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9 文匯副刊專題 ■責任編輯：趙 僖 ■版面設計：崔竣明 2014年12月8日（星期一）

兩代動畫人兩代動畫人
一個長片一個長片

動畫工廠何時有？

夢夢

動畫夢(下)

港青港青

動畫圈喜歡將動畫電影簡稱

為長片，只有成功製作長片才

能證明公司的成功。在「麥

兜」系列締造了香港長片傳奇

後，本港長片似乎後繼無人。

抱着長片夢的小型動畫公司In-

toxic Studio以商業藝術雙軌運

行的模式積累着資金與經驗，

公司不斷進步似乎令圓夢希望

日益增長，然而，動畫界前輩

善意提醒新一代，長片屬於大

型製作，需要大量的人力、物

力以及資金相互配合才能成

型。沒有動畫工廠，恐難圓長

片夢。 採訪、攝影：趙僖

Ivana和Nic分別是小型動畫公司Intoxic Studio的製片人與動
畫導演，三年前為了以公司名義參加香港
電台電視外判動畫計劃，他們兩人和另外
四個一起從動畫專業畢業的同學創立了這
家公司。位於九龍塘創新中心的Intoxic
Studio，工作環境好得令人羨慕：進門處
的過道裡陳列着設計感十足的小裝飾品；
會客區橙色的沙發搭配自家設計的公仔抱
枕，溫馨又有活力；工作區與大面積的玻
璃窗僅一臂之遙，靈感不敲門時，可望着
室外各色行人放鬆心情。這片小小天地，
自由、活潑且文藝。
但在申請到香港設計中心培育計劃所資
助的工作室之前，六位合夥人用勉強能繳
付租金的收入在火炭的工廈裡租了個小房
間工作，工作環境無法與目前相提並論，
但創業初期的苦絕不單單是不盡如意的工
作條件。
由於選擇了父輩們完全不了解的事業，
公司成立之初白手起家的六位合夥人既要
面對家人的壓力，又要處理公司的資金問
題。
Nic形容那段時間是種煎熬：「有段時
間，我們不知道自己該不該做下去。家人
因為沒有聽過身邊有人是做動畫的，所以
也不清楚這個行業怎麼運作，更不知道在
香港做動畫是否能維生。」Ivana也說：
「我大部分的朋友都有了穩定的工作，可

以給家裡人錢。相比之下，我們完全
是今日不知明日事，生意好的時候也
無法補貼窮困的時光，六人約好對父
母守口如瓶，怕父母為我們擔心或覺
得我們只是在玩。迷茫的時候，幸好
我們有六個人，不是那麼孤單。」

三招助公司抗逆境
1.參與「計劃」製作短片

Intoxic Studio在香港電台電視
外判動畫計劃中成功申請到12萬的
資金用於製作動畫短片《搭棚工

人》，這齣短片令他們獲得了第六屆香港
流動影片比賽的最佳動畫金獎和最受歡迎
流動影片。隨後在「第一屆初創動畫企業
支援計劃」的選拔中受到評審青睞獲得獎
金，用以製作動畫短片《LaLaWood-
Land》。今年更從初創公司晉陞小型動畫
企業參加「第二屆動畫支援計劃」，再次
中選。用Nic的話來說就是：「成立三
年，我們每年都有目標，每年都有進
步。」
2.參加展覽建立客戶網
在各項計劃支持下所製作的短片為In-

toxic Studio打開局面，藉着短片，愈來愈
多人對這家動畫公司感興趣。Ivana和Nic
表示，公司成立之初的客戶都要靠學校老
師和同學介紹，現在已有不少生意會主動
叩門，Intoxic Studio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客
戶網絡。Ivana分享道：「其中令我們最
受益的是參加香港授權展，去完這個展後
基本上到現在都持續有客戶來找我們，第
一個是新城市商場的Show，跟着就有很
多活動公司聯絡我們，打聽授權費。也有
一些需要可愛公仔造型的抱枕、杯子、顏
色筆公司，找我們做動畫形象授權。」
3.輪流「話事」多元風格
因為Intoxic Studio的六位成員都有專業
的背景知識和自己喜歡的動畫形式，為了
減少矛盾發展多元風格，六位員工會根據
客戶需求「因材授權」。Ivana解釋說：
「譬如今次Nic是導演，他就會負責構思

所有的畫面和故事，遇到問題時，我們才
提意見，但最終決定權歸他。這個架構讓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自由發揮；作品也可以
更多元化，我們想營造的是一家動畫公
司，我們喜歡的是動畫這個媒介，不會去
自我設限。」

商業藝術雙軌運行
從 Intoxic Studio 成 立 開

始，六位成員就抱着一致的終
極理想：做一部動畫電影。Iva-
na指出：「香港最出名的長片
就是《麥兜》和《老夫子》，然
後就沒有了。在香港做長片很難
很難的，機會很少，但我們始終
都想為此努力。」目前 Intoxic
Studio採取了商業和藝術雙軌運行
的模式發展，做廣告動畫的同時也抽
取時間做藝術動畫，並沒有被商業主
導。但Ivana也不否認，商業創作側重琢
磨客人需求，做久了個人創作上的感覺會
有點消褪，不過確實仍需依靠商業創作填
充公司財庫：「希望更多客人需要做動畫
時會想到我們公司，同時藝術追求也絕對
不會放棄。」
一直抱有長片夢的還有以《成語動畫

