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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有所短，⼨有所⻑」，短影⾳、懶⼈包等等經過濃縮的資訊載體應時代⽽⽣，已然成為新⼀代資
訊流通的「標準格式」。這些格式或許相較以往精簡許多，但帶來的好處卻不減。當今影⾳平台的普
及使得⼈⼈皆可成為創作者，⾝為閱聽⼈的你我，未來在⼯作上也很有可能成為⽣產這些資訊的⼀分
⼦，因此在吸收這些資訊之餘，除了嘗試了解它們如何被組織起來，更應該思考創作者的⽬的、考量
為何。

試想某⼀天終於忙完了⼯作，你拖著疲憊的腳步⾛向捷運站準備返家。正準備過⾺路時，只⾒綠燈轉為紅燈，不
得已只好停下腳步，⼀隻⼿伸向⼝袋裡拿出⼿機打算漫無⽬的看⼀會兒消磨等待的時間。打開 Instagram，匆匆滑
過朋友們的貼文，並按下愛⼼，你的⽬光最終在停留在了⼀⽀影片上⽅。刻意調快的節奏伴隨主⾓誇張的臉部表
情與滑稽的配樂令你瞪⼤眼睛，忍不住笑出了聲。影片結束，綠燈亮起。⽅才的疲憊似乎得到了些許緩解。此刻
你邊回想著剛才的影片，⼀邊想著要將影片分享給誰，臉上不由得浮出⼀抹會⼼的微笑。

⾞⾨開啟，你隨⼈群擠進⾞廂找了個位置坐下，再次打開⼿機打算好好利⽤這片刻的空檔時間吸收些⽣活與⼯作
之外的知識。YouTube ⾸⾴推薦了幾部影片，是關於你曾略有⽿聞的球員故事。對於籃球你可謂⼀無所知，但⼼
想既然這與同事們茶餘飯後的話題多少有關，不妨來瞭解看看？ 點了進去，影片對你這個⾨外漢來說有種不可思
議的親切感。頻道主活潑的敘事⽅式與對籃球聯盟現況的幽默⾒解使得觀賞體驗格外有趣，整體淺顯易懂之外，
篇幅亦不過於冗⻑。於是你毫不猶豫訂閱了頻道，不禁好奇究竟是什麼樣的魔法同樣吸引著為數眾多的⼈們點進
去觀看。 你每天都會看影片，可是你有思考過這⼀部部影片是怎麼來的嗎？創作者⼜在想些什麼？

▲   觀看影片的同時，可多嘗試瞭解創作者的⽬的、考量為何。（照片來源 /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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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平台崛起 ⼈⼈皆為創作者

▲  社群媒體與影⾳平台的崛起，讓創作內容的流通變得更加廣泛。（照片來源 / Pexels）

⼿機的⼤量普及，破除了以往拍攝必須購買昂貴器材的限制；社群媒體與影⾳平台的崛起，則使創作、分享內容
的⾨檻降低，不再⾼不可攀。只要註冊⼀組帳號，⼈⼈皆有潛⼒成為具有影響⼒的創作者。相較於其他較為傳統
的媒介，影片得益於視覺特效及聲⾳， 其吸睛程度已非單純文字、照片所能及，也因此各界將之應⽤在傳達資訊
的比例亦逐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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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得益於視覺特效及聲⾳， 其吸睛程度已非單純文字、照片所能及。（照片來源 / Pexels）

「感覺得出來⼤家現在普遍不喜歡文字太多的東⻄，所以影片相對來說就好看許多」。現就讀國立政治⼤學廣播
電視學系，擅⻑以搞笑諧⾳梗作為主題的短影⾳創作者施昱承這麼說。2022 年 7⽉23⽇，他在⾃⼰的Instagram 上
傳了⼀⽀標題為「阿伯擋著不讓我舒跑」的影片，沒想到這部短短 6 秒鐘的影片竟連夜吸引許多⼈湧入觀看，總
計獲得 12120 個觀看次數。⽬前他主要使⽤Instagram Reels 作為分享影片的平台。

施昱承也針對現有的各⼤短影⾳平台做出了觀察。在⽤⼾年齡層⽅⾯，他發現 Tik Tok 的⽤⼾分佈較廣，從孩童
到⻑者都有 ; ⽽ Instagram Reels 則以⾼中、⼤學⽣為主，故選擇Instagram Reels 能讓他更⽅便將內容分享給同年齡
層的⼈們。「Reels 真的太好⽤了，如果不是因為有這個功能我根本不會想要拍（頻道裡的）這些東⻄」。 平台
上新功能的出現很⼤⼀部分源⾃於廣⼤使⽤者的需求，但有時候恰恰正是這些功能的存在反過來激起⼈們內⼼的
火花成為創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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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影⾳創作者施昱承的熱⾨影片「阿伯擋著不讓我舒跑」。（照片來源 / 施昱承 Instagram）

