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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繪電影、獨領風騷數十年

國家級畫師顏振發
文、圖／黃金財

▲ 早年紅極一時的養鴨人家電影看板。

繁華若夢，韶光難留，耀眼的榮華富

貴，多少的離合悲歡，都在無情的時光隧

道中輾轉飛逝，宛如過眼雲煙，白駒過隙，

只能在不間斷的甜蜜回憶中苦苦追尋，正

如俗諺所說：「人生如戲、戲如人生。」。

當年紅透半邊天，一度造成萬人空巷，眾

人爭相簇擁目睹的大明星，如今都已成為

人們永遠懷念的偶像；票房動輒常數以億

計的電影不朽名作，也只能在觀眾的不捨

聲中口耳相傳，回味再三，這也是電影的

迷人之處。

穿梭在現實與夢境中的陶醉，吊足觀

眾們的胃口，滿足觀眾無限的嚮往與遐思，

也是不少影迷們一直戀戀不捨的主因！電

影號稱為「第八藝術」，就因為它的多媒

體運用，極盡聲光五彩之娛，掌握觀眾的

心理，嬉笑怒罵、悲喜交集，常讓影迷融

會在多變懸疑，曲折流離的情境中，為之

癡迷共鳴，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

想當年還是黑白電影的大時代，電影

就在廣場牆上放映，照樣吸引了興高采烈、

扶老攜幼、萬頭鑽動的人潮，造成大轟動，

堪稱電影的黃金時期，令人留戀難以忘懷。

縱然當年物資缺乏，但精神層面的豐富與

歡樂，卻是科技文明的現代社會所不及的，

尤其電影中反映的人性現實、生活苦悶、

小人物的喜怒哀樂，透過劇情帶給觀眾歡

樂與感動，幾乎把人的心靈都為之融化了，

那真是一場難得的真實生活與戲劇情節的

交換體驗，令人心馳神蕩。

民國 60至 70年代，由於世界電影業

進入黃金時代，許多歐洲電影及好萊塢電

影爭相媲美，直接帶動了臺灣電影瘋狂的

熱潮，一些來自西方的電影擄獲台灣影迷

的心，演員透過他們精湛的演技及本身特

有的個人魅力，展現出動人心弦的戲劇張

力，牢牢抓住影迷們的視覺與心靈，他們

的一顰一笑往往牽動著觀眾的感受，令人

為之神醉、瘋狂，他們編織了另一個更美

好的世界，讓影迷遠離世俗的煩憂與藩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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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迷於自我的喜樂與夢幻，因此當年電影

界的蓬勃真是其來有自。

但是為了廣為招徠，吸引影迷捧場，

適度的宣傳與號召，更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除了報刊的廣告、電視、廣播的鼓吹外，

