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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24  記者 吳晉宇 文

近年來，攝錄器材快速演進，一般人熟知的相機、手機陸續加上了錄影功能。越來越好的影片拍

攝畫質，以及相較於專業攝影機較為低廉的價格也變成了優勢。獨立製片或是學生等製片資金上

相對困窘的影片製作團體，紛紛使用這些設備來進行創作。

在這樣的風潮下，DSLR，也就是俗稱的數位單眼相機，變成了創作者喜好使用的錄影配備。銳

利的成色，替換各種鏡頭之後不同的焦段與光圈設定，比起一般較低階DV，能夠運用更多不同的

拍攝技巧。

設備的演進，固然為拍片團體省下經費也增添許多便利，但這樣的便利，其實隱藏著更多創作者

應該注意到的問題。看到這些設備的便利之處，也許簡單，但能夠妥善使用，並且解決隱藏在其

背後的問題，才能讓作品的品質再往上提高，創作出更多的動人心弦的故事。

成大學生以單眼拍攝微電影。（圖片來源／愛情筆記本粉絲專頁）

聲音　被忽略的靈魂聲音　被忽略的靈魂

隨著越來越多人開始使用單眼來進行影片創作，人們也花更多的巧思來讓影片更符合電影畫面給

人的印象。一般人所熟知的推軌或是懸臂被影片創作者所吸收，在單眼相機拍攝影片時改以其他

方式或是新的工具來提高影像的電影感。但在影片中的，除了影像的另一項重要元素卻常常被忽

略，那就是聲音。

因應單眼拍攝的風潮，出現許多不同的器材。（圖片來源／HDSLR攝錄攻略研究所）

近年來，攝錄影設備經過長足的改進，人們不斷追求更好的畫質。雖然單眼相機在影像上的畫質

能夠跟上攝影機，但畢竟單眼原本是專門用來拍攝照片的工具。內部配置的麥克風在錄影時的聲

音部分，較無法跟專業的錄音設備相比。因為錄音的工具也同樣經過長久的演變，能夠錄製更加

真實的聲音，減少需要靠後製來修正的部分。然而後製也不是萬能的，如果在最初沒辦法收到好

的聲音，就難以在最後的影片成果有好的聲音品質。

為了解決聲音的不足，有些影片創作者開始在單眼上外接聲音品質較佳的麥克風，或是乾脆以雙

系統來收音。所謂的雙系統收音就是在單眼拍攝的同時，另外以較專業的錄音設備進行收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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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系統的收音也可以避免麥克風線纏繞單眼相機，使相機在拍攝時的運動軌跡受到限制，唯需要

注意聲音與影像同步的問題。

影片創作者不應該忽略聲音的重要性，好的畫面固然重要，但聲音也同樣能夠渲染觀者的情緒。

而如果對不好的聲音品質妥協，不但會干擾影片的觀看，也沒辦法順利引導觀看者進入影片的故

事當中。所以，不管用哪一種方法來補全聲音上的不足，影片創作團體應該重視這個問題，並加

以改善，才能夠更專注於故事的創造。

用另外的收音設備來補足單眼拍攝時的聲音缺陷。（圖片來源／Swallow部落格）

鏡頭　景深的善與惡鏡頭　景深的善與惡

利用單眼相機來拍攝影片的好處之一，是能夠不受制於攝影機的鏡頭。透過單眼不同鏡頭的轉換

，能夠帶給影像不同的視覺效果，其中最令人注意的是景深的效果。

所謂景深，是指在拍攝相片或影片時，鏡頭的焦點之後有一定的清晰範圍，而透過拍攝時的設定

，能夠達到清晰範圍較短的淺景深效果。有人說：攝影是減法，將越多不需要的雜處去除，或是

以景深來模糊不重要的地方，來顯現拍攝的主題，則更能夠讓人感受到想要表達的事物。

淺景深的效果能夠突顯拍攝的主體。（圖片來源／Mobile01網）

但比起單純的相片拍攝，拍攝影片更應該注意畫面元素的構成。淺景深的畫面效果固然好看，容

易讓創作者想要一用再用，但單純只是好看的畫面並沒辦法帶讀者進入故事。如果只是為了景深

的效果，放了太多跟故事無關的畫面，或是刻意去製造這樣的效果，反而會讓觀看者覺得有距離

，沒辦法好好去觀看影片。

雖然找到好看的畫面在影片製作時是相當重要的，但其實畫面的意義在於，能不能夠完整傳達想

要傳達的事。透過各種視覺元素的整合，將想要說的事情以明示、暗喻的各種方式寄託在畫面裡

，才是創作者在影片這個媒材上應該花心思的地方。而不是專注於製造美的畫面。

善用景深的效果能夠在單眼拍攝影片時，有更好的畫面品質，但若是使用過度，反而會得不償失

。能夠用單眼拍攝影片為創作者帶來許多便利，但如何運用這些便利之處，鑽研影片傳達的故事

，需要創作者花費更多心思。

 

故事　創作的原點故事　創作的原點

單眼拍攝影片為創作者解決經費困窘、畫質不夠好等設備或是資金問題。解決了聲音的收音、修

正了鏡頭景深的運用，也修正了其他拍攝時會遇到的種種阻礙之後，比起以往有了更加良好的創

作環境。這時應該回到創作的初衷──傳達一個故事。

用影像來說故事，一直是影片創作中最重要的一環。縱使有好的畫面、好的聲音，如果不能夠有

一個貫穿整部影片的故事，不能夠妥善運用影片中的每個元素，去傳達這個故事，都沒有辦法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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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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野餐趣　草地微旅行親子野餐趣　草地微旅行

二○一四年十二月六日，由一群七年級生組成
的團隊發起的親子野餐會，在臺北大安森林公
園登場。

動觀看者。

相對於其他的拍片團體受制於出資者或是市場考量，學生製片或是獨立製片能夠以一個較為不受

拘束的角色來創作影像作品。也就是因為這樣的角色，在故事的創造上能夠比較沒有壓力的進行

創作，指出社會的種種問題或是探索更多其他作品沒有關注到的面向。

提醒人們注意那些他們未發覺到的事，或是以另外一種觀點來詮釋想要關注的議題，科幻、奇異

、幻想或是其他各種不同的故事，都豐富了這些團體的作品多樣性與議題性。

拍攝設備的進步無疑是資金窘困的這些拍片團體的一大福音，但這樣的福音並不代表在故事上可

以馬虎，只鑽營在畫面上。畢竟這些團體的可貴之處，就是能夠以不同於主流文化的視野來進行

創作。

既然使用單眼來拍攝影片作品已經變成一個風潮，在畫面的品質提升之後，如何將故事蘊含的想

法更加深刻的傳達給觀眾？透過重新審視創作原點，去經營故事、去探討故事的核心，有助於作

品達到更完整、更打動人心的樣貌。再輔以設備的進步，相信在未來便會有更多的好作品出現在

眾人面前。

部分鏡頭以單眼來進行拍攝的國外獨立製片科幻作品。（影片來源／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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