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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新政策新政策 拯救了卡通？拯救了卡通？

2010-12-18  記者 李庭蕙 文

「喔喔～是誰住在深海的大鳳梨裏？……」這首耳熟能詳的《海綿寶寶》主題曲，在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ＮＣＣ）新政策上路之後，可能面臨無法在節目精華時段聽到，甚至可能在兒童頻道中

成為絕響。另外，不僅是海綿寶寶，其他因為過多打鬥場景，或是有所謂「兒童不宜」畫面的卡

通，在新政策頒布施行後，都將受到影響。然而，政府以維護兒童之名所實行的政策，維護的不

只是兒童，有時只為了暫時性的消弭自己的焦慮與不安，往往沒有對症下藥。

不管兒童喜不喜歡、接不接受，NCC準備在明年兒童節送給大家一份大禮──「兒童通訊傳播權益

白皮書」。未來兒少節目將分為學齡前、六歲到十五歲、十五到十八歲等三個等級，而部分具爭

議的卡通，則被要求在兒童不易觀賞的時段播出。其中，當紅的兩部卡通，《海綿寶寶》與《航

海王》是最常被點名，也是最受爭議的節目。

 

馬賽克遮蓋不住的好奇與模仿馬賽克遮蓋不住的好奇與模仿

在《海綿寶寶》卡通之中，角色對話不時出現「白目」、「白癡」……等詞彙。這的確會讓人擔

心是否會對兒童產生負面影響。根據優學網在09年11月所做的「國小學童收看卡通調查」統計，

其中有6成小朋友表示平常不會模仿主角行為舉止，而超過2成孩童受到影響。可是媒體報導引用

此文章時，為了增加嚴重性，刻意將標題下為：「6成9學童看過卡通有不良行為 《海綿寶寶》

名列其中」。模仿行為應當才是關注的焦點，而非看過與否。

《海綿寶寶》劇情誇張幽默，充滿想像力，深受許多大小朋友的喜愛，

但也有人認為節目粗俗且過分誇張，會「教壞囝仔」。（圖片來源／南方糖果屋）

目前，因應這些反對聲浪，節目以消音及字幕馬賽克等方式處理。但這樣的手段不禁令人聯想起

前陣子遭點名的《航海王》，因抽菸鏡頭過多而將畫面打上馬賽克。這種消極解決的態度，一方

面影響原著精神，另一方面導致欲蓋彌彰的效果。當兒童觀看時，原本沒注意到或是忽略的事物

，因為醒目的馬賽克或是消音關係，反而更加凸顯了那些「不該看／聽的」東西，進而引發孩童

的好奇心，導致他們更想知道菸是什麼。對照美國處理的方式，將香菸頂端加上球型糖果，巧妙

地讓原本充滿爭議的香菸變成棒棒糖。或多或少影響原著，但至少不會讓觀賞者好奇棒棒糖是什

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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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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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滿爭議的香菸，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的解決方式。（影片來源／YouTube）

 

依賴制定法律依賴制定法律 無法解決問題無法解決問題

保護兒童觀看節目的內容是必要，出發點也是好的。然而在台灣，解決問題的方式往往依賴法律

的制定，只要法律制定完成，只要依循法律就能高枕無憂，一勞永逸。但事實上，台灣在制度上

時常曖昧不明，僵化的法律有時反將事情複雜化。

以民國93年的「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辦法」為例，當時由行政院新聞局依據「兒童福利法」

訂定該法，將漫畫分為普級與限制級，出版品當中有過當血腥、暴力行為、裸露人體性器官者…

…等皆列為限制級。不過，對於何謂「過當」的標準，始終模糊不清。這也導致許多漫畫像是《

柯南》、《哆啦Ａ夢》…...等書籍皆一度被列為限制級。因此，這次針對兒少節目所做的分級制

度，是否又會重蹈覆轍，陷入模稜兩可的標準，是值得觀察的現況。

 

誰在看卡通？誰在看卡通？

不同於漫畫分級的是，這次反對聲浪絕對非常小。因為兒童與青少年沒有太多觀看自主權，家中

電視主要都是父母掌權。只要父母依據孩子年齡，對照新分級制的收看標準，一聲令下，小孩往

往沒有反駁權力，即使是再喜歡的卡通也不能收看。面對這種小孩無權的情形，除了要反思父母

之外，最大決策者不外乎是專家學者，他們的研究是「拯救」了孩子，抑或「剝奪」孩子看卡通

的權利。

學者觀察的角度，最令人詬病的一點在於：過於嚴肅看待卡通、無法體會內容中的詼諧幽默。以

高高在上的姿態，觀察並認定孩童必然會受到影響，畫面的每分每秒都變成分析重點，甚至矯枉

過正地為分析而分析，與大眾收看卡通節目的娛樂目的完全不同。專家學者應保有開放的心態，

適時放下身段回歸成一個普通的閱聽人，問題的盲點才能真正被看見。

 

治本或者讓業者繼續鑽漏洞治本或者讓業者繼續鑽漏洞

制定新制度，必然會有業者想要找尋漏洞。電視台可能為了保障原有的收視率，確保卡通能繼續

在精華時段播出，隨隨便便地將影片打上馬賽克，或直接剪掉不合格的畫面來符合標準。如此，

不僅失去原本的用意，更使得卡通變得殘缺不全，政府應謹慎思考漏洞上的疑慮。

與其花心思與金錢制定更多的法律來保護兒童，不如將精神與成本投入在優質兒少節目當中，讓

家長與孩童有更多的選擇。目前的兒少頻道多半以動畫卡通為主，只要購買版權播放，無需考慮

後續的製作，比照於產製一個有真人主持、實際場景或是戶外採訪的節目，顯然前者比較符合經

濟成本。政府應該以獎勵方式補助節目的製作，透過一套積極的政策帶動全新而優質的節目，而

不只是讓電視台消耗成本規避法律。

明年正式上路的政策，是否又將造成另一波擾民的現象，目前仍無法肯定。但可以確定的是政策

中仍存在許多問題。有了漫畫分級的前車之鑑，政策制定者應該以更嚴謹的態度處理分級政策，

不要一股腦兒地將法律拋出，留下諸多後續問題讓頻道業者傷腦筋。政策制定者也該試著用不同

的角度看待卡通，而非雞蛋裡挑骨頭，硬要為卡通加上負面罪名。最後，政府更應採取治本的方

式，補助優質兒童節目，提供更多選擇。讓未來的兒少節目做到真正的「闔家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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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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