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得以前國文課有提到 ....



「今天很高興來到這裡 .... 」
是最差的演講開場



所以我決定，換一個 opening



當然不會用下面的內容當成簡報開場

演講大綱

 自我介紹

 誠徵女友

 工作上使用的自由軟體

 工作上所觀察到的現象

 人們對於真相之追求

 資訊扭曲 ...



而且今天他又沒來 ....



再說明天又是世界末日了！



我決定要直接從大家看了最高興的一頁開始 !



Q&A



謝謝各位的聆聽



請按一下滑鼠按鈕，結束放映簡報 ....



影像勞工的觀察雜談

報告者：徐志緯



自我介紹

 職業影像剪輯師

 Ubuntu-tw 行政管理員

 教育部 ezgo 作業系統開發成員

 Play Music 專欄作家

 今年才剛畢業的朝貴老師的碩士班學生



身為職業影像剪輯師

 興趣是把影視片段剪接來表
達自己的心聲。



當朋友們都偷偷跑去墾丁留下我時

 我剪了一支影片。



當我認識多年的學弟要去當兵時

 我又剪了一支影片。



當我看到台灣電視節目的亂象時

 我還剪了一支影片。



當我對於政府的某些行為不爽時

 我當然剪了一支影片。

 (同樣的投影片樣式用
了四張只要改文字就好
的感覺真過癮。 )



  在充滿了影視分享平台的現代，影片
可以幫助你向許多人表達你的心聲。



身為 Ubuntu-tw 和 ezgo 的成員
我會在工作上盡量使用自由軟體



突擊檢 ！何謂自由軟體？查
回答的出來我叫老師加分！



工作文書上我使用 Openoffice
這份簡報就是 openoffice 做出來的！



偶而用個 Fotowall 來製作封面



一個婆婆媽媽歌唱會的活動影片



一般婆婆媽媽出現時



一般婆婆媽媽的 DVD選單背景



活動中唯一的女大學生出現時



女大學生的 DVD 選單背景



偷懶的時候可以用 ffDiaporama



製作 DVD 選單用 DVD styler



製作罐頭動畫時用 openshot



不過，這次演講並非要講那些東西怎麼用



當我進入這行業一段時間之
後，我觀察到了三個現象



一、影像剪輯
就是資訊扭曲



現在的社會，幾乎只要是媒體經手的
資訊，都會遭到一定程度的扭曲

(Selective Distortion)



我曾經幫助過某河川局製作影片

 其中有一個里長接受
訪問的片段 ....



新聞媒體已不再
據實以報，而是
不斷進行斷章取
義或是扭曲焦點



謝震武在節目上公開發飆



沒禮貌事件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55pKaI7CC8


15K事件

http://newtalk.tw/news_read.php?oid=31883
http://newtalk.tw/news_read.php?oid=31883


現場情況卻不是報導敘述的樣子



不過新頭殼有出來道歉，算是很負責了

https://www.facebook.com/Newtalk.Page/posts/538463889516347


二、許多人不想看真相



頂尖對決結局有一段話

Now you're looking for the secret. But 
you won't find it because of course, 
you're not really looking. You don't 
really want to work it out. You want to 
be fooled.



許多人並不想知道真相，只想知道他
想知道的事情而已。



偷偷舉個例子
他曾經興高采烈的貼了一個文章....

http://techorange.com/2011/07/29/study-proves-that-ie-users-are-dumber-than-those-who-use-opera-and-chrome%EF%BC%9F/
http://techorange.com/2011/07/29/study-proves-that-ie-users-are-dumber-than-those-who-use-opera-and-chrome%EF%BC%9F/


結果真相卻是....

http://blackjack.blog.ithome.com.tw/post/110/120881
http://blackjack.blog.ithome.com.tw/post/110/120881


換個例子，很多人都討厭韓國



在巴哈姆特，甚至有人做了記錄

http://home.gamer.com.tw/creationDetail.php?sn=1390774


但是，那些都是真相嗎？



韓國廳長盃少棒賽「禁賽」事件
一般人看到的是這樣的報導

http://www.nownews.com/2006/08/22/341-1981358.htm


但是台灣維基棒球館講的卻不一樣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9%9F%93%E5%9C%8B%E5%BB%B3%E9%95%B7%E7%9B%83%E5%B0%91%E6%A3%92%E8%B3%BD%E3%80%8C%E7%A6%81%E8%B3%BD%E3%80%8D%E4%BA%8B%E4%BB%B6


有人說，韓國禁止台灣戲劇

http://tentsai3000.pixnet.net/blog/post/84252470-%E9%9F%93%E5%9C%8B%E6%94%BF%E5%BA%9C%E8%A6%8F%E5%AE%9A%E9%9B%BB%E8%A6%96%E8%B7%9F%E5%BB%A3%E6%92%AD%E6%98%AF%E7%A6%81%E6%AD%A2%E6%92%A5%E6%94%BE%E5%8F%B0%E7%81%A3%E7%9A%84%E7%AF%80


不過很快的就被證實為錯誤

http://polabearlian.pixnet.net/blog/post/35941671-%E9%97%9C%E6%96%BC%E7%B6%B2%E8%B7%AF%E4%B8%8A%E4%B8%80%E7%AF%87%E9%9F%93%E5%9C%8B%E7%A6%81%E6%AD%A2%E6%92%AD%E6%94%BE%E5%8F%B0%E7%81%A3%E7%AF%80%E7%9B%AE%E7%9A%84%E6%96%87%E7%AB%A0


真相似乎不再這麼重要，熱門的永遠
是錯誤資訊，事後就算有人指出錯誤
也無濟於事了。

案例一 案例二

http://home.gamer.com.tw/creationDetail.php?sn=1390774
http://mypaper.pchome.com.tw/168vn/post/1322075906


三、許多公家單位
並不注重智財權



政府經常宣導智慧財產權



但是他們真的都很遵守嗎？





我負責製作得獎作品 DVD 的時候，
發現了一件事情 ....



「給我保護令」和「攜手傳愛反家
暴」和「守護」的歌用的是一樣的 !



而且那些歌我也用過！



原來事情的真相是這樣 ....



除此之外，連活動開幕的歌都 ...



不禁讓我懷疑，這些真的都經過授權
使用的嗎？





上面說了這 多，其實有三件事情想麼
要提醒大家



不要盡信他人
影像剪輯就是資訊扭曲 (Selective Distortion)





不要盲目崇流
永遠搞清楚你在幹嘛



要會獨立思考
大人定下的制度不一定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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