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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柯達，人們會想起柯達相機、柯達膠
片、柯達劇院等，但卻很少人知道是誰創造出

「柯達」這個名字並成立這家公司。喬治．伊士
曼是柯達的靈魂人物，他創辦柯達，將攝影程
序簡單化，並帶入日常生活中，讓攝影變成一
種生活美學。沒有人想到一間擁有130年歷史的
老字號會破產，那句「你只要按下按鈕，剩下
的交給柯達（You press the button, we do the
rest.）」的廣告語依然殘留在不少人心中。如果
伊士曼在世，以他推陳出新、不甘於落後的個
性，一定不會讓柯達敗在數碼技術上。

「讓相機的使用像鉛筆一樣方便。」
伊士曼生於19世紀中期，那時攝影是相當新

的藝術表現方式，只有少數名流新貴才有機會
享受攝影的樂趣。他花了二十多年研究、開
發，在1879年發明了能將乳劑塗敷於相板並可

大量生產的機械，兩年後成立了伊士曼乾板公
司（伊士曼柯達公司的前身），隨後幾年柯達開
始生產底片、攝影器材、X光片等。

伊士曼曾說：「讓相機的使用像鉛筆一樣方
便。」而柯達在那個貧乏的年代確實創造了奇
蹟，這一切只源於一次旅行。1878年，伊士曼
想去一趟長途旅行，朋友建議他帶相機去，因
為如果拍得佳作，回來後或許能將相片出售。
他覺得這個提議很好，就花了一個月的薪金買
了一組攝影器材，而這組器材正正是促使他投
入攝影市場的關鍵。

伊士曼曾打趣地說，他買了「一馬車」的器
材，這「一馬車」還只是最基本的裝備而已，
包括顯影時遮光用的黑布幕、顯影盤、一堆瓶
瓶罐罐和大木箱似的相機，這些器材顯然不便
於隨身攜帶。但對於一個真正的攝影師來說，
這「一馬車」的器材其實仍不足夠，他們還需
要一個可以在攝影過程中支撐相機十至四十秒
的三腳架及插置於相機背部以供影像形成的玻
璃板。

每照一張相片前，必須在這些厚重易碎的玻
璃板面上塗上一種攝影用的感光乳劑，由於乳

劑是潮濕的，所以這

個塗抹過程又稱為「濕板攝影」。濕板的前置準
備和後來的顯影過程都必須在黑暗中快速進
行，因此，完成一張相片需要二十多分鐘。

伊士曼一頭栽進攝影中，雖然最後去不成旅
行，這段經歷卻啟發他後來研製出便於使用的
新式感光乳劑板片。

小型相機顛覆世界
伊士曼意識到，如果能夠改良配方，製作出

不僅可以自用還可以供他人使用的攝影感光板
的話，可以大大改善攝影的質素。那時他白天
在銀行工作，晚上在臨時實驗室改良感光劑，
日以繼夜的工作使他心力交瘁，他花了兩年時
間才找到滿意的感光乳化劑配方，而這個配方
也成為了伊士曼柯達公司的奠基石。

有人評論說：「伊士曼的發明天分，造成了
攝影界的空前革命。當他以業餘愛好者的身份

開始摸索探尋之際，攝影技術與器材的艱深是
他首先面臨的難題。由於他將攝影過程予以簡
化，因此吸引了全球無數的攝影人口。」

伊士曼不只發明了新的乳化劑配方，他在
1888年推出的小型相機才是顛覆世界的「重磅
炸彈」。事實上柯達公司生產的第一架相機是簡
易的乾板相機，但伊士曼對另一種「偵探型」
相機更感興趣。這種相機的外形比大部分攝影
者所使用的相機輕巧，他認為一架體積小巧的
相機更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1888年6月，一個新的詞彙誕生了──「柯
達」，人們第一次聽到這個詞彙都感到莫名其
妙，將之當成一個冷僻的外來語或毫無意義的
戲謔語看待。而對於伊士曼，他一直在尋找一
個強而有力、讓人印象深刻的字眼。當「柯達」
閃過腦海時，他欣喜若狂，立刻將之登記為註
冊商標。

