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談五十與九十年代：編導的創作空間 

今日看五十年代 

 

五十年代初一些認真的香港電影工作者反思搶拍潮的毛病，製作了不少出色的寫

實作品。回看當年的作品，對今天的影人有甚麼啟發呢？導演和編劇主導影片

的創作方向，本文透過一些曾身兼兩者的影人的經驗，同時看這兩個崗位在創作

上的關係。他們是怎樣創作的？面對環境所限，他們有多被動、可以有多主動？

好些前輩編導自五十至七十年代間活躍影壇，「談五十年代和創作」一節中，選

取一些他們在五十年代時的經驗，及他們對九十年代影壇的一些看法。「談九十

年代和創作」一節中現身說法的編導，則師承自八十年代的經驗。這兩代人，其

實貫串了整個五十年。我們先從李志毅談《新難兄難弟》（1993）誕生的故事說

起： 

 

「我小時在戲院看過秦劍的《難兄難弟》（1960），內容談及友情，很觸動我。

五十年代的粵語片在技巧上，與歐美電影始終有距離，題材上則值得欣賞。那些

重倫理、家庭與鄰舍關係的影片，好像老套，其實令人覺得很溫暖。......《新

難兄難弟》的故事主要來自《危樓春曉》（1953）。有天我和陳可辛到張之亮的

家吃飯，談到深夜，電視播放《危樓春曉》。陳可辛很驚喜，說原來當年的粵語

片這麼好看。那時《回到未來》影片流行，我們便加上時空交錯，並且把影片喜

劇化了，把現代的元素加入以前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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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交錯──談五十年代和創作 

 

吳回 

 

【製作環境】（一般公司）當時拍戲回報率很重要，老闆如果蝕了，以後便沒交

易。所以大家步步為營，部戲要好、要慳、叫座，好多問題要解決。 

 

【集體創作】（執導中聯公司的創業作）中聯沒有老闆，大家有錢出錢、有力出

力。大家開會決定拍《家》（1953），改編名著方便……我們習慣開會傾劇本，

一大班人度出來，讓編劇寫初稿。 

 

【導演手法】（現在拍戲）開槍便開槍，撞車便撞車。我們那時是要讓觀眾緊張，

用好多鏡頭去培養。你會說那時好慢，不時興了。  

 

秦劍 

【攝影師羅君雄談秦劍】當時（五十年代）粵語片大部份仍是有關家庭倫理及封

建迫害，對象大部份是婦孺，因此觀眾對象決定了創作意念。秦劍則嘗試將這觀

念改變，多拍社會性的題材。......他拍戲都有完整的劇本，多數是他自己寫的。......

多是現場分鏡頭。當時有句俗語是一部戲「有無鑊氣」，就是說有沒有高潮。（摘

自第七屆香港國際電影節香港電影回顧特刊） 



楚原  

【環境與才華】我曾做秦劍和吳回的副導，秦劍擅於捕捉青少年的心理，吳回則

有鬼才。吳回日夜不停地拍，劇本只是一個故事，他入到片場才逐句寫來拍，除

了重要的作品如《家》等，基本上是臨場發揮。我給他寫了兩個劇本，內容全被

改掉...... 

 

【創作寫照】一部作品跟導演和編劇的「自己」很有關係，例如爾冬陞的《新不

了情》（1993）。......我一直跟時代走，當時世界影壇盛行第昔加、羅西里尼

的新寫實主義，我拍《可憐天下父母心》（1960）的每一段塑材，都是從報章新

聞剪下來的。 

 

陳雲 

【編劇心法】我曾跟李晨風學做編劇。......一個好的劇本第一是主題一定要正確，

現在有的教壞人都照拍，我真的很反感。第二要有戲劇性，否則不能吸引觀眾。

第三是重開場、中間和結局......讓人帶一個意念離開。 

 

【環境】……後來不先付錢我不編。為甚麼？曾經我編的很多個劇本，拍好我都

不知。現在的編劇仍常收不齊錢，是他們自己說的。 

 

蕭笙  

【編劇入門】我做場記時真的很慘，抄劇本不用力無法過四張過底紙。不過吃虧

是福，連夜地抄，抄得多，我便由此知道如何去寫劇本...... 

