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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對戰後卩左派」醒動開展、阁結群眾的重要性。

趙永佳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教授，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暨公共政策研究中 

心主任。研究興趣為柬亞社會比較研究、社會分層、社會遲動及全球 

化與發展社會學。

呂大樂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近著包括《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家 

長焦慮症》、《中產心事》、《四代香港人》等。

容世誠廣東中山人，現職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研究興趣包括晚 

明戲曲、粤曲社會史、香港戲曲史、五十年代香港文學與電影文化 

等。出版專著《尋見粵劇臀影：從紅船到水銀燈》、《戲曲人類學初 

探》、《粤韻留聲：唱片工業與廣東曲藝》。）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學出版社

www.oupchina.com.hk

ISBN 978-0-19-944522-6

http://www.oupchina.com.hk


胸懷祖國
香港「愛國左派」運動

編者

趙永佳呂大樂容世誠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the UK and in certain other countrie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The moral rights of the author have been asserted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by licence,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at the address above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work in any other form 
and you must impose this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ISBN: 978-0-19-944522-6

13579 10 8642

胸懐祖國

香港「愛阈左派」運動 

趙永佳、呂大樂、容世誠合編

版權所有，本杏什何邰份若未經版權待 

苻人允許，不梅m任何方式抄賬或翻印



目錄

1 導言：「左派」運動在香港 

趙永佳、呂大樂

13 「六七暴動」的罪與罰：緊急法令與國家暴力 

葉健民

33 阈家權力與教育

——戰後至回歸前親共愛國學校在香港的發展 

劉翠珊

49 愛阈工會：香港工會聯合會

梁寶霖、梁寶龍

83 愛國足球滄桑

----- 愉園60年
趙永佳、呂大樂、梁懿剛

115 香港左派工人的粤劇運動（1950-lS>70年代）

李少恩

141 批判與同情

一試論《文匯報》副刊連載小説《港Q自傳》 

的「香港」想像

張詠梅

169 闲岸三地的政治差異與文化經濟的融合

——銀都在華語電影產業鏈的角色 

趙永佳、冼基樺



導言：「左派」運動在香港

趙永佳、呂大樂

「左」的定義

「左派」一詞源於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後來廣泛應 

用於政治派別的分類之上。在政治分析用語中，「左派」指 

的是倡議改變現狀，鼓吹革命或激進的行動，通常站在反對 

派的立場來表達其社會、政治主張的一種意識形態或政治力 

量。而在十九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正面挑戰資本主義的過 

程中，「左派」或「左翼」通常又用以泛指社會主義與共產 

主義陣營中的政黨、社會運動及它們的支持者。

但當然，所謂的「左」是和對而言的。當左翼政黨竿:命 

成功，正式轨政之後，它就成為了建制，而其意識形態也就 

變為了建制的一部份。而在這個發展過程之中，在原來「左 

派」的左方，通常會出現另一種「左派」，以左翼的角度來 

枇判或挑戰「左派」。所以，所諧「左」的，還是「右」 

的，其實質意義要视乎具體的政治狀況而定。説到底，無論 

是「左」的還是「右」的，基本上都是-•個標籤而已。

香港「左派」

以呑港的怡況而言，以上所講的就更為明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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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國共產黨人及其支持 

荇便有在英國殖民管治的香港有所活動，跟當時掌屮國政權 

的阈民政府進行鬥爭。Iflf這種阈共之間的政治鬥爭並未有因 

為屮共於丨949年取得政權而停止。事實上，剛好相反，於當 

時的國際政治局勢底下，在香港這處殖民地的土地上所進行 

的國共鬥爭，不單只更為激烈，而且更具政治上的含義。對 

中共而言，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既有團結廣大同胞、抗衡 

碘民黨在香港建立反共勢力的意思，同時亦是反冷戰期間的 

圍堵的重要策略一環。而對已遷台的國民黨來説，香港這個 

華人社钤足兵家必爭之地，是防止中共勢力進一步擴張的前 

線。在二戰後初期，親中共並且跟親國民黨陣營對抗的，稱 

為「左派」，而親國民黨或國民政府的，則稱為「右派J。

基於他們的意識形態及政治思想，「左派」除擁護新中國 

之外，還時常跟港英殖民政府唱對台，嘗試團結勞工階暦， 

批判資本主義和殖民制度。而坡大規模的動員與鬥爭，是 

1967年因所謂的「五月風暴」而起的武力反抗殖民統治的行 

動。「左派」稱那一場鬥爭為反英抗暴，換言之，他們的武 

力反抗是反抗殖民政府的狨力鎮厥。至於沒有參與其中的香 

港市民，則稱當年所發生的狀況為暴動。暴動過後，随着政 

治形勢與需要的變化，「左派」調粮了他們的路線和角色。 

首宄，在反霸權的鬥爭中，港英殖民政府不是主要的鬥爭對 

象；盡量將群眾网結在愛幽的旗幟底下，較諸反資反殖更 

為重要。而再發展下來，現狀不變的香港更是應該充份發押 

其積極角色，協助屮國從文化大革命恢復過來，進行四個現 

代化，逐漸對外開放。於是，「左派」■■詞逐漸為「愛國人 

七」所代替，而這多少反映出他們G我定位的一些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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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沿用慣常用語，稱呼這股社會力量為香港的「左 

派」。此舉既無貶意，亦沒有將他們視為激進政治、思潮的 

意思。這跟當時及後來另一些如r土共」、「港共」、「左 

仔」等包含某種否定或鄙視的稱呼並不相同。不過，我們 

亦希望指出，如上文已略有討論到的，稱他們為香港「左 

派」，並不就等於視之為政治思潮中的「左翼」。在目前香 

港社會的環境裏，愛國的「左派」其實都支持維持現狀，循 

序漸進，跟激進左翼思想大不相同，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 

代時的傳統香港「左派」也不一樣。對於香港「左派」的分 

析，必須把他們放到具體的歷史環境裏，才能瞭解其思想及 

政治取向的意義。抽離於歷史來看香港「左派」，便很難明 

白究竟他們的言論、思想、行動，有些其麼意思了。

感性經驗中的香港「左派」

香港大部份戰後出生的所謂「嬰兒潮世代」，相信在其 

成長期，都會對「左派」運動有一些經驗和印象。趙永佳於 

六十年代在灣仔堅拿道居住，「左派」組織、團體是他的成 

艮回憶屮一個重耍部份。他的外婆在戰前從乘莞來港，成為 

「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捲煙女工。戰後公司被納入「左 

派」系統，而她也加入了愛阈工聯會陣營屮南洋兄弟煙草公 

司工會。公司舊址就改建成後來的南洋戲院，是他小時候看

電影常到的地方。

後來他外婆自煙草公司退休，到銅鑼灣•家西餐廳做「洗 

大餅」的洗碗工作，又輾轉加入了「洋務工會」。洋務工會 

所組織的乃是在两式企業（多是服務業 > 中工作的職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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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I•年代，工聯會的組織工作做得很細緻，每年春節都有工 

會幹部來向他外婆這位老會員拜年。因此，在他的成長經驗 

中，「左派」組織是平常生活中的一個部份。例如羅素街（時 

代廣場現址）旁是電車車廠，電車掛上回廠的牌子，就是經波 

斯富街轉入這個車廠。而附近不遠，就是電車工會的舍址。 

工會處於街上的舊樓之中，而當年那些樓宇的天台都是相通 

的，話説電車大罷工之時（所謂「羅素街血案」事件），工人就 

是在工會天台上集會。他還記得曾在工會的天台上踢球，但 

卻完全不知道那個「球場」，原來曾發生工人運動中的重大 

歷史事件。

從他家向銅鑼灣方向走幾分鐘，就是波斯富街。現在的軒 

尼詩大廈，當年是一家「國貨公司」（應該是中國國貨公司）。 

而在國貨公司樓上，是工聯會屬下的「工人診療所」。六十 

年代的公共醫療系統非常落後，灣仔區的政府診所位於現在 

修頓球場旁邊的「貝夫人診療所」，由堅拿道過去路程比較 

遠，而且輪候的人乂多，所以當他生病時，外婆通常都會帶 

他往「工人診療所」看病。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進入診所大 

堂，就有一幅毛主席的肖像及一塊大橫額，寫上「為人民服 

務」。外婆當年覺得「工人診療所」比政府診所還要好，常 

常吿訴他説，診所的針藥很便宜，所以到那裏扎-針，很快 

便會痊癒。當然他是不太喜歡打針的，但小時候的病都是在

「工人診療所」治好，卻是事實。

當然，對「左派」的記憶也不全是「和風細雨」的。到了

1967年，「五月風暴」爆發後，他£在慶幸不用如常回校上 

課之際，當時分租家中「頭房」的一位在餺仔消防局對面店 

舖打工的店員，就灼被一枚消防局門外放置的炸彈所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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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在之後的大半月每天都要為他「煲湯」療傷。「為人民服 

務」的「左派」，同時也會傷及無辜。

對一部份人來説，跟「愛阈組織」有所接觸，是很生活化 

的事情。

但對另一部份的人來説，則「左派」完全屬於另一個生活 

世界，既不瞭解，亦無接觸。

呂大樂在北角碼頭旁邊的「廉租屋」長大，住在同一層 

的鄰居之中，只有一户是明顯地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他 

們家裏掛有毛像，日常生活亦似f•略有別於其他街坊，十分 

低調，彼此沒有甚麼往來。而在該社區內的家庭，基本上不 

談政治。何寧靜的口了•不能避免的受到「六七暴動」的衝 

擊。屋邨的升降機內外都被人寫上「黃皮狗」、「打倒帝國 

主義」（是用簡體字寫的，當時是小二學生，看不懂當屮的意 

思）。英皇道的僑冠大廋（華豐國ft公司所在地點）上空出現直 

升機，而同時就是因為戒嚴而不敢外出，但亦可嗅到催淚彈 

的氣味。從成年人的表情知道事態嚴:歌，何小孩了卻只是一 

知半解。他就讀的是聖猶達小學，後門靠近蘇浙小學。某天 

發生炸彈爆炸，有人命傷亡，而二年級班房窗口的玻璃都震 

碎了，結果特別休假一週。

在往後的日子裏，每天上學及放爭例必經過國貨公司和 

「左派書店」，對於櫥窗上所展示大陸政治、經濟、社會近 

貌的照片，總是半信半疑。而事實上他亦沒有興趣去查個究 

竟。畢竟，對一名小學生來説，文革這個題B似乎太過沉重 

了。在日常的生活層次上，奉一般成年人勸喻，跟大陸有密 

切關係的，還是保持距離為妙——但有一點除外。對普羅大 

眾來説，他們H常生活屮所享用的消費品，不少都是大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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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從英雄脾墨水笨、回力牌帆布運動鞋，到零食大白兔 

糖，統統均由國貨公司供應。對很多跟「左派」系統沒有甚 

麼聯繫的人而言，國貨公司就差不多是唯一的接觸點了。

在呂大樂眼中，「左派」是神秘的。在北角長大的他， 

可以説不可能沒有察覺到他們的存在，何彼此之間卻鮮有接 

觸；兩者各有他們的生活世界，在一般情況底下，互不相 

干。小時候讀的報紙是《星岛日報》，每年10月随報附送青 

天白日旗，年份是以民國的年暦為笮。雖然他跟阈民黨的、

「右派」的系統沒有任何連繫，但在成長過程中所接觸到的 

主流，是以中華民國為中心的。一切有關「左派」的事情， 

均屬於主流以外。

可是，當他於香港大學讀一年級的時候，卻無意中經一位 

補習學生的介紹，成為了某間「愛國學校」的兼職教師。當 

時「四人幫」已倒台，而中國正從r毛時代」轉變過來。而 

香港的「左派」在追随大陸於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方面 

的轉變時，思想出現頗多矛盾和混亂的地方。痄口批判與否 

定的事物、價值，重新獲得肯定，有時甚至成為新的目標。 

而在更具體的安排上，「左派」逐步開始先接觸、後投人於 

港英殖民政府所建立的制度、主流。以前（粗略地指1950至 

1978期間）「左派」差不多是一個完全自成一體、自給自足的 

社會系統，裘面有它的學校、活躍於不同行業的企業單位、 

報刊、文化機構及间體、街坊組織、工會、商會、體育阐 

體等等，基本上可以完全獨立於殖兒政府所建構的主流制度 

而運作。舉一個例，當時作為這個社會系統裏的青年學生， 

基本上可以跟建制無涉，毋須參與殖民教育及只:公開考試制 

度，可以繼繒升學，而日後到了就業和投入勞動市場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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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不同的僱傭單位可以配對。簡單的説，這個社會系統頗 

自赀的跟殖民制度保持距離，並以一種很不一樣的邏輯（例如 

它有別於香港社會普遍以市場掛帥的做法，重視意識形態） 

來運作。那樣的一個社會系統曾經是殖民制度以外的一種選 

擇，並且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例如對殖民地的批判，又或者被 

梘為進步文化的代表）。對來自於系統以外，對其文化完全陌 

生的呂大樂而言，那一年的兼職教學生涯，可謂大開眼界。

開眼界的地方是，那次觀察提醒仟何對戰後香港社會的分 

析，都不可以低估冷戰的政治環境的影響——在殖民建制以 

外，還存在「左派」和「右派」兩股重大的社會政治力量。 

以上對「左派」的描述某程度上亦可應用到「右派」系統之 

上。要認識香港社會，必須瞭解左右雨派。

「左派」在社會分析中的位置

基於生活圈子和經驗t的差異，香港人對「左派」運動的 

認識，多來自新聞媒體，尤其是報刊。當然，我們可以想像 

有些人是自覺和主動的親近某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意見， 

那是一個自我選擇的過程。也有一些是自覺的跟「左派」和

「右派」保持距離，嘗試尋找第三類觀點。但也有不少人會 

像趙永佳一樣，外婆是愛國工會老會員，但爸爸卻是「右 

派J集賢起落貨工會（普參加省港大罷工）的「醫事顧問」；他 

家中續的是《香港時報》，（除熟讀體育版的本地波經之外）對 

來白所謂「自由陣脊」的論述最清楚。

有趣的是，在舊IJ冷戰底下的政治環境亵，辊台的、鳐 

於建制的言論往往可以中立、客觀的形象示人。我們不是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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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沒存他們的問題（例如對毛近乎肓目的崇拜明顯地是 

個大問題），而是想指出，當時不少從港英或親國民黨陣營的 

角度出發，來記錄和演繹r左派」的活動，當中存在政治上 

的偏見，而並非平衡的理解。這種情況在1967年暴動之後尤 

其明顯。整個「左派」的系統及其所代表的政治理念，一是 

很簡单地視為別有用心，破壞香港的社會秩序、自由、安寧 

之輩，不然就根本不將「左派」放入當代香港社會發展和歷 

史當屮，假設他們的存在最多也只不過是個小集團，而並無 

更重要之社會、政治含義。

而在學術界的社會政治分析中，亦有相似的問題。其中 

劉兆佳先生的重要著作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是香 

港社會學最早和最有系統的關於香港社會及政治發展的理 

論分析和模型。1但他當時（七十年代末）撰作該書時的基本 

命題——為其麼香港政治在快速現代化的過程中是如此「穩 

定」？——卻可説是忽略了戰後香港社會一片「昇平」的景 

象。殖民政府大大調整其管治策略，而當時國共之間的鬥爭 

亦開始未能冋應社會t新的訴求，正是「左派」處於低潮的 

時候。以這樣的背景作為他的分析的參照，他形容香港政治 

為一個「低度整合的社會政治系統」（minimally-integrated 
social-political system），顯然是缺少對冷戰政治環境所起的作 

用的分析，再而大大低估了之前國、共、港英三方纏鬥的政 

治意義。他所講的政治穩定，大致上是把國共政治鬥爭及相 

關的政治動員不包括在內的。他只是輕輕的提到那些衝擊殖 

民政府的政治行動未有動搖政治穩定，便不再作深究了。 1

1 Lau Siu-kai (1982),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I l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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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念大學時，正足很多本地社會學家、政治科學家不約 

而同地以政治穩定為解釋對象的時期。但在當時我們幾個對 

香港歷史甚有興趣的研究生的眼中，對這套把「左派」運動 

「清洗」掉的論述有點摸不着頭腦。好像劉當時提出「功利 

家庭主義」（utilitarian familism）來解釋香港人的政治冷感，因 

為戰後南來移民普遍有「難民心態」（refugee mentality），都抱

着「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態度，遠離政治，埋首「搵食」， 

希望讓家人過一點好口子。何本書各篇文章的作者，正想指 

出忽視了「左派」運動的歷史位置，便很難全面瞭解戰後香 

港的社會、政治發展。香港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前的25年間的 

歷史，部份是一群愛阈群眾懷抱民族主義和社台•主義，跟港 

英殖民政府和「右派」對抗的鬥爭史。缺少了「左派」這一 

頁，香港戰後的歷史便會顯得不夠完整。

如果忽視「左派」運動是一個問題，那麼眼屮只有「左 

派」也是一種不足。周奕先生的著作《香港工運史》、《香 

港左派鬥爭史》可以説是「鬥爭史」的代表作。2他曾在戰後 

初期參加愛國青年和工人運動，後來到香港《文匯報》工作 

至退休。他的左派歷史充滿愛國感悄，除了本身是當事人並 

身臨其境外，亦搜集f大量文獻資料，對很多事件有細緻描 

寫，一定程度上填補了香港歷史的空白，平衡r以往從國民 

黨或港英角度出發的記事。不過，他的局限亦正正在於他幾 

乎完全從左派的角度出發，而且行文及史料來源的處理，都 

跟亨術研究所要求的客觀有一定距離（當然，他亦沒有宣稱他 

寫的是歷史學術著作）。

2 周奕（2009）《香港L運史》香港：利訊出版社；周奕（2002）《香港左派鬥 

爭史》，吞港：利文出版社，頁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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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他集中在戰後至1967年「五月風暴」期問「左派」 

群眾和團體面對親國K黨右派及港英的抗爭，著墨於事件的 

再現，而非分析。還有他的著作對「五月風暴J後，尤其是 

屮英談判以來左派組織的「轉型」也沒有太多篇幅。

對「左派」的論述，當然還有是「左派」組織所撰寫的 

組織歷史。大部份「左派」工會均昝出版紀念特W，其中多 

數都有大事記錄；IM倘別「左派」組織更有比較詳盡的發诚 

史的書寫，如洋務工會的《工在家阈》，銀都集刚的《銀郞 

六十》，和最近工聯會所出版的《工聯會與您同行》s。對有 

興趣瞭解更多「左派」歷史的讀者，均屬有一定參考價值的 

刊物。

但畢竟那些刊物難以擺脱「正史」的寫法，對於以客觀 

態度重新建構「左派」歷史，並把「左派」運動的人和事放 

W香港歷史發展脈絡屮並進行分析，仍嫌有所不足。3 4有見於 

此，本書各位作者辦r-•個小型研討會，會上作過報吿和交 

流之後，各自撰寫文章，促成此書。

本書的結構

在選題方面，本書包含了兩個「熱門」題目：一是關於 

「六七暴動」，另一則是有關「左派」工會。關於前者，葉

3 周文港，方賢、黄曉鼠（2011）《工在家—杏港洋伤1:钤九十年史》， 

香港：和平阚書；銀邡機惝編，《銀郞六P》，香港：三聯并庙（香港）；岙 

港工件聯合會（2013）《］:聯鈐與您同彳/》•香港：中華酋局（香港）。

4 一^研究生曾嘗試以「左派」機構、阐體作為論文題U，收捉;B具學術意 

義和參考價值的分析。例如馮惠卿（1999）《一個理想社區的追尋:培僑中 

爭46-97年文化社會爭探索》■香港屮文大乎，未出版1W I: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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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民所寫的「六七暴動的罪與罰」，乃以收藏於香港及倫敦 

的檔案文件為研究材料，重新瞭解當年抗爭的暴力程度，並 

反思殖民政府那楝寧枉勿縱的處现手法。那些听謂在緊急狀 

態下所採用的非常手段，是否完全合乎法治精祌，有其值得 

商榷之處。梁寶霖和梁寶龍寫「愛國工會：香港工會聯合 

會」，是從社會政治生態的環境來看工聯會的發展歷程。他 

們既看工聯會如何伤急劇轉變中的環境袈尋找定位，回應勞 

工,’诉求，同時也嘗試分析它如何在政治夾縫中扮演一個頗為 

矛盾的角色。

在這闸個較為「熱門」的題h以外，我們選取r幾個較少 

人研究的界別和刚體。這很大程度上是呼應前文所提到「左 

派」作為一個社會系統的觀點。在體育界，趙永佳、呂人樂 

和梁懿剛以愉園足球會為例以説明，這類社會團體在香港戰 

後歷史扮演的角色。在文學界，張詠梅以《文匯報》中一個 

「艮壽」小説專欄《港q正傳》來勾畫「左派」如何「想像」 

戰後香港的殖民與資本主義。而李少恩更以「南阈粤劇闸」 

和「左派」工人的業餘劇團運動來描述文藝活動對戰後r左 

派」運動開展、團結群眾的重要性。

一般有關香港「左派」的歴史討論，都集中在戰後五、 

六十年代的「社會主義建設期」至文革的階段。當然，對文 

革和「五月風暴」時期有較多關注，這不難理解，事關當時 

的政治形勢，對很多「左派」組織都有決定性的影響。如

《港q正傳》在「五月風暴」前便結束，而南國粤劇w在七I- 

年代也開始淡出。但也有左派組織是堅持下去，並在組織、 

策略和活動匕進行T轉型，因此本書也對六七之後侗別「左 

派」組織的轉變加以分析。例如工聯會在八十年代初回歸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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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確定之後的重新參與社會、政治事務，又或者好像愉阖如 

何蜕變成商業化經營以和其他球隊競爭，都更全面補充了對 

香港「左派」的分析。此外，還有劉翠珊對愛國學校怎樣和 

教育界主流結合，並在港英及特區政府支持下，完成「主流 

化」、「正常化」的分析，以及趙永佳和冼基樺討論於電影 

界銀都電影如何擺脱以往愛Ml電影界的鬥爭性格，並成為串 

連中、港、台電影產業鏈的推手，也是有助進一步探討這個 

社會系統在轉變中的生態環境衷如何演變。

對於香港「左派」的歷史研究，本書還只是初起步。我 

們暫時能夠瞭解的，只是該社會系統的某些方面而已。儘管 

有所不足，我們仍希望此文集能在傅統建制和「左派」革命 

論述之間走出另一條路，並發掘更多+同「左派」團體的歷 

史，以豐富我們對香港「左派」運動的認識，藉此為戰後呑 

港歷史補上一筆。

最後，我們也感謝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南中闕研究 

計釗贊助本研究計剌，尤其是愉圓、南國粤劇岡、及《文匯 

報》之個案研究。亦感謝陳喜萍小姐為本書校對文稿，和亞 

太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屮心支援本書編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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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暴動」的罪與罰：緊急法令與國家暴力

葉健民

「六七暴動」被不少人视為殖民管治的轉捩點，部份意見 

甚至認為它直接促成麥理浩時期的社會改革。「六七暴動」 

的而且確令英國人對治港策略黾新思考，也令它開始認真檢 

況九七問題。但七十年代的連串社會改革，還有其他內外因 

素促成。首先，七十年代的社會改革很大程度上有着政策的 

延續性因素：港英自五十年代後期開始意識到現有的公共服 

務，已不足以應付二次大戰後快速增長的人口需求及公眾期 

喝，並已啟動了連串對勞工、教育、房屋以至醫療服務等問 

題的研究和討論。另一方面，麥理浩的改革也與英阈本土政 

治發展有着莫大的關係。左翼政黨工黨於1974年上台，令倫 

敦對香港的勞工權益、比生等狀況更為敏感，而英國工業界 

面對着價廉物美的港貨的挑戰，也從本身利益考慮去批判香 

港「血汗工廠」的生產模式。英商向英阈政府表示對香港勞 

工福祉表示關注，表面上是要保障勞工權益，真正R的是要 

增加港商生產成本，從而減低港貨的競，力。1

但姑勿論「六t暴動」是否直接促成日後的社會改革， 

迠場風波確實對殖民地政府構成-次極為嚴峻的挑戰。事實 

t，在術突爆發的单期，倫敦初步評佔風險時，也曾作過最 1

1 Ray Yep & Tai —Lok Lui, "Revisiting rhe Golden Era of MacLehose and the 
Dynamics of Social Reforms:’ in Ray Yep (ed.) (2013) Autonomy in
Greater China (Amsterdam：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Press)，pp. 1 1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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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的打算，貪成港方研究從香港撤退的呵行方案。不過當時 

港督戴麟趾認為所牽涉的人數太廣，而且一旦有關消息外 

洩，香港社會的信心必然會馬上崩潰，有關的討論才不广了 

之。2 3 *但這些事實，正好説明當年的情況，並非如個別殖民地 

官員事後所言，只是「茶杯裏的風波」。

事件的嚴電性，也反映在它對社會秩序的衝擊。「遍地 

菠蘿」是上一代人對「六七暴動」的集體回憶，而據官方的 

統計，這埸歷時近一載的衝突，最終導致51人死亡和848人受 

傷，而其間共發現7,340枚「真假炸彈」。然而，這場衝突對 

港英的挑戰不單是如何防止暴力擴散和怎樣維持社會秩序， 

殖K地政府也面對另一個更為嚴峻的考驗，就是在維持社會 

治安的同時，如何兼顧样重法制耒持公義的原則。殖民地政 

府在處理這場風波時，有沒有堅持自己一直所強調的法治精 

神，抑或只是以法律之名濫施國家暴力，是本文的關注所 

在。這篇文章是基於在香港和英阈已公開的宮方檔案，去重 

塑當年的衡突情況，試岡為大家從法律和執法角度理解1967 

年所發生的事情。5

五月工潮：左派借機總動n

源起於1967年初夏新蒲崗權膠花廠的工潮迅速政治化，

2 炎• feSl 國家榴案館，橋案DEFE13/857,Galsworthy ro Seville Garner: The 
Possibility of a British Withdrawal from Hong Kong, No.263, 31/5/1967.

