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與電影

電影道具師、美術指導

個人經歷

林偉健（Lam�Wai-kin），1963�年�10�月�31�日出生於香港。�

1989�年，在其擔任電影道具師的弟弟林偉明介紹下，林偉健在裝修工作之餘開始參與電影陳設及置
景。1992�年，他於杜琪峯導演之《東方三俠》（1993）正式邁入電影道具行業。2000�年升任道具領班，
參與製作了陳木勝導演作品《特警新人類�2》（2000）。2012�年，林偉健於《忠烈楊家將》（2013）首度
擔任助理美術指導。鮑德熹、趙天宇導演電影《鍾馗伏魔：雪妖魔靈》（2015）則是他首部擔任美術指導
的作品。�

入行至今，林偉健已參與近六十部電影的道具及美術工作。2023�年，他以《明日戰記》提名第�41�屆香港
電影金像獎「最佳美術指導」。�

上映時間 作品 職位 出品公司 拍攝地 獎項

1993�年 《東方三俠》（導演：杜琪峯） 道具 百嘉峰影業製作公司�中華娛樂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香港

1993�年 《現代豪俠傳》（導演：杜琪峯、程小東） 道具 百嘉峰影業製作公司�中華娛樂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香港

2000�年 《東京攻略》（導演：馬楚成） 道具 嘉禾電影(中國)有限公司 日本

2000�年 《特警新人類2》（導演：陳木勝） 道具領班 寰亞電影有限公司 香港

2001�年 《幽靈人間》（導演：許鞍華） 道具 寰亞電影有限公司 香港

2001�年 《鍾無艷》（導演：杜琪峯、韋家輝） 道具領班 中國星集團有限公司���一百年電影有限公司� 香港

2001�年 《芭啦芭啦櫻之花》（導演：馬楚成） 道具領班
嘉禾電影(中國)有限公司���R ed�on�Red����

天山電影製片廠
日本�香港�
中國大陸

2002�年 《見鬼》（導演：彭發、彭順） 道具 星霖电影有限公司� 香港�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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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映時間 作品 職位 出品公司 拍攝地 獎項

2002�年 《嫁個有錢人》（導演：谷德昭） 道具領班 
�

泛亞影業有限公司��� 
SML�(Hong�Kong)�Limited

香港��
意大利

2002�年
《我左眼見到鬼》�

（導演：杜琪峯、韋家輝）
道具領班

銀河映像(香港)有限公司�
一百年電影有限公司

香港

2003�年 《尋找周杰倫》（導演：林愛華） 道具 金川映畫有限公司��深圳電影製片廠 香港

2003�年 《百年好合》（導演：杜琪峯、韋家輝） 道具領班 一百年電影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2003�年 《P TU》（導演：杜琪峯） 道具領班 美亞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香港

2003�年
《向左走．向右走》�

（導演：杜琪峯、韋家輝）
道具領班 星霖电影有限公司����銀河映像(香港)有限公司� 台灣

2003�年
《大隻佬》�

（導演：杜琪峯、韋家輝）
道具領班

一百年電影有限公司��
銀河映像(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中國大陸

2004�年
《見習黑玫瑰�》�

（導演：甄子丹、黃眞眞）
道具 寰宇娛樂有限公司� 香港

2004�年 《大事件》（導演：杜琪峯） 道具領班 寰亞電影有限公司���中國電影集團公司 香港

2004�年 《煎釀三寶》（導演：馬偉豪） 道具領班
中國星集團有限公司�一百年電影有限公司�

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
香港

2004�年
《追擊8月15》�

（導演：馬偉豪、鄭保瑞）
道具領班

美亞電影製作有限公司���漢文化電影有限公司�
中國電影集團公司北京電影製片廠�

香港

2004�年 《甜絲絲》（導演：葉念琛） 道具領班 金牌娛樂事業有限公司 香港

2005�年
《美麗酒吧》�

（導演： Gregory �Hatanaka、麥詠麟） 道具領班 無限飛卓電影製作有限公司���喻絲圓娛樂集團 泰國

2005�年 《後備甜心》（導演：李明文、盧弘軒） 道具領班 電影人製作有限公司���星美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

2005�年 《見鬼10》（導演：彭發、彭順） 道具領班 Applause�Pictures 香港�泰國

2005�年 《非常靑春期》（導演：羅守耀） 道具領班
中國星集團有限公司���一百年電影有限公司����

影視點制作有限公司
香港

2006�年 《最愛女人購物狂》（導演：韋家輝） 道具領班 銀都機構有限公司���一百年電影有限公司 香港

2006�年 《狗咬狗》（導演：鄭保瑞） 道具領班 藝博集團��同道製作有限公司� 香港�泰國

2006�年 《戀愛初歌》（導演：羅守耀） 道具領班
金麟娛樂有限公司���一百年電影有限公司����

影視點制作有限公司���金牌娛樂事業有限公司
香港

2006�年 《雛菊》（導演：劉偉強） 道具 基本映畫有限公司 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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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映時間 作品 職位 出品公司 拍攝地 獎項

2006�年
《春田花花同學會》�
（導演：趙良駿）

道具 
����銀都機構有限公司���Applause�Pictures

摩根&陳影業有限公司 香港

2006�年 《黑拳》（導演：羅守耀） 道具
一百年電影有限公司���影視點制作有限公司����
金牌娛樂事業有限公司�中國星娛樂有限公司�

香港

2006�年 《黑夜之鬼鄰》（導演：梁柏堅） 道具 星皓娛樂有限公司 香港 

2007�年 《老港正傳》（導演：趙良駿） 道具 銀都機構有限公司� 香港 

2007�年 《門徒》（導演：爾冬陞） 道具領班 雅新國際有限公司��新傳媒星霖電影私人有限公司
香港�泰國���
新加坡 

2007�年 《野·良犬》（導演：郭子健） 道具領班 美亞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香港 

2007�年 《導火線》（導演：葉偉信） 道具領班
東方電影發行有限公司��保利博納電影發行有限公司��
長影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北京光線影業有限責任公司