 

【戲味】老實說，無厘頭笑片得啖笑，觀眾走出戲院，也不知有甚麼劇情，只記

得好像廁所那場戲幾好笑。我是說現在有些戲，沒有深度。有些人會說以前的粵

語片差，說吳楚帆、張瑛演的片差，但人人都覺得好有戲味。現在呢，講名氣、

講綽頭、講鹹濕。 

 

【環境】我的每一部電影，因為不夠錢去拍，都不能達到我的理想。只還有一天、

只還可以拍十多場戲、你不拍就沒有......在這樣的製作環境下，我只可以盡力地

去完成。 

 

王天林 

【導演心得】見多識廣，便豐富對拍攝電影的知識，這是很重要的。最近（九七

年）我看《甜蜜蜜》（1996），攝影不是很好，但劇本好。這部戲的導演好，他

見識廣，知道美國唐人街是怎樣的。所以一個導演不可以閉門造車，成功也不是

一個人可以想出來的。 

 

 



編導簡介  

  

 
   

吳回（1912 -1996），四一年首執導筒，作品有《家》（1953）、《女

司機》（1965）等。七十年代加入麗的電視當藝員和編導。 

 
   

秦劍（1926-1969），四八年開始執導，名作有《人之初》（1951）、

《何日君再來》（1966）等。為光藝影片公司的創辦人。 

 
   

楚原（1934 -）作品有《湖畔草》（1959）、《黑玫瑰》（1965）、

《龍沐香》（1970）、《愛奴》（1972）等。近年仍常演出電視劇。

 
   

陳雲（1921-）五十年代初入行時任編劇，導演作品有《玉女追蹤》

（1960）、《彩色青春》（1966）等。七零年轉往麗的電視工作。 

 
   

蕭笙（1930-）五五年加入影圈當場記，導演作品有《武林聖火令》

（1965）、《名劍天驕》（1969）等。七四年加入電視台工作。 

 

王天林（1928-）四七年加入電影界，曾執導多部武俠片如《峨嵋飛

劍俠》（1950）等，名作有《家有喜事》（1959）等。七三年加入

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除特別註明外，上文內容摘自本館的「口述歷史計劃」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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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態度──談九十年代和創作 

 

李志毅 

【前因後果】拍《風塵三俠》（1993）時我覺得很開心，劇本寫得瀟灑。因為這

部戲成功，下一部其實是策略性的製作。拍《新難兄難弟》時我已是 UFO（電

影人製作有限公司）的老闆之一，而前有成功的例子，很想再成功，劇本便寫得

拘謹而設計。我和 Peter（陳可辛）都覺得《風塵三俠》比《新難兄難弟》好，

但電影是有「勢」的，因為上一部好，《新難兄難弟》的票房便比《風塵三俠》

好。 

 

【編與導】兼編導和專心導，每人的取向不同，沒有那樣好那樣不好。我不大喜

歡寫劇本，很辛苦，但我想說自己的故事，別人寫得不合意，不如自己寫。 

 

【UFO 經驗】我在 UFO 五年，最珍貴的是學到拍電影的整體知識和整個工業的

運作：如何包裝、發行、宣傳，做個全面的電影人。不是有好劇本好導演便有人

看的，要有包裝，那是實際上的需要。你看現在蜚聲國際的名導演，個個都是一

流的 marketing（市場推廣）人才。 

 

陳果  

【真實拍法】麥當雄對我的影響很大，他的拍法很社會性、很真實。我做《午夜

麗人》（1986）的第二副導時，晚晚要去舞廳做資料搜集。過程中與真實的人溝

通，工作方法自由，我覺得很舒服。......我喜歡「細路祥」這名字夠街坊、夠香

港。《細路祥》（1999）劇本中原沒有海叔與婆婆、祥哥的關係，但海叔本人的

歷史那麼好看，我便加入這段真實的關係。 

 

