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1

莫少宗
Mok	S iu -chung , 	A lex

電影美術總監�
香港電影美術學會副會⻑（2021-2025）�

個人經歷

莫少宗（Alex�Mok），1970�年�5�月�26�日出生於香港，祖籍廣東三水。�

曾從事平面設計工作。1991�年經朋友介紹，於高志森、宋豪輝執導之《富貴黃金屋》擔任助理美術
指導，由此邁入電影美術行業。1994�年首次作為美術指導，參與製作了吳岱融導演電影《死亡監
獄》。�

曾於�1998�至�2003�年離開電影行業，轉職廣告界及開設工作室。2004�年，他為馬偉豪導演作品
《煎釀三寶》擔任美術指導並重回電影圈。至今參與製作的電影超過五十部。�

莫少宗現為香港電影美術學會副會⻑、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執委。除電影美術總監的工作之外，近
年他亦積極參與及推動香港電影美術學會的各項活動和教育工作。�

參與電影

上映時間 作品 職位 出品公司 拍攝地 獎項

1994�年 《死亡監獄》（導演：吳岱融）� 美術指導 華仕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香港

1995�年 《蜘蛛女》（導演：盧堅） 美術、服裝指導 新標準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

2004�年 《煎釀三寶》（導演：馬偉豪） 美術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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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戀情告急�》�

（導演：陳慶嘉、林超賢）
美術指導 銀都機構有限公司������一百年電影有限公司 香港

2004�年 《鬼馬狂想曲》（導演：韋家輝） 美術指導
銀都機構有限公司����中國星集團有限公司�

一百年電影有限公司
香港

2005�年 《喜馬拉亞星》（導演：韋家輝） 美術指導 銀都機構有限公司����一百年電影有限公司 香港

2005�年 《早熟》（導演：爾冬陞） 美術指導 銀都機構有限公司����無限映畫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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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像攝影：Kðmhoo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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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映時間 作品 職位 出品公司 拍攝地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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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 《新紮師妹�3》（導演：馬偉豪） 美術指導 美亞電影製作有限公司�����天下影畫有限公司 香港

2007�年 《戰·鼓》（導演：畢國智） 美術指導 英皇電影有限公司�����吉光電影有限公司 台灣

2007�年 《色,戒》（導演：李安） 美術指導 海上影業有限公司����安樂影片有限公司
香港�中國大陸�

馬來⻄亞

2007�年
《葬禮揸 fit人》�

（導演：鍾繼昌）
美術、服裝�

指導
世紀創作室有限公司 香港

2008�年 《花花型警》（導演：馬楚成） 美術指導
�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天下影畫有限公司

北京時代影音國際娛樂有限公司 香港

2008�年 《惡男事件》（導演：李光耀） 美術指導 英皇電影(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2008�年
《內衣少女》�

（導演：陳慶嘉、秦小珍）
美術指導 一百年電影有限公司����尙品電影有限公司 香港

2008�年 《絕代雙嬌》（導演：葉念琛） 美術指導 金牌娛樂事業有限公司��新時代影業製作有限公司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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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 《金錢帝國》（導演：王晶） 美術指導
銀都機構有限公司����影王朝有限公司�

保利博納電影發行有限公司
香港

2010�年 《未來警察》（導演：王晶） 美術指導
中國電影集團公司�����影王朝有限公司� 

IDG中國媒体基金����北京華錄百納影視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2010�年 《滅門》（導演：羅守耀） 美術指導 影視點制作有限公司 香港

2010�年 《惡胎》（導演：羅守耀） 美術指導 影視點制作有限公司 香港

2010�年 《美麗密令》（導演：王晶）
美術、服裝�

指導
天下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香港

2010�年 《婚前試愛》（導演：葉念琛） 美術指導 影王朝有限公司 香港

2010�年 《抱抱俏佳人》（導演：黃眞眞） 美術指導
邵氏兄弟有限公司����銀都機構有限公司�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香港

2010�年 《彊屍新戰士》（導演：羅守耀） 美術指導 影視點制作有限公司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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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寒戰》�

（導演：梁樂⺠、陸劍靑） 美術總監
銀都機構有限公司����安樂影片有限公司��

萬誘引力有限公司�����無限動力實業有限公司��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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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逆戰》（導演：林超賢） 美術指導
英皇電影有限公司���華誼兄弟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乾坤星光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馬來⻄亞�

約旦

2013�年 《控制》（導演：畢國智） 美術指導 銀都機構有限公司����星藝映畫有限公司 香港

2013�年 《衝鋒戰警》（導演：羅守耀） 美術指導 影視點制作有限公司�����星光聯盟影業北京有限公司 香港

2013�年 《不二神探》（導演：王子鳴） 美術指導
名威影業有限公司����北京光線影業有限責任公司�

天策娛樂及製作有限公司����香港影業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

2013�年
《3D急凍奇俠》�

（導演：羅永昌）
美術指導 新寶娛樂有限公司�(香港)

香港�
中國大陸

2014�年 《靑春鬥》（導演：邱禮濤） 美術指導
�天馬電影出品(香港)有限公司

夢想沙龍娛樂文化有限公司 香港

2014�年 《土豪�520》（導演：林愛華） 美術指導
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江蘇幸福藍海院線有限公司��

浙江道和影業有限公司����江蘇大泰影視文化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意大利

2015�年
《赤道》�

（導演：梁樂⺠、陸劍靑）
美術總監

銀都機構有限公司����萬達影視傳媒有限公司�  
太陽娛樂文化有限公司����寰亞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香港�澳門�
日本�韓國��
中國大陸

