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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的一百種表情》

内容概要

这是澳门文化评论人李展鹏先生在《澳门日报》上发表的专栏影评的结集。在这本影评中，作者不仅
从艺术论电影，更以人生观电影，复以电影观人生，分析丝丝入扣，对所论述的电影有深入的见解。
由其理智、感性兼备的文字中，可知作者眼界开阔，知识面宽广，品位独到。如果您愿到电影的光影
世界里漫游，作者绝对是一位满怀诚意的智慧向导，更是一位上佳的温情旅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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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的一百種表情》

作者简介

李展鹏，一个不知道如何定义自己的人。表面看来很斯文，一笑起来却笑声震天吓坏小孩；学位一个
个的读下去，私下却不减对屎尿屁笑话的热爱；深爱被认为艰涩至极的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却也会
听TWINS的歌听到“眼红红”；一方面读文学教书写文章，像个传统文人，另方面是个新闻传播科系
出身，也办杂志做电视节目，似是个现代传媒人；摆脱不了山羊座凡事认真的性格，却有着一些比双
鱼座还要双鱼座的浪漫。不过，可以肯定的有几点：热爱教书写作，喜欢电影，喜欢传媒工作，当然
，也视旅行为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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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的一百種表情》

精彩短评

1、　　这是一个属于影像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混沌世界里的人几乎很难拒绝影像带来刺激观感的效
果。我们生活得越是迷茫，就越是渴望寻求在影像构成的虚拟世界中找到心灵安慰。电影带给人类最
大的震撼是它一方面可以“还原真实的生活面貌”，另一方面又可以透过特技效果帮助拍出“高于写
实生活”的科幻空间。电影是昂贵的，它既是一种结合文学、戏剧、音乐、绘画、舞蹈、雕塑的艺术
，同时又是需要好的导演、好的演员、好的剧本、好的音乐、好的摄影、好的美术指导的集体创意。
电影也是廉价的，如果你是消费者的话，只要买张几十元的戏票便可入场欣赏一出最新的电影，然后
到散场后跟同伴说上一句“好感动／好恐布／不知道在表达甚么”，就可以匆匆离开。然而，两个多
小时的声色影视魅力真的用一两句话就能把它概括出来吗？
　　我们之所以对电影的观后感乏言，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完全“看懂”一出电影。“好感动／
好恐布／不知道在表达甚么”的言词背后没能看出我们对整部电影的情节脉络进行了任何梳理，更枉
论要我们去分析电影的作者论、分镜成规、符号学等理论知识。“没看懂又怎么样？我们又不是专业
的影评人！”这是很多观众在自己身处的流行文化时代中拒绝找出属于自己文化身份认同的借口，令
人讽刺的是，我们没有选择去拒绝进入戏院，这就是说明为甚么我们会“主动地接受被动”，从而使
自己丧失了鉴别艺术的文化视力。李展鹏在《电影的一百种表情》的书中也提及自己不算是个真正的
“影评人”，但他似乎没有拒绝纪录自己在漆黑中那琳琅满目的“光影漫游”，还利用各种各样的电
影文本，或引起话题，或抒怀观感，或深入分析。
　　全书分为“华语光影篇”，“外语光影篇”，“光影话题篇”和“光影私房篇”。前两篇主要谈
及了中港台乃至日本法国美国荷理活等电影的流派和特色，还因应了“作者论”(电影理论：强调一个
导演在影片中会展现其个人的影像风格。)给我们详细介绍了小津、活地阿伦、高达和希治阁等“大师
”级导演。后两篇简述了作者对电影，电影配乐，香港明星，流行文化研究的独特见解和心路历程。
电影的确有着一百种(或以上)的“表情”，每个“表情”都可能逗我们笑，引我们哭，最重要的是牵
动到我们情绪的背后同时还能引发我们去思考。“有些电影，真的会透露出一些连他自己都不察觉的
文化讯息，因为文本的创造者常是不自觉的；而破解这些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就正是研究者的任务
。”(见书第139页)，李展鹏看来就是那个喜欢“破解”的人，以洋洋洒洒地以动辄千多字大谈书里的
其中一部电影，并通过对一种电影趋势的观察，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去分析电影其中的时代意
义，让我们能“看懂／看清楚”电影。例如谈到《男人四十》，“近年在历史上盛行的口述历观念，
也在精英历史观以外，强调平民的生活经验也是重要历史，是‘底层人民的历史观’。如此看来，林
耀国一家的故事，对于廿一世纪初的香港，有甚么历史意义？”(见书第25页)。谈到《一一》，“这
部片延续杨德昌一直以来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冷峻观察及严厉批评之余，鲜有地带出一点对人类文明前
景的乐观，并为廿一世纪的后现代社会指出新路向” (见书第7页)。谈到本澳的独立电影《鎗前鎗后
》，“女主角与前小学老师重遇，大家不约而同拿着摄影机拍摄对方，这暗示媒体已经先于人类感官
的亲身接触，而成为我们认知事物的中介。透过媒体的再现，我们身处的其实是一个充满虚拟与假像
的世界──这是后现代思潮的独到观点” (见书第23页)。电影的“表情”就是这么“花样奇趣”和“
引人暇思”，如果我们被其中一个挥之不去的“表情”所触动，那就说明我们已经站在进入电影殿堂
世界里的起点了。
　　细细读一下李展鹏的《电影的一百种表情》，我们一定会找到更多“看懂”下一出电影的头绪。
　　
2、我喜欢的文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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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的一百種表情》

