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勻弦是捏麵工藝師第二代，她將捏麵技藝結合停格動畫，

勇奪金馬獎最佳動畫短片。

黃勻弦的第二部動畫短片《當一個人》獲金馬獎最佳動畫短

片獎，以及台北電影節最佳動畫短片獎與最佳美術設計獎。

黃勻弦（左）和大學同學唐治中（右）成立工作室，以捏麵

人技藝拍攝動畫。資料照片

黃勻弦運用從小就學會的捏麵人手法，自創角色人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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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黃勻弦位於新北市新店區的工作室，一眼就看到櫃子上
閃閃發亮的金馬獎獎座，獎座旁邊的就是得到最佳動畫短片
《當一個人》的媽祖大型捏麵人偶。整個工作室滿滿的大小
捏麵人偶和場景道具，只剩下一條小通道可以通過，我們拿
著攝影器材走進去都要很小心，深怕碰壞這些栩栩如生的人
偶。

黃勻弦是一位停格動畫導演，也是全世界唯一用捏麵人技法
製作停格動畫的人。為什麼是捏麵人技法呢？這要從黃勻弦
的家庭談起。
「我父親是彰化傳統捏麵工藝師，從我小時候開始，每年過
年時，全家五口都會到彰化伸港福安宮前擺攤賣捏麵人。」
那時黃勻弦才6歲，兄妹三人從父親手上學習捏麵人的基本技
巧後，就必須跟著父親去擺攤製作捏麵人販賣，從6歲到大
二，每年大年初一到年初五，黃勻弦一家人幾乎都在廟前度
過，「我們從來都沒有在過年守歲，因為年初一一早就要去
廟前佔位置，根本不知道什麼是過年」。
因為福安宮距離海邊不到2公里，冬天冰冷的海風常吹得黃勻
弦暈頭轉向，加上氣溫低、麵團就會硬，一變硬就難捏，
「當時我年紀還小，手沒力，就覺得麵團好冷、好冰，感覺
自己就像是賣火柴的小女孩。」後來他們把攤位盡量選在燒
金紙的香爐旁邊，這樣可以依靠著取暖。
大過年擺攤雖然可以賺到比較多錢，但對黃勻弦卻是五味雜
陳。「別的小朋友穿著新衣、拿著紅包來消費，我們卻是為
了生計要拚命做捏麵人賣錢。」所以當她的同學覺得捏麵人
很有趣時，黃勻弦可是一點都不這麼想。
她記得姊姊曾告訴她，一定要努力念書，這樣以後就不用出
來擺攤。不過黃勻弦的父親教孩子學習捏麵技藝也是用心良
苦。「父親充分了解要靠捏麵人為生是很難的，他只是希望
我們可以備而不用，若有一天真的需要時，有一技在身，不
會沒飯吃 」。
獨特藏在細節裡 純手工戲偶有「人味」

黃勻弦大約國中的時候，捏麵人逐漸沒落，大二時他們開了
家庭會議，一家人決定隔年過年就不要再去擺攤了。誰知到

了隔年，全家完全不知道過年要做什麼，「是吃零食嗎？看電視節目嗎？還是去拜訪親友？因為我完全沒有過過年
啊！」沒有擺攤的年節讓她感到很無聊，當時還問父親，要不要明年再回去擺攤好了。現在談起這件事，黃勻弦還是
覺得好笑。
黃家三兄妹陸續大學畢業後，都沒有接手父親的傳統捏麵人事業。姊姊去當國文老師，哥哥是觸碰面板工程師，黃勻
弦則在遊戲公司擔任美術設計。
在遊戲公司工作一年後，有一天黃勻弦的哥哥去找她，兩人聊著工作，「哥哥認為做觸碰面板好像誰都可以做，但會
做捏麵人的比較少。」她說，哥哥當時希望趁著年輕，可以利用捏麵這項傳統技術來做點什麼事。「我那時想，反正
也才工作一年，應該可以試試看，大不了就再回去工作而已。」就這樣黃勻弦決定放手一搏，和哥哥一起創業。
2006年當時台灣流行創意市集，兄妹倆開始跑創意市集，運用從小就學會的捏麵人技術，除了個人化公仔，也自創角
色人偶，只要有創意市集的地方就會有他們，規模越做越大後，從戶外的創意市集進到室內的百貨設櫃，台中中友百
貨、台北京站甚至信義誠品都有設櫃。
辛苦創業不到2年，偏偏遇上2008年金融海嘯，扣掉櫃位租金與人事成本後，根本沒有賺到錢，只好收場。
黃勻弦跟哥哥拆夥後，哥哥繼續留在中部跑創意市集，她到台北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對於創業失敗，樂觀的黃勻弦
並不以為意，這可能跟她從小到處擺攤做生意有關，她從不認為一個工作可以做到底，挫折反而可以讓她思考自己到
底適合做什麼，要不要再轉回老本行。
因為大學念的是視覺傳達系，黃勻弦在2009年與大學同學唐治中一起成立「旋轉犀牛原創設計工作室」，她笑說其實
一開始只是因為接案子要開發票才成立。當時工作室什麼案子都接，所有的設計案，包括展場設計甚至繪本，都是業
務範圍。
2010年黃勻弦參加了「爭鮮迴轉壽司」的網路短片比賽，因為沒有限制影片格式，她決定用捏麵手法加上停格動畫來
呈現影片，「因為我畢業作品就是做停格動畫，所以對這不陌生。」黃勻弦自信地說。結果得到了首獎，也獲得爭鮮3
年合約。
「停格動畫的意思是指，1秒基本要拍12張照片，在連續播放後會有殘影錯視的效果，就會產生動畫的感覺，其實就是
最傳統的一種動畫方式。」而停格動畫非常仰賴動畫師的素質，每一個動作都要很精確，所以養成訓練很漫長，「以
我們工作室來說，大約10小時才產出7秒的停格動畫影片」。
傳統捏麵人的材質與黃勻弦的停格動畫所用的捏麵人材質有所不同，傳統捏麵人是麵粉加水然後去蒸熟，「所以以前
的捏麵人真的是有人拿來吃的，它真的是一種食品。」但傳統的捏麵人質地溫潤，保存不易，容易被蟲吃、會發霉，
所以停格動畫用的人偶材料是樹脂土，既不會被蟲吃也不易掉色，比較耐用，但不容易塑形，所以適應新材質還花了
一段好長的時間。



