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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 黑 衣，一 臉 帥 氣，來 自 馬 來 西 亞 的 柯 汶

利，來臺就學後即愛上這塊土地，決定留下

來發展。由於對戲劇的熱忱，以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研究生身分製作首部短片「自由人」，拿下國產短

片 4 座金鐘獎，也代表臺灣入圍奧斯卡金像獎「最

佳實境短片獎」前 10 名。今年內政部移民署核發永

久居留「梅花卡」，更是對他的專業予以肯定，盼

望他能持續為臺灣藝文產業發光發熱。

  啟蒙之地—臺灣
「當我第一次抵臺時，飛機緩緩降下，我就聞到

人文的味道，望眼而去不是井然有序的高樓大廈，而

是傳統老屋與新建大樓相互交織，這讓我印象深

刻，原來這就是臺灣啊！」柯汶利憶起初次抵臺的

心情，臺灣給他的印象是個充滿人文氣息的城市，從

市區到村莊都看得到這片土地成長的軌跡。

抱著對戲劇的熱忱，柯汶利從中學開始就加入

戲劇社團，從跑龍套演員做起，把握任何演出的機

會，一路當上了劇作導演，盼望著有那麼一天能成

為優秀的電影導演。高中畢業後，沒有繼續升學，他

選擇在業界闖盪，待過舞臺劇團也做過廣告商業製本署於去（106）年核發永久居留「梅花卡」予柯汶利。

文 / 臺北市服務站科員 朱瑋苓    圖 / 柯汶利、臺北市服務站科員 朱瑋苓

為臺勇闖奧斯卡
— 馬來西亞華人導演的貢獻

柯汶利製作的短片「自由人」拿下國產短片 4座金鐘獎，也代表臺灣入圍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實境短片獎」前 10名，圖
為其工作時認真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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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公 司。柯 汶 利 笑 說「因 為 做 廣 告 導 演 最 能 兼 顧

理想與現實，可以做喜歡的事又有麵包可以吃。」

然而他心中仍惦記著那未完成的大學學業。為了賺

取出國留學的費用，他到銀行上班當業務員，短短

幾年的勤奮努力累積了幾百萬臺幣存款，在金融業

的發展也相當順遂。他對夢想的執著，給予他勇氣

捨棄月入幾十萬的工作，隻身來臺完成留學的夢

想。「我 很 清 楚，出 國 念 書 會 放 棄 賺 很 多 錢 的 機

會，但是當初投入銀行工作就是為了賺取學費啊！」

問及為何選擇臺灣？柯汶利說：「當初投了香

港、北京以及臺灣等多所大學，結果最先收到臺灣

的錄取通知，就直接選擇來臺灣了」。

  抓住任何成長學習的機會
柯汶利讀世新大學時雙主修公廣學系及口語傳播

學系，除了課堂間的作業外，他還經常利用課餘時

間與同學一起製片練習，大學畢業後即順利錄取臺

北藝術大學研究所。得獎短片「自由人」即是畢業

門檻之作。

「自由人」是一部以「臺灣最年輕死刑犯」真

實故事為主軸的短片，敘述十八歲原住民湯英伸離

鄉背井到臺北謀生，卻因遭受職場上的欺壓而犯下

殺 人 罪，最 後 被 判 死 刑。然 而 與 真 實 故 事 不 一 樣

的是，在短片的結尾柯汶利給了主角一次出獄的機

會，想帶給觀眾不一樣視角—如果可以再重新活

一次，會是什麼樣的人生呢 ?