精彩书评

1、这是一个属于影像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混沌世界里的人几乎很难拒绝影像带来刺激观感的效果。
我们生活得越是迷茫，就越是渴望寻求在影像构成的虚拟世界中找到心灵安慰。电影带给人类最大的
震撼是它一方面可以“还原真实的生活面貌”，另一方面又可以透过特技效果帮助拍出“高于写实生
活”的科幻空间。电影是昂贵的，它既是一种结合文学、戏剧、音乐、绘画、舞蹈、雕塑的艺术，同
时又是需要好的导演、好的演员、好的剧本、好的音乐、好的摄影、好的美术指导的集体创意。电影
也是廉价的，如果你是消费者的话，只要买张几十元的戏票便可入场欣赏一出最新的电影，然后到散
场后跟同伴说上一句“好感动／好恐布／不知道在表达甚么”，就可以匆匆离开。然而，两个多小时
的声色影视魅力真的用一两句话就能把它概括出来吗？我们之所以对电影的观后感乏言，是因为很多
时候我们没有完全“看懂”一出电影。“好感动／好恐布／不知道在表达甚么”的言词背后没能看出
我们对整部电影的情节脉络进行了任何梳理，更枉论要我们去分析电影的作者论、分镜成规、符号学
等理论知识。“没看懂又怎么样？我们又不是专业的影评人！”这是很多观众在自己身处的流行文化
时代中拒绝找出属于自己文化身份认同的借口，令人讽刺的是，我们没有选择去拒绝进入戏院，这就
是说明为甚么我们会“主动地接受被动”，从而使自己丧失了鉴别艺术的文化视力。李展鹏在《电影
的一百种表情》的书中也提及自己不算是个真正的“影评人”，但他似乎没有拒绝纪录自己在漆黑中
那琳琅满目的“光影漫游”，还利用各种各样的电影文本，或引起话题，或抒怀观感，或深入分析。
全书分为“华语光影篇”，“外语光影篇”，“光影话题篇”和“光影私房篇”。前两篇主要谈及了
中港台乃至日本法国美国荷理活等电影的流派和特色，还因应了“作者论”(电影理论：强调一个导演
在影片中会展现其个人的影像风格。)给我们详细介绍了小津、活地阿伦、高达和希治阁等“大师”级
导演。后两篇简述了作者对电影，电影配乐，香港明星，流行文化研究的独特见解和心路历程。电影
的确有着一百种(或以上)的“表情”，每个“表情”都可能逗我们笑，引我们哭，最重要的是牵动到
我们情绪的背后同时还能引发我们去思考。“有些电影，真的会透露出一些连他自己都不察觉的文化
讯息，因为文本的创造者常是不自觉的；而破解这些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就正是研究者的任务。”(
见书第139页)，李展鹏看来就是那个喜欢“破解”的人，以洋洋洒洒地以动辄千多字大谈书里的其中
一部电影，并通过对一种电影趋势的观察，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去分析电影其中的时代意义，
让我们能“看懂／看清楚”电影。例如谈到《男人四十》，“近年在历史上盛行的口述历观念，也在
精英历史观以外，强调平民的生活经验也是重要历史，是‘底层人民的历史观’。如此看来，林耀国
一家的故事，对于廿一世纪初的香港，有甚么历史意义？”(见书第25页)。谈到《一一》，“这部片
延续杨德昌一直以来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冷峻观察及严厉批评之余，鲜有地带出一点对人类文明前景的
乐观，并为廿一世纪的后现代社会指出新路向” (见书第7页)。谈到本澳的独立电影《鎗前鎗后》，
“女主角与前小学老师重遇，大家不约而同拿着摄影机拍摄对方，这暗示媒体已经先于人类感官的亲
身接触，而成为我们认知事物的中介。透过媒体的再现，我们身处的其实是一个充满虚拟与假像的世
界──这是后现代思潮的独到观点” (见书第23页)。电影的“表情”就是这么“花样奇趣”和“引人
暇思”，如果我们被其中一个挥之不去的“表情”所触动，那就说明我们已经站在进入电影殿堂世界
里的起点了。细细读一下李展鹏的《电影的一百种表情》，我们一定会找到更多“看懂”下一出电影
的头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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