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憂鬱父親形象：論電影《日麗》畫面呈現手法 

一、 前言 

電影《日麗》1於 2022 年上映，細膩描繪父親卡倫和女兒蘇菲的互動，長大

後的女兒透過 MiniDV 攝影機留下的畫面，回憶 20 年前與父親到土耳其旅行的

經歷。然而，隨著電影推展，在導演的鏡頭語言，觀眾能發現卡倫臉上細微的表

情、背地裡的行為，隱約透露出本該盡興的假期，他卻似有著負面情緒。 

故事視角由女兒蘇菲出發，夾雜著攝影機畫面。蘇菲 11 歲時和父親到土耳

其旅行，長大後藉由影像回顧當時的記憶，發現原來當時父親的情緒不穩定，

甚至是近乎崩潰的狀態。二十年後，成年蘇菲的伴侶很明顯是女性，父親的則

沒有明確顯示，僅僅在一些畫面做隱晦的披露，如：父母雖離婚，卻仍維持著

友善的關係，甚至在沒有婚姻的情況下還能說「我愛你」。總總隱晦、曖昧的情

節引人好奇。 

根據前人研究的內容，卡倫極可能是患有 AIDS 的同性戀。蘇致亨認為，以

配樂而言，舞蹈背景音樂來自皇后樂團的《Under Pressure》，該樂團主唱是同性

戀。電影中，女兒點《Losing My Religion》要和父親合唱，卡倫卻百般不願意。

背後的原因其實是：該首歌是原唱當時「出櫃」的代表歌。以角色外型分析，父

親背部有紅印，除了是曬痕外，亦可能是愛滋帶來的紅疹。2卡倫的性向設定，可

能是使他抑鬱的原因之一。 

本文研究電影《日麗》，在沒有劇烈曲折劇情下，卻能使觀眾與角色產生共

情。如何僅透過畫面的呈現表現出卡倫，身為一名同性戀者的心理狀況？此外，

這部電影中的各個場景並沒有過多不同角度的機位，而是經常出現靜止、無旁白

及配樂的單一長鏡頭，這種拍攝方式會帶來甚麼樣的觀影體驗？又會為電影帶來

甚麼樣的內容？而剪輯手法如：匹配剪接、蒙太奇手法等，呈現的畫面隱含的意

義為何？本文嘗試梳理部分鏡頭語言與電影表現手法，解析這些片段與角色的關

係，逐步建構出父親抑鬱的形象。 

筆者將先探討電影中大量出現的長鏡頭畫面，再分析部分剪輯與拍攝手法之

片段，探討《日麗》中畫面呈現手法如何內斂地烘托出角色情緒。此外，整部電

影使用了攝影機的錄製內容，與第三視角的鏡頭敘事。攝影機畫面具有大量的顆

粒感、相當模糊，而導演呈現的旁觀視角則相當清晰。本文探討蘇菲錄製的攝影

機畫面時，會特別註解說明，若無則為第三視角的清晰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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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長鏡頭畫面內容探討 

電影《日麗》中，有大量靜止不動的長鏡頭。希望透過歸納這些畫面的主

體、手法，分析畫面的背景安排，討論這些鏡頭背後隱含的意義，以及為觀影

者帶來的感受，推敲導演使用此拍攝手法的目的。分別分析父親在黑暗中的身

影，和在水、鏡子等的倒影；以及父女在同一畫面時，對比強烈的背景設計。 

 

(一)  黑暗中的父親 

電影有幾個畫面，都是黑暗中父親的背影長鏡頭。在土耳其的第一夜，父親

趁女兒睡著後獨自一人在陽台抽菸。由於畫面是靜止的，凸顯他身體劇烈地擺盪。

因背景設定是黯淡無光的陽台，結合演員抽菸的行為，很明顯那並非快樂的搖擺，

更像奮力的在黑暗中掙扎、搏鬥，彷彿下一秒就要一躍跳下陽台。（圖 1） 

 

