快答应。
一切都作了妥善的规划与部署后，邻近讲座举行及荣誉博士颁发典礼前一个月，突然接到了心怡小姐
从台北发来的信息，说侯导演恐怕到时不可前来，原因是他接拍的一个广告必须在讲座举行的时间拍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侯孝贤电影讲座>>

摄，这可把我们给吓了一跳，因为一切安排已经定了下来，更改几乎不可能，如荣誉博士颁奖典礼，
前来参加讲座的数十所大学学生代表的所有证件及机票等已经办妥。
当然，我们也了解影视广告工作的日程会随时改变，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而我也体会侯导临门前的恐惧——一连七讲，确实骇人，他事后也说当时一口答应，有点后悔，觉得
有很高的难度，重要的是他从未试过，所以，我在前面说是侯导演的一次创举也！
其后，经过多次联络，将原先的日程安排由一次分为两次：第一次，先来浸会大学三天作讲座，然后
回去台湾拍摄数天；第二次，在“荣誉博士”颁授典礼的当天早上从台北赶来浸会大学，下午参加接
受“荣誉博士”学位的颁授典礼，正式成为浸大博士校友，第二天，离港返台。
一切经过重新调整后都很顺利，讲座与学位颁奖都座无虚席，香港传媒亦为侯导演参与的两次活动作
了广泛的报道。
这是本书出版的因缘始末，在此特别感谢电影电视系同仁及同学的支持，文志华老师的封面设计（天
地版），还有天地图书公司颜总编的盛意促成，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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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侯孝贤导演2007年在香港浸会大学所做的一系列讲座的记录稿，在书中侯孝贤导演第一次全方
位回顾自己的导演经历，细数自己的每一部影片每一段经历，说拍片时的故事，道技术上的细节，谈
小津与布列松，论电影的信念与美学。
书中有理论，也有心得；有经历，也有掌故，看似闲话，实则不言理而理自至。
 　　本书是台湾新电影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侯孝贤2007年在香港浸会大学所做的一系列讲座的记录稿，
首次全方位地回顾了其创作历程。
 全书主要分成6个部分：侯孝贤导演电影之路，电影真实与现实的关系，侯孝贤电影的美学信念，谈
法国电影导演布列松的电影，侯孝贤与香港影评人对话和台湾电影的现在与未来。
书末附录有侯孝贤导演作品年表。
书中他细数自己的每一部影片，拍片时的故事、技术上的细节，侯孝贤讲得不少，就像诗话记下来的
本事及推敲的过程。
侯孝贤在讲座中讲别人也是在讲自己，理论、观念、心得、见地、经历、掌故都有，而且是一条条、
一片片杂糅的，听上去似闲话，实则不言理而理自至。
书里还爆了不少演员的料，如说舒淇“非常悍”，说刘嘉玲“太聪明”，但这些话都不能只照字面意
思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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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孝贤（1947—），台湾新电影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1985年执导《童年往事》，获第二十二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奖，第三十七届西柏林电影节国际
影评人奖，及鹿特丹电影节、夏威夷电影节、亚太影展作品奖。
1986年执导《恋恋风尘》获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摄影音乐奖、葡萄牙特利亚国际影展最佳导演
奖。
《尼罗河的女儿》获1987年意大利都灵电影节第五届国际青年影展影评人特别奖。
1989年执导《悲情城市》获第二十六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奖，台湾《中时晚报》最佳作品奖、导演特别
奖，第四十六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其后作品有《戏梦人生》（1993）、《好男好女》（1995）、《南国再见，南国》（1996）、《海上
花》（1998）、《千禧曼波》（2001）、《咖啡时光》（2004）、《最好的时光》（2005）等，亦在金