2015�年 《衝鋒車》（導演：劉浩良） 美術指導
銀都機構有限公司��華策影業(天津)有限公司��

英皇影業有限公司��愛奇藝影業(北京)有限公司
香港

2016�年
《寒戰II�》�

（導演：梁樂⺠、陸劍靑） 美術總監 安樂影片有限公司�萬誘引力乙有限公司� 香港

2019�年
《臥虎潛龍》�

（導演：呂冠南、譚廣源）
美術總監

銀都機構有限公司��星淘影業有限公司��
大地時代文化傳播(北京)有限公司�

菠蘿電影有限公司
香港

2020�年
《人妖阿發痴人三步曲》�

（導演：羅守耀）
美術總監 影視點制作有限公司

香港��
泰國

2022�年
《明日戰記》�

（導演：吳炫輝）
美術總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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ð電影製片廠有限公司
天津貓眼微影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北京萬合天宜影視文化有限公司�

宏寰文化傳播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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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燈火闌珊》（導演：曾憲寧） 美術總監 燈火闌珊有限公司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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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問 文 稿 

張 蚊：認識你這麼久好像也沒有問過你一些有關歷史的問題，首先你在九十年代初入行，那時候電影業的狀況算是
黃金時期，也不用擔心沒有工開。第一，你甚麼時候入行的？那段時間對你的工作有甚麼訓練？有甚麼影響？

莫少宗：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叫 Alex 莫少宗，入行也是很意外的，我記得今年剛好是我入行第三十年，我是 1991
年入行的。入行的時候，（大家都）說那段時間是電影的黃金年代，但我自己不覺得，因為資訊真的很少，你
入行就入行了，有工開就去做，很簡單的，那時找人不會用手提電話，以前每一個工作你差不多做完時，你
有傳呼機的可能它就會響，或者是朋友介紹，詢問你下一部做甚麼，通常都是這個模式，一部接一部。那時是
挺有趣的，但是我不覺得自己喜歡那個階段，太辛苦了，以前的工作…… 

張 蚊：不覺得喜歡是甚麼原因呢？

莫少宗：這麼說吧，其實這個有點長的 ……以往的工作，在九十年代初，其實你們未必可以感受得到，當你在沒有任
何資訊，即是資訊不發達的情況下，你所有的東西真的需要（靠人力）去找，其實是很痛苦的。即使你要做一
個很簡單的資料搜集，你要用腳走著去找，簡單一點的去圖書館，去某幾間書局，或者想要一些雜誌，如果
剛巧你想要的那期雜誌沒有舊的，你就只能看那批雜誌已經出版的其中一部分，以及你能在影像上得到的資
料，更加稀少和稀疏。但是（找）資料困難，參考不足的時候，有一個好處，你會有很多想像的空間，亦因為
很少的資訊，你才會把它放大來做。

再者，你也很難得到資源（物資），首先你沒可能在網上購物，你購物的方法只是用腳、用車，用貨車去搬
運。以前的電影（和現在）一樣有那麼多的場景，（美術部）一樣有那麼多的事情要做，你要運輸所有東西，
其實每一次都要碰運氣。即使以前有幾間道具房，但道具房的東西也不充足，導致你去找東西的時候也是很辛
苦、很痛苦。

以前很有趣，以前做助美、助服（助理美術、助理服裝），人手方面你們知道的「很充足」，基本上九十年代的
電影只有一個助手，（不論）多大型的戲也只有一個助手。你聽文生（文念中）也說過，即使是多大的戲，也
只有他一個助手，以前我們也是。而且我們自己不知道同行或者同業在做甚麼（戲），也不會有人八卦告訴你
其他戲在做甚麼，你也不會有空打電話去諮詢，只是知道坊間也有其他人在做（相同的事情）。我覺得那個辛
苦是來自不斷要拆解很多問題，而那些問題自己也不知道要如何處理，但你要不斷去完成。這種狀況對於我自
己來說是挺辛苦的，但也是有趣的，過了很多年以後，你發現原來那種辛苦也是一種樂趣。

那我說說是怎樣入行的，我入行也是緣分和意外來的。我自己只是中學畢業，又是在八九十年代，沒有一技之
長，通常那些人很好玩的，會說「你甚麼也不懂嗎？那做設計吧！」設計基本上是食物鏈的最低層。我先開始是
做平面設計，在夜校讀過一些平面設計的課程，讀了兩年多，徘徊在手作的平面設計當中。以前做平面設計，
其實有種（職位）名稱叫「 Artist」，（中文）叫正稿員，你開工做設計全部是用筆、用針筆、用美工刀、用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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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全部都是手畫出來的，做一個很簡單的 dummy（模型）也是手作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做了一兩年左

右，在一間很小的公司，只有三個人而已。有一天，一個舊同事回來吃飯，聊天時他說：「你好像做得不錯！」
我說：「我想走啦，在這間公司好悶。」兩個星期之後，他打電話找我說：「我有個朋友想找一個助手，你有沒
有興趣？」我說：「我不做助手的，我現在做平面設計，你找的助手需要做甚麼？」他說：「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過好像很有趣，做電影，你有沒有興趣去面試？」之後有一天，大家就約在茶餐廳，晚上十點多，一坐下
來，（和我面試的）人就拿出一大疊很厚的資料說：「你把這些看了。」我就問：「做甚麼的？」他說：「做電影
的助理美術。」我繼續問：「那我要做甚麼呢？」他說：「你看完所有資料，你將道具相關的資料先 

highlight（挑選）出來，這個就是你的工作了。」就是這樣，然後大家閒話家常聊了很久也沒有說到工作內
容，結果是四天後我就開始入行做電影了。當時做的第一部電影是《富貴黃金屋》（ 1992），即是《富貴逼人》系
列最後那一輯1，我就這樣意外的入行了。