圖 1：在黑暗中擺盪的父親3 

另一晚，卡倫看完女兒錄影內容後。（圖 2）用頭槌了床好幾下，把自己埋在

床上並停下動作，接著好幾秒主角毫無動靜。（圖 3） 約十五秒後，卻傳來他的

嘆息聲，原來並沒有睡著。幾秒後畫面終於變換顯示：凌晨 3:08，本應是熟睡的

時刻，他卻遲遲無法睡著，他可能有失眠的情況。靜止的鏡頭與卡倫躺在床上，

揭示他被壓得喘不過氣、動彈不得。究竟是甚麼，讓他無法在應當精疲力竭的旅

途安然入睡？ 這部份放在電影前段，在觀眾心中埋下名為疑惑的種子，試圖於

接下來的情節試圖拼湊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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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使用之《日立》畫面，皆出於此，不再另註 



 

圖 2：看著女兒錄影內容的父親 

 

圖 3：在床上一動也不動的父親  

另外一個畫面是關於男主角走入黑暗。（圖 4） 隨著步伐往前、越走越遠，

他在螢幕的身影也越來越小，猶如被黑暗吞噬，一步一步走向毀滅。接著靜止的

畫面稍微往下，觀眾能看到他走向的是 ——大海。（圖 5）卡倫毫不猶豫的走向

那深不見底的汪洋，最終消失在畫面中。（圖 6）然而，導演並沒有立刻轉到下一

個場景去推演劇情，而是繼續播放著人物消失…甚至消失的角色是主角的片段。

背景音的部分，則是海浪聲被逐漸加大，取代了父親的步伐，這個鏡頭中再也沒

有他的聲音與身影。導演以這樣的方式宣告卡倫的離開，或許他不只消失在畫面

中，更從這個世界徹底地消失了。 



 

圖 4：步入黑暗的父親 

 

圖 5：走向大海的父親 

 

圖 6：消失在海中的父親 

當女兒貼心的請其他旅客一起為父親唱生日快樂歌時，卡倫臉上表情並非欣

慰或開心，而是極度憂鬱。接著畫面的剪輯手法將他不自然的神情，與夜晚的他

在背地裡暗自大聲啜泣的鏡頭重和。（圖 7）觀眾只能看到他背對的鏡頭，傳遞來

的哭聲以及顫抖、逐漸蜷縮的身影，觀影者能感受到男主角壓抑已久的情緒，已

經難以再多忍受一分一毫，此時此刻的他，內心是潰堤的。 



 
圖 7：神情憂鬱的父親與夜晚獨自崩潰的背影 

長時間、靜止的鏡頭，讓觀眾聚焦在鏡中角色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沒有

剪接其餘片段、不同角度的鏡頭，使觀眾猶如置身於電影中，似乎真的在畫面的

一隅偷偷窺探角色隱藏的一面。上述鏡頭的時間設定都是夜晚，不難推敲出：白

天的父親非常努力的假裝自己沒事，希望在女兒面前呈現正向積極的模樣；只有

夜幕低垂、夜深人靜時，他才能在黑暗的庇護下，解開那層虛假的外皮，和真實

的內在相處。時時刻刻得隱藏真實情緒，卡倫該是多麼疲倦。由於設定在晚上，

片中所呈現的背景幾乎是黑色的主調，甚至沒有色彩的環境，這種視覺上的表現

進一步象徵著卡倫陰暗的內心世界。黑色，彷彿是他心靈的投影，是他所遭遇的

壓抑與掙扎的象徵。 

然而，這些深夜片段，在以旅途為主題的電影中，似乎有些突兀。儘管沒有

明確的劇情高潮揭開父親的憂鬱。前述的黑暗鏡頭和一些與女兒相處的溫馨畫面，

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對比。觀影者看到父親在白天的假裝和夜晚的真實自我之間的

矛盾時，會自然產生一種疑問，一種對卡倫內心狀況的好奇，並更屏氣凝神的觀

看這些靜止長鏡頭片段。此外，這些片段多以拍攝父親卡倫的背影或側面為主，

揭示他總是背地裡獨自一人面對內心的掙扎。透過這些畫面，觀眾仿佛能進入卡

倫的內心世界，感受他所背負的心理壓力，體會到他的無奈與掙扎。這樣的視角，

帶給觀眾更深層次的共鳴，讓人不自覺地與卡倫建立起情感的連結——無窮的絕

望與無力，從螢幕中如潮水般湧上觀眾的心頭。 

這些夜晚的長鏡頭敘事方式，不僅妥善的呈現父親的孤寂，更是一種對心靈

深處的切入。靜止的拍攝手法和夜晚的設定，營造出一種沉浸式的氛圍，觀眾仿

佛能夠穿越畫面，真切地感知到卡倫內心的複雜情感。 

 