马奖及海外影展上多有斩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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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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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侯孝贤导演电影之路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很荣幸也很开心能够请到侯孝贤导演为我们作这个为期三天的大师班讲座，分享他在电影圈的创
作经验。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台湾、香港以及内地几乎不约而同掀起一场电影艺术的革新运动——台湾
新电影、香港新浪潮、内地第五代，侯导演便是当时台湾新电影的领军人之一。
他早期的电影很特别——从讲他个人的故事开始，从个体出发，自己的生活、成长过程、喜爱的东西
，等等，都是从这边引发出来的，是很私人化的电影书写。
这同当时的香港电影是很不一样的，香港电影中很少有导演讲自己的故事，只有一两个，如方育平、
许鞍华，此外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
内地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更不是讲自己的，更多的是观照历史，从历史里面反映现实。
这是那时候三地新电影很大的一个不同点。
侯导演作者式的创作从最早的《恋恋风尘》、《童年往事》开始到近几年的《千禧曼波》、《咖啡时
光》、《最好的时光》等，一路走来，都是有他自己的理念在背后延伸的。
所以如果我们掌握了侯导演（电影里面）所有的东西，再补充今天、明天、后天他（所讲但）没有在
电影里面讲出来的东西，或者有一些大家提问他才讲出来的，我们便可以去完整地理解他和他的创作
。
侯导演的电影基本上是他的全部，但除了电影，大家还想知道什么，在这个大师班里面侯导演都可以
和大家分享。
现在，我就将下面的时间交给侯导演。
电影是拍出来的各位好。
其实呢，我还是一句老话——电影不是用讲的，电影是讲不通的，电影实际上是要去拍的。
你一直拍一直拍，你就会拍出电影来，而且会越拍越好。
还有一个眼界的问题，你一直看，看电影、看周遭的事物，你一直看一直看，你就会有一个眼界，也
就是所谓的鉴赏力。
你有了鉴赏力，你的电影就会有一个高度，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为你要通过你的眼睛才能交出这个
片子。
这个看就是一个观察，看事物的方法。
其实我只会拍电影，并没有办法讲得非常清楚。
尤其是年轻的时候，通常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是行比较易，知比较难，所谓的知难行易，
就是说你在整个漫漫创作过程中才可以慢慢理解。
所以我下面所要讲的东西，你不要以为我是一下就知道这些。
不是，它是在我拍了几部之后知道一点，又拍了几部之后知道一点。
知道了一些，但是很快又模糊掉，随着年龄的增长，拍了更多的片子后，才慢慢清晰起来。
就像我们脑子里对城市的map一样，知识也是有地图的。
就像你住香港住久了，脑子里就知道坐什么车到哪里，转什么车，很清楚，慢慢地对香港就熟悉了。
有这样的习惯和记忆之后，你去内地，去任何地方，在那边都可以很快用你的经验去延伸。
拍电影也是这样。
所以我讲的这些不是什么特别的道理，是我个人的经验。
就像卓老师刚刚讲的，有的人是从个人经验出发，有的学生可能会问一个问题；我没这个经验怎么办
？
其实任何形式的经验都可以。
像有些人是从电影的共和国出来——像文学一样，有的人从文学共和国出来，有的人是写他的经验。
你们假如看过内地一些当代作家的作品，比如说阿城、李锐、王朔⋯⋯这些作家，他们非常清楚他们
居住环境周边的每一户、每一人。
但是假使他们要写现代，这样一个老辈作家要写现代都会的人与故事，他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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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是片段的、距离的，你根本没有办法探测到所有人的状态，你只看到了一种共通，你能不能描绘
