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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易欣　誤打誤撞的收⾳師之路
蘇嘉薇 報導  

以公視學⽣劇展《⾃由⼈》榮獲第49屆⾦鐘獎⾳效獎的薛易欣是⼀名專業收⾳
師，入⾏⾄今已有10年。第⼀次⾒到她的時候是在7⽉的某個凌晨，她看起來非
常有朝氣，⼀點也沒有早起的睡眼惺忪感。在簡單的⾃我介紹與閒聊後，她突然
對我說：「不要來拍片啦，拍片真的很累，真⼼建議你趕快轉個資⼯之類的科
系。」她真是個非常有趣的⼈，這是我對她的第⼀印象。

收⾳師　必須做到100％的⼯作
收⾳師，顧名思義就是把聲⾳素材收集回來的⼈。然⽽，比起攝影師、燈光師，
收⾳師是影像⼯作中最容易被⼤眾所忽略的⼀項職業。以前，電影產業裡的聲⾳
常常會被「矮化」，因為聲⾳是可以透過配⾳重製的。然⽽，由於現代⼈講求效
率與低成本，加上素⼈演員的出現，使現場收⾳在近幾年來越來越受到重視。
「根據我的觀察，越低預算的片越需要現場收⾳收得好。」薛易欣表⽰，後期配
⾳不僅需要耗費時間與⾦錢，演員配⾳的情緒也必須非常到位，這對於素⼈演員
來說是非常難的事。

雖然攝影器材相對複雜許多，但影像是可以被修改的，聲⾳卻不⾏。 舉個例⼦，
若畫⾯中出現⼀個不符合戲劇時代背景的路⼈，後製可以把他拿掉，但是卻沒有
辦法消除掉已經錄進去的路⼈說話聲。因此，收⾳師在片場需要極⾼的專注⼒，
必須時時刻刻觀察周遭環境是否出現不合理的聲⾳，如果有便要⾺上處理，所以
說現場收⾳其實⼀點也不簡單。

然⽽，常常會聽到有⼈稱讚攝影師拍得很好，構圖運鏡很漂亮、或是這個場景陳
設得真好看、燈光打得真好等等，但卻鮮少聽到有⼈稱讚聲⾳收得真乾淨。因為
畫⾯中的事物是觀眾可以立即感受到的，⽽收⾳⼯作藏在畫⾯之外，且聲⾳對觀
眾來說已是「理所當然」的事，因此他們很難察覺到收⾳師的存在。「這份⼯作
就是沒有辦法被稱讚，因為你做到100分是應該的。」薛易欣這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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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易欣在⼯作時不僅要舉收⾳桿，⾝上還要背很重的錄⾳機。（圖片來源／薛易
欣提供）

第97個志願　⼀切從這裡開始
薛易欣⼀開始想當⽣物學家，但後來成績不如預期，上不了國立的三類組科系，
最後她上了第97個志願——國立台灣藝術⼤學電影系。她也欣然接受了這樣的命
運，並抱持著順其⾃然的⼼態，⾛入這個對她⽽⾔全然陌⽣的領域。

2008年⼤學畢業後，薛易欣便入⾏當收⾳師，⾄今已是第⼗個年頭。⾝為⼀名女
性收⾳師，⼀開始的路並不好⾛。「那個時候我沒有選擇⾛傳統⼤型影像公司的
系統，因為這些公司通常不太收女⽣，畢竟男女的臂⼒有差，所以我就⾃⼰出來
接案⼦。」然⽽，年紀⼩⼜不是⼤公司出來的她，在業界競爭的環境下遇到了許
多困難。收⾳這項⼯作不但勞累，薪資⼜少，讓她萌⽣了想轉⾏的念頭。「還記
得當時在拍年底的⼀部片，我還跟⼤家說我要去賣滷味了，結果那⽀片得了⾦鐘
獎最佳⾳效。」雖然很可惜當時她並沒有報名，但這個⿎勵成為她沒轉⾏的其中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個因素。

隨遇⽽安的⽣活態度
「我的⼈⽣觀很簡單，我沒有想要活很久，我找的每⼀個⼯作，做的每⼀件事都
是看當下。」薛易欣⼀派輕鬆的說道。其實她不曾把收⾳當作是⼀件要做⼀輩⼦
的事，甚⾄有好幾度想要轉⾏，但老天似乎不想她轉⾏。