 

 

 

 

 

 



(二) 主角在水、鏡子等的倒影 

卡倫首個以映像出現的情景是：女兒仰臥在床上，看著正在刷牙的爸爸；此

時導演呈現出女兒視角：顛倒的父親；該視角透露著：父親一直以來努力地在女

兒面前維持與真實的自我相反的形象。接著畫面接到在浴室刷牙的卡倫，對女兒

蘇菲說出了一句正向的話後，他對鏡中的那個他吐了一口水（圖 8） ，好似在表

達對那鏡像、虛無的自己滿腔的不屑。 

 

圖 8：鏡子中的卡倫 

接下來的片段劇情內容其實在片頭有出現過，是女兒採訪父親是否在 11 歲

預料到自己的未來？結果卡倫突然變色大變，請蘇菲停止拍攝的情節。不同之處

在於：此處並未直接剪出蘇菲拍攝的內容，而是用鏡子等會產生映像的物建構成。

（圖 9）畫面左邊是梳妝鏡，鏡中有女兒手持攝影機中卡倫身影，右邊則是電視

機畫面，及時撥放攝影機畫面，此外電視螢幕會反光，倒映出父親的動作。很神

奇地，在一個鏡頭中畫面中以不同角度呈現出三個父親的身影。 

 

圖 9：女兒採訪父親的攝影畫面 

蘇菲問了卡倫小時候的經歷，他一開始很抗拒回答，甚至要求停止錄影；很

明顯卡倫以前過的不太好，那段記憶是他不想碰觸的。攝影機關閉後，畫面右邊

的影像瞬間由彩色變成黑白的（圖 10），彷彿回到其過去悲慘的時光，那陰暗的

歷史，男主角是抱胸不願敞開心胸去談的。 



 

圖 10：卡倫被問到過去後抱胸的螢幕倒映 

卡倫和女兒一起喝酒、喝咖啡的情節經常不是直接拍攝角色，而是錄製著桌

子、窗戶上的他們倒影。像是他深夜帶著蘇菲喝酒，第一個畫面場景在黑暗的陽

台，父親拿著一隻酒瓶大口喝著；畫面轉換，顯示出他的倒影。（圖 11）接著才

轉到他讓女兒嚐試喝酒的片段，卡倫看著女兒試飲酒的畫面卻是明亮的。類似的

卡倫倒映形象，幾乎都是伴隨女兒相關的劇情出現（圖 12、13），像是他看著女

兒錄到的自己，本該是被親情溫暖的，但鏡子中的卡倫卻是面無表情。（圖 14） 

 

圖 11：和女兒一起喝酒時卡倫的倒影 

 

 



 

圖 12：和女兒一起喝咖啡的情節 

 

圖 13：父親疑似目睹女兒接吻時敲擊窗戶的水面倒影 

 

圖 14：在鏡子前看著女兒錄的影像 

 倒影，是鏡像的，和本體正好是左右相反或是上下顛倒。透過卡倫的倒映，

隱喻著他與主流社會迥然不同的特質，可能在價值觀、行為方式與生活態度持相

反立場。如：同性戀的身分，與前妻離婚後卻仍可以互道愛你的關係；希望女兒

和自己分享一切，像是如果嘗試抽菸等所謂不良行為也是；沒有活著的慾望，甚

至笑著說自己可能活不過 31 歲。電影中選擇拍攝虛幻的映象，而非直接呈現實



際本體，可能意味著人物在該時空背景下，被迫壓抑真正的自我。這樣的影像手

法揭示出卡倫在某種程度上無法真實表現自己，或許是受到環境的約束，無法公

開展現真實面貌。 

卡倫映像的頻繁出現，特別與女兒相關，暗示著在女兒面前，主角更傾向透

過一種虛幻的形象示人，不願意讓蘇菲看到真實的自己。這可能是出於保護的動

機，希望得以塑造出一個正向的父親形象，而不願意讓孩子意識到他複雜的內心

與自我。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倒影的畫面並非直接拍攝，而是透過錄製物件上的

映像間接的呈現畫面。這樣遙遠的鏡頭距離，象徵卡倫與女兒的心靈之間存在著

一段距離，卡倫雖然會和女兒接觸、交流，卻始終保持著一種隱藏的距離感。 

 