張 蚊：你剛才說了很多關於那時候拍戲有多困難，和現在有很大分別，你覺得與現在年輕一輩，即是年輕一代的
人，和他們合作的做事方式有沒有代溝，以及怎樣和他們溝通呢？

莫少宗：現在年輕一輩的人，他們的特色是很靈活，很懂得利用身邊的技術（工作），這樣會比我們快很多。但是分別
在於……我就不說好或者不好了，因為大家有不同的優點，他們少了很多動手造東西的機會。其實也沒辦法，
不是因為早期入行的人比較厲害，只是因為當時沒有一些技術可以運用，才要靠手作，而且所有事情真的要
靠動腦想出來。現在很多時候，我覺得大家過於依賴電腦，取得資訊也相對容易，所以需要手作的情況比較
少，導致了對他們的 training（訓練）差一點。溝通上，我覺得沒甚麼問題，我覺得自己也像一個「大細
路」（大小孩），和他們溝通挺通暢的。

張 蚊：你剛開始是如何學習或掌握電影美術製作的技術和方法呢？例如你以前做過廣告，中間有很長時間做廣告，
這和做電影的分別是甚麼？以及到了甚麼階段你會覺得自己開始得心應手了？

莫少宗：關於這個我也常常會說，做廣告和做電影是兩組不同的三角形。做廣告，是你有很多時間，做很少的事；做電
影是只有一點點的時間，卻做大量的事情。他們的分別是甚麼呢？這兩邊我都做過一段時間，其實我覺得，做
廣告花了很多時間在溝通和演繹上。客戶交給你的，是他們想要得到或者需要的東西，如果這些東西是純技術
的，處理起來就比較簡單，但因為當中其實有很多（廣告）行業的（特殊）要求，我就不是很喜歡把時間花
在那上面。

但是，電影有趣的是，它只有很少的時間，但也只需要你有一個 idea（設想），去做很多不同的東西。它不需
要有太多其他的人消化你要做的東西，即是你差不多有一個想法，你就直接去做。我覺得這種方法會比較開心
一點，因為你想到甚麼，就幾乎可以做到甚麼。

兩者的分別是 ……我做了七年電影之後，我就先停下來不做電影，因為很討厭我剛才說的（辛苦和痛苦），
就轉去做廣告，又做了七年，結果我就很討厭廣告了。等我再回來做電影的時候，我覺得是手到拿來的，因為
七年的廣告工作和我早期做 Graphics（平面設計）有點不一樣，我在和客戶的溝通、思考模式中學會了很多
技巧，再加上電腦和一些不同的技術發明，我在（做廣告的）訓練中，對著客戶、對著一些項目，我會從另一
個角度看事情。我很記得再次回來做那部電影是 2003 年，只籌備了五天就要開工了。開完會，大家一頭霧水討 

1《富貴逼人》系列是指一系列由董驃及沈殿霞飾演基層家庭夫妻的香港電影賀歲片，分為三輯：《富貴逼人》（ 1987）、《富貴再逼

人》（1988）、《富貴再三逼人》（ 1989）。莫少宗作為助理美術參與製作的第一部電影《富貴黃金屋》（ 1992），實則為該系列

的「姊妹作」，即沿用了《富貴逼人》系列大部分演員，但劇情和設定與該系列並無關聯。「姊妹作」還包括《富貴開心鬼》

（1989）、《富貴冤家》（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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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我們其實是甚麼時候開機？」「五天後！」「甚麼？五天後就開機？」大家就開始見招拆招，用很多不同的
方法去面對這件事。再加上我的心態不一樣了，我覺得自己是從那段時間開始得心應手的。

張 蚊：如果你一定要定義自己為一種類型的美指，你覺得你是偏向技術型還是創意型呢？

莫少宗：大部分人是創作為先的，我會再加上技術層面的考量。例如我做很多動作片，動作的處理我會先和動作指導溝
通，我也會給一些東西讓他們設計動作，會同時間一起考慮。我會想，如果要做這個碰撞（動作），這個翻
車，我大概可以用甚麼樣的技術去處理，然後我就把這個想法放大，再和動作指導或是導演談，應該怎樣實
施。我可能偏向技術多一點，如果分佈是百分之一百，我覺得百分之五十五至五十八是技術，百分之四十多是
創作，這不代表我創作不了，只不過我會這樣分前後順序。但這未必是好事，因為創作上我覺得應該是要放任
的、很瘋狂的。

張 蚊：從概念方案到施工過程裡，最困難的是哪一部分？以及你最喜歡或者最不喜歡電影美術工作的哪一部分？

莫少宗：最困難的是溝通，最不喜歡計數。我相信九成人都不喜歡計數，不是計算那些空間的尺寸或者演員（身型） 

size（尺寸），而是很不喜歡算錢的數字（計預算）。因為太複雜了，複雜到要花很多時間，與創作、製作相
比，我覺得浪費了時間，自己覺得很不舒服。雖然溝通是很困難，但是能解決的，你想想每部戲最難的不是設
計，我即使想到一個創意，我怎樣解釋給導演聽，怎樣傳達給助手，以及怎樣告訴那班師傅，我怎樣去執
行，做完之後效果是怎樣……這些全部需要溝通方法，所以我覺得這個（溝通）是每一部戲最難的一點。

張 蚊：這個就關乎下一條問題了，美術指導除了美學視野，還要具備甚麼特質和技能呢？

莫少宗：特質和技能？要有好奇心，要有的技能就是要有執行力。好奇心是可以令創作放大的源頭，你沒有好奇心，你
創作的資料來自甚麼呢？不是說看書就可以，是你看到這張椅子會想為甚麼是這樣，為甚麼會圓圓的，它的
曲線是甚麼，為甚麼這邊是鐵、那邊是木 ……當你好奇的時候，你就會想為甚麼會這樣做。其實大家經常說，
做電影美術像一個偵探，要不斷地推敲。當你好奇那件事時，它的整個結構就會出來，所以好奇心是一個源
頭，我覺得很重要。執行力就是，光想有甚麼用呢，你的技能 ……執行力就是包括很多的電腦技術，以及如何
利用所有人員或者科技達成你想要的。執行力包含了很多，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這兩組物資。