3 水义是褪於我的 一篇嘐術文克报舄IW成，如打婢趣參阅朌文，呵 

參考Ray Yep (2012), "Cultural Revolution in Hong Kong: Emergency Powers,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the Turbulent Year of 1967" Modern Asia Studies 46
(4)： 1007-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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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卨調介入也令事件火速升溫。5月15日中阈外交部向 

北京的英國代辦處提出抗議，表明支持香港丄人立場，而之 

後的《人民U報》相關社論和在廣州出現的群眾聲援大會， 

也令人覺得北京正在背後高度參與。而木地的親共勢力，也 

把握時機馬h成立「香港各界同胞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簡 

稱「鬥委會」），動員所有力量向港英宣戰。倫敦初時顯得手 

足無措，對抗爭活動也採取比較忍讓的態度，未有即時以強 

力鎮壓方式冋應。事實上，英方内部就如何處理局而也存在 

着不同觀點。當中的主要分歧，在於怎樣判斷這場動亂是否 

山北京背後全力策動，抑或只是土共奉承中央的所為。對於 

香港，中共一直以來的官方n徑是絕不承認英國在港的管治 

權，但是會按「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的彈性原則處理香港 

主權問題。就是説，北京短期內並沒有收冋香港的打算，反 

而會從刚家利益去考慮，充份利用這個殖民地的窗口作用， 

以保持中國對外的政治和經濟聯繫。然而，雖然英方相信這 

仍是中方對港的基本態度，但在文半:的極左思潮下，卻沒有 

人能百分吖肯定這種務實的態度會否延續卜去。身處文革風 

諺中心的北京代辦處的英國外交官員，每天親身耳聞目睹各 

種文宣武鬥，自然與身處十萬八千里以外的港英官員對紅衛 

兵和四人幫的殺傷力和影響力，有着很不一樣的評估。

兩者的分歧，還在於各自對£1身職責的不同演繹。就代 

辦處的外交人員而言，他們的主要貴任就是要維持中英關 

係，首要任務是要避免I利國關係全面崩潰。似對港英政府而 

言，他們所理解的英阈利益，就是如何保待殖兒地的有效管 

治，不能令代表宗主國的殖民地政府權威掃地。所以對後者 

而言，面對社會動亂、上共公然挑戰，沒有4能坐以待斃，

「六七累動」的罪與罰：緊急法令與國家暴力 -15 '



必須對搞事份子予以回擊，盡快恢復社會秩序。但對前者來 

説，港英對土共強力鎮壓，可能只會進一步刺激國內勢不可 

擋的激進派，促使他們把香港問題無限上綱。倘如此，更很 

可能會損害屮英兩國關係。倫敦方面，便在這些不同意見中 

間扮演仲裁者，就每次在香港爆發的衝突的影響和回應方案 

逐一評估，見招拆招。但當眼前危機已明顯不4能在短期內 

得以解決，而示威者的聲勢和氣焰不斷升溫的情況下，殖民 

地政府主張以強硬手段回應動亂的意見，便在1967年7月初 

開始明顯佔f上風，而港英對示威者的全面鎮厭遂掀開了 

序幕。4

港英態度轉為強硬的第一個主要訊號，是膂務處長的換 

馬。原來的處長戴磊華(Edward Tyrer)由於未能令港府相信他 

有決心以強硬手段處理抗爭行動，於7月初被撤職。事實上， 

铍磊華在暴動初期正在外地休假，但他對情況不以為然，甚 

至認為假如馬上銷假问港反而會助長土共氣焰，結果這段期 

問警務處長一職巾副T•伊達善(Edward Eates)署任。伊達善在 

署任期間表現出色，更令港英相信即使換人，也不會令警隊 

效率受損，故此便果斷地以伊達善替代戴磊華，這也正式象 

徵強硬路線的開始。5而7月8日導致6名瞥務人員殉職的沙頭 

角警署槍擊事件，也為港英轉守為攻提供了-•個契機。6

4 Ray Yep (2008), "The 1967 Riots in Hong Kong: The Diplomatic and Domestic 
Fronts of the Colonial Governor", The China Quarterly, 193: 122—139.

5 英阈阈家檔案館，檔案FCO 40/112, No. 1046, 16/7/1967、

6 何家骐、朱镏圯(2011)《香港警察：歷史見證與紈法生iffi》蚤港：聯合出版 

社，頁 164—1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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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風潮：印像與真相

在討論港英的強硬W應手法是否合理前，我們也許先要探 

究當年的暴力情況究莧有多嚴重。正如前述，「遍地菠蘿」 

是當代人的集體回憶，而我們父輩對1967年的土製炸彈、

「同胞勿近」等情景的感受，也"了以從大多數人傾甸以「暴 

動」來形容當年的事件經過，看出主流意見對這段日+的厭 

惡和不安。這衷，我嘗試從公開的政府檔案重新整理當年抗 

爭的暴力程度，以提出一個比較全面的分析，以供大眾參 

考。據官方統計，「六七暴動」共有2,077人被判刑。我在香 

港歷史檔案館所找到634份相關紀錄，亦即約佔總數的三分之 

一。這些資料對了解當時情況，相信有一定參考作用。

表一參與「六七暴動j被判囚人士罪行分佈

罪案分類 佔總數比例（％） 平均刑期（月） 平均年齡

（一）藏有武器 24.6 33.9 24.9

（二）參與動亂 11.2 20.4 27.3

（三＞ 與爆炸有關 11.2 45.1 25.9

（四）與警務人員有關 11.5 14.0 30.6

（五）煽動性演説或藏有煽動性物資 13.6 13.0 30.3

（六）蔑視法庭 2.6 4.5 27.1

（七）非法集會 18.3 17.1 28.3

（八）其他 7.0 16.9 21.4

資料來源：岙港歷史愤案館：HKRS179-1-19（第-、：部份）,HKRS179- 
1-23, HKRS292-2-1 （第•.部份）,HK.RS292-2-I （第部份）,HKRS41-2- 
726（第一 '二' 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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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一來看，近半數暴動期間的被囚人士（第四至七項） 

（46%）所觸犯的罪行，其實並不涉及嚴重暴力，當中11.5%是 

與警務人員相關（第叫項）（例如不服從警方指示、侮辱警務人 

員），13.6%是因進行煽動性的演説或藏有煽動性的物資（第五 

項），而少數是涉及蔑視法庭（第六項）（2.6%）（如在法庭中辱駡 

法官）等輕微罪行。此外，有18.3%人士是因參與非法集會（第 

t項）而入獄，但值得注意足，與第二項「參與動亂」相比， 

前者大部份人士在參與集會時並未存做出搶掠捣亂或嚴重的 

破壞秩序行為。事實上，當年其中一位被控參與非法集會的 

人士的辯方律師，便曾作過以下杭辯：

我的當事人如很多人一樣，都只是羊群。這些人很可能是

因為恐懼、不經意地跟隨着人群走進了這些集會之中，而

身處人群時，他們又害怕假如不表現得積極投入，人身安

全便可能會受到威脅（因此便要全情參與抗議行動）。7

然而，當年的輿論大多均主張港府必須以強硬手段回應事 

件。《南華早報》在1967年5月23 H便有以下的社評：

只有一植方法去處理滋事份子，就是必須要他們為社會帶

來的麻煩付出三倍代價。中環是貿易與工業活動的心臟地

帶，那些試圖堵塞它的大動脈的人對其他市民而言並非善

類。這些人必須受到嚴懲，以儆效尤，即使他們永遠被禁

絕於社會，大家都不會覺得有甚麼損失。

7 香港歷史檔案館-HKRS70-1-313E -《|甸華早報》，16/6/1967 •>

• 18 • 胸懷祖國I香港「愛國左派」運動



常時的法庭也普遍同意這種從厳治亂的原則，一位法官曾 

對I•.述的抗辯理由有以下的M應：

假如對這些聲稱是在壓力下參加抗議活動的人從輕發落， 

當他們曰後再被命令或受恐嚇去參與危害公共秩序的行動 

時，便無可避免地會出現一種危險，就是他們可能會相信 

這些破壞行為的法律後果，會較眼前面對的自身安全威嚇 

為輕（因此便會繼續參與這些行為）。8

fi I.即使我們再什細分析較為嘏重的與藏有攻擊H:武器及爆炸 

品相關的罪行，也會發現「六七」期問各揷抗爭活動的暴力 

程度，實際較諸公眾的印象為低。從表二的数字來看，有近 

三成涉及與放置炸彈的罪案相關而被判刑人士（第叫與第七 

項），其實並未能被證實乜直接參與這些犯罪行為。事實上， 

警方只是在他們的同行者身上或者他們曾出入的場所內，發 

現藏有相關物品並以此而把他們定罪。同樣，表二也顯示出 

在與藏有攻擊忭武器的罪案中，也有類似的情況，ifif且這種

「間接」參與的比例也更高（第二、-:項），高達六成以上。 

換言之，「六匕」期間有直接參與一些嚴重暴力行為而入獄 

的人士，其實只是少數，大部份參與荇听干犯的事項邡是比 

較輕微的。但值得一提的是，管是直接或間接參與這些嚴

罪行的人士，也同樣會被判較長的刑期。例如藏有攻擊性 

武器平均刑期為五年左右，似因M伴藏有攻槃性武器而被判刑 

人士的平均刑期也達三年。ifii在與爆炸品相關的判刑屮，直接 

或間接牽涉其中的人士刑期基木一様，平均郞在五年以上。

8 |ifH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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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與爆炸相關的罪行

罪案分類 佔總數比例（％） 平均刑期（月）

放置爆炸品 2.6 終身監禁

（二:> 引爆爆炸品 2.0 終身監禁

（三）製造爆炸品 0.7 120

（四）被發現與藏有爆炸品人士同行 6.6 76.8

（五）試圖引爆爆炸品 12.0 76

（六）藏有爆炸品/腐蝕性物品 13.8 69.8

（七）出入貯有爆炸品/腐蝕性物品場所 27.1 37.0

（八）藏有軍火 2.6 67.5

（九）未有舉報有人藏有爆炸品/軍火 6.6 36.6

（十）藏有假炸彈 25.8 23.0

（十一）其他 0.2 不詳

資料來源：與表一相同

表三與藏有武器相關罪案

罪案分類 佔總數比例（％） 平均刑期（月）

（-）攜帶攻擊性武器/足以用作攻擊性 

武器的物品

27.1 59.4

（二）與非法藏有武器人士同行 26.0 33.3

（三:> 經常出入或被發現在藏有攻擊性 

武器場所

34.1 10.2

（四）未有舉報藏有武器罪行 12.8 11.8

資料來源:與衣-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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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英：寧枉毋縱

可以看出，在「六七」期間港英是採取一棟寧枉勿縱的檢 

控態度，要以從嚴治罪的方法去震懾搞事份子。但這種策略 

之所以得以落實，很大程度上皆因殖民地政府拿着的尚方寶 

劍---- 《緊急措施條例》(Emergency Regulations)。

《緊急措施條例》於1922年通過，賦予港督槲大權力。 

港督會同行政局，可以在任何情況之下，假如認為香港已處 

於一個緊急狀態或公眾安全受到嚴重危害的情況，便可以製 

訂任何他認為合乎公眾利益的必須法例。而在引用這項權力 

時，殖民地政府所受到的制約，更低於英國政府行使類似權 

力時要面對的局限。首先，港督在行使緊急權力時，毋須正 

式宣佈香港已進入緊急狀態(a state of emergency)。同時，立 

法機關——立法局在整個過程中並沒有任何監督、把關以至 

評議角色，港督實際上可以隨時行使這些全無制約的權力。 

相反，英國政府假如要行使相關權力，必須要由君主宣佈國 

家已進入緊急狀態，而國會必須於五日內討論有關問題。同 

時，巾於英國於1950年所簽署的《歐洲人權公約》，也不適用 

於香港，所以倫敦便是防止香港政府濫川權力的唯一把關者。

《緊急措施條例》多年來不斷修改，而港英也在暴動期間 

作出多項修訂，務求令政府能更有效去打擊各種抗爭活動， 

這當中包括授權警方更大權力去沒收武器、封閉場所、要求 

市民提供姓名及仆:址資料、禁止藏有及散播偏動件資料及作 

煽動性演説和處理非法集舍等。這當然也包括前向提到的， 

容許警方即使未能明確證明被吿有直接參與厳重暴力罪行(如 

製造或放置炸彈、藏有攻喂性武器)，也呵以因為M行人士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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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有關罪行，或被發現經常出入藏有危險品的場所而予以檢 

控的權力。這些修訂，大大奋利檢控工作。很多從前沒有足 

夠證據的個案，現在也可以輕易把有關\士入罪，這確實能 

產生很大的阻嚇作用。

然而，港英還有一項更具殺傷力、更具爭議性的權力—— 

長期拘禁與遞解出境的權力。根據相關法律，港府有權因保 

安及治安理由拘留任何人士（包括合資格屮請英籍的人），期 

限為一年。更甚的是，這些被拘留人十毋須事先經法庭定 

罪。事實上，港府一直辯稱這些具情報價值的人士，由於案 

悄大多涉及敏感資料，很多扣關證據都不能在法庭上披谣， 

又或者行關人士大多與犯罪集唎有密切關係，也因此沒有人 

敢出庭頂證，故此假如堅持要先經正常司法程序處理，便等 

如白白放過這批關鍵人物。所以，簡單來説，只要倫敦方面 

同意，港英便对以未經審訊，任意拘留任何人士。「六七」 

期間，殖民地政府也充份利用這種手段，拘留r大批左派骨 

幹，特別是把鬥委會的主要成員，拘留在摩星嶺的「藍屋」 

之内，以進行進一步的盤問。鬥委會成員之一的蔡渭衡，便 

對「摩星嶺集中營」的牢獄生活，有過以下的記述：

……監倉是一個4’ x 6’的密封囚室。除了門上有小門窗之

外，三邊牆壁都裝有小如黃豆的門窺鏡，換言之，警衛可

以從任何一個方面監視囚徒。頭頂裝有一盞耀眼的射燈，

還有一部強力風扇，印使是盛夏都感到寒意迫人。強光照

明和嗡嗡作謇的風扇24小時不停，加上單獨囚禁，這是精

神與肉體的折磨。有的獲得「優待」者住進冷氣房，盛夏

會冷得直打哆嗦，有時關機令你汗流浹背，然後是呼吸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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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頭昏腦脹，這個時候就會把你叫出去問話。問話是採

取疲勞審訊的方式，不分曰夜，隨時叫去問半天，回到房

間，剛剛瞌睡又被叫去。9 10

在拘留期限屆滿後，港英對於那鸣不具中請英籍資格人 

士，還可以選擇把他們遞解出境。事實上，自開埠以來，殖 

民地政府便經常以這種方法處观滋事份子和罪犯。這些早年 

用來專門應付三合會份子、國共人物和罪犯的方法，在二戰 

後更被變本加厲，單在1946年至1961年期間，港英便一共發 

出23,462張遞解令。w而在「六t」期間，港英也繼續沿用這 

個辦法去處理滋事份子。

表四記錄了我在香港歷史檔案館找到的「六七」期問，由 

港府發出的221份建議遞解令分析而成的資料。由於未能找到 

所有相關資料，所以也不能知道這些個案有多少代表性，但 

從這有限的資料中，也可以大致看到當年港英的強硬態度。

從表网中看到，過半數被建議遞解出境人士所觸犯的均 

非嚴重罪行（如非法集會、爛動性演説、蔑視法庭）。即使是涉 

及暴力的個案（如爆炸、藏有武器），從少於闸年的平均刑期來 

看，相信也應該是案情較輕的罪行。資料也顯示當中96%人士 

之前並沒有任何犯罪紀錄，而很多早已在香港成家立業。遞 

解出境，對他們來説就是終身被流放外地，與家人永久分離。 

這种:嚴刑，是否與他們所犯的罪行合乎比例，值得深思。

9 周奕(2(M)2)《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利文出版社，良287。

10 Carol Jones & Jon Vagg (2007)，Critnitial Justice in Kong (London: Routledge— 
Cavendish), pp.31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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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部份被建議遞解出境人士干犯罪行分類

罪案分類 佔總數比例（％） 平均刑期（月） 年齡（歲）

（一）非法集會 14.7 14.7 30.()

（二）藏有武器 29.9 14.1 31.9

（三）參與動亂 16.7 13.1 30.6

（四）與爆炸品有關 2.9 21.5 23.8

（五）與警務人員相關 14.2 13.2 31.1

（六）煽動性資料/演説 11.3 16.2 25.5

（七）蔑視法庭 4.4 1.9 26.0

（八）其他 5.9 16.0 23.6

資料來源：香港歷史檔案館HKRS41-2-276（第• '二、-:部份）

但港英要執行遞解令，卻碰上一個很大的阻力，就是中方 

的拒絕合作。北京-•直招絕承認關於香港地位的不平等條約 

的合法性，認為英國無權統治香港。既然香港仍然是中國的 

一部份，港英便無權把身居香港的屮M人驅逐出境。這種態 

度，便成為港英政府執行遞解令的欄路虎，「六七」期問傅 

奇和石慧在兩地政府邊境對峙的戲劇性一幕，正是中港雙方 

在此問題卜.角力糾纏的明證。

但遞解出境不成卻並七意味有關人士可以重獲自由，恢復 

正常生活。港英決意不讓這群「滋事份子」重返社會，所以 

《緊急措施條例》及相關的出入境管制條例，同時賦予政府 

權力，如無法執行遞解出境令時，可以繼續拘留有關人士。 

至於拘留時間，可以視乎具體情況決定而毋煩有一個明確期 

限。在1946至1960年間，便有啓冈萬人因此被拘留。11這種由 11

1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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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門全面控制遞解出境和拘留制度，也曾引起本地法律 

界以至倫敦方面的批評，認為港府在這方而的權力過大，制 

約不足。但港方卻一直堅持有關做法的必要性。1947至1958 

年間擔任港督的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便認為必須維持 

這種安排，因為「這裏有數以千計無視法紀铤而走險的人聯 

群糾黨，組幫結社，假如有機會的話，他們會毫不猶疑去使 

用暴力。」12 13

同期的警務處仍輔(Henry Heath)也有着類似的觀點。他 

説：

我不是主張要把所有罪犯都遞解出境，但我認為這是我們

對付三合會成員的最有效武器。假如一早取消了這種制

度，我們就沒法有今天擁有的對這些犯罪集團和壞份子的

認識和掌握。B

但在壓力之下，港英也在1962年作出讓步，設立由一名 

法官和晰名社會人士組成的仲裁委員會，每年重新檢視每個 

因無法執行遞解令而被拘留的個案，向港督舍同行政局提出 

拘留期限的建議。但即使如此，港督也有權不接受委員會建 

議而毋須作出任何解釋，假如他認為個別個案屬「政治敏 

感」，也可以不容許委員會檢討有關案件。同時，即使在修 

例以後，拘留期限仍然不設上限。也因為這個原因，遞解出 

境和相應的拘留依然是港英政府在「六七」期間打撃示威者 

的重要手段。

12 英國國家檔案館CO 1030/6,839號電報＞24/10/1954.
13 冋註10，頁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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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考慮凌駕法制尊嚴

最諷刺的是，雖然港英一直強綢維護法治的重要性，但到 

了後來對法制尊厳的最大挑戰，卻並非來自左派群眾，而是 

倫敦。

「六七」的暴力抗爭高峰期大約在1967年底左右，到了 

1968年初，大型的衝突以至炸彈威脅已大為減少。這種改 

變，很大程度上與國内的政治形勢有關。文化大革命在1967 

年夏天進入派系武裝衡突的階段，全國差不多陷入內戰邊 

緣，在長沙、重慶、瀋陽和南京等主要城市也爆發了嚴重的 

派系武鬥，情況接近失控。這桶情況，令毛澤東意識到必須 

調整策略以稔住局面，溫.和派於足得到一個喘息的機會，暫 

且把激進力景遏止下來。眼見北京立場上有所改變，倫敦方 

面也希望把握機會化解危局，便要求香港政府予以配合，以 

減低與內地政權的張力。倫敦的其中•個要求，就是要港府 

盡快釋放因參與暴動而人獄的W犯。港筲戴麟趾卻對此不以 

為然，認為當時左派氣焰仍然翳張，還未到講和的時候，兼 

且所有囚犯部是經過本地司法程序而被判刑的，沒有理由輕 

率地把他們提早釋放，損害本地司法制度的尊嚴。然而，倫 

敦對香港在這個問題t的施顾卻與日俱增。1969年4月，中共 

中央召開第七次全體會議，決定重新外派大使出國，句外清 

楚表示中國外交政策重回軌道的訊息，意欲與北京重修舊好 

的倫敦，也決心+能讓香港成為中英關係的絆腳石。戴麟趾 

在壓力之下，也引用了《皇室訓令》賦T港督的權力，把刑 

期覆檢委員會原木只能檢討刑期超過六年的個案的權限，擴 

展到可以處观4年或以上的案件。這種改變，令這個委員會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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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權就更多個案向政府提出減刑建議。其中一個受益人， 

就是「六七」期間被捕的《大公報》記者黃澤。港府欣然 

接受委員會的建議，把他的刑期由五年減為三年，令他可於 

1969年提前出獄。事有湊巧，黃澤出獄後不久，自1967年起 

被內地政府拘留的路透社英國記者格TIT (Anthony Grey)亦被釋 

放。佴戴麟趾的讓步，仍未能完全滿足倫敦。英聯邦及外交 

事務部官員對「六七」囚犯的問題，也顯得愈來愈不耐煩。 

有關官員一再要求港府以犯人的健康狀況、性別以及其他恩 

恤理由予以減刑，以求盡快釋放所有相關人士。但戴麟趾對 

此始終有所保留，不願意全面配合，因而與倫敦鬧得不太愉 

快。當年的港府政治顧問，曾對這種緊張關係有以下描述：

在我來看，港督(戴麟趾)對倫敦要求改善中英關係的欲望

已顯得煩厭甚至過敏，這差不多已成為了他的禁忌。所

以，愈多英國官員對他說明這方面的重要性，那怕只是很

籠統地提出來，他就愈會覺得這是一種要犧牲香港利益以

換取倫敦利益的不合理做法。14

但倫敦官員的態度也是明確的，他們甚至提出即使行政 

局議員反對提前釋放所有囚犯，但按照香港的憲制框架，港 

督也不一定要接受他們的意見。部份觀點，甚至引用另一個 

英國屬地塞浦路斯五十年代的情況，來説明減刑的合理性。 

當年，塞浦路斯政府為了平息動亂，以重刑圖產生殺雞儆猴 

的尔範作用，但在秩序大致恢復後，當地政府在英H1政府的

14 呰鋭生訪問Arthur Maddock紀錄，頁64-65，中？H大嘐羅德學院(Rhodes 
House)岡 館，MSS Ind. Ocn.s.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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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下，釋放了大批因政治主張而不涉及人身傷害罪行的重 

犯。這就是説，在殖民地政府風波平息後從寬覆檢於非常時 

期為懾服滋事份子所用的重刑，也是有先例可援的。15

事情一直處於膠着狀態，「六七」囚犯也沒有如倫敦所 

期望，全數在1971年內釋放。直至戴麟趾1971年底離任，事 

情才出現突破。外交官出身的繼任人麥理浩，與倫敦7/向明 

顯較有默契，也希望盡快解決冇關問題。麥理浩明言，這個 

問題如不早日解決，大有可能影響到他整個任期的工作。16 

故此，在他上任一年之期，再存17名囚犯被減刑，令他們可 

以在1972年底前出獄。但最為棘手的，是餘下來的最後四名 

涉及殺警和嚴重傷害罪行的重犯。由於案情嚴重，要找到一 

個令人信服理由大幅減刑，難度甚高。然而在中英兩國關係 

進一步恢復的大勢下，港府的迴旋空間也所剩無幾。1972年 

底，周恩來在北京接見英阈外交大臣時，宣佈中國政府會釋 

放所有被拘留在境内的英國人，也同時表明雖然此舉不會和 

香港「六七」囚犯•事混為一談，但他也希望後者能早闩重 

獲自由。到了這一刻，港方再沒有甚麼空間向倫敦説不了。 

1973年1月，兩名被判終身監禁的囚犯刑期被火幅減至八年。 

到广1973年5月3日，所有1967年間被囚人士全部「服刑期 

滿」，重獲自由。

15 英國阈家檔案館 ' FCO 40 /262, no. 41, 6/7/1970.
16 英國网家榴案館，FCO 40 /329, Guidelines for the Governor Designate, Hong 

