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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電影電視本是一家。從前影視蓬勃時，多
少明星從電視起家，再走入電影圈，成為今

日發紅發紫的一代巨星。如今，電視不再擔當「人才搖
籃」的角色，電影電視分家，各行各路。講起如今電視
圈的種種現象，徐小明不禁搖頭嘆息，直言當內地、韓
國、日本大力發展影視，將之視為一種文化軟實力之
際，香港政府對電視卻不聞不問，沒有具體的政策、方
針支持電視發展。反觀內地在開拓市場、吸納影視人才
方面不遺餘力，「當市場成熟而又有商機時，你自然走
過去發展。」
香港電視發展如此，誰之過？

內地拍戲有利有弊
一刀切，好像有點武斷。今天我們看內地影視依然問
題多多，題材千篇一律，偶有佳作，但之後必會湧現一
堆跟風抄襲之作，創作要過審查，播放後也隨時因為各
種原因被腰斬。「內地確實要放寬創作自由，但我們也
要有耐性，人們常說太嚴了，現在再嚴也嚴不過我81
年進去的時候。」1979年，徐小明走入內地，1981年
籌備新戲，1982年開拍，三十個年頭，對比以前，如今
可以拍的題材、開放的程度，已好很多。
香港影視人有個特質，包容性強，也容易適應環境。
拍電影又好，拍電視又好，這個題材不能拍，那就換個
主題吧，「題材那麼多，你不是非要拍這個不可。」以
三級片為例，不只內地不容許拍這類題材，馬來西亞、
印度管制更多，創作人必須自己調整步伐，適應大環
境。「這就像不允許穿鞋子進廟宇，你偏要穿進來；人
家的宗教不允許吃豬，你偏要吃一樣。」徐小明開玩笑
說。
「我覺得是有限制，但難道香港就沒有嗎？香港可以
拍三級片，但也僅限於分級制度範圍內，你不能拍三級
以外的，你可以拍同性戀，但人獸戀又能不能呢？一樣
不能拍嘛。」說到底，每個地方都有一條不能越過的底
線，內地目前慢慢與國際接軌，必定會順應世界潮流向
前走，目前的管治方式終會有所變化，「互聯網開放，
廣電局不允許播又如何，大把人翻牆去看。內地開始發
展出一套新的管治概念，在管之餘也會和你溝通，問題
是香港的影視人會不會善用這些方法。」
有一點徐小明很自豪，他拍的電影電視「從不曾被剪
過任何一個鏡頭」，不會出現片子被送審後，被剪得體
無完膚，「因為我之前已經溝通好。」以最近熱播的

《建元風雲》為例，先送民族委員會審批，看題材
會否引起民族不和，過了再送省廳，省廳審完再送
重大題材小組審，最後送廣電總局審批。此片在內
地口碑不俗，之後在台灣、馬來西亞的收視也報
捷，香港高清翡翠台播出後也反應不錯。
歸根到底，內容主宰一切。常說「電視已死」，

但其實觀眾還是非常喜歡看電視、喜歡煲劇，只是
使用的媒介不一定是電視機，可能是手機app、網
台等。盛載的器皿不一樣，不變的是對影視的喜
愛，「內容真的很重要。」
因而，廣電總局一方面雖然限制了創作自由，但

另一方面其實對影視也有貢獻。「你不要經常看他
不好，他很重視民間題材，你拍蝸居、失婚這些反
映現實的題材，他們會支持、也鼓勵大家拍。」而
題材不好或不斷翻炒的主題，廣電總局也會當機立
斷，禁止拍攝，如男女配對節目、穿越劇等。

政府重視電影忽略電視
或許習慣了在內地時時與局方打交道，時時與相

關官員溝通，回望香港，他反而覺得很悲哀，多次
向官員提意見，得不到任何回應。「常說刺激香港
創意，但政府卻甚麼都不做。」徐小明不諱言，政
府重視電影忽略電視，電影尚且有一個香港電影發
展局扶持電影業，政府每年投放資源，讓電影人申
請，但電視卻甚麼都沒有。「連有資助的電影人都
投訴政府做得不夠，可想而知電視是甚麼局面。」
同樣是娛樂行業，電影被列入藝術範疇之一，明

顯被看高一線，而同樣具教化功能的電視，則只被
看作是娛樂文化，因而，兩者的命運也大不一樣。
徐小明並不要求政府做太多，但起碼應該設定一些針對
電視行業的政策。「內地為了發展電視，設立相關政
策，規定在黃金時段不能播港台劇、合拍劇，五年時
間，觀眾只看本土劇，結果很快培養了很多明星、導
演，也拍了很多好題材。黃金時段很重要，因為含金量
大，每個廣告都很值錢，非黃金時段廣告大跌，所以非
黃金時段播的節目無論多好，廣告商也不會出錢去落廣
告，港台劇立刻跌價，外購劇也是。」
但香港沒有相關政策去扶持本土劇。
而無綫電視一台獨大也局限了電視發展。「沒有競爭