張 蚊：另外有一方面也都很困難的，亦都要有技術才能做到，就是我們經常要 present（做簡述介紹）， present 給
導演， present 給客戶，那在  presentation（簡述介紹）方面，說說你的心得。還有，由創作一個  

concept（概念）到真正實施這件事時的差距，如果有差距你會怎樣應對？

莫少宗：第一個問題就是怎樣 present。在這麼多過程中，我覺得 present 和恐懼是一樣的，（對於）每個人都有難
度，如果你 present 得不好，通常來自一樣事情，就是你對那件事不熟悉。我要 sell（推銷）這個場景為甚麼
好，別人問你為甚麼好，你第二句回答不上，就只說到很基本的好；但是如果你很熟悉這件事，你知道這個
場景為甚麼好，或者這件東西有甚麼好，你就可以講出很多原因。比如（這個場景好是）因為這張椅子，（椅
子）好的原因是因為它的流線、它的物料，會令到你坐得很舒服。其實你想想，present 一樣東西，是要別人明
白你自己在想甚麼，（別人）一定會有很多提問，如果你能解答所有提問，在 presentation 的時候就不會有
太大的問題，這個是第一。

張 蚊：由一個 concept 到真正實施這件事時的差距，如果有落差你會怎樣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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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少宗：經常會有（落差），每一次都有，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有的。每一次不合適，那就再去調整，你搭建完那個場景
一定不會是你最喜歡的那一個，你看到（不好的地方），其實要去想應該如何調整會再好一點，你會不停調
整和處理。每次都會有類似的情況，每一部戲、每一個場景都會發生，所以這個是我日常的處理方法。

製作組：但會不會 present的時候有一百二十分，（但執行）出來的效果是「死喇，可能只有八十分」……像這些情況？

莫少宗：這樣又不會有，反而會出現方向轉變的情況。例如你心裡設計了一樣東西，但是你留意一下，大多數時候，你
做 presentation、你演繹的時候，心目中通常有百分之百的（設計），但到了說給人聽的時候，你再厲害也
好，可能只剩下百分之八十或七十，之後等到對方再接收，可能只剩下七成。所以通常以我所認知，你腦袋裡
的想法最後大概有五成左右被接納，已經很厲害了。通常發現有問題的只有自己 ——哎呀，我明明想這件東西
是這樣的，但對方未必知道，如果出來的結果是另外一個樣子的話，我會把它再變得更好。例如某個場景，我
原本想好是要乾淨俐落的，結果發覺出來的效果真的很空，不好看，我會再多放一些東西令到它齊齊整整，
一樣可以有乾淨俐落的感覺，而視覺上又更好了，通常去到拍攝的時候，我覺得應該就沒有甚麼問題了。很多
時候都會有這種情況，即是事與願違，就是要不斷的修改。

張 蚊：如果有些情況是，可能在大家 pre-production（籌備）時，和導演溝通的階段發現大家的審美觀很不同，或
者他可能會不斷否定你，這種情況你會怎樣處理？

莫少宗：事出必有因的，他覺得不對是因為真的沒有達到他心目中想的那樣。雖然有些人叫導演，有些人叫攝影師，有
些人叫美術（指導），但不是每個人都能表達好自己心目中的想法，這是很普遍的。基本上前期（籌備）時經
常會有分歧，但是你要令到分歧減少，如果你不明白的話，要不斷的聽他說，例如他說，那個位置他需要一
個很亮麗的感覺，但是他心目中的亮麗和我心中的不一樣，我給他看一個亮麗的東西，如果他說不是，不是
這樣那應該怎麼做呢？接下來，其實你不應該再去不斷重覆的給他 option（選擇），而是應該和這個人去
談，去問他心目中的亮麗是甚麼樣，多了解他。原來他心目中的亮麗是那樣的，但是我心目中的是這樣的，大
家嘗試找一個契合點，談好之後，基本上這些分歧就會減少很多了。我大部分是用這種方法去解決（分歧），
亦是剛才所說的（如果）溝通清楚，這些事情就比較少發生。

張 蚊：你作為一個美術團隊的負責人，如何與製片、攝影等不同部門溝通配合，又會怎樣和服裝指導協調，達成視覺
統一呢？

莫少宗：方法是切身處地，將心比己。因為每一個人在溝通的時候，其實是在說出自己的要求，最佳的方法是，如何令
到大家達致共識，你就要去想想這個人他想要些甚麼，他為甚麼要這些。其實有時你問到他，他才會回答，如
果你一早已經知道他的要求 ……例如（跟）製片（溝通），你一定知道（製片）要「平、靚、正」，基本上他未
說你也會知道，你就去想想在這個情況下，在這個預算、這個時間的限制裡，有甚麼能夠解決到他的問題？要
先想好，在他還沒有這個疑問時就告訴他：「其實我們想了一個方法處理這個景，因為這樣操作的話，會比較
經濟一點，省時省力，那你就可以達到那個目的了。」一開始就已經解答了他很多問題，之後就很難會有阻礙
了。

攝影師也是，如果你想要的任何一個景都沒有（地方擺）機位，那你也會想到下一個問題會怎樣，是根本溝
通不了的。導演亦是，導演需要的是演繹空間，需要一個「演區」，你無論做空間或者演員的造型，如果不能給
導演發揮想像的話，其實他一定會有問題，所以要切身處地、將心比己，才會令大家在溝通上容易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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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蚊：你怎樣和服裝指導協調溝通呢？

