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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講起特技化妝，大家就想到電影中的喪屍、爛
肉、血等……」「錯！大錯特錯！」由姚俊偉(Alex)、
陳嘉偉(Gary)及李穎陽(Ryan)三位本港特技化妝師組成
的「三劍俠」，未聽完已忍不住反駁，指稱大眾誤解了
特技化妝，他們認為大眾只理解了特技化妝的一部分。
三人分享在行內的點滴和四大困難，盼增進大眾的認
識，並期許政府可多支持行業發展，公平對待。
三位入行年資各有不同，會聚在一起，全是機緣巧
合。Gary直言：「我和Ryan經朋友先認識，當時我剛
入行，想認識多些業內人士，便決定舉辦『化妝師武林
大會』，從此三人合作搵食。」透過朋友介紹，有感活
動有趣，而沒有局限，彈性大，他們接下由明日至下周
一(31日)在YOHO MALL舉行的「YOHO萬聖節百人
巡遊」活動，為一眾「嘩鬼」化上萬聖節特技妝容，讓
大家零距離與各種「鬼怪」接觸。

入行靠識人
特技化妝是一門偏門的行業，Alex和Ryan都是先由
彩妝師做起再入行，Alex表示起初是為錢，後來尋到樂
趣而繼續下去。Ryan透露做彩妝師時，有時會參與電
影化妝，「記得有次在一部荷里活電影擔任特技化妝助
理，雖然電影出來的效果沒問題，但當時我做的其中一
個特技妝化錯了，錯用蠟去做傷口，事後深感自己不足
而決定去進修特技化妝，盼將來成為一位全能化妝師，
這亦是我的志願。」
兒時看畢電影《生化壽屍》而愛上「核突嘢」的

Gary，從此不斷接觸該方面的東西，12歲時開始買特技
化妝產品自己試用，到22歲受日本漫畫《Gimmick特技
化妝》啟發，遠赴美國洛杉磯修讀特技化妝。他坦承自
己很幸運，識人而順利入行。Ryan也直言：「這行很
小圈子，識人才較易入行。」他更強調除了有運氣和實
力外，最重要是懂得把握機會，捉到鹿要識脫角才行。

怕弟子搶客
以為特技化妝如傳統工藝般，由師傅傳承給弟子，發
揚下去，但Ryan指上世紀80年代後已很少師徒制了，
Gary稱現在有學院開班授課，反而多數學生在學院學畢
後，再找師傅，邊做邊學，「好像有位女生說想學習，
願免費幫我們打工，我們沒有收她做弟子，但她可從工
作過程中偷師。」
不過，他們發覺香港人多不願收徒教人，因香港的工
作機會少，他們怕教完被搶去工作，而這情況並非只是
特技化妝這行獨有，較為專門一點的行業，弟子挖走師
傅客人的情況比比皆是。工作機會少，行業發展豈非前
景堪憂？他們並不認同，反認為一片光明，「需求一定
少，但我們可以北上發展，只是不能完全依靠特技化妝
維生，一個月可能只得一份工作。而且北上雖然是其中
一個選擇，但作為香港人，我們希望留在香港發展。」

四大難題
每個行業都有其困難之處，對於特技化妝這行的難

處，Ryan 總結成四大點：「租金、產品、人和機

會。」Gary直言：「租金，香港租金貴，難開設屬於自
己的工作室，不時要借別人的。產品，這方面我已解決
了很多，因為我本身也是一名產品供應商，只是貨品從
外國運來，運費太貴，售價難以降低。」Ryan補充
道：「人，香港人不團結，不撐香港人，客人有錢就找
外國人做，找我們香港人做時就壓價，我們對價錢不滿
意，他們就寧願找台灣、泰國等鄰近地區的特技化妝師

去做。機會，即是否有足夠的工作機
會，就算有機會，又是否港人可受
惠。」
對於這四點，他們的對應方法是期許

政府多補助本地電影業，始終電影業是
特技化妝其中一個主要市場。他們舉例

稱荷里活片在港拍攝想封街，政府一批就得，港產片想
封街拍就不行，他們直斥「大細超」，盼政府公平對
待，多宣傳、多支持本地工業。最後，他們強調顧客請
其他國籍的特技化妝師是沒有問題的，「我們也喜歡與
他人交流，只是希望可優先給本港特技化妝師一個機
會，不要連機會都無。」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敏娜

