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萬公里的約定 － 越不可能實現，越要堅持 

 

近年來國片陸續推出以運動作為勵志的作品，例如《KANO》（棒球）、《翻

滾吧！阿信》（體操）、《志氣》（拔河）、《破風》（單車），除了電影本身要傳達「立

志」的概念外，有些劇情還加入了友情、親情和愛情等因素，讓整部片不是只有

呼口號式的熱血，更添加電影整體的可看性。 

 

首先是電影名字，《一萬公里的約定》（以下簡

稱《約定》）的「約定」二字其實用得很巧妙，除

了是片中男主角小崇答應女主角以晴的約定以

外，也和前面代表運動的「一萬公里」相呼應，

都是必須咬牙堅持下去才可能達成的目標；有趣

的是，它也是劇中小崇和未成名歌手的一個相知

相惜的約定。不免俗的，《約定》同樣加入了親

情與愛情的元素，但或許有太多內容需要呈現，

受限時間限制，許多地方僅是點到為止，讓人有

種片段式的接收劇情，容易在當下感受到情緒的

時候忽然被打斷，甚至有一種「怎麼突然換幕了」或「這一段很突兀」的感覺。 

 

精彩但看似未完整呈現的故事 

 再談到內容，《約定》試著結

合運動、親情與愛情，但反而把

大部分的比重放在「比賽」，將重

要的三元素分散掉了。訓練的辛

苦和堅持才是觀眾想看到的勵志，

至少一開始提到的四部作品都有

強調這部份，《約定》甚至連參加

比賽過程的辛苦和心路歷程都未呈現，實為可惜。親情方面，龍劭華真的是硬底

子演員，畫面少但每個鏡頭都完美到位，王大陸飾演哥哥表現不俗，但從女友懷

孕之後的劇情反而交待不清，後期甚至可有可無，不然依照故事設定及人物特徵，

這角色不亞於今年金馬獎獲得最佳男配角林柏宏（六弄咖啡館）的重要性。 



 男女主角看似日久生情，剛開始像是小崇年紀輕情竇初開，而以晴像是將對

弟弟的思念移情到小崇身上，例如一樣是瘋子或者紅色跑鞋。況且若以晴一開始

就發現自己喜歡小崇，後面交往和結婚必要性就顯得薄弱，更別說只是不忍小崇

放棄自己夢想而出錢讓他跑超馬，卻又迸出一句「我不是把你當弟弟」這麼摸不

著頭緒的話；未婚夫的出現也顯得突兀，像是僅為了出來說明以晴疤痕跟病情的

由來而已，更讓為什麼兩人要結婚百思不得其解。或許前面有一些以晴的際遇和

轉變是可以稍微琢磨的，亦或是為什麼突然交往甚至急著結婚這件事。 

 

 劇情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也是容易出戲的點。例如小崇是因為訓練過度而造

成脛骨斷裂，一般有教練帶領的選手是不太可能會有「訓練過度」這件事情；而

沒有跑過超馬的小崇竟然有辦法在美

國賽得獎（不管是準備工作或危機處

理），雖說後面有用積分說明，中間部

份依舊沒有交待清楚。某部份原因為

了號招募款而跑，幼兒園卻是收到裝

滿紙鈔的信封而不是匯款，乍看顯得

這幕太過刻意。 

 

平凡卻又真實的逐夢 

與其說《約定》是部勵志片，我更覺得這是一部平實的逐夢片。跳脫出角色

框架，或許我們喜歡繪畫、寫作、音樂、運動，也曾冀望成為藝術家、作家、歌

手或職業運動員，卻往往迫於現實考量、內心掙扎而放棄，是否曾像小崇一樣能

夠大聲的說「我不做什麼會死」這樣的決心呢？而如果我們沒自信地羞於講出自

己的夢想，又怎麼會有人願意肯定我們，支持我們呢？就像鈴木一朗小學六年級

時寫的作文「我的夢想」中，立志要成為一位一流的職業棒球選手一樣的霸氣。 

 

