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湮沒在觀塘附近大大小小的電影公司裏， 「

偉勁製作」 自成立至今已參與包括《使徒行者》
、《春嬌救志明》、《明月幾時有》在內，逾八
十部電影的製作。沒有牌匾，沒有門頭，工廈的
電梯門打開，還以為來到一間傢具工廠。電鑽聲
陣陣，各種木材、裝修工具堆積，隔着口罩也能
聞到空氣裏濃重的油漆味道，道具師阿龍穿着又
寬又鬆的短袖衫加短褲，放下手頭的工具出來迎
接。時隔數月，終於開工了。

收入─幾萬VS.幾千
道具師是看似光鮮亮麗的電影行業中默默無

聞的一群人。他們製作桌椅板櫈，搭建故事的時
代背景；也製作逼真的橡膠槍支刀具、糖膠玻璃
樽等特殊道具，保護演員不受傷害。他們是電影
行業的 「背景板」 與 「保護傘」 ，是電影這個巨
大的工業機器運轉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入行前，阿龍曾在電視台做過一段時間布景
工作，但因工作內容重複無新意，三四年前轉了
行做道具師。 「原因是覺得做電影更有趣一點，
也能學到更多的東西。」 平日除了負責道具油漆
外，阿龍也做一些特殊的道具效果，比如拍一部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戲，他就要將一些傢具做成八
十年代的懷舊效果。

道具師的工作時間不固定，如果要跟劇組，
就更是沒日沒夜了。但辛苦總有所得。阿龍介紹
，過去行業好景的時候，道具師們一個月多則能
賺到五萬多，而這一年來，收入一落千丈， 「其
實從去年 『（修例）風波』 開始，行情就不太好
。到今年的疫情，（開工）直接跌到零，一個月
的收入連一萬都沒有。」

與燈光、導演等行業不同，在香港，並沒有
專門開設道具課程的大專院校，因此道具師入行
多靠熟人介紹。缺乏職業培訓的渠道，加之近年
來香港電影工業每況愈下，道具行業在疫情發生
前便青黃不接，全港電影道具工作從業者只有七
十多人。突如其來的疫情，更讓他們的處境雪上
加霜。

開支─養家VS.節省
「其實，前段時間我都有考慮過轉行的。」

阿龍說。疫情期間沒有工開，看到有朋友做地盤
，有工開、有糧出，阿龍心動過。好在他尚年輕
，屋企只有老爸老媽需要照顧，養家壓力不算大
，在生活的開支上節省一點，面對疫情衝擊，阿
龍說暫時還能挨得住。 「如果要供樓養家，那一
定轉行。要執生的。」

順着公司的窗戶，阿龍指了指對面的大廈，
「之前有位同事，因為有家要養，已經轉咗行，

就在馬路對面的一家運輸公司，送快遞。」
這個同事名叫阿樂。 「運輸行業其實都係多

勞多得，就算佢個底薪可能同電影行業差好遠，
但係有得博，我都想去博下，始終要養家。」 阿
樂說。

在進入影視行業之前，阿樂都做過運輸，疫
情期間他上網搵工，見到各間運輸公司都大量請
人，思想掙扎過後，便去了順豐。 「電影行業本

身都已經係唔穩定嘅職業，疫情期間特別見到差
異，本來幾萬的收入變咗幾千。」 阿樂嘆道： 「
屋企真係需要開支；供樓養小朋友，水電煤差餉
，樣樣都要錢，冇收入就只能靠老婆，但老婆都
撐唔得幾耐。」

在轉行去速遞公司之前，阿樂也有問過其他
電影同行，發現大家都沒有工開， 「有好多行家
都已經早早轉行，我已經算遲。」 他形容自己轉
行時的心情 「超級掙扎」 ，最大的原因是覺得收
入實在差太遠。

轉行─風光VS.嫌棄
過去阿樂在道具公司負責電影陳設和置景，

光景好的時候賺得多，又風光，身邊朋友個個都
是藝人明星。如今成為速遞員，身份的落差令其
感嘆： 「呢段時間最深感受係，覺得呢個世界嘅
人真係好睇你份職業。」 他記得自己以前做電影
電視的時候，接觸到的人對他的態度都特別好，
「原先啲人聽到我呢個職業係會雙眼發光。」 但
是如今來到速遞公司以後，卻飽受職業歧視之苦
， 「我主要派件嘅地方係私人大型屋苑，成日都
要派貨畀啲中產（人士）。」 他透露， 「我試過
派錯一件貨，只係值九十九蚊，個客打電話畀我
，罵足一日。」

