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危樓春曉》（1953）裡，司機威哥（吳楚帆飾）為免包租婆三姑（李月

清飾）在大風大雨之日將欠租的譚二叔（黃楚山飾）一家大細趕走，自掏腰

包，替同屋解困。譚二叔一家感激不盡，其他住客亦被威哥的仗義感動，

威哥只說了句：「出嚟撈世界，你為吓我，我為吓你，有乜所謂呢？……

『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這部由李鐵導演，中聯電影企業有限公司（1952-1967）出品的電影，已

成了粵語片的經典之一，而威哥這句話，更是經典電影裡的經典對白，不

但道出一個時代的世道人心，也道出了一班電影人對粵語片的理想。回顧

中聯短短十多年的歷史，「我為人人」可說是中聯精神的縮影，不僅貫徹於

它出品的44部電影裡，同時也是21位股東對電影業，特別是粵語電影的自

我期許。

中聯成立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由著名演員吳楚帆、白燕、張活游、張

瑛、紫羅蓮、李清、容小意、黃曼梨、梅綺、小燕飛、馬師曾、紅線女；

導演李晨風、吳回、秦劍、李鐵、王鏗、珠璣與製片陳文、劉芳、朱紫貴

共同創立，以兄弟班的形式經營，出品以集體創作為主，追求精益求精的

劇本與製作，務求內容能反映現實兼具教育意義。

戰後的香港百業蕭條，電影業卻一枝獨秀，整個五十年代粵語片產量

達一千五百多部，當中不乏粗製濫造或意識不良的電影，引人詬病。業界

為了自強，先是志同道合者團結起來，發起了電影史上第三次「粵語片清潔

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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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身作則，拒絕拍攝粗製濫造、宣揚神怪迷信與封建思想的電

影。就在這樣的背景底下，21位影人陸續加入中聯，實踐製作優質粵語片

的理想。按照董事長吳楚帆所說，「眼看著粵語影片面臨危機，我們為了不

想辜負了觀眾們的愛護與期望，也由於自己藝術良心的驅使，為了鞏固和

提高粵片的藝術水平，在群策群力之下，在社會人士和親愛的觀眾們的鼓

舞支持之下，『中聯』就組織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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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不讓粵語片被拖垮，中聯仝人不但拒絕濫拍，同時以自己的片酬作投資，致力製作

