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全美戲院階段（2000-） 

 

以臺南中正路商圈擴散出去，所構成的戲院一級戰區——「電影里」看

起，這一帶早從日治時期的萌發、戰後初期雛形出現、一九六〇年代大抵成

形、一九七〇到八〇年代攀至鼎盛，來到一九九〇年在這個商圈幅員裡就有十

家戲院，同場比拼較勁。但也在同時不同的新興媒體迅速崛起，臺灣大眾的觀

影習慣逐漸從集體轉向個人，看電影不再只侷限在戲院裡，臺南市區內的戲院

過度飽和，早已有供過於求的情況。千禧年後，三間全新豪華的連鎖影城：威

秀、新光與國賓強勢進軍臺南，構成三強鼎立的局面，使得其他在市區內舊有

的戲院完全被邊緣化，「電影里」逐漸成為一個歷史名詞，被市民遺忘。 

 

 

顏振發 2000 年後於全美戲院所繪製的手繪電影看板。（圖片提供：全美戲院） 

 

作為二輪戲院的全美戲院，在客群上因為有所區隔，並沒有與新影城正面

交鋒， 一九九九年底，經營的吳家超前部署，針對全美戲院內部進行重新整頓

與硬體裝修，包括廁所翻新、環境全面清潔、內部木造結構的補強等工程，也

將用了近二十年的木製背座椅全數撤換，這次改裝的大目標就是翻轉大眾對於



二輪戲院髒亂的印象，以整潔乾淨迎人，持續以「兩片同映，一票價」的好口

碑提供觀眾服務。 

 

正當全美戲院努力提出如何因應時代的對策之時，顏振發在幾步之遙的國

花戲院擔任首席畫師，卻聽聞國花準備要關門大吉的消息，他其實才剛到這家

戲院擔任首席畫師兩年，原本以為可以在此安穩地畫下去，沒想到這麼快又得

重新找新的出路了。正以為從此就要揮別這個做了三十年的工作、身上唯一會

的專長，卻意外接到全美戲院第一代老闆——吳義垣誠摯的邀請，他騎著機車

來到國花戲院，向顏師傅提出希望他能接手全美首席看板畫師的位置。 

 

 

顏振發曾繪製全美戲院前身——全成第一戲院的大尺幅手繪看板。（圖片提

供：全美戲院） 

 

每一間戲院都會有一位首席畫師，從吳家接手全美戲院算起，顏振發已經

是這裡的第六代首席畫師。據經營者吳家表示，最開始是一位名為登貴的師傅

在畫，他為第一代畫師；後由蘇仔接手，他為人安靜低調，不像大多數畫師擅

長繪製西方明星，他則是熟悉東方人像，個人特質相當特殊。接續，第三代為

阿濱，剛好遇上了戲院七〇、八〇年代的極盛時期，他還帶了三個徒弟：阿

凱、建男、金柱，阿濱對徒弟如朋友，完全沒有架子，他們畫了二十幾年的時

間，直至阿濱做到退休，三個徒弟也跟著轉行，離開戲院。阿濱師徒四人離開

之後，短暫來了一位印仔來交接，他可以視為全美第四代畫師，但過不久就由

也剛好姓顏的第五代畫師接替，人稱他「顏仔」。  



 

畫師們都是中午而作、日落而息，每天來到戲院報到，過去大片片源多，

因此外頭看板置換頻率相當高。戲院也特別框出一個屬於他們的工作範圍，全

美戲院的畫師們最開始是在目前懸掛看板背後的天台處，在永福路拓寬以前這

裡是有個延伸出來的陽台，師傅們就躲在自己手繪的巨幅海報後面作畫。他們

除了承接全美戲院與今日戲院前的電影看板，過去放置在小西門圓環、忠義路

跟府前路口的兩塊戲院看板廣告，也都出出自他們的手。隨著一九八八年永福

路進行拓寬工程，戲院前方的空間被限縮，陽台也跟著被拆卸下來，畫師們搬

移至戲院一樓走廊上或到對面屬於他們的工作間，畫師們在騎樓下手繪也成為

永福路獨特的街道風景。 

 

 

 