此前政府公布第二輪 「防疫抗疫基金」 ，其
中未涉及電影界，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田啟
文因此召開記者會，提到很多業內人士一旦轉行
就很難再回到行業中來。其實，阿樂自己並非如
此，他說如果電影界情況轉好，他一定會考慮重
新做回道具師。但問題是： 「到底幾時才能真正
變好？」 香港電影業一直萎縮，行業狀況整體低
迷已非一朝一夕， 「如果又好似而家咁一年好，
一年差，一年又好，咁嘅工你會想做？」

採訪接近尾聲，阿樂希望記者可以隱去他的
名字。社交媒體的頭像上，阿樂一家三口，擁在
一起，笑得幸福。

圖片：受訪者提供

如果要供樓養家，
那一定轉行，要執生
的。

電影道具師─阿 龍

電影還需要道具嗎？
除了製作電影道具， 「偉

勁製作」 亦有涉足商業布展及
多媒體項目等業務，但在疫情
期間完全沒有訂單。然而，從

辦公室到道具製作間，再到 「警署」 、 「
醫院」 的拍攝場地，公司一個月的租金加
在一起都要三十萬元左右。 「業主一毛錢
都沒有減過，我們員工現在每周只工作三
天。」 老闆張偉全（阿全）講到此，苦笑
道： 「電影行業已經好慘淡了，道具部門
就更加慘淡。」

道具部門很重要，卻不是每部電影都
需要。 「現在開一部戲，燈光機器是一定
要的，但未必一定需要道具。有時候，美
術部需要什麼東西直接去採購就可以了。
」 因此，阿全說： 「如果說現在市面上有
三部戲在拍，其中可能只有兩部甚至一部
需要用道具。」

古天樂劉偉強牽頭眾籌
政府短時間內幫不到忙，但電影界同

行還是在不斷想辦法互幫互助。 「目前
古天樂、劉偉強等人牽頭眾籌，希望能
籌得一點錢來幫助我們基層的同事。」
阿全嘆道，幫到幾多是幾多，都是一份心
意。

經過疫情之初的寒冬後，阿龍從上個
月底到這個月的收入情況有所好轉。原來
，給電影場地布景、做道具，和室內裝修
所做的工作有些許共通之處，疫情期間，

便有一些電影公司的老闆、知名導演請阿
全的公司幫忙裝修辦公室， 「其實是給我
們一點事情做，讓有的人能夠開工。」 阿
全說道， 「其實，這些事情本身是不需要
在這個時間做的。」

隨着疫情趨於平緩，部分劇組逐步復
工。然而，少量的復工對於電影行業的救
助只是杯水車薪。前不久，英皇電影與古
天樂的天下一電影合作，宣布在未來兩年
內合作製作及發行十部港產片，主要於香
港取景，並聘用香港電影工作人員，以此
幫助受疫情影響正在經歷寒冬的香港電影
業盡快復甦，也希望能藉此機會培育香港
台前幕後的新一代。看到這個消息，還在
行業中堅持的阿龍似乎看到了一點希望；
阿樂卻不樂觀，他說目前香港有四十幾個
道具領班，這十套戲要如何來分？ 「有冇
可能輪到我哋？」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作為電影產業
中的前序工種，道具行業是最早復工的工
種之一。今年三月舉行的香港電影界記者
會上，香港電影後期製作人員協會會長陳
樹幟提到，香港電影哪怕當即復工，也非
一蹴而就，尤其對於幕後製作這樣的後序
工種而言，歷經開工、拍攝，等電影到達
幕後製作這一步驟的時候，恐怕已是一年
後的事情。電影工業作為一個整體，各部
門之間環環相扣，缺少任何一環都無法完
成運轉，而 「到時候，大部分後期製作公
司應該都死掉了。」

◀疫情期間，
「偉勁製作」生
意沒了九成，
人手少了四成

揚湯
止沸

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

穿過 「偉勁製作」 做道具的場地和拍攝場地，來到裏面的辦公
室，一路上人流稀落， 「阿全（老闆）這裏原先有廿幾個道具師，
到現在只剩十幾個。」 道具師阿龍說。同電影行業其他工種一樣，
道具師幾乎都是打散工，疫情期間領不到政府的補助，沒有工開，
便收入驟降。僅 「偉勁製作」 一家公司，生意沒了九成，人手少了
四成，不少道具師為了生計被迫離開行業，另覓出路。

如果又好似而家咁一年好，
一年差，一年又好，咁嘅工你
會想做？

前道具師，現轉職速遞─阿 樂

▲阿樂如今改行做速遞員

▲阿龍（前）近來已經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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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於無奈的抉擇？

▲道具師是電影行業的 「背景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