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喀報第兩百零三期 社會議題 人物 樂評 書評 影評 即時新聞 文化現象 照片故事 心情故事

請輸入關鍵字  搜尋大事記 交大頻道 記者群 其他刊物 ▼

本期熱門排行

媒體歷屆廣告

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洪詩宸 ╱ 人物

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陳思寧 ╱ 照片故事

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
許翔 ╱ 人物

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
劉雨婕 ╱ 人物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張婷芳 ╱ 人物

微真實　電影想像微真實　電影想像

2012-10-21  記者 吳晉宇 文

2010年末，知名汽車公司凱迪拉克在大陸邀請了吳彥祖主演了自家廣告短片《一觸即發》。然而

，真正造成轟動的不是吳彥祖的人氣，而是在正式播出之前，凱迪拉克花費鉅額的各式宣傳上面

，有著斗大的幾個字：凱迪拉克首部「微電影」巨製。在近乎瘋狂的宣傳下，眾人真的以為有一

部電影可以期待的時候，正式播出卻讓人跌破眼鏡，因為他們看到的，僅僅是一部時間短短只有

90秒的汽車廣告。不管最後短片《一觸即發》創造了多少商業利益，負責這次廣告的上海麥肯廣

告公司已經成功創造了一個劃時代的新名詞：微電影。

吳彥祖主演的《一觸即發》開創了微電影一詞的風潮。

（圖片來源／80電影天堂網）

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微電影一詞所蘊含的影響力在台灣漸漸發酵，各家廠商所拍攝的廣告紛紛掛

上微電影的名字，在YouTube等各大影片分享網站吸引大量的觀看人次。各大傳播科系學生也在

自己的作品名稱上大方地加上微電影三個字，在網路上公開播放。甚至連許多影片比賽，也開始

公開徵求微電影形態的作品。當微電影的名字被大量複製，越來越多的短片作品似乎都可以跟電

影沾上邊，但微電影真的和電影有關嗎？微電影的技術、故事足夠被稱作電影？或者說，冠上「

微電影」的名字，影片的品質，真的有比一般短片來的好？還是這一切僅僅是吸引人氣的一種操

作？作為一個影片而能夠跳脫以往，微電影的特質從何建立？

平價創意　靠名字崛起平價創意　靠名字崛起

近年來，影片分享網站興起，從一開始的YouTube，到後來大陸的土豆網。舉凡自身週遭有趣人

事物的記錄影片或是充滿創意的短片創作，人們不斷將各式的影片上傳到網路平台和大家分享。

攝、錄影工具也快速演進，相機、手機都陸續加上了照相、錄影功能，人們可以透過更加平價、

更加輕便的器材，記錄自己的生活及實踐自己的創意。新的科技讓人們可以不用耗費太多資金進

行生活的記錄與創作，新的平台則透過轉載讓更多人看見自己的作品。

然而這些便利人們的新平台、新科技，卻讓人們減少在創作時的思考與堅持。了無新意的劇本，

低劣的運鏡技術，不在意收音與燈光的品質，使網路平台上的作品難有佳作。拍攝條件與公開播

出方式日趨容易，讓創作者可以在這兩方面上少花些腦筋。然而，影片創作所需要的，不僅僅只

是這兩個面向。從最一開始的劇本發想、分鏡構思，到後製、成音都需要縝密的計劃與討論，並

不是只需要考慮攝影和播出而已。誤以為影片創作是一件簡單的事，讓影片的品質下降，也塑造

大眾對於網路影片不佳的觀感，讓真正用心創作的團隊，難以靠著這些平台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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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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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演進，坊間也出現教導人們以手機作為影片創作工具的書籍。

