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人事幾番新，如果要看香港的舊面貌，大概只能從經典的港產片

回味。人人都稱讚香港電影的黃金歲月，而邵氏電影則是其中佼佼者之

一，今日頻回首，仍覺得美意無窮。從香港電影黃金時代一路走來的邵

氏影業，標誌人物當然是邵逸夫和方逸華，和許多邵氏電影明星、名

導，而他們的「大內總管」級人馬黃家禧、樂易玲在行內都極具代表

性。樂易玲至今仍為邵氏影業的執行董事，回憶起與邵氏影業相伴幾十

年的歲月，她說：「有幸加入邵氏電影公司，經歷了黃金時代，同時一

直在影視圈與同行一起面對行業的興衰，面對高低起伏仍舊熱愛這行

業，以做電影人為榮，隨着市場拓展的愈來愈廣闊，對香港影視業的未

來仍充滿希望！」

邵氏世代以商
為業，邵逸夫的父
親邵行銀經營顏料
生意。1925年，邵氏三兄弟長子邵醉翁、次子邵邨人、三子
邵仁枚在上海創辦天一影片公司，建立了電影發行基地，開啟
了涉足電影及院線生意之路。

「樂小姐」這個稱呼，在香港的影視圈無人不
曉，事實上僅在電影這個行業，她就擁有
超過20年經驗。確切說她是從香港影圈的
黃金時代走到影圈低潮再進入電視圈，如
今也常在影視兩邊行走。邵氏年代，她曾
經與麥當雄等多位導演合作，成為邵氏的
電影策劃，從一部作品的初期開始打磨到
成品，已監製40餘部電影，其中包括多套
高票房大熱電影，如街知巷聞、紅極一時
的《表錯七日情》、《跛豪》及《72家租
客》等。

愛電影才有可能堅持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電影之所以能
在世界影視的大舞台上脫穎而出，成為亞
洲電影的佼佼者，很大程度上源於香港中
西交匯的獨特土壤，這種味道很難複製。
而彼時，邵氏則是自上世紀三十年代便有
獨立院線運營的影視產業巨頭，其所代表
的質量當然不言而喻。「我記得剛剛參與
的時候是真的很蓬勃的，每一個星期六都
有午夜場，那種默契是不可複製的，是非
常團結的。」樂易玲回憶道。
無論香港電影行業如何低潮，邵氏都沒

有拋棄香港電影，有些電影公司已經名存
實亡了，邵氏電影始終仍在，即使在最艱
難的時間，邵氏依然有作品推出。「很多
觀眾誤解邵氏少了開戲，然而這麼多年
來，邵氏其實也參與很多電影的製作，我
覺得這一行，如果不愛電影，是不可能堅
持這麼多年的。即使因疫情沒有辦法開戲
的時期，我手上也準備了很多劇本，已經
儲存在那裏，等待合適的人選和時機開
拍。」她續說，「雖然過了電影黃金時
期，其實陸陸續續都有很多電影公司在不
停地製作，有可能風險比較大，也可能製
作比較小，但是香港電影這個市場是沒有
停止的。」

香港電影迎來「小陽春」
香港曾經是整個東南亞電影產業最紅的
龍頭，樂易玲表示：「當年有許多好質素
的導演和演員，狄龍、成龍、周潤發、梁
家輝、張國榮、劉德華、梁朝偉、張曼
玉、林青霞等等，肯投資拍電影的公司又
多，造就了水準很好的作品。但無論是地
方還是市場，香港始終很小，在多種因素
影響下，港產片電影票房不濟，行業的投
資人自然少。市場不能僅僅靠有限的投資
者支撐，所以我們過去十年是比內地及韓
國走慢了許多，目前我們需要去追，需要
鼓勵大家都走出來幫忙重振香港電影
業。」
她認為，觀眾對於電影過去的輝煌無需
太過緬懷，而是要展望未來，「目前影視
業依然有龐大市場，甚至發展了內地、更
大區域的海外市場，未來只會更好。」她
說道，香港電影在近兩年來亦開始絕處逢
生，從由TVB電視劇的IP衍生出的經典類
型片，到《飯戲攻心》、《毒舌大狀》
等，口碑及票房都重現舊日輝煌。「在早
前結束的影視展上，我重新見到很多好朋
友，這些人好多年都在其他地方發展，但
現在疫情過去了，香港電影也好像迎來一
個『小陽春』，我覺得內心的那團火也出
來了。我和曾志偉碰面，談到電影出現
「小陽春」都覺得很開心，有一種重新回
到電影人行列的感覺。」

