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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作品紀錄家人對患有腦性麻痺的弟弟無私的付出與照護，用影片呈現以阿

嬤為首的家人，如何努力、認真地面對不幸與殘缺。創作過程同時作為自我療癒

的實踐方式，本人藉此過程重新獲得勇氣與面對遺憾的信心。 

在拍攝手法上，主要採取參與模式（The Participatory Mode）紀錄家人與弟弟

相處的情形，呈現家屬努力不懈的奮鬥精神。期盼透過作品，觀眾能夠打破對身

心障礙群體及其家屬單一且刻板的淒苦印象，肯定家屬們的努力，並且理解病患

與家屬之間緊密、雙向與互助的情感聯繫。  

本創作論述提供創作的背景與動機，關於敘事治療、疾病、照護、紀錄片類

型的文獻探討，以及創作內容說明。 

 

 

 

關鍵字：自我療癒、紀錄片、身心障礙者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v 

Abstract 

 

This film records my family’s wholehearted devotion to my little brother with 

cerebral palsy. It reveals how my grandmother and family members fight with the 

misfortune and transcend it. As a practice of self-healing, I obtain courage and confidence 

to face the trauma that has been buried in my mind since my little brother became disabled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I apply the“Participatory Mode”of documentary to record how my little brother 

and my family live their lives to reveal their unyielding spirit. I hope this film can change 

the stereotypical impressions of the disabled and their families in the society and let people 

truly understand the tight inter-subjective bonds between the disabled and their families. 

The thesis declares my motives and story background of this creation in the first part. 

It then reviews the literary writings about self-healing, cerebral palsy, family caregiving, 

and documentary directing. In the third part, I explain all the treatment of my film.  

 

 

 

Key Words: self-healing, documentary, the dis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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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創作動機 

許多年來，有份傷痛如影隨形，我對患有腦性麻痺的小弟以及家人的心疼總

是讓我難過的不知該如何是好。成長過程中有這麼一段時間：在向別人介紹自己

的兄弟姊妹時，我只會說「我有弟弟」，但不刻意提起小弟，因為不知該如何掩

飾每每想起小弟時迅速泛紅的眼眶、以及面對別人不知所措的尷尬。再長大一點，

我雖然已經可以在做足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大聲宣告我有兩個弟弟，其中一位是

腦性麻痺，但依舊只能儘快結束這個話題。 

大四時，修習一門「特殊教育導論」課程，應課堂作業的要求，我獲得一個

冠冕堂皇的理由，去詢問外婆、母親、大阿姨對這件事情的看法。訪談後我才發

現，原來他們比我想像的還要堅強許多，他們的人生閱歷、宗教信仰讓他們對於

這個遺憾擁有自己的詮釋。研究所參與了老人傳播研究群團隊，接觸了生命故事、

敘事治療等概念，激勵我必須去尋找屬於我自己的答案，我相信唯有徹頭徹尾的

理解，包括事件的來龍去脈、家人彼此間的看法、以及我內心深處真正的想法，

我才能獲得更開闊的人生。我十分明白面對這份傷痛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課題，

而創作是我的起點，我選擇用創作作為我回顧、面對、處理、轉化的載具與成果。 

為了創作，我強迫自己閱讀相關患者的影片及書籍，並且一次又一次整理過

去那些壓抑、痛苦的回憶。過程中，我清楚看見自己的軟弱與自私，原來一直以

來我都是無法接受這個事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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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了一次又一次地思索、反芻與面對之後，我已經能夠「接受」這個事實。

所謂的接受，對我而言，不再是天真地覺得能夠拋下所有負面的想法和情緒，而

是能夠清楚地看見事情的真相，知道目前的限制與還能夠努力的方向。我也明白

了一件事：悲傷從來就無從比較，每個生命都是奧祕，有它應有的樣貌，需要去

體會與探索。 

成長與自覺，讓我堅信這個作品必須被完成，期盼它作為一個紀念、一份獻

給我家人的禮物，並且讓社會大眾對這樣的病患以及家庭有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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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創作背景 

民國 87 年 6 月，在我小學畢業典禮當天，當時僅八個月大的小弟因為疝氣

被推入手術房進行治療，從此他與我們家人的命運徹底改變。 

小弟出生時，全家沉浸在一片喜悅之中，長輩對他呵護備至，姊姊、我與大

弟也被賦予一份重要的任務：平日晚上輪流陪同爸媽將小弟從外婆家接回家中。

記得我總是全身僵硬地將小弟牢牢抱在懷中，深怕害他受傷。晚飯過後的時光，

小弟最常被抱到奶奶的房間中任他自由自在地爬行翻滾，爺爺奶奶則一邊逗他一

邊樂得合不攏嘴。猶記那年爺爺七十大壽以及春節家族團聚，小弟的活潑可愛擄

獲眾人的關注與疼惜。當時爸爸的事業一帆風順，外婆也因為小弟的出生漸漸走

出外公過世的陰霾—那是我記憶中最幸福圓滿的時光。 

小弟八個月大時，因為疝氣開刀治療，孰料原本只是嬰幼兒常患的小毛病，

卻因為醫療的疏失，導致腸套疊、敗血症的併發，小弟待在醫院近一年的時間，

動過大大小小十幾次手術，在鬼門關前繞了幾回，最終保住了性命。但過程中，

幾次高燒不退，小弟的大腦皮質受到極嚴重的損害，從此成了重度多重障礙的腦

性麻痺患者，至今手腳無法自由行動、無法言語、弱視、兼有智能障礙。 

小弟的遭遇對我們家無疑是個重大的打擊，不論在生活、經濟或是精神層面。

由於不忍心將小弟送至療養院，並且為了減低家庭其他成員在生活上所受到的衝

擊，外婆犧牲了自己安養天年的時光，一肩扛下了照護小弟的主要責任，自小弟

出事後，每日餵飯、復健按摩、陪同小弟上學，她幾乎寸步不離，數十年如一日。

為了讓小弟擁有較高品質的復健及教育資源，住在花蓮市區的大阿姨及姨丈也慷

慨地提供小弟和外婆安居的空間，並且在下班後協助外婆照護小弟。母親則是連

續十幾年來，幾乎每日花四個小時通車來回花蓮及玉里兩地，白天陪同外婆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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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弟，晚上則回到家中盡她做妻子及媳婦的責任。住在台北的小阿姨，則總是扮

演「開路先鋒」及救火隊的角色，運用各種資源遍尋可能讓小弟康復的方式，然

後帶領大夥前往；或是在母親或大阿姨忙不過來的時候，二話不說從台北趕回花

蓮幫忙。而由於父親是家中唯一的經濟來源，他必須四處奔波、早出晚歸，正業

副業兩頭忙來換得全家人穩定無虞的生活。 

小弟出事之後，長輩擋在前面抵抗第一線的苦難，但我仍感受得到那強烈的

傷慟與巨大的無奈。生活型態的改變與經濟上的壓力是顯而易見的，外婆與父母

的臉上亦不斷洩漏他們加速衰老的秘密，令我萬分心疼。一直以來，我始終不解，

為何這樣的厄運會降臨在我們家？為何這樣一個幼小的生命，人生幾乎還沒開始

就要承受這麼多苦難？為何我的家人每一個都如此善良、樂善好施，老天爺卻非

得這樣懲罰我們？我不只一次埋怨過上蒼、對那不負責任的醫生深惡痛絕，恨不

得時光可以倒流，希望自己能阻止小弟進入那間手術房。 

我明白父母總是覺得虧欠我們其他三個孩子，也了解他們希望我們的人生能

夠盡量不受到影響，為了不讓長輩因為我們的負面情緒而再度受到傷害，我們總

是告誡自己要乖、要聽話，扮演「堅強樂觀的孩子」的角色。生活一直前進，小

弟出事至今已經 14 年，如同台灣人的傳統習慣，家人之間從未開誠布公地交換

彼此的想法，我也從不敢過問，母親曾說過的那句「我沒辦法停下來想，一想，

就怕自己走不下去了。」讓我害怕觸及她最深沈的痛。儘管總是告訴自己要積極

面對，且比起外婆和爸媽，我認為自己毫無資格脆弱與自憐，但這個傷痛像隻無

情的惡魔，潛藏在內心深處，會在任何我脆弱的時刻，帶領我前往更負面、陰暗

的角落。 

過去，我總是期待被拯救、希望哪一天會發明超級神藥或是出現一位法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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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的魔法師能夠扭轉一切、彌補缺憾，這樣我與家人的人生也就更加完整和開闊。

