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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漫畫說故事　正港奇片

2015-12-27  記者 李宗諺 報導

「我剛到底看了什麼？」、「這是什麼神展開！」、「自肥！」這些是許多讀者在看完了他的漫

畫後，腦海裡第一個浮現出的想法。漫畫家正港奇片以輕鬆幽默的內容帶給讀者快樂。儘管漫畫

情節有時候會顯得誇張突兀，但卻偷偷隱含著溫馨和人生哲理。

奇片在漫畫裡面的模樣，現實生活中的奇片本人比較害羞靦腆。

（圖片來源／失戀救星正港奇片）

正港奇片是他的筆名，當初在大學時代拍了一部微電影，為了推廣自己拍攝的作品，他註冊了一

個帳號叫做奇片，意思是「驚奇的影片」，希望可以透過名字跟內容吸引觀眾的注意。而後來開

始創作搞笑漫畫後，便沿用了原本的筆名，並加上正港兩字，透露出他的作品，絕對令人感到驚

奇。

 

拍電影與畫漫畫拍電影與畫漫畫

正港奇片（以下簡稱奇片）自學生時代起就開始畫圖，起初只是上課無聊時在課本上隨手塗鴉，

並於下課後拿給班上同學傳閱，當同儕看著作品哈哈大笑時，他總會得到一種成就感。奇片對電

影十分感興趣，進入大學後便嘗試自己拍攝一部微電影，從編劇、導演、攝影都由自己發想，甚

至還自己入鏡當演員，一個人包攬了全部的工作，並放到網路上，提供觀眾自由觀賞。可惜的

是，影片並沒有成功放到網路上，因此網友無處點閱。儘管奇片喜歡電影，但是拍電影要花費很

多時間，又未能得到預期效益，很沒效率，於是他就想，何不乾脆把心中想好的故事，用漫畫的

方式來表現出來。

起初奇片並沒有想當漫畫家，純粹只是想要將自己腦中故事表現出來。對他來說，電影和漫畫只

是不同的表現形式，但本質上，都是述說故事的一種手法。「如果當初的微電影紅了，說不定就

會繼續拍電影了。」在幾經摸索後，奇片發現漫畫其實是最適合自己說故事的方法。奇片開始著

手創作自己的漫畫，完成後再上傳到網路上，並獲得網友的正面評價，才慢慢地開始專注在畫漫

畫上，「有人看，你就會想畫，就會有一股動力在。」

 

搞笑　要讓讀者有感覺搞笑　要讓讀者有感覺

奇片創作的故事題材豐富、五花八門，從生活周遭到童話故事，大部分的時候是搞笑，有時候會

帶點溫馨。至於創作靈感，奇片通常會先想好一個主題，然後再根據該主題去發想劇情的發展和

呈現。「像是愛迪生發明燈泡，還有愛因斯坦發現相對論，一般人如果什麼都不想，隔天睡一覺

起來就想到，是不太可能的。」當靈感來的時候，兩個小時就可以想出一篇故事，完全沒感覺的

時候，可能一整天都想不出來；即使感覺不對，奇片仍然會持續地想。因此奇片養成時常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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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周書賢周書賢

本期為喀報兩百三十

三期，共有十五篇稿

件，本期的類目以社

會議題為主，輔上兩

篇人物和一篇文化現象。雖然本期

嚴肅的話題偏多，但也不乏輕鬆的

文章，種類多元。側欄廣告以寒假

出國為構想，為大家提醒搭機須

知。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吳維倫吳維倫

Hi!大家好，我是吳
維倫，我是個超隨性

的人，喜歡無憂無慮

的生活也是藍白拖的

擁護者，最近學到西語中的諺語覺

得很有道理:對於自己的人生不用
太認真，因為那是你唯一無法活著

逃離的事情~~期待一整學年的喀
報發現...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蔡佳珊蔡佳珊

我是蔡佳珊，非常平

凡的台中人一枚。

不知道為什麼一到宿

舍就會很懶，能不出

門就不出門，但是一回到家就會天

天坐不住拼命往外跑。 忙起來會
忘了吃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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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進生活　和紙膠帶「貼」進生活　和紙膠帶

