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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美蓉小檔案 

經歷 作品 

傳神傳播剪輯師 八千里路雲和月 

高明傳播導演 鬼話連篇 

景深傳播剪輯師 完全娛樂(編導) 

瑞智傳播剪輯師 敗犬女王 

超級太陽台剪輯師 命中注定我愛你 

三立電視剪輯師 下一站 幸福 

 

身為預告剪輯師同時得扮演企劃的角色，不僅是邏輯、編輯概念要強，甚至記憶

力也要很好。 

 

本科系畢業的劉美蓉 1989 年進入影像剪輯世界，20 年的青春歲月全數奉獻給最愛的工作，

她說自己是個生活白痴，不善於文字表達和溝通，但一坐上剪接台，抓畫面重點比一般人快，甚

至可以長時間工作不吃不喝，只為了剪出有質感的作品。 

 

「剪輯師對節目來說，就像包裝師、美容師，不管拍回來的東西如何，身為專業的剪輯師就

要有本事把它變成值得一看的影片。」從早期剪工商簡介，經手的影片型態五花八門，從戲劇、

MTV、紀錄片、綜藝節目到電影介紹，超過 4000 部節目，甚至還插花做過 EFP 導演。 

 

目前身為三立電視公司預告組剪輯師的劉美蓉指出，早在十多年前，三立即以電影預告的方

式剪電視預告，現在這套操作模式也成為台灣其他電視台如八大、年代爭相模仿的指標，尤其三

立近年來更以戲劇節目為主，而專業戲劇節目片花、預告的劉美蓉笑說：「以往我是不碰戲劇的，

進入三立後才慢慢因工作產生興趣。」 

 

要有自己的想法 

 

在三立分工很細，順帶、串帶(做影片各段落修整串接)，或做 ES(做後製效果，如上字幕、

加動畫等效果)，都是剪接的範疇，而專職負責剪預告片的她，工作項目並不單純，「預告涵蓋了

頻道包裝、活動包裝、節目包裝，剪輯內容不再侷限於單一性節目，設定好主題，把節目打散，

將相似的節目主題包在一起，同時行銷兩個以上的不同節目，因此，要抓哪些節目的哪些畫面、

音樂，剪輯師的腦袋要清楚，思路也必須更清晰以做平均的分配，要有自己的想法。」剪片前，

她必須考慮公司的形象、將節目包裝做邏輯推演，換言之，身為預告剪輯師同時得扮演企劃的角



色，不論是邏輯、編輯概念要強，甚至記憶力也要很好。 

 

她分析，戲劇剪接比較複雜，工作前必須仔細看過劇本，如果劇本沒讀透徹，剪出來的東西

勢必產生落差。其中像對白，每一場戲、每一個畫面中製作人想要表達的東西，主角的心境，剪

輯師必須花心思揣摩。 

 

那麼，如何培養所謂的戲感？劉美蓉點出不二法門：「多看、多分析！」她認為剪預告最困

難處在於，明明這一集的重點是很悲傷的，可是卻必須剪出談戀愛的快樂，完全與戲劇的播出劇

情背道而馳，「還是要剪出來啊！因為預告片是一個包裝，屬於包裝行銷的一環，所以我們要做

的是包裝一整檔戲，要給觀眾期待看戲的感受，尤其剪預告更須配合市場反應，剪的好甚至可以

創造較高收視率。」 

 

另一方面，倘若拍回來的片子不優，例如演員口齒不清、聲音太小，甚至演技太差，導演拍

戲不注意到的缺點，剪輯師必須想辦法美化、修補，例如使用配樂、音效來淡化，將觀眾注意力

轉移到戲劇的情境裡，此外，演員的演法錯誤或與預告要剪的走向不符時，就得拿不同場戲來套，

「說穿了，就是調度畫面抓重點的敏銳度要夠。」 

 

