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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演藝人協會的永遠榮譽會長

香港導演會副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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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

香港旅遊發展局董事局委員（2000-2007年）

香港嶺南大學「榮譽院士」（2006年）

作為上世紀70年代的一代笑星，許冠文
堅持在喜劇作品中編導演身兼三職，劇情反
映打工階層和諷刺時弊的題材，經常替小巿
民吐心聲，他則擅長演刻薄的老闆，歡笑中
帶有無奈，深得普羅市民共鳴。
2016年許冠文又再次活躍影壇，參與演

出台灣電影《一路順風》榮獲金馬獎8項
提名，其中包括「最佳男主角」；許冠文
坦承有壓力，遇上好的劇本正好把壓力轉
化為動力，正是他繼續答應演出理由，
「我很喜歡挑戰壓力。比如我喜歡打高爾
夫球，其實把一個小球打入一個洞是一件
很簡單的事，但過程中偏偏給你設置很多
障礙，這才有意思。」
許冠文表示，演《一路順風》如同拍紀錄

片一改過往誇張、搞笑的戲路，改用真摰的
演出方式，如同拍攝紀錄片一樣，他說這是
一直想要嘗試的東西。「其實這種新的演出
方法，我也不知道成功與否，但值得試
試。」許冠文坦言，因為國語不夠靈光，令
他唸對白吃盡苦頭，然而他卻大讚台灣的拍
攝團隊。「當看到台灣攝製隊成員，大都在
外國修讀過相關課程，不像香港的電影人很
多都是靠摸索回來，給我的感覺很尊重電
影，就算收工後也留下來繼續研究拍攝，體

現了同心協力去完成這
件事，他們愛電影的程
度達到瘋狂！大家都這
麼專業，對我來說是很
深刻的體驗。」

對於現年74歲的許冠文來說，現階段的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情。「這包括跟家人和朋友
的情。以前，我很少出來宣傳自己的電影，但朋友開聲我便答應；因為，我現在很珍惜
那些年的朋友，他們已經愈來愈少，我這年紀才感受到情的重要。」
跨越三十多年的演藝歷程，許冠文在華人社會的集體回憶中依然影響深遠，近十年，

許冠文的產量不多，他透露仍然埋首創作劇本，每次都在很衝動、很有火的情況下寫出
一個劇本，但最終總是未符合個人要求，因此他接着便去遊山玩水幾個月，然後再繼續
鑽研創作。每當被問到最滿意的作品，他總一臉認真地說，以電影為專業就沒有代表
作，因為要不停創作。
「我一直都醉心電影行業，從來未想過退休，少拍了電影，只是未遇上好劇本，就算
退休也只會想做三件事：潛水、釣魚和拍電影。」許冠文曾經說過，一定要讓每一個創
作成為當時最好的作品，不可以交一個未是最好的東西出來。
眾多影評家評價許氏喜劇，具有鮮明的地域和時代特色，而許冠文亦坦言，希望在觀
眾在他的電影中感受正能量，對生命有所啟發，期望為世界帶來一點點的改變。
「電影讓世人覺得世界其實很美好，或灌輸生命美好的觀念。幾十年來很多人游說我
拍什麼恐怖、殺人的寫實片，說現實就是如此殘酷，但我都推了。為何現實已經如此殘
酷，還要去拍呢？」許冠文透過電影把現實的荒謬演出來，讓觀眾苦中作樂，「現在發
現喜劇很難拍，因為翻開報紙看到的新聞，比我的劇本還要荒謬百倍。」在他看來，覺
得生命是悲傷的，只能扭轉角度和看法，否則肯定痛苦到底，既然改變不了世界，只能
改變自己，因此許冠文覺得電影可以改變觀眾的人生觀，因此接拍的全是喜劇。

許冠文1942年出生於廣州，父親是一位業餘
中樂師，母親是粵劇愛好者。1950年，年

僅9歲的許冠文跟隨家人從廣州來香港，孩童時
代，許氏一家住在鑽石山木屋區，許爸爸常帶着
許氏四兄弟在山溪中洗澡和游泳，後來遷往蘇屋
邨彩雀樓。許冠文曾先後就讀志蓮淨苑小學、喇
沙書院、柏立基師範學院（現併入香港教育學
院），其後於聖芳濟書院任教職三年，隨後於香
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社會學系畢業。
少年時期，許冠文的興趣是集郵，曾經因為沒
錢而要變賣自己的郵編珍藏。大學時期，許冠文
的志願是當總統和政治人物，他曾是中大聯合書
院學生會會長，並曾奪得「孟氏基金會全港大專
學院英文辯論比賽」冠軍。