Kong: Paper C, 18/10/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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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歷史可合重覆？

毫無疑問，「六七暴動」確實是殖民管治上的一次嚴峻 

考驗。面對這場本地親共勢力的總動員和内地政權近在咫尺 

的政治和軍事威脅，港英動用了一胃切政治、行政、武力和法 

律手段以求自保，是意料之中。事實上，當時的社會輿論也 

大致支持政府治亂世用重典的手法，即使是一直對港府頗多 

批評的人士，如時任市政局議員的貝勒奇（Bernacchi） /+■:這個 

時候也站在政府的一邊。他表示：「我們（香港市民）第一次 

要做出選擇，第•次要在危急關頭下選擇我們的效忠對象， 

而大部份香港市民選擇了支持一個不容忍不管是由左派或右 

派、本地或外地發起的動亂的香港政府。基本上，我們選擇 

了支持當前維護治安秩序的香港政府。」17在這個亂局之中， 

港英以維護秩序之名以嚴刑峻法（Pl應挑戰確實能穩住局面， 

也取得民心，但過程中是否所有以法之名的行徑都是合乎法 

治粘祌本義，卻值得探究。法治小單講求政府行事有法律依 

據和按法定程序辦事，關鍵也在於法律本身是否合理和司法 

過程是否合乎公義原則。但「六七」期間，刑罰與罪行往往 

不成正比，行政部門行使權力乂不受制約以至剝奪公民個人 

自由，又不一定經過正常的審訊程序等情況，確實與法治的 

精神有所偏離。而後來關於囚犯的減刑期爭議，更反映出倫 

敦對法治堅持的偽善。治亂世可能真的要用重典，但假如任 

由政治考慮輕易凌駕於法治精神之上，卻是十分危險的事。 

在大英帝國的歷史上，類似「六L暴動」的衝突場面並不罕 

見，而殖民地政府往什也會採取強硬手段回應，極端例子便

17 香港r|i政局會議紀錄，4/7/1967，以131-132。

「六七赛動J的罪與罰：緊急法令與國家赛力 • 29 •



是五十年代肓雅的茅茅之亂(Man Mau Rebellion)。當年肯雅在 

緊急法令之下變成一個人間地獄，國家機械成為任意蹂躏人 

民的猛獸。情勢危急是否就可以把所有惡法合理化？在研判 

位處中非的殖民地尼两薩蘭(Nyasaland) 1959年的動亂處理手 

法時，英國政府委託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便對當地政府有以 

下的枇評：「在緊急狀態下，政府被賦予很大的立法空間。 

在正常時期，立法者必須在政府權力與公民自由中尋找平 

衡，但緊急狀態的出現，並+意味立法者可以完全推卸這種 

責任。」18對人權法治的哼重，往往是在闲難時期體現岀來。

「六七暴動」期間，港英即使有法可依去以嚴刑治亂世，有 

民情可恃以強硬手段M應抗爭，但過程中確實有失分寸，也 

為自己百多年的管治上留下了污點。

鑑古知今，少朋友眼見今天民心躁動，管治失衝的局 

而，心中都有着一個疑問，就是「六L」式的暴動會斤再度 

爆發，歷史會否重複？「六七緣動」是在特殊的歷史時空下 

的產物，由多個獨特的政治因素共M孕育出來的群眾事件。 

莒先，六十年代的中期，當時的港英政府對自身的管治寊任 

及對社件介入的程度，仍抱冇一種模棱雨可舉棋不定的態 

度，無論在政府規模以至心態上都無足夠能最去爭取群眾 

的支持回應社會的需要，為反社會的情緖提供滋長溫床。同 

時，當年的冷戰局面也在暴亂初期為港英以強硬手段提供了 

很重要的氛圍。國際輿論與及長期以來對共庠主義的批判宣 

傳和教育，令港英可以輕易利用群眾的恐共心理為各棟國家 

暴力合理化，但這種「以暴易暴」的手法也反過來刺激左派

18 Brain Simpson (2002),“The Devlin Commission (1959): Colonialism Emergencies, 
and the Rule of Law’: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2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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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激進的手法去回應，形成一種惡性循環。最後，文革為 

本地觀屮群眾提供了廣闊的想像空間，也令身處香港的共產 

黨相關組織感受到「起義」的壓力，哬地的激情互動結果便 

是本地左派的總動員。可以斷言，沒有這個深人木地各階級 

的中共組織網絡統籌調動、沒有它全情投入的人力物力動 

員、沒有北京在背後有意無意的推波助瀾和國際環境，1967 

年的動亂也沒有可能是最後所見的曠日持久歷時近一年的官 

民衝突。當然，這並不是説今天社會天下太平。在種種社會 

問題不斷積累，屮港矛盾日盛，人心躁動的今天，發生各種 

各樣的騷動，恐怕只是早晚之事。但「六七」當年近乎不受 

約制的國家暴力的程度•和左派機器總動員的條件已不復存 

在的情況下，「六七暴動」式的群眾事件重現的可能性，大 

慨是微乎其微。

但在政治不斷升溫的今天，極端政見逐漸擴散，暴力行 

徑也開始萌芽，各個陣營劍拔弩張，官民之間的張力大有蚪 

能最終會演變為衝突場面，出現騷動的可能性絕對不可以低 

估，耶麼1967年的歷史教訓又可以給我們甚麼啟示呢？用盡 

辦法務求迅速M復社會秩序，相信是任何政府的本能反應。 

但「六七」的經驗吿訴我們，為求效果而置法治人權原則不 

顧的做法，往往會帶來更大的危槺。實情是，毫無節制地以 

阈家暴力去回應動亂，實行以暴制暴以牙還牙，結果只會帶 

來一個惡性循環，情況就如1967年的左派便以「先鎮後暴」 

為自辯，強調放炸彈等暴力行為只是對港英殘暴鎮壓的回 

應。但本地左派嘗試把自己的暴力H•徑合理化的論述，並未 

得到大眾輿論听認同，當年的主流意兒甚至認為港英治下的 

社會情況即使+太埋想，但尚算能保持一個安定的局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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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手法鎮壓動亂大致可以接受的。這箇中很大原因，是當 

時左派所推崇和代表的一套價值——共產主義、一黨專政、 

階級鬥爭、反英反殖等，並未為本地群眾普遍接受。換言 

之，公眾對種種不合乎人權法治的鎮壓手法梘若無睹，是因 

為大家默許這是為了保持另一個相對可取的秩序的代價。當 

天，大家選擇了冷漠疏離但相對自由、安穩的殖民統治，拒 

絕了近乎瘋狂的文革思潮。但在今天，回歸後群眾對本地的 

政治經濟秩序愈來愈質疑抗拒的情況下，捍衛現狀的口號大 

概已失去了道德力量。又或者對不少人來説，除了法治精神 

和自由傳統外，我們的政治制度還剩卜甚麼足以令公眾尊崇 

珍惜的內容呢？在權威崩壞認受不足的殘局下，特區政府假 

如還以平亂之名不顧一切去求平息社會紛爭動亂，甚至不惜 

如當年港英一樣肆無忌憚濫用刑法處理群眾衝突，恐怕只會 

徹徹底底破壞當前這個本已殘破不堪的政治體制的最後支 

柱，令自己陷入更險惡的萬丈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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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家權力與教育
戰後至回歸前親共愛國學校在香港的發展

剴翠珊

在過往香港教育史的研究中，舍相當多數暈集屮於英國及 

港英政府相關的教育政策，譬如，吳倫霓霞介紹了十九世紀 

和二十世紀早期在港英政府發展公共教育中的東西方文化互 

動。1史域庭(Sweeting)主力以教育社會學分析戰後香港的教育 

政策。1 2陸鴻基(1991)探討了殖民地政府在課程中使用中闕文 

化的政治。3 Edward Vickers4 5，Paul Morris’及簡麗芳6以歷史科 

及中阈歷史科的官方課程分析親英領導階層(政府和本地教育

1 Ngai —Ha Ng Lun (1984), Interactions oj East and West: development of public 
educ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Luk, 
Hung-kay (1991) “Chinese culture in the Hong Kong Curriculum: Heritage and 
Colonialism".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35 (4) 650—668.

2 Anthony E Sweeting (1993), A Phoenix Transform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in post-war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Wong, Ting Hong (2003). "Educa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Reconsidered: Chinese 
School Identity in Postwar SingaporcM. Journu/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16 (Jun), 
237-265.

4 Edward Vickers (2003), In Search of An Identity: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as a School 
Subject in Hong Kong, 1960^-2002 (New York: Routledge) ; Edward Vickers, Flora 
Kan & Paul Morris (200S), "Coloni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History” in 
Hong Kongs schools*, Oxford Revieiv of Education 29: 95—111.

5 同上 Vickers (2003).
6 同 Flora Kan (2007), Hong Kong's Chinese History Curriculum from 19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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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的統治策略。黃庭康（2002, 2003, 2007）探究了在新加坡和 

香港教育發展和國家建設屮的衝突和f盾及折衷。7他們或以 

教育史學觀點，或以教育社會學分析，同樣利用及整理了大 

量政府教育歷史檔案資料、報紙資料及政府文獻，對香港教 

育歷史拼圖作出不少原創的分析及補充。

呵是在國家權乃形構與教育的研究與論述屮，往仆:只集屮 

於當權政體與教育的關係，而忽略潛在國家勢力的經營。香 

港的教育歷史研究過往主力分析港英政府與教育的互動，只 

有十分少數的學術研究涉及中國（中共）這股在殖民地時潛在的 

阈家勢力與教育的關係，實際上，除了港英政府的管治可視 

為一種政權，中國共產黨政府及台灣國民黨政府均荇為香港 

潛在而活躍的政權。台灣國民黨政權在香港的活動當然可放 

在同一分析框架下審梘，不過由於個人能力、資料來源及時 

間所限，足次的研究重點只能限於後來取得香港主權的中阈 

共產黨政府。

在香港冋歸後，愛幽親共力景+斷在香港政壇上、統治層 

上顯露，他們的存在與活動不只頻繁及公開（當然也有不公開 

及半公開的），其影響力更不容輕悦。政界、文化界、學術界 

及大學出版社開始出現有關其活動的專書。不過，迄今只有 

少數中文、學術著作就親共愛國教育在香港的活動作出不偏 

不倚的記錄、討論和分析。本文正正為了填補此部份的缺漏 

以闡明其政治和教育之間的互動。

7 Ting-Hong Wo ng (2002)，Hegemonies Compared (New York; London: 
RoutlcdgcFalmer) : Ting-Hong Wong (2007), "Education and Srarc Formation 
Reappraised - Chinese School Idenriry in Postwar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Sociology oj Education, 17: 6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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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紹的是戰後至回歸前，即二戰之後至1997年前出現 

的親共愛國教育政策與實踐。選擇戰後作為起點，是因為當 

年正是二次火戰後百業待興、人口急增、香港社會重塑的關 

鍵歷史時期，也因為不少親共愛网學校是自這段歷史時期建 

立。至於中國政權重掌香港的回歸歷史則是另-段歷史關鍵 

時期。故此，本文以戰後為始，以|»1歸前為結，企為香港親 

共愛阈教育歷史作一綜合的資料組織和討論。

縱觀此段時期，香港社會、教育及其經濟體系經受巨變。 

在此可再分為兩半：（一）戰後至文化大革命後；（二）中國經濟 

開放至香港回歸前。前段赝史反映了愛阈愛黨學校的建基及早 

期發展；後段歷史則記錄了其轉變及力量重整的政策與實施。

香港親共愛國學校發展的歴史背景

1946^1976年間，香港人口膨脹八倍，嘐校學位供應大 

為不足。"眾所週知，香港九年免費普及教育（或稱義務教育） 

是從1978年施行，在此之前，教育既非免費，亦不普及。在 

社會福利不足，（低收費/免費）教育需求大幅增長，和感情層 

面聯繫等因索影響下，親共愛國學校本應該受到普羅大眾歡 

迎，並得以擴大中國政府在香港的影嚮，然而，學校的歷史 

發展卻並非如此•帆風順。

不少學術研究已指出在屮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的二十 

世紀四十年代，不少中國社會主義者、共產黨人士已進駐或 

進出香港。他們以香港進出便利以進行宣傳和贸易，希望在 

香港建立據點，一方面為解放戰爭作後勤基地、聯絡站，另 

8 |"1 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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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亦有一個撤退的後方。他們在當時為反建制、反主 

流社會的左翼份子，對於屮國内地及殖民地的政權都是--股 

潛在威脅。故此在殖民地時期，港英政府视他們為中共的代 

表、反殖民的力量，他們在香港進行的活動亦隨着屮央勢力 

的增長而備受當局注梘。

除了進行商業、政治及社會活動，他們亦重視教育。 

二十lit紀冈十至五十年代，香港約有數十間親共愛國學校， 

其屮比較有名及規模較大的有香島、旺角勞工子弟學校、漁 

K子弟中學、漢華中學、中華學校、福建中學、中業學校、 

南方學院和培僑中學等；另外，也有為數甚多由不同親共工 

會組織的學校。它們多數部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建校，一般 

都是私立學校。嚴格來説，當時這些學校又可分為共產黨 

學校(communist schools)及親共愛國學校(communist-affiliated 

schools)，前者由共產黨人主事，其政治功能明確；後者則由 

權力邊緣甚至以外的親共愛國人t:創立和主理，有其政治立 

場，但其政治功能不叫確。不過随着時代的變遷、學校數目 

的下降，其間的分野亦在1970、1980年代變得含混。

這些親共愛國學校的辦學目的邡是為本地培育愛阈愛黨 

的親共中阈青年，故此在香港殖民地時期一直堅持以中文(廣 

束話)為主要教學語言，少數學校由於師生都曾一度侖為數不 

少的福建人、客家人，故此亦選擇性地輔以福建話、客家話 

教學。雖然不同的學校或就着其政治策略、條件、位置及有 

關人士背景，有針對不同的族群、階級，例如工人階級、華 

僑、福建人等，不過他們一般都以本地大眾為服務對象。戰 

後內地移居香港的人N數字龐人，政府發展教育亦欠積極， 

间有的學校學位遠遠未能滿足社會的需求。單以1948年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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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小學生人數為112,611，官方佔計失學兒童數R高達 

45,500。9 10 11加h親共學校亨費廉宜，只及官校的三分之二，以 

勞工子弟學校為例，在1950年的學費為每月四元，而一般官 

立小學學費則為每月六元，故此生源甚足。雖然存其政治立 

場，愛國愛黨學校的確為戰後社會提供了不少學位；其廉宜 

學費、純樸校風亦甚得部份中國家庭喜愛。

親共愛國學校的老師當然以親共愛阈人士為主，他們與中 

阈共產黨都有緊密聯繫，在《吳康民U述歷史》即記錄了此位 

培僑中學前校長在戰後應聘及1949年前途去向的人生經歷•-

「我被動員來到香港的培僑中學任教，介紹人是連貫—— 

當年香港地下黨的負貴人，説是『革命需要』。」「培僑 

有很多老師都是來自大後方、游擊隊的老革命……1949 
年共產黨在華南大局已定，解放前夕，學校很多主任、老 

師『不辭而別』，據説他們有更重要的任務，要回去加入 

新中國的建設行列。我呢，沒有人叫我回去……我想，如 

果以自己的學科本事，還有父兄輩『紅底』的幫助，回到 

本行肯定前途無量……華嘉（另一位培僑老師）對我曉以大 

義，因為我是有學位的註冊教師，對穩定學校很有作用， 

要我以大局為重，應聽從分配。J 11

9 黃庭谈（2010）〈國家權乃形構與教育：戰後香港黑山％校的歷史個案〉， 

《台灣社會嘐刊》，第44期•頁107-154 »
10 香港教育資料中心（2004）《否港教脊發展歷程大事記，1075_2003》，香 

港：件港各界文化促谁會。

11 吳谏民、方鋭敏（2011）《吳康民「I述膪史》，香港：-:聯書店香港冇限公 

司，頁 30—31。

國家權力與教育 • 37 •



在戰後重建時期，學校老師的薪金甚低，任教高年級的教 

師月薪僅得200元左右，低年級的甚至只有120元。相較同期 

的官校及補助學校教員月薪則分別更為明顯：甲等800-1480 

元；乙等450-760元；内等300-425元；丁等150元。12 13 —般親 

共學校老師的確欠缺嚴謹的師訓或學院學歷，不過亦有由內 

地而來客居的箸名親共愛國學者。

以中共建立的其中一間亨術專上學院達德學院為例，即有 

胡繩、鍾敬文、千家駒、許滌新、黃藥眠、陸怡、陶大鏞、 

章乃器等著名學者組成師資隊伍。並邀請馬敍倫、馮乃超、 

喬冠華、何香凝、茅盾、林默涵、周而復、郭沫若、夏衍、 

臧克家等社會名流媾學。15達德學院建於1946年。該校是「根 

據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的指示，由中共南方分局領導」削辦的 

人專學院。14其創校校長陳其瑷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採礦冶 

金工程科，先後做過北京政府農林秘書、交通銀行秘書長， 

廣東省公署秘書、财政廳秘書、工藝局實業司科長、鐵路局 

總務處處長、機務處處艮等職。隨後受孫中山委託，擔任大 

元帥府財政部總務廳廳長•職，後來還擔任過廣州市財政局 

局長、廣東宵財政廳廳長、中國銀行監理官。1926年，參與 

組建中山大學，並在1946年剖辦香港達德學院，該校在1946 

年9月收生，10月開亨。亨院董事舍由李濟深、蔡廷鍇等人 

組成。在1946年10月至1949年2M，達德學院一共招收學生 

740多人，其中絕大部份都冋到南方各省的中共根據地參加工

12 同註10。

13 曹直(2004)《文化青山：香港達德學院概况》，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14 吳倫霓商，余炎忙(1997)《屮國名人4:香港-30、40年代在香活動紀

實》，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出版社，頁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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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共輸送r一批革命人才。事實上，除了達德學院， 

其他親共愛國學校亦為新中阈的成立，輸送學生；有些甚至 

成為阈內的骨幹幹部（不少已退休）。達德學院在1949年2门即 

被教育司奉港督命令，取消其註冊資格，15因為港督認為有充 

分的證據證明該院利用學校以達政治活動之目的，違反本港 

及其他地方之治安利益。

三、戰後至文化人革命後親共愛阈學校的發展（一）

如前文所述，戰後親共愛國學校曾在華人社會中建立相當 

的網絡，透過教育既可收容南來的共產黨人；更為新屮國培 

育愛阈愛黨的熱血青年。不過到了 1950至1970年代親共愛國 

學校即進入困難的時期。如史域庭研究所言，政府的確曾針 

對具政治威脅、企圖頗複政府的學校（包括親共、親國民黨愛 

國學校）作出打擊。16

為了避免學校被政治勢力滲透危害學生發展，在此時段訂 

定了相當嚴厲的法則以管制私立學校的發展；政府在1947年 

公佈多項《爭校應守規則》以加強對學校的管理。例如嚴格 

控制私校的學費，學費標準須經教育署長審核，並要在獲批 

後W登在《憲報》（G«Zet^），不得随意更改。又禁止在校內捐 

款，要求學校將全年收費均攤十次缴交。17新令亦要求學校負

15 冋註15。

16 M註 2。

17 黃庭谈(2010)，〈阈家權力形憐與教ff :戰後香港黑巾學校的歷史個案〉，

《台簿社會學 I II》，第 44 期，贯 107—154;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HKED) (1948), Annual Report, 1947-8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pp.12. ;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HKLC) (1947a), Hansard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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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人及教師在教育司署註冊，* 18並在1952年訂明教師的最低學 

歷及專業資格。19 20加上當時「租務管制委員會」(RentComrol 

Committee)在1952年建議撤銷戰後實行的租務管制政策，並在 

随即數年建議批准商用建築物把祖金h漲卜.限擴至50%。商 

戶(學校)在1949苹1955年即可能要繳交四倍租金。M 1958年政 

府修改了「教育則例」(Education Ordiance)，亦要求學校負貴 

人要向教育署長提供由K務局(Department of Public Works)及 

消防處(The Fire Brigade)發出的證明書，保證校舍符合安全規 

定。21雖然最後當局選擇地放寬對校舍結構及防火安全標準， 

也開辦六侗月到一年的課程幫助教師取得註册所需的專業資 

格，不過親共愛國學校及其成員則多未能受惠。22 23

個別學校亦因其政治活動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壓，例如， 

香島屮學的創校校長盧動，他一直參與社會工作，並擔任領 

導，例如「港九各界勞軍籌委會」(第一個支持共產黨的跨行 

業組織)的副主席；加上盧動在學校掛國旗唱國歌，故政府即 

根據《驅逐不良份子出境條例》在1950年1月5日將盧動強行 

遞解出境。25 1950年6月13日，教育司署乂以漢華中學校舍防 

火設備不足為由，通知一個月內取消其註冊，並發信致校內

Kong Government Printers), pp.266-7. Session on August 21, 1947. ;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HKLC) (1947b), Hansard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s), pp. 277. Session on September 4, 1947.