莫少宗：其實這個一開始已經要溝通了，所以通常沒有甚麼問題。雖然大家做的工作有一點不同，但大家在最開始已經
知道這部戲的 tone（調子）是怎樣，會怎樣處理，而且（服裝部）不是一個後期才介入的團隊，所以（溝通
上）通常都沒有甚麼問題。

張 蚊：面對現在現代戲反覆拍攝的場景，你會怎樣尋求突破？例如經常拍警察局…… 

製作組：這個想 Alex（莫少宗）舉些例子，例如《寒戰》（2012），大家都知香港拍戲總是拍警署、醫院等等，之前已經
有很多警匪片了，現在輪到你做，那你創作時怎樣可以再創新，沒有那麼悶？

莫少宗：香港其實很多電影都是 ……一般來說很多都有警署、醫院、豪宅這三大地點，不斷重覆。有一段時間我也很困
惑，又是警署？但是後來我轉了心態，我當之前沒做過就好了，每一次的劇本基本上是不一樣的，其實在這
個情況下，你就不要理性思考了，感性一點去想，即是不要記著自己之前做過甚麼、有多少經驗。你看完一個
新的劇本後，你會知道故事是怎樣發生的，發生在甚麼地方，先不要想是警署、豪宅或是甚麼，「故事發生的
時候，應該用這些東西會好一點。」思考過這些，再去想是否是重覆的景。（經過這些考量）做出來的東西每一
次都會不一樣，因為你是跟著故事（來）變化而不是跟著場景（來）變化。我一般會用這個方法，會當新的東
西來做的。

製作組：可以再說的仔細一點，例如《寒戰》裡面那個警署好像很大，有一張圓桌，我覺得好多地方和我們觀念裡的警
署很不同。

莫少宗：《寒戰》這個警署很有趣，香港作為東方荷里活，比較出色的電影算是警匪和動作（類型），警察的電影比較
多，警署做了無數個。接拍這部電影時，我和兩位導演也是朋友，大家也說「死了，整部戲的戰場在警署裡」，
大家回看相近的題材大概數到十年前的《無間道》（ 2003），但《無間道》已經是很好的設計了，要怎麼做呢？
後來我們聊，其實這一部戲大部分算是文戲，文戲的部分在於戰場發生了甚麼，我們是不是應該告訴觀眾，
這個戰場是一個甚麼類型的戰場，戰場是不是一定要（用來）打的？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當一個地方產生衝突，其實會有一個很大的空間，大家有各自的地盤，不同的領域，如
果是說一個內部鬥爭，場地更加要通透，更加要似是而非。其實處理那個場景的時候，我就想不如這樣吧，我
們去找一個很大的地方。處理方法是怎樣呢？雖然地方大，但是要盡量見通，我們利用很多折射、反射的方法
令到那些檯面（反光），包括間隔牆的方法，看似可以見通，其實是因為有很多玻璃的折射，在折射中透出
來兩層不同的影像，再加上足夠的景深 ……我們和攝影師溝通時，也跟他說過這部戲有很多鏡子，（問他）
怕不怕，他說怕甚麼？攝影師人很好，他運用了很多我們的設想，所以在構思這部戲的時候，警署是另外一
番景象的，我們把它作一個全新的戰場來創作，用很工整的骨骼，但是卻有一種很抽離的感覺。

舉個例子，有一個會議室，後來我看到也蠻開心的，因為很多人抄襲（笑）。（會議室）中間我做了一組六米
多的長檯，我用六張桌子燒了個鐵架，（檯面）全部是玻璃。我想要的感覺是，所有的人都被故事夾住
了，（如何體現）壓力有多大呢？我就做了一個五米長的不鏽鋼架，做了一組大燈（在上面），它倒影在那
張玻璃桌面上，兩組燈夾住這一幫人，成為一個大的「十」字。我想說的就是同樣作為警署，我的設計來源出自
劇本上寫明要有壓迫感，這就會出來一個新的感覺，我不理會是不是在做警署，我是在做一個場地可以令到
這些事在這個地點發生。做完挺開心的，等到了《寒戰 2》（ 2016）我就用了另外一種手法，有很多不同的變
化，蠻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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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蚊：《寒戰》這部電影的口碑很好，但是有時你投入很多心血的製作，上映之後口碑未必出色，你會不會失望？以
及你接戲的標準是甚麼？

莫少宗：其實沒甚麼好失望的，因為做的過程中你達到了目的，已經「過足癮」。我接戲的標準不是為了拿獎，有時候一
些很好的電影找我，我也基本上知道會拿獎的，但是同時間可能有一部不是那麼大（型的製作），而且可能
只會拿到「金話梅獎」 2的那一種電影，我也會想做，這是一種心態。因為我覺得原來這一班人找我，我會做得開
心一點，他們的限制很少，我會做得很有樂趣。我情願選一部自己做得開心的戲，而不是選一個可能需要你長
年累月去做，出來的效果一定很出色（的戲）。我覺得有時那種出色來自觀眾的評價、市場的評價以及自己的
評價，那我自己最看重哪一樣呢？生活是自己的，我開始發覺起碼要先滿足自己。或許滿足了自己和工作人員
的關係，滿足了自己，對比很辛苦、很不開心地完成（一部戲）然後你可以舉著一個獎杯，我會選擇前者。

接戲標準也一樣，我會看（主創團隊）是甚麼人，以及故事好不好。當然我亦都會為了生計，有些戲甚麼也不
看，有工開我就接了。現在我盡量選一些很少預算的戲，例如首部劇情片，如果我覺得故事頗有趣，他們也需
要幫忙才能做成，我會選這種方向的。

