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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穩馬步等待機會上門　   
　 電影感手法導入電視圈

踏 入 導 演 圈 對 麥 大 傑 來 說， 雖 是 因 為 一 次 機

緣，卻也非一蹴可幾。麥大傑一直以來對喜歡的事

情總是做足準備、全心投入。例如畢業後他曾連續

五年報名金穗獎的短片徵選，並連續獲獎。他說：

「過去拍攝金穗獎的短片，除了幾位主要演員可能

請學弟妹幫忙外，其他部份幾乎全是由我自己一手

完成所有呈現，我一直都訓練自己當一個導演。」

又如在擔任廣告部美術指導時，麥大傑的工作常需

要與許多導演聯繫，他藉此機會扎穩馬步，利用經

驗提供導演們在服裝、場景配色、演員走位等方面

的建議。也是因為在金穗獎屢屢獲獎，小有名氣，在

一次香港電視展的場合遇見當時就頗具知名度的吳

念真導演、及其所帶來參加展覽的侯孝賢等新銳導

演，便被引介去面試，後來得到執導《阿福的禮物．

香港篇》的機會。

除了執導過許多知名電影，麥大傑也曾執導多部

兩岸知名電視劇，但起初跨入電視圈的過程卻非一

路平順。電視圈和電影圈有著不同生態，時間、空

間、金錢的限制使得電視劇每一集的預算更低，他

曾思索著如何在既有限制下，仍於拍攝手法中注入

電影元素，使電視劇更具質感，但剛開始常得到令

他失望的結果。因為劇組需要考量現實面因素，如

劇長與廣告時間的平衡，便不得已刪除許多看似不

重要卻十分關鍵的畫面，如花較長時間呈現演員情

緒的部分，麥大傑認為這些細節就是美感所在，這

也是為何他認為拍攝電視劇較難展現個人風格的原

因。此外，他也分享了當時去中國大陸拍攝電視劇

《又見一簾幽夢》的小插曲，起初他用心構思，想

將之拍攝得更具電影感，但後來電視臺的上層卻告

訴他：「你可能不太適合拍攝電視劇。」對於麥大

傑來說，電影跟電視劇都一樣是戲劇，只有好看或

不好看，不能被一直以來生態圈的刻板印象影響，覺

得電影或電視就該怎麼拍攝。後來他也漸漸習慣這

個生態圈，習慣成本限制下也有相符的拍攝手法。但

目前他認為兩岸電視圈的發展逐漸講求品質至上，開

始願意投入更多資源追求更細緻的拍攝手法及美感

呈現。他笑說：「倘若這個概念再早個 10 年發展，當

初我也就不必那麼辛苦了。」   

 盼政府帶動本土影視投資　  
   《起鼓．出獅》傳承醒獅文化

談到臺灣與香港的電影產業發展前景，麥大傑

惋惜地說：「臺灣市場的規模本來就小，近年來只

能一直走小清新路線，又因為牽扯到與中國大陸間

的政治敏感議題，難有更大突破。」他認為，在這

種發展困境下，只有靠政府帶頭，政治人物放下歧

見，投注資金支持本土影視產業，才能進一步給予

民間投資人信心、帶動民間投資活水。至於兩岸間

的政治議題，麥大傑則無奈地笑說：「總是要先上

了船，才能試著產生體制上的轉變吧。」反觀香港

的電影產業，他提到，香港影視產業曾在 86 年後，因

政治議題使投資環境下滑，直到 100 年初，資金仍

不易取得。近年則因有了中國大陸注資，拍攝手法

開始與之交互融合，開創了新的一頁發展篇章。

 與戲劇淵源受父親影響深　  
　 不分你我大家都是地球人

談到與戲劇的淵源，麥大傑從小受父親影響很

深。父親自幼表演粵劇，麥大傑耳濡目染之

下，培養了對戲劇的興趣。幼時麥大傑的父親每天

必須先到西點店打工，再去餐廳接西點訂單，十分

忙碌，因此便把他送去旁邊的電影院，待工作結束

後再去接他。麥大傑在那段時間接觸了許多不同類

型的電影，因為當時戲院的放映方式是兩部輪播，很

多部電影都重看了好幾次，且播映的電影來自各

國，無形之中也增加了他視野的廣度。一直以來麥

大傑都很喜歡怪獸動作片，那段時間看的電影作品

也間接影響他日後電影風格，如 81 年拍攝的《妖獸

都市》，就是以動畫改編翻拍而成的怪獸動作片，他

在這部電影導入卡通元素，嘗試翻轉鏡頭，濾鏡與

色彩的大膽使用手法到目前為止都很少見。   

麥大傑 :
來自地球村的前衛導演
文 / 秘書室役男  羅翔耘、約僱人員  孟翎　　圖 / 麥大傑

他是知名臺灣導演麥大傑，出生於越南西貢（現胡志明市），越戰期間移居香港，後於臺灣攻讀美

術系學士學位，目前與妻子及一對兒女定居臺灣。本身就具有多國背景的麥大傑，談起 70 年代於

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後，每月往返香港臺灣兩地的日子，他幽默地說道：「當時我到香港拍

