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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羅斌（1923-） 原籍廣東開平，七歲時與家人遷居上海，抗戰時他曾逃
難到香港，後來返回上海。1942 年他在上海創辦環球出版社，主要出版西方翻
譯叢書，以及流行雜誌如《藍皮書》和《電影世界》。

 來港後環球出版的雜誌，基本上繼承了上海通俗雜誌的風格，即包含
流行小說、電影、生活等綜合內容，最初出版的雜誌是《東風畫報》和《家庭
生活》。後來大量的來稿使羅斌的雜誌越辦越多，除了最早的兩份刊物，在
五十到七十年代環球出版的雜誌還有《環球文庫》、《環球文藝》、《環球電
影》、《武俠世界》、《藍皮書》、《迷你》、《黑白》等多份刊物。

*   *   *   *   *   *
商業與文藝

 羅斌以商業原則來經營他的傳媒、出版和電影事業。羅斌說：「我先
讓日報連載小說，然後再出版單行本，遠銷外埠，最後再拍成電影，也就是『一
雞三吃』。」電影的成功反過來又使小說更加暢銷。

 羅斌說他的出版社沒有其他的資金支持，他也是無黨無派的，這或者
是他必須以商業手法經營，來爭取生存空間的一個原因。

 羅斌除了出版各類流行小說雜誌，還有一項大家都知道的貢獻，就是
資助馬博良（筆名馬朗）出版《文藝新潮》。《文藝新潮》是香港五十年代一
本重要的文藝雜誌，主要是介紹現代主義文藝。

*   *   *   *   *   *
小說與電影

 環球出版大量流行小說，培養了一批流行小說作家，例如寫通俗小說
的楊天成，寫文藝小說的鄭慧、依達、岑凱倫等，寫武俠偵探奇情的倪匡、寫
武俠小說的臥龍生（金童）、諸葛青雲、秦虹（當時已在台灣成名）等。香港五、
六十年代的電影產量高踞世界前列，當中許多取材自「三毫子小說」和武俠小
說，大量的流行小說、武俠小說為電影提供了豐富的題材和劇本。
 
 羅斌所辦的港聯及仙鶴港聯兩間影業公司主要以拍攝武俠片為主，也
是以環球的武俠小說為原著劇本，由於製作認真，勇於創新，開創了新派武俠
片的潮流。

 羅斌說他是為了興趣而拍電影，電影並不能為他賺錢，他的收入主要
來自報紙和流行小說。他從上海到香港，把上海通俗雜誌的形式引進香港，完
全以商業的手法經營，他的成功，一方面是拜適應商業社會遊戲規則所賜，但
反過來說，他也影響了都市文化的發展，流行雜誌及流行小說成為了香港都市
文化的重要部份。

註：此文章的分段標題略為改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