【空間】我的方向很個人，不是主流，需要影展支持，要保持曝光，也是一種市

場考慮。現時很多東西、環境、市場、價值都不同了。我的戲需要本地現象，未

來的創作會很辛苦，所以我拍三部曲電影，延續創作過程。 

 

張志成 

【編與導】我自己的經驗是做導演較做編劇舒服。做導演時一班人一起，很有士

氣；做編劇時在創作過程中是很孤獨和痛苦的，但我又享受忍受痛苦。自己導自

己寫較易掌握，自覺處理得較圓滿。給別人寫的劇，拍出來多多少少總有些地方

不喜歡，有種被閹割的強烈失落感。但懂編劇對導演的工作肯定有幫助，懂編劇

便可靈活地補救很多突發的事情。 

 

【空間】受到製作條件的限制，我想與其花很多時間和精力去爭取拍大製作，而

結果又未必是自己想要的東西，不如拍我自己喜歡的小品。我受方育平的影響很

深，他說創作源自生活。而將來電影發放的出路，會更多地包括 VCD、錄像、

電視、網上等渠道。 

 



編導簡介 

 
   

李志毅八四年進入影圈任美術指導，作品有《婚姻勿語》(1991)、

《風塵三俠》（1993）、《天涯海角》（1996）等。 

 
   

陳果（1959-）八十年代曾任場記、助導等，作品有《香港製造》

（1997）、《去年煙花特別多》（1998）和《細路祥》（1999）等。

 
   

張志成（1959-）曾任製片、編劇、影評人和導演。作品包括《播種

情人》（1994）、《神探磨轆》（1994）和《人間色相》（1996）

等。 

  

除特別註明外，上文內容摘自本館的「口述歷史計劃」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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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與不變──九十對五十年代 

 

五十年代初成立的五十年代影業公司、中聯電影企業有限公司等力改過往影壇的

歪風，對劇本要求嚴格，建立集體創作的制度。香港影業上承八十年代的興盛，

推進國際市場，九十年代初的港產片大多流於公式化，九十年代中市道欠佳，於

是大家又要變則通。從以上各位編導所流露的心態，可見他們的取向及對其作品

的影響，以至在他們所置身的影壇的發展趨向。 

 

有些東西視乎各人的取向而有不同的做法，卻是放諸哪個年代都需要的。無論認

為身兼編導較得心應手與否，都認同必須有其他人的衝擊。集體的精神一直沒

變。陳果說的有一段話很值得深思：「很奇怪，人們說我懷舊。我拍深水、長

沙灣、旺角，拍完自己也不相信香港社會仍是這樣。有些人仍住板間房、幾十人

擠在一起......社會沒有改變，變的是股市。我拍的東西仍是活生生存在的。」影

片內容、影壇環境以至發展的空間受到社會環境的牽引，而社會環境亦往往反映

在影片的內容中。有些東西是一直存在的，許多劇本仍然胎死腹中或完成了卻不

見天日。工業機制一直運行，大家仍然可以定下分場後分頭行事。 

 

 



五十年代的故事片我們稱之為粵語片、國語片等，現在則統統叫港產片，不是已

變了好多了嗎？變的是在大氣候下，現在的港產片更重娛樂成分。理念大變，所

謂完整的劇本已不合時宜，有時甚至沒有劇本。更重要的是，現在的編導更清楚

自己的需要和路向，懂得開拓容許自己創作而市場又容納的空間，做個相對五十

年代全面的影人。 

 

（文：郭靜寧） 



萬氏兄弟與中國美術電影──紀念中國動畫大師萬籟鳴誕生一百週年 

鮑濟貴 

 

今年是中國動畫大師、美術電影創始人萬籟鳴誕生一百週年紀念。萬氏有四兄

弟，萬籟鳴、萬古蟾、萬超塵和萬滌寰；老大萬籟鳴和老二萬古蟾是雙胞胎，四

人中現只剩老四還健在，今年也九十五歲了。在整個二十世紀中，萬籟鳴帶領三

個弟弟，把畢生精力全都貢獻在開創和推動中國的美術電影事業上。 

 