18 同註 2;同註 17HKED(1948) »
19 同註2;同註9。

20 同註9，以123。

21 同註9，頁123。

22 同註 9，頁 129-132。

23 周奕(2002)《香港左派鬥爭史》，侨港：利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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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註冊教師，提醒他們在取消註冊的漢華任教即屬違法；24另 

外，1951年港府宣佈接管香港仔漁民學校，改辦官立小學； 

停止對勞校的津貼；3月9日下令封閉南方學院。25

在1967年代之後，公眾對親北京陣營的支持降到了歷史最 

低點。1967年的社會騷動，在當時參與及支持者稱之為「反 

英抗暴」，不過不少民眾卻認為「六七暴動」乃是香港親共 

人士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作出的極端社會行動。當時社會 

低下階層和工人階級的生活的確W苦，可是事件終究由最初 

的勞資糾紛、罷工、示威，發展至放炸彈、殺人等暴力行 

為。26在這個時期，公眾對香港政府的支持是顯而易見的：數 

百萬計對警察福利基金的捐款，以及不M社會岡體在報紙上 

的支持廣吿。鍅後，本土親北京陣營的信譽受到極大損害。 

隨着領導階層和成員口漸年老，財政困難和孤立社會的問題 

闹摱着當時親共愛國人土，學校亦無例外。

這些愛國學校膂稱「資本主義社會的教育是為讓民眾順 

服資本主義的剝削壓迪而服務」。27因此，愛阈學校的教育，

「是要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灌輸給新•代，並使他們獲得建 

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必要知識。」這様做的目的，「是 

令學生反對剝削體系，保衛社會主義體系，熱忱地去建設沒 

有階級差別的共產主義社會。」從這個意義k講，愛國教育 

必須建立在一種新的教育理論和方法之上，從根本上有別於

24 同註10,頁71。

25 同註10,頁72。
26 Robert Bickers Ray Yep (eds.) (2009), May Day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7 Ting -Hong Wong (2002), Hegemonies Compared (New York; London: 

RoudedgeFalmer);培僑中學校刊，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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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和資本主義的教育理論和方法，並有全新的內容。愛 

國主義教育實踐和内容也表明，在不同時期，「社會上義者 

梘教疗為政治鬥爭的支持力量，川以推翻資本主義殖民者， 

违設親共的社會主義社會。」例如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 

中期，不少愛阈學校退出公開考試，除了少數學術成績特别 

優秀的學生，學校不鼓勵大部份學生應試。愛阈校教嗲成 

員在《文匯》表示，香港的公開考試是控制學校知識的一種 

方式，28也是政府「奴役化教育體系」的一部份。29 30 31學生從 

公開考試中撤離，是愛國學校政治立場的表態，並表明個人 

利益服從中華人民共和阈的幣體利益。不參加當地的公開考 

試，這些學校的許多學生在畢業後，繼續在中阈内地學習， 

並留在内地工作。在1959年大躍進失敗和三年白然災害之 

後，中共政府不再鼓勵學生去大陸，不少學生結果在香港親 

屮企業就業。

在選用教材上，愛阈學校亦有採用內地教材。1958年4B 

18日，培僑中學圖書館遭到突幣檢査。w香港島教付锊杏組負 

責官員揣同五名助手抵達該校。他們拿走19本書，在5月13 口 

致校監的警吿信屮將叫本作為「學校管理不善」的證據。51在 

這些和其他指控的基礎卜.，諸如僱傭非註册教師、在校會上 

討論政治問題，8月6 I I培僑屮學校長被遣送至羅湖，並被取 

消教師註冊和資格。32在《培僑中學五十週年校慶特刊》中， 

印有1967和1968年兩幅畢業生的照片，上面的亨中手持「紅

28 |»］上 Wong (2002), p. 217-219。

29 M I'.Wong (2002). p. 218。

30 同註23。

31 同註23。

32《坫僑屮印五十週年校唆特W》，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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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書」（《毛主席語錄》）站在照相機前拍照留念，55那時學生 

學習「紅寶書」並將其視為生活的指示。儘管政府教育條例 

有明文限制，但這些規章中條款的執行往往視情況而定。那 

些推行和操縱愛國主義教育者，經常有被起訴、逮捕、取消 

資格和驅逐出境的危險。然而，愛阈學校仍然舉行弔會，談 

論當代屮阈的成就、新中國的官方新聞資料。

平情而論，除了打壓政黨在學校的發展，政府亦侖回應 

社會的需求。香港人II在戰後持續增長，由接近200萬人增至 

匕十年代中後期的400萬人，屮小學生則由10多萬鋭增至90多 

萬，教育壓力很大。為f應付此情況，政府先後完成了《菲 

沙報吿書》（FMerRep^X 1951年），建議發展小學、鼓勵開辦 

私校、擴充工業學校、擴大師範教育、加強英文教學、加強 

對教育的控制及管理等。政府因應形勢，在1955年開始推行 

《小學擴展的匕年計劃》，包括建立五間官立小學，大量增 

加小學學位；1963年港府又發表《教育委員會馬殊一森遜報 

吿書》（Marsh-Sampson Report 1965），落實取消小學入學試、 

擬定資助則例、擴展新界中學學位、減低師生比例等措施。 

政府随後在此報吿書的基礎上，於1965屮6月發表《香港教育 

政策白皮書》，建議讓80%兒童入敏由政府資助的小學，及讓 

約15%的小學畢業生能升讀官立中學、資助中學及若干選定的 

私立中學。這份報吿書奠定了以後十多年的政策走向，即以學

位數量為政策發展的H標和以發展由政府資助的學校為主線。

1970年《施政報告》宣佈翌年起實施強迫小學義務教育， 33 34 *

33 |Rj 註 32。

34 陸鴻瑤、邬健钣（1985）《香港戰後的教育：統計岡表》' 忤港：準風書）4
冇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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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制定《人學令》，規定對不送子女上學的家長之刑罰。 

1973年，教育委員會發表《教育委員會對香港未來十年内中 

等教育擴展計劃報吿書》，H標在1981年能讓80%少年獲得資 

助初中學位。但港督麥理浩對報吿書提出的步伐不甚滿意， 

於是立法局成立專責小組，M後於1974年10月完成《香港未 

來十年之中學教育》報吿書，計劃逐步推行九年免費教汽'、 

推行浮動班制和買位制，以及建議取消屮學入學試、。

政府擴大對質素較佳的學校的補助，減少失學學童的數 

字，間接令親共愛國學校承受更大的競爭，而當其競爭私校 

紛紛受到政府間接或白:接資助時，它們的形勢則更惡劣。資 

源不足令亨校在師資、設備、備課空間、課外活動等各方受 

到限制，加上其明顯的政治立場，對一般剛由內地逃難而來 

的家長和學生吸，JI力大減。

中國經濟改革開放至香港冋歸前親共愛國學校的發展（二）

中國在文化大革命後，阈家財政赤字嚴重。改革開放是 

1978年的重要國策，針對國内的經濟體制進行全方位的改 

革，並努力將中阈的經濟體制從計釗經濟轉移到市場經濟。 

事實上，中阈經濟開放令屮阀經濟高速發展。自1982年起， 

中网和英國政府開始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最後，中英雙方 

在1984年簽訂《屮英聯合聲明》，決定中國在1997年7月1起 

收回香港的主權和治權。

随着中國的改早:開放和《屮英聯合辨明》的簽訂，什會和 

親北京社钤主義陣營的方針亦有所改變。親共愛阈教育的政 

治教育在前一時期被認為無nJ■置疑的非法行為；但當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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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之後，這些行為在社會上卻逐漸有人 

認同其合理性。從內部來説，親」I:京陣營要尋求一個策略以 

穩阎他們的人力資源、網絡，以至社會影鞞力。在轉向新自 

由主義經濟政治的壓力下，內部需求也冋時在推動着改變。 

主權的轉移，給予親北京社會主義陣營一個前所未有的機 

會。事實上，親共愛阈學校一向致力讓學生為回歸中國做準 

備，新的政治形勢正符合他們多年來堅守的政治任務。

在1980年代中期之後，随着主權即將移交，原本推翻殖 

民地資本主義政府的目標失去了意義，香港親共愛國學校已 

不再從事反社會連動；反過來説，他們吏努力重建其教育影 

響力及社區力量。巾於1967年暴勐的倒行逆施和9年免費教育 

的引入，親共愛國學校由1970年開始，數目和規模都不斷收 

縮。1991年當直接資助計劃(Direct Subsidy Scheme)開始推行 

時，當時就只有5所親共愛國學校(培僑、香島、福建、漢華和 

旺角勞工子弟學校)、5所阈際學校，以及恆生商學院提交中 

請。最後，在此一期的直接資助計釗，恆生商學院及另外一 

所國際學校並未獲教育署批准加入。55

港英政府的及時資助令親共愛阈學校得以重新定位，這些 

學校決定發揮其最大社會職能。為了擴大其影響力，聯繫社 

區，這些學校不得不內我調整來適應新的社會政治前欺，放 

栾共淹主義式教疗，以市場為發展依歸。例如他們取組了5間 

工人夜校，在1979年集中資源於一間，並將工人夜校改名為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HKCT);又把焦點放在專業以及牟利的課 

程，為勞動人口提供國際認"J■的專業資格。其他親共愛國學 35 * *

35 lp Kin Yuen (1994) Organisational Change: The Case of a'Leftist School’ in
Joining the Direct Subsidy Scheme. Hong Kong： Thesis (M.Ecl.)-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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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也開始像主流學校一樣，強調公開考試成績的重要性。

從其中一間親共愛國學校的校刊——培僑中學校刊，我們

可以看到這棟變化：自1979年第10期開始，校刊開始報導學 

生的學業成績。1984年11月的校刊扉頁上，緊跟在當時新華 

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的賀辭後面的是學生的學業成績和獎 

項名單。随後八十年代的校W亦沿集同樣的格式，學生學業 

成績佔了重要的位置和比重：一頁一頁的記錄、圖表和照片 

羅列了學生在公開考試中的出色表現。這樣的格式與之前充 

斥着愛國新聞、評論與文學的校刊展示出學校對學業成績的 

強調，也表明當時學校要擺脱其政治形象的策略。課外活動 

過去在這衅親共愛國亨校起着十分吃重的地位。由於公井考 

試的學業壓力，這些嗲校的亨生已不能和以前一樣花費嗲習 

時間在課外活動上。事實上，親共愛阈學校在體藝方而的表 

現從1980年代開始落後。

為了重建社會網絡，學校對外部社區採取r開放的態度。 

自1980年代，學校開始和其他社區服務機構及非政府機構合 

作，如（英阈起源的）男童軍計刻、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 

機構）和香港紅十字會。為了加強和社區的政治活動，•個新 

的政黨「民上建港聯盟」（DAB）於1992年7月10日在香港成立， 

不少成員和參政者都是親共愛國學校的畢樂生和成員。

從香港親共愛I聲學校在社會的建設中，國家權力與教 

宵互動時的自主力量。學校、教師和學生是教育的重要組成 

部份，就算暫時的條件不利，他們亦可以形成-股反主流、 

反建制的力量•培育潛在的政治人才及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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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m

在戰後至冋歸前，香港親共愛國學校通過提供大眾化教 

疗，在草根階層凝成一股社會力量，並從而培養親社會主義 

和中共政府的身份認同。為重新整理這段黾要的教育歷史資 

料，存助分析國家與權力的發展，這篇文章主要描述親共愛 

國咢校在香港重構一個非主流教育系統的過程，以及在冋歸 

前對新形勢的反應。論述屮學校將波視為-個社會建設的過 

程，以探討維繫於教育和轉變的政治關係策略改變，唎明政 

治和教育之間的互1動。

國家褙力與教育 • 47 —





愛國工會：香港工會聯合會

梁寶霖、梁寶龍

_ >>_
別目

作為一個全港會員人數最多（38萬）的「群眾組織」，也 

是香港教會以外最大的民間組織團體，香港工會聯合會（以下 

簡稱「工聯會」）在社會中發揮作用的本錢及空間應該很大。 

特別是回歸後，該組織的領導人分別出任行政會議成員，擔 

任立法會議員、區議會議員與及各級諮詢架構、半官方機構 

成員，如最低工資委員會等，4謂盛極一時。表面看來，勞 

工界在擔當政府「智囊」的地位與W97年前相比，提升了不 

少=諷刺的是，香港一般勞工的地位及工資福利，並無因此 

成正比地增長。「強資木、弱勞工」的情況在1997年後不單 

只仍然存在，甚至加劇，如貧富懸殊；而集體談判協議可算 

是絕無僅有。近十年來，實際工資曾一度沒有增長，樓價髙 

企，租金狂升，物價、車費升幅等等1。對老闆、當權者而 

言，這個悄況沒甚不良影響，似對勞工則是最壞的。工會運 

動如何面對這個局面，值得同人深思。

本文從工聯舍的歷史發展講起，從而分析其起伏原因及現 

象，探討在各钝社會——政治因素下，其路線及所面對的各 

項挑戰。 1

1 忤港社會保障印矜（2012-2013）《社矜保障論义染》，第1-4輯，香港：件 

港社钤保降亨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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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工聯會前稱「港九工會聯合會」，是最大的「左派2 3、愛 

國、建制派、親共」組織。2013年有186間屬會，63問贊助 

會，合共有249間工會，會員38萬1千餘人，佔全港工會入會 

人數48%，全港工會總數的24%。

表一香港四大集團工會人數表5

工聯會 工團 勞聯 職工盟

屬會數目

2010 年 180 33 70 79

2011 年 183 32 72 80

2012 年 1S4 28 74 80

會員總數

2010年 368,740 24,519 41,587 122,605

2011 年 380,009 24,232 42,062 126,265

2012 年 396,110 24,082 44,052 129,223

資料顯示，工聯會在香港M歸前後以「愛國、闸結、權 

益、福利、參與」為工作方針，維護勞工權益，推動改善民 

生，參與政治與社會事務，在建制內外為市K發聲。回歸後 

以「支持、合作、批評、監督」原則4，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2 本文使用的「A:派」一詞记协統用詒•指親中共组織，並不是今天指的左 

货激進組織

3 勞工處職工會登記局(2000-2012)《香港職工會統計年報》•香港:勞工處

4 种•港「.付聯介许網 1’1 : http://www.ftu.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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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以合作的態度來批評和監督政府，促進香港稔定繁榮。 

工聯會甚為關注工人職槳生活，與時並進地開辦職業培

訓、業餘進修、醫療、康樂等多元化服務。有關服務機構包 

括：工人醫療所、工人俱樂部、地區服務處、工聯康齡艮者 

服務社等。

工人俱樂部是工聯會下設的一個直屬文化康樂機構，為 

托屬會和贊助會會員提供服務及活動。工人俱樂部下設業餘 

進修屮心、職業再訓練中心、就業輔導中心、工俱康樂組、 

文藝專組、工俱旅遊部及保健屮心等。總部座落於土瓜灣馬 

頭涌道50號，在觀塘、深水埗、沙田、大埔、港島柬及港島 

I奉j、屯門、將軍澳等8個地區設立分部。文藝專組有：國聲（民 

族管弦樂）、群舞（合唱團）、新藝苗（流行歌曲）、南國粵劇團、 

工俱舞蹈團、工聯業餘管弦樂團（西樂）、丄聯書法解碼學會、 

香港青年博藝坊、香港畫藝會、香港景觀設計學會、工聯會 

特區攝影學會、工聯韻翘舞蹈闸、孜誠健身操養生學會、工 

俱昆者英語CLUB及香港胡蘆絲巴烏民樂教演學會等15個。除 

了凝聚業餘文藝愛好者和藝術專業者，並積極參與社區及康 

文署舉辦的文藝活動，有助於推進業餘康樂活動，擴大宣傳 

丄聯會，提高工聯會的社會臀譽5。

另外，工聯會將服務範圍擴大至國內，利用本身的脈絡在 

廣州、深圳、東莞、惠州及中山等五個城市開設內地諮詢服 

務中心，服務對象蒗蓋所有香港人，為在内地定居、工作、 

旅遊或就學的香港人，提供免费法律諮詢及其他支援服伤6。 

其屮最有成效的是為在國內遺失冋鄉證人土辦理報失手續。

5 I:人俱樂部網 H : http://www.hldtuwc.org/ °
6 冋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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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積極參與社會事務，促進政府照顧基層市民需要， 

建構和諧社會。發展地區事務方面，在全港18區設立地區服 

務處及聯絡處，除聯絡及服務會員外，更推廣至全港市民。

工聯會在香港政治架構內，至2013年底於行政會議佔有一 

席位，由鄭耀棠出任。在立法會佔有六席位，分別是區議會 

(第二)功能界別陳婉嫻、九龍東黃阈健、港島王國興、新界两 

麥美娟、勞工界鄧家彪、勞工界郭偉強六人。在區議會佔有 

34席位。在勞工顧問委員會(簡稱「勞顧舍」)佔有一席位，由 

吳秋北出任。在政府各有關委員會及法定諮詢架構，如中央 

政策組、最低工資委員會、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僱員 

再培訓局、生產力促進局、職業安全健康局、職業性失聰補 

償管理局、建造業訓練及再培訓工作小組等邡佔有席位7。

1997年後毎年的行政長官授勳，丄聯會必定旮份兒，李澤 

添、楊光先後獲授大紫荊勳章。然而楊光因曾領導「六七暴 

動」，一度受到質疑，引起爭論。

在中央政府架構內，工聯會出任香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有郯 

耀棠、吳秋北二人。出任全國政協委員有林淑儀、陳婉嫻二 

人。還有多人出任各省市的人大、政協等職位8。

浏會至「六七暴動」1昨期

香港重光後，各工會紛紛復會，國民黛和共產黨兩黨幹部 

介入爭奪工會領導權。1946年時香港兒童失學問題嚴重，親

7 香港T_會聯合钤編(2011-2013)《工聯雙月刊》，香港：番港工舍聯合舍；

I*1] iTR 4 -香池政府一站通：hrrp://www.gov.hk
8 同註7,香港工會聯合會(2011_2013):同註4 ;中國人大網：http://www. 

npc.gov.cn/ :中 W政協網：http://www.cppc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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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工會組織成立「港九勞工教育促進會」，開辦勞丁子弟學 

校。在「港九勞工教育促進會」的基礎上，工聯會於1948年4 

月17H成立，屬會31間，當時名稱是「港九工會聯合會」， 

推舉「香港電車公司華員職工存愛會」(今「香港電車公司 

職工會」，以下簡稱「電車工會」)代表朱敬文為理事長，海 

員工會代表張柬筌、香港電話公司港九華員協進會(今「電訊 

盈科職工總會」，以卜簡稱「電話工會」)代表張振南等為副 

理事長。宗旨為：「1.聯繫各工會，促進彼此間之互助及團 

結；2.指導發展工人文化教育，提髙工人技術水準；3 .推廣 

工人福利事業，改善工人生活；4.爭取與保障各會員工會之 

合法利益。」制訂丄作原則：尊重與保證各會員工會組織之 

完全獨之牲，人事組織自主，經濟自理；會員工會有參加工 

聯會舉辦任何工作與活動的向巾，不加強制，具體工作採取 

民主原則共同協商9 10。

同年9月9日，親國民黨的工會聯合組織了「港九工團聯合 

總會」，簡稱「丄團」，屬會宂舟102個In。從此，香港工會 

分為兩大政治陣營，直至九十年代工團日走下坡，獨立工會 

冒起，局面開始改變，形成工聯會、工團、香港職工會聯盟 

(簡稱「職工盟」)、港九勞工社博I聯會(簡稱「勞聯」)等四大 

陣營。工聯會自成立以來，在香港工運中一直佔存舉足輕重 

的地位。

9 周奖(2009)《杏港工運史》香港：利訊出版社：香港工會聯合會編(I"8)《金 

檢誌慶(1948-1998)》，香港：否港工會聯合付：香港工.钤聯合會編(2003)《工 

聯會經典圖片集》，香港：香港丁.钤聯fl•會；《文賊報》，1948年。

10 调奕(2013)《香港1：運史簡篇》，香港：利訊出版什，頁86-97 :梁寶船 

(1986)〈港九」.闽聯合總钤簡介〉，載於陳明銶I:編，《香港與中國I：運縱 

横》，杵港：杵港堪锊教上类委fUf，！：( 132-137 ;《［:商丨1報》，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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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親共丁.會紛紛懸掛五星旗表 

態支持。國共兩黨爭奪工會領導權進一步加劇，甚至出現流 

血事件，在各自心中埋下長久敵視態度；隨着海峽兩岸關係 

緩和，2000年後矛盾日見淡化，亦反映親台工會勢力在香港 

大大萎縮。

I948年的士工潮由工聯會主力工會「摩托車總工會」（簡 

稱「摩總」，今「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領導，工聯會發 

動鳐會支持，「香港僱主聯钤」介入，罷工歷時124天。同 

年，香港多間紗廠宄後罷工，工聯會發動屬會支持，罷工蔓 

延至絲織廠，資方借助警力鎮壓，拘人判刑，港英祭出《違 

法罷工與罷僱條例》。時值屮共建立政權。港英出動政治部 

拘人，遞解絲織工會的樓頌平出境"。

工聯會下屬的公共事業五大工會：電車、電燈、中電、 

電話、煤氣等組成改善待遇委员會，分別準備向僱主提出要 

求。1949年12月，電車工會首先提出要求特別渖貼，該會為 

免觸犯《違法罷工與罷僱條例》，發動售票員不售票，電車 

公司解僱全部售票員，工會派糾察隊包阐電車廠，港英派防 

暴隊到場戒備，工聯會號召各業工人到場支持，親共文藝團 

體也紛紛到埸表演支持。1950年1月30日，警方出動800名警 

員驅散群眾，施放催淚彈，雙方發生打鬥，造成群眾32人受 

傷，警員13人受傷，港英封閉電車工钤，拘捕三名工會負貴 

人，一名青年團體負責人亦遭拘捕，翌「1將四人遞解出境， 

稍後再遞解t：人出境11 12。工潮期間，中華全國總工會（以卜简 

稱「全總」）電匯人民幣5,000萬元（這襄的5,000萬是舊人民幣

11 同註 10，周奕（2013），ft 98-110。

12 同註 10，周奕（2013），頁 11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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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值，據文件指相等於1955年3月1日發行的新人民幣幣值 

5,000元)支援，毛澤東、劉少奇曾為此事發指示給香港中共 

組織n。

1949年底，「中奶公司職工互助社」(今「牛奶飲品食品 

業職工會」，以1＜簡稱「牛奶工會」)繼電車工會後，向資方 

提出要求特別津貼。踏入1950年，電車工潮正陷入僵局，羅 

索街血案尚未發生。1月11日，牛奶公司在勞工處安排F舉行 

特津問題勞資大會，在銅鑼灣記利佐治街牛奶公司冰廠門前 

馬路舉行。牛奶工潮在第三者仲裁K，資方冋意每人每月增 

加特别津貼30元。仲裁之後，其他公共事業工會紛紛據此向 

資方索取特別津貼，亦成功爭取13 14。

1950年底，愛國團體認為港英將會進一步打擊，決定全面 

撤退，工聯會將已露甜領導人撤回國內，如理事長張振南、 

摩總秘書鄧和等70餘人15。

1951年11月21日，九龍城東頭村木屋區大火，工聯會屬 

會自發進行救災工作，成立「東頭村災民代表闸」。1952年1 

月，港英出動逾千膂員包圍東頭村災區，搬走救災物資，到 

「港九紡織染業職工總會」(以Y簡稱「紡織染」)九龍城支 

會拘捕支會負責人二人，連同災民總代表李文興一同遞解出

13 劉少奇(1998)《进阀以來劉少奇文搞》•北以：中央文獻出版社，貞224- 
227 ;江關生(2012)《中共在番港-卜-(1949-2012)》，香港：天地鬮書有限 

公id，页 51-57。

14 周文港七編(2011)《工在家阈——番港洋務LDL十什:》，香港：和平阃 

書有限公司；同註1()，阆奕(2013)，既117-122 ;牛奶工钤四十年大事記 

徵求意見稿(1981)〈光輝四十年〉，載於《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钤*港九糖 

罙餅業1:钤聯合唆況成立四I•週年钤鹿特刊》，香港。

15 同許10，周奕(2015)，岜123-134 ;《華僑日报》，1948-1950年；《華僑 

H報》，1950年；《丄商H報》，1950年；《文匯報》，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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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其後又遞解災民代表四人。2月，廣東民間團體組成東 

頭村慰問團準備訪問香港，並撥出捐款人民幣冈億元(舊人民 

幣幣值)，請「香港華商總會」和工聯會安排眼災工作。3月1 

日，慰問團準備出發，工聯會各屬會動員萬餘人到尖沙咀火 

車站(今香港文化中心)接車。下午工聯會宣佈慰問團當天不能 

到達，群眾從不同路線和平散去，其中一批群眾途經佐敦道 

時發生一輛警車衝向人群，即時觸發騷動，群眾焚焼警車， 

毆打過路英兵。事後，有16批次、55名工聯會工作人員被港 

英遞解出境16。

一直以來，工聯會推行文教福利不遺餘力，工聯會的 

「工人業餘粤劇團」一度發展成半職樂藝W。體育活動方 

面：工聯會於1951年舉辦團結杯乒乓球賽，孕育出世界冠軍

容國團；1953年起每年舉辦小型足球赛，參赛球隊達100隊。 

齐鳐會都開展文教康樂工作，成立舞蹈組、歌詠隊、話劇團 

等，除了提供娛樂外更可宣傳意識形態。這些小組除在節曰 

演出外，更到罷工現場演出，為丄人打氣17。

工聯會創會成員因開辦勞工子弟學校而聚在-•起，各屬會 

推動工人子弟教育不遺餘力，開辦「管教班」甚至咢校，解 

決會員子女教育問題18。

五十年代韓戰爆發，工人失業情況嚴重，工聯fr大力推 

行福利主義，各屬會大辦食堂，開展失業救濟。各屬會成立

16 同註 10，周奕(2013)，頁 124-131。

17 同註9，乔港丄伶聯合侍編(1998);同許9，祚港工钤聯介钤編(2003);香 

谁工會聯合矜(2008)《光輝歲)1薪火和傅》，杏港：新苹S店冇限公n'J。

18 同註14，牛奶工會四十年大唞記徵求意見稿(1981);龍少爺《海HW辦 

的子弟學校》，載於香港工人的故事網西：http://Ieungpolung.blogspot. 
hk/2013/10/blog—posr_16.hr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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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社廉價出售生活必需品19。工聯會則成立「聯益公司」統 

簿供應，聯益公司後來企業化，成為日用品供應商。當時幾 

乎每間工會都有小賣部出售「國貨」，香港洋務工會在中區 

寫字榷共成立/16個服務站供應「國貨」2°。工聯會於1950年 

7月開辦「工人醫療所」，提供廉價優質中西醫療服務。截至 

2013年12月底已發展至六間西醫診所、六間牙科診所、10間 

屮醫診所、三間X光化驗所及1間聽力測驗中心，構成完善的 

綜合性門診網絡，凡工聯會會只及持證家屬，或長者咭持有 

人等，均可獲減費優惠21。除福利服務外，各屬會亦按各自行 

業工人需要開辦技術培訓班22。

1954年電車公司開除大批工人，包括電車工會主席陳耀才 

等，工聯會成立「促進談判解決電車糾紛委員會」，爭取社會 

各界支待。不少社网就事件發出公開臀明。工聯會屬會通過支 

援電車I：人，動員大量人力進行宣傳、組織工作，過程使幹部 

得到鍛鍊，基層得到鞏固和藉機發展不少會員。家屬工作方 

面，成立一支70、80人的家訪工作隊，稔定家屬情緖，工作隊 

在後來的海軍船塢閉廠事件巾發揮重大作用23。五十年代工聯會 

的家訪工作令人印象深刻，獨立工會的香港消防處第一標準薪 

級員工會古犁光冋憶工聯會的家訪工作，現仍大加讚賞24。

19 冋註9，香港工會聯合钤編(1998);同計九，香港工钤聯介會編(2003); 
t-Ost. 17，香港工會聯合伶(2(K)8)