(三) 具有對比性的背景設計 

在電影一場景中，父女同框的畫面，背景卻鮮明地營造出兩個截然不同的氛

圍。女兒身處的黃光房間中，充滿著溫暖的氛圍。她穿著以粉紅為主體的衣服，

衣著色調散發著柔和的光芒，木製的家具更加強了這份溫馨感。蘇菲所在的場景

營造出充滿愛和溫馨的氛圍。 

然而，與女兒僅一牆之隔的父親卻身處在極端的冷色調浴室中。藍色主導其

畫面的一切，不僅體現在他身上穿的衣服，還包括手上使用的物品。冰冷的藍調

帶來一種孤獨和痛苦的感覺，與畫面右方女兒的背景形成強烈對比。卡倫的動作

更加強氛圍塑造，他在這個場景中咬牙切齒的拆著繃帶，如同窒息一般的痛苦感

瞬間湧現，搭配視覺元素傳遞出極度的壓抑。（圖 15） 

這樣的對比不僅表示兩人的境遇有著鮮明的差異，更暗示了父女之間可能存

在情感斷裂和無法彼此理解的困境。整個畫面通過對色調、物品和情感的細膩安

排，深刻地呈現了兩個世界之間的鴻溝，使觀眾更加能感受到主角之間複雜而深

刻的關係。 

 

圖 15：女兒和父親僅一牆之隔 

類似的畫面也呈現在點歌爭執的情節，但它是分兩個鏡頭處理，利用接續的

剪輯帶來對比性。舞台上，女兒受到矚目的高唱著當時象徵出櫃的歌曲；舞台下，

父親坐在陰暗的觀眾席，獨自喝悶酒並迴避著舞台，不願和女兒一同高歌。這樣



的場景預示著：女兒在未來能夠做自己，而父親則因該時代風氣，難以直接表現

自己的性向。 

後來的一日遊行程，父女倆在練太極，隨著畫面拉遠，右邊出現了一個公告

牌，木製桿子將畫面分成兩半，左右兩邊分別是：卡倫與蘇腓以及大標題為：We 

know the perfect…的標示。（圖 16）他們沒有站在名為完美的那一邊，而是站在

對立的方向，這個鏡頭暗示著：他們並非完美。 

 
圖 16：父女打太極的鏡頭 

 電影中畫面捕捉的大環境，經常用來表示角色當時的處境。有一段先拍到遠

景，左方是高低錯落、破碎的石頭陣，右邊則是排列有序的完整石階。(圖 17)下

一個畫面為父女一起看海的情景，父親坐在左邊，即上個畫面破碎的方向，女兒

則恰好相反。（圖 18）結合兩個連貫畫面中的場景，可看出兩人不同的心理與未

來。 

 
圖 17：左右差異大的石堆遠景 



 

圖 18：緊接上面遠景的父女鏡頭 

 

三、 剪輯手法 

影片剪輯有不少形式，單就剪接（cut）就分許多種類。除了最簡單的標準剪

接之外，許多片段音效和背景不同，有許多為 J-cut 的剪輯方式；並使用大量類

似元素（如：顏色、動作）剪輯。因此本文將討論電影中使用到 J-cut 與匹配剪

接（Match Cut）的片段，分析這些手法的畫面內容與劇情的關係。 

此外，《日麗》裡使用不少蒙太奇（montage）的剪輯手法，筆者也將分析相

關的片段。蒙太奇，源自法語，指一個物體或建築被組裝、建構起來。用於影視

產業中，指的是剪接手法，內容包含音樂與畫面的搭配、不同鏡頭的組接，畫面

的轉換等。
4
可將沒有明確意義的片段連接，使鏡頭跳脫時間及空間的限制，達成

向觀眾傳達理念的目的。 

攝影的蒙太奇理論由謝爾蓋˙愛森斯坦提出，可分為五個基本種類：平行蒙

太奇、交叉蒙太奇、連續蒙太奇與表現蒙太奇，5而表現蒙太奇有四種不同形式。

筆者將分別討論電影中音效與畫面之處理，再分析《日麗》中蒙太奇的運用。 

 