萬綠叢中 個⼈特⾊不能少
隨著眾多新興創作者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量原創內容被上架⾄各⼤影⾳平台。觀眾擁有太多不同的選擇的情況
造成創作者間賺取流量無比激烈的競爭。⼀個創作者能不能展現出⾃⼰的特⾊，將⾃⼰的作品與其他同類型內容
作出區別，以吸引⼀批忠實的粉絲便成為格外重要的課題。以球員故事、籃球知識為創作主軸，擁有12萬多訂閱
的YouTube頻道「10N觀點」創作者⽯恩亞（後以10N簡稱）分析，相較於網路上能快速查到的球員資訊及聯盟數
據，⾃⼰更喜歡挖掘⼀些球員成⻑過程中不那麼廣為⼈知的故事，消化整理之後把資訊轉化成頻道裡「球員故
事」系列的影片。從球員的⼈⽣歷程中挑出重要的轉折點， 除了認為這些故事是值得⼤家學習的之外，他也期待
能讓觀眾在了解球員時，能有球場外的，更立體的視⾓。

▲ YouTube 頻道「10N觀點」以球員故事、籃球知識為創作主軸。（照片來源 / 10N觀點）

⾄於⾃⼰是如何讓觀眾看完影片之後願意訂閱，10N以觀眾的⾓度分析後，將之歸因爲⾃⼰消化資訊的模式所
致。「我覺得⾃⼰說故事說得還滿⽣動的，對於⼀般對籃球不是那麼熟悉的觀眾來說，透過說故事的⽅式能讓他
們有辦法更輕鬆進入籃球的世界，⼀但產⽣了興趣，代表之後他們也有機會主動嘗試更深入瞭解這個領域。」
10N表⽰ ，「以相似題材的影片來說，最重要的是故事性，其次是親合⼒、幽默感等等個⼈特⾊，再來才是帶有
個⼈觀點的批判性」。其中「個⼈觀點」就像頻道的標誌⼀般能顯現出鮮明的⾊彩，可以善⽤但不適合濫⽤。過
於頻繁地拿⾃⼰的立場來抨擊別⼈很可能帶來反效果，因此必須拿捏得宜。

除了以上幾點之外，能否結合當下時事，兼顧時效性也是相當重要的。「我通常會將比賽相關的資訊更新得滿快
的，對於早上因為上班沒辦法看比賽的⼈來說很有幫助」，10N說。⼀切就緒後，如何想出適當的標題吸引觀眾
點進去，更是⼀⾨藝術。標題就如同書本的封⾯⼀樣，是第⼀時間影響著觀眾，決定影片是否有趣的關鍵。「通
常我會在影片段落裡頭找出⼀個讓⼈感到驚奇的事實，然後把它加上驚嘆號或者問號，觸發觀眾的好奇⼼，並將
之放在標題開頭的部分，再來才是跟影片比較相關的重點。」

篇幅⻑與短 做出相應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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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平台對於影⾳時⻑的規範也是進⾏創作時所要考慮的重要層⾯。以YouTube Shorts 為例，官⽅規範⽤⼾上傳的
影片⻑度必須⼩於 60秒；或許短影⾳已逐漸成為趨勢，但並非所有題材都適合以極短的秒數呈現。Tik Tok 對於
影⾳⻑度的規範也許呼應了這⼀點，反⽽有不斷增⻑的趨勢。原本Tik Tok的影片時間被限制在15 秒左右，之後增
加到 60 秒，再來是 3 分鐘，如今已經開放成 10 分鐘。

「平常我喜歡抓10-15分鐘當作我影片的時⻑，不會犧牲完整度，也剛好符合現代⼈的空檔時間。」整體來說，在
「縮短資訊篇幅」、「營造內容吸引⼒」與「維持資訊完整不偏頗」之間，他仍然會選擇以最後者為優先，以維
持資訊的完整性，最後才是考慮內容的趣味性與篇幅的⻑短。 即使創作的媒介以⼀般的影⾳為主，10N在訪問最
後仍表⽰⾃已願意嘗試⽤短影⾳的形式進⾏更多的創作。「15秒的效果其實有時候超級強⼤，像是比賽精華或者
是賽後訪談那⼀類的題材就很適合⽤短影⾳呈現」，10N 補充道。也因此除了現有的YouTube 、Facebook 以及
Instagram 之外，他未來也有進軍Tik Tok 的打算。

影片內容的完整度與品質當然會受影片時⻑限制⽽有所好壞，因此如何依照篇幅⻑度挑選適合的題材便成為創作
者必須共同⾯對與解決的問題。對觀眾來說，利⽤零碎時間觀看這些影片的同時，適當的篇幅能讓他們點進去的
意願更⾼。

以創作者的視⾓ 重新思考受眾的需求
時代不斷在演進，拜社群媒體與影⾳平台的發達所賜，影⾳內容的創作及分享對普遍⼤眾來說容易了許多，與過
往媒體內容主要以單⽅⾯傳播與接收為主的情況有所不同。在創作題材的挑選之外，創作者的個⼈特⾊與影片的
篇幅⻑短往往是決定受眾觀看意願以及喜愛程度的兩⼤因素。當今⼈⼈皆可成為創作者，意味著⼈們將同時⾝為
媒體的受眾以及內容的產製者。正是這樣⾓⾊互換的可能性，使讀者及觀眾更有機會以不同的觀點思考⾃⼰每天
觀看的內容是如何經歷產出的過程來到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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