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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看重围》

内容概要

《坐看重围——电影＜师父＞武打设计》的写作缘于作者执导武打电影《师父》的感悟。“坐看重围
”，是一个隐喻，一种姿态。作者以其家学渊源，参详咏春、八卦、形意之拳理精髓；并论及功夫演
员的养成、剧本写作和导演思维的误区、武打电影的先天不足、当下电影创作的困境与突围诸多话题
。笔法曲尽其妙，涉猎既广而语藏机锋；叙事与议论皆备、情深处不免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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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看重围》

作者简介

徐皓峰，1973年生。曾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油画专业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现为北京电影学院
导演系教师。
影评作品：《刀与星辰》
电影作品：《倭寇的踪迹》（编剧、导演）
《箭士柳白猿》（编剧、导演）
《一代宗师》（编剧）
《师父》（编剧、导演）
长篇小说：《武士会》《道士下山》《大日坛城》《国术馆》
武侠短篇集：《刀背藏身》（电影《师父》《倭寇的踪迹》《箭士柳白猿》原著小说均收入其中）
纪实系列：《逝去的武林》《高术莫用》《武人琴音》《大成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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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看重围》

书籍目录

坐看重围·目录
自序： 吃尽穿绝
一、小说改编剧本
1、长河土岸到《一代宗师》
2、小说特质与电影型态
3、剧作真相
二、生成功夫演员
1、李小龙的演技
2、廖凡的武术课
3、咏春拳理
4、八卦手黑
5、燕青速成
三、武打设计
1、打斗型态
2、六点半棍
3、刀桩棍桩
4、坐对重围
5、八斩刀
四、武人们
后记：神巧不过习者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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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看重围》

精彩短评

1、看过电影才来看这本书，没看之前想从中看到的是关于这部电影的种种设定，书中有，看时马上
重新对剧情的一些设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拳理讲太多，作为不会武术的读者，看起来乏味。
2、2016年第34本。读到后面提到戴立忍，心想果然徐皓峰还是腕大以及知道《醉猴》竟然是刘家良最
后的遗作！想到剧情都觉得心痛，至今记得那句“引刀成一快，肝胆两昆仑”[泪]徐皓峰文字质感极
佳，深入浅出，不拖沓，余韵无穷，讲编剧导演那段给了我很多启发。
3、手记，结构略松散，但确有真知灼见。
4、写剧本其实是写小说，大多数读者是外行人。
5、痛痛快快一通海说。后记满分
6、总有一种破败感，脉断人亡，
7、内行话 真功夫
8、徐师傅啊徐师傅，就是喜欢看徐师傅杂谈。
9、徐老师文字清瘦，有节制，不废话。写作有这自知自制，从起步就让人起心慎读。武，术，道，
理，点到即止地写，旧闻掌故穿切文章里，读感略涩，韵味却浓，回甘上佳，当荐
10、虽然在观看之前，已经有了解过最精彩的部分，甚至可以熟练的背诵。但发现整篇读完之后，才
能领悟最精彩的部分实际上却是他描述的拳理。反而之前熟记的部分一点也不重要，那只不过是电影
的一些八卦，比如廖凡拍电影学拳两月，箭士柳白猿里的蒙眼斗枪的是个话剧演员，于老还心生比试
的想法，非要搭手将对方抬飞才心头窃喜。小念头，寻桥，八斩刀，六点半棍，在浅析咏春拳理的时
候，我会合上书，思考动作，直到画面出现了，我才会接着看。看这本书耗时比《逝去的武林》长，
原因有三：一、书没有电子书手感好；二、拳理太多需要思考；三、追剧（福尔摩斯）让我分心！最
后还是那句话，愿我大中华将武术发扬光大，成为真正的现代国术！
11、文字怎么比以前的东西别扭这么多...
12、“对既成事实，不对的选择不认可，眼前难过，日后会好”。徐导真是不说空话、身体力行的模
范。
13、徐浩峰真是个文武双全之人。讲拳理，一招一式的动作描述方法要像徐浩峰老师学习。《师父》
这部影片真是给我专业一个很实在的礼物。套路运动员若还想有所建树，一过二十其实就该去学习传
统武术，这才是武术最初的东西，套路习练的其实就是体操杂技杂耍，还不如从小学学京剧。想学咏
春拳了。
14、练武者把自己处于一对多的境地，不知道要打几个，坐看重围这个名字，贴切
15、这本是好长一段时间以来 我看过的为数不多的想翻好多遍的书。文字和电影都好有味道，太喜欢
徐的文风了，温柔至极而点中各种要害，幽默，固执。
16、书比电影好看。
更新：后半部分讲解功夫太絮叨了，不喜欢⋯
17、爱极了徐浩峰，觉得他是个有风骨的人。武学说到底跟哲学相通。
18、李小龙叔叔重打横版奥义塔，原来如此......
19、得了东西。
20、神者过了习者门，势力过了公理门。现在不好以后也不好。
21、发生在天津的事儿
22、要是你既是真武侠迷，又是真影迷。那千万不要错过了。之前喜欢徐老师的影评，后来他导戏了
，虽然庆幸多了好电影，但总觉得就不会读到他的电影解读了，好像少了个以前看片的朋友。偶然发
现这本，一口气读完，薄薄一本，读了8个小时。精彩
23、习武之人多看看。尤其是形意和八卦、咏春的后人。
24、  如今信息爆炸，书籍同质化也很多。尤感觉美国出书容易，尤其是自马尔科姆·格拉德韦尔和丹
尼尔·科伊尔后，形成了科学家写书的氛围，继承了论文引用的习惯。一本书的内容往往穿插、填补
、评论数本往年的书，内容似乎充实丰沛，读多了只觉得老调重弹。但徐浩峰这本，全世界独此一家
了。
25、图好
26、作者语感颇有古韵，本书文字质感极佳，擅留白，切近人心。通过对电影与武术的讲解，不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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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看重围》

