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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與山洞是貫穿全片的視覺母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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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語言技巧

一、燈光

Vermeer

La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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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eciation of Movie Art: Hou Hsiao-Hsien's

"Dust in the Wind"

燭光畫家拉突爾作品。

光線是維梅爾作品中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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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景與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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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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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導亦用獨一光源關照阿遠的內心深處。



角色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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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eciation of Movie Art: Hou Hsiao-Hsien's

"Dust in the Wind"
阿遠在痛哭之後，緊接的一個意味深長的橫拍，

配上陳明章的吉他獨奏，說不盡的年少惆悵，此乃鏡頭的一聲長嘆。

空鏡頭像水墨畫的留白，

樂曲中的換氣深呼吸。



敘事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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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a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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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導擅長以長鏡頭深焦定拍，由演員走位完成段落敘事。

阿遠及阿雲的感情由構圖中隱隱牽動的情

絲含蓄的表徵出來。

李天祿將草根性的母語作了極

生動的即興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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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長鏡頭

Long Take

15

Andre Baz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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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時代的阿遠及阿雲返家途中所見的空白銀幕像極

了他們未知的旅途正要上演。

Appreciation of Movie Art: Hou Hsiao-Hsien's

"Dust in the Wind"



空鏡頭

pan

16

意味深長的結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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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導以一個大遠景觀照阿遠一家三代迎接受傷父親回家的情節，

抽離的鏡頭使情感壓抑而旁觀。



■註釋

1 Charles Tesson（2000）：戀戀風塵。收錄於Olivier Assayas等
人著：侯孝賢。台北：國家電影資料館。

2 八次數據由中國電影學者孟洪峰所統計。

3 蠟燭因其燃燒自我的犧牲意象，更增添了這層生命意涵。

4 但是阿遠信寫到一半燈光因外力而中斷，觀眾亦可藉此揣摩出環

境對他內心理想的強暴性阻撓。

5 中國電影學者孟洪峰在分析侯孝賢風格時即將此類手法歸納為

「物化的情緒」。

6 《養鴨人家》是李行導演的作品，當時侯導擔任李行的場記。

《養鴨人家》上映時間正是《戀戀風塵》故事的時間。

7 雖然文清的不語是因為演員語言能力上的限制（梁朝偉不會說台

語）而發展出來的，但是這個無聲勝有聲的安排絕對是沉默抗議

的神來之筆。

8 在侯孝賢訪談中所提及，艾曼紐．布爾多訪問，文出《侯孝

賢》，頁98。
9 Emmanuel Burdeau在〈間接中的偶然〉一文中說這類伏筆預視
的手法近似「溝口健二式的曲言」。

10 同樣的模糊主辭手法也出現在阿遠信中傳達的中國漁船歸航事

件。

11 即遵守180度關係線等的經典技法，可使觀眾融入劇情而無感於
攝影機之存在。

12 語出〈侯孝賢風格論〉，收錄於《藝術風格的個性化追求—電影

導演大師創作研究》一書，頁95。
13 侯孝賢說李天祿的阿公角色原本不甚重要，但因他的強烈個人特

質非常吸引人，所以也就順勢修改戲的發展。

14 喪父之恐懼、養子身世之非正統與期許壓抑（償恩壓力）、犧牲

學業的自卑、車子被偷的惡運、自幼體弱及三代人皆無讀書命的

宿命之無力…。

15 學者孟洪峰形容侯孝賢對打鬥場面的的處理：越切越遠，生怕濺

上血似的，產生一種欲近卻遠的心理張力。

16 訪問內容語出〈侯孝賢風格論〉，收錄於《藝術風格的個性化追

求—電影導演大師創作研究》一書，頁91-92。
17 由此阿遠穿著花襯衫之細節推知他已經對兵變一事坦然、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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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終於一個天光雲影飄邈的空鏡頭，將影中人的小我宿命拔高至天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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