1988 年拓寬工程前，全美戲院看板後面的陽台是看板師傅繪圖的空間，也是現

成的看板儲放地。（圖片提供：全美戲院） 

 

這幾位畫師都是經過吳老闆精挑細選才來到全美戲院任職，當時畫師人數

多，競爭也相對激烈，面試就像是場術科考試，要現場提筆畫出所規定的電影

海報。戲院與畫師並非僱傭關係，而是以件計算酬勞，大圖輸出剛出現時，手

繪師傅的工資仍低於印刷品費用，因此電影院還是持續使用手繪看板妝點自家

門面，不過後來隨著電腦繪圖、數位印刷變得普遍又便利，印刷成本更為降



低，手工技藝最終還是被取代。繪電影看板這項技藝在當代更顯得稀有可貴，

經營戲院的吳家當然也曾以成本考量想過要用大圖輸出替代，但基於對於與畫

師們如家人的感情，擔心他們離開崗位後很難找工作，因此決意要將這個傳統

連同戲院一同保存下來。目前全美戲院可以說是顏振發師傅最穩定也是最大宗

的客戶來源，只要全美戲院電影仍有新片持續放映，他就一定會有案量，手繪

師傅與技藝就跟著這間家族企業一起一代傳下一代，全美戲院就是顏振發師傅

手繪看板的保存地。 

 

 

全美戲院對面的手繪看板存放倉庫。（攝影：陳伯義） 

 

新科技轉換帶給老戲院正面的衝擊，不斷在島國上反覆搬演著。這與手繪

畫師被數位印刷給取代的歷程同步，從一九八〇年代末起已循序漸進地改變廣

告生態，許多畫師還有時間餘力進行轉行，不過二〇一二年起臺灣放映設備的

數位化衝擊則是來得又急又快，當時戲院的放映設備得全面從膠捲汰換成數

位，最直接衝擊的不僅是戲院經營端，還有過去掌握一手膠卷放映技術的放映

師，他們措手不及的情況下成為時代的犧牲者。 

 

傳統映演業以一棟戲院作為中心，裡頭除了有高階的經營者、老闆、主

管，旗下還有業務、美宣、售票員、櫃檯、放映師，以及手繪看板畫師等不同

員工職位，像顏振發這樣在這個巨大產業鏈下的一個小小螺絲釘，也是最直接

受到影響的個體，一間戲院的歇業牽動著整個組織人員的失業，當然還有背後

無數家庭的生計。 

 



 
整個手繪看板產業已經沒落，但顏振發師傅仍舊堅持初衷，頻繁地在全美戲院

騎樓下認真作畫。（攝影：陳伯義） 

 

全美戲院在兩千年初戰勝了個人觀影媒介、網際網路挑戰，在二〇一二年

年底，又投入了六百萬資本進行數位化的硬體改裝工程，數位化革新沒將他們

打倒，全美戲院在臺南商業獨棟戲院歷史留了下來，在曾經繁華的「電影里」

上一枝獨秀。不管時代變得再新再快，來到全美戲院的顏振發還是專注在自己

的手繪工作上，做著他本份的工作，並且更加珍惜每一幅繪製的看板，因為他

知道自己何其有幸還能擁有這個屬於他一人的江湖，顏振發師傅之於全美戲

院，就像是明星之於他最熟悉的舞台一般。 

 

 

1970 年代與當代西門町圓環的廣告看板之對照。（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全美戲院是個時間封存的記憶堡壘，老戲院的傳統都被流傳下來，這裡還

留有本事櫥、放送廣告車、寄車處、大廳販賣部、空襲警報告示，以及外牆上

的大型電影看板等文物。承接兩千年初臺灣開始的文創風潮，吳家第二代到社

區大學學習文創課進而應用於老戲院的轉型上，加上第三代在國外習得博物館

學歸國，全美戲院除了固守放映二輪電影的本業外，開始藉由文創轉型的方法

活化老戲院，進行戲院裡頭文化資產的再利用。又因應社群媒體的時代潮流，

除了用會員卡固守老顧客外，也運用有趣的方式讓年輕的顧客能進到戲院裡頭



互動，在這快速變遷的時代裡，全美戲院將自己定位為一間充滿人情味與有故

事的老戲院。 

 

