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懶人包不包

2016-10-14  記者 黃佳俐 文

現代人關心社會時事的方法百百種，透過「懶人包」快速了解議題成為一種趨勢。熱門新聞播出

後，很多人會利用休息時間，上網找懶人包更新資訊，然而懶人包像把雙面刃，方便人以簡單視

角消化繁瑣議題，但如果品質沒有做好把關，後果不堪設想。

 

十秒了解懶人包十秒了解懶人包 

根據維基百科，「懶人包」這個名詞源自臺灣，創造於2006年，2007年開始流行於臺灣的批踢

踢實業坊（PTT）。懶人包就像買東西時附上的產品使用說明書，引導買家正確使用商品，當民

眾想要了解時事或熱門議題，也會有專業人士、熱心民眾製作懶人包，讓人在短時間內迅速了解

事件始末。

2009年5月PTT一篇關於ECFA正反意見整理的懶人包，早期的懶人包主題

大多是政治或社會議題，並採條列式整理。（圖片來源／PTT截圖）

現代人生活忙碌，在新聞、報紙上看到熱門話題，不一定有時間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但人們依

然想獲得最新資訊。懶人包的概念出現後，每每遇到熱門話題，皆會有熱心網民和專家將複雜的

事件經過整理、排序，製作成簡要的懶人包，提供給民眾。

 

懶人包　製作者不懶懶人包　製作者不懶

懶人包呈現方式多元，文字、圖表、影音等皆是其表現手法。最初多用於爭議議題的解說，現在

應用的層面則相當廣泛，舉凡教育、宣傳活動、商業行銷、科技、電影、料理食譜等皆有人製作

成簡單易懂的懶人包，跳脫以往大眾對懶人包的刻板印象。

懶人包傳達給大眾簡要的資訊，但製作過程卻一點也不簡單。首先必須確認這份懶人包想要傳達

的資訊，接著設定觀看族群，也就是希望誰看到這份資料，最後預期看完懶人包的人有什麼行動

或想法的改變。

製作懶人包時，必須先思考製作目的、目標群眾及想帶來什麼改變。（圖片來源／科技報橘）

「資訊視覺化」、「笑點」、「美編」是製作懶人包最困難的部分。將龐大的資料轉換成短短幾

頁的投影片或影片需要耗費很多時間，製作者必須先閱讀過所有相關資料，選擇想要呈現的重

點，再將這些重點以簡單文字、圖表製作出來，提高易讀性，讓人們能輕鬆接收資訊。近年政府

機關積極使用懶人包推廣政策，動畫呈現跳脫紙本制式的宣傳，將複雜的工程和都市計畫資訊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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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化，讓民眾更願意關心現在的政策。

2016年臺中市政府推出「柳川動畫懶人包」，說明柳川整治工程。（影片來源／YouTube）

用影音方式呈現時，適時增加一些搞笑元素對整份資料會有畫龍點睛的效果，也會讓觀眾更想繼

續看下去，但是製作者想「梗」並不容易，既要能拉回觀眾注意力，又必須兼顧品質，玩笑不能

開過頭讓整份資料流於低俗。另外，美編是懶人包能否賞心悅目的關鍵，舒服的排版、字體、背

景顏色看似簡單，卻是懶人包的靈魂。資料量相同的情況下，死板、制式的排版已經提不起人們

閱讀的動力，活潑兼具幽默的呈現才能得到觀眾喜愛。

 

