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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導向　乘列車屍速錢行

2016-09-28  記者 王廷瑄 文

活屍片不再是歐美電影的專利，「屍速列車」（부산행，英譯 Train To Busan）是韓國史上第

一部以活屍為主題拍攝的災難電影。片中抨擊政府冷血、人性猜忌及諸多韓國社會問題；不輸給

好萊塢（Hollywood）的電影特效，頗有向歐美宣戰的意味。「屍速」在台上映兩週，票房即達

到新台幣2.5億元，成為台灣活屍片冠軍，賣座的票房是其商業化導向的最佳寫照。

屍速列車電影海報。（圖片來源／NAVER電影）

基金經理人徐碩宇（孔侑飾）和妻子離婚後，雖擁有女兒秀安（金秀安飾）的監護權，卻因為忙

於事業，疏忽對女兒的照顧。在生日當天，秀安向碩宇提出自己的生日願望：去釜山找母親。於

是碩宇便和女兒一同搭上由首爾開往釜山的KTX列車。

列車開動不久，一名染有「喪屍病毒」的少女病發，襲擊一名女站務員。喪屍病毒會經由血液傳

染，使被感染的人在數秒內成為喪屍，並一同襲擊倖存的人類。

受到喪屍攻擊的人類，會透過血液感染成為喪屍。（圖片來源／電影預告片截圖）

喪屍病毒如滾雪球一般在列車上蔓延。碩宇發現異樣後，便帶著女兒往其他節車廂逃亡。逃亡的

過程中，他們結識一名義氣大叔（馬東石飾）和其身懷六甲的妻子盛景（鄭有美飾）、幾名高中

棒球隊員、一對老年姊妹，還有一名流浪漢。

隨著喪屍不斷襲來，犧牲者逐漸增加，途中他們甚至被一群以客運營運長（金義聖飾）為首的自

私人類妨礙逃跑。劇終時，倖存者只有孕婦盛景和小女孩秀安，她們成功搭上開往釜山的火車，

接受釜山軍方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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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鄧涵文鄧涵文

本期喀報第兩百四十

七期，共二十二篇稿

件。包含藝文評論一

篇、文化現象五篇、

科技新知五篇、人物特寫三篇、照

片故事兩篇、自由創作五篇及影音

新聞一篇，側欄廣告為「2016哈
客流行列車音樂會」。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凃易暄凃易暄

試圖成為新一代文青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林宥成林宥成

宥成是我，在一個香

火鼎盛和四周都是田

地的地方長大，不管

如何，開心的過每一

天，才是最重要的！ 再怎麼平凡
的事情，一定含有其不平凡的內

涵！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castnet.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castnet/page/4
http://ctn.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group/5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issue/62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1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19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6
https://twitter.com/share
javascript:void(window.open('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concat(encodeURIComponent(window.location.href)).concat(' ').concat('(').concat(encodeURIComponent(document.title)).concat(')')));
//castnet.nctu.edu.tw/user/553
http://movie.naver.com/movie/bi/mi/basic.nhn?code=13096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916?issueID=62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916?issueID=62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887?issueID=62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887?issueID=627
//castnet.nctu.edu.tw/publish/ads_history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911?issueID=62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909?issueID=62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895?issueID=62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920?issueID=627
//castnet.nctu.edu.tw/user/564
//castnet.nctu.edu.tw/user/554
//castnet.nctu.edu.tw/user/559
javascript:void(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915?issueID=627
//castnet.nctu.edu.tw/user/55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901?issueID=627
//castnet.nctu.edu.tw/user/55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909?issueID=627
//castnet.nctu.edu.tw/user/57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913?issueID=627
//castnet.nctu.edu.tw/user/56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887?issueID=627
//castnet.nctu.edu.tw/user/56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商業化設計　精準情感操弄商業化設計　精準情感操弄

在電影及小說中，角色設定大致可分為球型及扁平型：球型人物富有變化性，角色的價值觀會隨

著時間改變或成長，多用來描繪細膩的情感，使主角更貼近真實；而扁平型人物則是價值觀單

一，就認知層面非黑即白，常用此型角色影射現實中人物的典型。而在「屍速列車」中，導演延

尚昊並不追求情感的細緻，因為「屍速」就是一部商業化導向的電影。

劇中運用大量對比，藉以烘托主旨和呈現心境落差。扁平的人物設計，是「屍速」之所以能大量

運用對比的原因之一。主角群價值觀簡單，善惡分明，每一個角色背後都有一個代表的群體，該

群體或強或弱，都有導演欲賦予的意義。在活屍的包裝下，「大難臨頭各自飛」，人性的衝突因

此被凸顯，由劇中角色構築出的種種社會現象：夫妻離異、親子關係、隔代教養、利他利己，都

是現代人容易面臨到的問題。而主角群的年齡分布廣，職業差異大，在觀影過程中，能輕易地誘

使觀眾卸下心防，強化自身情感代入。搭配緊張的劇情節奏、詭譎的電影氣氛，即使是最粗糙的

情緒，經由導演的設計與安排，也能精準地操弄觀眾的情感於股掌之間。

 