除了材質的差別，最大的不同點在於骨架，「傳統捏麵人只要塑形，捏完就完成。」但停格動畫的偶在製作前必須要
先看分鏡腳本，「我必須要知道這個偶需要做到哪些動作，跑？跳？拿重物？甚至頭髮需不需要飄動，都是考量重
點。」需要動作的戲偶就要在捏塑時加進骨架，也就是鋁線，如此才能讓它們看起來很自然，動作可以很順暢。
黃勻弦說，國外動畫的戲偶幾乎都是開模或是3D列印，看起來很完美，完美到像3D動畫，「但這就失去人味，我們依
舊是維持純手工，一捏一塑的用捏麵技法把偶給捏出來。而且我們偶的骨架是軟的，動作可以很軟Q，觀賞的效果上很
有超現實的趣味，就像在看早期迪士尼動畫一樣。」黃勻弦驕傲地說，「連國外的動畫導演都覺得我們的偶看起來很
特別，但又說不太上來，其實就是藏在這些細節裡。」
跟爭鮮合作網路短片3年後，黃勻弦心想這畢竟是做別人的東西，她真正想做的是自己原創的東西，於是就有了《巴
特》這部動畫短片的出現。沒想到黃勻弦第一部動畫短片一推出，就入圍第53屆金馬獎最佳動畫短片。
初試啼聲就有好成績的黃勻弦不以此為滿足。因為《巴特》這部短片，她得以參加很多國外影展，認識不少國內外導
演與製片，才了解自己要改進的東西太多了，為了補正《巴特》的缺點，她開始創作第二件作品，也就是拿到第55屆
金馬獎最佳動畫短片獎的《當一個人》。
《當一個人》的創作靈感來自於一些國外導演的建議。黃勻弦說，他們告訴她；「不要做我們的東西，要做你們自己
的東西。」這句話點醒了黃勻弦，她才意識到，原來她一點都不了解自己的土地，因此無法萃取菁華來與外國朋友交
流。所以她問外國朋友，覺得台灣什麼最有趣？當他們回答是廟宇時，《當一個人》的雛型就慢慢清晰了。
黃勻弦說，因為母親在彰化養老院當志工，讓她熟悉老人的生活，所以《當一個人》要描述的是如何用老人一天走過
的風景，來反映他的一生？其中就出現了老人身心依託的媽祖，而她要傳達的就是對生命的省思。
傳承要在好時機 把在地文化捏進動畫

《當一個人》也囊括台北電影節的最佳動畫短片獎與最佳美術設計獎，「比較特殊的是，台北電影節的美術設計獎是
真人電影跟動畫電影一起比的，得獎的時候我真的是高興得跳起來！」
黃勻弦的前兩部動畫短片《巴特》、《當一個人》得獎連連、好評不斷，她的第三部動畫片也是她的第一部長片《山
川壯麗》，即將在今年10月登場，特別的是這部片與「三川娛樂」跨界合作音樂的部分，還申請到了文化部流行音樂
跨界合作計劃；黃勻弦強調，這部片子最值得關注的就是音效與音樂，希望能在有限的資源上做出高品質的影音動
畫。
捏麵人是用手直接塑形，長年下來黃勻弦的手部常因為筋太緊扳不開，她說看醫生也沒用，只能充分休息。但儘管如
此，她還依舊堅持用捏麵技法來製作停格動畫，「除了要推廣捏麵這項傳統技藝之外，我覺得傳承要在好的時機，有
些東西是不能等的。」「身為捏麵工藝師第二代，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轉型？如何面對新的觀眾？」從6歲就學會的
傳統捏麵人，到現在轉型跨界的停格動畫，黃勻弦謙虛地說：「做到現在，實驗算是成功的。」
黃勻弦這2年常在跑國際影展，「台灣非常需要走出去，透過把台灣的文化、人文這些符碼再包裝之後，拿出去跟外國
人見面」，「以捏麵這種技術來代表台灣停格動畫，是非常有指標性和重要的一個示範，最重要的是可以讓全世界認
識台灣。」
「捏麵人這項傳統工藝或許在這時代已經不需要了，但它是不是有部分的精神可以和現代的東西接軌，讓更多人認識
呢？」這是黃勻弦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照片：黃勻弦提供
黃勻弦 38歲

★現職：動畫導演，捏麵工藝師第二代
★學歷：朝陽科技大學視覺傳達系
★家庭：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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