同是異鄉人在外打拼的心情，當柯汶利接觸到

湯英伸的故事，他很有感觸的說：「在外打拼一定

要非常拚非常努力，就是希望成功後能夠將成就帶

回去跟家人分享，所以很能體會劇中主角湯英伸

為了生活努力打拼，卻處處遭遇為難而衝動犯下 

殺人罪的心情。」對柯汶利而言，身處異鄉一直是 

往前的動力，更是刺激創作的源頭。

拍片之餘，柯汶利也曾做過寵物平面攝影。「當

我代表臺灣領完獎項的隔日，仍要繼續完成客人寵

物攝影的案子，所以當天在戶外又蹲又跑進行拍攝

工作時，客人很驚訝的問道，你不是入圍奧斯卡獎

項的導演嗎 ?」他笑說導演這個工作讓他能夠蹲得 

低，而拍攝寵物則是培養耐性的工作，把東西拍到

最好，才有下一次的機會。

  戲劇開啟輔導天地
柯汶利在 97 年至 100 年間多次擔任志工，如戲

劇班老師。他憶起當年在西門町夢想之家輔導中輟

生的經驗，當時的他嘗試從各種活動中陪伴孩子長

大。他表示學生通常來自較為弱勢的家庭，藉由舞

臺劇的教導過程能與學生培養感情，而且他們這個

年齡的小孩更需要有大哥哥大姊姊的陪伴，才有榜

樣可以學習。他表示在服務過程曾聽聞一則令人遺

憾的故事，有一位小朋友來到夢想之家又再次離開

後，不久就聽聞自殺的消息。柯汶利改編這則故事

並帶著孩子們到偏鄉展演舞臺劇，然而劇本的結局

不再是自殺。他認為人生總是有出口，即使生活中

有許多不愉快的事，希望最終還是存在。他說：「我

希望透過角色的演出讓觀眾覺得凡事都還有希望。」

柯汶利認為有機會利用自己的專業貢獻社會是上

帝的恩賜。因此在教導孩子演戲外，他帶領孩子們

前往偏鄉表演舞臺劇，藉由每次表演的機會服務別

人。他希望這群小孩除了接受別人的關懷外，也懂

得在付出中成長。「施比受更為有福，這也是為什

柯汶利曾做過寵物平面攝影。

柯汶利總是用心思考每場戲的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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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拍片之餘，我也喜歡當志工，可以借重自己的一

點點專業服務別人，但其實收穫更大的卻是自己。」

柯汶利笑說。

  體驗臺馬兩地文化差異
來臺多年後，改變了許多習慣，最明顯的差異

就是說中文的口音，他說：「幾年後回國與朋友相

聚時，經常被朋友虧說在拍偶像劇啊，講話這麼正

經」，而過去覺得臺灣飲食口味偏淡，現在的他竟

覺得曾經深愛的珍奶好像太甜了。

問及在臺灣生活與馬來西亞有何不同？他表示除

了健保非常實用外，臺灣對待外國人也相當友善：

「有時候在公園看到印尼看護工聚集聊天時，她們

都推著輪椅，輪椅上的老人個個神情呆滯，但看護

工們的表情都相當開心，這樣愉悅的氣氛與輪椅上

老人的神情形成反差，在馬來西亞是看不到的。」

他表示臺灣對待移工的方式相較於馬來西亞更人性

化，在臺灣移工可以擁有手機以及出外與朋友聚會

等等，而馬來西亞在管理外國人事務上則較為嚴格。

  千里馬等待伯樂
柯汶利在臺灣已居住超過十年，時常感受到臺灣

人的溫暖，他認為臺灣是個充滿包容力的國家，居

住在這裡相當幸福。此外因為在臺灣受教育，所有

的拍攝資源都在這，所以畢業後隨即留在臺灣扎

根。他說：「雖然藝術無國界，哪裡有好的故事就

往哪裡走，然而臺灣是個很好的起跑點，梅花卡更

是臺灣對我專業上的認同。」

柯汶利喜歡寫實與創造的結合，他從社會案件中

總能得到許多衝擊，並從中挖掘更多的靈感，親身

投入關懷弱勢家庭的經驗，更讓他有機會體會不一

樣的人生。他表示進入他人的世界，是做電影最大

的樂趣與理想，也是自己成長的機會，每個故事的

背後都有值得探究的人性，他說：「如果能拍得越

在地化，其實才更具國際化」希望能夠將臺灣的故

事讓更多不同世界的人看到。柯汶利認為國際化本

身不取決於故事內容，而是將在地化的故事題材，以

國際社會都能有共鳴的方式來呈現。像短片「自由

人」描述的雖然是臺灣的故事，卻能取得國際的認

同，更讓他獲得波蘭影展最佳導演獎。「竟然連波

蘭，歐洲國家也看得懂這部以臺灣社會案件為內容

的短片！」對柯汶利而言，短片「自由人」是個實

驗，讓他體認到導演說故事的敘事方式才是製作電

影的根本。而即將於 108 年上映的國片場電影「默

殺」於 2 年 前 獲 金 馬 創 投 百 萬 後 製 獎，同 樣 取 材

自臺灣十幾年前的社會案件，主要探討人性陰暗面 

的題材。

臺灣的影視市場小，但柯汶利秉持著對拍攝的熱

忱，選擇留在臺灣慢慢耕耘。他認為雖然電影工業

在臺灣一切都是手工製、客製化，不像好萊塢有製

片商、製片廠，經費來源也較為充裕，但這樣的環

境對新人來講反而是充滿機會的，因為你的才華容

易被看見。

談及未來，柯汶利因曾有目睹海嘯的經驗，所

以未來打算以南海大海嘯為名，規劃作品的拍攝

主題，他希望有天能將他在臺灣所經營的資源及 

攝影團隊一起帶到馬來西亞拍片。

此 外，由 於 目 前 的 文 化 補 助 多 是 限 制 國 人 身

分，對他而言製作過程就相對辛苦些，因此他期待

梅花卡的身分能夠為像他這樣代表臺灣的導演， 

得到更多影視產業的補助，讓他繼續在影視產業上

盡力發揮，追求卓越。而我們衷心期盼，臺灣所孕

育出來的人才，將來不只是南向進入東南亞，有一

天，會再前進全球市場。

本署同仁朱瑋苓（左）至柯汶利（右）工作室內採訪後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