製作組：有沒有哪類片你很想拍，但是現在還沒嘗試到的？

莫少宗：Harry Potter（《哈利波特》系列電影）、《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 系列電影）這類有發揮空間的創作。但
我也知道在香港是很難的，外國有，但是我們進不了那個體制，所以很難接觸到。你問我想嘗試哪些，我就會
說想做這一類型的戲，因為這種戲的發揮空間真的很大。

製作組：那之後會不會想接科幻片？

莫少宗：四年前（我做了）《明日戰記》（ 2022），它是科幻片。其實我們也算過，雖然是一個講未來的戲，但又不是一
個完全不真實的世界。我不會刻意選一種題材，只不過很容易就會想到 Harry Potter 這種創作性強、整個世界
觀需要重新構想一次的電影。不是在討論這個景怎樣，那件衣服甚麼樣，是在想究竟這部戲的世界是怎樣運作
的，光是想這些已經開心到不得了。（例如）為甚麼這個人要吃這個「吹波膠」，為甚麼他到大堂用餐時是用這
些餐具……其實想想整件事已經很開心了。我亦都明白，這一種題材你在商業上是很難探討有甚麼回報的，而
且很難遇到，是可遇不可求的。我覺得如果人生做過這些戲，應該會很開心。

製作組：有沒有甚麼戲是一定不會接的，是不想做這個類型的？

莫少宗：不能被你拍下來的（笑），是人物來的。

製作組：其實這個可以討論一下的，剛剛是問接戲的標準，有些人會說他是看中這個故事，有些人會說要看導演，不
想和新導演合作，因為可能很難達到一個共識。那你呢？ 

2 金話梅獎（電影評選）：是 2006 年至 2017 年由香港《蘋果日報》娛樂版舉辦的電影評選活動，讓讀者通過網上投票選出年度最爛的

華語電影，其宗旨為希望電影製作人認真對待電影製作，不要重蹈覆轍，並引以為鑑。選舉結果在四月公佈，即香港電影金像獎頒

獎典禮舉行前一天，跟美國的金草莓獎一樣具有諷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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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少宗：其實我不介意和新導演合作的，我做很多新導演的戲，只不過是一些「老油條」新導演，即是入行工作了二十
年的編劇，（或是）做了三十年的副導演，像這種類型的新導演我經常合作。近年我會做一些更加新的
導演（的戲），（但）有一些新導演我會選擇不接，就是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的人，我就不會接了。

「舊」的導演也會有（這樣的），應該說是團隊吧，因為不單是看導演的，我們會看製片、攝影師、導演來決定
合作。如果我知道團隊裡有一堆人是，一，自以為是；二，不知道自己做甚麼的人 ——或許他會成功，但是真
的懶惰又不做功課，自己張開口等你餵他，那些（人參與的）戲我都不會做。因為我覺得太浪費時間了，我愈
來愈覺得自己的時間很寶貴，我不想浪費時間在這方面。但是有些可能規模小一點的戲，你明知他拍得可能差
一點，但是這個人想法很有趣，或者有機會和我合作的人，他想事情很有趣，我們溝通了很多很好玩的點
子，我覺得用幾個月的時間對著一幫開心的人，這多好。為甚麼我要花幾個月時間去不斷重複做、重複
做……（場景）拆完再弄，弄完再拆，也許這樣是好事，（但是）一部戲經年累月，也很難不好的。我為人比
較急，又不喜歡拖太久，（要拍）很長（時間）的戲我亦都未必會接，即是一來就說要拍一年半的時間，籌
備都要一年，可是人生，我的命（就這麼長）……（笑）那幾年去了哪裡呢？我未必會這麼選擇。

張 蚊：你最欣賞哪部香港電影的美術設計，有沒有一部電影能立刻想到？

莫少宗：我看完題目也想不到，因為實在有太多戲我都很喜歡，不一定是出名的戲，基本上每一部戲都有些地方，是
我看到會覺得「嘩，正喔！」。譬如《空手道》 3（2017）有某一個點我覺得「好正」，但又有些是我不喜歡的；有
些很知名的戲，其中一些位置我覺得「好正」，一些地方又覺得不知所謂。所以我沒有特別喜歡某一部戲，從大
部分電影中我都能找到美的部分，即是很好的地方，但我說不出來 ……我很欣賞同行做的東西，無論是新人
還是資深前輩，你有時看戲會看到他們的心力，「嘩！這個怎樣找來的？」自己接的戲也是，「啊？這可怎麼
做……」，但（最後）完成了，我就覺得很厲害。所以很多戲我都很欣賞，我說不出來哪一部。

張 蚊：劍走偏鋒的戲如何設計，比如《鬼馬狂想曲》（2004）？

莫少宗：劍走偏鋒即是甚麼？題材奇怪？

製作組：剛剛你有提到很想做那些天馬行空的電影，其實你之前也做過一些，但是現在香港就比較少這種題材，你可
否舉一個例子？

莫少宗：我覺得很可惜，香港確實有很多非常商業的電影，人家拍你也拍，拍完了也有一定的收視基礎。如果你說《鬼
馬狂想曲》，我覺得是有趣的，但那種有趣伴隨著辛苦，在很短的時間裡。我記得中間自己那麼多年沒做電
影，（這部戲）開完會之後五天就開機，從開會到拍攝完畢只用了五個星期，真的很辛苦。

在（我參與的）那麼多部戲之中，反而有一部很少被人提起，但我很喜歡的，就是韋家輝先生的作品《再生
號》（ 2009）。我知道當時《再生號》沒有做宣傳，上映了也沒有甚麼人知道，但是它的劇本和題材我覺得很有
趣，而且給予我的發揮空間也很大。當時雖然資源所限，但我做的時候是真的頗開心的，包括整個創作過程。
韋生一開始想這個劇本的時候，（再生號）最開始並不是一架往返的纜車，是某一樣東西，我們談了很久，
最終變成一個纜車（往返陰陽兩界），我覺得整件事的溝通過程非常好。以及我們去了當時的粉嶺裁判
處，（將那個地方）整個包起來，拆掉所有東西變成一間屋，整部戲有七至八成（的故事）在裡面發生，我
覺得很有趣，特別能發揮香港人的精神，在很短的時間內，不足資源的情況下，做到一些大家都覺得有意思 