（圖片來源／Ｔ客邦）

微電影一詞，也是在這些影片創作已經無法吸引人們觀看之後，產生的新產物，透過其中的電影

兩個字，讓觀眾對影片有所期待，再度召喚大量的觀看人次。在創作影片滿天飛的時代，僅僅靠

著這三個字，讓人們預設它有著如電影般的敘事手法、攝影風格，微電影衝出重圍，開闢一條新

的道路。

主流與新興勢力主流與新興勢力

現今，最常看到冠以微電影名稱的短片還是以商業廣告為主。而一般對微電影的批評就是太過於

商業化，從廣告出發的微電影，本身無可避免地帶著一些商業色彩，擔負起替產品宣傳的使命，

商業化其實無可厚非。但要扛起微電影這個名字，除了花大錢請知名藝人擔綱演出之外，廣告還

需要做出更多的改變。

現今大多的微電影，是透過在廣告中加入一個完整的故事為常見的形態，但僅僅只是加入故事，

若是微電影沒有不同於廣告的運鏡及敘事手法，就難以脫離廣告的既定形象。有太多的商業廣告

，只是透過掛上微電影的稱號，加入簡單的故事，就想吸引群眾的注意，吸引消費者去消費。過

分粗糙地置入商品，角色與商品之間太過勉強的連結，都難以使微電影走出廣告的依歸。

微電影的新興勢力則是來自高中、大學的學生作品。學生創作影片其實不新奇，一直以來，許多

大專院校的傳播科系學生在課堂作業或是畢業成果中，創作影片相關作品，只是多以劇情短片的

名稱來創作。在微電影一詞興起之後，學生製片搭上順風車，以微電影作為新的創作類型。然而

想把微電影作為一種新的創作類型，學生製片卻沒有多花些腦筋，仍然以劇情短片的方法進行影

片的製作，沒有跳脫以往的創作風格、也沒有試圖解決學生作品較難克服的技術性問題。在冠上

「微電影」的名稱之後，學生製作的短片以電影來說略顯粗糙，讓微電影在大眾的觀感中，離電

影越來越遙遠。

網友透過創意設計系列圖文，反諷微電影名稱的創作。

（圖片來源／ChigerGraphic粉絲專頁）

然而，在微電影的主流及新興勢力不斷將微電影推往不同的方向之後，不禁要問，微電影究竟是

什麼，沒有突破以往影片創作界線的它，如何能繼續走下去？電影兩個字對於觀眾而言，又有怎

樣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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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情人　當深愛變成殺害恐怖情人　當深愛變成殺害

近年來，情殺案件頻傳的現象，來自於社交媒
介轉換、媒體的連鎖效應及教育體制的根源，
情感問題是大眾關注且必須學習的議題。

多元創意　單一主題同人展多元創意　單一主題同人展

臺灣的同人誌販售活動日益興盛，更出現限定
特定主題的「單類型同人誌販售會」，顯示同
人活動的多樣面貌。

電影想像與創作的能量電影想像與創作的能量

電影自發明到現代，已成為眾人皆知的大眾媒體。到電影院觀賞才能將電影一覽無遺的特殊消費

型態，構成了一般人對於電影的想像。人們對電影存在著一種想像，它必須有個完整的故事，有

一個想要訴說的核心價值，能夠提供人們在觀賞之後交換彼此意見的契機，期望在看完電影之後

，能夠獲得感動還有成長的可能。這些電影的想像，促使了消費者買票進入電影院觀賞一部電影

。

完整的敘事架構、運鏡手法的不斷改進、不斷追求更好的畫質，最重要的是，人們對電影一直保

有的想像，讓電影能在網路等新時代的媒體不斷出現之後依然屹立不搖。然而微電影這個詞彙，

試圖將較低成本的影片製作與電影扯上邊，在世人的濫用之下，和電影逐漸分離成兩種完全不同

的事物。但說穿了，微電影依然是一種影片的創作，不應該是作為一種新的風格或類型來評判，

因為它只是硬將電影拉入創作名稱，和一般劇情短片並無分別。作為商業廣告，作為學生作品，

僅僅只是名稱上的差別，沒有任何新穎的特質。

其實，影片創作的好壞無關使用的名稱為何。回到創作的初衷，想要傳達的一個觀念、一個想法

，從一開始構思到真正完成一部作品都需要不斷重複的討論，透過團隊成員意見的整合，將每一

個環節做到完美，最後能把想要傳達的事情在影片中完整呈現，才是一個好的影片創作。從一開

始就打算靠著「微電影」的名稱吸引別人來看，而省略太多真正重要的製作環節，妄想有好的迴

響，這類創作者實在可笑。唯有用心經營，不放過任何枝微末節，才能使影片有足夠的能量去訴

說想要傳達的事物，這樣的能量存在於每一個畫面裡，在觀眾眼中，清晰可見。

《一觸即發》在創造新的名詞之餘，並未在廣告上有所突破。（影片來源／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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