傳統的手繪看板在不同的創意注入，在文創時代裡被賦予了嶄新的生命。

圖像多元的手繪電影看板很快就成為老戲院文創轉型的重要視覺元素，手繪不

僅僅呈現出復古、懷舊的質感，當中的手感及溫度是數位印刷永遠不法企及

的，這也是當時候臺灣主流文青在厭倦了快速工業化產物而試圖找回的消費體

驗。除了老戲院現場的觀賞體驗、拍照打卡上傳網路，全美戲院也製作顏振發

師傅的看板明信片提供影迷收藏，並開始以保存手繪看板作為號召，開辦手繪

看板研習課程，還開發了兒童迷你體驗的版本。 

 

 

全美戲院手繪看板明信片展示櫃。（攝影：陳伯義） 

 

說起看板明信片的緣起，吳俊誠經理記得是二〇〇五年，曾有旅人路過全

美戲院，在售票口詢問是否有特殊樣式的票券可以購買？當時吳經理就看著對

街的玻璃，反光照印的是這些巨幅的海報看板，他於是靈機一動將這些手繪看

板結合戲票與明信片的雙重功能，轉印成為相當具保存價值的紀念品。全美戲

院第一張手繪看板明信片戲票從此誕生，封面海報是當時在戲院進行二輪放

映，來自宮崎駿的動畫片《霍爾的移動城堡》（2004），執筆的畫師就是現在

大家眾所皆知的顏振發師傅！超過十五年的明信片累積，意外地為顏師傅這幾

年來的看板成品作成檔案紀錄，也可以是現成的作品集呈現。 

 

隨著大眾對於文化資產保存意識漸漸抬頭，並且搭配上文化創意產業的熱

潮，老戲院透過不同的轉型提案重獲新生，全美戲院也開始講述自己的故事。

彼時，搭上李安導演在好萊塢耕耘多年，在奧斯卡獎項上獲得成功，全美串連

起這位「臺灣之光」國中時與戲院之間的緣份；侯孝賢導演的《電姬館》

（2007），特地來到保留戰後戲院完整風貌的全美戲院進行取景，招喚臺灣早



期鄉村型戲院的記憶。帶著鄉愁與古早味的全美戲院頓時成為臺灣老戲院的經

典代表，也開始成為媒體注目的焦點。 

 

 

《博恩夜夜秀》到全美戲院出外景與顏振發師父討論節目腳本之側拍。（圖片

提供：全美戲院） 

 

2019 年港星錢小豪隨節目專程飛來臺南全美戲院，向顏振發師傅拜師學藝。

（圖片提供：全美戲院） 

 

二〇一〇年，名主持人 Janet 隨旅遊生活頻道「瘋臺灣」節目團隊一起來到

全美戲院，他們介紹戲院裡的各式傳統，其中也特別向顏振發師傅拜師學畫，

當時顏師傅正賣力畫著《阿凡達》（Avatar，2009），沒有說一句話；二〇一三

年美聯社（AP）記者 Tassanee Vejpongsa 在九月六日與七日前往全美戲院採訪

顏師傅，當時他坐在戲院門口的「臨時的工作室」，繪製著布萊德彼特（Brad 

Pitt）主演的《末日之戰》（World War Z，2013），他也同時開授小型的畫畫

班，報導於十一日傳播至國內外各大媒體，顏振發師傅從此成為媒體追逐的國

寶級職人。 

 



二〇一八年英國廣播公司（BBC）以標題寫著「臺灣最後一位手繪電影海

報畫家」，搭配十四張圖片和詳盡文字與影像進行報導，當中顏振發師傅除了

振筆繪畫，也以口白方式娓娓道來他的心路歷程。這十年來可以看見顏師傅從

對鏡頭的陌生，漸漸願意在螢光幕前侃侃而談，除了在國際媒體上展露頭角，

也持續出現在臺灣各大新聞專題與節目上，近年來還踏進網紅的影片世界裡。 

 

