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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聶隱娘學術研討會」 
會議報導

劉毓晴 *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近現代文學研究室

時　間：2015 年 11 月 14-15 日（星期一、二）

地　點：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主辦與聯絡人：副研究員陳相因 hyschen@gate.sinica.edu.tw

一、會議緣起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四至十五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近現代文學研究

室主辦「傳奇：聶隱娘學術研討會」。此次會議係因資深導演侯孝賢執導的首部武

俠電影《刺客聶隱娘》(The Assassin)，二〇一五年八月在臺上映之後，影評如潮，

關注不斷。該部作品改編自唐代裴鉶的傳奇小說〈聶隱娘〉，並入圍坎城影展而榮

獲最佳導演獎。然而影評對於電影之風格、定位與評價等說法莫衷一是。

因此是會邀請導演侯孝賢、編劇朱天文及謝海盟兩位女士參與座談，分享電影

拍攝的種種，由改編、創作以至真實攝製時的權衡。翌日，來自十個不同單位的與

會學者，分就以下議題進行討論：

1.  《刺客聶隱娘》如何進行影像敘事，諸如：架構文化符碼、歷史圖像呈現，

以及進行美學風格的探索等等？ 

2.  《刺客聶隱娘》如何以電影語言改寫、改編並再現原著，進而進行視覺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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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電影與文學等不同領域之間的置換？

3.  《刺客聶隱娘》如何與同類或者他類電影敘事進行對話？是還原本質抑或另

闢蹊徑？

4.  解析《刺客聶隱娘》與裴鉶〈聶隱娘〉的影響研究，探究淵源與媒介如何

積累或刪減各項元素，成為二者如今的面目？

透過兩日的座談與研討的方式，是會期許能夠為視覺藝術和文學敘事間跨領域

的互動，提供多元的思考，亦將於二〇一六年出版論文集，提供大眾深入淺出地理

解《刺客聶隱娘》與唐代傳奇的途徑。

二、導演及編劇座談

座談會首日由彭小妍教授開場，她指出本次研討會乃結合古典和現代合作，

並相互對話的會議。而《刺客聶隱娘》是由唐代傳奇擷取靈感所改編的全新故事，

從當代的情境出發重新思考、詮釋歷史，藉由電影藝術表達個人的存在與行動等問

題。希冀透過本次會議，讓原本看似相互牴觸的古典與現代、通俗文化與菁英文

化，可以在無形中靠攏，並開啟相互合作、對話的契機。

第一場

主持人：胡曉真（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主講人：侯孝賢

主持人胡曉真教授提出兩點問題請益侯孝賢導演。第一，中國文學中，不論菁

英或通俗，由《史記》以下都有關於「俠」的不同定義和「武」的文化價值，而侯

孝賢導演是如何看待「武俠」的定義，以及「武俠片」這種類型的電影？第二，胡

教授提出侯孝賢導演過去拍攝的電影中，都曾提及關於堅持「寫實」藝術的發揚，

請侯孝賢導演談談自身對於寫實的認識以及見解。

侯孝賢導演指出，「武俠」其實是個人如何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他自己認為

「武」的界線，是人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剝奪他人的生命。因此，《刺客聶隱娘》拍的

是聶隱娘覺醒的過程。但在拍攝技法上，侯孝賢認為，覺醒的過程是最難傳達的部

分：不同於好萊塢電影的情節簡白、公式化與特效場面，而是在電影中使用了幾個

細微的轉折與氣氛的營造，讓觀眾可以看到聶隱娘的遲疑及決定，將想像力留給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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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去感受與思索。而他自己所採取的方法，是做足唐代以及《刺客聶隱娘》相關史