达出电影创作的艰辛，更反映出回归真实武术的不易。本书重塑了武术尊严，细述拳理与功夫的奥义
，借武术讲文化，从文化中聊武术。愿世间多些这样的作品！
27、各种旁征博引，现在想想徐皓峰的《师父》和《箭士柳白猿》，我看懂了的也就十之二三。1000
28、徐浩峰是武学大家，和他的艺术一样，多为晦涩，点到为止
29、好书
30、有点像随笔，当然了，很有意思的随笔。最后，宋佳在这部电影里好美。
31、.5 P132 “⋯我想让武打呈现出古典建筑的理性。” https://book.douban.com/annotation/41237867
32、内容详实，有理有据，自成一派。把传统武术的许多不传之秘都解释了，大勇气。
33、第一章水，其他章节很好。
34、以电影聊武术，以武术聊武技，以武技聊理念
35、＂我想让武打呈现古典建筑的理性。＂可以的徐导。
36、笔记够记一大本子，期待今后可有印证。
37、喜欢上了这厮写的书，一本接一本追着看。冷峻、戏谑下春潮涌动，激情满满却剑走偏锋！
38、短则短了，不过对电影来说足够了
39、一句废话也没有。艺术片是希腊文化，商业片是基督教文化，抱怨艺术片逻辑差，看不懂，其实
好莱坞才没逻辑，只是信息链接，我们养成了看信念看道德的习惯，艺术片不考虑这些，所以看不懂
，
40、确实掌故不少
41、像是看了一本武林秘籍⋯
42、徐师傅是个文人啊，文字读来特别有味。前半部分很有趣，特别是讲电影和武林轶事的部分，巷
战的设计构思。后面大片大片尽说拳理，动作一时脑补不出，也只能欣赏招式名称了。外行人看个热
闹，是否有杜撰也无法辨别的
43、颇长见识，确有所得
44、武功秘决,30元就能学到,  了不起的传功者
45、中国武术实战到底怎样？按徐浩峰描述，师父一生只对一二人教真货，其他皆糊弄。如此，则市
面上露怯之人皆可称未得真传。另外，所谓高手比试也从不面向大众，关门对决胜负无记录。完全是
个死闭环，密不透风，外人不得验证。不过，他书里讲那些拳理，应该是真的吧。
46、徐浩峰的书，常常读的民国的武人
47、三星偏低，四星偏高，大众科普，因为师父而买的书，喜欢师父的可以一看
48、这是一本武功秘籍，读的时候分分钟带入自己是王语嫣（做梦）。
49、不错
50、揣摩了很久，看拳理的部分还跟着比划了一下，体悟，难能可贵的阅读体验。一个大的理解，武
术既是搏杀技，自然是以保全自己为上，所以省时省力和高效是大原则，由此出发，延伸出各种发力
方法，拳脚技巧

