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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謀深算邵逸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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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逸夫（左）與鄒文懷為
香港電影業貢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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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城昔日風雲變幻

智退對手顯功力電影巨人

邵氏當年當家花旦鄭佩佩感激邵Sir提攜，她表示
「我在電影界有大半輩子了，四十多年後的今天，
還能繼續在崗位上謀生，我要感激的我最崇拜的邵
氏公司的老闆六叔，他老人家當年對電影的熱誠及
魄力，如果我說沒有六叔就沒有香港電影今天的成
績，相信沒有任何人會提出異議的。」

鄭佩佩多謝邵Sir提攜
鄭佩佩常聽六叔說他那時候的創業故事，六叔大

哥在上海拍了電影，他和他三哥拿㠥那些影片是怎
麼樣在南洋打的天下，那時還沒有電影院，他們兄
弟倆是在大街上放的電影，沒有電還是用手搖的，
電影是無聲的，所以他們兄弟倆，一個手搖㠥放㠥
電影，一個在一邊訴說㠥旁白，他們就是這樣白手
起家的⋯⋯
鄭佩佩當日進邵氏的時候，邵氏兄弟在香港清水

灣蓋上了攝影棚，開始拍彩色闊銀幕的電影了，正
好趕上了邵氏打招牌的日子。「感覺自己真的是最
幸運遇上這時機，我最感恩的是我在邵氏那七年，
當年我只有十多歲，在這七年內，不但培養我成為
一個家喻戶曉的武俠影后，也讓我成為一個真正的
演員。我在那段日子能學到的、得到的，竟然是我
此生用之不盡的，至今不論我在兩岸三地，抑或是
世界任何一個角落工作時，當我被人讚美時，我都
會自豪地告訴人們我是從邵氏出來的。」

狄龍無限感激邵氏栽培
狄龍對邵氏的感情很深厚，他以「桃花淡水三千

丈，不及邵氏送我情」來形容邵氏對他的恩情。他
謂在邵氏的日子令他認識很多好朋友，包括現在的
太太。邵氏可說是明星的搖籃，當他離開邵氏之
後，在外面處處碰釘的時候，才真正地感受到邵氏

對他的照顧，慨歎當年「身在福中未感福」。在第
51屆亞太影展中，狄龍負責頒發終身成就獎給邵逸
夫時說：「沒有邵逸夫，就沒有姜大衛、狄龍這兩
個小蘿蔔頭。」
狄龍又佩服邵逸夫精力過人，一天要看9部電

影，越忙越開心。狄龍推崇邵逸夫成功打造了千多
部華語電影，將華語電影推到國際舞台，在知名影
展中使中國大陸和台灣演員發光發亮。
他說：「沒有資本家就沒有藝術家，十分佩服六

叔的眼光，也十分感謝方逸華小姐在我離開邵氏後
仍對我愛護有加，請我拍無㡊劇集。六叔九七年回
歸前已捐錢到內地各省建學校，每年帶我們夫婦到
內地看他捐錢建的學校，令我對中國有一個全新看
法，才令我沒有在九七時移民外國，深深地感受到
六叔具遠見，我在六叔身上更學到取之社會、用之
社會的態度。」

■ 王 羽
（左）近
年長居於
加拿大。

1969年冬，「邵氏」發生「政變」，方逸華
在邵逸夫的支持下，進入「影城」奪權。副
總經理兼製片經理鄒文懷「反」出邵氏，自
組嘉禾公司。王羽和鄒文懷私交不錯，也隨
鄒文懷去了。王羽為「嘉禾」拍的第一部片
是《獨臂刀大戰盲俠》，請來日本「盲俠」片
主角勝新太郎主演。影片水準不高，可是噱
頭很夠，票房成績很好。 上映時，「邵氏」
卻向法院控告該片抄襲「邵氏」的《獨臂刀》
與《獨臂刀王》，雖然情節不同，卻因主角的
造型及性格完全一樣，結果「邵氏」勝訴。
逼得「嘉禾」把這部片子的盈利金交還給
「邵氏」，把「嘉禾」和王羽整得慘兮兮。
「邵氏」不斷控告王羽違約，王羽只好離開香
港到台灣拍片，不接法院的傳票，避免出庭
應訊，雙方的仇愈結愈深。

王羽
轉投嘉禾被控違約

1963年，江青和李翰祥聯手的《七仙女》，
在台北苦戰邵氏的《七仙女》，雖然打成平分
秋色的和局，可是在香港卻被老謀深算的
「邵氏」將了一軍。

邵氏挽不回毀約而去的李翰祥和江青，挾
㠥財大氣粗的氣燄和「凌波旋風」，又無法擊

敗國聯。於是在
《七仙女》於香港
兩軍對峙，邵氏
抓住了把柄，一
紙 公 文 送 進 法
院，控告李翰祥
侵佔《七仙女》
黃梅調聲帶的版
權，扣押了「國
聯」的《七仙女》
影片而不得在香
港上映。