(一) 音效與畫面之處理 

一部電影最基礎是由視覺與聽覺互相搭配而成。電影《日麗》中，有使用影

音分離的剪輯片段。J-Cut 剪輯手法為畫面改變，聲音卻繼續使用上一個場景的

音效。除了能使畫面轉場不會太過突兀，也能產生視覺與聽覺之間的對比，為觀

眾帶來深刻的感受。 

有一個深夜片段，父親站在陰暗的天台上抽菸，畫面中他在陰冷的黑暗裡搖

曳的身影，背景音卻是上個鏡頭中女兒熟睡的聲音。這種視覺與聽覺的衝突，創

造出一種強烈的對比感，使觀眾能感受到兩個角色之間在心境的落差和可能存在

 
4 Giannetti, Louis D 著，焦雄屏譯，《認識電影》 

台北，遠流出版社，2005 年 
5 劉晉章、洪瑞宙，〈從蒙太奇敘事觀點析論次文化心像攝影數位藝術研究〉，《國立虎尾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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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隔閡。卡倫在陰冷的黑暗中，獨自面對著自己的抑鬱，與此同時，蘇菲則享受

著床上的溫暖，安穩地沉睡。 

此外，電影也巧妙運用相似的音效將不同場景串聯在一起，以產生連貫感。

如，在片頭的早晨，觀眾聽到施工的敲擊聲，接著畫面轉移到父親幫女兒擦防曬

的場景，擦拭、拍打背部的聲音與施工聲產生重和，似乎預示著未來旅程的碰撞

和變動。緊接著畫面甚至出現了施工的畫面，或許這也代表著卡倫的心理狀態，

需要進行維修，即一種修復的施工。這樣的場景切換和音效的巧妙搭配，深化了

電影的情感層次，使觀眾和於主角的內心世界產生更多連接。 

 

(二) 基本攝影蒙太奇的使用 

電影中使用不少匹配剪接，即藉由相似的顏色、圖形等銜接兩個鏡頭，是一

種不同場景之間轉場方式，它也是一種平行蒙太奇敘事手法。平行蒙太奇，將不

同的時空間發生的劇情線，組合在連貫的片段當中。 

在度假中，父女倆經常在海邊和泳池邊度過美好時光，這兩個場景共同的主

題是水，因此整個電影畫面主色調是藍色的。在女兒提到想要嘗試高空跳傘後，

藍天和跳傘元素開始頻繁出現。有一個段落先拍攝藍天與正在跳傘的人們（圖

19），接著背景漸變，跳傘活動畫面未消失而是依舊出現，卻多浮現出泳池扶手

的倒影（圖 20），接著場景由藍天轉移到泳池，完成一次巧妙的場景轉換。然而，

螢幕內容並未停止改變，逐漸出現房子顛倒的映像，緊接著改變觀眾的視角，將

畫面剪輯到女兒的視角，展示出同為顛倒的父親及其周遭景物（圖 21）。上述這

些畫面使用相似的色彩和同為顛倒的物件方向，呈現一個具有寓意的段落。 

 
圖 19：藍天與高空跳傘活動 



） 

圖 20：高空跳傘在水上的倒影 

 

圖 21：女兒視角顛倒父親的周遭 

此外，電影也用到表現蒙太奇，即以鏡頭剪輯為基礎，使原本不具意義的單

一鏡頭，在剪輯後相互產生連接。有使用隱喻蒙太奇（見表 1-3），如：卡倫在電

影初是站在陽台地面，痛苦的擺盪彷彿隨時隨時將掉入深淵；但到電影中段，他

卻更大膽、逕直地站在陽台欄杆上，展開雙臂，好似在擁抱那一片藍色憂鬱（圖

22。而在踩扶欄上的前一個場景則是——長度約 20 秒的房門拉遠鏡頭。這樣的

攝影手法是有寓意的，此處 zoom out 攝影，暗示著房間裡的誰正遠離 501 號房

間。 

上述畫面經由剪輯後，畫面轉變成：藍天下站在陽台欄杆上的卡倫，象徵著

他正是上個鏡頭離開房間的人。渡假村建築的主色調是，溫暖的橘色調；卡倫擁

抱的蒼穹，則是冰冷的藍。前述兩個畫面藉由畫面的顏色，達到對比蒙太奇的效

果。暖橘，意味著活著、還流淌溫熱血液身體；蔚藍，代表著死亡、毫無生氣的

屍體。 

 