香港

2008�年 《葉問》（導演：葉偉信） 道具領班 東方電影發行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2009�年
《愛得起》�

（導演：馬偉豪、李家榮�）
道具領班 天下影畫有限公司 香港

2009�年 《短暫的生命》（導演：羅守耀） 道具領班 影視點製作有限公司���一百年電影有限公司 香港

2009�年 《再生號》（導演：韋家輝） 道具領班 一百年電影有限公司���創意式有限公司 香港

2009�年 《意外》（導演：鄭保瑞） 道具領班 寰亞電影有限公司 香港

2009�年 《十月圍城》（導演：陳德森） 道具領班 人人電影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2010�年 《葉問2》（導演：葉偉信） 道具領班 東方電影發行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2010�年
《精武風雲·陳眞》�

（導演：劉偉強）
道具領班 寰亞電影有限公司�北京光綫影業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2010�年 《毋、亡我》（導演：麥啟光） 道具 無限影映畫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香港

2010�年 《戀愛通告》（導演：王力宏） 道具 中國電影集團公司���山水國際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2011�年 《倩女幽魂》（導演：葉偉信） 道具領班
北京紫禁城影業公司��廣東強視影業傳媒有限公司���

泰吉世紀(北京)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湖南電廣傳媒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2011�年 《極速天使》（導演：馬楚成） 道具 北京光線影業有限責任公司���高先電影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2013�年
《忠烈楊家將》�

（導演：于仁泰）
助理�

美術指導
天馬電影出品(香港)有限公司�
�華誼ð弟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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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映時間 作品 職位 出品公司 拍攝地 獎項

2013�年 
�《狄仁傑之神都龍王》

（導演：徐克）
執行�

美術指導
華誼ð弟國際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2013�年
《3D急凍奇俠》�

（導演：羅永昌）
執行�

美術指導
新寶娛樂有限公司�(香港)�

香港��
中國大陸

2014�年
《一個人的武林》�

（導演：陳德森）
美術指導 英皇影業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2015�年
《鍾馗伏魔：雪妖魔靈》�

（導演：鮑德熹、趙天宇）
美術指導 北京光線影業有限責任公司 中國大陸

2016�年
《封神傳奇》�

（導演：許安）
美術指導 中國星電影有限公司����博納影業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2020�年
《徵途》�

（導演：陳德森）
美術指導

上海淘票票影視文化有限公司�
星皓影業有限公司��上海巨人影業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2021�年 
�

《⻑津湖》�
（導演：陳凱歌、徐克、

林超賢）� 
[徐克導演部分]

美術指導

北京博納影業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人⺠解放軍八一電影製片廠���

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電影集團有限公司��阿里巴巴影業(北京)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2022�年 
�《⻑津湖之水門橋》

（導演：徐克）
美術指導

北京博納影業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人⺠解放軍八一電影製片廠���

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電影集團有限公司��阿里巴巴影業(北京)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2022�年
《明日戰記》�

（導演：吳炫輝）
美術指導 

��

寰亞電影製作有限公司�天下一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愛奇藝影業(北京)有限公司�深圳電影製片廠有限公司��

天津貓眼微影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宏寰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北京萬合天宜影視文化有限公司�上海華人影業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香港

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美術指導�

（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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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問 文 稿 

林子僑：簡單介紹一下你是在哪一年入行的？

林偉健：我在 1989 年的時候，當時還在做裝修，我弟弟（林偉明）他是做（電影）道具的，他時不時就會說：「你有
沒有空？放假的時候是不是可以來幫忙？」因為（電影道具工作中）有些和裝修有關的事，他想要做得更仔細
一點。於是我從那時開始，有時會在休息的時間去幫他做陳設，或者也做一些關於置景的工作。 1989 年，當時
我大約記得是《專釣大鱷》和《小心間諜》（這兩部戲）我都有進劇組，尤其是在《小心間諜》裡，我還要求去跟
現場。那部戲是很搞笑的，我覺得去現場（能見識到）很多我在做裝修時沒看過的事情，在那部戲裡我就覺
得，從那時開始對電影有了一點興趣。之前我是真的一點興趣都沒有，我經常覺得電影有很多東西和現實有點
不同，我個人又喜歡正路一點的東西（笑）。

林子僑：裝修嘛，所以喜歡正路的東西。

林偉健：沒錯，我是這樣入行的。

林子僑：其實簡單說就是你弟弟帶你入行的？

林偉健：可以這麼說。

林子僑：入行後最主要參與一些甚麼樣的工作？

林偉健：其實那時也是間接地有空就做，可能去一、兩天，或兩、三天這樣，做完了我就繼續回去做裝修。

我真真正正入行，就是陳錦河（做佈景設計）的《東方三俠》（ 1993），它分上下集 1。那時才知道原來拍電影
是這樣的，有很多道具是這樣造的，不需要照搬裝修那套做法，或者我可以將一些裝修的做法加進去，因為
我覺得有時有些東西可以再多點細節，造得再細緻些。在那部（《東方三俠》）上下集裡，我差不多做了一年，
所有東西都要陳設，所以我之前說（陳錦河）那個做顏色的經驗 2，我印象很深，雖然不需要我做，但其實是
一個「地獄」來的，那個景是一個「地獄」。

林子僑：如果正式入行是《東方三俠》……

林偉健：沒錯。 

1 《東方三俠》是 1993 年上映的一部香港動作科幻電影，由杜琪峯執導，續集為《現代豪俠傳》。 
2 在訪問陳錦河時，林偉健提到在為《東方三俠》搭景時，陳錦河使用了一種特別的物料（色精）來做場景的顏色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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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僑：那是一部很重要的戲，在當年也算是一部規模頗大的戲。

林偉健：有時我會和別人說，其實做《東方三俠》的過程，等於我在香港讀完了一間大學，它令到我（改變了）對電影
的整個觀感，包括很多以前沒有做過的事，現代也好，復古也好，都在裡面學到很多東西。如果沒有做過《東
方三俠》，繼續是做（像之前幾部）那樣的戲，可能就不會有甚麼能激發出我的另一些想法。