20 同註14，周文港主編(2011)，頁193。

21 香港工會聯"ft■會工人敦療听網貞：http://www.fcuclinics.org.hk/tc/about_us/ 
background.html

22 同註9，許港工會聯合钤編(2003) ; T.聯钤各呦钤刊物' 網頁。

23 同註 10，周奕(2013)，R— 145-1250。

24 占哿光U述，梁寶龍整押(2013)《古平.光口述錄音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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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10 口，李鄭屋邨因張貼中苹民國阈旗事件引致 

九龍區騷動，做成瑞上副領事重傷，副領事夫人死亡，港英 

出動英軍平亂，宣佈戒嚴。在筌灣，右派組織向左派工人進 

行武力攻擊，軀擊荃灣工人醫療所、紡織染、絲織工會等， 

打死八人，重傷63人，二人被強姦25。

1957年英國宣佈關閉海軍船塢，部署解僱工人，海軍船 

塢產業華員職工會成立「海軍船塢工人保障職業生活委員 

會」，提出「全塢工人不分會籍、不分等級、加強阐結」的 

口號。海塢共有10問工會。工人停工抗議爭取權益。工聯會 

成立「支援海軍船塢工友爭取合理解決閉廠除人事件委員 

會」，動員屬會聲援，以「保障生活」為重點，提出先安置 

後離廠。又發動數百名家屬拖男帶女分批往訪勞工處，爭取 

社會支持，向港英施壓。最後在各7/的安排I、'，大部份工人 

都重新就業26。運動中工聯會各屬會文丁.團大派用場，進行意 

識形態教育。

1958年中共提出「大躍進」計劓，需要大量技工。一直 

以來工聯會都強調「愛國」，舉行成立大會時，主禮台懸掛 

當時主掌中國政權的「屮華民阈」國旗及孫中山遺像，到中 

共執政後即改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工聯舍一直以來 

都響應中國的阈策，大躍進時發動工人凹國建設，部份屬會 

成立專門委員會主理，動員了近萬人回阈工作。接着國內出

25《儿龍及荃灣緣刺报吿古》(1956)，番港：政府印伤W ; |.f] nt 10 -同奕 

(2013)，頁 151-155 ;间註 13，江關生(2012)，頁 92-96 ；蔡思行(2013) 
《香港史100件人事 >》•侨港：中苹#局(香港)有限公利，H 69-75 ； 
織染工會刊物•>

26 篑柒衡(2011)《釋吔往亊》，香港：犬馬岡限公司•頁42-68 :同註

10，周奕(2013)，頁 15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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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三年自然災害」，1961年國內糧食需求供應緊張，大批 

饑民偷渡來港，冋國工人紛紛申請回港，部份人指責工會欺 

騙，脱離工會27。

「車床打磨職工會」動員了900餘人冋國，佔該件會員總 

数四分一以上，令到1962年時會員人數下跌至600餘人。「港 

九五金工業總工會」(今「香港五金電子科技業總工會」)會員 

人數由1958年的4,459人下跌至1962年的1,710人，會員流失丫 

六成28。卞奶工會發動丫6批技工回噪，部份舉家回國29 30 31。海塢 

t會當時正面臨閉廠，發動失業工人700餘人回國5°。

1966年中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J (簡稱「文 

革」)，12月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左派運用國內文革式 

鬥爭方法，以《毛語錄》、張貼大字報、激烈的群眾行為， 

擊敗澳葡政府，澳葡政府公開認罪，加速香港滋生極左思 

想。這時，香港渣華郵船公司「士他馬力加號」(或譯「士他 

馬士加號」)輪船發生槍擊事件，外籍船長槍傷香港海員。工 

聯钤發表公開臀明指責渣華郵船公司包庇船長、拒絕認鉛， 

把調子提高為對中國人民尊嚴的侮辱，並跟随國內文革鬥爭 

方式，在聲明中引用《毛語錄》。渣華郵船公司在毛澤東像 

和屮阈國旗下簽道歉書認錯，海員工會將事件宣揚為毛澤來 

思想的勝利n。

27
28
29

同註 10，周奕(2013)，H 163-165
同註 10，周奕(2013)，頁 164-165。

同註14，牛奶E.會四十年大事記徵求意見稿(1981)
30 |nj 註 26 •黃装衡(2011)，第 69 W。

31 同註10，堝划2013)，H 177-182 ；余汝信(201幻《呑港■ 1967> -乔港： 

天地閫冉有限公司；張家偉(2000)《香港、\七楗動內情》，吞港：太平洋 

世紀出版社有限公同註9，香港工會聯合仰編(2003);海員工會會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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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初，中央、上海的士公司發生結業工潮，「摩總」 

為工人爭取應有權益。「摩總」沒有用文革式鬥爭方法處理 

丄潮，通過低調的談判與資方解決問題。同年，莶灣南豐紗 

廠發生工潮，紡織染工會則採取文革式鬥爭方法抗爭。一波 

未平一波又起，青洲英坭廠發生澳洲籍工程師毆打工人，青 

洲英坭工會把事件上升為保衛民族尊嚴52。

踏入4月，香港人造佗廠解僱丄人，「港九樹膠塑膠業總 

工會」（簡稱「膠業丄會」）以文革式方法與資方談判。5月6 

F1，香港人造花廠新蒲崗分廠工人阻止廠方出貨，警員到場 

鎮壓，發生流血衝突，18人被捕。5月11日，新蒲崗分廠再 

發生衝突，警員開槍鎮壓，引致騷動擴大，港英宣佈九龍局 

部宵禁。工聯會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 

會」，下屬工會紛紛成立鬥爭委員會。5月15日，中國外交部 

就新蒲崗事件發表聲明。5月16H，「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 

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各界鬥委」）成立，工聯會理事長 

楊光為主任委員，運用文革式鬥爭方法進行運動，引致更多 

流血事件55。

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堅決反擊英帝阈主義 

的挑墚》，提出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發動各階層愛國同胞， 

把鬥爭矛頭指向港英。即是這場運動山工聯會公開領導，以

「仇视、蔑視和鄙梘」向港英反擊。從字面上看仇視、蔑視 

和鄙視都不是實質行動，反擊亦是一棟被動行為。工聯會的 

行動與上述指示相反，採取實質行動，發動全港罷工，號召 32 33 *

32 同註 10，周奕（2013），頁 177-182。

33 同註 10，（£1 奕（2013），頁 188-191 :同註 31，余汝信（：2012）;同註 31，張

家偉（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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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I•.街示威。警方出動搜查工聯會多間屬會，拘捕1:會人 

土。所謂「反英抗暴」，我們只見標語式的「反英」口號， 

沒有任何實質內容，行動多是針對港英的暴力而作出反應為 

主。「全總」先後喇次匯出共2.000萬港幣給各界鬥委54。

7片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放手發動群眾，進一 

步壯大反英抗暴隊伍》，提出「殺人要償命，血債要用血來 

償」。「各界鬥委」在全港各地随意擺放真假爆炸品9,000多 

枚，造成12名市民死亡。港英全面出繫，進攻愛國概構，打 

死多人，拘捕數百人55。雙方的敵對行動造成更多嚴重流血衝 

突，一連串行動中總共有51人死亡。罷工拖延了半年，工聯 

會元氣大傷，雙方停止行動，喑中進行和解。港英停止搜查 

愛阈工會，工聯會和各屬會開始恢復正常會務，安排罷〔者 

「復工轉廠改行」，結束罷工。「六七暴動」n後成為工聯

會對尹攻擊的利箭，工聯會亦只能招架無法還擊。

七、八十年代重建期

1967年後，港英開始大力增加康樂福利爭取民心。愛國T 

會被孤立，市民聞左色變。政府及資方備有「黑名單」，不再 

僱用罷工工人。港英推出「勞資協商會」，漸漸成熟發揮作 

用，因而影響丄聯會談判地位。工聯會曾經中請租用荃濟大會 

堂舉辦文娛活動，似不獲冇關當局批准。此時，獨立工運冒 

起，國際工钤組織有意在港推動沒冇政治背景的非親共獨、工

34 同註10，周奕(2013);同註31，余汝信(2012);同註31，張家偉(2000)。

35 同註10，周奕(2013)，頁198 : |巧註31，余汝^'(2012):同註31 —，張 

家偉(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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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如有世界勞工聯合會(World Confederation of Labour簡稱 

WCL)背景的孟家華神父組織成立的「勞資關係協進會」56。

工聯會部份會員對中共處理「六七」善後工作反感，認為 

自己已經付出代價，得不到應有的評價，反遭指責，覺得被 

遺棄，對屮共失去信心甚至離隊57。

1971年尼兑遜訪華，中國國際地位提升，工聯會會員人數 

開始增加。1976年中國政局轉變，叫人幫倒台，工聯會緊跟 

阈內政治氣候，由左傾漸漸轉叫務實政策。年育•領導人「香 

港洋務工會」的鄭耀棠、「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的譚 

耀宗、「五金工會」的林淑儀等進入領導核心，出任副理事 

昆，推動變革。於1978年舉辦全港性的工人歌唱比賽。1979 

年譚耀宗脱產出任工人俱樂部主任，人力發展康樂活動。 

1981年開辦「業餘進修屮心」，提供職業進修課程和工餘文 

娛活動58，藉機招收會員。

工聯會屬卜若干間產業工會，因會員參加罷工不能復職， 

依例不能在工會擔任職務，故令工會負責人數量和質量下 

降，內部電組感到困難。為打破接班困局，「香港郵務職工 

會」遂將一批年青人提升為負責人，繼而晉身理事會，開拓 

了新局面'9。

五聯會於1982年派譚耀宗到澳洲進修成人教育，譚耀宗回

36 梁寶龍(1986)《為工人喉舌之孟家華神父》，載於陳明銶主編，《件港與屮 

阈工迎縱横》，香港•香港袪教工業委ii伶•頁232-236
37 同註31，張家偉(2000);張家偉(2012)《六L铋勐——香港戰後歴史的分 

水嶺》，香港：許港人學出版社：周芡(2009)《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 

利訊出版社，第4版

38 同註9，香港1:钤聯合钤編(1998) ; M註9，香港工钤聯合件编(2003):同 

託17，香港工會聯合钤(2008)
39 鄧福桃14述，梁寶龍撰榀《打迓仟的I:件領汕鄧塥供》•来刊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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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後舉辦r「工業安全與健康知識展覽」4°，當時各業丄會都 

人力宣傳職安活動，推動政府為職安立法，此舉對提升勞工 

認識職業安全大有裨益，工傷事故大為卜降。自此，職業安 

全成為勞工處的一項重要工作。

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工聯會採取「走出去」策 

略，派人參加坪工大學、香港大學校外課程，學習社工技 

巧，僱川社工做議員助理，進行社會調查研究等，改變形 

象。工聯會僱用的職員也不再是「根正苗紅」的人，反而是 

大專學生。

與此同時，工聯會也與獨立工會及勞工團體合作。屬會 

洋務工會、五金工會、港儿水泥混凝土工程職業工會40 41(簡稱 

「水泥工舍」)等參加「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主導的職 

安運動，後來演變為「港九勞工團體聯席會議」，水泥工會 

書記章麟是扱積極參與者。•奶工會於1983年發動工友參加 

「港九各界監管公共事業聯合會」在維園舉行的「遏止加

風、保障民生」集會，在會訊上加以宣傳和發動42。

處理勞資糾紛方面，工聯會M個時期相當低調，擔當「軍

師J角色，並不事事出頭，又不與其他勞工岡體爭奪領導地 

位。許家屯在《回憶錄》屮曾表示，其他勞丄團體的鋒頭蓋 

過丁工聯會43。

工聯會在各方面改革下慢慢收復火地，並a随着工人的收

40 梁W龍(1986)《新•代工人沼袖譚榴宗》，叔於陳叫銶土編，《香港與屮阈

1:爼縱橫》，香港：香港坫督教工装娄UfT，第244-246 。

41 該會常時尚末加入工聯钤。

42 同註14，牛奶I：钤四十年大事記徵求意見稿(1981)。

43 許家it£(1993)《許家屯香港M憶錄》，上下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榘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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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逐步增加而結束「白恤衫，藍斜褲」時代，開拓了新局面。

參政

踏入八十年代，香港前途問題浮現，中國宣佈收回香港， 

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方針。港英開放政制，新一代 

論政團體「太平山學會」、「匯點」冒起。工聯會改變不參 

與建制的策略，秘書長梁漢開、香港Cf貨及商業僱員總會陳 

婉嫻等認為不應洱採取杯葛態度，要加入港英架構内，參與 

政策討論，推動改革，才能更好地為勞工階層服務44。工聯會 

於1985年區議會選舉派出10人參選作試探，結果五人勝出， 

如海港運輸L钤聯合钤秘書長葉國忠出任油麻地區議員。丄 

聯會同時又發動钤員登記成為選民45。

工聯會參加「勞工顧問委a會」(簡稱「勞顧會」)選舉。 

勞僱會勞工代表一直以來都是由工團包辦，1981年工聯會與 

獨立工會、公務員工會聯手搶奪丄團席位，協商分配席位， 

工聯會派出「港九石印業職業工會」潘子靖出選，結果以114 

票最高票當選，「政府土地工程測量員協會」黄倚雄以109票 

尾随第二位，「香港教育專業人兑協會」司徒華以108票屈居 

第三席，工團代表全部敗北，港英則安排委任工阐的「香港 

棉系產業職r.總會」彭震海、「港儿集賢起落貨工會」李承 

礎為勞工代表，第六位勞工代表是委任「大東宙報局(非海外

44 阮紀宏(2011)《让港心路——與民让聯的緣與份》，香港：中苹,H局(丹港) 

有限公司。

45 梁寶龍(1986)《§港工钤聯合會簡介》，脱於陳明銶：L:編，《卉港與屮阈工 

運縱橫》，香港：蚤港基督教工業委員钤•良127-131 ;同注9，卉港工 

钤聯合钤編(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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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來）職員會」陳鑑泉出任。上屆三位勞工代表都是60餘票當 

選，工聯會參選把當選票數提高丫近一倍46。I:聯會藉勞顧會 

與其他不同背景工會交朋友，同時亦與資方代表進行溝通。 

過往，工聯钤認為參加建制以及與資方協商郞是「喪失階級立 

埸」的。1995年勞顧會代表組團訪問台銬，工聯會的勞顧會成 

員譚耀宗、梁富華、章麟等隨團到台，邁出統戰更大的一步。

1984年譚耀宗競逐立法局勞工界議席，和r.團彭震海白動 

當選，而工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副主任葉國忠參加選舉阓間 

接選舉競逐南九龍席位，0票落敗。

1991年立法局選舉，陳婉嫻代表T.聯會參加直選，競逐在 

儿龍中議席，在七名選候人中得票第三，以4萬4千多票敗於 

劉丁•石的6萬8千多票，和林鉅成的5萬5下多票。譚耀宗則在 

勞工界繼續自動當選。

踏入九十年代香港出現政黨，1992年「民主建港聯盟」 

（2005年起改名「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簡稱「民建聯」）成 

立，稍後「民主黨」、「自由黨」亦吿成立。民建聯是由各 

界愛阈人士組成，譚耀宗是最早的籌組成員之一，民建聯内 

不少成員是工聯會會員。培僑屮學校長曾钰成出任主席，譚 

耀宗任副主席，睐婉嫻、「香港航空業總工會」簡志豪任常 

委，工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王阈興、葉阈忠、「港九 

花卉職工會」理事長梁煜林等任中央委員。從此譚耀宗淡出 

工聯會，專貴民建聯工作。1994年的區議會選舉，民建聯派 

出83人參選，助選團舉目皆是工聯會的人47。

46 能少爺《歷S勞丁-顧問委rt付勞力代表名單（1947-2012）》，叔於乔港工人 

的故事網頁：http://leungpolung.blogspot.hk/2013/09/1947-2012.htinl
47 阮紀宏（2012）《民逮聯20年史》，香港：中華杏局（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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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陳婉嫻代表民建聯參加直選競逐九龍東北席位， 

成功當選；譚耀宗代表民建聯參加直選競逐九龍東南席位落 

敗。工聯會派出六人參加新九紺選舉，梁富華競逐製造界席 

位，陳榮燦競逐酒店及飲食界，潘仕泉競逐漁農、礦產、能 

源及建造界，陳國強競逐紡織及製衣界，王國興競逐批發及 

零售界，卓少爾競逐運輸及通訊界；當中只有陳榮燦勝出。 

另郯耀棠競逐勞工界席位，擊敗對乎當選。

1998年，陳婉嫻以K建聯身份參加直選競逐九腹東席位， 

取得1席位，譚耀宗亦以民建聯身份參加直選競逐新界西席 

位，取得1席位，陳國強、陳榮燦則在勞工界擊敗對手連任。

随着政治環境改變，各政黨注意力都放在中產階曆，民建 

聯不斷壯大，中產會員增加，工聯會與民建聯的政策場與 

目標取向日漸拉開。陳婉嫻認為民建聯不再單單代表基嚙， 

而她自己卻是一心一意為基層，為勞工打拼，與民建聯中央 

出现分歧。在1995年立法局選舉中，陳婉嫻反對民建聯政綱 

損咨勞工利益的內容，遭民建聯地區人士批評，陳婉嫻喂持 

立場不變。陳婉嫻甚至多次仵立法局投票中，要求豁免跟随 

民逑聯的統一立場，獨投票，為基層表態。從此陳婉嫻、 

王國興等淡出民建聯48 *，陳婉嫻更於2011年退出民建聯w。

2004年、7?法會選舉，丄聯會與民建聯在間一區分開名‘中 1.競 

逐議席，九龍東席位由陳婉嫻、林文輝、鄧家彪等組成名單 

代表工聯會，陳鑑林另組名單代表民让聯，結果配票成功， 

喇者共得票率為40% •各取萬多票，陳鑑林多陳婉嫻3,000 

票。陳鑑林名單內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蔡鎮華。譚耀

48 同註47，阮紀宏(2012);同註44 ’阮紀宏(2()11) »
49《東方@報》，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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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代表民建聯競逐新界西議席，成功當選。

在立法會勞工界選舉中工聯會內部發生糾紛，陳國強已

連任兩屆，要求第三次連任，工聯會不支持他爭取連任，派 

法律顧問鄺志睜、王國興競逐勞工界席位，成功當選。而陳 

國強獨立參選，甚至曾找職I盟支待，結果落敗。事後工聯 

會汲取教訓，硬性規定由工聯會支持競逐勞工界立法會議員 

只能當一屆，下屆要落區參加直選，迎接將要施行的全面普 

選5°。直到現在王國興、葉偉明、潘佩璆等都遵從這個守則， 

或則參加直選取得連任，或則退任讓賢。

2008年立法會選舉，工聯會更新換代，以舊人支援新人， 

在九龍東派出工聯會理事長黃國健領陳婉嫻等組成名單參 

選，黃國健排第一位，陳婉嫻排在第2位，獲50,320票，得票 

率21.30%，結果陳婉嫻成功將黃國健推上立法會，自己無法 

連任。新界两派出王國興、麥美娟等組成名單參選，獲35,991 

票王國興當選，得票率9.04%。勞工界議席派出潘佩璆醫生、 

民航工會葉偉明競逐，職工盟和工團兩者加起來的票只有100 

票左右，不足以影響選情，結果在無對手下工聯會闹人都自 

動當選，第3席位由勞聯李鳳英自動當選。

回歸後，勞工問題不斷浮現，工聯會一些同工認為在比例 

代表制下，工聯會應轉變為一個參政組織31。直至2009年，工聯 

會才成立政務委員會，2011及2012年工聯會大舉出擊，但尚未 

算是一個參政組織。如果工聯會日後轉變為一個參政組織，原 

來的工會組織性質如何繼續下去，有待新一代領導快擇。

2011年區議會選舉，工聯舍打正旗號全力出擊，派出48 50 51

50 M 註 9，周奕(2009)，第 553 頁。

51 向註44，阮紀宏(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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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代表參選，共取得29席位，當中五人自動當選，當選率為 

60.41%。另外有八名民建聯參選人使用「民建聯/工聯台'」名 

義參選，但不在工聯會公佈的參選名單內，取得7席位。陳婉 

嫻復出首戰黃大仙區議會，為立法會新增的區議會（第二）功能 

組别席位鋪路，以3,456票當選，成為該屆票后52 53。

2012年立法钤選舉，陳婉嫻冉代表工聯會率梁+穎、黃潤 

昌組成名單，競逐區議會（第二）功能組別席位，結果以246,196 

票當選，重返立法會。直選方面，港島席位由王國興、潘佩 

璆等競逐，王國興當選。九龍東席位由黃國健、簡銘東等組 

名眾競逐，黃國健當選。新界西席位由麥美娟、陸頌雄等組 

名單競逐，麥美娟當選。新界柬席位由葉偉明、黃宏滔等組 

名單競逐，葉偉明落選無法連任。労工界由郭偉強、鄧家彪 

白動當選。2012年立法钤選擧結果，工聯會可算成功把一批 

新人推t前線。

回歸前後擴展期

定位和作用

工聯會現今定位是：「促進香港工運，維護社會稔定， 

支持一阈闹制，開展愛阈主義教育」。自進人建制後，工聯 

會於「五一」、「十一」邀請各工會組團t京，進行統戰工 

作，冀能達到以上工作目標55。

1984年中英簽署《屮英聯合聲明》。工聯會於是年第 

24屆代表大會提出「關心香港前途」的任務，工作方針是

52 同註7，香港政府•站迪；《柬方FI报》，2011年。

53 同註9，香港工會聯合會編（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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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杜會事務，爭取合理權益，擴人愛國團結，促進穩 

定繁榮」。在同年第38週年會慶k響應中國提出的「一國 

兩制」，香港「原有制度不變」方針，表態贊成資本主義 

制度，支持穩定繁榮下發展勞資關係，「實現中國和平統

J °

八十年代工聯會參與社會事務方面，在贊成中國統一前提

I、，與不同背景丄會一起合作促請港英設立中央公積金、修 

訂長期服務金及改善薪俸税等，向政府遞交聯署聲明54 55 56。

1985年，中國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員钤」，譚耀宗出任委 

員。工聯會推動rfi民認識《基本法》，製作《基本法與你》 

錄影帶，鼓勵會員參與社會事務，進行《基本法》問卷調 

查，而個別屬會如印務工會等成立《基本法》關注小組％。

8月，基督教工業委員會與「公務員工會聯絡處」等28個 

勞工團體發起「勞工界基本法聯席會議」，強調港人參與起草 

《基本法》，爭取把退休保障、集體談判權列入《基本法》。 

共有近150個團體參加•包括印刷工會57、洋務工會等，洋務工 

會且是執委之一58。工聯會在「擴火愛國團結」前提K，與不同 

背景的勞工團體聯合一起為工人在《基本法》爭權益。但是， 

在協商「基本法諮詢委員钤」名甲.h，丄聯會屬钤及友會不支

54 同註9，香港工钤聯合钤編(2003):间許7，件港工會聯合會編(2011- 
2013)。

55 同註9儿，香港I：會聯合會編(2003)
56 印務工會(1986)《峰遒路轉五十年》，載於《香港印刷業工會特刊》，香港: 

香港印刷業工會；M註9，香港工會聯合會編(2003) »
57 同註56，印務工會(1986)。
58 潘文瀚、篼靜文•陳曙峰•陳敬慈，宠兆達(2012)《网結不折彎：——香 

港獨立工連辟索40年》，卉港：進一步多媒骼打限公司，116-118 ;同 

註14，周文港主編(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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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主任劉千石出任諮委，因為有些屬會不忿 

勞工團體在工潮中排斥工聯會。工聯會手握80票，劉千石只握 

60票。劉千石在無把握當選的情況下退出選擧和聯席會議，4間 

獨立工會表態退出，指責工聯會排斥異己59。

其後，在政制爭論中，工聯會反對「八八直選」，表示 

「寧要飯票，不要選票」，反對一人-票的民主選舉，把政

改精力集中在民生問題6°。

工聯會於1988年舉辦「香港T運路向」大型研討會。於 

1993年舉辦「後過渡期的勞資關係與丄會角色」研討會。於 

1998年舉辦「香港工蓮前瞻」大型研討會。出席會議除工會 

領袖外，還有學者、商界代表等，共同探討回歸後香港工運 

發展路向。

2007年8月香港爆發紮鐵工人罷工，歷時36H，爭取加 

薪、八小時工作，及回復10年前的薪金水平等。紮鐵工資由 

一年一度的資方代表香港建築紮鐵商會與勞"代表「香港建 

造業紮鐵職工會」(以下簡稱「紮鐵工會」)商定。可是，紮 

鐵工人認為薪酬水平不能反映市場供求，並且每況愈y，懐 

疑紮鐵工會討價能力+濟，及感到紮鐵工會可能出賣丄人利 

益，轉而向職工盟求助。職工盟等捕下•工潮帶領工人t街抗 

爭，將工潮擴大為社會事件，各兒間團體表態支待工人， 

紮鐵工會認為職工盟的行動破壞r大事。紮鐵工人則期望在 

職工盟的協助卜，可以得到更理想的待遇。最後勞資達成共 

識，以日薪860港元以及8小時工作解決罷工61。工潮後社會上

59 同上，潘文瀚-黃靜文、陳曙峰-陳敬慈•蒙兆建(2012)。

60 黃偉H〈探針：曾蔭權已進人「泛左』内色〉，《賴果日報》，2007年。

61 |h],H. 59，潘文瀚，箭孙文，陳曙峰，I凍敬慈，蒙兆達(2012)，第262-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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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聲音認為：「要福利去工聯會，要權益找職工盟」。