 

 

 



表 1：表現蒙太奇的種類6 

抒情 

蒙太奇 

說明敘事和描寫連慣性的同時，表現超越劇情之上的思想和情感。

將重要的事件分解成系列，如：近景或特寫、從不同的側面和角度

捕捉與渲染事物的特徵。 

心理 

蒙太奇 

透過畫面鏡頭組接或聲畫有機結合，形象生動地展示出人物的內心

世界，常用表現人物的夢境、回憶、閃念、幻覺、遐想。 

隱喻 

蒙太奇 

透過場面的對應進行類比與隱喻之效果，以含蓄（內心戲方式呈 

現）而有形象的表達創作者的某種寓意。 

對比 

蒙太奇 

透過鏡頭或場景之間，在內容或 形式上強烈對比之比較，產生相互 

衝突的作用，以表達創作者的某種寓意或強化所表現的內容和思想。 

 

卡倫在欄杆上場景，其下一個畫面又再度進行場景轉換，變成藍天中的高空

跳傘（圖 23），再度表示卡倫想要跳下去的傾向，即具有尋死的念頭。此外，有

一個片段是蘇菲對著鏡頭進行轉述，她提到爸爸沒有潛水證照卻參與水上活動。

她相信父親會安全歸來的，並以拉近大海海面作為結束，背景音是蘇菲重複多次

的「拜拜」（圖 24），彷彿在對父親告別。此段落亦使用隱喻蒙太奇，暗指卡倫的

未來。 

 

圖 22：卡倫站在陽台桿子上 

 

 
6 張健（2002）。影視藝術導論。台北：五南圖書，PP177-181。 



 

圖 23：高空彈跳畫面 

 

圖 24：女兒攝影機對著海洋道別 

上述畫面並沒有直接揭示當時發生的事，而是透過相近的色彩將數個畫面連

接。廣闊的蔚藍天際與浩瀚的大海，充斥著整個畫面的藍色調，讓觀眾在劇情推

展外，也能深刻感受到一種抑鬱的氛圍。蒼穹與蒼海，宛如天空無邊無際的惆悵

感，如同汪洋般滔滔不絕的憂傷情感，正是卡倫試圖隱藏的內心世界。 

透過巧妙的剪輯，這些畫面皆隱喻卡倫當時的心境：欲輕生的念頭。女兒反

覆對著大海道別、拉遠房間的鏡頭，綜合卡倫走入海中消失的長鏡頭，他極可能

在旅途間，或結束後就死亡了。肉體的離開亦表示他終於能永久的卸下偽裝的虛

表。卡倫寧願結束生命，也不願再壓抑自我的苟延殘喘，痛苦的活著只為假裝所

謂的正常。這些不同鏡頭、畫面，透過別具巧思的蒙太奇手法，呈現卡倫的抑鬱

與求死的心。 

 