文念中：《東方三俠》拍了多少組呢？

林偉健：拍了多久嗎？

製作組：拍了幾組？

林偉健：好像拍了 ……我記得我們是（分）上下集（拍）的，上集就拍了兩、三個月。當時是（規模）很大的一部戲，
然後他們在拍上集的時候，我們就繼續做下集。總之你想想，我由陳設開始到拍完整部戲，足足一年，上下集
應該差不多（拍攝了）八、九個月左右。

那時候在太古可樂廠，是一間荒廢了的廠，陳錦河 Raymond用了整個廠的內內外外搭建了一條街道，有火車
站、室內、住宅 ……甚麼都有，總之是一個小社區那樣。當時亦都做了很多 ……例如電線塔，我們做裝修是不會
做電線塔的，這個電線塔那麼大要怎麼造？哦，原來是可以這樣做的，其實很多東西都是靠表面的質感去令
到那件事更逼真一點，因為來來去去也是用木。或者用一條繩來扮電線要怎樣扮，像這樣的一些東西。

林子僑：有沒有很大的分別和衝擊呢？因為始終從事裝修和電影道具是完全兩個極端，一個是務求做到真，一個是務
求仿造成真的。

林偉健：我覺得裝修比較死板，都是那幾道板斧，除了在設計上，你能將一張桌子設計成另外一種樣子，但做法其實
是一樣的，可能物料不同。但做電影道具，這張桌子可以分很多種，我要打爛它，我要它可以轉動，或者我要
它是很輕的……即是有很多種造法，你不可以同一樣東西，用同一樣物料去造，在裡面你會學到很多很多。

林子僑：由剛剛入行做的第一部戲，到你第一次正式自己做道具領班的這段時間，你在工作上有沒有一個師父的角色
呢？

林偉健：其實是沒有的。我們入行的時候，（很多道具師）好像現在我這個年齡，當時和我同一班（入行）的也是我當
時那樣三十多歲、二十多歲，大家都在這個電影裡面（相互學習）。他們做了很久，他們有很多道具製作上的
知識；我在裝修業也做了很多年，我亦有很多（我自己的經驗）。所以我們在製作時大家會溝通，我不停學習
他們的，原來可以這樣做，原來這種東西可以用這種物料這樣造；而他們有時在一些收口 3上，要做傳統一點
的傢俬時，或是油漆上的，又或者很多電線上的東西 ……那時我看他們拉一些（電線），你知道我們以前的
戲那些電線都是明釘的，他們連那個方法也不懂，永遠都拉不直那條線，但是我們做裝修很清楚那條線可以
怎樣拉。會有很多這些，大家互相學習。

製作組：在《東方三俠》之後，你就決定不再做裝修，全職做電影了？

3 收口：不同裝飾材料或平面的交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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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偉健：其實也不是的，有一點點「爆大鑊」（揭露內幕）。那時陳錦河做完《東方三俠》的美術指導之後，他突然之間沒
有再做電影了，我那時候剛剛正式入行，而他就走去造他的 Figure（人物模型）兼做一些裝修行業的事情。當
時那兩、三年他接了幾單項目，因為我們是一起工作的，我也不是說已經做了很多電影突然間要抽身出來，我
只是做了一年而已，我就去幫他繼續做裝修，做了一、兩年。

其實在 2000 年之前我還做過一部《東京攻略》，當時是做跟場（道具），那是我第一次跟場，第一次自己一個
人、沒有人帶著我去跟場，導演是馬楚成。那個經驗是我之前有空就去看一下別人怎樣跟場，這樣學來的。我也
是「膽粗粗」（很大膽），第一次跟場我就去了日本，對著一個導演，是「膽粗粗」去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膽粗
粗」做的。

林子僑：那部是去東京拍攝的《東京攻略》，有沒有甚麼值得你分享或者覺得很難忘的呢？

林偉健：難忘的……就是日本人的工作方式。撇除專業與否，他們將宗旨抓得很緊，導演單有甚麼東西，就是甚麼樣子
了。（例如）你今天說有一張紙，就是有一張紙，你不要到現場和他們說要給我一張紙，沒有的，一定沒有。
很多時候我們香港人是能變通的，導演一「爆鑊」（突發事情）的時候…… 

我最記得突然有一場戲，（戲中）張柏芝要在油站那邊和另外兩個演員搶槍，他們是有一把真槍的，但導演
想這把槍被一腳踢落在地上。日本人就說：「沒有的，明天再拍吧！」但是你知道有場地和演員的問題。在現場
香港人最懂「執生」（應變），就拿了個迴力膠，拿把槍照著畫，塗黑它，（看起來樣子）差不多。因為我亦都
問過導演想怎麼拍，導演說很快的，包括動作指導也說很快，其實看不到的，香港舊式的道具很多時候也是
用這種拍攝方法。我造出來之後，那些日本人就說：「這樣也可以？我不相信！不要給他！不行！」但是我們一
交給導演，導演拍完那個鏡頭後他們看回放：「咦，真的可以的！」他們又覺得（原來確實可行），因為真的
是很快速過一下鏡而已。

不單這個動作，還有其他的，太多了。其實去到拍的時候，基本上是日本人支援我們的，我們只是負責「招呼」
導演。但是「爆鑊」呢？如果沒有一個香港人在，我覺得這部戲會拍很久的。