面對別人的困境或痛楚時，我甚至會在內心偷偷地拿兩人的悲傷做比較。陪同小

弟到醫院做復健、或到學校啟智班上課時，放眼望去，小弟總是病況最嚴重、最

複雜的那個。這種時候，我總在心中吶喊：「你們懂什麼？」「你有我小弟或是我

家人慘嗎？」我曾被困在難解的矛盾之中，像是被剖成兩個不同的人，理性地那

一面逼迫自己必須樂觀、積極、向上，厭棄所有負面的情緒，另一面則會任性地

埋怨、憎恨這世界剝奪我與家人許多的美好與快樂。 

我困在種種糾結的情緒多年，直到我閱讀法國哲學家馬塞爾的思想，難解的

思緒才開始鬆綁。馬塞爾認為：問題與奧祕是不同的，一個問題是預設了能夠找

到答案的東西，找到了，問題就解決了。但是人的生命所開展的一切並不是問題，

而是奧祕，並不是解決之後就會消失的。痛苦、罪惡、死亡都是奧祕；愛、希望、

創作也是奧祕（傅佩榮，1995）。過去我將小弟的意外當成一個問題，覺得應該

要被解決，如今我明白這些都是生命的原貌，需要我們花時間與心思去一一體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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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創作目的 

 在我開始決定開始創作時，其中一個目的就已達成一半。我以完成影片為目

標，強迫自己面對、處理心中的結，將其當成療癒的實踐與旅程。  

 此外，我期許自己能夠透過影片，打破一般大眾對身心障礙群體及家屬單一

且刻板的淒苦印象，使觀眾能夠看見一種真實的生活樣貌，肯定家屬的奮鬥與願

望，以及理解病患與家屬之間緊密、雙向與互助的情感連結。 

 十四年是段相當長的歲月，我的外婆與家人們這段時間以來，勞心勞力、無

怨無悔地付出，這是一件相當不容易的事情。我認為我的家人，乃至於任何家屬，

都需要獲得強烈的肯定、無盡的掌聲。於我而言，他們在這世界上扮演了比天使、

神仙更偉大崇高的角色，因他們一點都不遙不可及，總是陪伴在側。 

 其實我本來也無法理解，何以外婆他們可以這樣無怨無悔地付出。如果把小

弟送去療養院，豈不是對家人比較輕鬆？直到大學時，小弟在台北重感冒住進醫

院，連續幾天到醫院支援照顧，我才理解到那種愛與憐惜是打從心底湧上的，絲

毫不願意他再受到任何傷害。而我相信我的家人，他們所付出的愛之深，遠遠超

過我目前能夠給予的。因此，這份作品亦將表達我心中對家人無盡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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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創作內涵與形式之理論探討 

第一節  不同的觀看方式與論述角度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截至2010年，全台灣共計有1,076,293位身心障礙人士，

其中植物人和多重障礙者就高達計114,151人，這為數眾多的障礙人士，大多屬於

「消失在社會中」的群體，因患病情況較嚴重，大部分的人只能住在療養院、或

者長期待在家中，外界對於這樣的患者和家庭所知甚少，除了可憐、同情，他們

還應該有怎樣的感受？這是身為家屬的我，長期以來所關心的事情。 

 對於需要長期臥床或照護的患者，大眾媒體所切入的角度往往強調疾病的嚴

重性、病人對家屬所造成的「拖磨」和苦難，不曾接觸過類似病患的大眾，亦經

常對當事人抱持簡單的「同情」、「憐憫」等態度。然而，這種輕易的同情反而

時常對家屬和患者造成傷害。 

事實上，病患及家屬最需要的是更深入與正確的理解。身心障礙者由於患病

症狀明顯，身處在「正常人」之中，很容易就被認出來是特殊的、奇怪的。一般

人最常見到身心障礙者的「病」，而忽略他們也是人、也有屬於他們自己的喜怒

哀樂和生活態度。此外，每一位病患的病症、障礙程度以及互動方式其實都是獨

一無二的，只不過目前的醫療程度無法全面且正確地判定任何一位病患的症狀。 

小弟從僅僅八個月大起就走上與正常人不同的路，且由於患病狀況嚴重，他

無法開口表達、四肢也不受控制、兼有弱視的情況，所以我與家人始終無法確切

得知他在想些什麼。即便如此，阿嬤和家人從未放棄與小弟溝通。相關資料亦顯

示，眼盲患者也許會發展自己獨特的觀看方式，如用幻想的視覺來搭配聲音；無

法表達的人們也許擁有自己叫喚我們的方式，只是我們無法用耳朵聽見。我們得

要用我們的心來看，用我們的眼睛來聞知他的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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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家屬或社會大眾依舊用所謂「正常」的標準去衡量身心障礙者、拒絕聆

聽與觀看，對於患者與家屬而言那才是真正的不幸。期盼家屬看見阿嬤與家人的

努力後能獲得繼續奮鬥的勇氣，也希望觀眾在瞭解自己得來不易的幸福之後，能

更珍惜目前所擁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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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創作內涵之相關文獻討論 

一、自我療癒 

「未能全盤地作為我們生命的作者，我們學著成為自身故事的敘說者」1。 

 自我療癒是此次創作很重要的過程與目的，而敘事治療是這段期間我所憑藉

的處方。它是一種透過自我敘說，使人能夠了解自我認同、了解生活問題的策略。

它將人視為自己生命的專家，並且認為人和問題是分開的；人本身具備了許多技

巧、能力、信念、價值觀、承諾和力量，能夠降低問題對生活的影響（Morgan, 2000

∕陳阿月譯，2008：22）。事實上，某些敘事治療工作者認為「治療」兩字並非

敘事工作的本質，而傾向用「敘事實踐」或「敘事對話」替換治療兩字，不 

過為了溝通方便，在此仍沿用治療的說法（同上引：12）。 

 所謂的「敘說」就是對一連串事件組織成獨特解釋意義的過程。由於敘說者

在敘說的過程中，對情節與角色處於主導的地位、在其中推論事件的因果關係，

因此敘說能夠使人將混亂的生活現狀組織出秩序，並且賦予意義。透過敘說，人

們得以理解自己和身處的世界，並且架構出自我概念（同上引：13-14）。人們為

了創造生活的意義，都面對了一項任務，就是必須安排自身事件經驗的時間順序，

建立一份和周遭世界前後一致的記錄。這份紀錄必須把過去和現在，以及未來預

期會發生的事件經驗連成線性順序，才能夠建立，這就是所謂的故事或自我敘事

                                                        

1
 （李克爾，1984 ，轉引自《從故事到療癒：敘事治療入門》，20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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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1990∕廖世德譯，2001：11）。大部分的敘事治療工作是透過口述或文字，

不過敘事治療的創始人之一─大衛‧艾普斯頓也經常邀請他人運用錄影、錄音、

書信等各種媒介，寫下自己的故事，他認為寫出一個「成功的故事」2能夠改變

當事人或其家人與問題的關係，具有使當事人跳出問題的效果，就算問題再度浮

現，當事人也能夠向其他人諮商或者自我諮商，這些被記錄下來的故事對於幫助

當事人自我諮商極有價值（Epston,1990∕廖世德譯，2001：185）。 

 運用敘事治療的概念來說，創作使我強迫自己去面對內心陰暗的角落，讓我

得以拉開距離，以較旁觀的視角關照全局，並且從中獲得新的意義。開始著手拍

攝之前，我明白自己必須先面對「悲傷」。事實上，悲傷不僅是一種負面的情緒，

它亦是一個使我們轉化的機會。葛林斯潘（2003∕陳亭螢譯，2007）認為在經歷

悲傷之前，人人都以自戀的觀點（conventional self）看待世界，誤以為自己是宇

宙的中心。悲傷則使我們堅固的自我被擊碎，當我們不再抵抗而能接受它，不再

把它視為天譴，我們才能夠用比較宏觀的角度來看待世界。這樣的認知提醒我，

在面對與自己如此親近的題材時，不必懼怕悲傷，而應該勇敢的去觀察、體會它

的全貌。 

 拍攝之前，我首先透過閱讀、回憶、與思考來釐清面對整件事情的態度。經

過一番探索，我的想法出現極大的轉變，從前我以淒苦、無奈、悲哀的角度看待

                                                        
2 「成功的故事」指的是當事人能夠呈現目前情況的觀點，顯示可取的個人特質，那麼當事人所

描述的故事就是一個成功的故事。（高夫曼，1961，轉引自《故事‧知識‧權力─敘事治療的力

量》，200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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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弟弟與家人，認為他們辛苦至極，現在我從他們的身上感受到無盡的力量