Page 6



《坐看重围》

精彩书评

1、这是一本很难定性的书，说它可以开辟一个类别大概也不为过。徐浩峰是自成体系的，先读了小
说大概就是看个热闹，先看了电影怕是也会迷雾重重。无论是中国电影还是文学，似乎很少见的一种
类型就是将一件事的&quot;理&quot;说清楚（也许教科书得除外），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徐浩
峰的魅力在于兼得了二者。第一次知道徐浩峰就是看电影《师父》，后来才知道他也是《一代宗师》
的编剧，一代宗师里麻雀在手中不起飞的片段为观众掀开了武术世界的一小个角，原来真实的武术并
不是电影里的花拳绣腿、大开大合，武术是对人身体的一种分析和运用，高手过招只一手而已，绝不
你死我活，高下已在双方心中。体会这种设计的奥妙得先去看徐浩峰的《逝去的武林》，略知些拳理
才发现其电影中表现的一招一式都不浮夸。在这本书里徐浩峰将其&quot;理&quot;掰开揉碎的呈现在
读者面前，不晦涩，反倒很趣味，跟着读下去手脚都忍不住跟着比划一番，按照书里说的一招一式比
划下来竟也有豁然开朗之感，仿佛绝技已加身，就差一件趁手的兵器，这是玩笑话。书中提到的很多
武打原理乍一听上去都甚是粗浅，不言自明，而我们被武打片洗了脑，多年来从未发觉这其中有何不
妥：战场上骑马挥刀，刀不用时是垂着，攻击时从下&quot;撩&quot;而不是举着&quot;砍&quot;，撩比
砍力道大，垂着刀会把自身消耗的力量降到最低，战场上要的是持久而非姿态，这时再回想电影电视
剧中的沙场拼杀，英雄人物在马上举着大刀一通乱挥，试想别说大刀，怕是一个杯子单手举高几分钟
都会胳膊酸痛；高手突围，武功再高怕也抵不过人多势众，这时动作幅度要小，善用杠杆发力，势能
最大化，这么做也同时是为了打不过时给自己留出体力逃跑，虽不英雄但却合乎人性。某武侠大片中
两人大战上千卫兵，仍不忘旋转跳跃，也是要为这种表现主义深鞠一躬。当然，影视作品的武打追求
的是视觉上的刺激，打的好看才有观众，只不过这股风刮得越来越邪，单纯的打已经刺激不了观众时
，又&quot;神来之笔&quot;的加进了现代思维想象的奇淫巧技，点穴、轻功、冲击波，武侠、武打成
了X战警，叫人哭笑不得。这也不能说错，不过对比之下，像《师父》、《箭士柳白猿》之类的电影
会容易被低估。武打片曾经是中国电影最成功的文化输出，当下这股势力虽然已经孱弱，却不妨碍武
打贯穿于各种类型片中，作为视觉上、剧情上的调剂和补充。打开电视随便换几个台就能看到武打场
面，只可惜所谓的中国武术早就变了味道，沦为春节晚会中舞蹈一般的存在。还好在这条越走越偏的
路上出现了徐浩峰，把武术当成一件正常的事来说。《师父》结尾的巷战被导演称作横线奥义塔，21
世纪又有人打出来了。
2、这是我没有看豆瓣点评，直接看书后的感悟：虽然在观看之前，已经有了解过最精彩的部分，甚
至可以熟练的背诵。但发现整篇读完之后，才能领悟最精彩的部分实际上却是他描述的拳理。反而之
前熟记的部分一点也不重要，那只不过是电影的一些八卦，比如廖凡拍电影学拳两月，箭士柳白猿里
的蒙眼斗枪的是个话剧演员，于老还心生比试的想法，非要搭手将对方抬飞才心头窃喜。小念头，寻
桥，八斩刀，六点半棍，在浅析咏春拳理的时候，我会合上书，思考动作，直到画面出现了，我才会
接着看。看这本书耗时比《逝去的武林》长，原因有三：一、书没有电子书手感好（个人喜好）；二
、拳理太多需要思考；三、追剧（福尔摩斯）让我分心！最后还是那句话，愿我大中华将武术发扬光
大，成为真正的现代国术！这是我看了豆瓣点评后的感悟：自己看完后再去看豆瓣的评论，简直觉得
某些点评人是白痴⋯⋯他们普遍认为讲电影剪辑和演员指导那块是最好看的部分。我认为这样的人根
本就不配读武侠，你对武术根本就没有崇高的敬意，整颗心关注在那些无所谓的电影八卦上，你去看
商业片就好了，还能无尽吐槽⋯⋯怎么判断一部武侠片是不是好片？一招一式的拳理都写出来了，你
们认为是废话，还不够吸引不起劲，我劝你们以后还是看甄子丹，成龙吧⋯⋯以上内容不喜勿喷⋯⋯
我个人觉得，热爱的事情就是崇高的，就应该是需要有研究精神的！你看武侠不研究拳理，你起个什
么劲儿呢？
3、看完本书，想来豆瓣发个评论，点开页面要输标题，第一时间想到文武双全四字。这本是拿来形
容人的，但形容本书，不为过。老徐一开篇就从雅典和耶路撒冷起笔（貌似从列奥处得来的？）气魄
很大，接下来讲电影，讲文学，讲书法，讲武术，处处都是精彩，无论你喜文还是喜武，都可以从本
书有所收益。随便说两点感想：1 作者讲书法时提到书法外行以力求形，举唐太宗为例，（个人感觉
还可以加一个毛），唐太宗学右军，但笔力细节不到位，最终落到以力求形。笔力不是直接求出，而
是练形功深自然成就，右军功力至深，故笔力复杂，大令也只求形，但功力不足，故技术简单。有书
法理论家以为唐太宗自称学右军，写出来却酷似大令，于是得出结论，李世民言不由衷，是真外行，
该来看看本书。2 书中唯一瑕疵，作者评日本武士道，认为一心求死的提法不对，文人可以求死，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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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看重围》