3
《空手道》（ 2017）由張蚊擔任美術及服裝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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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西。坊間怎樣評論我又覺得是沒所謂的，例如這種戲的題材，我覺得應該多一點，要百花齊放就應該甚麼
都有，雖然說《明日戰記》這些是很大（的製作），但是它這種我覺得就不是百花齊放，似乎是（順應）市場
的大型產物，我覺得應該甚麼類型都要有。

製作組：《再生號》可以說多一點的，我有看過，那架車你是怎樣設計的？

莫少宗：那個車頭還在的，在上面（倉庫），纜車車頭的駕駛艙我有留著。其實看到你的問題（提綱）中也有寫，做過
甚麼電影是比較有趣的？在我的電影人生裡很有趣的一樣是，我做過很多車類的東西，電車、纜車、拆彈車、衝
鋒車——即是由紅 Van 改裝的那架，裝甲車、直昇機，基本上很多大型的車輛我都重新改建，拆骨再造過。每
一次我都覺得很有趣，而且是完成之後我才發覺很好玩的。因為香港拍戲不像外國一些真人秀的節目，整台車
由零開始，從打鐵片開始直至全部做出來，很好看的。香港要做這些其實很困難，因為在技術上，的確未達到
可以解決那麼多問題。

近年，說一部未上映的戲，《明日戰記》需要造兩架裝甲車，那個做法也很有趣，總之是由一個甚麼都沒有的
狀態，買了輛貨車的拖頭，拆掉外殼 ——我只要那副摩打（引擎），用搭景的方法，在上面造了架裝甲車出
來。整輛車可以動，可以開，而且還可以衝。那個過程很有趣，因為你去造這些科技 ……我不是熱衷於科技的
人，但是當你面對這件事，你會覺得好像很新、很好玩但又很困難，辛苦那些不說了，事後一定會覺得很過
癮，我覺得很好玩。

剛才說《再生號》，其實《再生號》就是其中一個例子。為甚麼最後造出一個類似纜車的東西，就是我在和導演談
的時候，大家一起去溝通，他說怎樣可以做到往返 ——他經常說怎樣可以往返人間，上下的走。當初我們的想
法是甚麼呢？熱氣球，即是氣旋上下，但是怎樣可以做到呢？以前也有些電視劇，比如《飛越十八
層》（ 1982）裡是坐電梯上下，但其實這個載體是很難想出來的。當時我就想，整個（電影的）世界觀是在香
港，有香港的本地特色，你想記住一種聲音是有往返的感覺的。我就突然間想起，香港能夠往返，有上下通行
感覺的就是纜車，山頂纜車就是上和落的，它那個上落之處就是你會認得那些形狀、斜走的感覺以及 mix（融
合）了一種電車。香港的交通工具中，電車，你能聽到「叮！叮！」聲，以及將它變成了載體的名稱，（我就產
生了）將「叮叮」和纜車組合在一起的想法。我和導演說，不如這樣，如果整個世界或者那間屋就在香港島，在
纜車附近，我們將那間屋設立在纜車往返（路徑）的旁邊，那整件事就很合理。就是說，你感覺那輛車來回上
落，你中間故事的走向，可以將纜車演變成這個故事裡大家心目中的那輛車，那麼就是《再生號》的東西了。
（電影）本來叫做《死亡城》還是甚麼的，總之是另外一個名字。出來後那個感覺我認為（還可以），當然自己
覺得可以再好一些，現在技術也不同了，不過這也算是一個頗有趣的經驗。

張 蚊：那麼不如又說說怎樣利用香港城市空間以及氛圍去做不同類型的電影視覺語言呢？

莫少宗：我先想想這個問題…… 

製作組：剛剛就是一個例子，纜車…… 

張 蚊：對，算是舉例說的。

莫少宗：其實我覺得要將一些 ……其實不一定是香港的，你想將一個地方的元素放進去，也是那句 ……其實之前的問
題也回答過，你要先了解那個地方有甚麼，你的了解也包括體驗。我們日常生活經過一個地方，你會常見到甚
麼，你會想那件事就發生在你身邊，其實這個就是基本元素。譬如你在香港街上，建築物很多都搭建了棚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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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晚上有很多霓虹燈，這個就是香港元素，這個影像是你外出在街上都能看到的。去到一些地方，例如旺
角，橫街窄巷的地方，女人街、廟街這些，那些氣氛是來自（這個環境）充斥著的人，充斥著很熱的天氣，沒
有冷氣，但是那些布篷、帳篷，整體都來自於質感、光影。當你在創作的時候，這些都是不錯的選擇，不一定要
看書的，你把這些經驗再加上自己的不足，你再去這些地方了解多一點或者再去看書，便會有（靈感）了。我
覺得要把那個城市的特質反映在電影裡，你要先了解那個城市或感受那個城市，那就可以做到了。

張 蚊：你認為美術指導是否要有自己的風格呢？你如何建立自己的美學或者風格？

莫少宗：風格是自然產生的，如果你很有策略地一定要做到很出眾，我覺得不是這樣的。通常第一、二部（電影）是沒
有風格的，應該也不會有風格出來，因為你也在（不停地）面對著工作。但是我覺得，慢慢做的時候，你會偏
向……你會發覺找資料時會偏向找某一些東西，會留下的資料是某一種類型，你留著留著就會發覺自己原來
有些東西很相似。當演繹一個場景或者演繹一個造型的時候，你會發覺（某些元素）用得比較多，其實那個就
組成了風格。所有我認識的美術（指導），他們的風格都是自然產生的，包括我自己也是，你不能苛求，你沒
有（風格）就不會有了，你如果有的話，自己會慢慢生長出一個東西。