林子僑：傳聞之中把一隻手噴成黑色來扮成槍是不是真的？

林偉健：也會有的，真的沒有迴力膠的時候，噴黑手（扮作槍），但就沒法拋上天了，是這個問題。

林子僑：原來傳聞是真的。

林偉健：這些古怪技術太多了，香港道具。

林子僑：說說你第一部正式做道具領班的戲是甚麼時候呢？

林偉健：是 2000年，又是（跟陳錦河合作）。我和他的淵源很深，差不多在我剛入行時，我不認識他，但他是美術（指
導）來的，因為我當時做（道具）散工只有一、兩天；去到真的（正式入行做）《東方三俠》，我們有了密切溝
通；然後就去到《特警新人類 2》（ 2000）。我很記得當時他（陳錦河）問我 ……你想我也才做（電影道具）沒
多久，第一次去了日本跟場，然後突然間就跳到要做一個道具領班。他問我：「阿健（林偉健），我有部《特警
新人類 2》，你敢不敢做？」我當時心中在盤算：咦，其實我甚麼都不是太過清楚，一個道具領班到底是要做甚
麼的？但是我自己的個人宗旨是：我不怕嘗試，甚麼都好。於是我就斗膽答應了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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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第一次做（道具領班），當然很多時候是會被他（陳錦河）罵的，「喂！做道具領班不是這樣的！」他也
不是罵你，是會教你說：「做道具領班你是要這樣計數的，你這邊要怎樣怎樣……」很多事情他是不停這樣半
罵半教你的。然後包括我和那些散工也好 ……當時那些散工會覺得：「這位阿健（林偉健）好像經驗有限，做
這樣一部戲，他到底有沒有能力去跟進這些事？」我在中間也和他們有很多溝通，不停跟他們學習。我當時連
做單也不懂，我也是問他們：「喂，要怎樣做單？」這樣慢慢（學）。因為那部戲當時也是（製作週期）很長，
（規模）很大的，在那部戲裡等於又第二次畢業了。第一次做《東方三俠》學懂了很多電影裡的東西，例如怎樣
去搭建一個景，怎樣去造這些；第二部（《特警新人類 2》）就是（學會了）怎樣去控制這堆事物，大約是這
樣。

林子僑：說說那個角色身份，因為之前如果是做一個散工，要聽一個道具領班的指令，到你自己做道具領班時，你亦
都需要有自己的道具團隊，當中我相信很多也是當日在身邊的伙伴。所以當角色忽然間轉變了的時候，有沒有
困難出現？還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呢？

林偉健：怎麼說呢……對於美術指導來說，他叫我來（做道具領班），其實他是對我有一種認同的，然後我去和他溝
通的時候，跟做（道具）散工是兩件事。因為做散工很多時候你即使有意見，也不可以太直接地跟上級表達，
因為始終你上面還有一個道具領班。當你做到道具領班時，我覺得有一個好處是 ……其實我也是有很多想法
的，有時對於有些東西，以及有些技術上的事，（希望）大家能去溝通，我覺得做道具領班，就可以和美術
指導直接溝通。而且平時做散工是沒有機會去開會或者去看景的，我轉做道具領班時，其實我是很喜歡去開會
和看景的，尤其是以前那個年代，很多時候看景是不用道具人員去的，我都會要求製片部安排我去。因為其實
到最後，雖然（場景）是美術設計出來的，但為甚麼不讓我也一起去看景呢？或者我可以預先知道一些東
西，那麼我回來再和美術溝通的時候，我就不需要憑空想像你們到底看到了些甚麼。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在工作
模式上不同的地方，我是挺喜歡這樣做的。

林子僑：這個心態非常之健康。補充多一點，剛才說的除了面對美術指導之外，還要面對自己的道具團隊，由大家都是
道具散工，變為忽然間他們要聽你指令，在中間有沒有發生過任何問題呢？

林偉健：其實也不會的，因為一班人一起工作，從我最開始進組工作，可能我天生有一點組織能力，很多時候有些事
情我一去到，我也會去安排的，那些人也習慣了，不過是轉了名稱而已。

林子僑：這個我贊成，也有深刻體會，剛剛認識你時就覺得你不太像一個道具師傅，當你還是道具領班的時候，我已
經覺得你真的是有一些做美術的基因了。後來你也由道具領班轉去做美術指導，中間這個過程你可否講解一下
呢？

林偉健：大約 2002 年左右，我忘了是甚麼戲了，曾經有個美術指導和我說：「為甚麼你那麼喜歡踩過界，經常去管別
人那些美術的事情？」我很喜歡把（美術的）那些東西也做了，例如看景，我第一時間申請可不可以去度尺，
我用手畫，當時沒有電腦，用手畫我也要去。因為過去做裝修，很多時候我看到設計師樓的那些圖，不知為甚
麼我對那些圖很感興趣，我覺得很好看，那些佈局、畫法，有時我自己試一些東西也會買些  Tracing
（Tracing Paper，描圖紙），買了一整套東西在家裡畫。雖然不是很專業，但是不懂就去問問別人，去看看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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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2 年 4左右，那個美術（指導）就和我說：「不如你轉做美術吧！趁著現在這樣，還可以更好玩一點。」我
當時想的是，我真正做道具領班也只有兩、三年，我覺得我自己能力未夠，（還想再）學點東西。我個人是喜
歡等事情清晰一點我才會去進行，我不會真的太過「膽粗粗」就去跳一級，所以一直繼續做道具領班。

差不多去到 2012 年，我做了四十部戲的道具領班，我覺得好像已經去到了一個「樽頸位」，我覺得我的發揮好
像停止了，做甚麼都好，就停在了那個位置，我衝不出去。有很多時候，我有些自己的想法，和美術或動作指
導等等提出來後，別人會覺得你是個道具領班，就否決你，或者不接受你那些（想法），即是「我是美術（指
導），我不要（你建議的）這樣，我已想好是這樣……」但是裡面有很多製作上的問題，其實到最後也還是道
具部去做的。

當那個人在 2012 年再次和我提出（讓我轉做美術）時，我也有些心動，我想我一跳出去，以我自己做了這麼
多年（的經驗），以及學了這麼多東西……我唯獨怕的一件事就是創作上，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做創作可以
去到怎樣，不是說製作上，是另外一個概念。但我想反正這個瓶頸也衝不出去，我覺得我再多做十年還是一個
道具領班，好像沒有意思，所以便斗膽試一試，在 2012 年電影《忠烈楊家將》時，第一次做了助理美術指導。