戲，人家說我是臺灣導演；到臺灣拍戲時，別人稱我香港導演；到中國大陸拍片時，大家則難以辨

別我的身份，我便戲稱自己是地球人。」麥大傑認為，身在這個時代，還以地域區分不同族群就太

狹隘，我們大家都是地球村裡的一份子。				          

麥大傑於 81 年拍攝的《妖獸都市》，當中嘗試翻轉鏡頭，濾鏡
與色彩的大膽使用手法到目前為止都還很少見。

麥大傑（右 2）工作上需要與各式各樣的人溝通聯繫。

麥大傑十分重視本土藝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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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下半年，麥大傑也預計在公視推出下一檔新

戲，《起鼓·出獅》。這部迷你劇在描寫國民政府遷

居臺灣後，廣東籍老兵開枝散葉、發展出一甲子醒

獅文化的興衰悲喜。他認為這是一個很有意義，卻

鮮少被提起的題材。過去擊鼓、陣頭等本土藝術文

化的討論度皆高，但大家卻忽略了這些文化真正的

源頭，其實是兩廣的醒獅文化。這些醒獅文化的老

祖宗過去習慣以較小班、師徒制的教學法傳承，現

在他們則希望以記錄成書籍或電影的方式，將此項

寶貴的文化資產更廣泛地傳承下去。麥大傑更提

到，無論是對於公視或臺灣，都是第一次嘗試這種

題材，希望可以把好的文化與作品推廣出去，也請

觀眾們敬請期待。   　　    　 

 臺灣生活舒適居民友善　   
　 期許團結一心持續深耕

採訪當天，麥大傑的旁邊還坐了一位美麗文靜的女

士，那是他的日籍妻子，伊藤愛。談到兩人相遇相識的

過程，他們害羞地互相推託，甜蜜的情感滿溢。當年麥

大傑拍攝完電影《妖獸城市》後，到北海道參加奇幻影

展，當時日方負責接待的東寶株式會社派了公司裡英文

較流利的伊藤愛女士接待他。麥大傑還記得當時在機場

入境大廳，伊藤愛舉了一個「麥大傑來這裡」的板子，讓

他記憶深刻。後來兩人在東京相處了 2 週，又有機會同

遊東京迪士尼樂園，愛苗因而滋生，兩人在香港居住了

幾年後，搬到臺灣定居。

相對於長期生活在華人世界的麥大傑，伊藤愛女

士婚後於 100 年來到臺灣，那是她第一次踏上這塊

土地，轉眼間如今已邁入第 17 個年頭。談起初至臺

灣的生活，伊藤愛提及，語言與氣候是較不習慣之

處。當時的她只會簡單的中文會話，雖也曾至臺灣

師範大學學習中文，但後來因為照顧小孩、以及經

營婚後的事業而中斷；較為潮濕悶熱的氣候也是讓

她較難適應之處。除此之外，她認為臺灣人普遍很

貼心，她舉例說，100 年初她懷孕來臺灣，路人都

會盡己所能地幫助她，讓她感到十分溫暖，也覺得

這種現象在日本是很難見到的。另外她還認為臺北

是一個很適合外國人，特別是日本人居住的城市，也

許是因為過去與日本間的殖民關係，臺灣的人文環

境與日本頗為相近，因此雖然過去曾經也很想念日

本，但後來漸漸愛上這塊土地，認為在臺灣居住非

常舒適，也因為居民都很友善，較不需要在意他人

眼光，可以更自在地生活。比較香港與臺灣在居住

環境方面的差異，身為一個具有多元背景華人身分

的麥大傑也提及，除了生活步調上臺灣確實較香港

悠閒輕鬆之外，他認為同是華人社會，兩地在文化

及生活模式方面還是很相近的，只是社會環境下造

就的各種政策差異，影響了居民的不同行為。

當問到伊藤愛這幾年的人生規劃，才發現多才多

藝的她原來已學習寵物溝通術 7 年、外匯投資實務 15

年。大學時代主修現代舞的她，希望將來可以利用閒暇

時間學習不同風格的佛朗明哥舞。決定要繼續在臺灣定

居的麥大傑夫妻倆，期許整個華人社會、甚至是全世界

的人們，可以不分地域、團結一心，為了整個地球村一起

努力；他們也期望能利用自己在各方面的專業，在這塊

心愛的土地持續深耕。

麥大傑當年在臺北南陽街拍攝第一部導演電影「國四英雄傳」。 麥大傑所執導風靡一時的「流星花園 2」偶像劇劇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