20162016年年1010月月2828日日（（星期五星期五））B13 人 物文 匯 副 刊 ■責任編輯：陳敏娜 ■版面設計：謝錦輝

「三劍俠」論特技化妝
冀政府多支持 公平對待

鄭鄭國國江江

鄭國江與粵曲的情緣，原來在母親肚子
裡便開始萌芽，「她懷孕時也經常走去看
大戲」。他由最初想演粵劇被母親反對，
到愈來愈對演出傾心，無奈條件限制做不
成演員，從事幕後工作、教書、填詞，再
到寫粵劇劇本，兜轉一圈帶着豐厚的積累
回到初心。直至2008年《香幺》出現在某
間教育出版社的小學教科書中，他才知道
現在粵劇已經寫入了小學課程，「那時我
還是小學教師，覺得要一個五年班的小學
生學《香幺》這樣的殉國殉情的題材過於
沉重，還有些出版社選用《唐伯虎點秋
香》，我又覺得似乎不需要在課室中教這
樣一個追女仔的故事。我由此想到，是不
是市面上並沒有適合小學生學習的粵劇教
材呢？我寫過很多兒歌而又喜歡粵曲，便
開始寫得順理成章。」
還有一件事，也成為他寫劇本的動力：

「有當年的學生找我，說註冊了一個兒童
粵劇團，請我幫他改名，青苗幼苗小草苗
等想了10幾個名給他，不久他回覆說這些
名字全被註冊過了，我才發覺原來已經有
很多這樣的兒童團體，那為什麼沒人專為
這些團體創作呢？於是我便開始為其寫粵
劇劇本，第一個劇本是《司馬光撞爆
缸》，王者匡（Harry哥哥）看後表示很

喜歡，便在為小朋友表演時將這劇本以互
動形式演出，這種新鮮的演繹給了我很大
的鼓舞，便着手開始寫第二個劇本《木蘭
花香》。以花木蘭為題材創作，因為我覺
得她不會突然18歲就代父從軍，而應該是
從小便喜歡舞刀弄劍，與村童玩在一起，
於是我便將這些情節編成短劇。」
他又補充道：「還有一次我去看講郡主

和番邦元帥戀情的《鳳閣恩仇未了情》，
突然聯想到郡主從小便在番邦生活，與將
軍小時候一定有故事發生，便希望寫這個
故事的前傳。我在歷史書中找資料的時
候，發現金國有兩位皇帝對詩詞歌賦都頗
有心得，便捉住這點發揮，說這兩個皇帝
對宋有侵略的野心，為了將來統治得更加
順暢而在某地建立文化營，使官家子弟和
民眾有機會學習宋的禮法、風俗、語言、
藝術等。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創作了郡主
和元帥幼年時期的故事，將《一葉輕舟》
中『胡地蠻歌』的旋律作為主題，將其改
為牧羊人的心聲—宋朝的牧羊人流落在
金邦，在荒涼的地方牧羊，但保持着正確
的人生觀，苦中作樂，抒發感情和表達人
生觀民歌，這首歌在金邦流行，便順理成
章可以在戲中教大家唱這首歌，這個戲同
樣適合小朋友演出。」

填正能量詞鼓舞
港人

填正能量詞鼓舞
港人

「「藝園漫步藝園漫步」」

《好歌獻給你》、《信》、《風繼續
吹》、《足球小將》、《等》、《伴我啟
航》……這些耳熟能詳、膾炙人口的作品
都是出於香港著名填詞人鄭國江的手筆。
其實在他的創作歷程中，還有修習中國畫
和書法，近日於時代廣場露天廣場舉行的
「藝園漫步—鄭國江」作品展，便展出了
他多年來於歌壇上獲得的獎座殊榮，及他
的藝術創作包括畫作、書法及寫生稿等，
同時播放他的最新錄像記錄，及多首由他
作詞、鄺祖德（Enrico Kwong）重新編曲
的音樂。鄭國江表示當時答應辦這個展覽
不是為了要炫耀什麼，「只是想讓大家知
道，原本一個人為了追求和探求自己的興
趣，是真的可以活到老，學到老和做到老
的。」

每首歌詞都喜歡
鄭國江原來從小便喜愛畫畫，當年考入

葛量洪師範學院的第一選科是美術，「我
記得第一天到美術組報到，心情興奮又愉
快，美術組自成一角，有自己的獨立建築
物，周遭花木扶疏，環境優美寧靜，在葛
師的那一年，我一有空便到這裡來。由那
一天起，我開始真正的接觸美術，開始明
白到原來有機會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是這
麼愉快的。」而對寫字的喜愛則源於父親
的一句話，「初入學時我們有習字課，父
親看見我在學寫自己的名字，覺得很好，
便對母親說我的『手譜』很好。這句話一
直影響着我成長，老師、長輩總說字為一
個人的衣冠，由此我更加注重書法的練
習。」
「這次為展覽選擇作品任務艱巨，要考

慮展場的設計和作品尺寸，分類整理後再
於山水、花鳥、人物等不同題材中選擇。
這種取捨就像別人問我最喜歡哪首歌詞一
樣困難，因為所有自己寫的詞我都喜歡，
畫畫更甚，因為我有幾千首歌但沒有幾千