林子僑：早於 2012 年之前，我記得也有跡可尋，很多戲你已經有幫忙參與陳設，我亦都很放心把場景交給你去陳設。

林偉健：其實好像和你（林子僑）做《十月圍城》（ 2009）那樣，我作為一個道具領班，在美術部的辦公室裡是有一個
位置的，我每天都要上班。然後我不停和 Eric（林子僑）申請：「你那條街道搭建完了，所有電線桿所有陳設
的東西我可以畫。」在這個過程中，我除了用電腦畫圖 ……用電腦畫圖我很久之前就已經會了，不過也要有機
會給你才能畫，沒理由無緣無故自己在家不知道畫些甚麼，趁著這些機會，熟能生巧。我記得做《十月圍城》
時，整條街有很多招牌等等，我也是畫完後交給美術指導那邊看看後，OK 了，那我自己是道具領班，我自己
畫，我自己知道所有細節要怎樣做，然後我去下 order（指令），我覺得挺好玩的。

林子僑：我親眼見識過，你在《葉問》（ 2008）第一輯時，畫那部棉花機，那個製作圖簡直可以出書了。因為要造那部機
器出來，接近由零開始去做，當中你還要拆件，原本一件配件，每個齒輪都需要磨合才能夠令到那件東西可
以動，這件事我是非常之佩服的。

林偉健：其實那時也是，《葉問》還是《十月圍城》之前，也都是嘗試而已，但如果你不去做 ……美術部畫了圖出來，你
始終還是要去拆解它是怎樣搭建起來的，如果可以的話，為甚麼自己不去參與一下設計，多學一點東西呢？
這個是主要的推動力。

陳錦河：你很早已經造了一個織布機？

林偉健：不是，我做《鍾無艷》（2001）時，我已經畫了一部織布機（的圖）。

陳錦河：不是，（我是說）《赤腳小子》（1993），（那台織布機）還織了一些……

林偉健：是的，是的。

陳錦河：是你和你弟弟（林偉明）一起弄的。

4 受訪者口誤，將 2002 年說成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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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偉健：以及學電腦，我記得我那時候還沒有電腦，就上 Raymond（陳錦河）的工作室，他坐在旁邊做他自己的事，
那時我們是做同一部戲，大家在一起做一些戲。我和他的關係密切到，早上去他那邊上班：「你有甚麼要畫
的？可以的你就給我。」我那時剛剛開始用電腦，就用他的電腦畫圖，那時是用 AI（電腦繪圖軟件）畫的，在
裡面學了很多，不懂的就去問他。畫完後，這個圖 OK（好）的話，就去道具房下 order，大家再一起去買陳設
（的東西）。他（陳錦河）最喜歡親力親為，去購買任何東西他一定會拉上我一起，在那個過程裡，其實學到
很多美術需要做的事，包括在選擇東西上和想法上的事。這些點點滴滴，每一部戲都是這樣，因為自己喜歡而
不停參與，美術部又容許我參與，所以是一部一部戲存下來的東西，不是說突然想做（美術）就做的。

林子僑：即是熟能生巧這句說話真的完全沒有說錯。

林偉健：沒錯。

製作組：剛才他說的棉花機、織布機的圖，和那些機器要怎樣製作，你是怎麼學會的呢？因為這些圖和其他裝修或者工
程圖也很不同，是有些機械的知識在裡面的。

林偉健：其實我有段時間是很喜歡看這類書的，而且我有一個壞習慣，就是我很喜歡拆東西。我女兒小時候，有些玩
具，只要是關於機械且複雜一點的，我就會把它們拆開。我女兒經常哭著說：「爸爸你為甚麼拆了我的玩具？」
通常拆開後我是沒有心機裝回去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甚麼），我會看書，（也會想知道）例如有很多玩具它在動的時候，是為甚麼會動呢？
我會研究它裡面的齒輪等等，有很多這些東西。我自己覺得（我的知識）是從這些地方來的，以及自己喜好這
件事。包括有時關於電子零件，現在就沒有了，但我以前會買些書來看，「咦，這裡是 24W，要怎樣變成 

12W？」我試過自己去買些東西，將它們掉轉再焊接上去，結果燒掉了，我就發覺原來是不可以這樣做的，我
也喜歡做些這樣的事。這些全部是天生的，我無法解釋。

製作組：對這些東西會很有好奇心。

林偉健：是的，會有這方面的（好奇心）。

林子僑：不止是這樣，像剛才說到的機械結構圖，並非是普通美術人員能夠勝任的，因為有很多美術人員甚至連兩個
齒輪（要如何）咬住令到它轉動這件事，也未必有能力去理解。所以這個是真的需要有若干興趣或者知識才能
畫到這些東西的。

林偉健：但是有很多時候，好像我現在這樣，我設計關於這些（機械）的東西，我反而會掉轉過來，因為我覺得有很
多時候畫完圖，其實去到製作時是會出現問題的。你自己這樣計算，但真正（製作時）未必是這樣，都會修
改。所以我反而會先很粗略地畫出來，跑去道具部交給機械那邊：「你幫我看看有沒有些甚麼問題？」等他們說
完我回來再修改。我現在會這樣做，但以前不是的，（以前）會自己先畫好。不是說（先畫好）不行，我亦都
不會強迫你一定要跟我的做法，至少外型要 OK，運作要符合演戲時的需求，裡面你怎樣修改是沒有問題的。

林子僑：所以在你慢慢發展成美術指導的歷程裡，你在道具方面的履歷，對你在美術指導的工作上有沒有甚麼樣的影
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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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偉健：當然有了。作為一個美術指導，除了創意，如果你對這些任何知識能清楚一些的話，你在創作一件東西時，你
會……先撇除你去參考的那些東西，你創作完，要用甚麼來製作，你是要有這個概念的。去到做的時候，很多
時候有些人會問：「怎樣做的？用甚麼材料？」你接觸過千千萬萬不同的東西之後，你是會有自己的想法的，
（例如）怎樣做出來會漂亮一點等等，在這方面是一定是有幫助的。但是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要有創意，（美
術指導的工作中）可能會有 60%至 70%是關乎創意的，這些物料或者製作方面的東西我想大約是 30%左右，
懂多一點當然好一點了。