那你說有沒有需要呢？每個故事都是不一樣的，即是作為一個 artist（藝術家），那個特質的需要就是要你不
斷做不同的 artwork（藝術品），你的風格就會慢慢出來。有沒有需要呢？有是最好的，沒有也不代表做不
到，沒有也不代表做得不好，只是你有沒有一個自己的個人特色而已。所以這不是一個是與否的答案，這是我
的看法。

製作組：你平時工作有沒有用到香港比較傳統或者民間的技術呢？可以舉例說說。

莫少宗：有的，例如搭掤——很常用的，紮作即是紙公仔、燈籠那些紮作方法，霓虹燈，還有木工 ……其實木工不是一
個民間技術，現在也在一直用，我持續也在用，只要有適合的，我就會盡量用。

我覺得這些民間的技藝很需要珍惜。（我們）知道世界運作的方法會變，一定會淘汰某一些東西，但我覺得這
些民間技術是沒有辦法可以令到它繼續運行的，因為世界的走向不停地變化，有些東西注定會被淘汰，我只
是覺得要珍惜它們，能夠用到都盡量用，以及要謹記有這些東西，不要忘記。和香港電影一樣，它輝煌的時
候，它的能力是很大的，但是當市場走向不同了，你要謹記有這件事，不一定要懷緬，但是要記住曾經有這
個過去，然後再盡量去做，我覺得一切就可以繼續進行。和民間工藝一樣，現在例如霓虹燈沒有了，全香港本
來有二百多位師傅，我去年做過一部戲的資料搜集，導演做過的資料顯示現在只剩下五位而已。在資料搜集的
過程中，電影籌備當中，有一個（師傅）還過身了，之後慢慢也會相繼沒有的，但是沒有了這些師傅是不是
就沒有霓虹燈呢？不是的，自然還是會產生出來，你發現有些年輕的人開始學這個技藝，他們成立工作坊，
把這件事在另外一個生態呈現，他們會做一些 art piece（藝術品），就是把這個傳統的技術轉化成為了現在
會有的東西。不是一定要安裝招牌就一定要有霓虹燈，我覺得不一定要用這種方法去保留，是要配合現在的市
場環境，需要就盡量去用。

製作組：你剛剛說有留著《再生號》那個車頭，那你平時喜不喜歡收集東西？

莫少宗：其實我不喜歡收集的，但是我不捨得丟東西。因為收集東西你要有地方，可是有時人就是這麼矛盾。我不喜歡
收集是因為收集很麻煩，例如收集杯，你不會只收集兩隻，你會收集一百隻，會不斷繼續收集，這是一件佷
恐怖的事。但是在我工作過程之中，或者我去旅行時看到一些很有趣、覺得需要留下的（東西），或者拍完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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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戲（本來）要扔掉的，如果我不留住它，它就會在垃圾房裡出現，而我覺得我應該先保留，等有朋友要也
好怎樣也好，我盡量留。所以留著留著就會積存很多，佔據很多地方。

你們現在坐的這張長椅就是《再生號》那架纜車的長椅，這兩張是人手做的，我留了四張，因為整個製造過
程，不論燒鐵架、每一條木條的拋光，我知道這個過程花了多少時間，以及要怎麼做才達到目前這個效果。你
一下子丟了它，就沒有了，那既然可能日後有機會、有地方能用到，我就先留下。

這邊的框架，難道是我貪玩搭個景出來嗎？是因為我拍了一個廣告，需要假裝成紐約的地鐵站出入口。於是我
在中環，忘了是哪一條街，我造了一個外殼，那些人假裝走進去，只造了個框架而已。拍完之後就扔掉了，本
來已經安排送往堆填區了，道具手足打給我說要丟掉它，我剛巧在這裡，就說不如先拿回來，我也不知道有
沒有用。拿回來之後，因為我們已駁好電路，索性就把它分開，就做了這個 partition（劃分），其實等同環保
和 recycle（回收）的原理，我覺得如果有一件東西可以重新再用，給它一個生命是很有趣的，即使是 

display（展列）出來也是第二個生命。

製作組：還保留了甚麼電影的東西？你剛剛好像說拆彈車…… 

莫少宗：拆彈車，即是《寒戰》那個拆彈車，我把它放在一個角落裡，在上面的倉庫，有很多雜物。我留著它，也是因為
那部戲拍完了，它放在電影公司的倉庫裡，聽說他們要處理掉，我就問是不是沒人要。那時我也不知道拿去
哪，就先拿了回來，然後一直放在倉庫頂了，所以日後展覽可能也會拿出來。我有很多例子想不起來，大約都
是這樣，例如那幾個「圓餅」，很多年前有部電影，是給 dancer（舞者）的 props（道具），我用反光板做了
幾個像金幣的東西，在他們跳舞時「伏」一聲，變成一個大金幣。我隔了不知道多少年，差不多九年後，在某一
個道具房裡看見它們被丟在一角，我就問是不是不要的？「不要了！」那我就拿了回來放在這裡，掛了幾個
「餅」在上面，其實也沒有甚麼特別的，只不過（上面的圖案）是我自己用 marker（油性筆）畫的。以前做很
多東西未必找美工做，如果沒人做就自己手畫，手畫可以完成的，就用 marker 畫。現在已經褪色了，但我覺
得那時好像畫得挺不錯，所以就留下來了。

訪問日期：2021.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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