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慧儀

　 

在藝海江湖打滾數十載的編、導、演們，往往與電影世界中的江湖結上千絲萬縷

的恩恩怨怨。影人談往事，是重重跨年代的經驗體會。

是次《再現江湖》口述歷史展覽包涵了雙重意義：既是前輩影人的再現江湖，亦

是江湖武打片的再現，從眾多錄影訪問中精選有關武俠功夫的部份分題展出。

資料館所訪問的影壇人物，遠至香港電影中首位女俠錢似鶯（行內稱洪媽媽），

到今日走紅荷李活的楊紫瓊，其中不少前輩已多年沒在銀幕前露面，亦有很多

是今日的新晉導演。

例如四、五十年代以真功夫打入戲行的林蛟先生（蚊叔），提起當年在沒安全措

施下，手拿雙刀由六十呎高處翻筋斗躍下的場景，仍雀躍非常，恍惚又一起躍

回到從前的武俠世界。

以拍《黃飛鴻》電影系列聞名的胡鵬導演及擅拍神怪武俠片的凌雲導演亦在訪問

之列。在他們之後又有徐克、程小東及劉偉強等，一浪接一浪地在電影科技的領

域上發放異采。展覽將輯錄各人憶述拍片經驗的精華片段，再配以影片片段展出。

在籌備展覽的過程中，我們亦追溯了不少早年武術指導如何入行及學藝的資料，

武指如劉家良、唐佳、董瑋、陳少鵬等，都憶述了不少為武打功夫片特別設計的動

作場面及刀槍武器，一場場精心設計的場面，一個個動聽的故事。

不知不覺香港電影資料館的「口述歷史計劃」已進行了五年，先後訪問了幕前幕

後近百五位影人。雖說是針對個人歷史出發，但其重要性不單在於個人，更在於

段段影人話語所賦予電影史的感性一面，而且大大豐富了進一步研究各階段史

實的原素材。

結合起多個訪問來看同一個問題或現象，所串成的歷史塑像更形豐富，加上先

進的錄像科技，「影人談」都保存了影人們談笑風生的音容影貌，親切程度自是

比文字記錄更勝一籌。

這次展覽除放映訪問的輯錄外，更會附以有關影人曾參與製作的電影片段，同

場亦設置按扭點唱機及電影放映室，安排放映多部武俠功夫電影。



根據香港戲院商會的資料，去年共有十八個戲院銀幕被除下來了。驟眼看，還不

是鐵一般的事實？都說電影業市道不好喇！然實情並不看成如此簡單，難道減

數就計，那「又一城」那裏有十一個新銀幕掛起是不算數？其實可能是一雞死一

雞鳴的現象而已；甚至看到那是由一銀幕發展到多銀幕的大勢，還在進行中，

可以說是一種戲院分佈及排列的重組。於是我走訪兩名資深電影院負責人陳榮美

先生和江志強先生，去深化這一課「轉型中的香港戲院業」。 

在結業的戲院中，數到有「雅都」、「宇宙」、「環球」、「華聲」、「新聲」和「樂富」是陳

榮美先生擁有的。身為新寶、金聲院線負責人，陳榮美卻沒有意興闌珊的情緒，

還跟我細數分析。他指出電影院生存之道除了要自強，改善設備之外，也要看一

下它面臨的社區、地區變化因素，戲院由舊式的獨立建築方式，走進商場去，未

必代表就一定可以生存。

「以『樂富』為例，初初開業兩年還不錯，但它身處的商場有缺陷，只有一個新式

的日本百貨公司，酒樓又要行一段路才到，於是當附近出現更新型的大商場後

就盡失吸引力，那裏的觀眾都流失去。」他進而談到一些還在辛苦經營的商場戲

院，像「UA黃埔」的問題，是要觀眾過馬路才可到較大的購物商場；而尖沙咀海

防道的「新港」，就會比廣東道的「港威」多點客路，只因為近一點地鐵站。而在舊

式商場的美孚「影都」，沒有同行競爭的問題，但卻面對社區老化。陳榮美在行頭

多年的經驗，令他看到由市區到新市鎮，自己或別人的戲院的種種環境變化和

差異，精準獨到。但他也承認，整個行業面對的最大困境，是地價昂貴。

「市區獨立地皮的戲院仍會陸續關閉，原因是地產商會覺得戲院浪費地方，寧願

建商場大廈。『快樂』就是這樣情況下關門的，而像『凱聲』般，戲院是新建的，設

備不錯，但人家辦酒樓的願意多付四倍的租金，也一樣被迫結業。」陳榮美談到

了行業的癥結問題，不禁流露無奈神色。

安樂發行公司的負責人江志強也深感戲院業面對香港政府高地價政策的苦處：

「現代戲院不獨要設備講究，空間感也很重要，空間感的基本元素就是地方。」基

本上兩位被訪者都同意，香港目前是沒條件出現像外國那種以電影娛樂為主導，

有咖啡室、充裕車位的消費中心，不論在市區或新市鎮也沒可能。但我卻提一下