在眾多對於顏師傅的報導彙整中，能發現多會提及他傳承了臺灣手繪看板

的傳統手藝，即使右眼失明但仍聚精會神地專注作畫，曾經貧窮潦倒、現在總

算苦盡甘來等描述賦予他傳奇性的一生，並以「臺灣國寶」、「國際媒體爭相

報導」、「全臺唯一僅存畫師」等頭銜加冕他。媒體效應讓這位本來默默無聞

的素人畫師頓時成為家喻戶曉的大人物，也讓臺灣傳統的手繪看板文化被更多

人看見，成名後最大的轉變就是顏師傅的案量增多了，過去看板畫師除了繪製

戲院的電影看板也會到處兼差畫各式各樣的招牌，只是過去賺取零頭的小案，

現在變成更具規模與國際大型的委託製作。 

 

其中最大宗就是來自電影公司的邀約，現在只要國際巨星來臺宣傳電影，

片商都會委託顏師傅繪製明星的手繪看板，作為臺灣伴手禮送給他們。電影

《雙子殺手》（Gemini Man，2019）首映會上，片商特別禮遇顏師傅走上星光

大道，並親自致贈手繪海報給李安導演和威爾史密斯（Will Smith）；《羅根》

（Logan，2017）來台宣傳電影時，顏振發師傅特別畫了「X 教授」給飾演的演

員派屈克史都華（Patrick Stewart）；《解憂雜貨店》（2017）上映記者會中，

顏師傅特別扮演劇中的重要人物「浪矢爺爺」，並且當場提筆作畫，驚艷全

場。 

 



 

顏振發師父所繪製位於臺北永康街的 GUCCI Art Wall。（圖片提供：全美戲

院） 

 

六十歲後的顏振發時尚品牌與流行音樂領域也爭相與他聯名合作。其中最

著名的經典案例就是知名品牌 GUCCI 特別邀請他參與創意總監 Alessandro 

Michele 的 Art Wall 計畫，以「突擊街頭」方式在臺北永康街進行藝術壁畫創

作，透過藝術介入公共空間，觸及到更多元的客群。顏師傅當時將熟悉的畫具

與特殊油漆攜帶北上，創作過程因為要攀上五層樓高的鷹架，他還特別到廟裡

拜拜求平安，最後克服懼高順利完成了全世界第六面的 GUCCI Art Wall。近期

時尚雜誌《VOGUE》的舒淇專號也特別找來顏師傅，為這位家喻戶曉的明星繪

製肖像，當時網路還引發了像和不像的正反兩極意見。 

 

二〇一九年顏師傅又再度北漂臺北，為英國酷玩樂團（Coldplay）睽違多年

推出的新專輯繪製廣告壁畫，地點選在臺北西門町電影街上，一面位於日新威

秀電影院對面樓房的外牆，與戲院內顏水龍前輩的《旭日東昇》馬賽克壁畫裡

外輝映。據顏師傅回憶當時他在街頭繪製時，都會有過路人與他寒暄關心，讓

他感受到北部影迷們滿滿的熱情。同年，知名樂團五月天邀請顏師傅演出〈瘋

狂世界〉音樂錄影帶，並委製了四米高的五月天第一張創作專輯手繪封面，成

品展示在演唱會現場供歌迷拍照留念。過去他也曾幫回聲樂團繪製「心電回

聲」演唱會海報、八三夭「一事無成的偉大」演唱會海報，顏師傅似乎與搖滾

樂團特別有緣。 

 



除了繪製樂團五月天的專輯封面，也以《防疫大作戰》為題繪製「防疫五

月天」。在二〇二〇年春天，因為臺灣防疫有成，由陳時中部長率領防疫英雄

展開全台巡迴，為推廣國內旅遊努力，落點到臺南站時，顏振發師傅特別致贈

由五位官員肖像組成的巨幅帆布給陳部長，花費三天半時間密集完成，向他們

致上最誠摯的感謝。 

 

 

顏振發師傅為英文與賴清德繪製總統大選的競選看板、為市長黃偉哲施政成果

電影《暖南市政搜查隊》繪製上映預告看板。（圖片提供：全美戲院） 

 

他也曾無償為蔡英文與賴清德繪製總統大選的競選看板、為市長黃偉哲施

政成果電影《暖南市政搜查隊》繪製上映預告看板，更受臺南市議會之邀繪製

五十幅歷屆正副議長肖像，並為他舉辦油畫大展。這也是傳統的回歸，過去這

些電影看板畫師也會承接政治人物競選廣告的委製工作，全美戲院過去的畫師

就曾為蘇南成繪製市長選舉的競選看板。 

 