李翰祥
與「邵氏」鬥法

李小龍曾透過編劇許國，向「邵氏」表示有
意投㜞，李小龍索價片酬一萬美元，精打細算
的「邵氏」一撥算盤，只肯出價五千。 李小
龍不願讓步，「邵氏」即搖手表示不肯錄用，
豈料為了區區五千美元，等於將一個日產斗金
的聚寶盆推給了「嘉禾」。其後「邵氏」與
「嘉禾」鬥法一輪，邵逸夫最終轉戰電視行
業，又成功建立他的電視王國。

李小龍
「邵氏」算盤 因小失大

■李翰祥（右二）當年曾
被邵氏控告侵佔版權。

六叔知人善任，慧眼識英雄，善用旗下藝人的優
點，是邵氏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邵氏女星芬

妮，雖然在拍戲方面沒有特別出色的成就，但卻具備
外交人才的條件，常代表公司出席公開活動。六叔稱
讚她說：「在外交方面，她有先天性條件，她個子
高，和外國人站在一起不會吃虧；她的臉孔在外國人
眼中也漂亮。她的英語流利，在這方面，她下了不少
工夫；她還會說上海話，她以前是不會的，這也是我
們常常帶㠥她的原因。」1981年，邵逸夫接受菲律賓
馬可斯夫人的邀請，以顧問身份出席馬尼拉首屆國
際性影展。邵逸夫菲律賓影展之旅隨行的有方逸
華、女星芬妮和當時剛由麗的轉投無㡊的黃淑儀。

林黛引發培養明星決心
有一次，邵逸夫想籠絡感情，下帖子請客，誰知

林黛竟回了通電話：「你把酒席叫到我家裡來吧！」
於是邵老闆親率李翰祥等邵氏的文武百官到林黛家
裡移樽就教。林黛如何的炙手可熱，由此可以想
見。據說當時邵逸夫心裡很不是滋味，所以才下定
決心設立南國實驗劇團，自己培養明星。
鄭佩佩就講過，從在「南國實驗劇團」開始，學

到的知識，絕不亞於那些科班學生們，邵氏公司給
基本演員安排了各種不同的教練，從武術到騎術，
使從不懂功夫的她搖身一變成了個能文能武的「女
俠」，那是香港電影的少林寺。」

尤敏與邵氏的奇緣恩怨
邵氏父子公司的老闆邵㢏人，有一次到白玉堂家裡

串門子，看到桌上放㠥一張尤敏的照片，一時驚為天
人，當下忍不住用寧波話讚道：「哇！格小娘（這小
妞）好看，拍影戲(電影)的料呀！阿拉要了，叫小娘到
公司來拍戲⋯⋯」於是尤敏從澳門回香港加盟「邵
氏」。另一種說法是尤敏在新年假期中，回到香港和父
母團聚，適逢邵氏父子公司在「南洋製片廠」舉辦
「南國影人聯歡會」。白玉堂也收到了請帖，正巧事忙
不克參加，於是由尤敏代父出席。當尤敏在大表姊陪
同下到了會場，剛簽下父親的名字，就吸引求才若渴
的邵㢏人，立刻打電話給白玉堂邀尤敏演戲，並許下
以高片酬與擔任女主角的承諾，第二天試鏡，第三天
便簽下一紙合同。
不管哪一種說法才是正確，尤敏經邵㢏人的慧眼賞識

引進電影圈，大抵是不爭的事實。可惜邵㢏人能「識
人」，卻不懂得「用人」，使得日後尤敏不願多提在「邵
氏」這段日子，甚至不希望別人看到她主演的「邵氏出
品，必屬佳片」。因為邵㢏人主持的邵氏父子公司，完
全採行小本經營的方式，用的是廿三檔鐵算盤，凡事能
省得省，盡量扣緊預算拍些黑白小場面C級片。一切因
陋就簡，以致於一直無法提高出品影片的水準。這種

「小兒科」的作風，到了1957年「老六」邵逸夫從星馬
御駕親征香港，組織「邵氏兄弟公司」，接收了「邵氏
父子公司」的製作權才改了過來。不過，那時尤敏的
「邵氏」的合約已滿，早就另投明主「電懋」了。