與慈愛。從前我不斷懷疑弟弟來到世上的意義，認為他出事之後我們家就只剩下

不斷的失去和犧牲，但是現在我明瞭正是因為有他，我們家人彼此之間才能夠如

此緊密的相連。 

 我帶著這樣的「敘說」拍攝、訪談我的家人。而所謂的敘說並不是永遠定於

一尊的，每當有新的訊息加入，或是每重述一次，敘說都會改變。拍攝過程中遇

到的新感受與念頭，也一再影響我的敘說，並呈現在最後的影像成品之中。 

二、腦性麻痺病患 

 弟弟出事時，由於當時年紀還小，我不曾聽聞醫療單位針對弟弟病情的解釋，

詢問過母親幾次，母親回答：「醫生說腦部受傷的區域很大，也不太清楚到底哪

些地方受傷」。對弟弟病情的了解，似乎始終只停留在殘障手冊上簡單的宣告：「腦

性麻痺、智障、弱視、多重障礙」。但是關於他的知覺、思想、記憶，始終是我

以及家人所好奇、也盼望得知的。因此我嘗試從相關的病理書籍來尋找可能符合

弟弟情況的解釋。 

 一九七三年，由年輕神經醫學醫師奧立佛‧薩克斯（Oliver Sacks）所寫的《睡

人》一書問世。他將所接觸過的20位罹患「嗜睡形腦炎」病患的臨床案例，寫成

一篇篇動人的故事。他所發展的「街頭神經學」（Street Neurology），成為近年許

多醫學工作者的主張，強調看病不是只要看到異常的病症，還要看到整個「人」，

以及他們在日常環境中生活的人。他主張，疾病除了是一個缺陷之外，還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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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轉機（Sacks, 1973∕范昱峰譯，1998）。 

 目前我們對人腦所知仍十分有限，也許現今的醫學還無法完全理解與描繪，

但是受損的腦部，其中的神經迴路必有改變，轉變出不同於一般的生活型態。和

弟弟最親近的外婆總說，其實弟弟什麼都懂，只是無法表達罷了。外婆甚至能夠

解讀弟弟的喜怒哀樂，表達他的需求。這些原本令我半信半疑的說辭和被我視為

自我安慰的互動方式，如今似乎有了實現的可能。 

 薩克斯醫生在另一本著作《火星上的人類學家》中，對一位自幼眼盲的病患

如此描述：「後來我觀察他如何看電視，發現他會注意一部電影或一個節目的聲

音，或是自己發明視覺場景來搭配（儘管他甚至根本沒有面對電視螢光幕） 

（Sacks, 1996∕趙永芬譯，2008）。 

 薩克斯醫生的觀察，給了我靈感與希望，鬆綁了我對弟弟感官想像的限制。

我認為弟弟的感官狀態應該和常人不同，他的知覺感覺受到腦性麻痺的影響，發

展模式和我們不一樣，但他擁有屬於他獨特的「看」、「聽」、以及「表達」的方

式和意義。 

 此外，國內探討一極重度障礙個案生命意義的丁晨（2003）則認為：癱瘓者

的身體和自我經驗與常人不同之關鍵在於「時間感」。我們一般人需要隨時接應

外界的訊息，因而呈現出一種向外開啟的自我，但癱瘓者由於身體的癱瘓狀態，

其身體對於外界空間的限制使得他們不得不橫躺在時間流中，不停將自己向內拋，

有如禪坐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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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對其他病患的研究和敘述，幫助我重新面對弟弟的狀況，跳脫固有的態

度，拉近我與他之間的距離。 

 

三、身心障礙者的照護 

 身心障礙者的照護，佔據了病患家屬家庭生活大部分的時間，病患與家屬之

間的互動關係為何，實有必要瞭解與釐清。如同前述，從薩克斯醫生的病理報告

中得到啟發，我設想：如果生命有許多的形式，如果這就是他／她活著的樣態，

家屬應該如何面對？甚或大眾又應如何看待？ 

 一般而言，重度障礙的孩子對於自我擁有很強烈的感受，而那種感受是需要

表達出來與被瞭解的。他們不要別人的憐憫，光是同情是不夠的。他們最需要的

是被人瞭解，並且以他們現在的樣子被接納（Mecham, 1998∕曾進興譯，1999：

116）。每個病患以及家庭，都有屬於自己的生活樣貌，也都需要被世界接納。 

 丁晨（2003）整理國外學者之研究，研究發現女人對家人有較強烈的情感羈

絆，因此在面對罹病家屬時，比男人更容易選擇擔任照顧者，而男人則以經濟上

的支援表示其對家人的關懷。這也解釋為什麼許多母親會如此義無反顧地擔當起

家庭中照顧家人的重任（丁晨，2003：37）。研究也指出，當照顧者的適應技巧

是以面對問題為主（相對於將之當成義務），則照顧經驗會趨於正向態度。若照

顧者和被照顧者間存在溫暖及有意義的相互關係，照顧歷程就能夠持續。她認為，

女性對自我價值及生命意義的肯定，建立在照顧及陪伴他人的行為上，並且由於

和被照顧者的情感羈絆及相互賦能，形成和被照顧者獨特的共依關係（丁晨，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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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由上可知，照顧不是一種單向的付出或箝制，而是屬於病人與家屬獨特的生

活狀態，家人彼此擁有緊緊相繫的連結網絡，而不是處在一個被世界遺棄的悲慘

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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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創作形式之相關文獻討論 

一、 紀錄片的定義與類型 

隨著紀錄片在台灣的發展以及創作者對新表現方式的追求、對觀影者的挑戰，

紀錄片已經突破過去傳統中規中矩的紀實形象，和劇情片、實驗片之間的界線不

再涇渭分明。究竟紀錄片是什麼？到底可以怎麼拍？眾多的討論最終仍圍繞著英

國紀錄片之父格里爾生（John Grierson）對紀錄片所下的定義：「對真實事物（的

影像紀錄）作創意性的處理」（Rabiger, 1992∕王亞維譯，1998）。這樣的定義，

本身就帶有矛盾，並且容許許多創造的空間。李道明（2009）認為，要找出一個

普同的定義實非易事，紀錄片的範疇必須從相對於劇情片的角度來著手。簡單來

說，紀錄片和劇情片最大的分野在於：紀錄片是「事實的再現」，而劇情片是「想

像的表現」。若用 Bill Nichols 的說法，前者是「社會的再現」，後者是「願望的

實現」。 

關於製作紀錄片，格里爾生提出三個主張：1. 放棄人工背景；2. 讓真實人

物引導我們對社會的詮釋；3. 來自生活的材料與故事，比演出來的東西更細緻

（李道明，2009：88）。紀錄片最基本的約束即是其所運用的素材，不論經過多

少重建或是操弄，必須在電影製作過程之外曾經真實的發生過。現今人們已經漸

漸可以接受，紀錄片其實僅能再現真實，無法百分之一百地呈現事實。而紀錄片

到底有哪些表現的方式，Bill Nichols 所提出的模式可供創作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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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不同紀錄片模式之特徵與手法 

 

模式 理念與特徵 處理手法 侷限 

一、詩意的模式 

（The 

 Poetic Mode） 

‧主張藉由詩意的詮釋賦

予世界嶄新的觀點 

‧注重影片的氣氛和調性 

‧較不強調紀錄片的知識

性和說服性 

 

‧實驗性 

‧華麗或誇張的手段 

‧重視美學手法 

‧不連續的剪接邏輯 

‧犧牲生活中的現場

感 

二、解說的模式 

（The Expository 

Mode） 

‧營造出客觀的感覺以說

服觀眾 

‧主導性強烈 

‧具有足夠的辯論和解析

能力 

‧大量旁白作為全知觀

點 

‧大量使用特寫鏡頭拍

攝受訪者 

‧以遠景觀照全局 

 

三、觀察的模式 

（The 

Observational 

mode 

‧拍攝者隱身在攝影機背

後（如牆上蒼蠅般），

自然、安靜地經歷現實

所發生的事情 

‧少用旁白、音樂、音

效 

‧採用現場原音 

‧視情況加入訪談內容 

‧出現拍攝倫理的問

題 

‧易使觀影者站在一

個窺淫者的位置 

四、參與的模式

（The 

Participatory 

Mode） 

‧確立了主觀觀點被認可

的合法性 

‧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互信

共享，充分溝通 

 

‧拍攝者現身與被拍攝

者互動（保留拍片過

程） 

‧拍攝者的介入必定

對田野帶來不同程

度的改變 

五、反身自省的

模式 

（The Reflexive 

Mode） 

‧邀請觀影者思考紀錄片

的本質是什麼？ 

‧一再提醒觀眾電影的虛

構本質，喚回觀眾自主

省思的能力 

‧極度風格化或反風格

化 

‧改變或挑釁紀錄片的

再現符碼 

‧呈現互動的主觀 

‧反諷、嘲謔以促成觀

眾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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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理念與特徵 處理手法 侷限 