中國第一部動畫片《大鬧畫室》  

 

中國美術電影是從動畫片開始的。一九二六年，萬氏兄弟成功研製中國第一部動

畫片《大鬧畫室》。該片的編劇、導演、繪畫、攝影、洗印、放映等全部工序，

都由他們擔任。《大鬧畫室》的成功，標誌中國美術電影事業的誕生。 

 

一九一九年春，老大萬籟鳴離開老家南京，孤身到上海商務印書館推廣科做美術

廣告工作，不到兩年，三個弟弟也先後來到上海明星電影公司從事美術工作。就

在這時，美國動畫藝術家費萊沙兄弟繪製的《大力水手》、《比蒂小姐》、《從

墨水瓶裏跳出來》等無聲卡通片（中國人稱動畫片），先後在上海一些影院放映。

大萬老看了這些卡通片，心裏一震，心想：畫筆下的人物果真能動起來了。這和

他多年前「要使畫中的山水、人物動起來」的想法不謀而合。他把自己的想法告

訴三個弟弟，他們非常贊成。於是，萬氏兄弟一次又一次到影院觀看動畫片，看

後回家就大談其奧妙，決心創造出中國自己的動畫片，並為此制定了一個研製的

計劃。 

 

俗語說：萬事開頭難。大萬老萬籟鳴帶領三個弟弟在研製中國第一部動畫片的過

程中，克服了許多人們無法想像的困難。 

 

第一個困難是沒有資料。萬籟鳴首先請歐美有關方面提供卡通片的洋文資料，可

是過了一年多仍一無所獲。於是，萬氏兄弟在上海灘四處跑。他們到玩具店看小

孩子玩轉筒；到大世界遊樂場看「活動西洋鏡」。他們從看轉筒和西洋鏡中悟出：

要令畫在紙上的畫動起來，就要借用電影機器和電影技術。於是，他們就利用在

明星電影公司工作的機會，不厭其煩地問、看、摸，晚上回到家裏便坐在床上做

試驗。在四年多的時間裏，萬氏兄弟度過了多少個連自己也數不清的不眠之夜，

終於摸索到動畫片會「動」的原理：就是把人物的動作順序一張張畫出來，用攝

影機一張張拍下來，再用放映機把動作連續不斷地還原到銀幕上。這樣，人們看

到的畫像就會動了。 

 

一九二三年底，上海商務印書館影戲部得知萬氏兄弟掌握了製作動畫的技術，便

委託他們製作了一部一分鐘的廣告動畫片《舒桭東華文打字機》。這部簡單的廣

告動畫片，就是萬氏兄弟製作動畫片的雛形和先聲。在這個基礎上，他們開始了

中國第一部動畫片《大鬧畫室》的製作工作。 

 



他們四處奔波，尋找願意投資國產動畫片的電影老板，多番被拒，都沒有動搖他

們的決心。後來，萬氏兄弟與上海聯華影業公司反覆磋商，老板提出不能影響工

作（當時老二、老三、老四都在那兒工作）的條件，答應讓他們製作動畫片《大

鬧畫室》。但公司只借出一架舊攝影機，其他設備和資金等一切也沒有。萬籟鳴

帶頭從家人的嘴上（一年不吃魚和肉）和身上（過年不做衣服）挖出一點錢，買

了一架舊的木殼照相機，自己動手改製成放映機。就這樣，他們以變賣家產來解

決資金上的困難。 

 

第三個困難是沒有場地，老大就把自己居住的七平方米亭子間當工作室，繪畫、

攝影、洗印、放映等都在這亭子間裏進行。每到晚上，他們把被子、蓆子一捲，

往床底下一塞，床就成了畫桌，而亭子間就變成放映間。還缺一個暗室，他們把

灶間裏的煤球爐搬到室外，用破布、廢紙把窗口堵緊，成了洗印間。 

 