料文獻的考證後，便交給演員去發揮，捕捉他們最真實的那一刻，兩相加乘下，營

造最接近歷史、人情、物理的寫實情境。

在開放討論的時間中，提問者提出了幾項問題，包括侯孝賢導演截至目前為

止最滿意的作品、侯孝賢導演與法國新浪潮電影的淵源、拍攝《刺客聶隱娘》最艱

難的部分，以及電影中所使用的語言選擇方式等等。而侯孝賢導演認為，除了《刺

客聶隱娘》外，過去最滿意的作品是《南國再見，南國》，在極短的時間便拍攝完

成。這兩部片的共同點，在於掌握大框架背景後，細節便可以依照想陳述的主題去

想像並安排。另外，他也談及曾和臺灣二戰後出身的其他電影從業人員，如楊德

昌導演等一起接觸新浪潮電影，並開始嘗試拍攝。一方面也是當時臺灣缺乏製作電

影特效的能力，只能從自身的經驗出發，因而逐漸走向寫實的電影風格。《刺客聶

隱娘》的攝製過程中，最為艱難的就是真實的情調、氛圍與感覺的捕捉。最後關於

唐代語言的提問，侯孝賢表示文言文係屬書面語，因此在電影中為符合真實對話情

境，改採較為靈活的語言表達。

第二場

主持人：陳相因（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主講人：朱天文、謝海盟

在第二場座談中，由陳相因教授主持，邀請編劇朱天文、謝海盟兩位女士，

分享由劇本創作乃至電影攝製的過程。朱天文女士提到，劇本創作是想像力最可以

自由發揮的時期，但文字思考的過程重視因果邏輯連接，而影像思考重視視覺與氛

圍。她認為，電影就像詩一樣，是畫面與畫面擺放、拼湊所營造出的有機整體。

《刺客聶隱娘》的劇本創製過程，是以當代的思考進行歷史詮釋，繞開過往武俠片

的類型與公式，主要核心思索有兩點：一是個人為何可以剝奪他人生命，二是聶隱

娘覺醒的過程。但編劇在劇本上所設想的因果邏輯，侯孝賢導演將之視覺化的時

候，並不依照對白、行動、衝突等方式串聯，而是用剪接的方式將他心中理想的畫

面拼貼，模仿並呈現真實世界的曖昧跟複雜，也使得原先設想的劇本中的扣環和畫

面更加簡潔洗練，這是劇本創作和電影藝術最大的歧異點。

主持人陳相因教授緊接著對兩位編劇提出三點疑惑，分別是《行雲紀》中「殺

手的成本」一詞的定義，在劇本的創作過程中為何最後未邀請專精戲曲的王安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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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協助修潤對白，以及《刺客聶隱娘》的行銷策略。謝海盟女士指出，「殺手的成

本」對於聶隱娘而言是「等待」。電影中的聶隱娘雖然武功高強，但不像一般武俠

片的拍攝方式，她不會飛簷走壁，而是也會受限於物理作用，以及人情的刺客，因

此她不會隨便與人過招，總是等待、觀察可以行刺的時機。換言之，是不輕易浪費

自己的機會成本，而等待著最佳獲利的時機點，這便是刺客所應衡量風險而計算的

「殺手的成本」。然而就電影整體而言，建構所有一切為何殺人與為何不殺所付出

的成本，皆可算是「殺手的成本」的一種。關於第二點問題，謝海盟女士解說，當

初構思電影劇本時，曾經有許多構思，因為種種考量最後沒有被實現。包括設計場

景與對白時，還原歷史的考究程度，也會因在電影中的功能而異，如：可能只是交

代歷史背景等因素的最終權衡與考量。最後，關於《刺客聶隱娘》的行銷策略，兩

位編劇較為期待它可以被作為藝術片來行銷，而非商業片的路線，才不會讓觀影群

眾有錯誤的期待。

在開放提問的時間中，則讓提問者針對劇情有疑惑的地方做出解答，如田元氏

與精精兒的關聯，以及田季安對於田元氏交代不許活埋流放臣子的段落，應該如何

理解等，兩位編劇提出可能的思考線索，將想像與詮釋權留待觀影者自行思考，現

場互動踴躍。

三、論文發表

第一場

主持人：桑梓蘭（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語言系）

主講人：

1. 彭小妍（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題　目：從《刺客聶隱娘》重探作者論

2. 陳相因（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題　目：邊緣的美學：論《刺客聶隱娘》的建／解構與大／小眾

3. 陳思齊（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題　目：空空然後可以為實有，無人然後可以為人：論侯孝賢《刺客聶隱娘》