幅畫，所以每一幅都非常喜歡，而未有機
會展出的作品將會在畫冊中印出。另外，
為這些畫寫標題和敘述的難度更大，因為
要用最簡單的字去介紹作品。」他自述學
書法也是從臨碑摹帖開始，基本功課做到
一定程度，才開始寫自己的歌詞，「這和
我的同學寫自己喜歡的唐詩宋詞一樣，我
會在自己的作品中挑選一些富有中國色彩
的歌詞來寫，像《在水中央》、《紅棉》
等優雅的詞句就比較適合。」
他認為，藝術與填詞有共通的元素，個

人的性格、學養無不反映在其作品中，
「但感情更容易在歌詞中表達出來，要在
圖畫中表達便較間接，同時要觀賞的人能
意會神領，縱使顏色、線條的節奏能刺激
官感，到底不如樂器及歌聲般明顯，且文
字的感染力使受眾較容易投入感情。至於
風景人物的表情，自然界的事物無論動態
靜態，圖畫的功能亦非音樂能替代，但有
一種功能是共有的——發揮受眾的想像
力，不同的人對不同的歌詞和圖像，會因
其個人獨特的經歷和不同因素影響而有不
同感受。」

作詞始於偶然
鄭國江稱自己是一個幸運的人，「我
幾十年來一直都能為興趣而生活，為興
趣而學習，為興趣而工作。我只在葛量
洪師範學院一年制讀了1年，便換來一
份 30年沒轉換過的教席。在浸會大學
傳理系讀了3年，開啟了我創作的大
門，45年來，應付過多少不同的工作考
驗，慶幸能遇難越難，平安過渡。今天
仍希望憑着過往積聚的經驗開寫新
篇。」
他的填詞生涯開始得偶然，最初是在

電視台做綜藝節目的策劃和資料搜集工
作，他說：「那時香港流行國語歌，節
目監製覺得在香港這個最多人講廣東話

的地方出現這種現象並不合理，為什麼只
是唱《今天不回家》、《蘋果花》？為什
麼愛情歌曲的寫法都是負面居多？所以就
想試下將流行旋律填上粵語歌詞在節目中
播出，由此開始了我填詞的生涯。導演給
了我很大自由度，讓我選擇熟悉的歌和喜
歡的旋律去寫，作品播出後很受歡迎，填
詞工作由此而延續。而等到我做唱片的時
候，就會選擇一些粵曲小調，以及與本地
作曲家合作創作全新的作品。」
無論是填詞，還是寫兒歌和兒童粵劇劇

本，他所涉及的工作範圍幾乎都與教育有
關，最近更為教育局編寫粵曲梆黃唱段的
教材。他稱所有這些工作為的都是興趣，
希望用作品帶給小朋友一些樂趣，也希望
他們從這些樂趣中有意無意間，接收到一
些正確的訊息，對他們有正面影響。不只
是為兒童創作，即使填歌詞時，這種正面
的態度也影響着他的作品，即使歌中描寫
失戀少女，也可以這樣唱：「怎麼不堪
傷，看看哪天戀歌可再唱……」對愛情依
然有憧憬，對未來依然有希望。

■Gary花了1個多小時化這特技妝。
陳敏娜攝

■Ken抱着玩的心情，首次嘗試特技化妝，稱與一般化
妝沒有太大區別，亦沒有任何擔心。 主辦方提供

李穎陽(Ryan, 36)
年資：約20年
外號：特技壞人

姚俊偉(Alex, 27)
年資：噴槍8年，
特技化妝3年
外號：噴槍小王子

陳嘉偉(Gary, 26)
年資：3年
外號：特技小霸王

醉心粵劇醉心粵劇再續前緣再續前緣
■■區瑞強區瑞強((左左))、、黎小田黎小田((左左
二二))和和SunnySunny哥哥哥哥((右右))專程專程
來捧鄭國江場來捧鄭國江場。。主辦方提供主辦方提供

■鄭國江也有隨太太學陶
藝。

■場內展出了鄭國江在
歌壇獲得的獎座。

■會場以書法和畫作居
多。

■鄭國江花兩個月
籌備今次展覽。

■■場內展出鄭國江任教師場內展出鄭國江任教師
的舊照的舊照。。

■■《《真的漢子真的漢子》》手稿手稿。。

入行45年，著名填詞人鄭國江曾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與黃霑、盧國沾在香港粵

語詞壇鼎足而立，作品已逾二千首。

對他來說，作詞最重要的是中心思想，一定要通過歌詞傳達正確的訊息。

曾作為一名教師的他希望自己的詞作都會有教化作用，令大家對生活、感情和情

緒有正面影響，「香港隨時都會有事發生，所以我會寫更多歌詞去鼓舞香港人。」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 攝：彭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