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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電影強大的聲光效果幾乎成了吸引觀眾們入場觀影的最大理由，然而隨著電腦特效越來

越全能，一部電影真正需要演員演戲的部分逐漸減少。有人可能會想問：「這樣還需要這麼多演

員嗎？」然而早在十年前安德魯‧尼可導演就曾更犀利的質疑：「如果都不用『真的』演員來演

呢？」

完美演員登場完美演員登場

《虛擬偶像》，是安德魯‧尼可導演在兩千零二年的作品。本片主角維特是一位默默無名的導演

，他無法忍受大牌明星要求的報酬越來越高，架子也越擺越大，影響到了他拍片的理念，進而他

和正在合作的女主角鬧翻，雪上加霜的是他還因此被電影公司的老闆，同時也是他的前妻伊蓮解

除合約。儘管已經接近走投無路他還是決心要把電影拍完，就在絕望來臨之前他遇到一名電腦工

程師漢克，他給了維特一套自行開發的軟體〈虛擬一號〉，並大大改變了維特的人生。

在虛擬演員席夢的第一部電影上映後，它超凡脫俗的外貌及演技迅速擄獲了大眾的心，很快地就

成為了家喻戶曉的巨星，更因為他不公開露面的神秘性，提高了大眾對他的好奇與追求。而一夕

成名的維特就像每個童話故事中貪得無厭的主角，決定違背他原先的打算，享受這天上掉下來的

禮物。

然而正當席夢名氣如日中天，然而幾個轉折讓他想念起了和前妻、女兒的單純生活，或許這才是

現實。然而就在他想改變一切之際，伊蓮之前說的話一語成讖，維特開始落得如每個寓言故事主

角的悲慘下場。

虛擬演員席夢「排戲」實況。（圖片來源／《虛擬偶像》影片截圖）

 

包裝於虛擬之下的真實包裝於虛擬之下的真實

在電影中的女主角雖然是虛擬的，但許多故事背景及情節卻是相當真實的，尤其是在電影、媒體

圈的生態，還有觀眾的各種回饋都刻畫得相當到位。

首先在維特和伊蓮的爭吵的過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見導演的自身理念與電影公司的要求相牴觸

。「不管是你、是我，或是一些崇高理想，這是一門生意……這有關投資和利潤……」伊蓮這句話

重重打擊了維特，看似無情但卻是現實。

的確現在媒介工業當道，媒體的產製過程已經一如工業化模式，講求的是效率與報酬，而媒介則

是一種賺錢的工具。電影業當然也不例外，這些電影雖然符合大眾的口味，但多數觀眾其實可以

很容易地看出其中變化不大的公式。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美國好萊塢生產的電影快速地席捲全球，

進而打壓了本土市場。而觀眾長期接受美國式價值觀的影響，導致本土導演相對不同的拍片理念

及風格反而較難被接受。因此如果能讓導演的獨到的眼光，與觀眾的期待達到平衡，就可拍出叫

好又叫座的電影了。

「你創造了席夢？維特，是它造就了你。」這句由伊蓮口中說出的話，讓維特當場愣住。在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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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的最初，維特認為這是逼不得已的作法，是為了讓他的理念、他的作品得以順利呈現在世人

面前的下下策，但成功之後卻食髓知味、不知節制，最終自食惡果。這是本片相當關鍵的轉折，

極具巧思地在背後暗喻了真實的社會現象。

最一開始，人們總是因為需要而創造，然而隨著科技的進步，媒介的功能越來越多，並且逐漸取

代許多生活機能，佔生活的比例也越來越高。久而久之，人們會逐漸從喜愛變成依賴，再從依賴

變成離不開。在這個過程中，人們也從主動的操控者，變成了被操控的人。

片中維特曾經對著顯示器裡的席夢說：「我在你身邊感到很放鬆、很自在。」這個畫面正充分反

映，並諷刺人們對科技，以及媒介的過度依賴，就像對著冰冷的機器說話、擠眉弄眼一般，非常

可笑。

除了維特本身被席夢操控了之外，其實那些迷戀席夢的影迷、歌迷們，還有瘋狂跟拍的記者們也

是被操控的一群。在這部片中表現最鮮明的就是身為某八卦雜誌社的光頭記者，他用盡千方百計

想揭穿維特，但在這過程中他卻也深深地被席夢吸引。其中最具諷刺意味的是他收買飯店，進到

席夢下榻的房間，殊不知這一切都是維特的刻意布置，不知情的光頭記者在情不自禁下，溫柔地

撫摸馬桶，以及深情地親吻她用過的牙刷。這一段戲看起來固然好笑，但笑點包裝的其實是導演

對閱聽人一窩蜂追求流行，或是新聞媒體盲目地搶著報導沒根據的資訊，所做的嚴厲諷刺。

八卦記者深情親吻席夢用過的牙刷。（圖片來源／《虛擬偶像》影片截圖）

 

虛實之間的混淆　錯置虛實之間的混淆　錯置

在《虛擬偶像》中另外一個可以探討的議題則是虛實之間的關係。「不過我發現我和不在身邊的

人更容易相處。」這句話是維特藉著席夢的聲音，為了跟一同拍戲的演員解釋它不會出現的捏造

的理由，然而這句話卻同時充分反映了現代社會常會發生的虛擬社會互動，以及對於現實、虛擬

世界的混淆，甚至顛倒錯置。

舉例來說近幾年來由於社群網站的蒙勃發展，越來越多人依靠社群網站來聯繫，或是擴大交友圈

、完成其他任務，因此花在社群網站上的時間也越來越多。漸漸地有些愛用者發現可以從中得到

情感上的滿足，因而更願意接受社群網站提供的資訊，同時也更習慣透過其表現自己，並與之互

動。

然而如果太習慣擬社會互動的模式，直接造成的影響就是無法適應真實的社會，面對面的互動會

變得相當生疏，無法像在網路上時那樣如魚得水。在現實中受挫的同時，也增強在虛擬社會中互

動的意願，如此不斷反覆，慢慢地有些閱聽人會開始在虛實社會之間產生了混淆，甚至覺得虛擬

的社會比較好，進而產生虛擬世界才是真實的假象。

在脫口秀中，維特藉著席夢對著觀眾們說到：「這一切都不是真實的，螢幕上的我和真實的我，

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正是在暗喻那些過度依賴科技或媒介的閱聽人們。

維特最後決定毀了席夢。（圖片來源／《虛擬偶像》影片截圖）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Powered by  DODO v4.0
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
© 2007-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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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實對錯在於人心而非科技虛實對錯在於人心而非科技

在維特下定決心毀掉席夢，也就是「虛擬一號」前，他對著席夢說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這是

一個爾虞我詐的世界，我們都生活在一個大謊言中，那為什麼你就不該活著呢？你比崇拜你的所

有人都要真實。」

的確，相對於爾虞我詐的人心，科技產物要單純、誠實的多了，然而正是因為每個人都存在著不

完美，互相包容、磨合之下才有了平衡的社會，畢竟世上不可能存在著與生俱來的完美，就算是

鑽石也是經過反覆的切割、雕琢才有接近完美的姿態。

所以「虛擬」這件事究竟是對或是錯？在影片最後的結局看來導演說這是沒有錯的，甚至是可以

再多加利用。然而從前面維特自我反省的獨白中可以發現：「對不起席夢，我努力嘗試讓全世界

知道你的存在，但我真正在做的，是想證明我的存在。」因此導演真正想說的不是科技的對或錯

，因為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科技發展帶來的影響都要歸咎於人，因此唯有誠實面對自己、面對

他人，才稱得上是活在「真實」的社會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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