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繼園臺七號》本應就是一個夢，是一個不懂動畫，不看動畫，卻終身

迷戀電影的一個標準影迷夢。但是他接受過中國美術史上石濤八大齊白

石傅抱石張大千的資助，不斷沉迷，從未放棄，百折不撓，終於成就了

這部影片。

在這裏，衷心地向曾經資助我的大師們，深深地夢裏一鞠躬。

2020.5.28 寫於香江

聽話，有的謙虛，但是在工作人員的名單上，要看到要找到的，都在。

說的也巧，當初每張圖片的尺寸，就和現在的開本相若。除了極少數，

基本都是原圖複製。

身為二十一世紀的動畫，雖然美其名手繪 2D，當然還是少不了電腦的

渲染。這部影片的人物動態是先做了 3D，然後再手繪成 2D，箇中繁瑣

自不在話下，但是應該不在這本書的討論範圍之內。

基本上這是一部完全的手繪動畫。由於沒有電腦透視，只要鏡頭轉變，

背景的陳設和道具都需要重新繪製。譬如說一張藤椅在同一場景中出

現過十次不同角度，畫師就必須畫十個不同角度的畫稿，如此類推，就

積壓了數千張大大小小的宣紙原稿。由於這是一部要有立體感的電影，

幾乎每一顆鏡頭都有攝影機的推動，於是就需要動畫「分層位移」的效

果。也就是背景需要分開繪製，鏡頭往前推動，背景也會一層一層的拉

開，整顆鏡頭也就有了立體感覺。假如你有留意皇都戲院放映的懷舊電

影《金屋淚》，那曼徹斯特山頂的月光，鏡頭慢慢推動，草木樹影以

及山腳下的房屋，都會一層一層地拉開。雖然是 2D 的手繪，但是卻有

3D 的感覺。不留意，就只是一顆普通的夜景鏡頭，但是功夫都在那裏。

很多時候，工作團隊的滿足感可能只有自己知道。很多時候，藝術的感

覺就是為了自己，不是嗎？



後 記

這真是一本很自由隨意的畫冊。

一張張畫在宣紙上的鉛筆素描，街招建築花草樹木，懶洋洋沒有任何規矩地東歪西倒

躺在那裡。沒有任何的註釋，除了斷續配上自己懷舊的文字，尋找一個有音韻的節奏，

表達自己對那個成長年代的緬懷，對香港永遠不變的情懷。

這應該是一個帶有異國風情的嘗試，六十年代殖民地時期的香港。在不屬於那個年代

的年輕人，不熟悉那個地方的異鄉人，筆觸之下又會有些如何的感覺？不要有透視，

不能有直線，拿出參考的古舊照片，說是不能畫的太像，也不能不像，太像就是翻版，

假古董；不像，那就不用借題發揮香港一九六七。真難。

絕對沒有想到年輕人是那樣的細心，那樣的有想像。六七十位來自北京台北的動畫工

作人員，從二○一五到二○一九的五年中，在主筆張鋼和謝文明的領導下，居然勾劃

出我曾經生活過的那個逝水年華。香港的花草樹木，南北巷的街景招牌，已經消逝的

美好建築，希爾頓酒店、郵政總局、殖民地第一俱樂部香港會所、九龍火車站、天星

碼頭等等又等等，還有碩果僅存的地標香港大學堂、和平紀念碑、皇都戲院等等又等

等，那時候的香港街頭巷尾，茶餐廳的點點滴滴，繼園臺上海名伶和台灣新移民的家

居陳設⋯⋯或許會批評不夠道地不夠本土，但是那確實是我生活過的年代。隨着年代

的變化，自圓其說地加了「後現代」三個字。

年輕人開始工作的時候，也沒想到將來會有這樣的一本畫冊出版，只是一心一意的在

宣紙上留下他們的心血。看見他們的投入，吩咐他們在原稿上寫上自己的名字。有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