江志強先生他有一間「自成一國」的「百老匯電影中心」。

「那是一個意外，我相信房協由頭計劃過，他們未必考慮在那裏搞電影院，要知

道那裏的便利店及快餐店的租金就比來自戲院的多十倍。而到目前為止，百老匯

電影中心還是虧蝕的。其實我們早有心理準備要艱苦經營，即使未賺錢，但用長

遠的目光去看，它對我們公司及整個行業還是有利的，我們也經營主流電影院，

但是一個健康的（電影放映）環境，選擇上應該是多元化的，不能完全只相信

市場帶動，不然，整個環境就不會長久了。」



江先生在這個努力上，笑稱自己是電影的「職業特工隊」，並且更樂觀地表示，

即使不是自己去辦「百老匯電影中心」這類邊緣一點的電影院，這個行業總會有

具遠見的人材看得通，作出令觀眾選擇多元化的嘗試。

基本上陳榮美先生與江志強先生都同意在香港看電影的活動仍然會朝向消費精

緻化的發展，即是說不是去強調看電影是單純的文化項目，它有獨特性，但也

跟其他娛樂無分彼此的共存，於是現代戲院應該是主動接近消費者，不止是吸

引他們往那裡去，更要方便他們。

「要消費者在一個大商場的範圍內，不用走出外，舒適，而對小孩子又有安全感，

可以玩上一個週末......電影院跟其他行業一樣，在變，跟時代走。」若果說陳榮美

先生是消費者的心情，微觀去分析戲院行業的未來發展，那江志強先生則由較

宏觀的角度去看。 

「在家中看戲，不是說不好，但人總要有交往；我不認為電影院與所謂家庭影院

必然是互相競爭的兩個市場，我更樂意看到錄像產品其實在幫助觀眾提高興趣

及看戲水平。而戲院有責任令觀影的環境更勝家裏，創造到一種交往的氣氛，就

是成功了。」

這的確是深得我心的說法；當我回憶起一齣心愛的電影，同時記得是在那一間

戲院看，跟誰看，其實是多麼溫馨的事情，慶幸自己是執銀幕的影迷。

江志強先生還拿出數據，指出進入九十年代，全世界大城市的戲院上座率都在

上升中，新的影迷在培養當中；而香港怎困難也好，其實是有條件轉型成功，

把觀眾重新吸引回到戲院去的，令他懊惱唯獨是盜版的嚴重。「我以為盜版問題

一旦解決，電影院行業可以隔夜翻身。」

但願不久將來看到這一天。

看見簇新的「樂富」戲劇關門，挺教人惋惜



曾風光一時的「皇都」戲劇已跟觀眾告別

戲院結業，便是資料館搜集工作的開始 

張偉雄──資深影評人，電影編劇，近年投身獨立電影製作，亦為香港電影資料館顧問。



林慧賢

戲院關閉的小檔案 

早期戲院與社區的關係，較諸現今連鎖式迷你戲院來得密切。每座電影院均有濃

濃的地方色彩，比如碧麗宮、皇都、利舞台全盛時期的顯赫，便與它們座落於港

島繁盛購物區互相輝映。看戲的人對自己慣常「幫襯」的戲院都會產生特別的感情。

故此每當一所影院結業，總教人對那曾一起度過的流金歲月懷緬不已： 

不是小眾的油麻地戲院

位於上海街果欄旁的「油麻地戲院」，不知何時起已跟「三級片」畫上等號，就以

「一張票、睇到笑」為宣傳語句，油麻地的確是鶴立雞群。其實屈指一算，戲院早

於二十年代默片時期便開始經營，一直是公映首輪港片的主要院線。戲院擁有觀

影座位多達九百六十二個，無論就往昔或現在來看，都算頗具規模。當年入場收

費分七毫至兩元不等。及至三十年代聲片普及之際，報章廣告更特別標明戲院為

「油麻地聲院」，足見它與香港電影製作確實同步前進。可惜的是七十多年的歲月

就如浮光掠影，戲院於去年七月底已告關門。 

「入戲院唔駛買飛」的背後 

遠離市區的新界北區，自去年十一月來，竟出現了一所不用購票便可進場的影

院。位於上水石湖墟的「行樂」戲院屹立依然，可是從前可容納八百多個座位的大

堂已搖身一變，成了數十個擺賣攤位的特賣城。原來「行樂」結業後，院商為了吸

引既是舊觀眾，亦是老街坊的一群居民，構思了這個結合街坊味及古老看戲傳

統的宣傳綽頭，戲是沒得看了，懷緬的心情猶在。最為老一輩觀眾津津樂道的，

是電影開場前一排排木板凳此起彼落的聲音，煞是動聽。還有那位自戲院開幕直

至結業亦風雨不改負責帶位的老臣子，有說這位小鬍子帶位先生當年會手執皮

鞭，嚴懲偷偷混進戲院的頑童。

奪目的宣傳橫額高掛依然，「油麻地」卻早已關門結業



「油麻地」戲院迄立七十多年，經歷港片不少起起跌跌的日子

別有風味的「行樂」戲院

自成一國的「百老匯電影中心」



阮紫瑩 

　 