福利主義一直以來都是工聯會的重點工作，地區辦事處藉

舉辦俗稱「蛇齋餅糉」活動進行深入細緻的聯絡工作，這些 

工作在進行選舉工程時就能開佗結果。從選舉期間工聯會能 

發動的人力可見-斑。

2013年3月28日葵青货櫃碼頭爆發罷工，香港阈際貨櫃碼 

頭外判工人開始工業行動，各民間闸體到場表態支持工人。 

工潮中工聯會被指隱形毫無動作，黃國健認為：今次工運由 

職工盟發起，工聯會沒插手餘地。及後揭露HIT管理層的邱 

美光是工聯會「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理事，邱美光被罷工 

工人指摘和HIT狼狽為奸。罷工進人第13 口，勞工及福利局 

安排勞資雙方開調解會，工聯會建議山港府牽頭，讓5間碼 

頭工會一起與資方談判。「碼頭職工會」指沒有參加罷工的 

工會欠缺代表性，不能出席談判。工聯會反指職工盟唯我獨 

尊。勞丄及福利局堅持將工聯會及勞聯加入勞方代表，這是 

否代表政府看重工聯會的作用呢？最後勞資以9.8%的加薪幅 

度達成共識，工人於2013年5月6 U結束長達40 H的罷工62。

近年工聯會領導核心陸續更新換代，郯耀棠、陳婉嫻退 

出幕前，掛名出任名譽會長，林淑儀為會昆，黃國健、梁富 

華為副會長，吳秋北為理事長，陳忐光等為副理事長。2012 

年第35屆大會主題：「加強工會基礎建設，推動工運持續發 

展J，定位在固有的工作基礎上前進。

頁；同註 10，周奕(2015)，頁 225-230。

62 大眾碼經編排校對(2013)《撐到底！——碼頭L潮40苒夜》，香港：香港

職工盟；同註10，周奕(2013)，頁265-269。

愛國工會：香港工會聯合會 • 71 •



多元化工會

踏入八十年代工聯會大力發胰會員，針對香港工業轉型， 

主動吸收白領工人入會，一年内會員增長了7,000餘人6'。

工聯會為了適應社會的變遭，重整屬下工會架構，解決 

行業式微、架構重疊等問題。早於七十年代開始，在同一行 

業的屬會開始成立聯合辦事處，如印刷業的「港九印務職丄 

會」、「石印工會」、「中華書局產業職工會」、「商務印 

書館工會」等四間工會成立聯合辦事處，最後於1985年合併 

為「香港印刷業工會」* 64。

丄聯會具總工會的性質，何其內部是一間聯合會，工聯會 

不能(亦難以)直接指揮各屬會的內部事務，由於其屬會行業眾 

多，為便於聯繫與統率，現分為：汽审鐵路交通業、海員海 

港運輸業、航空業、政府機構、公共事業、文職及專業、旅 

遊飲食零售業、服務業、製造業、造船機械製造業、建造業 

等多組類別，各類別之内自行加強聯繫，又或者幾間工钤聯 

合辦公以減輕行政開支。

服裝業於1986年成立「香港服裝業總工會」，統率「港九 

洋衣工會」、「港九車縫業職r會」、「港九車衣工會」、

「香港皮草皮革業工會」、「上海縫業職工總含」、「服 

裝採購專業人員協會」、「港九西式女服工會」七間工會。 

2010年有會員約6,500人，會員擴大至從事服裝業務的貝工， 

包括洋行、公司、製衣廠、手袋、手套、帽、領呔、配料 

等與衣着有關行業的從業員，如文職人員、各部門職T以

63《文胱报》，1985年3月68日。
64 同註57，印務工會(1986);同註9，香港工會聯合會編(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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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製衣培訓機構、學院的導師、講師及員工等均吋加入 

成為會員65。

建造業總工會成立於1986年，是建造行業的集團工 

會，下轄歷史長短不一、工種不同的19間行業工會，全部 

集中辦公66。

個人服務、食品服務、批發零售、公眾及企業服務等28 

間工會合組為「服務業總工會」，除六間有條件自行運作之 

外，餘下者集中辦公67。

公務員方而，於1986年成么「政府人員協會」統率所有 

公務員工會，協會成立之時只有六間工會，包括「政府、軍 

部、腎院華員職工會」(簡稱「政軍醫」)，「香港政府水務 

局華人職工會」、「香港郵務職工會j 、 「海事署華員職工 

會」、「醫務衛生署職丄會」及「政府看更員工會」等，現 

有觸會及盟會共60多間，會員共有四萬餘人，是香港五大公 

務員團體之一。回歸前一年，不少公務員加入政府人員協 

會，會方與工聯會協助會員自發組織了多間T會，發展了回 

歸前因政治環境而未能成立的紀律部門工會，例如海關、 

入境、懲教等，進一步發展了專業職級工會，如腎生、護 

士等68。

工聯會除了將屬會合併外，還按需要將擴大了的行業從 

原來的工會分拆出來，可以更能照顧舍員利益，提高服務質 

量。如洋務工會成立初期，只要僱主是外籍人士都可加入成

65 香港服裝業總工會刊物。

66 建造業總丄會刊物。

67 服務業總工會W物。

68 政府人員協會(2011)《政府人H協會二十71週年钤駿特W(1986-2011)》， 

香港：政府人員協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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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會員，會兑職業廣泛包羅萬有，既有洋行職員，又有外籍 

人士家中的傭工和園丁，酒店廚師等，及後更有電梯維修技 

丄。現確定凡從事酒店、酒樓、餐廳、舞廳、酒吧、會所、 

金融、銀行、保險、企業、寫字樓等員工都可加入。於1986 

年分拆出「香港電梯業總工钤j ，2011年有會員809人。於 

1993年分拆出「酒店及餐飲從業員協會」，2011年有會員 

5,559人。洋務工會於2011年有會員25,616人69 70。

分拆後I:聯會屬會數冃增加，引仲的政治影響力，就足成 

為勞僱會和立法會勞工界選舉擁有最多鐵票的集唎，可稔得 

一席位，進而支持友會。再加上很多工會是徒具虛名，它們 

沒有派員出選功能組别選舉，所以立法會勞工界席位都是臼 

動當選居多。

中港矛盾下定位

從中共的立場來説，香港足屮國的一部份，屮共當然有權 

在香港活動，俏香港法例不容許香港以外的政治組織在香港 

活動。中共於1923年在香港成立井青IWI香港支部，年歧成立 

香港中共小組，稍後共青團员轉為黨員，黨員人數增加，約 

於1925年正式成立黨支部71)。這巧組織都是非法阐體，參與活 

動者同是犯法的。

69 同註3 ;同註14，周文港主钃(2011)
70 梁復燃(1980)《廣农贫组織成立•些怙況的回憶》•叔於屮阀社會科學院 

現代史研究室•中阀中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後——中 

國共庠寐第•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慠來 

省檔案館、中共廣東酋黛史研究委貝會公室編(1983)《廣東區黨、團研究 

史料(1921-1926)》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龍少爺：《中共在香港第一個 

I番組織》，載於香港L人的故事網頁：http://leungpolung.blogspot.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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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黨章中將其自身表述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 

隊」，領導工人運動是其必然的工作。據中共已公開的資 

料，中共在香港成立黨支部後即部署打進海員工會。海員工 

會內中共黨員多如繁星，歷任負責人如蘇兆徵、林偉民、陳 

郁、丘金、曾生、鄧發、林鏘雲、劉達潮等部是，M時亦是 

屮共亟要人物，蘇兆徵更曾位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抗 

日戰爭前，海員工會、印刷工會、洋務工會等都設有中共支 

部。抗日戰笋時，工聯會創會領導人曾參加屮共領導的東江 

縱隊，或潛伏在香港接受中共領導下從事情報工作。抗日戰 

爭勝利後，他們都先後回港重組工會，繼而組織工聯會，如 

張東荃、陳文漢、印刷工會的潘江偉、海員工會的吳渭池、

「摩總」的楊績等。國共內戰時，部份中共黨員不能在國內 

露面，南下香港躲在丄聯會內丄作，如勞工子弟學校校長鄒 

劍卿71。工聯會成立後，劉少奇曾致電指示1949年電車工潮， 

要求行動要克制，及後出現流血事件，工聯會都沒有將事件 

擴大，符合劉少奇的指示精神。從以上資料來看，工聯會與 

中共是有緊密關係的，工聯會前理事長陳文漢、張振南、前 

副现事長張東荃郁是中共黨員。從中共已公開的資料來旮， 

有關1949年香港的文件中，有多篇涉香港丄運，可見中共與 

工聯會是有直接/間接的連繫。

工聯會成立於1948年，而「全總」早於1925年已成立。 

歷史資料反映兩者關係十分緊密，海員丄會的林偉民是「全 

總」第一屆委員長，第二屆委員艮是海員工會的蘇兆徴，而

71 屮央檔案館' 廣柬酋檔案館編(1983)《廣束革命歷史文件集》’第1-70卷; 

十井•尨史人物研究件編《屮儿黨史人物傅》’第1-100卷，A'安：陝叫人民 

出版什.；龍少爺 ＜來江縱隊與番港工人卜《旺的勞I.子弟學校校K——鄒 

劍卿》，舰於香港工人的故,網頁：http://leungpolung.blogspo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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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車工會的何耀全是第一屆執委。部份工聯會屬會當年是 

「全總」屬會，如海員工會、電車工會、洋務丄會等。省港

大罷工時，香港工會雲集廣州，「全總」指示香港工會成立 

「香港總工會」，海員工會、電車工會、洋務工會、郵務丄

會等都加入為屬會72 73。1949年電車工潮、反英抗暴，中共以 

「全總」名義匯款給工聯會支持鬥爭。

回歸前夕，英阈於1992年改派彭定康接任港督職位，香港 

左派認為彭定康以民主作幌了•改變香港政制，大幅度變動最 

後一屆立法局、市政局、區議會等選舉，當中在立法局增加9 

個功能組別，擴大選民基礎最受爭議。中國指責彭定康違反 

英方在《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違反與《基本法》銜接的 

原則；違反中英達成的協議、諒解共識和I利阈外長有關政制 

發展與《基本法》銜接的協定。

當年在彭定康的強大傳媒攻勢下，中國在招架時抛出臨時 

立法會。工聯會配合中國行動，全力催谷三級議會選舉，爭 

取議席，增加議會的愛國膂音75。牛奶T會函蒗段意番核專員 

辦事處，支持中方74。

回歸前丄聯會成立「香港丄會聯合會慶況香港回歸祖國 

活動委員會」，舉辦連串慶祝回歸活動。工聯會全力安撫 

公務員，政府人員協會聯同其他公務員阐體擧辦多項慶回歸

72 中苹全W總I.會主編(1995)《中華令K總五矜匕十年》•北京：屮阀工人 

出版社；屮華全亂總工會中國工人連動史研究室編(1984)《中國工會歷次 

代奉大會文獻》第1-2卷，北京：［'.人岀版社，再版：中華全闕總工會中 

W E人题勋史研究审編《屮阈工會肤史文獻》第1-5卷，北京：丄人出版 

社；香港工人的故带網頁：http://leungpolung.blogspot.hk/。

73 同註14，周文港主編(2011) •第99 S。

74 同注14 '牛奶工會叫十年人事記徴求意見稿(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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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及國慶活動75。前公務員工會聯合會主席黃偉雄多次應邀 

出席工聯會的工運研討會，參加「十_ -」國慶觀光團、中英 

聯合聲明觀禮團等活動76。現任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籌 

庭、職工盟屬會政府工程技術及測量人員協會的阮澄波、華 

員會的張慧儀等等不M背景公務工會負責人，都曾先後參加

「五一」、「H••—」訪京團77。

冋歸後，工聯會與特區政府關係良好。1998年行政長官董

建華出席工聯會金禧會慶暨「五一」泗會，2003年財政司司 

長梁錦松訪問工聯钤，同年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出席工聯會婦 

女委員會「三八」阈際婦女節暨會慶聯歡會。2012年行政長 

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公眾期間，鄭耀棠牽頭成立「政制 

向前走大聯盟」，支持港府的《2012年政改方案》，一個月 

内收集到160萬個市民簽名。工聯會在有關勞工權益問題I•.仍 

繼續向政府爭取，起一定的監察角色。而對政府推出的政策 

引起勞資極大爭議時，為了緊随中央堅守一國兩制、不能動 

搖資本主義制度原則下，最終多數會妥協退讓。因此被對手 

指責是「小駡大幫忙」、「保駕護航」。在八十年代的一次 

社會服務聯會有關勞工法的研討會上，某書記發言：「狗死 

狗蚤死，鑊肥，鑊耳肥。」來應付勞工團體的質詢，引起不 

少勞工團體的強烈反應78。

2002年，特區政府頒佈《實施基本法第二t•三條諮詢文 

件》，根據諮詢文件，把分散於《香港法例》內多項相關的

75 M 註 69。

76《黃偉雄訪問錄音》，2012年
77《公伤R L:連史訪問錄茂》• 2012年，

78 梁资施卞妃，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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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抽出集中，並重新寫為《國家安全法》；根據《苺本 

法》規定，對叛國罪、分裂阈家行為、煽動叛亂罪、顛覆國 

家罪及竊取國家機密等五项罪行作出明確及清晰的立法。這 

項條文的立法過程引起香港各界反彈，激發50萬人上街參與 

是年「七一」遊行，表態反對立法。部份議員轉向反對立 

法，政府在立法會己無法取得足夠支持票，只好暫時終1卜_立 

法程序。工聯會當時表態支持立法，於2002年舉辦「《基本 

法二十三條》立法講座」，前保安局局艮葉劉淑儀出席；又 

前往政府總部遞交支待立法意見書。

1997前，工聯會大力推動政制發展，1987年舉辦「代議政 

制綠皮書」研討會，1991年舉辦「未來香港政策發展與選舉 

法」研討會，1993年舉辦「平穩過渡面面觀」研討會等。

中共建政後召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簡稱人 

大），第一砧香港全阈人大代表有兩人，工聯會理事長張振南 

佔-席位，另一人是僑界代表徐四民。第二W香港全阈人大 

代表，工聯會沒有代表，只有喇名銀行家。直至1975年第四 

屆香港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成員有E人，分别是丄聯舍理 

事艮楊光、海員工會理事長蘇女、佗A•工會理事長張泉（花卉 

屬農會性質，沒有加入工聯會）、「摩總」主席郭添海、紡織 

染理事長黃燕芳等。到了 1993年第八屆人大強凋經濟發展， 

香港全國人大代表的丄聯钤成員減為三人，分別是工聯钤會 

長李澤添、工聯會现事長鄭耀棠、「摩總j陸達兼等。1998 

年第九屆香港全國人大代表改由選舉產生，最卨票的足香港 

特別行政區中央政策組前翩問汽德成有347票，t聯會理事長 

郜耀棠則釘332票79。

79 中國人大網：http://www.npc.gov.cn/ ；番港E脅聯合會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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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雖然與屮共關係密切，但在一些問題上偶有分歧， 

如反英抗暴、「六四」事件。1989年「六四」事件中譚耀 

宗、鄭耀棠等曾出席支聯會的遊行，當中共將「六四」事件 

定性為反革命後，譚耀宗、鄭耀棠等人當然立即從支聯會活 

動消失。現時工聯會刊物已不再提「六四」事件，亦沒有指 

稱事件是反革命行為。

在「六网」事件衝擊下，香港市民反共情緒高漲，普遍 

反映在選舉結果_L。1991年適逢當時香港的二級議會（即區議 

會、市政局/區域市政局、立法局）在同一年內改選，打正工聯 

會旗號參選區議會的候選人+多，參選、法局直選的更只得 

一人。參選區議會的勝出比例不低，但是參加立法局直選的 

唯一一個卻敗北，可見當時親中被戲謔為票房毒藥的效應， 

出現在全港隅面，而對工聯會的地區工作影響則不足致命。

國際聯繫

工人運動扱重視國際网結，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 

言》提出：工人階級無祖國8°，但工聯會最弱的正是這一點。

從過去發展來看，工聯會其實有機會邁向新加坡總工钤的 

模式* 81，即是一元代表工會的狀況。新加坡總工會驕傲不在於 

維權抗爭，而是廉價超市和擁有龐人的的士網絡，及與執政 

黨的關係，強調構建和諧勞資關係為卜:軸，也是要政府積槲 

介入的統合主義82（社團上義，Corporatism），及接受政黨指導

80《馬克思和恩格斯選果》第二卷• 1972年第-版，第270貞1
81 工聯會曾於2001年組團訪問「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J交流。

82 有關統合fe義的中文古籍可參閲洪士程編（2006）《台薄勞工連動》，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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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伙伴。在維穩和發展經濟的前提下，政府及黨處於領導 

地位，資本家及工人其次，這樣勞資便不能處於平等位置。 

在統合主義下，抗爭nJ被指為影嚮維穩，力爭基本權益會被 

指為拖發展經濟後腿。

在與國際工運接軌方面，工聯會一向並無加入任何國際 

組織，也不參與跨國活動。最多的是與「全總」及各省巾的 

工會交流學習。從歷史上看，海員工會於二十年代參與「泛 

太平洋勞動會議」，領導太平洋亞澳地區工運，在阈際政治 

環境的改變和港英的卨壓政策K，三十年代已沒有參與亞太 

地區工運85。現在海員工會能加入國際運輸勞聯(Inter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簡稱ITF)的商船工會協調會， 

對比歷史算是一個大突破。還有，下聯會於1987年組闸訪問 

日本和新加坡；1988年組网訪問英國、德國、意大利等國， 

咢習該地的勞工運動經驗，且随中阈代表團出席阈際勞工大 

會，及有關活動，增長見識。1988年「日本勞慟組合總評議 

會」代表團訪問工聯會M。但是，工聯會對國際工運，K間 

組織的聯盟、行動等，如面對2005年反世貿(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英文简稱WTO)在香港的活動卻止 

步。在國際事務上，工聯舍堅守「一國」的大前提，與中國 

外交政策保持一致。

環顧現今歐美亞太地區的工會參與率及影響力均卜降，而 

香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能保持20%以上職工會參與率已經不 83 84

苹立岡冉股份旮限公司。似該冉沒打談新加坡和阈内的情況

83 劉叫逵•唐R良主編(1998)《屮阚丄A.運動史》第1-6卷，廣州：腹來人 

民出版社；同註73，中華全國總1：會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室蝙。

84 M註9，香港工聯聯合會編(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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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筆者認為在這個時間，香港應先發揮積極的阈際團結精 

祌，工運才會有出路。

表二香港工會參與率

年份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09 2010 2011

參與率％ 22.08 22.15 21.04 20.88 21.51 22.48 23.19 23.57

（2011年登記在案的僱員工會為788間，共有會員887人。）

（資料來源:周奕：《香港工運史簡篇》，利訊出版社，2013年，第279頁。）

總結

經過65年來的風風雨雨，工聯會終於取得一般市K的認 

同，而且支持度往往比其他政黨為高。港大民意調査顯示， 

T聯會近20年支持度都過半，支持度每年I:升，認知率超過 

八成85。當然，在很多事件上工聯會因要緊跟巾國或建制派的 

立場，而有所失分。此外，在個別事件的立場也未符公眾期 

望，例如2013年8月曾有行政及立法兩舍議員接受國泰航空公 

司款待到法國旅遊，鄭耀棠遭到傳媒追訪時卻堅待議員沒有 

犯鉛，實與當時的民情相悖。

作為一個重要的愛國及維穩力量，工聯會能做到的部已經 

做到了，何對口益高漲的本土情意結，及勞工爭取權益的呼 

臀，工聯會往往要擔任救火隊的角色，當然並不討好。

如今，在意識形態吿終及實務主義抬頭下，工聯會可算是 

收復了不少失地。但進一步來説，怎樣才h]■以將工人運動帶 

上另一層樓，如國際网結。不少無良港商4:海外/阈内違反勞

85 香港大學民意網：hcrp://a201 2.hkupop.hku.hk/chin esc/ popex press/ 
pgroupRating/P I U/datatablcs.hr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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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權利、踐踏勞工組織，卻未見工聯會發過任何臀明予以譴 

責，或對外地丄運加以援手。這揷獨善其身的做法，大有檢 

討的必要。

工會的真正實力在社區、在廠房，工聯舍以前在太古船 

塢、電車、牛奶等公司中擁存不少會員，及爭取到一定的談 

判地位。香港怎樣才呵以達到勞資平等談判，而非勞工處所 

鼓勵的勞資協商，這不單是工聯會面對的問題，也是-•個全 

港T.運共M爭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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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足球淆桑
愉園60年

趙永佳、呂大樂、梁懿剛

導言

愉園體育會於1950年註冊成立，前身是1948年組成的愉園 

小球隊（小球即是小型足球簡稱，多在較細小的球場比赛，通 

常每隊不會多於七人落場比賽）。當時由多名熱心足球的人士 

於跑馬地一帶組織活動，包括災啟智、張炳發、張炳雄、謝 

觀揚和葉榮添等，血正式註册成立體育钤後，昏屆會長由葉 

榮添擔任。自創會後，在多種體育項目上均陸續有所發展， 

包括足球（1950年成立）、乒R球（1961年）、游泳（1973年）、田 

徑（1986年）、籃球、羽毛球，及健體興趣班如人極班（1971年） 

等。1不過，60多年來，愉園這名字，最為香港大眾所熟悉 

的，毫無疑問是其足球隊。本篇探討愉園體存會在香港本土 

球圈及中港體育橋樑的角色，以足球隊接近60年的起跌經歷 

為重心，分析一個「左派」體眘團體如何在轉變中的政治、 

社會環境裏經歷角色的轉變。1 2

1 愉園體育钤（1996）《愉園醅育钤四十五週年會慶紀念特刊》，香港：愉圓 

體薄會，頁49。

2 本文以「愉圓J之名討論齐，泞是閘繞足球隊的發展怙況而論，小涉及伶 

内其他運勑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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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隊發展簡歷

足球隊旨次於1957年參加香港足球總會t辦之内組足球聯 

簧（當時是最低組別的正式聯賽），第一個球乎完結即能以丙組 

冠軍成績升上乙組；再經一個球爭後，又以乙組冠軍資格升 

到頂級聯賽組別作賽，實現時稱「三年計剌」的願望（即在第 

三球季便能在甲組比賽）。自1959-60年度球季T|上甲組作賽 

以來，愉園足球隊從未由於在聯赛中因為積分過低而需要降 

班。此良好紀錄一直維持至2010年球季為止：2009-10年度甲 

組球季完結後，愉園音次因比賽成績欠佳而需耍降班。

當然，對呑港球壇有所認識的讀者郞會知道，愉園足球隊 

曾經於1968-69年度球季從頭開始在丙組作賽，並在當年即時 

成功取得升班資格，於1969-70年度球季晉升到乙組作賽，繼 

Iflf在1970-71年度球季重返甲組。然而當年需要從頭做起，並 

非因為聯賽成績不濟而降班，而是堪於政治因素所致；關於 

這-點，容後再作詳細討論。愉園足球隊在上世紀六十年代 

中，曾不止一次牽涉於政治事件之中。它作為一支「左派」 

球隊，有其親北京的背景。當年在冷戰國際政治的環境裏， 

它的存在與意義，並+止於足球運動。我們對其瞭解，必不 

可忽略政治的部份。在政治與意識形態的保護下，愉園隊茁 

;11:成艮。但後來外在的生態環境有變，它要重新適應和尋找 

生存空間。當年朝氣蓬勃的跟各支強隊，霸，到2010年球季 

闪成績欠佳而降班，中間幾許風雨，正好給我們一個機會， 

回顧「左派」球隊愉園的發展歷稅。以卜的討論將由愉園的 

獨特政治背景開始，再而分析環境的轉變，從中瞭解它的興 

衰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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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創舍至今，歷年在甲組足球聯賽參與比赛，愉園隊合共 