關於這古怪名字的意義，他解釋道：「它是
我自己發明的，因為『K』是我最喜歡的字
母，它給人一種強而有力、一針見血的感覺，
所以我決定以『K』作為字首與字尾。」

新款的柯達相機不但造型輕巧，而且操作簡
單，連小孩子也會使用。相機上甚至沒有觀景
窗，攝影者只要將浮刻於相機外殼頂端的「V」
瞄準所要拍攝的物體就可以了。機身裝有足夠
拍一百張相片的底片。攝影者只要拉下細繩、
捲上底片，按下按鈕便可以拍照。他成功將以
往繁複的攝影程序簡化成三個步驟。

柯達成行業翹楚
當時柯達的追捧者多不勝數，柯達公司也

不諱言：「柯達的目標就
是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佼

佼者，而其他公司則必須依循我們所設立的標
準而行。」人們不會說「把你的相機帶來」，而
是說：「把你的柯達帶來。」而「你只要按下
按鈕，剩下的交給柯達。」這句廣告詞也走進
日常生活中，政客與諧星更不時將它穿插在演
說中。

柯達生產的底片和機械品質一流，南極探險
攝影家龐汀在1913年致伊士曼的書信中提到：

「這些底片⋯⋯橫跨過熱帶地區，也去到終年覆
雪的南極。在曝光後到沖洗前還要經過零下八
十度的酷寒嚴冬的考驗。⋯⋯它無疑是當今最
令人讚賞的底片。」

在創造了柯達相機這個奇蹟後，伊士曼開拓
了X光片市場，與法蘭克．布勞尼爾開發「摺
疊式柯達」與「袖珍型柯達」兩款相機。與此
同時，愛迪生更從伊士曼發明的底片中找到靈
感，製造了一架被公認為攝影機的前身，稱為

「活動電影放映機」的映像管，這
個發明與伊士曼的新式底片結
合，開啟了電影工業的新時代。

法蘭克．布勞尼爾1900年開發
了一台售價僅需一美元的相機，
將柯達推上最高峰。這台專為小
孩子設計的相機在短短一年內賣
了二十五萬台，在各種宣傳造勢
運動上都可以見到其蹤影。

當時很多人忌諱柯達獨佔市
場，害怕它隨意操控攝影市場的
價格。然而伊士曼的一元相機叫
人大跌眼鏡，他的「一元」理想
讓柯達成為世人眼中的「良心企
業」。

敗於數碼技術下
伊士曼晚年被病魔纏身，在

1932年立下遺囑後舉槍自殺，他只留下一張字
條：「我的工作已經完成，還等甚麼呢？」

由於伊士曼在死前已安排好一切，他的離去
並沒有為公司帶來太大的衝擊，柯達繼續拋離
其他對手，獨佔鰲頭。經歷過戰爭歲月，見證
富士、寶麗來的崛起，攻佔即時拍市場不成而
反被寶麗來控訴，賠了九億二千多萬美元平息
風波⋯⋯柯達久經考驗，業務卻沒有受到影
響，那今天，是甚麼擊倒了這位「老大哥」？

說來諷刺，柯達是第一間推出數碼相機的攝
影公司，卻也敗在自己一手開拓的數碼市場
上。沒有人否認柯達在底片、相機、沖曬等領
域的出色表現，但提到數碼相機，柯達始終很
遜色。或許應該說，富士、柯達、寶麗來這三
大攝影品牌沒有一個能打進數碼市場—寶麗來
專注發展即時拍不在話下，富士與柯達則是難
兄難弟，兩者在數碼領域均沒有任何優勢，論
品質與口碑，富士的菲林還遠不及柯達。

但在寶麗來這個勁敵倒下之後，柯達也後勁
不繼，原因無他，今日的柯達已不再是伊士曼
年代的柯達。伊士曼在短短二三十年將攝影帶
入一個新紀元，新產品一件接一件推出，一次
又一次創新，成就了一個傳說。他死後的七十
多年，柯達某程度而言只是吃老本，未能推出
叫人眼前一亮的新產品，更未能把握數碼市
場，也沒意識到膠片市場愈來愈邊緣化，破產
似乎是必然的命運。