香港電影資料館自一九九四年開展「口述歷史計劃」，誠邀電影業人士，以錄影

訪談形式，親述個人從事影業工作的經歷，已訪問了超過百五人。

其實有不少伶影雙棲的藝人早已移民外地，尤在美國定居的較多。此次，我在私

人訪美期間，順道為電影資料館專訪了多位在美國定居的電影前輩。一九九八年

十月五日正值中秋佳節，我帶手提攝錄機孤身上路，展開了畢生難忘的美國

之旅。

第一站我選了紐約，它是國際金融中心，也是美國最繁榮的大城市，聽說在唐

人街聚居了不少香港來的電影前輩。在人生路不熟的環境下，幸有誼姊夏娃（即

從前電影中的馬金鈴）的照顧，她知我身負重任亦不敢怠慢，馬上為我相約了

與她熟稔的前輩。我帶興奮的心情分別拜訪了萍姐（小燕飛）、MOLLY姐（胡

笳）、鑒哥（羅品超）、珍姐（譚秀珍）、媚姐（顧清鋒）和娟姐（羅麗娟）。多

位前輩皆已退休，安享晚年，閒來搓搓麻將，看香港錄影帶度日。其中鑒哥則仍

會參與大戲演出，並教授粵劇。而胡笳則開設了時裝店。

第二站我由東岸前赴西岸的三藩市。當地的華僑愛稱它為「大埠」。它給我的感覺

是一個風景如畫的古樸都市。三藩市的唐人街仍可看見昔日放映粵片的戲院如世

界戲院、大明星戲院和新聲大舞台等，可惜都關閉了。這裏住了不少香港藝人，

誼姊已先為我聯絡了多人，並得「美西八和會館」副主席何劍儀的協助，結果成

功訪問了富哥（羅劍郎）、梨姐（秦小梨）、聲哥（區家聲）、柳姐（張舞柳）、

儂姐（陳艷儂）、芳叔（靚少芳）、PAT姐（周坤玲）和瑛姐（梁瑛）等前輩。眾

位昔日伶星現在都風采依然，周坤玲、柳姐、梨姐及儂姐等有空都會到美西八和

會館聚舊，或參與籌款活動等。 

最大收獲是認識了香港首位華籍女導演伍錦霞之妹伍錦屏，她提供了不少有關

其姊的生平資料和珍藏照片，其中有一張《金門女》的劇照，照片中的李小龍仍

是襁褓中的嬰兒，極為寶貴。 



香港首位華藉女導演伍錦霞 伍錦霞之妹伍錦屏近照 

第三站是洛杉磯，我住在前輩鄧美美的家。世事往往是出人意表的，真想不到主

演名片《天字第一號》的歐陽莎菲就住在樓下，還欣賞到由前輩演出的粵劇《漢武

帝夢會衛夫人》；由蘇哥（何驚凡）、文叔（劉月峰）和紅姐（艷桃紅）主演。粵

劇在美國仍很興旺，常有劇團來匯演，但因場地缺乏，只能在學校的禮堂演出。

當地華僑影迷贈送「銀紙牌」的風氣仍十分流行。 

作者（左）與歐陽莎菲

得美美姐和莎菲媽咪的穿針引線，我在洛杉磯又先後拜訪了梅姐（梅蘭）、薇姐

（陳露薇）、PAULINE姐（夏寶蓮）、細哥（王超峰）、纓姐（李采纓）、清哥

（張清）、JENNY姐（胡燕妮）和羅馬導演。雖然並非每位前輩都願意接受訪問，

但收穫極豐。



胡燕妮風采不減當年