赢得6次聯賽冠軍：第一次於1964-65年度球季取得，第二次 

則要等待24年之久，於1988-89年度球季才再次成功辉得甲組 

聯费標。第3次冠軍相距時問縮短了，但中間亦相隔10年，在 

1998-99年度球季奪標。自第3次冠軍後，愉网隊的聯賽成績 

開始踏入圾輝煌時期，2000-06年6季内合共取得3次冠軍及3 

次亞軍，差不多都是冠亞軍交替而來。不過，從另一個角度 

來看，最近一次取得冠軍已是2005-06年度球季的事情，那也 

就是説在過去接近10年裏，愉園不曾再度摘冠。1959年首次 

升上甲組作賽的球隊陣容，以及-些關鍵球季，例如各次奪 

得甲組聯賽冠軍的球員名單詳見附錄。

衡量一支球隊成功與否，聯赛冠軍次數不足唯一指標，但 

也可算是相當重要的指標，因為這顯示成績穏定性之餘，其 

實亦反映球會的領導能力及財政來源是否可靠。至於其他重 

要的盃賽成績，愉園隊的表現雖算不上耀眼，但可視為有實 

力的挑戰者，在上世紀的七十、八十和九十年代的每一個10 

年裏各取得兩次盃赛冠軍，而踏入千禧年21世紀後，亦共有 

3次奪標，至於在2003-04年度球季，更連取附項盃賽冠軍。 

所以，不論聯賽或盃賽，都顯示愉園在21世紀初成绩最為突 

出，共得3次聯喪及3項盃寶冠軍。反觀由初升甲組的六十年 

代至七十年代，21年間只得、次聯赛及兩項盃賽冠軍；八十 

與儿十年代，同樣是各自奪得聯賽冠軍-次及盃賽闸項。然 

而，21世紀的10年間，既是愉園成績最美好的年代，但亦是 

急速步A衰落的時期；最後球隊於2010年球季完結時，黯然 

降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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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時代的政治足球之•：同章足球隊

在六十年代期間，愉園隊經歷兩次沾上濃厚政治色彩的事 

件。而它在事件中的表現，給當時的香港市民強烈感覺它是 

一支「左派球隊」。這裏所説的「左派」，泛指其政治取向 

-基本上是正面認M社會主義中國。至於愉園隊在整個親 

中共陣營中的位置、重要性與任務，則因為資料所限，未能 

確認。伸.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環境裏，這樣的政治形象明 

顯有別於球壇的主流。在平常的11子，這種在政治取向上的

差異或者還未至於太過表面化，但當出現特殊怙況的時候， 

便是另一回事了。

愉園遭報章大幅報導其「左派球隊」背景，發生在1965年 

首次取得甲組聯賽冠軍後，它以「同章足球隊」的名義到國 

內廣州、上海和北京三個城市訪問及進行友誼賽，前後踢過 

四場比赛，但均負於主隊。$本來進行友誼比賽並非其麼大+ 

厂的事情，但卻因為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非國際足球協會 

成員，令那幾場比賽不單只違反有關的规定，並且甚有政治 

色彩。事情一經曝光，便觸發一場足球政治風波。

當時在「左派」人士眼中，香港的足球圈被親國民黨勢 

力所支配。首先，體育運動跟网際政治有着密切的關係，在 

體育速動場1:亦可以感受到在冷戰期間，資本主義與社會 

主義附大陣營之間的鬥爭。中華民國政府於1949年遷到台灣 

以後，仍然保留國際足協會員資格，而屮華人民共和國(以 

「中國足球協會」名義加入)同時亦是國際足協會員。當時基

3 愉園體育件(2006)《愉園體育會55週年紀念特刊》，香港:愉B1體育會，

頁90。

• 86 • 胸懷祖國I香港「愛國左派」運動



於國際政治考慮，中共政府於五十年代多次嘗試在國際足協 

挑戰中準民國的會員地位，但始終未能成功。中阈足球協會 

於1958年退出國際足協，只餘屮華民阈代表隊派隊參加國際 

我。這裏相關的爭議不單只涉及由誰來正式代表中國的問題， 

同時更直接影響到北京和台灣在華人社會如何拓展其勢力。

香港是英國殖民地，但港英政府又默許國共N4大陣營在 

港活動。而阈共雙方均努力嘗試阑結群眾，同時又希望孤立 

及打擊對方。體育運動也就成為國共之間鬥爭的其中一條戰 

線。在當時冷戰的阈際政治形勢底下，中華民國在不少港人 

眼中是正統，而且它又宥參與各類國際組織，因此以其名義 

參與各種國際體育比賽，會梘為理所當然。就是在這樣的背 

景之K，由於香港足球發展蓬勃，台灣方面便在香港的華人 

球員中選拔中華民國代表隊的成員：

這種情況在五、六十年代甚為普遍，而且也不會引起太大

爭議。在當時球迷或一般市民的心目中，香港隊或者中華

民國代表隊基本上都是由參與本地［按：即是香港］聯赛的

球員所組成的代表隊……香港人在那個時期對待國共之間

的政治張力，基本上是心照不宣，不有太多説話。4

當年很多優秀的香港球員（例如林尚義、張子岱、張子 

慧、黃文偉等）均代表中華民國出賽。很多時候他們會被尊稱 

為「阈腳」，㈨其代表資格亦會視為對其球技的肯定。就是

4 見W大樂（2012）《那似曾til識的L：十年代》香港：中啃®局’頁78-79 •> 
W參考鄭《廹、吳俊K、I .宏^（2006）〈香港南苹足球會對台闰足球找艘 

之影饗：以1949-1970為屮心>，《人文與社伶》，第1卷 ' 策9期》

愛國足球滄桑 ■ 87 •



這樣，屮華民國存在於香港球壇。在平常的口 T，國共的影 

嚮屬心照不宣的；似當發牛特殊事故時，則那個表而t平靜 

的局面，會掀起風波。

同章足球隊「神秘地」回國訪問一事經傳媒不斷報導後， 

引起社會的注意。當時左右兩派報章均由7月底開始至10月底 

待續跟進，報導愉園與香港足球總會互相交鋒的過程。由最 

初的反應到阈際足協致函批評香港足球總會處分涉事球員過 

輕等等，全都出現在報章體育版上。雖然不至於引發全城熱 

議，但是愉園的「左派球隊」形象，便凸顯出來。

由於愉園有違反規定到非國際足協會員國比賽之嫌，事情 

可大可小。5但立場親近中華民國政府的報章，並未見乘機發 

難，盡情攻咿，而是仍以第三者角度來看愉阆隊領導人與香 

港足球總會之間的針鋒相對。在報導愉阑隊致函香港足球總 

舍會長抗議時，會簡略引述信件部份内容，例如：「足總執 

委會這次竟要設組調查……足總此舉，實是打擊本港熱心榀 

足球運動的人士的興趣。非本港足球前途之福云」。6儘管左 

右立場不同，還未至於窮追猛打：「自從足球總會通過成立 

調查小組……足球圈漸入多事之秋」。7或者，那些站在不同 

立場的報刊亦意識到，為了維繫整個球堉及甲組比賽，足總 

亦很難會有甚麼大動作，整件事件大概就是「不了了之」。8

反觀左派陣營的報章，於同I］報導有關抗議信時，除了把 

抗議信內容全文刊登外，還組織報導其他球圈人士同情愉園

5 據常時新問媒I:的消息，馬來两亞足總及I丨丰業餘足協均表示關f I:。 

見註四，呂大樂(2012)，頁86-87。

6 〈香港足球界旅打1叫昨向足總钤良抗議〉，《華旖H報》，19&5年8 24 H '
7 同託6。

8 〈足總如何懲治犯規例的球員〉，《華僑R報》，1965年8月4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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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及反對香港足球總會的處理手法。除此以外，又有評論文 

章甚至讀者來論明確支持愉園及反對香港足球總會。這些報 

導或評論的標題包括：9

【抗議信全文】

足總損害屬會迫害球員有關措施必須立即撒銷足球界 

旅行團三團長昨向羅理基面遞杭議書

【球圈人士反對香港足球總會做法】

未審先判招來非議區志賢責足總欠公平

【署名評論】

嚴正抗議合理要求 

足總發謬論

【讀者來論】

港腳變了台灣足總為何不調查

同章足球隊返港當日，即1965年8月9日，一些「左派」或親 

近「左派」的社會人上，齊經高調到火車站迎接球員，並於 

翌日晚上設慰勞宴。不論左右兩派報章對此亦有報導。這 

樣高調現身面對傳媒，跟北上前的保密行程，確實有大淵 

之別。當中一個親身迎接並有份做東設宴的就是「左派」 

商人霍英東先生。後來他跟愉圓及其他親近北京的體育運動 

社團之間的密切關係，不再是甚麼秘密。根據《愉園體育钤

9 《大公报》，1965年8月24 H，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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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週年會慶紀念特刊》中所載，霍英東先生早於1964年 

已經應邀成為愉園會的名譽會戾，刊物中第一篇的題目就 

是：「霍英東博士晉身體壇緣起愉園」。1()雖然起初沒有實際 

插手會務，何是有需要時也就名正言順「出錢出力」支持足 

球隊。

當年同章足球隊北上的愉園球ft之一黃文偉，在其自傳中 

亦有透露霍英東先生在那次內地訪問中，擔任相當重要的角 

色：

有些球員從未到過這遍［按：應是「片」字之誤］神秘國

土，有點兒擔憂，尤其是劉添、羅國泰和我三人曾代表台

灣出外比賽，去與否猶豫不決，社會名人霍英東特召我們

到其蟾宮大厦頂樓俱樂部(印現今愉園體育會會址)見面，

許下承諾：此行返港後，如果有事情發生，保證你們一年

生活無憂……。就這樣，訪京團如期出發。11

由此可見，霍英束CH965年開始已經若力在財政上間接支 

持親北京的體育界社團及人士在香港嘗試擴充影饗力；他承 

諾照顧愉園足球員的生活，更可謂對球員參加冋章足球隊北 

上訪問，起着一錘定音之效。

推動愉園化名M章足球隊北L訪問的確切吩因，現在很難 

求證。然而，自1957年起擔任愉園會長的顏同珍先生及長期 

支持足球隊的簡煥葶先牛.，兩人親身帶隊北上作突破性訪問 

及比賽，則毫無疑問負起積極策剌的角色。呂大樂曾經引用 10 11

10 愉園體育會(1996)《愉園體育會四十五週年會慶紀念特刊》'香港：愉園 

體育會，頁18 »
11 汲义偉(2013)《黃文偉：K金歲月》，香港：存港文化館頁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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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中共內部文件推論，「明顯地，在中國大陸的負寊單位 

眼中，愉園是統戰的對象——要對它搞好思想工作」。12 13換句 

話説，顔同珍、簡焕章及愉園會，當時還不是中共在香港進 

行統戰的機器之核心部分——他們屬於統戰的對象，尚未被 

界定為自己圈中的一部份。不過，無論如何，從愉園隊突破 

缺口訪問非國際足協會員阈，到後來球隊及相關領導人卨調 

面向大眾，及抗議香港足球總會採取任何相關的懲罰措施， 

顯見香港足球圈內親京的力鼉，已開始有條件衝擊原來親 

台灣的勢力。足球在當年是極受廣大民眾重視的體育運動， 

而愉園當時剛好首次奪得甲組聯賽冠軍，如果成功通過它在 

香港爭■取到群眾的話，極有利於打破組近阈K黨勢力於香港 

體堉的主導地位。15這樣樂觀預期統戰成果，見於1965年8片 

13日一份中共内部文件所寫：「我們經過一年多的工作，取 

得很大成績，現在香港體育界已成為三分天下（我們的力量， 

蔣匪與英帝的反動勢力）」14。

理論上，愉園大可乘矜首次奪得聯賽冠軍之勢，繼續向 

奪取更多錦標出發，以求爭取廣人球迷的支待，進•步擴充 

親北京的力量的影響力。呵是，首次在甲組聯賽稱王後，直 

至六十年代完結，就只能增添兩項亞軍（1965-66年度聯賽、 

1966-67年度銀脾）。更戲劇性的是，愉園在屮組聯賽的參與 

因政治因素而突然屮止。

12 呂大樂（2012）《那似曾相識的t十年代》，香港:中華書局，頁84
13 同注12。

14 引自呂大樂（2012）《那似曾扣識的L•十年代》，香港：中華書局，頁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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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時代的政治足球之二：

抗議足總支持？?方打颳左派1967暴動、退出甲組聯赛

1967年新蒲崗塑膠花廠的工潮，引發後來「左派」在全港 

多區暴動，乘勢反抗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這類社會政治 

事件原本應該與足球比賽無涉，有需要便以停賽的方式，來 

維持當時的社倉秩序即可。然而，當時香港足球總會在報章 

刊登廣吿，「支持政府維持治安」。愉園經過同章足球隊風 

波，親近北京口徑《r謂順理成章。面對香港足球總會此舉， 

於1967年6月2日以會長倪震歐署名去信提出嚴重抗議，節錄 

如下：

閱報得知「香港足球總會」在所謂「支持政府維持治安」

廣告中，竟列名參與。查該項措施未經足總執委會討論，

更未微得本會同意。特此提出嚴重抗議。

為此，我會要求你們迅即撤銷該項廣吿。否則，一切嚴重

後果，概由「香港足球總會」負責。15

愉園那份言辭嚴厲的抗議信並未能令香港足球總會改變主 

意，只於1967年6月13 口召開執委會議進行討論。會上愉園代 

表李毓宏雖然質問峙任足總會提李福樹（行政立法I利局非官守 

議員），又在會上控訴港英鎮壓左派暴動的「罪行」，但最終 

給趕出會議室。16

15 〈足總助英為虑愉阅嚴窀抗議〉，《大公報》• 1967年6月3丨|。

16 〈足總支持港英內幕一塌糊塗愉阑代表向執委痛數港英罪行〉，《大公 

報》，1967年6月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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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當時的政治形勢而言，很雒有妥協的空間。愉園於1967 

年8M31曰發表臀明，決定不參加1967-68年度足總主辦的各 

項球賽。17到球季展開後，雙方沒有甚麼溝通，愉園隊退出甲 

組聯賽已成事實。香港足總不緊張愉園退賽，一則雙方廋次 

在政治問題上面劍拔弩張，二則當時有本應降班的屬會覷準 

機會申請留級，又有多支乙組未取得升班資格的球隊表示有 

興趣升班，~席甲組作荽資格，確是奇货吋居。18 19因此，愉園 

隊的退齊動搖不了當年的屮組足球聯賽，遑論起到其麼政治 

效果。

隨着左派暴動息，愉園隊在一年之後亦着手籌備重冋 

甲組足球聯賽角逐。在1968年7月4 口致函香港足球總會，主 

要表達於1968-69年度球季恢復參捭甲組之意願，字裏行問仍 

視足球總會處事不公、拟害球會和球員。這M•實是冋應香港 

足總於1968年6月29日函吿愉固必須從最低組別丙組作賽爭取 

升級。不難想像，愉園在信中仍保留部份類似一年前的「鬥 

爭」論調，視香港足球總會排擠與歧役愉園，但亦比較平和 

指出恢復參賽乃維護球員及廣大球迷利益。信末更分别附上 

兩張不M面額支票參喪甲組或丙組，期毕香港足總「慎車:選 

擇」。W結果是愉園隊無奈地從低開始，投入内組聯丧，逐步 

爭取升回甲組作賽。

有趣的是，縱然在丙組作赛，愉園仍然能夠保留11名原本 

於-年前在中組作賽的球員，一則當作句香港足總作出無聲

17 〈憤卞福樹把持足總愉阐啊不派隊參赛〉，《大公報》• 1967年9月1 II o
18 ＜愉園退出聯賽 ＜支準甲組隊皆行意思補缺〉，《華僑日報》，1967年9月 

14 口。

19 〈愉圓髂育會函冉足總擬派隊參加各頂球赛〉，《火公银》• 1968年7月6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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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議，二則反映志切爭取升班之決心。甲組球員屈就丙組作 

賽舉措，自然又引起敵對勢力非議報導：

在今届足總正在大力推行職業聲中，而該會敢將值錢有價 

之甲組球將，放在丙組出赛，此舉之目的如何，頗令人尋

另一方面，丙組聯賽對球會毫無收入II]■言，就連「左派」 

報章亦提醒「球迷將呵免費欣賞h:型班的球赛」，因為隊中 

12人除一人外，「其餘各將，都是現役好手，不少是被選為

『阈際腳』」。20 21於球迷而言，免費娛樂固然是好，但球員 

泞定不會W丙組聯賽屬於業餘性質而甘願免收報酬。撇開丙 

組球員收取酬勞是否違規不談，毫無收入之餘，財政來源又 

是甚麼呢？就算是在甲組比賽，單憑門票收入，從來沒有可 

能足夠支持球隊營運，自當年升上甲組以來，跟其他收非政 

府部門球隊一様(政府部門球隊包括消防、警察、陸軍等)，要 

靠熱心人士提供資金，而通常是商人才柯足夠財力承擔，當 

時的顏同珍及簡焕亭：，俱屬於私人出資予球隊營運。另一方 

面，早前提及霍英束從1964年起便應邀擔任名辨會畏一職，

冋亭:足球隊事件後，更積極推動愉園自置會所，與其他愉 

園高曆合力購得沿用至今的銅鑼湾蟾宮大廈頂樓，從此更多 

出錢出力支持愉園會的發展。22有如此豐厚財力支持，甲組球

20 〈愉阅收峨大牌足總<•慮卉究〉，《苹旖「I報》，1%8 <1: 8 n 24 II '
21 〈 IH組隊被边打内組愉園帥容姑盛〉，《大公银》，1 年8月22日。常 

時《大公報》报導時為現役屮組球H鸭踢丙組的括敝徳權、瞜錦明•钝 

楚維、陳昆強、林英傑等。

22 愉阑體育钤(1996)《愉阑體A■會I叫十A.週年件唆紀念特W》•呑港：愉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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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降格丙組作赛，薪酬方面不會成為阻礙。

以甲組人腳作賽，自然可以奪得丙組冠軍升班，愉園同時

又再去信香港足球總會，重申要求立即恢復甲組地位。信中 

除了一貫指責足球總會繼續歧視與排擠外，亦提岀「球隊具 

有甲組實力和較大的號召力」，若要「多打一季乙組」，受 

損害的不僅愉園會，「對足總，所有屬會，球員和球迷，郁 

是不利的」。* 23最後於1969年6月的香港足球總會執委會議通 

過拒絕愉園的要求。24愉園惟有再次在低一組别作賽，爭取一 

年後升回甲組。結果奪得乙組聯赛冠軍，毎年升一級之下快 

速回到甲組比賽，與五十年代旨次參加香港足球總會聯賽的 

經歷如出一轍，同樣是每年奪取低組別聯菩冠軍晋升一級。 

從1970-71年度球季開始，愉阅重回甲組，之後沒有經歷降 

班，直至2009-2010年度球季結束為止，才需要在2010-11年 

度球季起降1»1乙組作赛。

縱觀整個六十年代，愉園自1959-60年度首季升上甲組 

後即獲聯賽亞軍，其後4季曾三度屈居亞席，終於在升班第 

六季，即1965年奪得聯赛冠軍。如前所述，球隊發展頗為順 

利，理應可以進一步成為香港球圈屮-支勁旅，以平易近人 

的手法來笋取廣大球迷的支持。可是，適逢當年政治形勢出 

現突變，體育運動界亦捲入直接的政治鬥笋之中，愉園W而 

與香港足球總會決裂。非體育因素干擾球隊發诚，雖然並不 

致命，何多少也令到球隊前進步伐迂迴。然而，亦由於受 

到政治因素干預，愉園隊得以早在50年前便能夠明確定位為

體行科、W 19 »
23 〈愉園致函足球總會重申恢復甲組地位〉，《大公报》-1969年5月28日。

24 〈足總避甫就輕否決愉®要求〉，《大公報》，1969年6爿25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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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愛國球隊，而長久以來，這個「左派」的「光環」 

亦有利於愉園隊取得財政支持，使其在經濟狀況較為穏定及 

理想的情況下，得以自20世紀L十年代開始穩定發展至21世 

紀二千年代中期。

對愉園而言，「左派」的政治標籤或會令它失去某類球迷 

的支持，但在另一方面卻為它打開了支持的來源。例如曱-在 

六十年代末便得到霍英東大力財政支援，有條件自置會所； 

這樣的組織資源對發展青年球員的訓練及穏定球隊的班底， 

甚有幫助，甚至可以説是往後數卜年會務發展的最重要基 

石。會所不僅讓管理工作集中於一處，亦讓足球隊員在操練 

後备落腳點，甚至向青年軍球员（即年齡及實力未及甲組球费 

水平）提供三餐一宿，誠如訪問一位資深球會人士透露：

對青年軍球員提供膳宿及教育等全面管教。住宿於銅鍵灣

蟾宫大厦，提供三餐一宿。除足球訓練及足球理論課之

外，還提供補習英語、學習現代史（即愛國教育，由當時

新華社派員負責）。25

這段説話，凸顯愉園扛着「左派」球隊旗號的與別不同 

之處：培養青年球員較全面，及政治統戰任務。20世紀六、 

七十年代的…組球隊，除广南華體育會之外，其實難有其他 

球隊在體育資源方面可堪比較；在組織資源方面，愉園應是 

比較充裕的一家球會。對已經成長的甲組球員，球場外管教 

方面可做不多，但是對十多歲的年青小伙子而言，他們通常 

在亨業方面的成績都是不甚理想，所以能在操練球技之餘，

25 於2011年訪問一位愉園隊非常资深的管理人，口述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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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們灌輸-些足球理論，或多或少有助他們提升足球素 

養。而球隊4:1967-68年度球季退出甲紺聯賽，及後需要從頭 

由低組別聯賽爭取升班才4以回到甲組，也給愉園一個機會 

在青年球員的培訓方面，做一些基礎的工作。

重新於1968-69年度球季在内組作賽的愉園，卻可以招攬 

到當時已在甲組嶄露頭角的新秀中鋒鍾楚維加盟降格丙組參 

戰，相信背後財力支持必不可少。對於這位當時未到20歲的 

年青人加入愉園隊，操練及比賽之餘，政治統戰工作必不可 

少。他接受一份刊物訪問時透露：

當時，整個愉園的球員都會不時回中國學習「毛澤朿思

想」，通常都是一大群球員一起搭火車前往廣州，恍如球

隊集訓一樣。1968年，我剛開始學習愛國思想的時候，

更曾經一個人隻身前往大陸學習，十分積極。26

鍾楚維出身於流浪足球會，初轉到愉園時，對其政治氣 

氛頗不習慣。何後來卻在這様的環境裏「心態上也積極了 

不少」，而且一直在球隊13個年頭，直至1981年「掛靴」為 

止。他的解釋足「沒有離開，除f因為球隊對待球員相當不 

錯外，也與本身的愛國情懷有關」。27當然不是每一個球員都 

會接受愉園的那一套，但對另一些球員而言，則未嘗不是一 

種有吸引力的選擇。在這一套組織文化背後，需要有相對稔 

定的財政支持。

26《長訊》•〈球坶戰埸鈍楚維＞，2009年10 ；］，第17期。另參考莫逸 

風、贤海榮(2008)《香港足球誌》，香港：上書局，頁33。

27 M 註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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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芋靜的1970及1980年代

愉園隊的發展過程，自首度升上甲組以來，剛好遇上當 

時歷史、政治的大環境，由奪得聯喪冠斧:至退出甲組，高低 

起伏，經歷了充滿戲劇性的發展。如果將六十年代球會的經 

歷描述為暴雨及驕陽的兩極交替，那麼1970及1980年代的喇 

個10年，則相對匕是在平靜中渡過。愉園在1970-71年度球季 

重新升回甲組比賽，往後整整18倘球季都與聯赛冠軍無緣， 

要到f 1988-89年度球季才有機伶稼得球會史上第二次甲組聯 

苔冠軍。1970-1989年問合共得到七次甲紺聯賽亞軍及一次冠 

軍，其間曾取得4個主要盃赛錦標。以老牌球會計，成縝不算 

特別耀眼，但足如前所述，中組聯賽差不多逢二進一得到亞 

軍成績，反映球隊的運作相當穩定。

霍英束對愉園在財政方面的大力（甚至佔絕火部份）支持， 

itl I960年代中期開始，延續30年直至1995年卸任會長，轉任 

永遠榮譽會長為止。我們當然小能説霍英東要依靠參與愉阑 

才能夠踏足香港體育界，但是愉園確實起着踏腳石作用。時 

間方面又非常巧合，在1965-1969年問，愉園隊認為不斷受到 

香港足球總會中的親台及親港英勢力排擠與歧視，但重新升 

回甲組的1970年，霍英東適時當選香港足球總會會長•職， 

左右派兩股勢力的此消彼長，於此可見一斑。

霍英東當上香港足球總舍會長，M:屮一項工作足通過足球 

讓中華人民共和幽重问國際體埴，不單盡力恢復在國際足協 

的會籍（中國足協在W58年主動退出），更同時爭取中國在國際 

奧林叫克委員會的會鐯；經多年努力，終於分別在1979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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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恢復國際奧委會及1980年國際足協會籍。28連串成果的最 