一些大小的戲院在街頭所懸掛高大巨幅手

工彩繪電影看板，也是功不可沒的推手。

有些戲院重資委託專業的廣告社精心製

作，然而有的戲院宣傳部門則自行聘請彩

繪專業電影看板畫師繪製，當然其看板創

作技法比較多元化、藝術化、立體化，這

些彩繪手工電影看板上所呈現那種維妙維

肖的電影人物，那種神氣活現的寫實模樣，

視覺的效果深深吸引觀眾的目光，也因此

造就出手工繪畫電影看板的行業，當時黃

金一錢 30元，畫電影看板一天可賺 20元，

算是高薪高所得的職業，因此也吸引不少

有志之士紛紛投入此行，帶動一股轉業風

潮。

現年 66歲的賴振發，即是此一手工彩

繪電影看板的國寶級畫師，迄今仍未放棄

此項極富鄉土風情的手藝，幾乎可說是目

前是全臺碩果僅存的畫師。除了當時選擇

此業維持生計，一方面也有一分難以割捨

的感情，而且對於傳統手工藝的一份執著，

不忍看著它荒廢湮沒在歷史更替的洪流之

中。

顏振發從 18歲拜師學習作畫時，觀

念傳統的父親強烈反對，曾氣到拿磚頭砸

他，但他始終不願放棄自己興趣。他說：

啟蒙老師是臺灣畫壇前輩郭柏川的學生陳

峰水，郭柏川等於是他師公輩，顏振發一

向對自己的畫藝有強烈的信心和使命感，

最初只能陪在老師身旁看他如何打草稿、

畫格子，師資輩嚴肅寡言，向來注重身教

不重言教，因此一切都要靠自己眼到心到

手到、自我摸索、領悟學習，過程極為艱

辛而且點滴在心頭，歷經一年多刻苦的磨

練才得以初探登門入室的繪畫訣竅。由於

他的用心與努力，老師硬是留著他一起創

作，一年以後才得以獨當一面，自立門戶，

正式出師大展長才。初試啼聲的作品就是

民國 62年港片「丹麥嬌娃」電影看板，風

評還算不惡，給了他不少的信心。

今天，在熱鬧臺南市府城全美戲院對

面街上的騎樓下，別具風格的手繪電影看

板，很醒目深深吸引路人圍觀駐足拍照或

錄影，狹長的空間擺設幾幅帆布空白看板，

散落一地的工具，瓶瓶罐罐的彩色顏料，

成了顏振發最典型的工作日誌。人來人往，

喧嘩依舊，僅他仍然每天固守著微小的工

作空間，隨著電影的情節，或站或蹲，埋

首於彩繪看板的職務，他像個專注的藝術

家，在畫筆起落之間就勾勒出電影男女主

角的倩影，眼神流轉與肢體動作，運用色

彩的表現手法，傳遞出情緒與張力，栩栩

如生，令人驚豔，也顯示出他累積多年來

彩繪的功力。

「手繪海報電影看板，充滿了懷舊的

記憶，除賴以維生，也畫出了難以割捨的

情愫。」，畫師顏振發表示，手繪海報電

影看板全盛時期（民國 70年），一個月至

少有70幅以上，當時曾為臺南國花、延平、

南台、南都等大戲院畫過電影看板，包括

文藝片、鄉土片、偵探片、西部片等各類

電影，不過他偏偏對武俠片情有獨鍾，當

年武俠片風靡全省時，當紅的偶像是知名

港星狄龍、姜大衛等主演的片子，舉如「新

獨臂刀」、「報仇」等，當年這二位巨星

所主演的片子，等於是票房保證，而畫他

們的大型看板，氣勢豪壯威猛，帥氣十足，

又很醒目，十足展現出男性的氣概，風靡

不少粉絲，遠近馳名，一傳十，十傳百，

戲院經常是大爆滿，賺進了大把鈔票，觀

眾們也都能一飽眼福，深感意猶未盡。可

見當時電影明星的無窮魅力，當然也要歸

功於看板師傅，煞費苦心，卯足全力繪製

巨大的海報，電影叫好又叫座，當然他也

與有榮焉，畢竟這才是對他們手藝最大的

肯定呢！

顏振發打趣地說，其實拿大刷子畫看

板與初學拿小畫筆在畫布上作畫，實在是

▲ 顏振發手繪電影看板。 ▲ 手繪早年臺南當紅戲院之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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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曲同工，完全取決於格局的大小與內涵