予新人機會助類型片百花齊放
不少人感慨香港影視的沒落與人才流失
有着不能分割的緣由，但樂易玲始終在這

方面保持了巨大的自信與感恩：「我最近
看到編劇家協會的頒獎，我覺得創作人的
腦是很百花齊放的，中間有一段時間有很
多類型電影。當年一個台灣市場我們已經
夠開一部戲，尤其是武俠片。現在僅僅是
一個內地市場，動作戲、拯救類型的戲都
是很受歡迎的。但與內地的電影相比，我
們的內容確實是不貼地的，所以我們只能
拍自己擅長的電影類型。我們有一班武術
指導、動作導演是真的很厲害的，這批導演
可以繼續拍動作警匪片。現今這個年代，年
輕導演有他們自己的特色，他們拍自己擅長
的片，我覺得一定要給一些新人機會，包括
香港和內地，無論是幕前還是幕後，題材片
種可以百花齊放。」樂易玲說道。
早在《香港愛情故事》出現的時候，

TVB監製林肯便許願希望拍攝以華人為代
表的英語作品，這樣的製作類型不僅代表
着香港的影視作品愈發多樣性，更是將華
人面孔推向國際的一大步。樂易玲說道：
「中國熱早就出現了，亞洲面孔在國際市
場中早已經成為主流之一了，所以思考空
間很廣泛，我在今年已經去過日韓很多
次，我們也很想要走出去，因為這種互相
學習和合作的火花很重要。」
她同樣認為，內地的製作水準目前真的
很好，日韓也是一樣，這當中有文化、資
源、人口基數等無數的成因，「現在公眾
的選擇很多，比如現在我們選出的香港小
姐很漂亮，但是你再去看看內地有更多美
女，有選擇就有比較，內地地大物博，人
口基數也很大，人才自然多，這是香港一
種天然的缺陷。不過，隨着通關、大灣區
融合等因素，香港的影視與內地的合作亦
更加深入、廣闊。」她說。

以當紅劇集IP支持電影發展
誠然，「樂小姐」這個頭銜，更廣為人

知的是TVB的當家之一，「我們素來有個
說法，『藝人要從小熒幕跳去大熒幕』，
但是現在電視都可以做到100吋，所以沒
有這種大小之分了。」樂易玲認為，有院
線是很重要的，「但現在網絡很發達，很
多公司為了保住網上的資源，就要犧牲院
線的票房。」她稱，其實TVB很支持香港
的電影市場，很多IP都是邵氏從TVB買去
的，比如《衝上雲霄》、《潛行狙擊》等
當紅電視劇的改編，「我們今年真的很努
力，在不同的平台都在討論、拍攝不同形
式的作品。」
「香港電影界仍然有不少有心人在，例

如《毒舌大狀》這樣的電影，就是因為幕
後的老闆江志強真的很有心，如果我們要
分析數據，這樣不行那樣不行，但如果光
是看這個數據，這一系列的電影都是開不
了的，這些創新的類型也出不來。」近兩
年蓬勃出現的香港電影，不僅僅對於樂易
玲來說，是一團火的重燃，也早已成為了
一則成功的香港神話，以及當下時代的自
救動力，至於未來的路如何繼續走下去，
還待行內人持之以恒的努力。

伴邵氏電影數十載 心隨影業起伏轉

樂易玲：心中的那團火重新點燃了

◆採、攝：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茜、焯羚、黃金源

1925 天一影片創業作為《立地成佛》。
1931 天一拍攝首部片上發聲影片《歌場春色》，為中國有

聲電影技術帶來突破。
1933 天一與粵劇名伶薛覺先合作，在上海拍攝首部有聲粵

語電影《白金龍》。
1934 邵醉翁（邵逸夫長兄）來港建立「天一港廠」，在港

公映的第一部作品為電影《泣荊花》。
1955 邵氏粵語片組成立。在星洲攝製第一部以邵氏名義出

品的粵語片《星島紅船》。
1957 邵氏父子公司首次與韓國合作，攝製《異國情鴛》，

由日籍的西本正（賀蘭山）擔任攝影。邵逸夫赴港接
掌製片事務。

1958 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成立，邵逸夫擔任總裁，
同時在九龍清水灣買地籌建邵氏影城。邵氏父子公司
改為在香港經營戲院及影片發行業務。《貂蟬》於第
五屆亞洲影展中獲最佳女主角（林黛）及最佳導演
（李翰祥）等五個主要獎項。