這幾年來顏振發與他的手繪看板作品多次登上國際媒體，名聲享譽國際，

爆紅後仍舊堅守崗位，不遺餘力推廣與傳承手繪技藝，開設研習營培養接班

人，一路走來沒有僥倖，深厚的苦工歷練成就他的真功夫。終於在二〇一八年

底在臺南市議會全體一致通過，獲頒臺南市卓越市民，表彰他長期致力推廣藝

術，對於臺南的重大貢獻。看板過去本來就作為商業價值與廣告用途使用，顏

振發深知異業結盟、媒體追逐、榮譽冠冕都是身外之物，這些確實帶給他困苦

的生活有些改善，理解到文創加值，能讓傳統的手繪以創新的方式被更多人看

見。 

 



 

顏振發師傅二〇一八年底獲頒臺南市卓越市民。（圖片提供：全美戲院） 

 

不過淡泊名利的他還是每天專注在自己的手繪技藝，定期來到全美戲院繪

製新片看板，這裡是他作品定期的展示臺，吳俊誠經理與林淑惠夫人是他最貼

心的經紀人，幫他接洽各種訪問與委製邀約，為他開班授課、招攬學員。顏師

傅近年來也開始為完成的看板簽上「顏振發」三字，就像是藝術家為自己的作

品署名，將手繪看板視為藝術作品，也是對自己手藝的一種負責任。他一直以

來確實有立志成為藝術家的夢想，平時也有看板以外的繪畫創作實踐，曾經以

油畫作品參加美展比賽。 

 

隨著當代藝術的定義越來越寬廣，許多藝術展覽近年也開始將民藝、工藝

納入，過去顏水龍前輩「美術與工藝融合」的理想正逐步被實現，顏振發的看

板藝術也被帶入不同的藝術場域中，展示給更多觀眾觀賞。最早在二〇〇七

年，顏振發就曾受邀到新化歐威紀念館繪製多幅他主演的電影看板，包括《秋

決》、《養鴨人家》、《故鄉劫》等，展示於紀念館中；二〇一一年臺南市文

化局曾收集顏振發師傅的四十多幅懷舊電影看板，在蕭壟文化園區舉辦四十年

典藏展覽，並讓他現場揮毫，同樣的展呈方式，二〇一七年屏東旅遊電影節也

為顏師傅舉辦看板特展。 

 



 

二〇一九年顏振發師傅與吳經理於香港街頭的合影。（圖片提供：全美戲院） 

 

二〇一四年，一群大學生也自發為他舉辦「油畫直說－顏振發油畫個

展」，將他歷年的油畫創作集結展出，看見純美術與平面繪畫面相的顏振發。

二〇一九年，顏振發以駐村藝術家身份受邀至香港東南樓藝術酒店，將臺灣的

電影廣告看板傳統帶出海外，他這次繪製經典電影《霸王別姬》，作為飯店的

重要典藏作品。他的看板揚名國際，但其實這次旅行是顏師傅生平第一次出

國，香港是他目前一生離開臺灣到過最遠的地方。 

 

在臺南市美術館開展的「將藝術掛在心上：掛畫的生活美學」，也特別選

件展示了顏振發師傅《賽德克巴萊》的電影看板，藉此思考生活中隨處可見的

掛畫美學，懸掛看板的戲院外牆可以被思考為一個畫作的展檯。在臺灣藝術大

學有章美術館舉行的二〇二〇年大台北雙年展「真實世界」，當中則邀請顏師

傅近年來最得意的三件作品：《奇異博士》、《羅根》、《亂世佳人》進行展

出，特別搭起鷹架展示於戶外展場。這兩檔藝術展覽也都企圖打破藝術與工

藝、藝術家與職人匠師，以及看板藝術放置在不同場地的各種界線。 

 



 

二〇二〇年大台北雙年展「真實世界」中展示顏振發師傅的《亂世佳人》手繪

看板。（攝影：王振愷） 

 

 

二〇二〇年臺南市議會邀請顏振發師傅會致力屆正副議長的手繪肖像，並公開

於市議會大廳展覽。（攝影：王振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