六、表現的模式

（The 

Performative 

Mode） 

表現個人獨特的經驗來

再現他們所理解的世

界，在呈現事件的同時，

融合想像性和自由性的

東西 

‧融合許多表現技巧，

加入虛構或實驗的

元素，暗示觀眾帶著

不同視野與感情來

觀看 

‧通常不會全片都使用

表現模式 

‧失去強調客觀性的

紀錄片本質 

資料來源：王蔚慈（2003）台灣紀錄片的類型發展與分析─以 Bill Nichols 的六種模式為研究基礎。〉

《廣播與電視》，頁 1-33。筆者重新整理。 

二、本片紀錄手法 

 為了不犧牲掉來自拍攝現場的臨場感，本片率先排除前述之觀察模式、詩意

模式兩種表現手法。由於創作者本身同時具有旁觀（記錄）與主觀（涉入）兩種

位置，且本創作原來就將探索與療癒納入過程的一部分，因此本片將主要運用參

與的模式來拍攝，容納過程中可能遭遇到的態度轉變。  

 台灣於 2000 年之後，許多女性導演紛紛拿起攝影機拍攝與自己親近的周遭

環境，表達對世界的看法。吳凡（2006）認為：「個人化式紀錄片
3
」的重點在於

表達個人的身分與觀點，題材為導演人生中的重大事件。優點是由於被攝者是拍

攝者本人或是親近的人，因此較易獲得深入且毫無掩飾、毫無保留的真實。不過

此類紀錄片也有情感投射過於強烈的危險，這種個人隱私或是創傷，是否有公開

映演的必要，或是創作者的心態為何，則是一個需要探討及省思的問題（吳凡，

2006：124-125）。上述針對個人化式紀錄片的優缺點分析，亦將作為本人創作的

提醒。 

 

                                                        
3 （Leahan, 2005，轉引自《女性‧影像‧書─從女性影展看女性影像之再現》，200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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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片分析與借鏡 

 以下詳述對本片內涵與形式有較直接影響之影片內容與學習方向，其餘參考

影片列表請見附錄一。 

（一）《點燃生命之海》 

男主角勒蒙於二十六歲時因跳水意外，造成頸部以下癱瘓，從此失去身體的

自主權。影片開始時，年屆五十三的勒蒙已經臥床 27 年，意外發生以來，他一

直住在哥哥的家中，與父親、嫂嫂和姪子同住。飽讀詩書的勒蒙，已厭倦靈魂只

能禁錮在無法動彈的軀殼當中，他正努力爭取死亡的自主權，希望能夠為自己的

人生作主。故事由此展開，這一位個性積極又固執的病患，他的生命意志（或可

稱求死的意志）和周遭的親人、朋友以及傳統的社會價值觀碰撞出一連串人生中

的種種困境以及最真摯的情感。 

本片沒有高潮迭起敘事結構，導演一再運用對比的手法，讓勒蒙隨著他的求

死之旅與抱持不同主張的人物（支持他的人權組織義工、患有漸凍症的女律師、

照顧他的親人等）相處對談，不斷拋出難解的道德議題，供觀影者深究探索。 

導演描寫片中勒蒙與其親人之間的糾葛十分深刻，也反映出大多數類似家庭

可能會有的遭遇。長期臥病的勒蒙失去身體自主的能力，凡事需要人代勞，身為

家人的兄嫂、父親和姪兒，面對固執的勒蒙，雖迭有抱怨、有責任，更有一份難

以割捨的愛。而面對年紀漸長的父親與兄嫂，勒蒙心中的歉疚則是他難以承受的

痛。 

片中，為了刻劃勒蒙的願望、掙扎與情慾，導演數度在影片中穿插了勒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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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想像片段、主觀的鏡頭，如其中一幕他已奇蹟似的恢復，並且飛越山巒的阻

隔到他最喜愛的海邊和他心儀的女子見面。十分令人感動，值得借鏡。 

（二）《醫生》 

本片主人翁是一位來自臺灣竹東的溫醫師，他任職於邁阿密兒童醫院的腫瘤

科，與妻兒長期居住在美國。2003 年，一位罹患神經外皮層瘤的 12 歲男孩 Sebastian

和他的母親來到美國求診，與溫醫師相遇。在診療期間，溫醫師重新拾起關於已

逝兒子的記憶，在鏡頭前翻閱兒子最喜愛的書籍、談論關於兒子的種種。溫醫師

的兒子 Felix 從小多才多藝，聰明過人，對事物充滿好奇，包括死亡。但不幸於

1996 年，美國國慶日當天午後於房間衣櫥內上吊自殺身亡。 

本片主要環繞在三條敘事線上：一為溫醫師替 Sebastian 治療的經過以及

Sebastian 的轉變、二為家庭錄影帶中 Felix 過往的活潑模樣、三為溫醫師夫婦描

述對此事件的看法（訪談）。觀眾從中可看出，身為救人活命的醫師，溫醫師一

面細心診療 Sebastian，幫助他與死亡奮鬥；另一面，他對兒子的變故卻是束手無

策。生命的無常以及深不可測在這樣的對比中浮現。導演面對生命的難題、一個

家庭的創傷，使用了黑白、簡潔的影像風格做低調處理，不濫情催淚，使觀眾具

備理性思考的空間，反芻自身對生命的解讀。 

片中，所有 Felix 出現的家庭錄影帶素材，導演均在畫面上使用一個邊框框

住，刻意區隔出今與昔、曾在與失去的不可混淆。對我而言，那個畫面標誌出溫

醫師夫婦最珍視的回憶、同時也是最想忘卻的傷痛、更也許是他們此生最大的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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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Felix 於眼前出現，再度活蹦亂跳。如此的表現手法，或可挪用拿來處理本

次創作中，與事實悖離或是想像的影片素材，間接表達我與家人的願望。 

（三）《母愛天空下─東東的笑》 

本片為瑪利亞基金會所籌劃拍攝的系列影片其一，記錄了自出生就患有腦性

麻痺的東東與母親和家人間親暱的互動：母親為了東東放棄工作，照顧東東起居、

還志願擔任基金會義工，積極幫助東東復健、伴隨他成長，就算再怎麼辛苦繁忙，

母親只要見到東東的笑容就覺得一切辛苦都值得了。 

導演成功地補捉到東東母親的韌性、開朗與活力，藉由母親的自述表達社會

上許多人對腦麻兒的誤解（認為是天譴），並呈現東東與其母親、妹妹、同學的

互動情形，讓人得以一窺腦麻兒家庭的生活方式。 

本片所記錄的題材與我的創作背景雷同，不過較可惜的是，也許礙於影片目

的與屬性的限制，本片以積極、陽光作為主要的調性，呈現的角度較單一，對於

這樣的家庭與病患在真實生活中所遭遇到的挫折、衝突與轉化，則較少著墨。這

提醒身為家屬的我，更應該深入去觀察與挖掘，並且勇敢的面對傷痛的那一面，

期許自己的影片能呈現出豐富、多元的情意。 

（四）《潛水鐘與蝴蝶》 

原本於法國知名時尚雜誌《ELLE》擔任總編輯的尚多明尼克‧鮑比，在 1996

年突然中風而全身癱瘓，從五光十色的絢爛人生淪落至如同被禁錮在潛水衣中失

去自由的生命，鮑比將他患病的心路歷程、對生命的反省以及對痛苦的轉換，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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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他唯一還能眨動的左眼皮與外界溝通，寫成《潛水鐘與蝴蝶》一書，並於 1997

年發行。 

本片由同名書籍改編而成。尚多明尼克‧鮑比患病後生命的閉鎖狀態，與弟

弟的狀況十分雷同，而本片如同主角個人的傳記，充分表達主角對於自由的嚮往，

幫助我深入想像弟弟的內心世界。此外，影片中使用大量的第一人稱觀點鏡頭，

導演利用柔焦、模糊、扭曲、晃動的光影等視覺效果來模擬主角的主觀視覺，手

法值得學習與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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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創作內容說明 

一、片名 

本片片名「這款的囝仔」靈感來自於阿嬤的口頭禪。身為小弟最親密的照顧

者，阿嬤時常提醒我們：面對這樣的孩子，我們要加倍的包容他、善待他，因為

不是他自己願意這樣的；像這樣的孩子，雖然無法表達，但其實什麼都懂，他會

用自己的方式傳達訊息。「這款的囝仔」，標示出本片所記錄的是一個不凡的孩

子、不凡的家庭、與不凡的親情。 

二、片頭字型設計 

【圖 1】：片頭截圖 

片頭字型靈感來自於本片記錄主角：阿嬤。自從弟弟出事以來，15 年間持續

不輟的詳盡記錄弟弟的生活作息，阿嬤雖然不識字，但是為了弟弟能夠一筆一筆

寫下他吃了什麼、做了什麼等生活細節。每一筆都是阿嬤的心血，因此字型希望

傳達出阿嬤堅毅的力量，一刀刀刻劃出來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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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阿嬤一直以來都是與弟弟最親近的人，片中有一段阿嬤講述一張她珍藏的