殭屍取材　暗諷世人盲從殭屍取材　暗諷世人盲從

「屍速」除了在刻劃人性的部分大受好評，殭屍與人類的追逐戰，更佔了電影三分之二的時間。

而為何要選「殭屍」作為片中的主角，據南韓「BizEnter」報導，導演認為每個人小時候都覺得

自己是特別的，但某一天會突然發現，原來根本不會成為想像中那樣厲害的人。因此他以這個觀

點出發，設定一個平凡又不具存在價值的鬼怪（殭屍）來當作主角。

除了最初取材的意義，殭屍在電影中所呈現的4個行為，也是對人類的暗諷：其一，不會開門。

諷刺一般人遇到問題時不懂得想辦法解決，只會橫衝直撞；其二，在黑暗中失去視覺。指一般人

易受蒙蔽，看不清事情真相；其三，聽到聲響、看到人類就撲上去。意指人類對於流行或事件的

盲從，只懂得一味跟隨而不加以思索，許多社會霸凌事件便是由此而生；其四，行為殘忍野蠻、

不在乎自己受傷。人類（或政黨）常在言行中互相傷害，因而兩敗俱傷、社會失和。

不會開門的喪屍，只懂得撲向人類。（圖片來源／電影預告片截圖）

 

雙重訴求　亞洲與歐美分庭抗禮雙重訴求　亞洲與歐美分庭抗禮

同樣是一部災難活屍電影，2013年由布萊得彼特（Brad P itt）主演的「末日之戰」（World

War Z），內容講述喪屍病毒因不明原因在全世界爆發，各國街頭隨處可見活屍咬傷人類。主角

傑瑞．藍恩（Gerry Lane）為前聯合國調查員，在事件爆發後被緊急徵召，行遍世界各地，調查

病毒爆發的原因。最後他發現「殭屍不會攻擊得了癌症的人類」，因此他以毒攻毒，將癌症病毒

注入體內，成為殭屍絕緣體，最後結束了恐怖的殭屍狂潮，順利和家人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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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之時　生活此刻日出之時　生活此刻

日出，等。但結果卻不一定是預料中的。

1485公里外的夢想公里外的夢想

首爾和台北相距1485公里，三位韓國男生跨
越1485公里的距離，帶著自信和夢想從韓國
來台灣創業的故事。

末日之戰宣傳海報。（圖片來源／IMDb）

「末日之戰」上映當年（2013），創下了全球共計5億260萬美元（約150億7800萬元新台幣）

的票房紀錄，為一部經典好萊塢商業大片。雖然同樣是商業化走向，但和「屍速列車」相比，兩

部電影的訴求大不相同。

在「末日之戰」中，帶有濃厚的美國英雄主義色彩。「屍速」的發生地點僅在韓國；「末日」的

舞台則在全世界，主角便是拯救世界的英雄。劇情上甚至設定：與主角同行的夥伴接二連三死

亡，最後是由傑瑞「一人」取得病毒體和實驗配方。除了符合美國典型英雄片的特徵，更強化了

布萊德彼特的明星號召力，藉此吸引觀眾。

在拍攝手法上，為了降低電影分級的門檻，兩部片都不以血腥為賣點。但在特效運用上，「末

日」承襲了好萊塢大量特效的傳統，每行經一個國家便有一場大規模的「殭屍大戰」，華麗而壯

觀的「殭屍海」，吸引觀眾眼球。

根據美國名利場（VANITY  FAIR）雜誌「Brad's War」一文，導演馬克．福斯特（Marc

Forster）希望「末日」成為一部不需動腦的動作片，主打好萊塢華麗的特效技術；「屍速」則

以活屍作為包裝，主打情感面的訴求。同樣為殭屍片，東西方在電影文化上的策略不同，並不會

造成「美強亞弱」的局面，雙方各有千秋。

 

韓國領頭　亞洲電影躍身國際韓國領頭　亞洲電影躍身國際

1999年5月，韓國當權政府二次修訂「電影振興法」（Film Promotion Law），並將「電影促

進會」更名為「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Korean Film Counsil, KOFIC）。在一連串的政策推

動下，韓國電影工業蓬勃發展。

2003年，「我的野蠻女友」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亞洲電影，韓國電影首度在國際嶄露頭角。

近10年來，韓國更產出了多部具代表性電影。賣座的票房及多項影展大獎，替韓國影史寫下輝煌

的一頁。

時至今日，韓國電影的成熟度，已成為亞洲電影工業的領頭羊，「屍速列車」首度將活屍搬上亞

洲舞台，不亞於好萊塢的特效運用、恰到好處地掌握電影呼吸與節奏，實為亞洲電影的一大里程

碑。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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