反觀綜藝節目預告相對簡單多了，綜藝類要先考慮是要打「人」還是「事件」，如果是人，

也要去找重點，譬如 NG 鏡頭，也就是先快剪五六個鏡頭，最後一個 CUT 則要最精華、最吸引

人，最後再以旁白或字幕加深觀眾想看的印象或慾望。她開玩笑說：「剪輯工作本來就是做『騙』

的工作，不論是戲劇或綜藝節目，我們的工作就是剪出一個很美好的場景、很好玩很好看，騙觀

眾來看(節目)。」 

 

多看、多分析別人作品 

 

由此可知，剪輯師的工作不僅要有自己的想法，對 source 的掌握、片子的節奏都很重要，老

經驗的劉美蓉習慣拿拍攝帶剪，雖然麻煩，好處是不受到侷限，而且，愛怎麼剪就怎麼剪。 

 

至於剪接的準備工作，她建議，如果是沒接過的案子，最好盡可能去看同類型的片子，別人

是怎樣剪的？觀點如何、怎樣切入？盡量去看、去分析別人的作品。 

  

此外，在剪接之前，先問自己準備好了沒？適合剪這個影片嗎？剪輯師和導演是附屬還是合

作夥伴的關係？不受拘束的劉美蓉直言：「對我來說，當然希望彼此是夥伴關係。」不過，想要

加入個人想法，參與討論，也得秤秤自己的斤兩，「剪輯師必須經常自我檢視，我的功夫到家了

嗎？可否將導演要求的轉換成剪輯語言呈現出來，倘若答案是否定的，那麼這份工作帶來的挫折

勢必很大。接案前，先衡量自己的能耐，功力是否到位，冒險接了不適合的案子，倘若幸運的話，

恭喜你學到了東西，不過，要是剪壞或開天窗，誰都幫不了你的。」 

 



是否曾經有剪不出來的經驗？對此劉美蓉表示，本來以為自己的經驗夠，沒想到一進三立卻

被打槍，挫折感大，有了這樣的經驗，她自知一切必須從頭來過，將過去的經驗丟掉，把自己完

全放空，在三立重新學習怎麼做剪接，後來才慢慢帶回過去的經驗，這樣才會有自己的東西，她

分析說道：「進入所謂公司制式的框架中，得先做出符合公司規格的成品，然後再慢慢把自己的

東西加入，如此方能剪出既符合公司的要求，又有自我想法的作品。」 

 

一般說來，剪接師不喜歡人家在旁邊學，「所以，很多東西是要自己學習，要發展自己的東

西，做出自己的東西，不然會被淘汰，盡量多學，即使是攝影、工程、製作執行都值得去嘗試學

習，跟你所想像的會不一樣，要找出自己的屬性、專長，以及你想要做的是什麼，如此一來，剪

輯壽命才得以長久。」至於剪輯機器的選擇，她建議要挑主流的機器來學，以符合市場所需，目

前她使用「非線性 final cut」來剪預告片，她解釋：「它適合做細部微調，剪輯性也比較強。」 

 

經常更新腦袋的東西  以避免被市場淘汰 

 

剪輯工作的辛苦不在話下，而劉美蓉再三強調說自己是靠意志力在工作，她甚至說：「最好

不要進這一行！」如果決定了，就要做到最好，剪接這一行隨時都在求新求變，硬體不是問題，

摸久了就會了，而是腦袋裡的東西是不是經常在更新，才是重點。」即便已在業界打滾了 20 年，

現在劉美蓉也常盡量找機會和導演、製作人聊天，或是同行前輩也是她汲取養分的對象，就怕跟

市場脫節。 

 

的確，剪接師都是待在剪接室的小空間內，很容易以現有的這片天為大，她有呼籲有意加入

剪接行列的新人：「一定要走出去和業界交流，剪輯的手法、流行趨勢不斷更迭，你沒 upgrade，

就落伍了，要開放心胸學習，隨時學新的東西，不然很快會被環境淘汰。」 

 

她也衷心建議加入「中華民國剪輯學會」，不僅可以學習正確的概念，也可從課程中檢視自

己究竟適不適合走這一行，不必浪費時間摸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