一九二五年底，《大鬧畫室》的製作就在克服「三無」中開始了。可是製作時遇

到的困難更是一個接一個。繪製數千張畫稿，人物動作位置很難固定，萬氏兄弟

在兩個多月中想了十多個辦法都失敗了，最後他們終於創造出用三個銅釘製成的

固定器，使人物動作、位置不走樣。這種二十年代的土辦法，簡單易行，準確可

靠，一直沿用到今天。 

 

在當年沒有動畫攝影台的情況下，控制拍攝距離是最傷腦筋的大難題。他們費盡

心機想了一個兄弟四人齊上陣的辦法：讓老四操縱攝影機，老大、老二拿稿一

步一步靠近攝影機，老三拿秒錶掌握時間。為了節省價格昂貴的膠片，每拍一個

鏡頭，兄弟四人就先預練，練得動作非常協調才開始拍攝。老大回顧當時拍攝的

情景，深有感觸地說：「《大鬧畫室》有九千多張畫稿，至少要拍九千多次。每

拍一次都得先練習幾次或十幾次，拍完這部十二分鐘的動畫片，在亭子間裏走了

多少路，我們自己也說不清楚了。」 

 

就這樣，他們用了一年多晚上時間和所有星期天，以頑強的毅力，克服了許多人

們難以想像的困難，終於在一九二六年底，成功研製了《大鬧畫室》。一九二七

年初動畫與觀眾見面，轟動了整個申城。人們看了《大鬧畫室》打趣說：「影片

裏的畫會動了，畫動畫的兄弟四人卻累得不會動了。」 

 

── 續下期，介紹中國第一部有聲動畫片《駱駝獻舞》（1935）和第一部動畫長片《鐵扇公主》

（1941） 

 

萬籟鳴（1900-1997），原名萬嘉信，與孿生弟弟萬古蟾生於南京。他自幼喜愛繪畫，自學成為

一代動畫大師。二十至四十年代，曾先後在上海商務印書館、聯華、明星、新華等電影公司任職。

一九四九年與萬古蟾來港在長城影業公司擔任美術工作，曾負責的影片有《血染海棠紅》（1949）、

《新紅樓夢》（1952）等。一九五四年回上海，任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導演及顧問。 

 

鮑濟貴為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屬下的上海卡通王雜誌社編輯部主任。 



新增藏品 

 

四哥與天涯覓片蹤行動  

四月二十六日，我們造訪風采依然的六、七十年代電影紅星謝賢，進行「口述歷

史計劃」訪問後，欣獲四哥簽署授權書，凡本館搜集到謝氏兄弟公司出品的影片，

均全部可作永久保存和教育性非牟利研究以及放映之用。 九五年，香港彩色

印公司結業，資料館接收了一批沒有片主認領的電影，隨後便四出尋找有關片

主，其中包括四哥自導自演的《明日天涯》（1973）、《冬戀》（1974，甄珍合

演）等七部影片。本館於九九年又從美國的大明星戲院尋得謝氏兄弟公司出品的

《冬戀》（1968，蕭芳芳合演）和《窗》（1968）等數部在本港已無拷貝的佳作。

這些影片已全獲四哥授權予本館作保存。 

 

裘萍的簽名照情誼  

裘萍自四十年代加入影壇，先後在邵氏、長城和鳳凰等影業公司任演員，主要作

品有《雷雨》（1961）、《三笑》（1964）等。她最近捐贈了二十多張珍貴的照

片予本館。除了她自己的造型照，還有她珍藏的多位紅星的親筆簽名照，包括有

林黛、林翠、葛蘭、石慧、陳思思、王葆真等，可見她們當年共事時的情誼。影

人們投身影業時珍藏的照片是一個豐富的大寶藏，當中那份「身歷其境」的感覺，

倍感親切。該批照片現由資料館保存，讓每一代的電影愛好者都得以重溫她們的

風采。  

 