人只以自保为第一。初看他后面的论证感觉很对，细一想，不只日本，我们中国自古也提倡武人不惜
命，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精神⋯⋯难道都错了？再一细想才发现，作者在这里的批评错位了。武士道
教育的对象，是武士，和平时期为官僚（叶隐书作者自己就长期担任文职），战争时期为军人，作者
拿来对比的，却是中国的江湖武人，根本是两个不同的阶层，行事原则自然不同；再进而言之，一心
求死，是战略层面，重点在胆气精神，求自保，是战术层面，重点在技术，两者并不矛盾，老徐这里
实在是误会了
4、我第一次见宋洋在横店。是夏天。夜戏探班。导演陈伟祥，我是编剧。在水边，灯光都是熟人老
张。工作中的每个人都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喊了“咔”之后，导演跟我寒暄两句，制片人陈其远领
了宋洋来打招呼。他穿一身军装。眉目是好看的。并不热情，我们都是泛泛地应酬两句。就分开了。
再也没见过。忘记怎么加的微信了。突然知道他演于正的《神雕侠侣》，样子有点变了。然后是《箭
士柳白源》。我跟他说我是徐浩峰的粉丝。然后知道他演《师父》。我当时在厦门建组，想包场去看
，结果厦门居然没什么排片。片子上映时，我和一个朋友去看当天的夜场，绵密逼人。也没好意思跟
宋洋说，他的样子和我记忆里的那个已经完全变了。第一次知道徐浩峰，是郝明义推荐的《道士下山
》。繁体版在大块出的。我当时失恋，老郝相信读书治愈一切，从台湾给我快递了两大箱书。柏拉图
等大部头中夹杂着这一本。一口读完，文字瑰丽，有前辈遗风。我按照名字找了《逝去的武林》看，
然后就成了粉丝。没想到徐浩峰居然长了一张喜气的圆脸。因为治颈椎病去约了太极课。三个小时边
聊边学。老师是太极实战的高手，说对战姿势，防御，走路和坐、站。很有意思，只是回到日常来并
不能保持。心里留下了痕迹。宋洋在微信上突然跳出来，问我要地址，说送我《师父》里小宋佳的烟
环同款，我收到的快递里还有惊喜，是徐浩峰的《坐看重围：电影【师父】武打设计》。一口气读完
。居然读懂了大半，太极课没有白上。徐浩峰说“神巧不过习者门。”我在悟相关的道理，觉得取舍
不可投机。好师父好徒弟。电影的乐趣又多了些的感觉。谢谢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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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坐看重围》的笔记-第236页