轟動一時的懶人包轟動一時的懶人包

懶人包使議題獲得加倍關注，例如2013年「反核遊行」、2014年「太陽花學運反服貿黑箱作

業」都是當年爭得沸沸揚揚的話題，短短幾天內網路上流傳多種懶人包且點閱率也相當高，可以

看出懶人包已經成為大眾了解時事的管道之一。

2014年3月臺灣發生太陽花學運時，網路上流傳許多相關懶人包，

透過影片供大眾快速了解反服貿黑箱作業的爭議點。（影片來源／YouTube）

「台灣吧」和「谷阿莫」是近年流行的網路創作團隊，「台灣吧」透過精緻動畫和有趣解說，講

解臺灣的歷史故事，寓教於樂的方式獲得不少人支持；「谷阿莫」則是以直白、犀利的敘述口

吻，讓觀眾快速了解一部電影或電視劇，然而他的評論方式也常常惹怒影評人或劇迷。「台灣

吧」和「谷阿莫」在影音網站上的影片點閱率皆是幾十萬起跳，這些另類的懶人包若能創造自我

風格，觀眾自然願意買單。

谷阿莫剪接電影「微微一笑很傾城」片段，並加上自己的觀點評論。（影片來源／YouTube）

 

反思懶人包　是否桎梏思想反思懶人包　是否桎梏思想

然而懶人包的品質和資料來源誰能擔保？如果人們片面接收懶人包的資訊，而不加以思考及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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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島　現實下的情愛抉擇孤島　現實下的情愛抉擇

「川流之島」講述國道收費員阿雯，在生存壓
力下品嘗情愛、尋求慰藉的心路歷程。透過這
部作品，認識新銳導演詹京霖，在他身上看到
影像工作者的人文關懷。

證，是否會形成另一股歪風。

懶人包帶給人們便利，提供獲得知識及掌握最新消息的管道，但是製作者通常很難避免在其中加

入主觀的想法，有心人士甚至故意散播謠言，該怎麼辦？懶人包最初立意是好的，可是如果閱聽

眾觀看懶人包後，不加思考內容的合理性或查證來源，單方面相信製作者創造的事實，那這些二

手、三手消息反而會讓想多關注社會議題的閱聽眾無法走出製作者的意識框架。

遠見雜誌2014年3月「三分鐘懶人包　這樣你也信？」一文，提到反服貿爭議時，網路上瘋傳各

式各樣的懶人包，然而服貿協定是個連政府都無法向人民解釋清楚的事情，懶人包卻能讓人在短

短幾分鐘內了解事件原委，如此濃縮的詮釋令人害怕。

諷刺單方面相信懶人包，沒有主動去了解事情全貌的閱聽眾。（圖片來源／遠見雜誌）

雲朗觀光集團總經理盛治仁「懶人包裡的公平正義」一文，談到「謝淑薇退奧」的新聞說：「公

平正義是一個很容易被操控的價值。一個複雜的事件，用預設立場的懶人包或是乾脆簡化成一句

口號，更容易打動人心。」有些人透過朋友在臉書動態的貼文、有些則是看網友製作的懶人包來

了解這件事，不論透過何種管道，不可否認的是人們被這些言論激起正義感，因此社群網站上一

面倒撻伐謝淑薇。

很多時候人們的思想會被網上的評論影響，將是非對錯的判斷力付諸他人，然而公平正義並不是

懶人包說得算，更不該因為觀看懶人包就輕易聽信他人言論，如果沒有主動去挖掘整件事便隨波

逐流，反而會失去自己的判斷力，這樣支持或反對的意義到底還存不存在？

 

看懶人包　不能懶看懶人包　不能懶

出生在科技發達的時代，很幸運同時也很不幸，幸運的是只要敲敲鍵盤，就能搜尋到想要的答

案；不幸的是人們將網路上整理好的資訊及別人的想法視為理所當然，並一股腦吸收，限制自己

的思考空間。

「關鍵評論網」2014年的文章「人生沒有懶人包，不要把腦袋交給別人幫你重點整理」中說到

「人生其實沒有懶人包，到了沒有人可以讓你發懶的時候，該怎麼辦？」想要關心時事或研究有

興趣的事物時，第一步可以觀看懶人包，但千萬別就此停止，主動蒐集相關資料，經過思考後賦

予事情自己的觀點，如此才能在充滿懶人包的時代依然保有自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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