这个呢？
有的人可以做到，有的人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需要在都会长期的累积。
在这种所谓的城市文明里面，你慢慢待久了，才会感受到都会的特色，才会有一种不同的角度，才能
捕捉到。
我感觉每个人都有一块自己的领域，这一块你要自己去发掘，怎么去发掘呢，待会儿我会讲，就像我
前面讲的，它是慢慢开始的。
我基本上会给自己一个提问——我为什么会拍电影？
而且我凭什么有那个能力和自信说我拍出来就是这个样子，而且我就是喜欢这个样子？
前面做的时候你并没有办法完全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但是你慢慢就会明白。
于是回溯到最初，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会这样拍电影——我只好从头想起。
因为要来讲这一课，不得不去想一想，不然⋯⋯因为我也陆陆续续有这种讲课的经验，基本上每次我
都是讲讲讲就不知讲到哪里去了，然后回不到那个原定的题目，所以在这之前我还是给自己一个题目
——就是从我自己开始。
《童年往事》——我的成长可能你们都看过《童年往事》，都非常清楚。
在1947年的时候，我父亲到台中来做事情。
他本来是广东梅县的教育局长，参加省运会，碰到他同学，他同学要来台中市当市长，邀他来当主任
秘书，我父亲说试试看，就过来了。
台湾曾由日本统治，曾经是殖民地，那个时候刚刚光复，有许多配备，比如有自来水，所以我父亲写
信回去，就把我们全家接过来了。
我那时候4个月大，被家人抱来的。
现任台中市市长还帮我找到过那个时候我父亲的委任状。
我们一家迁来，从此就回不去了。
本来以为做一做事就要回去的，结果回不去了，回不去后就影响到我们的家庭。
受影响比较严重的是我的母亲。
我母亲以前在广东梅县是教小学的，她是高小毕业。
那个时候的高小不像现在的小学，是程度比较高的，所以她可以教小学。
她不能回去的结果就是后援全都没有了——朋友和亲戚的关系全都没有了，所以我母亲在台湾的这段
时间比较郁闷，状态并不好。
我母亲的状态又受我父亲状态的影响。
我父亲以前中山大学毕业，念的是教育，去汕头办报纸。
以前办报纸不像如今会有一个报馆，没有的，就是几个人，刻钢板，然后印，大概就是那种报纸，而
且几个人要写一堆。
我父亲熬夜得了肺病，后来就不能办报了，才回到广东梅县，他身体一直不好。
后来到了台北，气管不好的人无法长期居住在台北，因为台北空气比较潮湿，容易引起气喘，所以我
父亲的气喘就时常发作。
我们全家就不得不移到南部，但那时候他的身体已经不好了，有肺病，心脏也不好，长期住疗养院。
他等于是两边跑，在疗养院休息好了再回家，因此我们也是经常这样往返，母亲带了一堆小孩。
基本上是那种情景。
从小你也不觉得有什么，但是你可以感受。
我的个性又是喜欢往外跑的，为什么会呢，因为我是4月出生的，第一个星座是所谓的白羊座，星座
还是有它的道理的。
其实是一种逃避，不想待在家里。
后来我拍《童年往事》的时候，问我姐姐才知道，我母亲的颈部有个疤，很长的一条疤痕。
在我们小的时候，疤不会缝得很细致，是很粗的一条。
我母亲那时也住过疗养院，那应该是个自杀的印记。
母亲也到过海边去，往海里面跳，不是，是往海里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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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我们在成长期只知道母亲的颈上有一条疤痕。
那时，作为小孩子你不会去问，也没有人会主动说给你听，但是你心里会有感觉，自身会有一种状态
，所以你会往外逃。
这个其实就影响到后来我的电影。
他们都说我的电影结局非常悲伤，我说是苍凉。
苍凉有一种时间和空间的感觉。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以我的个性，很热情又非常容易跟人相处，对世界的眼光不可能是这样的。
其实是我们在童年，在成长的过程中，面对这个世界已经有了一个眼光，是逃不掉的，不自觉的。
其实那个时候（童年）已经认识世界了，只是我们还说不清楚，也没有人告诉过我们真正的原因是什
么，所以这一段时间就会先隐藏起来。
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像你们一样可以拿DV机拍电影的。
以前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在毕业的时候一班分成几组，拍一个片子。