           司马光觉得公元前四〇三年已世风不好，家臣弑主，周威烈王承认结果，封家臣为诸侯，从此势
力胜过了公理。
   成了事，就全对了——这个思维，造成周朝灭亡。
   对既成的事实，不对的选择不认可，眼前难过，日后会好。

   一贯的歪理，但发人深省

2、《坐看重围》的笔记-第55页

        视觉的概括性大于文字，所以电影镜头要比小说诗歌更“断断续续”，四处留白，才有镜头美感
。一览无遗，观众会烦，总接受重复信息，谁受得了？
快过观众脑子的，便是好剪辑。

3、《坐看重围》的笔记-第9页

        他回忆的叶问，是个少言寡语的仔细人，外出时抽烟，烟灰弹在自己手心，遇上纸篓才倒掉，不
脏他人地方。如果觉得自己给别人添麻烦，会很不安。老辈人有德行，因为他们理解的因果关系比我
们长。

4、《坐看重围》的笔记-第132页

        P132

5、《坐看重围》的笔记-第56页

                        

6、《坐看重围》的笔记-第122页

        抖条是回民跤基本功。没搜到文中说的抖条，只搜到一个双手拿着一段绳子在身前、上下动作的
训练，大概是训练抓住对方双手过顶摔。

7、《坐看重围》的笔记-第168页

        保存生命是一切武技的起因，习武要日渐理性，去除“狭路相逢勇者胜”等外行观念。
越是乱战，越是训练有素的部队胜。与民谚相反，谁冷静谁赢，狭路相逢智者胜。武士之道，应是智
者之道。
勇者往往自取灭亡。因为人进化未完，人身有缺陷勇气冲天时，往往激动得两脚站不起来。勇敢激发
出的本能多不好，汗流不止、大口喘气、动作幅度过大、头重脚轻、停不下来、辨识度下降、距离感
混乱⋯⋯
要通过长期重复的练习，改掉不良本能。
人为习惯对抗天生本能，叫习武，
习武是求理性，最大的理性是社会安宁。没有斗殴之风，说明这个时代的人头脑好。没脑子的都被淘
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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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坐看重围》的笔记-第62页

        香港电影受广告影响、大陆电影受宣传片影响，均崇尚直白，掏心掏肺的说话、七情上脸的表情
、恩怨分明的故事。很久以后，我们这代人才能欣赏《教父2》。观众是需要调教的，导演写书的目
的也在于调教
是否正说明导演对观众品味的不自信？
也许不再需要“很久以后”，调教就能成功

9、《坐看重围》的笔记-第50页

        观众常有疑问：“既然肯花上亿元请明星、建场景，为何不花点钱请个好点的编剧？”其实花了
，甚至价价格不菲，但剧组高层一日有闲，上网观片，学了个桥段，于是全毁。

10、《坐看重围》的笔记-第135页

        拳师为何保守？
因为旧时代学拳的不是俗人便是匪类。
上世纪八十年代武术热过后，留下一伙拳混子，今日也成了老师父，功夫差劲，夸夸其谈，忽然会说
出一段高水平的话，那是他当年盘货般盘下师父的话。即便他有这些话，德性惹人厌，怎么向他学？
祖师爷心血成了俗人谈资。