最後一站是獨自乘火車到聖地牙哥採訪嘉慧姐（歐嘉慧），彼此暢談甚歡，真

不枉此行。

不經不覺在美國逗留了五十多天，穿州過省，拜訪了三十多人，打擾了不少朋

友和前輩。最高興的是能與我的偶像見面，看見他們個個風采依然，星味不減當

年。但見各位前輩皆精神爽利、身體健康、健步如飛便心感快慰。他們的子女在美

皆業有所成，都能生活在優閒、安逸的日子裏，閒來會租看香港的劇集和電影錄

影帶或打牌作樂。他們很關心香港，熟知香港一切，因為每天可閱讀香港的報紙。

較年青的則在美另創一番事業，如開辦時裝店、酒廊、珠寶店、音樂社和傳道的工

作。最感動的是他們各人都視我如子姪般，給我熱情的款待，有些更不辭跋涉的

遠道而來讓我訪問。

訪美過程中，有幾位女星的經歷給我印象特別深刻。首先是小燕飛的義薄雲天。

她幫助過不少同業的遺孤和家眷，故有「撈家萍」的稱號。她仗義疏財的高尚情操，

令人欽敬；還有胡笳的脫胎換骨，她退出影壇後到美國深造，學有所成，成為

時裝設計師，融入了美國社會中；當年秦小梨的艱辛苦學，練成了軟骨技藝返

港。一九三八年她被邀為三藩市金門橋開幕作表演嘉賓，憑一身技藝走紅於舞台，

有「生妲己」的外號。

筆者（右）與胡笳在遠離鬧巿塵囂的寓所庭園留影



「口述歷史計劃」的功用就是這樣，我們在前輩的口中得知珍貴的資料和真實的

情況。錄影片段收藏在電影資料館內，不但千秋萬載，還可將他們的經歷與研究

者分享。

最後，謹向每位前輩致萬分的謝意，若沒有他們的支持和幫助實難如願。在美國

能夠順利的把工作完成，有賴誼姊夏娃和美美姐的照顧和幫助，在這裏特別向

她倆致謝。除上述所提受訪影人外，尚要多謝的美國友好前輩還有雷鏗先生、鄺

萬霖先生、言雪芬女士、陳燕鳴先生、黃柳珍女士、屠一峰先生、李海棠女士、何劍

儀女士、馬超先生、陳灝明先生、鄧炳強先生，在此一併向他們致謝。

三藩市世界戲院－昔日不少華僑影迷都在此度過光影歲月

阮紫瑩──自幼喜歡看粵語片，是標準的影迷。愛收藏電影的各類文物，現從事香港電影資料搜

集的工作。

口述歷史訪問精華

　 

羅品超談兩套「風雲」電影

昔日伶影雙棲的當紅小生羅品超，至今仍活躍藝壇，積極授徒。



...最深印象是愛國片《太平洋的風雲》（三八），與李綺年、陳天縱合作，不是唱

粵曲，而是唱國語歌；另一是《叱吒風雲》（三八），兩套《風雲》很不錯，那時

身材比較高大，穿起軍服挺「煞食」呢。還有是投入抗戰時代那份熱情 ...

我與唐滌生的意向比較吻合，統治者貪污那時很苦，寫了一套古裝的故事《我若

為王》（四八）：寫官員貪污，皇帝的妻子縱容親信，自己也像瞎了眼睛，大戲

收得，搬上電影也收得....