1959 《江山美人》於第六屆亞洲影展中獲最佳影片。
1961 邵氏影城正式啟用。
1962 李翰祥導演的《楊貴妃》於康城影展獲優秀技術大

獎，以表揚其全景彩色攝影的成就。
1963 《梁山伯與祝英台》在港、台兩地屢創賣座紀錄，掀

起黃梅調電影熱潮。
1966 由胡金銓執導的《大醉俠》，標誌着新派武俠潮流的

形成。
1967 張徹導演、王羽主演的《獨臂刀》上映，票房超過一

百萬港元，從此開創以男演員為主導的陽剛路線。
1972 李翰祥重返邵氏兄弟，首部作品為《大軍閥》。電視

紅星許冠文被發掘，擔任片中男主角。
1973 羅烈主演的《天下第一拳》，打入美國電影市場，深

受西方觀眾歡迎。楚原導演的《七十二家房客》叫好
又叫座，令已衰落的粵語電影重新興起。

1978 邵氏兄弟在荷里活投資1,600萬美元拍攝《地球浩
劫》（Meteor, 1979）。

1982 邵逸夫投資列尼史葛（Ridley Scott）導演，夏里遜
褔（Harrison Ford）主演的科幻經典《2020》
（Blade Runner）。

1988 邵氏兄弟與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合組大都會電影公司，
由方逸華負責，創業作為《撞邪先生》。位於清水灣
的無綫電視城全面落成啟用。

2009 聯同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投資拍片，用邵氏名義再製作
電影，包括《Laughing Gor之變節》、《翡翠明
珠》、「我愛HK系列」、《賭城風雲系列》、《衝
上雲霄》、《使徒行者》等。

2018 除製作電影外，亦製作網絡劇及電視劇及簽入多名演
員。與無綫電視及「星王朝」負責人王晶公布「三劍
合璧」計劃，日後無綫、邵氏及星王朝將聯手於電視
及電影投資方面連成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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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舌大狀》以1.142億港元的票房打破紀錄，重現港片舊
日輝煌。 劇照

◆樂易玲參與製作的電影《72家租客》以新故事致敬1973年
的邵氏經典《七十二家房客》。 劇照

◆樂易玲參與製作的第一部電影《表錯七日情》當年以千萬票
房打破邵氏紀錄。 劇照

◆樂易玲於香港影
視產業蓬勃發展時
期進入邵氏公司。

◆

一
九
六
七
年
邵
氏

的
《
獨
臂
刀
》
開
啟

了
「
新
武
俠
」
時

代
。

網
上
圖
片

「香港流行文化黃金時代的見證者」系列
流行文化一直是香港的軟實力，特別是上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無論是電影電視作品、流行歌曲、廣播電台都發展蓬勃，冠絕

東南亞，堪稱流行文化的黃金時代。可惜政府沒有重視和好好利用，直到今年才意識到流行文化是個寶藏。設首屆「香港流行文
化節」，帶領觀眾重溫香港流行文化黃金時代的經典作品，見證香港的發展和精神，透過文化節呈現生生不息的文化流轉、傳
承、突破和發展，實在是遲做比不做好。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香港流行文化黃金時代的見證者們，他們親身經歷了當年香港歌、
影、視及演唱會的全盛及低潮時期，感受到行業中的機遇和挑戰，分享香港流行文化過往的故事，展望未來的發展和希望。

◆樂易玲稱很多經典IP都是由邵氏從TVB買去。

◆樂易玲鼓勵業界共同重振香港電影業。

◆在2019年的「香港國際影展」中，樂易玲攜一眾藝人出席
「邵氏兄弟影視項目發布會」。

◆邵氏2011年開始製
作賀歲電影「我愛HK
系列」。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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