11、《坐看重围》的笔记-第127页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武打片起运，一晃八十余年，早过甲子，气数该尽。
这一页看得好感慨。

12、《坐看重围》的笔记-第119页

        练功夫，是把力点加长增厚，不是把肌肉练厚。咏春用身体结构打人，不是肌肉，叶问一生清瘦
。
寻桥“长腰”是把平面转腰拉出纵面，形成一个立体的腰。长腰的极限便是身高了，所以高手作寻桥
，腰不扭，是半个身子转。未达高境时，得扭一点，作为凭借，等扭出了长度，会扭态日少。以形生
力，一身的杠杆便是功夫的秘诀了

13、《坐看重围》的笔记-第32页

                        

14、《坐看重围》的笔记-第81页

        说咏春是女人拳，不如说是刺客技。
以形破力——自己有力气也不使，气力用在逃跑时。

15、《坐看重围》的笔记-第45页

        电影不是绘画，导演是个现场艺术家，创作流动画面的人。工作性质，决定了导演可以不看故事
板、不画分镜图，现场艺术家的意思是，像拳击手上拳台，好坏是上台打得如何。现场构图的能力，
来自长期的画面素质培养，而不是因为执行了画草图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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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坐看重围》的笔记-第32页

        南方的八斩刀对北方的单锋剑，是规范的武馆比武形态--挟刀揉手，徒弟完成；八斩刀迎战北方各
类长刀，街头野战形态，师父完成。短对短，平等较量，徒弟的世界单纯；以短击长，师傅面对的是
等级社会

17、《坐看重围》的笔记-第91页

        中国拳术注重思维，求拳理比练功夫重要，因为开了思路，便会技高一筹。所以头长在身上最高
处

18、《坐看重围》的笔记-第32页

        二零一四年《师父》开机时，咏春电影已没落。他人放弃的事，我喜欢做。一是知道了不做什么
，二是死技术活，有挑战快感。
武打形态的基本设计是，南方八斩刀对北方单锋剑，是规范的武馆比武形态——挟刀揉手，徒弟完成
；以八斩刀迎战北方各类长刀，街头野战形态，师父完成。
短对短，平等较量，徒弟的世界单纯；以短击长，师父面对的是等级社会。

19、《坐看重围》的笔记-第228页

        人等不了，作品可以等。艺术就是用来等人的。时间时间会给我答案

20、《坐看重围》的笔记-第122页

        廖凡习武，给程廷华像和叶问像上过香，按老法练功，早晨四点起床，减了荤腥，营养靠白米粥
。两周后，我送给他一根四米长绳。
拍摄期九十二天，廖凡全程驻组，歇工即练刀。遇上三四天空挡，即便景区离京仅一小时车程，也不
归家，珍时习武。

21、《坐看重围》的笔记-第144页

        何谓气合？
警察抓小偷，会出现气合情况，一个底气足的警察大喝“站住”，小偷就真的腿软，越跑越慢了。你
屋里大喝一声，窗玻璃震动，到会议室大喝，在场人如震玻璃般脑子蒙了，气流声波的震动可造成催
眠效果。先声夺人

22、《坐看重围》的笔记-第86页

        二〇一〇年，在佛山，我初悟到八斩刀理法，我叫宾馆服务员多送上一个鞋拔子，用两个鞋拔子
体会了刀技。从对鞋拔子有情义，见到好做工，便想买一对

23、《坐看重围》的笔记-第30页

        实战武术一定敛着身子，缩手缩脚地打，街头卖艺才舒展大方。

24、《坐看重围》的笔记-第132页

        我的武打形态是，剔除血污狼狈的修饰，顺着拳理拍。拳理——运动的道理和制敌的道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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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得有理、赢得漂亮”作为镜头设计的标准，不是打得漂亮，是赢得漂亮，一字之差，完全不同。美
姿怪动、混乱真实都是感性魅力，我想让武打呈现出古典建筑的理性。出淤泥而不染，宗师理念，开
宗立派根本