紙膠帶不同於一般的膠帶，便利、用途多元，
廣受大眾喜愛。

偏鄉教育改革　漫漫長路偏鄉教育改革　漫漫長路

偏鄉教育的孩子多來自於弱勢家庭，在家庭功
能失衡下，鮮少人替他們發聲，又有多少人真
正關心他們呢？

習慣，讓自己的頭腦保持在運作的狀態。

「我不是本科出身的，沒辦法像真正的專業編劇一樣。」關於整體架構，奇片並不會想得很精

細，反而是先想出一個讀者可能會喜歡的點，再直覺地把想要表達的東西呈現在讀者面前。「因

為是短篇小故事，不需要太注重細節，不用角色塑造，也不用設定複雜的背景，畫得是一個整體

的感覺。」編劇這個詞對於奇片來說也許嚴肅了些，說書人也許更加貼切。

值得一提的是，奇片不習慣在作品裡面加入時事的梗，對他來說，作品不該具有時效性，即使讀

者在數年後回來閱讀，依然可以看得懂，甚至覺得好笑、有趣。「如果想要把作品推廣到國外的

話，放時事的梗可能會讓外國人看不懂。」因此奇片所採用的內容相當普及，像是大眾耳熟能詳

的童話故事，例如〈醜小鴨〉和〈傑克與魔豆〉就會是相當好的題材。

奇片的漫畫取材自童話故事〈傑克與魔豆〉。（圖片來源／正港奇片）

許多讀者在看奇片創作的漫畫時，都會期待所謂的「超展開」（故事前後的發展變化太大，出乎

意料之外）。對於這個現象奇片表示其實自己並沒有刻意嘗試去寫超展開的故事。對奇片來說，

超展開也只是製造笑果的其中一個方式而已，他真正想傳達給讀者的是好笑、風趣，希望讀者能

以最輕鬆的心情去閱讀他的作品。奇片也試圖藉由作品中帶動讀者情緒，當心情隨著情節安排而

起伏，讀者便更能融入故事中。「為什麼會想要去電影院看感人的電影，因為想要好好地大哭一

場，說要帶給讀者什麼，大概就是那個情緒吧。」不管是哪一種故事，都要讓讀者能夠沉浸在那

個氛圍裡面。

 

未來　放眼世界未來　放眼世界

現在奇片主要是負責編劇情，畫漫畫的工作則交給他的工作夥伴L鼻。奇片本身很喜歡編劇、想

故事，但其實並不喜歡畫畫，而且對自己的畫也不甚滿意，並逐漸有了自己擔任原作，而將作畫

交給別人的想法。因此奇片開始尋找適合自己風格的漫畫家，L鼻便是其中一位應徵者。奇片十

分中意L鼻的畫風，便開啟了他們合作的開端，一起共同創作。直到現在，奇片在台灣已經是小

有名氣的漫畫家，臉書（facebook）的粉絲團有近十萬人按讚，每次一有新作品發表，總是會

引起廣大的迴響。奇片的下一站是向國外發展，他目前有請翻譯協助將其作品翻成英文版本，並

上傳到外國網站提供網友翻閱，目前來說，達成的效果十分不錯，吸引許多散布全球的讀者。

另外，奇片的漫畫通常都是短篇為主，故事都一篇就結束，而人物彼此幾乎不會連貫，只有奇片

這個角色比較常出現。奇片正在嘗試新的創作方向，塑造一些固定人物作為主角，然後用這些腳

色去發想每一篇的故事，類似經典漫畫〈哆啦A夢〉和〈烏龍派出所〉，「希望大家能在完全沒

看過前一集的情況下，也能覺得很有趣。不過塑造一個新的角色也不容易，故事也不好編，這個

想法能不能付諸實現還要再看看。」

 

奇片　故事未了奇片　故事未了

奇片用漫畫說出自己的故事，即使中間遇到一些挫折，好比沒有靈感，或者是讀者的反應不佳，

但他仍不改變他對說故事的熱愛。在因緣際會下成為漫畫家的奇片，未來也會繼續帶給讀者們快

樂和感動，說不定有一天會用他最愛的電影來表現，說著當初未完結的故事，完成當初未能實現

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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