的深廣度，主要能表現電影獨特的意境及

人物的特徵，他也深入鑽研世界著名畫刊

的主角、封面人物，詳細評估其動人之處，

藉此以作為繪畫的參考，所投注的心力不

計其數，正在應驗俗話所說：「台上十分

鐘、台下十年功。」，各行各業都有其辛

苦而不為人知的一面。

目前由於社會環境的變遷，加上影視

科技的日新月異，除了大都會地區，許多

縣市鄉鎮電影院幾乎都已絕跡。目前全臺

南地區也僅剩他一人在獨撐大局，而他也

是全美戲院專屬看板畫師，每部電影看板，

都是他親手繪製而成。他說，戲院電影看

板，一般由三尺平方大小去拼合起來，約

六塊帆畫布拼成一幅海報電影看板，因此

畫草稿、打格子，就成為看板能否成功吸

引影迷最重要的關鍵工作。除了講究精確

的構圖外，人物的比例也必須拿捏得十分

得體，否則會有失真的情形。至於調配油

漆顏料，也不可忽略，雖然只利用黑、白、

紅、黃、藍等五種原色，加上橘黃和粉紅

兩種調和色，但也要有色彩學的基本功夫，

例如調出背景顏色及光影的變化，景深的

立體感，使色澤更明亮豔麗，一眼就能抓

住影迷們的視覺，這都是要靠平時用心的

揣摩和經驗的積累。

顏振發表示，戲院是一般平民家庭娛

樂的場所，也是文化藝術的殿堂，更是社

會教育多元化的媒介。戲院是大眾所嚮往

多采多姿的地方，以誘人的音響聲光介入

我們生活，進而帶動社會經濟的城市發展，

以及都市文明的象徵。一場電影所表現的

不僅是娛樂的效果，也能潛移默化人心，

誘導善良風俗，敦品勵志的激勵，因此手

繪電影看板除了可收廣告促銷，增加觀眾

買票意願，也有畫龍點睛，強化戲劇張力

的效益，這對顏振發而言，是一項自我挑

戰，而且是大展身手，揚名立萬的美好時

機。

早年戲院門前所懸掛的電影看板是畫

在白布上，尺寸固定在 6尺×12尺間，但

白布經不起風吹的日曬雨淋，很容易造成

破損產生裂縫，相當麻煩。民國 70年代才

改用整片三合板，但三合板笨重懸掛時很

困難又很吃力，人員上工吃不消，後來縮

小為 6尺×6尺尺寸，裝卸時就方便多了，

且使用三合板卸下的看板，可用白漆多層

塗抹後，可重複利用，對戲院來講，減少

開銷浪費，也相當合乎經濟。民國80年初，

有眼光的業者，更進一步使用白帆布，經

久耐用，輕巧易施工，彩繪後的看板色彩

不僅鮮明而柔和，可一再重複使用，成為

看板最實用的素材。

畫了近 50載看板，作品近萬幅，但顏

振發認為動畫片、卡通片最容易上手，半

天就能完工。事實上，這項工作所需花費

的心力，就像在創造一幅絕美的藝術品般，

每個細節，每個動作，每個表情都疏忽不

得，因此，往往耗費的精神，幾乎是全部

電影的綜合，正如同俗話所說：「術業有

專攻、內行懂竅門」的道理。

從電影的全盛時期到沒落凋零，顏

振發畫師一一經歷過，也見證手繪電影看

板的興衰史，如今廣告傳播等興盛，而且

網路資訊發達，手繪電影看板早已成為即

將失傳的手藝之一，但是顏振發有他一貫

的堅持，寧可被漠視也不能被遺忘。民國

106年，他的別具風格手繪電影看板驚豔

國際，曾吸引外國主要媒體採訪，可說是

一生最大榮耀。近年來國內掀起復古風潮，

在全美戲院不放棄傳統電影的懷舊風情之

下，顏振發就更有發揮其專業的空間，得

以大展身手，為這個饒富歷史意義的手藝

留下美好的見證。

曾經風華半世紀的手繪電影看板，隨

著電影產業變遷而顯得清淡、式微，雖然

目前高科技動畫映像及多媒體傳播已取代

傳統的看板，但也少了那一分樸實的鄉土

風味，也無法駐足欣賞畫師精雕細琢，巧

奪天工的純真畫作，讓人惋惜不捨。時代

的巨輪畢竟再也尋不回往日的浪漫風情，

對顏振發老師傅多年累積的頂尖畫藝也更

多了幾分懷念與尊敬。

▲ 顏振發手繪的電影看板。 ▲ 全美戲院外牆上的手繪影星畫。

▲ 手繪廣告看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