25、《坐看重围》的笔记-第225页

        天道不独秘                

26、《坐看重围》的笔记-第68页

        导演跟演员交流，很像赌牌，底牌要留到最后，等演员积累到了，自己猜到，底牌力量会原子弹
般爆发。预先说了，我让你演什么，清楚了，就没劲了。
演技是感性事，图标般的说明，会起到破坏作用。

27、《坐看重围》的笔记-第54页

        小说的艺术价值在于洞察不同时代的人类处境———我们活在什么局面里？局面就是命运，小说
的美感是揭示命运，而非论证和评判。作者须中立，判断由读者做
若是没有读者，作者便是读者，结论在文章外

28、《坐看重围》的笔记-第119页

        寻桥“长腰”是把平面腰拉出纵面，形成一个立体的腰。这怎么理解？是通过腿的动作将身体升
高？请教有道

29、《坐看重围》的笔记-第220页

        我拍打戏不用替身，百分百由演员自己完成，金世杰和黄觉是真打，步枪对刺、八卦掌互殴，都
是实在打到对方身上，不留力。
他俩连打两天，首日，金老师对黄觉说：“过了今日，咱俩就是一生的朋友了。”次日，从导演监视
器中看，两人都起了杀心。果然这场戏看起来最真

30、《坐看重围》的笔记-第236页

        成了事，就全对了——这个思维，造成周朝灭亡。
对既成事实，不对的选择不认可，眼前难过，日后会好。

31、《坐看重围》的笔记-第9页

        老辈人有德行，因为他们理解的因果关系比我们长。

32、《坐看重围》的笔记-第46页

        有人说，导演分两种，一种是懂画面的导演，一种是不懂画面的导演，但凭着编剧功底或指导演
员的经验，在摄影师的辅助下也能完成电影。我说，世界上只有一种导演懂画面的，所谓第二种，就
不是导演，是个票友。
电影的世俗性太强，凭着专业之外的因素也能成功，世上有很多有名的票友。但票友就是票友，不能
称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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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坐看重围》的笔记-第44页

        电影与连环画不是一个视觉逻辑，一个是观影一个是阅读。故事板的最大功能是让资方通顺地理
解故事，对项目有信心。
故事板无法指导创作，不属于导演，属于制片。
故事板作为画面太简单，线描，稍微涂涂明暗：而现场拍摄，导演从监视器里看到的才是画面，电影
画面是综合性的，除了线条，还有色彩、情节细节、演员表演。电影表演是高度画面化的，没找准景
别，好表演就显得糟糕。

34、《坐看重围》的笔记-第104页

        这种让对方速度力量无效的黑手，太适合特工了。特工没必要练成拳王，只要能把拳王打趴下就
行了。拳王练正规，特工练犯规，当然打得了拳王。
清末民国，在情报部门的天地里，中国拳大赢日俄，便是此理。
老辈人说：“打人要打死，不死别打人。打他，就教会了他。”

35、《坐看重围》的笔记-第8页

        八卦门人爱朗声长笑，富于感染力，你以为他性格豪迈，其实是他嫌你说话没完，心疼时间，借
一笑练了下功。

36、《坐看重围》的笔记-第190页

        不能靠概率打人，要靠路线打人十拳总能打着一拳、会的怕不要命的、释放本能：⋯·都是外行
假说空抡十拳，人就没劲了。不保护自己，吓唬不了人，他人方便杀你。人释放的往往是自毁的本能
，藉由失控达到自由境界，在人间不成立，无不是走向灭亡。
动物全是本能，何为机敏灵动？因为它们是动物，你是人身，人是违反自然的物种，追求自然，必被
自然所毁。要知道“人为”的可贵，前人经验构成人类。

