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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明燁

我的老臺北沒有固定的時間或

空間座標，它就在那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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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電影史書，

從這裡能看到幾代臺灣電影人艱難而又執著的探

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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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看見，臺灣電影之光》亦曾由盧美杏主編推介，書評「臺灣電

影的那時此刻：讀《看見，臺灣電影之光》」，刊登於《全國新書
資訊月刊》，2016 年 5 月號，頁 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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