羅劍郎自立門戶拍文藝片

...成立國貞影業公司，是想自己開拍文藝片，（那時）收音陣容最大，聘請國

語片聞名的梁樂音做指揮，領導六十人大合唱團，唱那支「春田樂」，也是芳艷

芬最喜歡的歌，但文藝片不能太文藝，否則不收得。芳姐出嫁前最後一部電影

《出嫁從夫》（五九）找我來合作，我在片場設宴餞別芳姐，影片片頭也有加插

宴會的情況。

小燕飛如何與歌唱結緣 

《杜鵑魂》（1954）是小燕飛鍾愛作品之一。

...我從小便喜歡聽粵曲，從門罅偷聽留聲機的歌曲，那時月兒最聞名。......（我

的）契爺是開茶樓的，一次某個藝人失了蹤，找我來代唱，都說我聲線不錯，

我去學，還請來吳一嘯打曲給我唱...我喜歡拍哀怨的戲，歌也喜歡唱哀怨的

歌，如導演需要或劇情需要便會唱主題曲。



秦小梨機緣巧合練就軟骨功

（第二排左二起）《新肉山藏妲己》（1958）中
的秦小梨與羅家權。

《一本萬利》中的（左起）伊秋水、秦小梨及
李海泉。

...一九三九年金門橋開幕，聘請很多技藝團參加慶典。廣東雜技團團長歐陽發途

經香港物色一個小女孩表演雜技...他欣賞我在《花木蘭》中耍銅棍、舞刀槍...。在美

表演了數月，在無聊和好奇心驅使下觀看西人習藝，碰上女教授，訓練我「軟骨

功」三個月，還習了那套「頂水杯」的雜技...

...經過幾年抗戰，每人也愁容滿面，開拍那些憂傷的苦情戲沒意思，初生之犢

不畏虎，《肉山藏妲己》（四九）片中一場引誘太子，要穿性感服裝，結果引起

哄動，當時舞台上的藝人也很保守，多演賢妻良母、俠女等，怎會穿上聞所未聞

的服裝？

羅劍郎與芳艷芬早年經常拍檔演出。



神怪武俠經典：二八年的《火燒紅蓮寺》

談神怪武俠片的淵源，必要提到一九二八年上海明星公司出品的《火燒紅蓮寺》。

該片是把武俠小說改編成電影的始祖，當年瘋魔多個省市，結果一連拍了十八

集，令上海在四年間神怪片風氣大盛，出產近二百五十部類似電影。後因青少年

仿效電影故事，離家出走往峨嵋山求仙煉法，造成不良社會後果，結果被政府

禁拍禁映。

《火燒紅蓮寺》改編自平江不肖生暢銷武俠小說《江湖奇俠傳》，寫湘省瀏陽、平江

兩縣因爭奪交界處水陸碼頭的控制權所引起的糾紛，雙方各找武林高手相助，

以致擴展成崑崙與崆峒派之間的鬥法。

根據曾參演該片的龔稼農（首集飾趙振武）所撰從影回憶錄記載，後期神怪武

俠片的各種基本元素均已於該片試驗採用，如放飛劍、掌心雷、哭笑音波功、暗室

機關、吊綱線扮空中飛行等。

論武師規模更不遜於後世，當年聘用了「馬立斯打武班底」（當年上海集合習藝、

跑碼頭班底的介紹所）達三、四百人之多，同時開創了聘用武術教練訓練演員的

先河。

資料館研究統籌兼收藏家余慕雲先生集得這十八齣《火燒紅蓮寺》的全套戲橋，

刊有每集的詳細本事及演員表，實屬珍品。從演員表可引證當年首集男女主角為

鄭小秋及夏佩珍，而胡蝶則由第四集起參演，飾該集女主角華漱蓉，及第六、第

八及十一集以後的紅姑。

細心閱讀，更發覺名導演蔡楚生亦於第七集扮演了笑道人其中一個門徒，可惜

影片拷貝已失佚，不能進一步就當年的武打特技作出研究。 

二八年拍的這部《火燒紅蓮寺》影響所及，日後五○年陳煥文、六三年凌雲及九四

年的林嶺東，都重新演繹過相同的故事，以同名公映，而王天林及徐增宏分別

於五六及六五年執導的《江湖奇俠》，皆改編自同一個故事。



《火燒紅蓮寺》(二八)中的鄭小秋及夏佩珍

余慕雲先生收藏得的《火燒紅蓮寺》戲橋，詳列各集本事及演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