由幕後踏足娛樂界
許冠文是香港土生土長的知識分子，踏上演藝

之路純屬偶然，為了幫補家計，許冠文就讀大學
時兼職老師，當年他讀社會學，1968年，大學三
年級時的許冠文由於不夠錢交學費，他看見弟弟
許冠傑那時在電視台做唱歌節目的待遇很好，於
是自薦加入香港無線電視，創作並主持校際問答
比賽，並偶爾在其弟弟主持的節目中亮相；及至
翌年大學畢業後，他短暫在廣告公司工作，碰巧
電視台皇牌節目《歡樂今宵》需要人創作笑話題
材而正式入行，為梁醒波、杜平等資深演員提供
題材，獲得好評。
「由於父親當年告誡我們千萬不要入娛樂界，
因為在中國人的社會裡，戲子最無出息，要出人
頭地，一是做總統，不然就做大商家。所以我們
一直緊記父親的說話，所以只純粹在幕後。」
然而，命運選擇了許冠文回到電視圈，為全球

華人的觀眾帶來歡樂。他與弟弟許冠傑共同創作
並演出喜劇綜合節目《雙星報喜》，集合處境喜
劇和歐西流行歌曲，風格清新，內容精巧，以其
機關槍式的頻率笑話聞名，大受歡迎，成為當年
的潮語，改寫了港式諧趣劇的發展，標誌着一種

流行文化。而許冠文獲無線電視台升任為「創作
主任」，參與創作和演出了《73》、《芳芳眼中
的銀幕前後》。

初登影壇演活經典
1973 年，許冠文進軍電影界首次擔任男主

角，大導演李翰祥邀請演出《大軍閥》，開啟
了他對演藝事業的雄心，當時得令的許冠文，
常鑽研外國的喜劇手法融匯港式文化，因此自
導自演、充滿港式色彩的《鬼馬雙星》、《半斤
八両》和《賣身契》等電影作品，1981年許冠
文和國際功夫巨星成龍參演了由嘉禾公司投資
的好萊塢電影《炮彈飛車》，與國際影星畢雷
諾士同場演出，結果成為美國全年賣座第四名。
同年，香港首辦的香港電影

金像獎頒獎典禮，許冠文憑
《摩登保鑣》奪得最佳男主
角，得到全香港電影業界認
同，成為首位影帝，奠定他在

上世紀八十年代邁向個人高峰，在香港影史上創
下最賣座的喜劇歲月，開啟了香港電影史上的粵
語歌曲和喜劇時代，他獲頒的獎項多不勝數。
1984年《鐵板燒》於瑞士國際喜劇節參展，許冠
文在喜劇泰斗差利卓別林的居住地沃偉獲得榮譽
表揚獎。1989年憑《雞同鴨講》獲得美國電影學
院最佳演員獎。1990年憑《新半斤八両》獲得香
港藝術家聯會最佳演員大獎。《雞同鴨講》、
《新半斤八両》亦分別獲得倫敦電影節年度優秀
電影獎。1992年芝加哥藝術學院電影中心頒發
「傑出電影藝術家獎」，並由芝加哥市長宣佈
1992年3月14日為「許冠文日」。1995年憑《搶
錢夫妻》入選日本東京國際電影節年度最佳亞洲
電影之一，同年許冠文獲得香港電台「百年夢工
場」的「我最喜愛藝人獎」。2004年香港政府在
尖沙咀海濱公園興建「星光大道」，許冠文是首
批獲嘉許的藝人之一。

連年香港票房冠軍
踏入九十年代，電影市場隨着時代變遷和觀眾

要求更高，一直默默耕耘的許冠文，懷着勇氣和
耐心不斷尋找新挑戰的，後來在《歡樂叮噹》、
《神探朱古力》、《雞同鴨講》、《闔家歡》、
《新半斤八両》、《神算》、《丐世英雄》及《煎
釀三寶》等影片中與不同的幕後精英合作，亦共
五度獲得香港年度票房冠軍，自1982年獲獎之
後，許冠文又陸續拿了六次金像獎影帝提名，優
秀演員的地位得到廣泛公認。
《半斤八両》亦入選1995年香港電台的「最難
忘經典香港電影」及2010年被香港電影資料館評
為「100部不可不看香港電影」之一，同年《半
斤八両》、《天才與白痴》同時入選台北金馬影

展「影史百大華語電影」。2011年曾
獲意大利烏甸尼斯電影節頒發
「終身成就獎」，表揚其橫跨四
十年演藝生涯的藝術成就尤其對
喜劇電影的貢獻。

香港著名喜劇演員、電影導演、編劇、
監製、演藝人協會創會會長許冠文被喻為影
壇「冷面笑匠」，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拍了多
部膾炙人口的作品，在香港影史上創下最高
票房紀錄的喜劇歲月，他自編自導自演的電
影，開啟了華語世界內以港式粵語為中心的
「鬼馬」文化潮流，成為具有鮮明的地域和時
代特色。榮獲2017年香港電影導演會和編
劇家協會的「銀禧榮譽大獎」，及憑《一路順
風》榮獲提名2016年金馬獎和2017年亞洲
電影大獎「最佳男主角」，其優秀演員的地
位得到廣泛公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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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喜劇為世界帶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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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許冠文與弟弟
許冠傑創作演出喜劇綜
合節目《雙星報喜》。

2017年5月18日 (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