(三) 多重攝影蒙太奇手法 

《日麗》穿插許多黑暗中使用頻閃燈的鏡頭，這些畫面幾乎貫穿在整部電影

中。與主線假期回顧形成鮮明對比，假期畫面多是藍色系或暖色調，而頻閃畫面

則是黑白色調。不僅在顏色上存在差異，畫面內容也與假期關聯不深。這些鏡頭

的場景是在舞廳，起初可以看到畫面中的卡倫在夜總會的舞池盡情的跳舞。在黑



暗中狂歡，彷彿只有在夜晚、陰暗處，他才能真實的跟隨自我，從事內心渴望的

事物。導演並未直接將該片段流暢的剪輯，而是以逐幀、照片式的畫面在電影中

反覆、迅速地多次呈現，運用到重複蒙太奇的手法，反覆出現一定意義的鏡頭，

以敘述特定情節。 

之後成年蘇菲也出現在舞廳，試圖引起卡倫的目光，卻一直未能成功，象徵

著他們身處於不同時空，兩者是平行的存在。然而，後來蘇菲走近父親，她痛苦

的擁抱了父親，將現在和過去兩個時空交織在一起。接著，她卻推開卡倫，或許

是知道真實的爸爸後，一時間難以接受。而卡倫則往黑暗跑去，想要繼續逃避女

兒，但後來蘇菲還是選擇擁抱她深愛的父親，去接納爸爸的一切。(圖 25)這個片

段使用了表現蒙太奇的分支：隱喻蒙太奇。(詳見表 1)女兒蘇菲擁抱了年輕的父

親，彷彿達成了和解。 

頻閃畫面再度強調女兒蘇菲對父親的記憶是片段且不完整的，正如同她在老

式錄影機裡看到的爸爸模糊彷彿帶著濾鏡。頻閃燈，高頻率的運作，且光線並未

直接打在人物上，限制觀眾的視覺，也使我們提高注意力以便看清畫面。此段落

也使用了心理蒙太奇(詳見表 1)，不僅描繪蘇菲的記憶，更是她的想像或夢境，

這點可以從兩個不同時間段的父女擁抱的情境可知這個場景為虛幻的。 

 

圖 25：父女在黑暗中擁抱 

在電影結尾，第三視角鏡頭拍攝送完小蘇菲的父親將攝影機關閉，轉身走向

走廊盡頭的門，推開門後能看見裡面是黑暗的並伴隨閃現光線，忽暗忽明。這象

徵著卡倫整個人生是黑白、壓抑而無色彩的，同時也意味著他以更加清晰地型態

回到蘇菲的記憶中，門的關閉更象徵記憶的封存。 

 

 

 

 

 

 



四、 結論 

電影《日麗》由大量靜止長鏡頭、特殊剪輯手法構成。劇情上，並未詳盡的

交代每個發生的事情，沒有明確的台詞、劇情提及父親卡倫掙扎的內心，但觀眾

卻能隱約感受到不對勁。父親抑鬱的形象建立，僅僅透過這些拍攝與剪輯方法營

造。此外，蘇菲當時使用的錄影機畫面則是模糊的，揭示著年幼的她未能看清父

親的情緒與行為；而本文討論憂鬱、陰暗的畫面，多來自導演呈現的第三視角，

畫面很清晰，象徵著女兒對於父親的記憶逐漸清晰。 

不動的長鏡頭使觀眾聚焦在該畫面中，卡倫在深夜裡做出的行為，像是在凌

晨時欲把自己埋在床裡等，表示他陰暗的心靈狀態；不直接拍攝與女兒相處的卡

倫本身，而是透過他在鏡中、螢幕與水面等倒映，揭開卡倫扼殺真實的自我以虛

假形像示人的狀況，這些非直拍、有距離的鏡頭，暗指真實的他並未直接在女兒

面前呈現。而部分父女同框的長鏡頭對比的背景構成，與二人截然不同的人生境

遇的呈現；卡倫因當時風氣需要壓抑自我，蘇菲則是跟著時代浪潮能夠做自己，

不需要隱藏。此外，電影的剪輯，以巧妙的剪接手法，取代直白的敘述卡倫的輕

生念頭。透過海洋、天空的畫面，呈現的藍色調讓觀眾共感憂愁外，更藉由畫面

編排隱喻父親結束生命的念頭以及行為。 

從本文的解析可以更加理解導演的鏡頭語言，得知《日麗》如何在沒有明述

父親抑鬱的劇情下，透過拍攝方式與剪輯適當地留白，使觀眾能夠透過每一幀畫

面，一點一滴地透析角色的內心。電影使用長鏡頭的片段，除了父親卡倫的動作

外，鏡頭語言更敘述著他被心理負擔壓抑的動彈不得之狀況。在電影中，畫面的

呈現也極具巧思。色彩上，透過汪洋與藍天，營造憂傷的氛圍。拍攝上，以有距

離的鏡頭，暗指父女心靈上的鴻溝。整部電影藉由畫面的背景構成以及攝影方式

等，以隱晦、別具心思的手法形塑出一名憂鬱父親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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