 或許也因為太生活化了，沒有一般商業片誇大的表現及特效，這類勵志的劇

情在市場上比較難深植人心與吸引票房。 



成功之前總是會有失敗跟放棄 

在逐夢這條路上，我們可能也會遇到導師（以晴、歐教練）、貴人（雜貨店

老闆娘）、知己（未成名歌手）、支持者（阿軒，時常點醒你，叫你不要放棄的人），

也會遇到失敗挫折（台北賽失敗）、放棄（迫於現實而開計程車）；但心中的那個

夢卻往往會因為一句話、一本書、一個貴人或一個契機重新點燃深藏已久的熱情。

於是我們知道，原來我們一直沒有忘記那個初衷，只要任何一點機會都值得盡全

力去嘗試，而且從現在開始都不會太遲，「Never try ,never know.」。 

 

細膩的人物刻劃 

主角個性鮮明也是本片很大的亮點。從小崇不想被叫小學生和堅持想跑步證

明自己，都是一種因為內心自卑而外顯的表現，也因為自我堅持和單純的熱情，

讓跑步不再只是為了證明什麼而做的行動，最後找出一個具有價值的意義。同樣

是運動員的以晴，對小崇一方面像是教練般疼惜自己的選手，也把對於同是瘋子

的弟弟的思念轉移到他身上，內心也渴望著能夠繼續跑步與被拯救（身體痛苦與

心靈陰影）。阿軒雖然表現出很討厭弟弟的樣子，內心卻是用盡全力幫助他珍惜

的人，例如鋌而走險的養妻兒和用自己的方式激勵失意的弟弟。 

 

另一個重點是人物互動。以晴和小崇若有似無的曖昧，期許他不要因為她的

過世放棄跑步，要像搭時光機一樣的記得她，阿軒對小崇的兄弟情誼，父親看到

兒子獲得世界冠軍後表現的悸動，歐教練和小崇找到金援後真情的擁抱，未成名

歌手和小崇在計程車上的互動及心情轉變（分別提到自己夢想時的驕傲與自信），

這些細節都考驗導演編導的功力。 



這邊還是要把阿軒和小崇特別拉出來講。和以晴不同的是，對於小崇放棄夢

想時，以晴是用小崇說過的話反過來提醒，而阿軒卻是像先嘲笑小崇現在的無助，

再狠狠反諷宛如放棄夢想的自己般的心境，就是要讓小崇不要像現在的自己一樣

（這點就不用當跟屁蟲了）。這其中有點「兄代父職」的意謂，過去得到跳遠冠

軍落得還是開計程車討生活的父親，阿軒除了要小崇不要輕易放棄夢想以外，更

希望小崇不要像他一樣不得已向現實低頭，知道「追夢也要有本錢」的阿軒更希

望無條件資助小崇的夢想；而感受

到阿軒心意的小崇在美國賽中也問

了對手「I have a brother. He’s 

like you. The old you, I mean. 

How do I change him?」，一些互

動都不難看出兄弟之間深厚的友愛

及憐惜。 

 

最後比較像是走了父親的路一樣，比起「獎金是為了上大學」的小崇來說，

同樣是得到目的，阿軒最後仍迫於現實而浪費了比弟弟優秀的才能跟資質。 

 

令人激賞的運鏡與配樂 

《約定》在台灣金瓜石開拍，並橫跨亞洲、美洲、中亞及絲路等地實景拍攝

極地美景，單一風景的停留時間雖短，仍可以看導演對於運鏡的技巧；在特定劇

情所搭配的配樂更是令人讚賞，有種「光聽配樂就可以浮現畫面」的震撼。 

 

必看本片的理由 

《約定》是根據林義傑精神所拍出的一部電影，最主要傳達「No pain , no 

story.」的概念。日本《生活手帖》總編輯松浦彌太郎說過：「成功的相反不是失

敗， 而是什麼都不做。」往夢想這條路上或許會因為想太多而裹足不前，或者

是遭遇許挫折而感到灰心，就跑吧！像小崇一樣熱愛痛苦，大聲告訴自己「不逐

夢才會死」的堅定，或許看完《約定》後，也可以跟自己有個約定，讓未來的你

可以驕傲的在終點面前等著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