後來，薛易欣在⼀次的返校偶然遇⾒了系主任，並得知了教育部的U-start計劃。
透過參加此計劃，薛易欣成功創立了⾃⼰的公司。在2014年的時候，她不僅榮獲
了第49屆⾦鐘獎⾳效獎，也在當時認識了余政憲——她最⼤的投資者。余政憲在
被她「洗腦」⼀番後，決定出錢投資她的公司。「⼈家都對我那麼好了，我也就
沒什麼藉⼝說要轉⾏了。」命運的巨輪滾動著她，她也放輕鬆說：「好吧，就讓
你滾。」

薛易欣認為她在收⾳師這條路上是非常順遂的，⾄少收⾳這件事她做得很得⼼應
⼿。她形容這就像看電影⼀樣：「假如今天你坐到最前排的位⼦，你就會覺得好
痛苦，那就趕快換位⼦。當你換到不是⼀個最好但是還不錯的位⼦，那你就繼續
坐下去。」雖然她不確定⽬前是不是最好的位⼦，但她認為⾄少⾃⼰坐得還蠻舒
服的。

薛易欣在分享⾃⾝經驗之餘，也不忘分享在片場⼯作時的照片。（圖片來
源／蘇嘉薇攝）

竭盡全⼒　只為了那美麗的現象
「我媽在我畢業的時候還問我要不要去考個公職，或是唸個別科的研究所。」薛
易欣苦笑。⼈們對於收⾳這個⾏業還存在著許多不了解，何況是⽗⺟，⾯對女兒
從事如此「吃⼒不討好」的⾏業，難免會擔⼼。也因為從事影像⾏業，⼯作時間
跟⼀般⼈不太⼀樣，必須犧牲很多事情，例如：家庭聚餐、家族旅遊等等，有時
候甚⾄在過年期間也必須⼯作。⾯對⽗⺟的不了解，薛易欣仍不厭其煩的跟他們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候甚⾄在過年期間也必須⼯作。⾯對⽗⺟的不了解，薛易欣仍不厭其煩的跟他們
解釋⾃⼰的⼯作，讓他們更了解影視產業。

台灣的影視環境不是那麼的好，⽽且⼯作時間非常⻑，從開⼯到收⼯12⼩時間，
除了吃飯時間可以稍微休息⼀下，其餘的時間都需要非常⾼的專注度。「這份⼯
作很累啊，但有⼀部分是因為我這個⼈很⿔⽑，有時候會追求把事情做到完美。
」這是薛易欣對於⼯作的堅持。

有⼀次，在拍攝⼀部關於⼀名老師教導男孩如何利⽤回收廠的破銅爛鐵拼裝成⼀
台摩托⾞，並環社⼦島⼀圈的紀錄片。那天是拍攝環島結束的畫⾯，雖然事前導
演有告知她男孩不太愛說話，不需要特別在他⾝上放麥克風，但她還是堅持把麥
克風別在老師與男孩的⾝上，後來錄到了男孩對老師的真情告⽩。「你知道我們
拍片的⼈⼀直都在為⼀個美麗的現象作準備，⽽那天我就遇到了這個美麗的現
象，表⽰說我⼀直都有準備好。」拍片所累積的疲憊，在這「美麗的現象」出現
後，彷彿全都⼀筆勾銷了。

初衷　說好的救台灣電影呢？
拍片雖然疲累，薛易欣也說過不下上百遍「要轉⾏」，卻始終沒轉成，或許是因
為命運，但真的只有這樣嗎？

「初衷嗎？現在不講我也忘了。」薛易欣笑著說。在她⼤學時期，教授們都是業
界非常知名的導演，在課堂上他們總說著要怎麼救台灣電影，當時韓國電影很厲
害，他們就會在課堂上分析韓國電影成功的原因。但到了她畢業那年，台灣電影
還是⼀樣沒⼈看，當時她意識到，在台灣電影圈中那麼有分量的⼈，卻救不了台
灣電影。「當時我出社會的時候就想，我要為台灣電影做⼀些事情。」薛易欣認
為電影圈需要更多有實踐熱忱的⼈，⼀點⼀滴將台灣電影圈撐起。

「我覺得其實我⼀直都沒忘，我已經把它變成我的中⼼思想了。」薛易欣形容，
初衷就像⼀條線，只要⼀直拉著它⾛就對了，漸漸的，甚⾄不會意識到⾃⼰拉著
這條線。等到某⼀天迷失的時候，拉⼀拉線，總能找到當初出發的理由。

縮圖來源：薛易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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