確實影響行業的發展，最好的實例就是，內地電影票房
現在很厲害，一年幾百億，以前全國票房過一兩千萬已

經算很厲害，為甚麼現在很容易就能拿到這麼好的票
房？以前沒有人競爭，全國只有幾千個銀幕，現在閒閒
地兩三萬個銀幕，有競爭、更多人投資，市場自然被搶
旺。同樣一個道理，行業其實不怕競爭，一台獨大觀眾
會膩，內地幾千個電視台，廣告量非常驚人，整個行業
的周邊利潤高達幾千億，香港四家電視台加起來的收益
可能比人家一個省台還少。」內地電視台多，總有一個
能夠吸引你留低，但香港的情況則不可同日而語。
電視台害怕被搶廣告可能是固步自封的原因之一，

「是會害怕的，但電視台有很多方式去營運，以前網絡未
發展又唔見你做到發達，現在有網絡又唔見你死？」徐小明
笑說，「現在網絡多發達啊，難道說網絡搶了生意，無
綫要執笠？但無綫每年還不是賺錢，甚至利潤上升。」

很多人問，電視台多了，會不會不夠空間容納？
按徐小明的話說，現在網絡的廣告量很大，微電影的
廣告甚至上億，一樣可以做下去。就如他本人所說
的，最重要還是節目的質素，節目拍得好，廣告商自
然願意落廣告。「製作認真、有創意，一定有人看，

戲拍得不好，你播也不會有人理你。」
「無綫做得住，也無義務幫你們出頭爭取振興行

業。」說到此，徐小明也頗感無奈，但他也提醒我們，
不要眼紅TVB賺錢，或鬧他一台獨大，如果連那個電
視台也賺不了錢的話，那電視行業就真的沒落。
政府、市場因素以外，香港電視人不團結也讓行業雪
上加霜。「香港電視人沒有韓國人那種『勁』，人家發
生事情，願意全行走出來，跟政府反映。而香港的電
視行業，第一，大機構底下的職員以公司政策為重，不
會走出來說甚麼；生意人則只顧搵錢做生意，蝕本沒出
路的事不會做，他們不知道團結是一種力量。」
如果連行內人都不向政府反映問題，香港的電視行

業，還有希望嗎？

香港的教育政策朝令夕改，朝三暮
四，常令教師無所適從，叫苦連天。這
並不是甚麼不出外傳的「家醜」。
然而，萬醜一點美，沒有事是絕對
的。就影像教育而言，有一點很值得讚
揚，便是近年全港中小學在鼓勵青少年
拍攝數碼電影，以活動影像表達自我、
發揮創意方面，顯得不遺餘力，積極非
常。
ifva和鮮浪潮舉辦多年，培育及發掘了
不少本地獨立製作人才，但喜歡「拍
嘢」的年輕人愈來愈多，傳統的比賽、
評核和交流平台供不應求，事實上，新一代是
在影像文化中浸淫長大的，接收和思考都是影
像先行，社會也愈來愈不重視文字，認知和審
美的範式慢慢轉移。
由老師指導，組織學生分組拍攝短片的課外
以至課內活動計劃近年如雨後春筍般冒起，有
關團體也舉辦相應的比賽、活動，就以由香港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主辦的首屆全港中學微電影
創作大賽（評委包括著名攝影師黃岳泰、學者
卓伯棠等）為例，其得獎作品便不乏清新可喜
者。
而在比賽拿了高中組金獎兼最佳編劇、最佳
攝影獎的樂善堂余近卿中學作品《童心飛

揚》，直接講一群年輕人到長洲拍攝短片遭遇
挫折的故事，百分百「埋身」，虛構與現實的
一線之差，注入了真情，觀眾也一眼讀出實
感。
當然，「微電影」的名字有問題，但這裡不
作論斷，畢竟過程最重要，如何透過種種實踐
引發年輕人的學習和創作興趣，並盡可能把他
們的興趣留住，是當下教育工作者的頭等大
事。
缺乏interest，便沒有之後的一切。今天我
們的社會只以利益來理解interest，是一個天大
的悲劇。電影，尤其是短片，是向人們重提
interest本意的最佳途徑之一。

