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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四次過渡

香港電影在二次大戰後迅速復興，而在 49 年以後頓呈蓬勃，其主要原
動力有以下幾處。首先是香港在 1937 年全面抗戰以後已一度成為南中國唯一
的也是最大的電影中心，也是淪陷區與後方溝通，及與國外聯繫的樞紐。大量
從上海撤退而來的影人雲集香港，在此繼續電影工作，或志願或被迫適應與本
地影人合作，拍攝國、粵語片。重慶、成都、上海、北平影人往來穿梭工作，
都以香港做為中站，影片買賣發行亦以香港為轉口。可以說，在太平洋戰爭爆
發之前，香港已然發展出它作為一個「過渡性中心」的地位。

戰後到 49 年大陸易手這五年間，再出現一次大規模的過渡。從後方紛
紛回港復員的本地電影工作者，和不滿國民黨統治的大陸電影人亦跑來香港尋
求過渡。大陸易手後，更有大量的影人不容或不滿於中國共產政權而逃來香港；
起先是尋求暫時過渡，但此後才發覺這過渡竟是永久的。

戰前、戰後、大陸易手後，大陸電影勢力過渡香港對本地電影工業與
文化的衝擊影響已有不少論著作出整理研究，這裡特別要提出的卻是五○年代
中星馬（新加坡、馬來亞）電影勢力過渡到香港以後對本地電影的影響，以及
本地電影的回應。這第四次過渡延綿十載，並結合著五○年代中以來美、日、
歐電影文化愈來愈強的影響，與本地電影互相衝撞、混融，逐漸形成一種充滿
異質的「香港電影」。這就是五○年代的香港電影，也是今日香港電影的雛型。

簡而言之，前三次過渡主要是中原電影人材與文化的南移，壯大了香
港的電影工業與文化，並挑激起本土電影作出回應，其結果是促進了兩種電影
互為影響而又共存共長，使香港成為華語電影的新中心。第四次過渡則由於
結合著外國的強烈影響，整個電影工業及文化都起著重大的質的變化。電影工
業受到這強烈震盪而作結構性的轉型；前此形成的中原電影與華南電影傳統相
結合的電影文化也抵受不住衝激而呈散渙，而以生吞活剝的姿態對外來電影模
仿、吸收。這樣在迷亂中追尋新的身分，正是六○年代香港電影步向現代化的
痛苦歷程。

*   *   *   *   *   *

國粵語片的市場運作

戰後以來，粵語片的資金來源很大程度上依靠訂金：本地影院商的訂
金和外埠片商的訂金在開拍前已收妥，合起來往往在製作預算一半以上，可以
立即開鏡。其中，南洋市場（新加坡、馬來亞、印尼、泰國、越南）的回收往
往佔總收入三分一到一半。而製作費呢，五○年代間每部影片從三數萬到十萬，
六○年代初期最高增到十餘萬，中後期的彩色闊幕影片增到二、三十萬。基本
上，製片人投入的資金不多，收入已有一定保證，風險很小。但製作人往往將



價就貨，不講求製作素質，也不注重宣傳包裝和市場的開發，但求薄利多產多
銷便了。

國語片由於一向是大公司主導，資金比較充裕，製作上比較有規劃，
除少數有聲譽的獨立公司如「新華」外，一般都不能依靠訂金作為拍製資本，
而必須有較大的投資。「電懋」、「邵氏」兩大未在香港設廠製片之前，所有
大小公司都得依靠香港以外的市場，而且要冒頗大的風險。因為國語片的出產
量僅及粵語片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1967 年增為約二分之一，68、69 年差
不多對等，70 年開始超前），到六○年代前沒有固定經常上映國語片的院線，
觀眾數量和總的賣座收入遠遜於粵語片。國語片在五○年代的主要收入來源是
南洋市場（1952年以前亦銷入中國大陸回收可觀，52年後大陸市場完全關閉），
其次是台灣，香港的收入很少，一般不及總收入的三分之一。

由於星馬的「國泰」、「邵氏」機構各自擁有多量戲院和全南洋的發
行網，此外，何建業、裕業兄弟創立的「光藝」，也在南洋擁有院線，是第三
大發行公司。五○年代香港的大部分國語片和不少粵語片都得經由這三大公司
作南洋發行。它們很大程度上把握住香港電影的命脈。

因此，當大陸易手，國內影片輸出量大減，香港影片的供應量無法滿
足南洋的需求，星馬的「國泰」、「邵氏」便都投資香港製片。自五○年代初起，
「國泰」的香港分公司「國際」即以母公司方式投資、支持香港製片公司拍製
國粵語片，星馬「邵氏」則以資金供應香港「邵氏」拍製國粵語片。而「光藝」
則在 1955 年在香港開設分公司，積極從事製作粵語片。同年，「國際」接收
了「永華」片廠翌年改組成為電影懋業有限公司 (「電懋」)，大量自行製作國
粵語片，而邵逸夫則於 57 年親身來港組織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和原
有的邵氏父子公司劃清界線（後者只經營院線，發行西片和國粵語片），興建
影城，與香港的同行爭長短。於是，五○年代中起，香港電影界出現戰國羣雄
混戰的局面。

註：此文章的分段標題略為改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