心目中的優秀作品，有時甚至到了不惜工本的地步。黃曼梨在她的口述自傳中，也曾憶述中

聯全體員工在《苦海明燈》（1953）剛拍畢時，集體「轟炸」導演秦劍的事。
3
 眾人毫無保留

的批評，秦劍亦虛懷若谷，一一接受，本著精益求精的態度，該片結果花了二十多個工作天

補拍，幾乎可以再拍一部新片。中聯仝人可說是身體力行，為了業界的前途，為了提高粵語

片的質素，實踐了威哥「我為人人」的精神。

至於中聯出品，不管是深受五四影響的反封建題材，如創業作《家》（1953）及「激流三

部曲」其餘兩部《春》（1953）與《秋》（1954）；還是刻劃社會貧富不均，小市民掙扎求存的

苦況，如前面提到的《危樓春曉》和《金蘭姊妹》（1954）、《父母心》（1955）、《兒女債》

（1955）等；還是向文學與戲曲取經的作品，如改編自西方文學作品的《大雷雨》（1954）、

《孤星血淚》（1955）、《天長地久》（1955）、《春殘夢斷》（1955）；改編自傳統戲曲的《西

廂記》（1956）、《艷屍還魂記》（1956）和三集《寶蓮燈》（1956-1958）；更有以抗戰逃難經

歷為題材的《血染黃金》（1957）、《路》（1959）和《海》（1963），相信靈感應來自多位股東

抗戰時期的艱辛經驗；還有後期為適應市場而嘗試的類型作品如《奸情》（1958）、《香城兇

影》（1958）、《紫薇園的秋天》（1958）、《鬼屋疑雲》（1963）等，成績亦相當可觀。縱觀

中聯出品，表面上是種類紛陳，作多元化的嘗試，背後總不脫有益世道人心的主題。儘管今

天看來，訓誨有餘而批判不足，但那個年代，講的是厚道，但求盡自己的本分，為社會作出

貢獻就足夠了。對中聯仝人來說，電影具有教育與社會意義，有助增益民智，並非追求利益

的工具，所以儘管44部影片形式與內容各異，卻負有溝通理想與教化大眾的期望，承載的

也正是威哥「我為人人」的精神。

回顧中聯的人和事，周承人及容世誠兩位皆指出，吳楚帆是眾股東中的關鍵人物。周承

人追溯吳楚帆與南來進步影人的交往，如何影響了日後中聯的製作路線；容世誠則縷述吳楚

帆與唐滌生的交往，讓中聯與五十年代的粵劇改革產生了微妙的互動交流，從吳、唐的交往

來側寫五十年代的香港文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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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致力改革粵語片質素，繼承五四的文學傳統，因此創業作選擇了

改編巴金的小說《家》，以彰顯這種承傳的關係。余少華從《家》的電影音

樂著眼，描繪了五十年代本地音樂家與電影的關係，深入淺出，從中一窺

粵樂在粵語片中的應用。羅卡則從另一方向出發，探討較少人談論的中聯

後期作品，讓我們看見一代電影人適應時代轉變之餘，始終貫徹理想的努

力。這份不懈的精神，使人懷念。直到今天，我們仍在津津樂道「中聯精

神」，至於中聯電影的「片廠風格」或「美學」，盧偉力不單從電影技巧來探

討，更指出中聯演員藉演技為時代造像，表現一個時代的氣韻。

回到電影本身，徐昌明、蒲鋒、吳君玉與惟得諸君，探求中聯影人在

影像世界中，實踐理想的得與失。中聯作品裡，有多部改編自西方文學，

吳國坤在這些改編中，看見了中聯當年改革粵語片時的成就與妥協，而黃

淑嫻則從一個跨文化的改編，看到中聯在一貫的強調集體之外，還述說了

個人如何面對時代變遷的故事，指出中聯作品罕見的一面。

中聯眾導演中，以秦劍最年輕，他在後來的光藝公司中大放異彩，麥

欣恩回溯他在中聯的日子，作品中已隱然流露擅長描寫女性和愛情的特

質，比中聯其他作品更具摩登色彩，已帶有日後光藝的都市味道。黃愛玲

則從兩位中聯花旦白燕和梅綺的生平和著作出發，細味她們豐富多變的演

技。兩人外形與演出方式各異，但在銀幕上同樣散發出讓人難忘的魅力。

中聯仝人及中聯出品，是香港文化記憶的一部分，香港人對中聯念念

不忘，甚至將「中聯精神」引伸為「香港精神」，當中的挪移轉借，陳雲為這

個過程作了今昔對比，向前輩影人致意。

本書附錄了黃曼梨於七十年代為《香港電視》所作的口述自傳節錄，對

於戰後復員至中聯成立的始末，有頗詳盡的憶述。前輩影人大多謙遜，絕

少留下談論自己演藝心得的文字，梅綺在自傳《戲劇的人生》中，卻難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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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細談如何揣摩角色和演出心得。兩位影人留下的吉光片羽，讓我們隔著時間的洪流，

仍能遙見她們對演藝的理想與實踐。

中聯於1964年停產，1967年正式結束，為時十多年，卻留下深遠的影響。日後的評論

者往往將香港電影裡的寫實傳統上溯至中聯的作品，但寫實以外，中聯其實也在其出品裡作

不同的嘗試，探索類型的可能，甚至拍過他們曾詬病的戲曲片。可是中聯總能貫徹初衷，在

通俗與流行之中，注入對社會民生的關懷、對人倫美善的嚮往，成為獨特的中聯精神，為那

個時代留下不滅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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