廊》、《小悟空》的編導與造型設計林紀
陶為代表的一代動畫界前輩。《成語動畫
廊》長達180集，並在內地及台灣播放且
廣受歡迎，但林紀陶卻為其製作公司翡翠
動畫感到惋惜，只因該公司從未製作過一
部長片。長片之於動畫人意味着什麼？林
紀陶答曰：「長片是評估一家動畫公司真
正實力的指標，所有的困難都會在製作長
片的過程中反映出來，所以它甚至能代表
整個地區的動畫水平。就連美國彼思動畫
製作室也是在推出《反斗奇兵》後才被業
界視為一家成熟的動畫公司，儘管此前彼
思已製作了六部水準高超的動畫短片。擋
在香港動畫長片前最大的高牆是從未出現
過一個完善的、可以恒常地製作動畫長片
的動畫工廠。」

長片
的搖
籃：
動畫
工廠什麼樣的動

畫公司才能被稱之
為動畫工廠，編導、動

畫創作人林紀陶說：「所謂的
動畫工廠就是要有工廠化的生產方

式，即會自主地去恒常地、接連不斷地製
作動畫。就像普通的大型企業或工廠一樣，每

年都會推出一個年度計劃，制定好全年目標。比
如，一家公司打算共要製作10部動畫，那就要規劃好，

可能其中3部長片，作為今年重點戲的大型製作；剩餘7部中
有幾部是不迎合主流口味的另類戲，劍走偏鋒在藝術形式上做出些

創新，最後才是常規製作。香港時至今日都沒有出現過一家這樣的動畫公
司。」

那又為何只有動畫工廠才能製作出長片？林紀陶繼續分析：「毋庸置疑，長片屬
於大型製作，其間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資金相互配合才能成型。目前亞洲的動畫強
國是日本，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所在的動畫公司吉卜力工作室是一個完善的動畫工廠，位
於日本東京都近郊的小金井市，佔地300多坪，目前約有300多名員工。在製作長片時
旗下出現過450個動畫師同時開工的盛況，450位動畫師可以統一出一種畫風。吉卜
力工作室創立於1985年中旬，發展了這麼多年，仍需面對人才和資源的問題，可想
而知小型動畫公司要製作出長片有多困難。」

林紀陶表示，香港一直以來都只能提供個別的動畫人才，像在美國荷里活
「夢工場」做電影導演及動畫師的許誠毅；或是擅長為海外公司設計人物、
景物獨立的小公司。但個人的成就無法和動畫工廠相比擬，想要製作出和
國外一樣水準的動畫電影，僅靠散兵游勇和「個體戶」難以支撐。「這是
香港動畫發展一向都有的問題。技術、創意，我們都不缺，是整體製作
水準暫不達標。而且不單是香港，內地和台灣現在也沒有完善的動畫
工廠。工廠制的建立需要出品人、投資人採用企業化的方式來推動
整個行業的發展，我們現在的處境就像影視業沒有『邵氏』與
『嘉禾』。」

動畫回本靠周邊產品
資深動畫創作

人林紀陶所擔心的
問題偏向前期製
作，而《麥兜與麥

嘜》及《麥兜菠蘿油王
子》的導演袁建滔則憂心香港長片
後期沒有市場支持。袁建滔總結
說：「當下所有的動畫產業都沒有
辦法靠收取播放的費用來回本，一
定要結合周邊產品的生產，這是一
個全世界規律。生產周邊產品不外
乎就是兩個方法，一個是你授權給

別的公司生產，第二個就是你自己
出。」目前和Intoxic Studio一樣走
在授權路上的小型動畫公司不在少
數，然而博善廣識有限公司總經
理、負責公司原創動畫「麥兜」運
營的蔡仲樑則提醒各位新手授權一
定要謹慎。
蔡仲樑表示，博善廣識有限公司

其實較少做授權，一般會先採取
「in house設計」的模式，然後再
尋覓值得信賴的廠家生產。蔡仲樑
認為，直接與不熟悉的廠商合作有

風險，想長期經營品牌，就應盡量
避免「賺快錢」。蔡仲樑說：「過
度授權就像一些爆紅的明星接拍非
常多的廣告『賺快錢』，很難維持
長壽。如果想令一個動畫形象五
年、十年，甚至二十年都能受歡迎
就需要特別小心，注意廠商所生產
的商品品質、發行的渠道。把一個
形象授權給過多公司，容易造成混
亂，因為不同廠家商品間可能差價
極大，我們自己又沒辦法控制合理
差價。」

■參加完香港授權展後，Intoxic Studio建立起
自己的客戶網。 （圖片受訪者提供）

■Nic 為動畫短片《觀
照》設計的角色形象。

■Intoxic Studio工作室位
於九龍塘的創新中心。

■■Ivana(Ivana(左二左二))和和NicNic（（左一左一））一同參加一同參加「「第二第二

屆動畫支援計劃屆動畫支援計劃」」啟動儀式啟動儀式。。

■■《《搭棚工人搭棚工人》。》。

■Ivana（右）和Nic在工作室中
接受採訪，胸前抱着用《LaLa-
WoodLand》角色設計的抱枕。

■■■袁建滔袁建滔袁建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