成長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人，不少都奉《大時
代》為港劇經典，皆因製作人有駕馭曲折離奇劇情的膽識。
但若要數故事「玩得」夠瘋夠盡，相信非著名電視人韋家輝
監製的作品《馬場大亨》莫屬。
八、九十年代，雖然「馬照跑、舞照跳」是象徵香港繁榮
的核心價值，可是賽馬在香港人心目中，是難登大雅之堂的
行業。《馬場大亨》對於無綫來說，不僅題材破格，情節上
更大膽得近乎瘋狂！戲中幾乎每個角色彷彿人格都有缺陷：
情緒反覆、不顧後果的主角李大有（黃日華飾）；貪錢得看
似六親不認的錢淺（陳秀雯飾）；會將辦事不力的手下困進
棺材作懲罰、造馬案的幕後黑手倪冠鶴（羅樂林飾）……這
些角色，為了目的、為了錢，可以「要幾盡有幾盡」，令整
齣劇看來格外乖張瘋癲。
此劇在1993年播映，李大有，大概是那些年香港人自我
想像的身份形象，一直過着刺激的人生──神經質、精明、
有膽識、有點暴發戶的老粗霸氣，還有能將不可能變成可能
的本事。最經典的一幕，是他開設卡拉OK，還有幾天便開
業，但裝修未完成、影碟又有問題，若未能及時開張，便會
惹來債主。他的女友錢淺被死線壓得失控，對大有又打又
罵，但他依然一派「烚熟狗頭」地傻笑。錢淺見他嘻皮笑
臉，盛怒之下砸穿他的頭。血流披面的李大有卻失驚無神吃
着被染紅的「血麵」，突然精明和認真起來，幾個決定，幾

番指揮，竟輕易將困局
化解於無形。
故事中的李大有，從
一個收數的小嘍囉，克
服重重挫折與轉型，最
終成為馬場大亨。曾幾
何時，香港人相信自己
也是一樣，就算忙亂得
如何叫人喘不過氣，就
算事情如何突如其來，就算面對多大的挫敗，都總可以在千
鈞一髮間把事情梳理好，將危機化為轉機，成就國際大都會
的地位。直到今日，仍然有人很深信，香港人就是有這種能
人所不能的本事。他們無視外在環境的急遽轉變，面對困
境，這些人只會一口咬定是大家做得未夠好，當有人質疑是
否社會出了問題，這些人又會當成是懦弱者的呻吟，他們天
真地以為，哪怕世界末日、地球爆炸，只要繼續搵錢，香港
便可創造傳奇。
說回《馬場大亨》的結局，本來矢志在內地興建馬場做大
亨的李大有，因為國策有變，令計劃告吹，令伙伴蒙受巨大
損失，大有最終不僅失去事業，還招來殺生之禍，死於非
命。或者二十年前，這個故事已告訴活在廿一世紀的我們，
所謂的機遇，隨時是「送你一程」的絕路。

銀幕短打 對照記

鼓勵中小學生拍短片
文：朗天 文：勇先

《馬場大亨》
瘋狂的浮華歲月

徐小明導演經驗之談徐小明導演經驗之談：：
香港電視業出路如何香港電視業出路如何？？

資深導演、監製徐小明的新劇《建元風雲》，最近非常紅。這年頭，拍歷史劇的人少之又

少，而將一代蒙古大汗忽必烈拍得如此精彩的人，更少。徐小明演戲出身，隨後加入導演、監

製行列，最經典的作品莫過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監製的《大俠霍元甲》。此劇是香

港第一部引進內地的電視劇，黃元申飾演的霍元甲、米雪飾演的趙倩男、梁小龍飾

演的陳真，深入民心。徐小明自此內地香港兩邊走，見證內地影視開

放，也經歷香港麗的、亞視、無綫三台並立繼而走向下坡的高低起伏。

對他這一代電視人來說，香港電視人不團結、電視業不進反

退，是最痛心的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伍麗微

■■《《大俠霍元甲大俠霍元甲》》是第一部引入是第一部引入
內地放映的港劇內地放映的港劇，，風靡一代人風靡一代人。。 ■■《《大地恩情大地恩情》》是徐小明是徐小明

19801980年監製的作品年監製的作品。。

■■《《建元風雲建元風雲》》在內地在內地、、台灣台灣、、馬來西亞收視報捷馬來西亞收視報捷，，更奪得第九更奪得第九
屆中美電影節優秀中國電視劇金天使獎及最佳導演獎屆中美電影節優秀中國電視劇金天使獎及最佳導演獎。。

■■導演徐小明與太太李鳳鳴並肩作戰導演徐小明與太太李鳳鳴並肩作戰。。

■■第第1919屆屆 ifvaifva青少青少
年組入圍者合照年組入圍者合照。。

■■徐小明經歷過香港電視由高徐小明經歷過香港電視由高
峰走向低潮的階段峰走向低潮的階段。。

■■徐小明暢談他在香徐小明暢談他在香
港港、、內地兩邊走的工內地兩邊走的工
作情況作情況。。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