會議第一場共發表三篇論文，首先以彭小妍教授〈從《刺客聶隱娘》重探作

者論〉作為開場。彭教授的論文指出，侯孝賢深受法國新浪潮電影的影響，秉信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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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作者論，認為新浪潮導演等同創作者，而非劇本的附庸，強調個別、自我的美學

理念。但臺灣新電影浪潮卻在追逐獨特藝術風格中，逐漸失去敘事性，也因此流失

觀影群眾。因而引發彭小妍教授重新考察法國新浪潮機關刊物《電影筆記》，重新

梳理該機關報的創始者的理念、影評人的見解以及所選刊的作品，發現作者論的持

論者們如巴贊 (André Bazin, 1918-1958)、阿薩亞斯 (Olivier Assayas, 1955- ) 有自覺

地謹慎於「作者個人印記」的迷思上，他們雖反對庸俗，然而卻未曾反對通俗與商

業電影。因而彭教授認為，藝術技巧與敘事性兼顧並不違反新浪潮的一貫堅持，亦

能挽回一度流失的票房。接著，她採用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敘事理

論，檢視《刺客聶隱娘》是否具備講述成功故事的條件，說明《刺客聶隱娘》在二

者的融合上，如何做出成功的突破。

第二篇論文是陳相因教授的〈邊緣的美學：論《刺客聶隱娘》的建／解構與大／

小眾〉，作者認為《刺客聶隱娘》的出類拔萃乃在於，將一向熟習好萊塢特效與行

動衝突的觀眾，帶回刪去一切表演性和戲劇化的極簡電影畫面，挑戰並重新建構觀

影群眾的喜好。作者接著指出，電影中解構教科書與過去的武俠片中的漢人中心思

維，將歷史場景還原到地處胡漢邊陲的藩鎮，再現其中可能的既融合又相互角力的

種族雜處狀況，作者藉由服飾、音樂、中國山水等多組圖片對比，說明電影所隱藏

的細節。同時說明《刺客聶隱娘》除了有過往華語武俠片的元素，亦有效法日本武

士片的痕跡，特別是在過往的華語武俠或日本武士片中，因特效技術不足，俠客往

往囿於地心引力限制，不強調輕功的飛簷走壁，反而注重打鬥時的能量，而侯孝賢

亦選擇著重於此，將情緒與特效都刪除，以達到以簡馭繁的效果，企圖將想像留待

觀眾發揮，這些都是用以解構並重新構築觀眾觀影方式的匠心之處。

第三篇論文是陳思齊教授的〈空空然後可以為實有，無人然後可以為人：論

侯孝賢《刺客聶隱娘》〉，作者在論文中區分華語武俠片歷史發展中「武術」、「武

藝」、「武道」三者的差別：「武術」著重在武功及兵器的展現，即使演員本身毫

無武打根基，亦可透過電影後製呈現；「武藝」指的是內心修為，是專注忘我的境

界，武俠片從此劇情退居於演員內心世界的展演之後，如同《臥虎藏龍》偏重儒俠

內心世界的掙扎一般；「武道」是「練神化虛」的境界，電影中武打橋段短暫，著

重聶隱娘的精神境界，角色並結合劍仙與刺客把持情緒，行蹤飄忽等特點，因此作

者將《刺客聶隱娘》歸類為「武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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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主持人：陳相因（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主講人：

1. 桑梓蘭（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語言系）

 題　目： World and Image: Adaptation in Hou Hsiao-hsien’s The Assassin

2. 郭詩詠（香港恒生管理學院中文系）

 題　目：心猶鏡也：《刺客聶隱娘》中的「鏡」與「心」

3. 林積萍（黎明技術學院通識中心）

 題　目：文字的跡證：《刺客聶隱娘》的文學閱讀

第二場論文發表由桑梓蘭教授的〈文字與影像之間：談《刺客聶隱娘》的改

編〉開始，作者認為編劇和導演在文字和影像中各自有其獨立的生命體，二者不啻

緊密合作，有時也會相互轉譯、甚至叛離。因此，由文字到影像兩種不同的媒材之

間，不應將焦點放在多少程度上的變化，而應視之為改編，才不至於囿限了想像力

與感受美感的詩意。

第二篇論文由郭詩詠教授發表〈心猶鏡也：《刺客聶隱娘》中的「鏡」與

「心」〉，主要論述焦點在於，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於「鏡」與「心」的指涉與關聯，