圖，那是弟弟還能握筆的時候，某天心血來潮拿著筆開始揮灑，紊亂的線條在阿

嬤眼中看似一隻鳥，阿嬤就又替弟弟添了幾筆，讓鳥的形狀更完整。 

兩人緊密的關係，以及阿嬤對弟弟從未熄滅的信心，此圖可道盡，因此特將

片名與此圖結合。 

三、剪接大綱與說明 

（一）序場與片頭 

如前片頭字型說明所言，阿嬤幫助弟弟將殘缺的鳥補起來，象徵本片所要傳

達的主旨：弟弟雖然遭逢意外，造成遺憾，但是家屬的陪伴與永不止息的關愛能

讓一家人更完整、不凡。 

內容 影部 聲部 

阿嬤解釋弟弟有一次畫了圖，形

狀像鳥，阿嬤添了幾筆，讓鳥更

完整 

阿嬤翻閱資料夾 阿嬤解釋 

圖的特寫 阿嬤解釋 

上片名 片名：這款ㄟ囝仔 上配樂 

阿嬤初拿到弟弟的身分證，喜悅

地和弟弟分享 

阿嬤和弟弟講話，拿身分證給

弟弟看 

阿嬤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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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頭結束，兩位主角出場。經過十五年來辛苦的拉拔長大，弟弟在今年得到

了身分證，阿嬤開心的拿身分證給弟弟看，弟弟也有所回應。此段點出弟弟的障

礙狀況，這十五年來生活的縮影則隨後呈現。 

【圖 2】：阿嬤拿身分證給弟弟看 

（二）創作者訪問探尋的意圖與遺憾發生的經過 

內容 影部 聲部 

雨夜，女兒問媽媽問題，媽媽難

以啟齒，隨後道出弟弟出事的經

過 

積水的水窪 雨聲 

母親忙著作帳 女兒詢問   

母親猶豫 母親支嗚半晌 

父親在客廳看電視 母親沉默 

訪談母親 訪談母親 

爸爸工作片段 爸爸工作畫面 現場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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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影部 聲部 

爸爸道出心中對醫生的不滿與

對弟弟的不捨之情 

訪談爸爸 訪談爸爸 

某個下雨的夜晚，女兒（創作者）向媽媽提問，創作者聲音加入，帶出創作

者欲追尋、了解事件的企圖，母親難以啟齒的神情顯現母親的掙扎與傷痕。 

母親對女兒娓娓道來弟弟發生事情的經過，帶出醫療疏失的因素，認為一切

都如天命般不順遂。一肩扛起生計的父親，總是一派堅強，但是頭一次面對這個

話題，情緒難掩激動，不捨與遺憾展露無遺。 

 

 

 

 

 

 

【圖 3】：訪談母親 

 

 

 

 

 

 

 

【圖 4】：訪談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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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中目前的生活縮影 

以日出連接前一段，企圖平緩情緒的低潮，傳達縱使弟弟發生那樣的遺憾，

但是生活每天依舊照常展開，大家共同努力度過。 

   內容 影部 聲部 

一早，阿嬤替弟弟準備早餐，餵

弟弟吃飯，準備上學去 

日出 晨間蟬鳴聲 

阿嬤在廚房準備早餐 環境音 

電鍋熱氣蒸騰 環境音 

阿嬤餵弟弟吃飯 阿嬤與弟弟說話 

阿嬤替弟弟刷牙 阿嬤與弟弟說話 

姨爹準備載弟弟出門 姨爹和弟弟說話 

訪談父親，帶出父親在外打拼，

母親兩頭跑，弟弟主要由阿嬤、

大阿姨、姨爹照顧的生活型態。 

訪談父親 父親說話 

母親上火車 父親說話 

母親進門 父親說話 

現場音 

弟弟吃飯吃到睡著 

母親和阿嬤閒聊 

現場音 

母親帶阿嬤和弟弟到國術館復

健 

國術館復健集錦 現場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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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亦藉由父親的訪談帶出家中現況：每一天，在吉安，阿嬤早起為弟弟準

備早餐、梳洗、準備上學。在玉里的爸爸出門工作，母親則每天通車來回兩地。 

 

 

 

 

 

【圖 5】：阿嬤早上替弟弟擦臉準備上學 

 

 

 

 

 

【圖 6】：母親通車來回兩地 

 

 

 

 

 

【圖 7】：弟弟到國術館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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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阿嬤的不離不棄 

  內容 影部 聲部 

訪談阿嬤 

阿嬤說自己絕對不會放棄弟弟 

老照片：弟弟出事情前和阿嬤

的相處 

阿嬤講話 

阿嬤講話 阿嬤講話 

一旁弟弟睡的安穩 阿嬤講話 

阿嬤替弟弟穿暖身體 阿嬤用吹風機吹暖弟弟 吹風機聲、配樂 

小學畢業典禮 

阿嬤與弟弟領特別獎 

阿嬤推著弟弟出場 環境音：司儀廣播 

阿嬤上台領獎 環境音：司儀廣播 

老照片：幼稚園到小學阿嬤在

學校和弟弟的合照 

環境音：司儀廣播 

老照片：弟弟畢業典禮全家合

照 

環境音：司儀廣播 

國中上學片段 姨爹開車載弟弟上學 現場音 

阿嬤推著弟弟進入教室 現場音 

老師在班上進行好行為加分

的活動 阿嬤代勞 

現場音 

弟弟開學典禮 阿嬤旁白：要鼓勵這樣的

孩子、他們其實都聽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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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嬤於訪談中表達自己絕對不會放棄這個孫子的堅強意志，畫面穿插弟弟出

事前和阿嬤相處的片段，顯現自弟弟出生之後就和阿嬤密不可分的關係。訪談的

當下，弟弟在一旁睡得安穩，更對比出弟弟在阿嬤的照顧下是如此安然。 

每天早上，阿嬤為了不讓弟弟著涼，總是拿吹風機吹暖弟弟的身體，她平緩

的動作象徵她對弟弟堅定而溫暖的信心。 

阿嬤總是不離不棄，更堅持要讓弟弟上學，這裡插入一段當初弟弟小學畢業

典禮時所錄下的片段，隨後時序進入國中（也就是現況）。 

新學期開學的這一天，一如往常，姨爹開車載弟弟上學，阿嬤隨後推著弟弟

進入教室，老師在班上進行「好行為加分」的活動鼓勵同學，由阿嬤代勞。鐘聲

響起，全校同學往體育館集合參加開學始業式，配合阿嬤的旁白此時出現：她認

為我們都應該鼓勵這樣的孩子，他們其實都聽的懂，並且舉例弟弟會專心聽台上

長官的演講。畫面同步帶出弟弟正在聽講，隨後唱校歌弟弟也張嘴一唱一和。 

【圖 8】：訪談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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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阿嬤替弟弟吹暖身體 

 

 

 

 

 

【圖 10】：阿嬤陪弟弟到學校上課 

 

 

 

 

 

【圖 11】：弟弟唱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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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姨媽無怨無悔的付出 

姨媽也是弟弟相當依賴的人，她在每日上班之餘，還要一同照顧弟弟的生活

起居。我自己一直納悶為何姨媽能夠這樣無私付出，從姨媽的訪談當中可略見端

倪，姨媽本身的個性相當豁達，總是能看到事情好的那一面。將姨媽的段落安排

在這裡出現，希望片子進行到這裡，姨媽的觀點不只為我、也可以為觀眾、其他

家屬帶來開闊、舒展的感覺，面對困難，我們不一定非得要愁眉苦臉的過，畫面

安排弟弟與姨媽和阿嬤洗澡的輕鬆畫面，盼能作為最好的例證。 

 

 

 

 

 

 

 

【圖 12】：姨媽餵弟弟吃飯 

    內容 影部 聲部 

姨媽無怨無悔的付出 訪談姨媽 姨媽講話：碰到事情就是

要解決，不會苦 

大阿姨餵飯 現場音 

大阿姨餵飯 姨媽講話：餵飯是很寶貴

的互動 

大阿姨與阿嬤替弟弟洗澡 現場音、配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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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姨媽替弟弟洗澡 

 

 

 

 

 

 

 

【圖 14】：姨媽替弟弟穿衣服 

 

 

 

 

 

 

【圖 15】：訪談姨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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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照顧生活之外，阿嬤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 