上海電影雜誌與香港影史  

《青青電影》畫報、《聯華年鑑》、《影戲年鑑》、《電影雜誌》等三、四十年

代在上海出版的電影雜誌運抵資料館了！大家急不及待地翻閱，當年上海是中國

影業的重鎮，後來因局勢影響，當中許多影人先後到香港發展，促成五、六十年

代香港影壇百花齊放的景象。這些雜誌除了報導聯華、藝華、明星、文華等影片

公司的新片和影星近況，還有當時香港影業的消息，上海影人如胡蝶、趙丹、胡

萍等在香港的活動。其中我們收到在一九三四至五一年間出版的《青青電影》畫

報，以提倡國產影片與介紹明星生活為宗旨，並有孫瑜、蔡楚生等導演的文章。

在時局動盪的環境下，編輯嚴次平在數度停刊後仍堅持再次復刊，見證了每一個

時期的變化，有助我們追索南來影人的藝術道路。 

 

美指與絕版電影雜誌  

著名旅行家、極地工作者李樂詩足跡遍及七大洲五大洋，她過往曾任電影美術指

導，作品有《撞到正》（1980）、 《八兩金》（1989）和《滾滾紅塵》（1990）

等。舊雜誌是美指的寶鑑，李樂詩年來藉到一些即將拆卸的舊屋尋找和友人所

贈，搜集了好些舊電影雜誌；例如當她設計秦漢和林青霞在《滾滾紅塵》裏的戲

服時，它們就大派用場。她最近把那些當年用作參考的絕版電影雜誌慷慨贈予本

館，當中包括刊載本港三、四十年代影壇變遷的《藝林》、《大觀電影》創刊號、

六十和七十年代的《娛樂畫報》，以及由邵逸夫於一九三七年在新加坡創辦的《電

影圈》。這些雜誌原來是新一代電影工作者創作的「幕後功臣」呢！ 

本館特此向以上各位捐贈者致謝。 



傾情《死結》三十年 

 

今年香港國際電影節公映《死結》（1969），傳媒、影評人及業內人士均大力推

介。該片由吳宇森製片兼自編自演、黃志強（石琪）導演，加上一段失而復得後

進行修復的傳奇，怎不叫人引頸以待？ 

 

一九六九熱切前緣  

 

那是個物資匱乏的年代，但一些愛上電影的年輕人惺惺相惜、創意無限，愛輪流

做導演、演員、攝影師等。十六分鐘、十六毫米的《死結》就在幾個電影發燒友

在青春歲月的工餘時間完成。吳宇森構思了一個男主角陷於同性戀舊男友與異性

戀新女伴之間的故事，叫石琪做導演，自己花大半個月薪金去買菲林和付印

費。場景中的舊式花園洋房，就是當年文化人的搖籃 --《中國學生週報》的編

輯部所在地......作為香港早期獨立短片活動的一份子，石琪月前在報章專欄談及

《死結》，不無感喟地說：「很奇怪，近年我看過的香港獨立短片，反而沒有當

年那麼大膽色情（甚至暴力）。」 

 

二○○○修復重現  

 

《死結》約於七六年輾轉在青年中心等地放映後不知所蹤，八十年代初始偶然尋

獲，可惜唯一的拷貝已殘缺。陸離（石琪太太）數年前將影片交給資料館，但因

拷貝已嚴重損壞，菲林上有花痕、裂痕及出現收縮等情況，究竟能否救回《死結》

呢？資料館卒於九八年獲美國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電影電視資料館答允全力協

助修復，自此館方就一直密切注意修復的情況及進度。經美國方面專業修復人員

的努力，《死結》終能趕及在今年的國際電影節公映。是次放映由陸離重新配上

背景音樂，重塑當年放映時的效果。 

 

修復的版本是將原來十六毫米的拷貝翻印成三十五毫米的拷貝放映，大家喜見新

拷貝雖然部份仍有刮花痕跡，但全片影像清晰，修復人員的功勞可真不少。 

 

 

後記  

 

《死結》的重現，引起了不少海外國際電影節的關注。這部六十年代的短片畢竟是香港電影史上

獨立製作的重要一頁，也是研究吳宇森作品的重要參考材料。 

 

《死結》得以修復成功，本館特別向吳宇森先生、石琪先生、陸離女士和美國加州大學洛杉磯分

校電影電視資料館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