37、《坐看重围》的笔记-第8页

        八卦门借笑练功，跟《箭士柳白猿》里拿水果闻香练气是一个道理吧。但闻香练功会不会又是故
意说错？引人入歧途？

38、《坐看重围》的笔记-第5页

        茶汤是开水冲的糜子面，点着冰糖干果。冲，用龙嘴大铜壶，铜壶烧炭，盈盛水二十斤，把手和
壶嘴各塑一条龙——应是民国才有，民国是个僭越时代，穿西化服饰饰，用皇家符号。
一碗茶汤，洋溢着非分之想的愉悦，平民心态。

39、《坐看重围》的笔记-第174页

        利用本能缺陷来打人，为拳术。拳术核心技术一是杠杆，二是反应除了一身杠杆，又要在杠杆间
加上滑轮

40、《坐看重围》的笔记-第54页

        写诗歌小说，则要像防敌一样，避免公告的概括性和逻辑性，支离破碎才是诗歌小说。断处，读
者自会补上。概括性和完整性不能在文字上完成，应在读者脑海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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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坐看重围》的笔记-第121页

        导演用一条长绳使了个花活将廖凡捆起来，廖凡抖啊抖就会了功夫（那画面太美味道太浓）

42、《坐看重围》的笔记-第126页

        童年得宠，少年早恋，二十年人生得到过爱，没理由不良善。

43、《坐看重围》的笔记-第85页

        暴力是有底线的，暴力场的名誉观尤其严格，爱惜名誉如性命，因为就是性命，失去名誉，同道
就有“去诛之”的理由了。若没有“共诛之”的约定，就不会有重视名誉的觉悟

44、《坐看重围》的笔记-第226页

        大师的晚期风格往往粗暴惨烈，因为创作时长不对了，中年时画画、写作，一日有效时间两小时
，晚年做三十分钟便脑力大差。他要高效利用有限时间，所有问题集中解决，风格当然巨变。

45、《坐看重围》的笔记-第53页

        很多作家在生活里都是不动脑的人，生存技巧就是不说话，少惹事。看作家，只能看他的作品，
他小说中的智商比他生活里高好几倍。
编剧的痛苦在于，人人能看懂的好剧本，往往不是剧本，是一个像小说、素材、公告的怪物。

46、《坐看重围》的笔记-第18页

        按八卦老辈人的话讲，作祟的是“宅心仁厚”。格斗训练，首先要养成精神上的盛气凌人，说穿
了，是天天想着怎么欺负人。
如果这孩子品性善良，潜意识里会有一种逆反情绪，训练程度越高，自我厌恶越重，将突然爆发，一
下颓废。许多人都是练着练着就不练了，师父看徒弟不来了，知道发生什么事，不是小伙子没毅力，
是他宅心仁厚，拳术正要教给这样的人。
那些练起来没够一日狠似一日的孩子，要么是没天赋，要么是亡命徒，反而不能教。

47、《坐看重围》的笔记-第52页

        集体讨论，敲定一个主意后，势必造成“这是共识”的心理，实写时不敢超越。集思广益，开阔
思路，但没有分寸感艺术品质的高低不是思路广，是分寸感，实写实拍，才能获得。

48、《坐看重围》的笔记-第231页

        开机后，遇上困难，我总想，老天想让世上有这部电影。从未听过如此动人的鸡汤

49、《坐看重围》的笔记-第60页

        映画大小，决定了电影电视是两种视听。电视屏幕毕竟太小，只能根据画面的主要结构线、主要
动态线剪辑，电影银幕广大，可根据次要的东西剪。比如画面主体是一个向左运动的汽车，电视要根
据它的运动剪，而电影剪辑可以不理这车，根据纵深处的群众走动来剪。
电视剪主要，电影剪次要。次要的东西多，选择面宽，可出不同意味——这便是电影的优越感。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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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在电视上放，由于画面缩小，次要细节看不到，没了视觉依据，会觉得剪得无理。用小电视看
电影，即是亵渎了电影

50、《坐看重围》的笔记-第99页

        不要相信民间流传的武术谚语，谚语越说什么不好，越得重视。街头打一次，技术就外泄了，武
术民谚多是武人自己编的，投放市井，误导世人，起到屏蔽技术的作用。圈内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利益
而利用传媒混淆视听，参照新闻联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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