林子僑：還有一件事也是我覺得你很厲害的，你剛才也提過，因為你是勇於去嘗試的，這個包括些甚麼呢？我眼見的
是，你「夠膽」（有膽量）承受壓力去接一些普通美術人員未必「夠膽」接的導演的戲，這個膽量，你給我的感
覺是你不怕，你覺得「你來找我，那我就做」，這個心態是令我覺得非常之厲害的。

林偉健：我拍過那麼多戲，無論是我做道具領班也好，還是做執行美術或做美術指導也好，我覺得拍電影，沒有事情
是不行的。哪位導演都好，視乎（你如何與他）溝通。雖然我也會碰到一些不太理你，或者本身也不喜歡溝通
的（導演），但是我做每一件事，我就是覺得沒有甚麼是不行的，我是不會退縮的。其實我有一點點「犯賤」，
愈艱難的，我就愈喜歡去挑戰，會是這樣的。不過現在慢慢已經對這種挑戰有點害怕了（笑），挑戰得太多真
的很辛苦。

製作組：因為看到你有兩部戲，一部是 Peter Pau（鮑德熹）鮑 Sir（導演的）《鍾馗伏魔：雪妖魔靈》（ 2015），另一
部是《封神傳奇》（2016），都屬於很大型的奇幻類電影，在美術方面場景也很大，還要和 CG（電腦特技）配
合。可否說說這兩部戲？你那時候有沒有遇到甚麼困難？

林偉健：其實我前頭有很多戲都是和麥國強，即是另外一位美術指導一起（合作）的。有時他會接一、兩部戲，例如拍
《鍾馗（伏魔：雪妖魔靈）》時，他接了這部戲之後，可能又有（其他電影找他），因為當時電影業也挺興旺
的，所以他（同時期又）接了另一部戲。大家會一起上去（內地）和導演談好所有事情，我當然也可以參與意
見，談好之後他有時會抽空去另一部戲，我就在（第一部戲）那邊幫他去做執行。

其實我覺得《封神（傳奇）》或者是《鍾馗（伏魔：雪妖魔靈）》也好，這兩部戲讓我在轉做美術之後，又上了
另外一間學校。因為是完全交給你做，你要自己去面對， Peter Pau 也好，別的導演也好，攝影師也好……都
要你自己去面對，你自己去解決。這兩部戲是第三個階段，令我可以再發揮多一點。

製作組：說說那時是怎樣和 CG 部門溝通的？因為這兩部真的有很多 CG。

林偉健：其實通常都是先設計一個 Concept（概念）出來，很多時候設計 Concept，（美術部）都會和 CG 部門一起
去設計，為甚麼呢？因為他們（ CG 部門）是一定要參與的，有很多東西不是說美術部畫完，然後他們（ CG
部門）就去做，他們是有很多專業意見的，或者有些真的做不到，不是說（只要）畫個場景出來（就行了）。
因為場景還會牽涉到很多問題，比如需要很大量的費用，那你的預算可能也會有問題。當和導演、攝影師、 CG
部門開完會後，美術部給了概念，CG 部門覺得可以，後期製作是沒問題的，那我們也要談談到底需要搭建多
少，因為其實可以甚麼都不搭，（完全用電腦特技）也能呈現出一個場景。所以最主要的就是（要確定）我們
搭一個景出來，（ CG）會從哪個位置去擴展和延伸，以及一定要有足夠的演區讓演員演戲，不能說（演員）
演到一半，他突然之間又出去了 CG 的區域，那樣銜接位就會有問題。要不你就全做 CG，因為兩者始終有差
距，全做 CG，全部由他們（ CG 部門）來畫，總好過畫一點又不畫一點。我們搭景的時候，也會看劇本，和導
演談好他要怎樣拍，攝影師會怎樣拍，如果有動作戲（演員）要跳到哪些位置……談好了我就盡量在這個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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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幫你搭建。如果有預算問題，如果預算不允許，那他們也會取捨的，可能有時會用全綠幕拍攝，也好過你
搭一點又不搭一點。這些都 OK 了，我們才去分工進行。

製作組：《封神（傳奇）》我看到有很多場戲好像是用綠佈景拍攝的，看起來完全沒有搭景，是用綠佈景拍出來的，我
想問像這樣的場景，出圖是美術指導出，還是 CG 部門出？

林偉健：是美術指導出的，全綠佈景拍攝也有不同的做法。我們在拍《封神（傳奇）》那時第一次試了 Virtual Set（虛擬
場景），即是我們設計了一個 Model（模型），給（製作） Virtual Set 的公司，他們輸入之後，會設置很多
東西，你（在現場）看到的綠佈景，其實在顯示屏上已經能見到整個（模擬出來的）場景了，有我們設計的
景，包括延伸出去的位置。哪些區域是演員要跳躍的，就算（現場是）一個綠色的位置，（在顯示屏上）可能
已經是一層樓的頂樓等等諸如此類。然後如果要用到某些道具，就把道具放到演戲時需要的位置上，演員去監
視器那裡看一看（就會明白）：「原來背景是這樣的，我要做這個動作，是要這樣做的。」那時是第一次試（這
個技術）。

製作組：這是一個新的技術嗎？

林偉健：是的，其實就是場景預演，那時試過這樣做，現在有很多戲都會這樣做了。不過有時有些導演覺得效用不大，
見到是這樣的那又怎樣？（笑）其實也就是這樣了，因為（虛擬場景是）不會太精細的，是很粗糙的，沒有
必要花那麼多錢去做到很精細，導演隨時會改的，只要那個落點 ……你現在雖然給到這裡是一條隧道，但是
他之後可以改成別的東西，沒所謂的。全綠佈景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改，你給我道具就行了。