內容 影部 聲部 

大家跟著阿嬤的腳步

走，相互扶持 

訪談姨媽 姨媽講話：阿嬤是大家的模

範，她毅力超人，令人欽佩。 

三人偶爾鬥嘴。 

三人回到玉里阿嬤老家聊天 現場音：討論帶弟弟去找新

的按摩師父 

阿嬤去按摩 現場音 

阿嬤的私生活，與外公

之間的羈絆 

訪談阿嬤 阿嬤與我的對話：阿嬤問我

的感想，我說她很勇敢 

阿嬤散步、澆花 阿嬤說阿公也說她很勇敢，

並且有交代在他走後要留下

來帶孩子孫子 

阿嬤回玉里祭拜阿公 和阿公

講話 

現場音 

阿嬤上教堂做彌撒、禱告 現場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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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照顧者都需要一點喘息的空間，儘管阿嬤跟弟弟之間聯繫的如此緊密，

但是阿嬤、甚至姨媽、母親他們還是有照顧弟弟以外的生活。 

此段從姨媽眼中的阿嬤開始講起：姨媽說阿嬤耐力驚人，是整個家庭的重心，

大家都跟著阿嬤的腳步走，儘管有的時候會鬥嘴。 

鏡頭帶回阿嬤的老家，也就是弟弟出事前阿嬤住了幾十年的地方，母女三人

開心吃著玉米，聊的是最近媽媽在玉里發現的厲害按摩師，三人聊著聊著阿嬤依

然掛心不下弟弟，希望能把自己的時段讓給弟弟，兩位女兒（母親與姨媽）則希

望阿嬤能先把自己的身體顧好，看似三人的鬥嘴其實隱藏對彼此的關懷。阿嬤接

著拗不過女兒，由媽媽陪同去按摩。影片之前出現了許多弟弟接受復健、按摩的

片段，特意加入這段企圖使觀眾注意到，家屬本身也是需要休息、需要被按摩的。 

再回到阿嬤的訪談，阿嬤問我有什麼感想，我回答她覺得她很勇敢，阿嬤一

面自豪的說已經過世的外公也說她很勇敢。這段帶出阿嬤與過世的外公之間的約

定，或許可以作為阿嬤如此堅忍的理由之一，她答應了外公要好好照顧孩子孫子，

一個人留下來的她能夠打理好自己的生活。 

元旦假期，阿嬤回到玉里，向外公上香，接著以一家之主的身分，前往教堂

參加彌撒，一方面找尋心靈的慰藉，一方面為子孫祈求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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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阿嬤去按摩 

 

 

 

 

 

【圖 17】：阿嬤為過世的外公上香 

 

 

 

 

 

【圖 18】：阿嬤上教堂做彌撒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6 
 

（七）結尾 

內容 影部 聲部 

阿嬤不輟的紀錄 阿嬤寫記錄本子 阿嬤講話 

阿嬤的驕傲與希望 阿嬤講鳥圖 阿嬤講話 

片尾工作人員名單 片尾工作人員名單 配樂 

我與弟弟的互動 弟弟特寫 我喚弟弟小名 

 結尾帶到阿嬤正在記錄弟弟的生活，不識字的阿嬤能夠每天不輟的寫，象

徵一種樸實與堅忍的力量，她在我的央求下翻閱本子，看到其中一張珍藏的圖，

如片頭所說明的，那是她與弟弟共同完成的圖，象徵她兩如生命共同體一般的關

係。在片尾工作人員名單之後，還有另一個結尾，作為我個人成長的隱喻，在故

事之外，我經過了難以啟齒的訪問、面對母親、父親的脆弱、見證了阿嬤與姨媽

的勇敢與堅強，我自己從中也獲得了許多啟發以及力量。我雖依然隱身在鏡頭之

後，但是這次與弟弟有了直接的互動，從一個客觀的記錄者進到故事裡頭，弟弟

也神奇的回應了我。 

 

 

 

 

【圖 19】弟弟發現我正在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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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開放映記錄與檢討 

 本次公開放映於2012年 1月 13日，下午四點整在政治大學傳播學院309教室

舉行，共計約有17名觀眾參與。影片播畢後，觀眾除了在現場發問與我交流，也

將感想與意見寫在事先準備好的回饋單上，以下整理觀眾們的感想與提問，一併

回應。 

第一節  本片優點 

 許多觀眾看完影片，認為本片旨在傳達「親情」、「愛的韌性」與「力量」，

認為「雖然看似是不幸的故事，但是一部充滿愛與溫暖的影片」，在看完之後「覺

得很踏實，樸實又讓人感動」。觀眾普遍認為本片最大的優點，是「內容豐富」、

「細節動人真摯」，並且肯定作者的勇氣，認為「拍攝者很勇敢」。 

 與創作目的相呼應，本片即是我以家屬的身分，捕捉生活中的細節，將被

記錄者之間的互動堆疊出強而有力的韌性，讓觀眾看見以阿嬤為首的照顧者彼此

是如何踏實、努力而勇敢的面對這份遺憾，希望觀眾能了解：面對不幸，家人間

的互助合作可以讓它變得不凡而偉大。因此，我相當高興觀眾能夠在看完影片之

後，感受到沈重以外的氣氛，如前創作理念所說，家屬與病患所需要的不只是簡

單的同情而已，我們需要的是被理解、被肯定，倘若觀眾能夠感受到愛與力量，

我想這部影片其中一個目的已經達到了。 

 此外，觀眾肯定我身為拍攝者的勇氣，這樣的回應也十分令我欣慰。自從

決定進行這個創作，我花了許多時間說服自己：這個創作是有意義的。進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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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製的期間，面對至親的生活赤裸呈現，我經常質疑自己：為什麼要再一次揭開

家人的瘡疤？為什麼要帶著攝影機去打擾家人的生活？我非但沒有提供家人任

何實質上的幫助，還這樣勞師動眾的麻煩他們、逼迫他們吐露心聲。類似的自我

質問在作品完成前不斷出現，直到試映會當天，看見自己的作品在觀眾面前呈現，

他們因著作品哭泣、歡笑、感動，我才重拾信心。這個作品有一個最大的目的，

是要藉由創作的過程進行自我療癒，在試映會當天，我感受到觀眾的鼓勵與肯定

也是療癒的環節之一，他們讓我放下許多忐忑與自我懷疑，變得更加堅強與無

懼。 

第二節  本片待改進之處 

 由於拍攝的對象是自己最親近的家人，在段落的次序安排上容易落入盲點，

剪接的判斷也經常過於感情用事，因此不少觀眾認為本片的主要缺點有：「核心

主題不夠明確」、「敘事的起承轉合不夠明確，不知弟弟發生了什麼事情」、「人

物的介紹不夠清楚」等。  

 映後自我檢討，我認為自己到了剪接後期，情感已經陷入太深，認為每一

位家人對我來說都很重要，每每要刪掉描寫他們的片段都掙扎萬分，導致敘事線

過於分散、無法集中。還有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因為本片一開始拍攝的目標本就

不是以跟隨某一特定事件的走向來長期記錄，弟弟發生事件的原委也不是我要強

調的重點，我偏向讓觀眾看見阿嬤與家人和弟弟之間特殊又充滿感情的互動方式，

因此全片的節奏較紊亂。修正後方向，著墨更多阿嬤與弟弟之間的互動，將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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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序再重新調整，以彌補敘事上的不足。 

 另，我原先設計不使用字卡，意圖讓訪談人物的內容和互動引導觀眾理解

片中人物的身分，但是顯然大多數觀眾還是需要字卡輔助理解片中人物的關係。

修改後的版本已加上每個人物出場的字卡介紹。 

第三節  觀眾現場提問與回應 

（一）片尾放自己叫元彥片段的用意是？為何放到最後才出現？ 

 同時身為家中的一份子以及記錄者，我一方面記錄著家人的生活、一方面

訪問家人以便更理解這個遺憾以及他們面對事情的態度，除了 少數時候自己的

聲音與意見有進入影片，大部分的時間是用攝影機代替自己去觀察、描寫、呈現

我所感受到的家人的脆弱、掙扎、堅強與坦然，家人們的反應，就次序安排上，

事實上也代表了我對這件事情的理解與轉化，我從片頭戰戰兢兢的提問，到覺得

阿嬤很勇敢，在在象徵了我自己的詮釋。最後放了唯一一個我與弟弟的互動，我

在鏡頭這端叫著弟弟，弟弟也很巧妙的用眼神回應我，主要希望以這個片段象徵

我也能很勇敢的面對弟弟，面對自己。 

（二）為何把自己放在相對客觀的位置上？  

 追根究底，原因其實來自於內心深處對於家人和弟弟的愧疚。從小看著家

中長輩那樣無怨無悔的付出，對弟弟無微不至的照顧，我一直以來大多扮演較被

動的角色，在一旁默默的觀察，聽任大人們的吩咐在必要時伸出援手。事實上我

也沒有信心，能夠像阿嬤、姨媽、母親他們那樣親力親為的照顧弟弟。因此，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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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而言，如果這部影片是一個故事，我始終覺得故事的主角一定是那些比我更辛

