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職業運動員 

 (工作環境) 

職業運動員的工作很單純，就是參加比賽，活躍在設備良好、環境優美的運動場上，每場比賽 

都希望能有良好的表現;譬如職業棒球選手，他在綠草如茵的球場，生龍活虎般的出賽。接殺、觸殺

或封殺，這是防守中重要的任務，攻擊時必須能安打，最好是全壘打。如果因你均不慎漏接或暴傳而

使對方得分，你可能就會難過好幾天，甚至被教練指責，也可能被換下來坐冷板凳。 

   高爾夫球的比賽更令人心曠神怡，一大片風景怡人的草坪，打著小白球，若它隨著你的揮桿而跑

到洞口，那是多麼有成就感，眼看這球一進洞，人把獎金就可以入手，著實是相當誘人的一項職業;

可是當你心神不定、用力不當，一洞要好幾桿才能完成時，那失敗的感覺和懊惱的心情，也是不好受

的。 

所以，職業運動員的工作場所是運動場。或是設備良好的體育館，照講應該每人都相當愉快才 

對，可是由於他的任務是要「贏」，要有特殊優異的表現，因此承受了很大的壓力，絕非業餘運動員

所能想像的，在他每次出場比賽時，內心裡也許只有如何打敗對方的念頭，根本就沒有心情去領會球

場環境的美了。 

 

(工作時間與待遇) 

職業運動員的工作時間是很難計算的。例如籃球，也許是幾分鐘，也許今天根本就不要出場;再 

以高爾夫球或棒球來說，一場比賽一天也只有三、四小時而已，但是 比賽必是體力高度的發揮，其

與奮、刺激，或失誤、落敗的心情也許非一般工作所能比較的。但是訓練是辛苦的，一個優秀的運動

員。他要有良好的體能，和優良的 運動技術，他必須在教練的指導下，不分早晚地練習，有時做長

跑，有時要重量練習，有時要不停地反覆做技術訓練，即使汗流挾背、氣喘如牛，沒有教練的命令也 

不能停止練習，因此，肌肉拉傷等運動傷害就很難避免了。 

  職業運動員是令人羨慕的職業，可以運動又可以獲得優厚的薪水，以國內職業棒球選手來說，平

均一個月的薪水在九萬元左右，簽約加入球團時，軌可先拿到簽約金；如果表現良好又可論功行賞，

其他如全壘打王、打點王、盜壘王又有獎金。在日本、美國其薪水更高，所以優異的球員都希望到日

本去發展。 

  高爾夫或網球是個人的項目，沒有固定的薪水，其收入是靠參加各種比賽所得的名次獎金，有百

萬元的獎金，也有幾十萬或幾萬元不等，但是知名的高手每年收入就相當可觀了！總而言之，能在某

種運動當上職業運動員，其收入是相當可觀的，尤其是世界有名的選手，那簡直就是一位大公司總經

理級的收入，不過在成為職業選手前的辛苦歷程，也不是人人可以忍受的，他必須要做相當大的投資。 

 

(所需資源與條件) 

    職業運動員不需要學歷，只要能在該項運動出人頭地。就是大家爭搶的對象，沒有國界、也沒有

種族的限制;例如陳偉殷在日本職棒表現優異後，美國球團先後以優厚均待遇要他加入，而高爾夫球

或網球名手各國也爭相邀請參賽。在我國要成為一位高爾夫職業球員，必先經過測驗及格後，才能成

為職業委員會的會員，其測驗辦法為:「男子組 72洞成績要在 298桿以內，2.女子組 54洞成績要在

230桿以內，並經常務委員會資格審查合格者;但第一天 36洞，男子組超過 160桿，女子組超過 162

桿即予淘汰。 

  其他運動項目，只要你的運動技術高，球團教練願意聘你，即可簽約加入職業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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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漫畫家 

    漫畫，這兩個字似乎不必做什麼解釋，一提起漫畫，每個人都會往腦海裡浮現從兒時到成人各種

所喜歡的漫畫人物;從美國的 X戰警、加菲貓到忍者龜；從日本的航海王、黑執事、獵人；;這些都是

陪伴著我們成長、帶給我們歡笑的紙上人物。這就是漫畫。 

  漫畫家呢?則是創造這些漫畫人物的幕後英雄。 

  漫畫家，顧名思義是指以晝漫畫為其職業，適時地發表其作品，其收入則來自於稿費、版稅及其

漫畫人物的商標金。 

  依其漫畫性質小刊登發表媒體小表現方式之不同．大致可分為下列三類: 