我們試過拍《封神（傳奇）》時， A、B、C、D 組不停拍攝，我四邊都要「服侍」（做），有很多都是用綠佈景拍。
那些攝影師也會問到底拍甚麼？「不知道！沒問題的，吊起威也，那些人就那樣不停『飛』來『飛』去，來回擺動
一下……」「那背景呢？」「不用理的，後期再說吧！」也會有這樣的情況，因為已經是加戲的部分了，不知道也
沒來得及想那個 Concept 到底是甚麼，那就到後期時再說吧。但是這樣會有很多問題，因為光源的問題，比如
你「飛」上去時我到底要不要給你打光？你後期時是不是要畫個山感覺有個太陽出來，還是甚麼？這個光影的
問題很重要。所以你看到有些是硬來的，或者就這麼拍了出來，可能那個 CG 效果會讓你覺得怎麼那麼差、那麼
假，就是這些原因，沒有計劃好。

林子僑：這個也可能是普遍香港有特技的電影的一個通病，因為永遠都沒有足夠的時間和資源給他們，其實（香港
的）技術和荷里活是一樣的，也不乏人才，但永遠就差在時間和資源。

林偉健：沒錯，（但有時）有資源也未必一定做得好。有時沒資源，那些人還會每一步都計算過、想清楚才去做；有資
源就「沒關係，先拍了再說」，反正拍了也可以不用。

製作組：因為我們也訪問過幾位美術指導，問到後期階段會不會繼續跟進 CG 後期的工作，大部份都說其實煞科後就完
了，所以自己覺得很難保證到前期美術指導設計的東西。

林偉健：但是現在，好像我剛剛拍完的那部《長津湖》（ 2021），要看看那位導演是怎樣的做法。像徐克導演他就不是
（不理後期）的，他自己在現場擺好了那些「陣」（設施），CG 部門好像上班那樣的，AI 部門所有人也都在現
場，即日就做。所有東西，我把 Concept 交給他（徐克），或者我用電腦做完圖交給他，他自己再修改一下就
交出去（給電腦特技部門），是全都設置好的。你不會見到他拍完那場戲出來的背景是綠色的，或者雖然是綠
色的，這段片剛拍完（背景）是綠色的，交給他們可能一個小時後已經連火光、爆破 ……甚麼都畫好了。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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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粗糙的，不是一個最終版本的東西，但是在現場 CG 部門就已經很清楚後面是要這樣去做的。（徐克）是不
同的做法。

林子僑、製作組：因為他是徐克！

陳錦河：因為徐克是 CG 的鼻祖。

林偉健：是的，「老爺」（徐克）是 CG 的鼻祖。

陳錦河：從新藝城年代開始已經是了。

林偉健：是的，如果你跟徐克做一部戲，你會學到很多另類的東西。

製作組：所以剛剛說的《長津湖》，你是參與了徐克導演那部分？

林偉健：是的，（徐克導演的）那一部分，因為總共有三位導演三個（部分）5。

製作組：我補充一個問題。好像通常那些很大規模的戲，我看到會有很多美術部的工作人員，大家是怎樣分工的？你們
是幾位美術指導（一起合作）的話，是按照不同場景分工，還是 A、B、C、D 組分工，或其他方式？以及（美術
部）大概會有多少人參與到這樣一個項目裡？

林偉健：其實也沒有幾個美術指導，美術指導通常也只有一、兩個而已。和美術總監溝通完，OK 了之後 ……如果有兩個
美術指導，或者以三個來說，通常最主要是先和美術總監談，談完後美術總監可能會讓我們自己去分工。通常
也是各顧各的，大家去處理各自的場景，中間當然會溝通，大家要達成共識，因為我們是接（一個工作），
不是你自己喜歡就造一個天馬行空的景，然後我又造個那樣的。大家達成共識後，你執行你的部分，我執行我
的部分，在置景方面是這樣。但是陳設道具就是合併在一起的，一個美術指導他的手下都有一個執行的人，道
具部是一起的，整個下級崗位的助美那些是一起的，就看看怎樣分配。其實很多時候大家都是認識的，是朋友
來的，不會出現甚麼問題，你不是一個不認識的外人加入進來，那樣的話可能就會有人走了，不會這樣組合
的。

製作組：那你分到這個景，我分到那個景，是美術總監分配還是你們自己分的？

林偉健：其實是我們自己分的，不需要誰來指定誰做。有時有些人說：「嘩，這個景你比較擅長，你畫過一些古靈精怪
的東西。」或是：「那個景我喜歡。」我們是認識的，你去弄那個，我來做這個好了，沒問題的。

製作組：如果遇到一個大家都不想要的景怎麼辦？

林偉健：沒得不想的，通常如果（大家都）不想做，那就只好我接受了。

林子僑：哈哈哈哈哈哈…… 

5 《長津湖》（ 2021）：是以韓戰期間的長津湖戰役為原型改編的電影，由陳凱歌、徐克、林超賢執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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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錦河：你怎麼這麼偉大！

林偉健：有的，我在做《封神（傳奇）》時，另外一個美術（指導）說置景師很難搞，即是他出了一個 Concept，但他
覺得置景師很難搞，他搞不定。我說：「你出了圖給我，我幫你跟！」雖然大家負責不同的景，但是也在隔壁
廠，我可以幫他跟，對付那些人我最厲害了（笑），（這種情況）也是有的。

林子僑：你經常都要尋求挑戰，那你已經又做了美術指導若干年了，亦都拍過一些頗大型的戲，你覺得未來你還有些
甚麼可以（突破）？即是你厭倦了嗎？你開始尋求下一個挑戰了嗎？還是你覺得其實美術指導的工作還有很
多未知的地方能讓你探索？

林偉健：一定還有很多還沒發掘到的地方，我覺得我不會再去尋求挑戰，因為現在這個挑戰已經有很長時間可以挑戰
了，每一部戲、每一個導演、每一個團隊也都有不同的模式和做法，你只是去迎合這些就已經夠了。以及創意是
無限的，這件事反而不會去到一個「樽頸位」（瓶頸），除非你自己說我每次都只拍同一類型的戲，我真的想
不到了，我彈盡糧絕了。我這幾年也做了很多古裝戲，雖然它們都是古裝戲，但是類型也不同，每一部戲我都
有很多發揮空間，其實發揮不完的，我不會覺得現在還要尋求更上一步，我覺得自己還沒夠，如果有機會讓
我再探索下去也夠我做的了。