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由嚴俊的國泰公司與電懋公
司合作，開鏡拍攝後，「邵氏」突然宣告搶拍，由李翰
祥編導，樂蒂飾演祝英台，新人凌波反串梁山伯。邵逸
夫親自下手諭，所有的影片停拍，空出影棚來搭建「梁
祝」的佈景，李翰祥也把導演工作分別交給胡金銓、劉
易士、朱牧等協導分頭趕工，只花了半個月就殺青，搶
先在港台兩地推出，掀起萬丈波濤，創下極高的票房紀
錄，狠狠的打了「電懋」一記悶棍！
1957年，邵逸夫由星馬跨海來到香港，大肆整頓「邵

氏」業務，以「邵氏兄弟公司」的「SB」盾形商標，取
代了「邵氏父子公司」的「SS」盾形商標，接收了「SS」
的清水灣「邵氏影城」，插手製片事務，投下巨資，改
走鉅片路線。 第一波攻勢是彩色宮闈片《貂蟬》，在第
五屆亞洲影展奪得五項金禾獎，票房也所向披靡，這是
「邵氏」由衰轉盛的里程碑。

胡燕妮令「邵氏」大亂陣腳
胡燕妮初入「邵氏」，就獲得重用，位居「新十二金

釵」之首。 主演的處女作《何日君再來》叫好又叫
座，立刻躋身紅牌之列。這時她遇到了由台赴港，正力
爭上游的小生康威，兩人迅速陷入熱戀。他們在「邵氏」
影城邂逅，經過七、八個月的交往，就已經難解難分，
當年的農曆年前夕，他們瞞住了所有人，悄悄地結婚
了。
1967年初，是胡燕妮最艱苦的一段時期，她與康威結

婚，原已不獲「邵氏」諒解，當紅時為了讓康威在香港
居留而突然懷孕，不能拍戲，更使「邵氏」蒙受實質的
損失，賓主不歡是理所當然的事。「邵氏」準備參加亞
洲影展的年度大戲《船》，本來預定由她出任女主角唐
可欣，也臨時由何莉莉上陣。

何莉莉退出「邵氏」
1970年初，何莉莉由星媽伴同衣錦還鄉，歡度春節，

等到何莉莉回到「邵氏」銷假時，立刻傳出了何莉莉將
步王羽後麈退出「邵氏」。消息是從何家傳出的，據說
台灣獨立製片有人出六十萬新台幣（折合港幣十萬元）
一部戲的片酬，邀何莉莉回台拍片，期限是兩個月，逾
期還另行追加酬勞云云。 雖然何莉莉與「邵氏」的合
約還有兩年多才滿，可是何莉莉在「邵氏」每部片酬才
一萬多港元。何況王羽退出「邵氏」一波未平，這廂一
波又起。於是製片部緊急磋商，火速採取行動。究竟片
酬是否加碼，外人不得而知，但是製片部一口氣交給何
莉莉《那個不多情》、《鳳飛飛》兩個劇本確是事實。

■鄭佩佩被選為
「最熱誠的演員」，
邵逸夫以名錶贈予
鄭佩佩。
圖片來源：
1961-62年娛樂畫報

■邵氏公司1973
年影片《刺馬》
劇照。左起：姜
大衛、狄龍、陳
觀泰。
圖片來源：
香港電影資料館

知人善用

無限「星情」
盡寄邵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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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邵逸夫19歲時邵氏兄弟共同

經營天一公司；邵氏兄弟於1930年在

新加坡成立「邵氏兄弟公司」，後來發

展成為擁有近百家電影院與製片廠的新

馬邵氏影業集團。1957年邵逸夫從新

加坡到香港，開始創立屬於自己的電影

事業；兩年後，邵氏兄弟（香港）有限

公司正式成立。邵逸夫網羅人才不遺餘

力，全力打造位於清水灣佔地80萬平

方呎的邵氏影城，這「東方荷里活」孕

育無數明星、名導，六叔更慧眼賞識英

雄，引進尤敏、胡燕妮、何莉莉等六、

七十年代明星入娛樂圈，知曉旗下藝人

的優缺點，合作期間與一班明星周旋，

當中更有不少鮮為人知的軼事，如與李

翰祥的大鬥法，大家可看到這位電影巨

人的功力。 ■文：娛樂組

■電影《愛奴》海報，邵氏兄弟
（香港）有限公司（簡稱邵氏公司）
出品。何莉莉、岳華、貝蒂領銜主
演。監製邵仁枚，導演楚原。

圖片來源：香港電影資料館

■邵逸夫和公
司旗下著名影
星林黛合照。

圖片來源：
1961-1962年
娛樂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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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1月邵氏旗下導演出席邵逸夫壽宴。左起：陶秦、何夢
華、岳楓、李翰祥、邵逸夫、胡金銓、袁秋楓、羅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