我们那个时候叫影剧科，一半戏剧，一半电影，师资也缺乏，所以我们拍了一个片子，我不记得了，
有铁轨，有打架，大概是这样子，我是导演。
大约二年级或是三年级的时候，排了个舞台剧，我也是导演。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喜欢我当导演。
这可能跟我小时候在城隍庙长大有关系，就是一群人，从小就跟一群人在一起，大家很自然会有分工
，有的人负责谈判，有的人负责打架，有的人就会⋯⋯在这些跟人的关系里无形中就会有一种领导的
才能，我想很可能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在学校也是这样。
回到刚才所说的，我们对世界的感受会影响到我们的电影，这部分是我的电影里很晚才发现的。
投身电影圈我在学校里也没有像你们现在这样的机会。
我毕业之后当了八个月的推销员，推销电子计算器，每天要打条领带，骑辆摩托车去派名片，过一会
人家就把这张名片丢地上，我也只好捡起来。
做了八个月后有一个机会，学校老师打电话来，需要一个场记，我就去当场记了。
因为我的同班同学大都去当兵了，而我是当完兵才念“国立艺专”的。
不要以为我是一开始就当导演的——没有——在那之前还有七八年。
我只当了两部戏的场记，后来就当了副导演，当了两部戏的副导演，我就变成编剧同时是副导，如此
一来前前后后有七八年时间。
在那期间，我既做编剧又是副导演，我的导演是摄影师，像陈坤厚，他要自己摄影，所以现场几乎是
由我负责——剧本、调度演员⋯⋯所有的。
之前还有赖成英，他也是摄影师，虽然他没有自己摄影，但是他已经是有名的、比较老的摄影师，现
场指挥、调度他不习惯，而且个性上又比较内向，所以也完全是我在调度，调度完了他看，他分好镜
头我就帮他全部都调度完。
此外，剧本不论是我写的还是别人写的，我们都要讨论，有些我还要去改。
所以那七八年⋯⋯想想看，我不是一下子蹦出来的，我有一个磨炼的时间。
而且我不止是编剧、副导演，有时候我还兼制片，所有人的酬劳，演员的调度什么的，助理制片都要
来问我，那样的一个过程让我有机会后来拍自己的电影。
那个时期差不多有十几部片子，每一部都很卖钱，而且很卖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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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他们都说我的电影结局非常悲伤，我说是苍凉。
苍凉有一种时间和空间的感觉。
　　——侯孝贤石头里蹦出个猢狲，台湾出了个侯孝贤。
尽可以用各种流派去比量孝贤的电影，尽可以用孝贤去串联小津、费里尼甚至安东尼奥尼等，孝贤的
电影都是自成智慧的。
大师之间，只有尊敬，真理的对面，还是真理，无小人戚戚。
这恐怕是我敬孝贤的基本道理罢。
　　——阿城侯孝贤“基本上是个抒情诗人而不是说故事的人”。
他的电影的特质，也在此，是抒情的，而非叙事和戏剧。
　　——朱天文在侯孝贤身上，我看到一种很纯洁的叙述方式，这是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世界，这是
让我感到最震惊和最受触动的，通过他的电影，我更好地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看到了我自己。
　　——让-米歇尔·付东(Jean-Michel Frodon) （《电影手册》杂志主编）他是这个年代很好的导演，
他学习道家，大度，很有创意。
一般美国导演让你拍戏，最后会解释一个电影的主题给你听。
但侯孝贤不是，他让你自己感受生活，寻找答案，给演员很大的空间。
　　——朱丽叶·比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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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侯孝贤电影讲座》是侯孝贤导演2007年在香港浸会大学所做的一系列讲座的记录稿，在书中侯孝贤
导演第一次全方位回顾自己的导演经历，细数自己的每一部影片每一段经历，说拍片时的故事，道技
术上的细节，谈小津与布列松，论电影的信念与美学。
书中有理论，也有心得；有经历，也有掌故，看似闲话，实则不言理而理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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