如何無意識地影響電影的角色設定與主題間的表述。郭教授首先由唐傳奇原著與電

影側重敘述的差異入手，指出前者偏重於武功與法術，後者偏重人的存在與情感，

《刺客聶隱娘》成為陳述孤獨與尋找自由的故事。郭教授接著指出，電影中的鏡子

象徵有二：一是青鸞舞鏡，二是磨鏡少年。作者舉電影幾段詳細情節與角色，對照

解釋在「青鸞舞鏡」典故的象徵中，「看」與「被看」的結構，以及「磨鏡」的文

學典故、聯想與象徵，乃在於為照見本心，回復自由主體。藉由以上兩組例證的討

論，尋找傳統文化對侯孝賢潛移默化的聯繫。

第三篇論文係林積萍教授的〈文字的跡證：《刺客聶隱娘》的文學閱讀〉，作

者考察侯孝賢身處的時代背景以及他所閱讀過的文學作品，嘗試探究侯孝賢如何及

為何選擇影像呈現的方式。首先由侯孝賢的訪談，整理侯孝賢接觸文學的過程，說

明侯導演利用影像呈現當年文學閱讀時的想像，並舉了白先勇、王文興等同輩知識

青年作例證，認為他們所生長的五〇年代受到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在作品中多呈

現悲觀懷疑，以及現代人的生存處境的思考，文學與《刺客聶隱娘》同時都具有這

些時代影響下的痕跡。作者進一步指出，五〇年代同時也是臺灣武俠小說盛行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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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自小閱讀這些作品的文青們，在潛移默化中也練就淡然豁達的俠客心境，因此

侯孝賢才能在身處炫目特效的電影時代中，堅持自我美學風格，攝製出詩一般的

《刺客聶隱娘》。

第三場

主持人：楊貞德（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主講人：

1. 康韻梅（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題　目：裴鉶《傳奇‧聶隱娘》之聶隱娘「傳奇」

2. 黃儀冠（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題　目：性別‧視角‧鏡像：聶隱娘與行雲紀的互文參照

第一篇論文發表為康韻梅教授的〈裴鉶《傳奇‧聶隱娘》之聶隱娘「傳

奇」〉。作者就《刺客聶隱娘》之原著，即裴鉶〈聶隱娘〉傳奇著手，考察該文本

的來由與「傳奇」特性如何被逐漸形塑。並藉由相關的文獻選輯與評論中，爬梳

〈聶隱娘〉是如何在編選的過程中被分類，以及賦予不同的類別、指稱、特質與意

義。作者發現，裴鉶有意地消解聶隱娘的性別角色的功能，著重其法術與武功，

而不似其他女俠傳多少會著墨社會角色與生理性別，改換為聶隱娘為何行刺的動

機和改投劉昌裔門下的獨立自主精神，進而歸隱山林，作為「傳奇」的終點，也增

加「傳奇」特質。最後，作者考察聶隱娘的形象變遷，和唐代歷史發展的宗教、社

會、文化背景等聯繫與特別之處，認為文本因此開啟形象的豐富堆疊與詮釋空間。

第二篇論文為黃儀冠教授的〈性別‧視角‧鏡像：聶隱娘與行雲紀的互文參

照〉，作者觀察謝海盟的《行雲紀》和《刺客聶隱娘》如何相互對照補充，而成為

互文的現象。作者首先指出敘事者的敘事姿態，以別具慧眼的方式詮釋侯孝賢的美

學堅持，帶領讀者出入電影的世界。並整理《行雲紀》如何紀錄聶隱娘的角色設定

到拍攝定型的過程，包括她的童年、喜好、行動等與侯孝賢電影語彙的連結；以及

藉由刺客的視角，帶領觀眾理解導演是如何安排用運鏡、場景、空間美學，製造角

色與場景間的對比，並理解人物心境的設定。

整體而言，是次研討會除了透過導演及編劇的訪談，得以深入了解電影由草擬

創設到真實攝製的權衡與考量，衍伸出不同的思考面向外，論文發表本身也提供不

同觀影的探索管道，這些觀影討論也將集結成論文集，於明年度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