苦的家人，我自己是不夠資格進入這個故事之中的，我能做的只有退到一邊記錄

下他們偉大的模樣。 

（三）滿好奇拍攝者個人的觀點，以及這段拍攝經驗帶給作者的改變？ 

 事實上滿多人提出這個問題，如上題所言，礙於心中的罪惡感，我不願意

自己的聲音在影片當中出現過多。再者，我也認為，身為本片作者，我所拍攝、

擷取、剪接然後呈現的片段與氛圍，在在隱含了我自己的觀點：從難以啟齒的遺

憾、到理解事情發生的經過、到以較坦然的態度面對事情，以及最後結尾我面對

弟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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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以自我療癒作為出發點，這個創作實踐雖不能稱為完美，但對我個人的成

長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既然以療癒為前提，做這樣的創作，首先得要誠實面對自己，毫不掩飾的

去挖掘自己內心所有的心結、瘡疤、痛楚，看清他們究竟長得什麼模樣，我也藉

由四處閱讀書籍、釐清自己對於這整件事情、對於家中每一個成員究竟是抱持著

什麼樣的想法，邪惡的、逃避的、自甘墮落的都好，只要允許自己坦然面對所有

內心的黑暗，療癒的旅程就能展開。 

 跌跌撞撞、幾度停擺，終於整理好自己的想法，進入拍攝場域後，透過訪

問、觀察、拍攝，面對家人們不同的意見、質疑與眼光，過程當中雖然幾度後悔

自己選擇這條路，甚至加強自己對家人深深的虧欠感，但是正因為有著記錄的責

任與規範，我得以更用心的去體會他們每一個人的想法與感受，看見生活中更多

極為動人的細節。最大的轉變莫過於，本來這部片的走向打算安插許多弟弟的主

觀鏡頭，帶出他的自主性，但會這麼計畫的根本原因在於，原先的我是不太相信

弟弟會與我們有明顯的互動的。然而開始拍攝之後，我漸漸相信阿嬤所說的：這

款的囝仔其實都聽的懂。於是我拋棄了原本的計畫，轉而尋找弟弟與家人們互動

的片刻。在主要的拍攝期間，我與家人之間因為所有的訪談，敞開心胸溝通彼此

的想法，原本像是迷霧一般壓抑的感受，在每個人都了解彼此之後，終於放晴，

這是進行本次創作的過程中最大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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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著素材進入剪接階段，又是另一個艱難的旅程，面對至親與龐雜的素材，

我花了許多功夫整理與沈澱。整理訪談稿、歸類素材的過程中，彷彿又重新閱讀

一次這個故事，看著親人們甚至是自己出現在螢幕上，這一次我終於有了較為退

後而旁觀的角度去觀看與詮釋，儘管偶爾還是會陷入其中不自拔，但總算我也能

以一種超然的態度面對自己和家人。到了試映會那天，當片子結束，原本以為已

經看片子看到麻木的我，竟然被自己創作的片子感動到眼眶泛紅，感受到另一種

來自影片的力量，我想，先撇開這部片子能夠帶來多大的影響與效益，至少自我

療癒的目的已經達成了吧！ 

 我認為，創作之所以能夠作為自我療癒的實踐，原因就在於，創作者在過

程中不斷練習進入故事、抽離故事、然後再度進入故事，於這樣的反覆練習當中，

找出許多不一樣安身的位置，如此以來面對原先那個巨大的傷痛，心靈將不再被

綑綁於某個執著當中，而能自由坦然的迎接它並且閱讀它。 

 我相信，這趟旅程，開始了就不會結束，未來影片可能還會有更多的不一

樣的版本，我也期許自己能一直這樣勇敢的面對。 

 最後也鼓勵所有還裹足不前的人，勇於聆聽內心的聲音，創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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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件一：原拍攝企劃書 

一、影片名稱：《這款的囝仔》 

二、拍攝規格：HDV，40 分鐘 

三、工作前提與說明： 

吃飯、睡覺、上班、上學，這是多數人習以為常的生活，太過頻繁瑣碎以致

於人們也許從未發現，對社會上的某些人來說，這是多麼得來不易的事情。我的

小弟因為醫療疏失，自八個月大之後變成一位凡事都需要照料的人，至今已逾

14 個年頭。 

我的作品將會經由探索家人面對小弟多重障礙的狀況仍奮鬥不懈的過程與

心路轉折來證明：像這樣的一個孩子，對許多人而言，他也許是一位對社會毫無

貢獻、毫無價值的人，但是，即便他的生命需要全家人的幫助才得以延續，他的

存在對我們來說就是無價之寶。希望觀眾可以藉由我的作品感受到身心障礙者與

家屬之間雙向的連繫與互動，了解家屬偉大的情操，進而能更加珍惜身邊極易忽

略的幸福。 

四、主要拍攝人物 

（一） 元彥：我的小弟，目前就讀花蓮啟智學校國中二年級，與外婆一同居住

在花蓮大阿姨家中。今年十五歲，出生八個月時因為疝氣開刀，手術失敗感染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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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症導致腦性麻痺，障礙程度嚴重，起居皆需人照料，無法言語、行走，和旁人

溝通的主要途徑是表情，他的笑容是全家最珍貴的禮物。 

（二）外婆：元彥主要的照顧者、也是元彥最依賴的人，十四年來一路陪伴元彥

長大、上學，從未放棄努力。她與元彥是家庭中的重心，外婆堅毅踏實，始終懷

抱希望與信念。在照顧的過程中，扮演指揮官的角色，對元彥的需求瞭如指掌。 

（三）母親：為了能夠同時照顧好元彥與夫家，元彥出事之後幾乎每天通車來回

花蓮與玉里，白天和外婆協力照顧元彥，晚上回到夫家幫忙家務。對發生在元彥

身上的意外較其他家人難以釋懷。 

（四）大阿姨：白天上班，回到家中後協助照顧元彥，將元彥視如己出。信奉佛

教，對於元彥的狀況與遭遇態度豁達超然，總是抱持著樂觀與感恩的心面對。 

（五）小阿姨：雖長年居住在台北，但與元彥的關係仍十分密切。在照顧的過程

中扮演智多星的角色，經常四處探尋不同的治療方法與名醫來幫助元彥復健、參

與法會為元彥消災解厄，並且負責改造、縫製適合元彥穿的衣物。 

本片記錄重點將圍繞在以上五人之間的互動，凸顯家人團結奮鬥的精神與永

不放棄的願望。 

五、影片風格與形式 

（一）影片的敘事主線有二：由元彥國二開學的這一天生活貫穿全片，穿插元彥

的二姊（創作者本身）紀錄、訪談家人的片段，隨著時間推展，元彥、元彥二姊、

以及家人的心境都有了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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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片中安排多個元彥的主觀鏡頭，投射我對小弟情感、心願的想像。所有元

彥的主觀鏡頭出現時，皆會設計一個邊框，模擬元彥的所看、所感。 

（三）為了帶出我心境上的轉變，表現元彥主觀世界的視覺效果，每一次出現將

隨著影片時間推展而轉變，設計由模糊至清晰、攝影構圖由較近至遠、邊框由小

至大甚至到無邊框，光線由暗至明，以此帶出全片的轉折與主旨，象徵個人期望

以及敘事療癒之過程。 

六、拍攝大綱 

【表 2】：拍攝大綱 

段

落 

內容 素材 說明 

一 一天開始， 朦朧天光中，

外婆起床叫醒元彥。元彥躺

在床上，察覺外婆在廚房為

他準備早餐，好奇的他下床

進廚房查看。 

1.雞啼聲 

2.外婆下床 

3.外婆喚醒元彥聲音 

4.元彥主觀：看著外婆在廚房為他

打點吃的 

1.故事拉開序幕 

平凡的一天開始 

這是十四年來的生活

縮影 

2.元彥的主觀鏡頭，

標誌出他的主動性 

 

二 元彥的二姊（我）想要了解

弟弟發生意外的始末，以及

家人對這件事情的想法。 

1.元彥的二姊拿著攝影機準備訪

問母親 

2.母親緊張的表情、動作 

點出身為作者的我不

僅是個旁觀者，也是

參與其中的人。 

 

三 開學這天，元彥上學 1.元彥與外婆在家中準備 

2.元彥與外婆到學校參加開學典

禮 

3.元彥主觀：看著身邊活蹦亂跳的

同學 

1.延續段落一的一天

生活。 

2.以元彥的主觀鏡頭

表達他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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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落 