林子僑：這次的這間大學夠你讀很久了，你剛才不是說畢業了兩次還是三次，那這次的這間學校還有很長時間能讓你
慢慢學習。

林偉健：是的，這間學校是終生的，再畢業之後我也不知道還可以做甚麼了，退休吧。

林子僑：說一點科技和工藝，因為在我們這個行業也會應用到很多傳統的工藝，例如雕刻等等，近年的科技又發展得
很快，我們在製作上也引進了很多比較新的科技。那有沒有一些傳統的工藝，你覺得需要延續或保存下去？或
者你覺得未來有甚麼科技能更多應用於我們這個行業？

林偉健：我們在製作上除了搭景，我經常覺得光源（也很重要）。真的是每一個景，不論是古裝也好，時裝也好，我們
是一定會用到光源的，（例如）燈籠也好，未必一定要點蠟燭，或者現在很多時候會用到新科技的 LED（發
光二極管燈）。 LED（燈）以前也會有很多限制，但是現在愈出愈好，可以閃爍、控制光度，又耐熱，電量也
低，以前（的 LED 燈）有太多燈膽，通常容易導致短路。

在香港舊式的東西裡，我對霓虹燈情有獨鍾，也不知道為甚麼，我就是很喜歡霓虹燈。以前我們也造過很多
景，時常都會用霓虹燈，包括我自己做美術指導時也有用過，我覺得這個可以保留的話是不錯的，因為它很
有香港味道。在香港你一去到旺角，那時候的旺角，或者其他一些有霓虹燈的地方，你一進去那種感覺是不同
的。現在你看到的招牌全部都是 LED（燈造）的，不夠硬朗，就算它有個弧度，有個彎位可以扭那些字出來，
也還是去不到以前霓虹燈的那種舊香港的味道。我覺得這個可以保留，但是很多年前，有時我去找一些造霓虹
燈的公司，他們也說沒得造了，可能現在都沒人造了，除了在電影裡你還能見到之外。

林子僑：科技呢，新科技呢？近年你有沒有發現某一些……像是早很多很多年前，有噴銅的技術，然後最近有 3D（三
維）打印，那你覺得有沒有些甚麼新科技是應該應用在這個行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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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偉健：有的，現在有很多物料，例如木的質感，或者任何質感的東西放入水裡，然後你把那件道具放進去之後，就
等於那些「車呔鈴」（車輪）……你有沒有見過？我有時在 Youtube 上見到，那條「鈴」（輪圈）（的顏色）會
變成幻彩，只要將它放下去浸入水裡，一拿上來（就是幻彩的）。

那時我們在內地也試過，問題就是（這個技術）還沒有很成熟。怎樣說呢，去到太過大型的東西，可能要弄一
個很大的水池，而那個技術還未去到那裡。如果這個技術可以繼續發展的話，可能我現在有部黑色的電話，我
只要浸一浸它，一拿上來就變了顏色，不需要以前像以前那樣又要去噴（漆），噴完後又說還未乾等等，有
很多問題。我覺得這個科技是可以繼續發展下去的。

另外那些噴銅之類的其實已經落後了，現在有太多新科技了，包括電鍍，不需要真的加電，有很多水電鍍的
東西，自己回來也可以做。這些對做電影是有幫助的，第一毒素沒有那麼厲害，你也不需要搞到很大陣仗，而
且有些小製作的電影，沒有甚麼預算也可以做。因為以前我們電鍍，是要去求那些電鍍廠電一件東西出來，收
費還很貴，有很多時候明明從美術角度，我希望這件東西是電鍍的，但是因為預算不容許，變成只能自己
噴，畫面上大家會覺得：「哇，這個東西怎麼那麼難看！」是不是的？（表面）還有那些手指模。我覺得這些是
可以再發展的。

林子僑：例如假刀，要是沒有這個電鍍技術，就寧願不要做成銀色了。

林偉健：是的，尤其是兵器，兵器是古裝戲的一個死穴來的。演員也好動作指導也好，（會要求）輕、不斷、不痛、不受
傷，最好一把可以打十下，不要在第八下就斷 ……有很多問題，但到今時今日也未發明出一樣很好的（材
料）。就算可以，現在有那些纖維，碳纖維，但問題是碳纖維做出來是軟身的，雖然有一種油可以噴在軟膠上
令到它不會裂，但也還未去到真的（兵器的）那種質感，我覺得這些可以再發展一下。

製作組：你平時喜不喜歡保存東西？你會不會保留一些之前做過的戲的東西？

林偉健：其實我和陳錦河一樣，我是不會的，做完每一部戲我都不會把那件道具拿回家裡保存。因為第一，那些是公司
的資源來的，我不會這樣做；而且我也覺得沒有必要，因為你一直放在那邊 ……我反而有很多以前的圖會留
著，但是有很多圖，因為我那時還未有 iCloud，還未有備份時，我的儲存量也不夠，我一換電話換電腦，就
遺失了我以前存的圖。所以那些資料只有這幾年的，再前一點的就都沒有了。其實我也很傷心，尤其是和陳錦
河一起畫的那些圖。

陳錦河：那些圖其實你也不會再用了。

製作組：可以借給展覽用（笑）。

陳錦河：放進櫃子裡，二十年也不會拿出來。

製作組：你之前那些手稿呢？手畫的那些，雖然你說你用電腦畫很多圖。

林偉健：我電腦畫的圖或手稿，因為我也不是真正的好美術，我只是經常嘗試著去畫，所以（過去那些圖）不是太能
見人的。但是這兩年，尤其是這兩年和「老爺」合作，他習慣畫手稿，你在旁邊看他畫，以及和他做 

presentation（簡報介紹）時也要畫些東西，在一個大師面前，你怎樣也要修飾得好看一點，所以也有了一
點進步。但其實手稿那些，很多時候也是開會時，突然間有一個想法，很粗略地畫給導演看看，你沒必要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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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到很好看，給他看完後你始終也還是要把它變為一個施工圖也好，甚麼都好。所以手稿不多，是有的，但是
不太好看，我就不給你們了。

訪問日期：202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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