柯達倒下以後，膠片攝影還能支撐多久？

倒下
柯達柯達柯達柯達柯達柯達柯達柯達柯達柯達柯達柯達柯達

柯達（Kodak）破產了，這個百年品牌近十年頻頻傳出經營不善的消息，最終難逃劫數，不得不告別大眾。繼寶麗來2001

年宣佈破產後，這個首屈一指的攝影品牌的衰落彷彿印證了一個事實──菲林的美好時代已告終結。柯達不只是一間跨國攝影

器材公司，更生產了全球第一卷膠卷，研製出第一台可攜式照相機，開拓了記錄影像的可能性，除了普及攝影外，也促成了

電影業的發展。柯達的沒落，或許也引證其創辦人喬治．伊士曼之言：「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圖：網絡圖片

1825：攝影之父約瑟夫．尼普斯拍攝了第一張照片。照片2002年才

被發現，法國國家圖書館在拍賣會上以392,000美元買下圖

像。

1826：尼普斯拍攝的第二張照片，也是世界上第一張風景照。照片

上榜的原因不是因為這張風景照多麼特別，而是直至2002年

為止，它一直被認為是史上第一張照片。

1838：第一張出現人物的照片，由「銀版攝影」發明者路易士．達

傑爾所攝。照片由於曝光過長，上面的人像已經有點模糊，

可以看到他站在街上等待別人為他擦鞋。

1840：第一張以人物為主體的照片面世，由負片發明者威廉．福克

斯．塔伯拍攝。照片內容是一個僕人和一輛馬車，反映了當

時的歷史和交通發展。

1861：第一張彩色照片面世，內容是格仔緞帶，由英國物理學家詹

姆斯．克拉克．馬克士威通過三次拍攝同一緞帶所得。這三

個底片玻璃板現正保存在馬克士威的出生地愛丁堡。

1877：法國彩色攝影先驅路易斯．阿瑟．杜卡斯哈龍拍了第一張彩

色風景照，照片名為「法國南部景觀」。

1878：美國攝影師埃德沃德．邁布里奇拍下了人類史上第一部電影

「奔跑的馬匹」。這部「電影」實際上是將一系列照片放在一

起運行，從而產生移動的效果。

1888：第一部實景電影出現了，由法國發明家Louis Le

Prince錄製。影片只有兩秒，速度是每秒十

二幀照片，足夠讓人看清人物的樣貌舉

止及行動。

1934：柯達發明了第一卷35毫米膠

片，深得人們喜愛。膠卷

帶周邊打孔，便於攜帶，

人們可在日光下將膠卷放入

相機裡。

1957：第一張數碼照片在羅素基爾希

(Russell Kirsch)研發早期計算機時出

現了，他將相機連接電腦取得照片。照片只有176x176像

素，拍下他當時三個月大的兒子。

攝影術發明於1826年，直至伊士曼在1879年發明新式相板這幾十

年間，技術沒有太大的進展。法國化學家約瑟夫．尼普斯製造了世

界上第一張照片，但這張「照片」也不過是金屬片上一個模糊的影

像而已。1839年，尼普斯與法國畫家路易士．達傑爾發明了一種由

碘化銀附在銅片上所形成的相片，也是後人所說的「銀版照相」。兩

年後，英人威廉．福克斯．塔伯發明了第一張可供沖印的負片（底

片）。

由於當時攝影是一項十分奢侈的玩意，很少人能夠承擔巨額的實

驗費用，所以其發展也相當緩慢，直至1851年英人弗瑞德利克．史

考特．亞克發明了濕板攝影才出現轉機。雖然操作不便，但由於攝

影者可在一定程度上預測拍照的結果，所以人們欣然接受這項技

術。

1871年，馬達克發明了乾板攝影術，那時大多數人認為乾板攝影

術沒有前途，而濕板攝影發展了二十年，技術尚算成熟，沒有改變

的必要，因此乾板攝影被徹底忽略了。然而，當時利用濕板攝影處

理的照片，大都呈現出一種叫人難以接受的漆黑，所以少數攝影愛

好者決定開發乾板攝影這項新技術，伊士曼便是其中之一。

早期的照片

攝影史上的十個「第一」■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中期的柯達宣傳海報。

■喬治．伊士曼

■著名的「布勞

尼」相機，由布

勞尼爾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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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達
告別菲林的美好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