內容 素材 說明 

四 遺憾發生的經過 1.訪談母親 

2.訪談父親 

3.元彥主觀：玉里的外婆家 

4.母親搭車上花蓮的過程 

5.元彥出事前的老照片 

1.背景介紹： 

表達元彥的遭遇對家

庭的打擊之大 

2.以元彥的主觀鏡頭

表達他的回憶 

五 開學典禮結束，元彥回到教

室，開始例行的復健行程 

1.元彥和外婆在教室和班上同學

相處的過程 

2.元彥主觀：看向窗外的草地以及

草地上的遊樂設施 

以元彥的主觀鏡頭表

達他的願望 

六 家人的奮鬥 1.訪談外婆 

2.家人帶元彥到國術館復健 

3.家人幫元彥做例行按摩 

4.外婆十幾年來的筆記 

5.小阿姨參加法會祈福 

 

藉由外婆的談話與家

人對元彥實際付出的

行動，彰顯家人不輟

的奮鬥與堅定的信念 

七 家人對元彥的期望 1.訪談外婆 

2.訪談母親 

3.訪談大阿姨 

4.訪談小阿姨 

5.元彥主觀：看見二姊（我）在訪

問 

6.家人和元彥相處的愉快互動 

呈現家人與元彥相處

的愉快過程，藉由訪

談和互動預示元彥的

存在是相當有價值的 

，而元彥自己也了解 

 

 

八 另一天開始 1.母親帶著大包小包抵達花蓮 

2.大阿姨出門上班 

3.外婆在校園中推著元彥行走 

 

又是一天的開始， 

經過了這趟紀錄與家

人彼此傾訴的旅程， 

心境變得開朗 

九 我與元彥的互動 我叫喚元彥，而元彥回頭看我 表達我的轉化，我不

再需要安排元彥主觀

鏡頭，我跟他之間已

經有了直接而緊密的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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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器材清單及拍攝預算  

【表 3】：器材清單及拍攝預算 

《這款的囝仔》 製作預算表                           單位：新台幣 元 

類別 項目 經費 說明 備註 

人事

花費 

攝影 10,000   

收音 10,000   

交通費 10,500 台北-花蓮來回

一趟約 900*3 人

*3 趟=8100 

 

花蓮-玉里來回

一趟 400*3 人*2

趟=2400 

 

小計 30,500   

攝影

相關

器材 

Canon 5D Mark II 機身 6,300 日租 900*7  

Canon 550D 機身+kit 鏡 0  自備 

CANON EF 24-70mm  

F2.8L USM 鏡頭 

2,800 日租 400*7  

CANON EF 70-200mm  

F2.8 L USM 鏡頭 

3,500 日租 500*7  

Steadicam Merlin 穩定架 4,200 日租 600*7  

Velbon Ultrek 45L 腳架 3,800 市價 3800  

小計 2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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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款的囝仔》 製作預算表                           單位：新台幣 元 

收音

相關

器材 

Zoom H4n Handy Recorder 11,000   

4 號電池 300   

麥克風架 0  友情贊助 

小計 11,300   

後期

製作

費用 

Fina Cut Pro  

非線性剪輯軟體 

0  學校支援 

DVD 空白片 600 一盒 30 片  

空盒 150 30 個  

小計 750   

其他 雜支 5,000  

 

 

小計 5,000   

 合計 68,150   

八、拍攝進度規劃 

【表 4】：拍攝進度規劃 

製作進度 日程 備註 

一、前製期 

文獻閱讀、田野調查 2010/12/01～2011/06/30  

確立拍攝主題 2011/07/01～2011/07/31  

拍攝大綱定案 2011/07/01～2011/08/15  

確定工作人員 2011/08/01～2011/08/15  

器材測試 2011/08/16～2011/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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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進度 日程 備註 

二、製作期 

第一階段拍攝 2011/05/01～2011/08/24 零星、機動的拍攝 

第二階段拍攝 2011/08/26～2011/09/02 有較完整的團隊一同至花蓮

進行訪談、以及元彥主觀視

覺的建立 

第三階段拍攝 2011/09/22～2011/11/30 視情況進行補拍 

三、後製期 

毛片整理 2011/09/03～2011/10/31  

初剪完成 2011/11/01～2011/11/15  

配樂 2011/11/16～2011/12/31  

二剪完成 2011/11/16～2011/12/16  

三剪完成 2011/12/16～2011/12/31  

最終版本 2012/01/01～2012/01/15  

九、工作人員名單 

（一）製作∕導演∕攝影∕剪輯：黃嘉文 

 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碩士班四年級學生 

 影像製作經歷： 

2009《渺小》劇情短片導演 

2010《台十七》MV 製片 

2012《醜男大翻身》劇情短片導演 

（二）攝影：葉昭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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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學生 

 影像製作經歷： 

2009《渺小》劇情短片攝影 

2010《浮島》劇情短片攝影協力 

（三）聲音∕配樂：謝宗翰 

 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碩士班四年級學生。 

 知名獨立樂團「拍謝少年」鼓手 

 影像製作經歷： 

2009《休止符》劇情短片 編劇 

2009《眼淚》紀錄短片 聲音（獲「攝區二三事」紀錄短片競賽 佳作） 

2010《台十七》MV 導演 

2011《桂花巷》劇情短片 聲音 

2011《不遠》MV 聲音（獲「客家 MV 創作大賽」 佳作） 

（四）攝影協力∕現場收音：林群越 

 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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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其他參考影片簡述 

 

片名 簡介與主題 感想 

劇情片 

薛曉路 

《海洋天堂》 

家屬對孩子永遠的牽掛、（中國）照護

問題、自閉症患者獨特的溝通以及生活

方式。 

自閉症患者大福在父親去世

之後，能夠獨自生活，並且繼

續在自己最喜歡的海洋世界

優游，對病人家屬是具撫慰力

量的。 

Penny Marshall 

《睡人》 

改編自薩克斯同名著作。 

探討醫藥奇蹟所帶來的利與弊。 

沈睡和甦醒的界線被重新檢視。 

喚醒大眾對病患心理與生活的重視 

 

片中病患甦醒的設計，就是利

用影片實現所有家屬的願望 

Peter Werner 

《叫我第一名》 

 

改編自真人真事，患有妥瑞氏症的主角

排除萬難如願當上小學老師。 

呈現病患從小受到社會的排擠與壓迫，

突顯主角本身的樂觀和堅強。 

「好看」而感人的電影 

有明顯而吸引人的故事主軸

和衝突吸引觀眾看下去 

紀錄片 

William A. Whiteford--

《跛腳王（King Gimp）

（2000 奧斯卡最佳紀

錄片） 

 

患有腦性麻痺的主角堅忍向上，能夠自

己生活，並苦學不輟從藝術大學畢業，

用嘴含著筆作畫，並且開了畫展。 

勵志性質的紀錄片，不適用於

自己的題材 

主角本身即具有很大魅力 

剪接節奏明快，很好看 

許慧如 

《雜菜記》 

對獨居父親的牽掛，父女間強烈的羈絆。 表白式、參與式手法 

沒有旁白，節奏緩慢，略顯單

調 

攝影機靜靜跟隨，對話極少，

拍攝的是父親，但女兒的存在

感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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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名 簡介與主題 感想 

萬明美 

《黑暗中追夢》 

三位病人的特殊才華、不屈不撓的精神。 

 

身心障礙機構贊助拍攝 

處理方式近似報導類影片 

情感不夠深入 

《無聲的吶喊(Sound 

and Fury)》（入圍 2001

奧斯卡紀錄片獎） 

聾人父母對於電子耳問世的矛盾，聾人

社群的尊嚴、家庭生活。 

一樣是報導性質的紀錄片 

視角宏觀 

吳汰纴 

《再會吧！一九九九》 

導演使用許多搬演的、充滿詩意的影

像，重建母親過世前後與母親相處的回

憶，加上自己的旁白，赤裸表達對已逝

母親的思念與悲慟之情 

影像與剪接手法獨特，情感赤

裸真摯，導演勇氣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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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試映會回饋單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  

《這款的囝仔》試映會  映後回饋單 

 
放映時間：2012/1/13      16：00 p.m.                      

放映地點：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309教室 

 

       各位親愛的朋友，十分感謝您願意撥冗觀賞本片，以下相關問題請填寫，

您的意見對我來說彌足珍貴，感激不盡！ 

 

一、您覺得本片想要傳達什麼樣的訊息？ 

 

 

 

 

二、請問您是否看過類似題材的影片？ 

    如有，本片和您所看過的該部或其他類似的影片有何異同？ 

 

 

 

 

三、觀看的過程中，是否有些片段令你困惑？能否舉出？ 

 

 

 

 

四、您覺得本片最值得稱許的地方是？ 

 

 

 

 

五、您覺得本片最需要改進的地方是？ 

 

 

 

 

六、其他感想，或想對作者、片中人物說什麼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