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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何苦为难文化人》

内容概要

文化人能有几诚实地面对自己？答案就在他们如何呈现、论述自己的欲望——也就是对自己的想象—
—之中。由于这是个“没有成名等于不存在”的时代，身在这样的“文化”中，如果说文化人不受影
响，就像是说他有自备的空气和水而不受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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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何苦为难文化人》

作者简介

林奕华，横跨剧场、舞蹈、电影、教育等不同领域的香港多栖创作人、批评家。1989—1995年旅居伦
敦期间，自组“非常林奕华”舞蹈剧场。1995年回港后致力推动舞台剧创作，编导作品超过五十部
。1999年获香港艺术家年奖。1994年凭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获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
自1997年起至今担任香港大学通识教育、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香港演艺学院人文学科讲师。其批
评文章散见《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外滩画报》、《上海壹周》、《明日风尚》、《号外》
等各地报章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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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何苦为难文化人》

精彩短评

1、很老辣，會想擁有這種洞察力和創造力啊哭。偶爾還會戳到我的神經，不好受卻也慢慢釋然。
2、太难静下心来看 匆匆一读 是我看书速度的提升 还有些难懂 估计自己不是文化人的缘故
3、恶之华丽。内容稍微有点重复，论断还是很有趣挺值得思考的。
4、最难搞的文化人
5、有時候覺得林奕華還蠻偏激的
6、明明还可以更精炼啊。
7、在飘着微微冬雨的街头边走边看这本书，很惬意啊
8、少看一集打发时间的电视剧，这本小书翻着翻着也就看完了，还多了一些“文化人”的谈资，有
趣
9、看这本书的时候脑子里就只有几个字：林生你真是个天才
10、子非鱼，焉知鱼之乐；阅读表面上是进入别人永文字建构的世界，其实真正偷窥的是与文字在互
动的自己；从小到大被传统教育灌输的中心思想论，一旦面对大量空间的作品，怎不教人莫名焦虑：
走进大观园而身边没有向导没有指南，到底我要找什么来看？
11、像吃完一道不合口味却又无可厚非的菜。
12、3.5星吧，林奕华显然深谙娱乐之道。媒体与艺人，与炒作。句句实话，虽无什么新意，倒也不倒
胃口。
13、说得有点儿想看他的话剧咯
14、https://book.douban.com/review/6738635/
15、这本随笔还真是随便写写，最近都没遇着这样的书了，硬让自己至少看个四五篇，结果还是没法
儿看下去，作者是在故作深沉吗？没意思，不好看~
16、比较喜欢上一本。
17、读得浮皮潦草，看不下去。
18、很一般 看完只觉 文人相轻是恒古真理
19、他真的嘴很坏www⋯有几篇我还蛮喜欢⋯⋯⋯
20、观点在，但他真的好无聊。
21、相比晦涩难懂的剧场文案，这书好懂多了。
22、受得了啰嗦才能寻得到好段子。最大的收获是由此展开的一系列延伸阅读
23、看了前面几篇 再从后往前翻 
发现这本书 主题 挺无聊的
24、fafafa看完，提到一些五六年前的名词
25、因为小时候看到刘德华粉丝事件，所以把书里关于刘德华的部分跳掉了，没有看。在书的后三分
之一里，导演讲到了他看过的一些内地电影电视剧，包括对内地明星的一些看法，很中肯。
26、多好吖 竟然分值这么低！moment of truth 顿悟！
27、林导话剧创作花絮
28、偶有佳句罢了
29、敏銳到不行，可大多時候讀來覺得很善意，文化人該如此
30、香港人的视角，前些年的热点，一翻而过
31、读一半不读了
32、觉得写得好赞啊 林奕华的嘴可真犀利 厉害的是能够由纷繁的文化圈子直射内在的人心
33、老实说我不喜欢一本主打短篇散文的书里把一件事反复提好几次。感觉像啥呢，我小时候差点遇
到海难，后来写作文就遇到类似命题就总喜欢写，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这是在嚼自己的回忆还快嚼烂了
。类似晒命。完全可以压缩成2/3厚的分量。得自己花比其他书更多的努力来提炼其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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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何苦为难文化人》

章节试读

1、《文化人何苦为难文化人》的笔记-第19页

        创作一出三小时的舞台剧，和写一篇论文是没有分别的——当然，它所成就的不是“学位”，却
是剧作者对自己、对社会的“期许”：我在我所选择的题目上好好思考了一次，现在，就让我与大家
分享眼前的结果，以有趣的方式。“有趣”的意思，是它必须达到对观众来说有启蒙的效果——不是
被告知他们看见什么，是在看见的同时明白一点什么。说得更具体，就是moment of truth。

2、《文化人何苦为难文化人》的笔记-第21页

        “戏剧”要有生命力，就不能戴上清教徒的面谱，它如果能够“说教”，为什么不可以“纯嬉戏
”？任何戏剧在剧场里，在舞台上都可以得道或堕落，所以，胡闹沦为无聊是创作人自己选择的，但
把无聊变成艺术，也可以是有才华的戏剧艺术家在示范化腐朽为神奇。因为这样，我多番恳请大众不
要把戏剧以“商业”和“艺术”的分野论英雄——“艺术”也有失败的例子，“商业”亦不一定等于
言之无物。我对“优”与“劣”的定义不是放在标签上，却是要看一件作品有趣没趣、有没有视野和
当中蕴含多少启发性。

3、《文化人何苦为难文化人》的笔记-第17页

               若说有些剧场作品是被观众用来看见喜欢的自己，我更希望我是属于不期而遇的“反射”多余
刻意的、充满期望的“直照”，像你写的“真正的戏不是戏剧本身（我的补充：营造戏剧化的代价之
一，就是观众更加‘置身事外’），而是观看的我们。我们在挣扎，我们在埋怨，我们在渴望，我们
在远离”。
    现代戏剧是现代人的写照，这一点是肯定的。问题就在，生活在这个时代里的不一定都是现代人—
—假如他不明白他的思想感情如何经历这个时代的洗礼。譬如，“深刻”可能只是“别人帮你打造了
的思想外衣”，“普通”原来是“被忽略和错误低估是无关痛痒的重要细节”。夜以继日地生活再不
能没有别人——哪怕是操控、监视都好——的“孤独感”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的前奏一响起，
当然会令我们如与全身赤裸的自己打个照面。只是想深一层，天地苍茫般的感动未必真是来自歌名所
提示的“你不懂我”，却是“我不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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