1. 政治漫畫： 

此類漫畫多以單幅方式表現，刊登於報紙的焦點新聞小國際局勢版，或在政論雜誌上以專欄方

式出現;或譏嘲國內政策，或諷刺政冶人物。或凸顯國際現況。它多以熟練、誇張的線條取勝，

國內作者以 coco、魚夫、L.C.C﹒為代表。 

2. 幽默漫畫： 

此類漫畫以單幅小四格呈現居多，以擬卡通化之筆法，或將動物擬人化，成且一組固定角色出

現;多刊登於報紙的休閒版，或綜合性雜誌上。此類漫畫以某輕鬆討喜 的造型固定出現，最易

給人深刻的印象，故而常與卡片小玩具結合，最具開發副產品市場之可能性。國內作者如敖幼

祥、蕭言中及老瓊均頗具知名度。 

3. 連環漫畫： 

此類漫畫常以四頁至數十頁的方式，出現於兒童報紙小雜誌、或漫畫雜誌上。以細膩的筆法、

天馬行空的想像力、連續性的引人情節取勝，最具與其他媒體結合之可 能性。漫畫走紅後，

或拍成卡通，或成為真人演出的電影，有些甚至變成迷人的電玩遊戲。國內作者以鄭問、曾正

忠及游素蘭最受歡迎。 

  漫畫家之中，第一類作者以其洞察局勢之眼光，對政治的獨特觀察角度，儼然成為具代表性之意

見領袖。第二/三類作者因較受年輕讀者之喜愛，從喜愛到仰慕到偶像化，頗具明星架勢，有些甚至

會出現漫畫後援團及俱樂部。  

(工作環境) 

    漫畫家的工作環境其實不像他們筆下漫畫那麼多采多姿、引人入勝。一張桌子、一個透視台與必

備的文具，就是他們的工作環境;同時，不是在報社、工作室便是在家中作晝。 

  編輯是他們與媒體間的連絡人，連環漫畫家有時會有編劇及助手。因工作時間甚長(構思及作

畫)，所以甚少出外活動。 

(工作時間與待遇) 

    一般而言，漫畫家之工作時間均甚長，政治漫畫家每天花 5、6個小時看數份報紙及中外文雜誌

是必備的功課，閱讀/構思/作書三者間，倒是花在作畫的時間最少。待構思完成，一幅漫畫快則三分

鐘、慢則半小時即可完成。 

  第二類漫畫家亦相同，只不過"閱讀"可能改為逛街/聽人聊天的"觀察";作畫程序方可能是累積到

一定量之後，方能一口氣畫下來。 

  相較之下，連環漫畫家可能是工作時間最長的;除了必要的閱讀/構思外，光作畫的時間，每天坐

在桌前十二小時以上是很正常的。 

  前面已提到，漫畫家之收入來源有三:稿費、版稅及商標金。以稿費來說，政治漫畫每幅約在 1,500

元上下，幽默漫畫每幀在 1,000 元至 2,000元，連環漫畫每頁在 1,000元至 4,000元;這之間依作者知

名度/漫畫轟動與否/筆法之細膩度，其金額差異甚大。 

  一般而言，版稅多為書籍定價的 10%。漫畫書為出版業中頗暢銷之書種，相較於散文小說之一版

二千本可能都賣不完，漫畫書要賣出一、二萬本是很輕鬆的;蔡志忠的"莊子說"等經典系列、敖幼祥的

"烏龍院"系列、蕭言中的"童話短路"系列、朱德庸的"雙響炮"系列。單本均可賣到十萬本以上，版稅

甚為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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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商標金，漫畫家對其漫畫角色之授權，或拍成卡通，或做成玩具，或印成卡片，或成為電玩

卡帶。這些在國外已甚平常，國內則方興未艾。 

  稿費/版稅/商標金，國內之情形與國外(日本、美國為例)正好相反。以國外而言。商標金之收木

常是天文數字，版稅次之;至於稿費，則是可有可無了。國內漫畫家迄今仍靠稿費為最主要收入，版

稅次之，商標金則正從零開始。 

  一般而言，若能固定作畫/固定發表(每週至少一次)/固定出書(每年二本)，年收入百萬元是個正常

的指標。 

 

(所需資格條件) 

    漫畫家這一行是無所謂學歷限制或考試鑑定的。"三分才氣、七分努力是很適當的說法。 

  才氣是性格中對人的興趣、幽默感及嘲諷態度，七分努力則是大量閱讀、多方觀察、對線條的掌

握、及對自己漫畫生涯的完整企劃。 

 

(教育訓練) 

    就國內情形而言、出身於美工科系的漫畫家約佔六成，我們可以說"很多漫畫家是美工科畢業的

"，但相對的"並不是每一個美工科畢業生，都可以成為漫畫家"。 

  從一個對漫畫感興趣到成為一個漫畫家，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模仿期、構思期、創作期。模仿

期，是對漫畫開始產生狂熱、矢志成為一個漫畫家。當然這會從模仿自己最喜歡之作品開始，而結束

於維妙維肖、但自己卻已不再滿意於此種現況為止。 

  構思期，乃大量的閱讀、觀察，並開始構思自己的漫畫人物造型及故事情節，這期間會捱得很長，

成不成得了漫畫家也大多看此一階段。此時期若能得高人指點，或當一陣子漫畫家助手，觀察成名作

音之作畫態度及構思方式，將會有很大的幫助。 

  到創作期時，出現屬於自己的漫畫人物及故事，剛開始線條/造型/情節均可能有似曾相識的痕跡，

待出現個人風格時則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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