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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影內容 

  片長一個半小時左右的電影，前三十七分鐘一鏡到底的《ONE 
CUT OF THE DEAD》，導演用剩下的時間將拍片所遇到的困難及製
作一一呈現給觀眾。爆笑的橋段、層出不窮的窘況，讓人裂嘴大笑
的同時也把製片的酸甜苦辣讓人嘗了遍，這是一部別出心裁、與眾
不同的電影！ 

觀影心得 

  這是一部不同凡響的片子，看完電影的我感嘆的下了結論，劇
中劇的手法並不少見，但要拍得讓人感同身受又有內涵就不容易
了。我覺得《一屍到底》可以分成兩部分來看，其一是一鏡到底的
手法以及採用現場直播方式的《ONE CUT OF THE DEAD》，這便
是電影中的特別節目；其二是導演被請去拍攝這三十七分鐘短片所
經歷的所有過程。 
  這部電影很有意思，若只看前三十七分鐘絕對會一頭霧水，但
搭配上後面的劇情，所有違和的地方、詭異的細節，都會得到完美
的解釋。在短片裡能看到主演們在神奇的地方有所停頓、接上奇怪
的對話，讓看的人都能察覺那空氣中瀰漫的尷尬，而看完後面的演
繹才恍然大悟原來那是拍攝過程中出現突發狀況，需要他們撐時間
隨機應變。 
  興趣使然，平常有空我也會看些日本的職業劇，雖然有些過於
戲劇化，但也能從中窺探到社會的現況，像是有關校對的《校對女
王》、周刊漫畫編輯的《重版出來》都挺有趣的，不只有劇情還能
瞭解這些行業中一些讓人忽略的地方，在娛樂之餘也科普了些許知
識，就我看來《一屍到底》多少也帶了點這種色彩。 

  拍一部片有多麻煩？從劇本的修改、演員的選定、講劇的理解、
反覆的練習、拍攝的動線、場地的找尋還有片場中無法預防的突發
意外，不勝枚舉。從製作到後期處理、從審核到發行，這還包含了



導演與監製的立場不同，前者每一個鏡頭都追求完善，劇情的銜接
流暢、前後鋪墊的懸疑，每一個畫面都是再三考量，就為了給觀眾
呈上最好的觀影感受；後者更看重的則是收益，於他而言這不只是
作品更是電視節目，能如期播放即可何必講求那麼多？一道又一道
的關卡簡直就像拼圖一般，需要耐心的去拼湊，才能得到最後的成
果。 
  電影中《ONE CUT OF THE DEAD》的拍攝更是經歷了重重困
難，一鏡到底又要現場直播的要求，注定了事前工作必須更加繁瑣，
因為攝影機基本不停，除非遇到天大的事，不然沒有喊卡重來的機
會。飾演錄音師的山越喝到硬水拉肚子、出演攝影師的細田偷喝酒
而醉倒、手持拍攝的小哥閃到腰無法動彈、演員路上出車禍找不到
臨演，導演還親自上陣。層出不窮的意外使得電影笑料百出，但在
這歡樂的氣氛下，拍攝團隊互相協助、想發設法處理的敬業態度更
讓人側目。拍一部電影要有哪些因素？有人會說演員、劇本、配樂、
特效，但其實還包含了常被忽略的幕後人員，整個拍攝團隊都是為
電影出力的功臣。看到最後搖臂不能使用，為了不放棄鏡位製作團
隊甚至以人體疊羅漢的方式打造出四公尺高中拍攝的環境，如此感
動的情節在他們順利拍攝完畢喊「卡」的時候，我忍不住為此獻上
掌聲。感謝你們為了觀眾勞心勞力、感謝你們讓我了解拍攝一部影
片有多麼不簡單。 
  拍片不易，且看且珍惜。在這個網路大爆炸的世代，我們要交
流訊息著實容易，但或許太過容易，有些言詞常常不經修飾及思考
便脫手敲出，越來越刁鑽的觀眾讓「爛片」的定義越發廣泛，但每
部片真的都沒有值得稱讚的地方嗎？不見得。每個人的口味都不
同，在你眼中的爛片可能是它人心中的神片；在他人眼中不知所云
的劇情，在你心中可能是承上啟下的重要轉折，所以在我們評論一
部片子之前，不妨反覆琢磨一下詞彙，即使它真的不夠出彩，那也
是一群人花費無數時間呈到我們面前的心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