重要的政治意義及實際效果，就是哬大國際體育組織，都把 

中華民國的會籍，以「中華台北」名義處理，變相認同「一 

個中國」的政治表述。

至於愉園體育钤钤長一職，霍英東則遲至1977年才正式出 

任，亦即表示愉園是由祺英柬在名義及實際上領導。霍先生 

末必會過問實際會務及其連作，但在有需要時會提供财政上 

的支持。

愉園最大的開支旮定是維持足球隊參戰甲組聯賽。雖然20 

年間只曾得到一次甲組聯賽冠軍及4項盃賽錦標，但多次取得 

聯賽亞軍的成績，亦可見它是當時球壇t的一支強隊，有實 

力跟其他勁旅角逐錦標。事實上，七、八十年代的愉園除f 

以培養年青球員ifU著稱之外(例如鍾楚維、劉榮業、余阈傑、 

梁帥榮、陳炳安等)，亦曾重金招攬著名球星如張子岱、鄧鴻 

昌等加盟。1972年，當時張子岱以中華民幽「國腳」身份由 

消防轉會至親北京的愉園，在球迷中間是一則頗為轟動的新 

聞。然而「左派」傳媒當時卻異常低，凋，既沒有人篇幅银樽 

張子岱加盟，更沒有組織專稿專訪，只曾以標題「愉園東昇 

組軍完成」低調報導：

愉園體育會足球隊下届人選，以本届為基礎，為了補充個

別位置，邀得張志培、吳汝賢、張子岱、黎新祥、楊振澄

等加盟效力……29

28 愉園體育矜(1996)《愉園體fj、'會四十五週年會慶紀念特刊》，秤港:愉園 

體存會，頁20-21
29 〈愉阅來昇組軍完成〉，《大公報》，1972年7门19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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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大公報》的低調，其他報章樂意作「弦外之音」式 

報導：

至於愉園所付出的轉會費多少，未有透露。但側聞為數不 

菲，而付出張子岱的年薪，亦近五萬港元，可說得「銀彈 

政策」的成功。

招槪當時年過30之齡的球甩，若「銀彈政策」之説成立， 

簽字加盟時不作大事宣傳以收統戰之效，似平有點可惜，但 

對「左派」球會愉園而言，期望張子岱能夠增強球隊實力似 

乎更為黾要。但在那個本地球壇興旺的時期，愉園只是眾多

「巨型班」中（例如南華、精工、流浪等）的其中一隊，投資 

並不能直接的保證可以贏得獎盃。或者當年的愉園末能跟精 

工、南華比較，但總可以算是強隊之一。51

1979年6月卜旬，rtl球員到助教合共效力七年後，愉園忽 

然與張子岱解除賓主關係。「左派」報章的報導不以解僱為 

重心，亦不知有心或無意，稱其為六十年代球星，似T•忽視 

了整個L十年代，張子岱的足球歲月其實差不多全都貢獻給 

愉園：

張子岱下届離開愉園，引起圈内一陴哄動。這位六十年代

的足球明星，下屈如何，是令人感到興趣的。30 31 32

反觀，親台勢力面對當年「右派國腳」加盟「左派球

30 〈消防張子岱已簽卞愉阆〉，《香港工商日报》，1972年6 J1 22日、

31 當年笛英束也有獨資經辤求昇足球隊、Ifii以卨薪從南堠挖忐仇志強•乃 

一時之佳站。但為何他f分散投資」，而不S傾力打造一支「超級厂1型 

班J，就不得而知广。

32 〈張f岱離開愉園〉，《大公報》，1町9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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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J ，歷時七年都未能釋懷。當張子岱與愉園再無關係， 

「右派」報章便乘勢反擊：

雖然表面上就滿口仁義道德，何嘗唔係一朝天子一朝臣， 

「主任林」下野，「阿香」亦遭到革職，當年曾出重金收

購「阿香」，翌年就拉隊返回大陸集訓，因r阿香」係中 

華民國國腳，有利用價值作為宣傳工具，依家再冇利用價

文中的「阿香」即張子岱。那種一人獨撐足球隊財政的 

情況，到了 1985年開始有所轉變。當年同時間有3位後來成為 

政商體育名人的人士加入愉園領導層，他們分別是曾憲梓及 

徐展堂擔任副會畏，余錦基出任足球部主任。w三人中尤以余 

錦基最直接領導足球隊，何卻沒有對足球隊作出翻天覆地變 

化。余錦基擔任足球部主任三年之後，在1988年中當選香港 

足球總會主席，55在香港體壇可更上-•層樓。客觀上，可以説 

愉園是讓存心人晉身香港體壇領導位置的重要踏腳石。余錦 

基當上足球總钤主席後，由M:弟弟余錦偉繼承愉園足球部主 

任之位，亦即是作出財政支持，但其弟沒有再晉一級擔任體 

育界更高的領導職務。至於曾憲梓及徐胰堂，則較多參與中 

國內地的事務，後來亦成為中港政商名人。 33 34 35

33 〈利用價值已完曝阿香嘆前路茫茫〉，《香港L:商日银》，1979年7月1 U。

34 愉阑體ff付（1996）《愉囵ffiff會叫I•五週年付唆紀念特W》' 香港：愉阎 

體ft會、頁50-51 <.
35 〈足總新內閣昨誕生〉，《大公報》，1988年7片25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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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至千禧年代：盛極而衰

常愉園在1988-89年度球季重奪失落24年的甲組聯赛錦 

標後，在随後的整個九十年代又重複前一個10年般平平稔稳 

的成績，又是一等10年，才於1998-99年度球季第三次奪得 

甲組聯赛冠軍。而在10年間的盃賽成績亦未見突出，只在第 

三次聯賽冠軍之後一年各取-項盃賽錦標。換句話説，1990 

年代前半期，愉園只能交出闹項盃喪亞軍成績，聯賽就不具 

角逐冠軍實力。其實4:余錦基及余錦偉兩兄弟之後，愉園足 

球部主任一職的平稔性不如以往。1995年的轉變最具象徵意 

義，因為霍英東卸任會長，雖然以永遠榮譽舍長名義跟愉園 

保持一定關係，但明顯地霍氏對愉園的支持，將告一段落。 

不過，話雖如此，愉園作為數十年來一支重要的「左派」球 

隊，接任會長的亦是具紅色資金背景的朱樹豪，但當然若與 

霍英東相比，則中港政商影赞力難望其項背。在此轉折期， 

有另•本地色彩的商人康寶駒入主足球部，雖然亦算熱心投 

人，但愉岡成績未見突飛猛進，終於网年後小再續任足球部主 

任，在1997-98年度球手起，轉而支持另-甲組球隊。之後再過 

闸年，即自入主愉園4年後，康寶駒當選香港足球總會主席，56 

愉園可説再一次發揮tf身香港體壇領導位置踏腳石的作用。

康寶駒在1995-96年度球季起入主愉園之後，雖然球隊 

成績沒有戲劇性變化，但是對長久以來相對穩定的球隊管理 

層，卻有不起眼但翻天覆地的變化，就是梁子明從球隊的第 

線管理架構上退場。57梁r•明白1973年起擔任球隊教練，至 36 37

36 〈康寶駒接任足總主席〉，《明报》• 1999年7月26 1:1 »
37 愉園ffifi■•會（1996）《愉闽體育件四I- h:週年钤鹿紀念特刊》香港：愉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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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升任領隊，冉到1994-95年度球季結束，合共22年都站 

在球隊管理層的第一線。梁子明破天荒的退場，其實共體反 

映f後霍英柬時代愉園足球隊管理上的根本變化，雖然這是 

在霍英東淡出愉園10年之後發牛。

1997-98年度球季起，有官永義及林大輝兩位接掌愉園足 

球部，其後於2000-01年度起林大輝小再主理；58而官永義則 

在2008年屮球季完結時退位，説是後霍英東時期在任最長 

的愉園足球部主任，亦是作出財政支持為期最長的一位。官 

永義接手後，一則重整球員陣容，二則適值商業球會退潮， 

成績斐然。當時甲組職賽的商業價值和吸引力口減，加K其 

他老牌球會又不刻意經營，種棟因素相加，令到愉園隊在官 

永義任足球部fe任年代，渡過球隊歷史上成績最輝煌的年 

代。1997-2008年度間，三奪甲組聯賽城軍，是以往參赛甲組 

30年歷史的總和，最後一次是2006年；此期間亦合共奪得5項 

盃赛錦標。毫無疑問，後霍英乘年代的愉阆隊，終於登h球 

隊歷史高峰。

然而，在官永義不再主理愉園足球部之後，足球部起广 

前所未有的變化。當時愉園隊的實際掌舵人足主席貝鈞奇(有 

別於會長朱樹豪)，但責任只足維待球隊註冊，亦即听謂擔當 

「持牌人」角色。自官永義離去，而在找不到如以往般的足 

球部主任繼綃承擔財政及實際運作的情況下，貝鈞奇在2008- 

09年度球季開始把球隊改為以外判形式給f第三者營運。所

育會＜ H 55。1995-96年球季足球隊職員名單中各職位包括=總監、副

總監、主R、副主仟，領隊、副領隊、教練、助教、預備組教練' 物押

治療師，常中沒有梁+明的名字。

38 愉園體對矜(2006)《愉囵捫行件55週＜「■紀念特刊》，杏港：愉園體育钤• 

頁 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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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外判，就是有别於以往由提供資金者直接管现，而是外判 

商內行籌集球隊營運資金，而實際投資者亦不一定跟愉園體 

育會原有領導層侖聯繫或接觸。不幸地，這種外判模式不能 

投放足夠資金維持球隊實力，而以有限財政預算卜，只能任 

用年靑球員，結果導致愉園隊首次因為成績不佳Iflf降班。

外判商向對降班形勢，沒有即時放棄，反而用同一模式 

叫愉園會方繼續「租借」球隊營運權在乙組作賽。首兩季在 

乙組的成績未見突出，升班不成。到第三季，亦即2012-13年 

度，終於奪得乙組聯賽亞軍，在2013-14年度球季冋升甲組。 

對老牌球會來説，以外判形式營運球隊，終於得以返回原來 

起點，不論對會方或外判商，埋應感到鼓舞。可惜，甲組聯 

赛球季開始後，愉園隊三個月還未能打開勝利之門。在2014 

年1月，更發生懷疑球隊涉及球賽作假事件，廉政公署人員在 

一埸比賽後即時在球場更衣室，把全隊球員及部份職員帶走 

調奄，之後更正式拘捕愉園六名球員及一名贊助商職員。

本來愉阆隊作為一支歷史悠久的球隊，在降班三年後得以 

重W甲組參喪，重新起步，大4是-個好的開始。奈何突然 

涉及刑事案件，遭香港足球總會終止繼續參寶資格，所受打擊 

相當巨大。由於事件已經進入法律程序，本文不便再作評論。

此次$幸事件，若最終有人需要負上刑責，固然個別立心 

不良者應該受到懲處。但在事件背後，愉園出現營運困難， 

又豈是偶然？

從班主足球到外判足球

傳媒對於愉園隊在2013-14年度球季賽涉及的造假事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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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篇幅報導。這次比較2009-10年度球季的兩宗造假案件惹 

來更大迴響，因為愉園這支老牌球隊在降班三年後重回甲組 

之際，竟然繼2009-10年度球季後再次涉案。在執法機關採取 

行動前兩星期，即足2013年12月22日，另一場比赛於完場前 

的不可思義烏龍入球，其實已經引起大眾關注。兩宗事件的 

主角，愉園及屯門足球隊，背景及發展歷史絕不相同，為何 

湊巧在「1314」交接時同樣鬧出「假波疑雲」呢？

屯門足球隊的發展經歷，我們未曾詳細研究，但從傳媒報 

導及網上資訊得知，屯門足球隊是近年港甲呈現新氣象的代 

表之一，就是不同球隊以紮根地區為主的所謂「區隊」，經 

多年在低組别聯赛角逐升班後，撮終得以參戰甲組赛事。這 

股港甲新興勢力，包括（皇室）南區、电門、（天行）元朗，沒有 

一隊是由商業機構良接買入甲組球隊易名參戰，只是升班後 

應贊助商要求在原來區隊名稱前加上贊助名號。

商業機構直接買入甲組球隊後去掉原名，改以公司名稱參 

戰香港甲組足球聯喪（下稱港甲），確實睽逮已久，反映港甲對 

商業機構欠缺吸引力。財源不開，對港甲來説其實不是新鮮 

事。對上一個成功的商業機構參賽例子，已經要數到上世紀 

九十年代的快譯通足球隊f。有趣的是，缺乏商業機構直接 

改名參賽，乂不表示商人對足球完全沒有興趣。似港甲長久 

以來的門票收益通常都不足以支付球員獎金，遑論作為球員 

薪酬的財源之一。球員薪酬及球隊日常經費，幾十年以來其 

實都是由一位班主負責承擔大部份以至全部。無論是歷史悠 

久如南華及東方足球隊，以至今次主角之一愉園，傳統上都 

不是由普羅會員或會方集資，反而是以會長、主席或足球部 

主任名義一力承擔。有力承擔的，首要條件自然是個人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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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而通常亦是商人為主。

久而久之，本地足球圈便出現r所謂「老細足球」（老細

即老闆之意）的説法。「老細」對聘用球員以至球资臨場排陣 

調動，邡有相當程度參與。從正面去看，是熱心推動足運， 

但負面的説法則是「干預」球隊。直到今天，普羅球迷以至 

資深足球圈人士，都認為「老細足球」不單沒有減少，個別 

情況更是變本加厲。

然而，據我們觀察，近年的「老細足球」與以往港甲蓬 

勃時的「老細足球」，從組班以至營運和管理，差異很火。 

為方便區分，我們把昔日港甲蓬勃時期稱為「班主足球」年 

代。就算不太年長的本地球迷，都會對八十年代中以前，綽 

號「大、中、細碼」的香港足球代表隊3領隊記憶洒新。浏造 

港屮一個輝煌的「班主足球」時代，他們3人可算是最具代表 

性，大碼指精工足球隊班主黃創山，中碼指當時愉園的余錦 

基，細碼指淘華足主林建岳（亦有指林是中、余是細）。他們 

3人各ft為自己的球隊承擔大部份經費，是名副其實的班主 

足球。與他們同期的其他球會班主或足主，情況都差不多。 

他們可説是一群「在地」班主，即是於大部份比賽都親身踩 

入球場草地坐到球員後備席）和，緊張時+禁率先跳起來喝駡 

球員甚至是球證，是實實在在的「干預」球隊運作。"f是，

「班主足球」在當時的香港，絕不是貶意，無論是擁躉或敵對 

球迷，部不會悦這群班主的「r概」是危害香港足球發展。

愉園體育會在上世紀的七、八、九十年代，營運模式跟 

其他港甲球會無大分別，可能最實質的分別，是九十年代以 

前，長期穩定地由霍英東作班主及提供财政資源，讓球會由 

人稱「書記」的梁子明及其管理班底長期主理球隊事務。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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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輩球迷應該記得，霍英柬更喜歡親自落場踢球，這當然不 

足指出戰港甲賽事。及至霍氏家族完成對愉園體育會的歷史 

任務，於九十年代中功成身退後，愉園足球隊作為香港畏久 

愛阈體育組織龍頭象徵，亦很快便得到W—個紅色資本家出 

任會長，所以往後一段時間球隊都可以稔定運作。當時除了 

紅色商人外，亦有本地熱心足球的商家出錢出力支援球隊， 

以足球部主任形式，延續球隊在港甲競逐。這樣相對穩定的 

班主足球形勢，在2008-09年度球季瓦解，愉園開始步向近 

年一棰新的港甲球隊營蓮模式，就是把足球隊的營運全而外 

判，即是由組織球員班底至管理至尋找财政來源，皆由外判 

商自行統籌及負責。有傳媒引述貝鈞奇所言，道出直至今天 

霍家對愉阆在財政I•.的重要件：

愛國商人霍英朿曾是愉園體育會的會長，每年從基金斥资

7位數支持球隊。可惜霍老2006年離世後，基金開始減少

撥款。59

類似的全面外判，恰好同樣出現在近期另一支新聞球 

隊——屯門足球隊。此類外判模式，跟前述的班主足球模式 

徹底割裂，外判公司通常不是已經擁有資金，而是獲得授權 

營運球隊後，才開始尋覓主要贊助商。當幕後財主當上主要 

贊助商後，可能整季也不會親臨球場觀戰，遑論要求他們如 

「班主足球」年代般熱心參與。最新形勢反映，就是幕後財 

主竟然祌秘莫測，無法讓傳媒及公眾査探得到。相對以往的

在地班主，新的球隊財主們顯然「離地」得多！

39 〈球3被逼放水每坳搜利萬疋:•；南方都市報g 2014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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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地班主的資助模式，我們暫稱之為「外判足球」，以示 

有别於前述的熱血在地「班主足球」。外判足球通常由--個 

中間人或機構負責聯繫贊助商出資，时外判承包者負責組織 

球隊及日常運作。贊助商本人或是其代表，可以「離地」得 

一場球賽也不臨場觀戰。贊助商對球員的組班十拟，nJ•以激 

烈至球乎開始後還要求大換血（例如本屆的愉園），以符合贊助 

商某些主觀願望。近3、4年所見，港甲的「外判足球」抬頭 

時，就同時出現球賽造假，未能斷定是因果關係，但就非 

常巧合。然而，當熱Ifll.在地班主難求，面對財源緊絀的悄 

況卜，持牌球會若不想退出角逐港甲，外判幾乎是唯一町 

行方案。

暫時從負面新聞所曝光的內情窺見，某些贊助商通過外 

判足球模式，安插部份球员，使其繞過外判者的指示，直接 

聽命於贊助商或其代理人的安排。本來球員的工作細節，即 

是比賽時跟從其麼戰術部署，應該是教練全權指揮，但是卻 

祌秘地改由贊助商代押人直接作出倘別指示。贊助商繞過教 

練而直接指示個別球員，對球隊的不良干預程度不單只遠超 

「班主足球」年代，而且性質亦很不一様。當足球部署不再 

「純粹足球」的時候，腐敗、造假人有可能發生。這不單止 

是涉事球隊以至整個足球產業，同時也會令球迷失望，對本

地足球失去興趣。

回看愉園，過去在財政比較穩定時期，部並非長時間在 

甲組聯賽一枝獨秀，例.是成績跌宕起伏之間，還是對應着正 

常的體育產業發胰週期。當完成愛國球隊歷史任務後，愉園 

雖然歷史悠久，但其實開源方面+會比較其他新興區隊更有 

利。當紅色資本有更多渠道投資於香港的經濟、文化和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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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時，愉園足球隊不再是唯-選擇；Iflj由於背負悠久的愛 

國傳統，非紅色資本不願意或4〈易被接受成為財政來源。

小結

愉園隊60多年來的發展經驗，可謂見證了二戰後香港社 

會的歷史發展。它的成立是冷戰國際政治形勢卜的產品，背 

負肴在香港這處英國殖民地裏，以鮮明的愛國（意思是支持中 

華人民共和陵1）形象，住廣大市民屮團結群眾，爭取支持之 

餘，同時也嘗試制衡敵對勢力。它是有其政治任務的一間體 

育會，也因此而有相當穏定的組織支持，有助球隊發展。這 

類政治背景及相關的支持，並不僅限於親北京的「左派」网 

體。在當時的政治環境底下，國共雙方均嘗試在民間不同界 

别組織群眾和發揮政治作用，而體育運動界只是它們各A進 

行統戰、意識形態鬥爭的其中一條戰線而已。

現在事後看來，國共之間在香港土壤匕所進行的角力、鬥 

爭，給香港社會注入很多非原來所預想的活力。在文化、出 

版方面，百佗齊放；在足球場11，儘管當年只有400萬人U， 

卻吋以支持一個其有競爭性的足球聯赛。當足球並不只是足球 

的時候，其他資源投入其中，令球壇出現列強爭簕的局面。

但随着冷戰結束，政治任務的重要性大大下降，愉園I叫到 

III:俗的世界，在新的牛.態環境裏尋找生存的空間。而當「班 

主足球」已由「外判足球」所替代時，它在經營上的困難就 

更表露無遺厂。

作為一倘「左派」團體，愉園隊跟其他社會組織一樣， 

都需要不斷適應環境，找到生存的空間和發展的機會。對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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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認同「左派」團體的政治立場的人士來説，或者會以為 

其政治背景是-•種障礙，影響組織的發展。仴從組織分析的 

角度來看，則它的意識形態與政治任務呵以為它帶來充足的 

資源，使其組織、青年球員的培養，以至球場上的表現最為穩 

定。反而是當意識形態已變得不亟要時，它便逐步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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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重要球季的球隊陣容

(1> 1957-58年度首次參加丙組聯賽•得冠軍升班 

門將：梁志強

後衛：伍球遛、梁尚德、張炳雄

中埸：顏森琪、彭富志、谁叫

前鋒：鄧競廉、梁女善、矜康泉、哀沛準、R包欽

(2) 195159年度乙組聯‘赛冠軍升班

門將:鈍卓僳、何冠球

後衛：吳悚良、卞定標、悔辟

中場：黄文偉•劉潤森、釀忠

前鋒：劉德志•盧永勤、梁友善、梁永許、王沛榮

(3) 1959-60年度首次升上甲組

門將：張觀興、©焕《

後衛：P4!燦林、駱德興•梁榮師

中場:货文偉、郭石、郞帝康、馬瑞能

前鋒:朱永強、郭滿華、梁友善、吳偉雄、謝炳權、梁隹康

(4) 1964-65年度第一次甲組聯賽冠軍

門將:莫小霖、梁子明

後衛：劉添，嘍錦明、馬榀培、鄧耀民、莫光強、个志森 

屮場：段义倚、陳鴻T、胡渠根、陳炳圯' 翟錦咪、粲隈文 

前鋅：朱永強•郛滿苹、羅阀杂、卞W強、嘍錦it •阮家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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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68-69年度退出甲組後重新參加丙組聯賽•得冠軍升班 

門將：盧徳權

後衛：廖錦明、陳長強、林英傑、馬福培、江達祥 

中埸：陳明基、樊錦明、劉希、潘容壽 

前鋒：蹯楚維、陳中、郭榮、陳振權、陳維民

(6) 1970-71年度重回甲組作賽

門將：盧徳權、陳竹安

後衛：廖錦明、林英傑、江達样、葉錦洪、黄文光 

中場：陳明基、胡秀文、周志雄、翟錦輝、梁能德 

前鋒：鍾楚維、郭榮、陳振權、馬興強

(7) 1972-73年度張子岱加盟

門將：盧德權、陳资安、劉德祥

後衛：黎新样、鄭潤如、林英傑、黄文光、梁雄光、張志培、王展健 

中埸：張子岱、鄭阈根、吳汝曾、張炳衡、周忐雄、鈍廣仁 

前鋒：鍾楚維、劉榮業、周榮、楊振澄、王永生，郭錦安

(8) 1988-叩年度第2次甲組聯賽冠軍

門將：劉棟平、王永新

後衛：梁帥榮、蔡滿洋、吳炳南、譚亞福、瞜華智、闕偉強 

中場：梁能仁、鄧仲.盛、茹健徳、姜榮耀、黄志強、葉天發 

前鋒：王福榮、陳文順、黎耀光、許孫榮、吳鑑鴻

(9) IW8-99年度第3次甲組聯賽冠軍

門將：加夫利、麥國師、吳俊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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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衛：黃偉德、潘糨焯、胡耀阈、陳志強、周昭雄、卨爾 

中埸：蔣世豪、羅繼華，李偉文、郭文迪、賴啟卓、吳家銘 

前鋒：巴古沙、摩亞、米活、郭裕洪

(10) 2000-01年度第4次甲組聯賽冠軍

門將：加夫利、梁卓長、饬錦文

後衛：奧拿里奥、黃偉徳、李偉文、潘耀焯、周昭雄、賴啟卓、葉國偉 

中場：祖利亞、蔣世豪、羅繼華、郭文迪、李培、唐健明 

前鋒：布力治、卡路十、哥速斯' 陳志康、郭裕洪

(11) 2002-03年度第5次甲組聯赛冠軍

門將：范俊槳•梁卓長、詹錦文

後衛：卓卓、史提夫、李偉文、潘耀焯、梁承傑、沈國婶、薛振邦 

中場：鄭兆聰、蔣世豪、羅繼苹、賴啟卓、李培、李圳業 

前鋒：甄馬田、堪夫、郭裕洪、沈國強

<12)2005-06年度第6次甲組聯賽冠軍 

門將：范俊業、梁卓長

後衛：卓卓、史提夫、列卡度、潘耀焯、沈阈輝、廚建文、馮繼志、 

梁金輝、馮振逞

屮場：蔣世豪、李偉文、羅振邦、李圳装、李思明-伊®羅

前鋒：奧利韋拉、法比芄、馬性路、沈阈強

(资料來源：《愉阑體疗铃55週屮紀念特W》• 2006 : 9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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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左派工人的粤劇運動 （1950-1970年代）

李少恩

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份，作為 

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撃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 

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1

這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內容， 

是1949年後中國大陸文藝綱領，也-直深深影饗香港「左 

派」團體的文藝發展。1 2 3 *贲際上，從1950至70年代，香港左派 

工會支持的工人粤劇如實反映f當代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 

並不斷在香港社會實踐中共的文藝政策，就如一•股由左派工 

人發動的政治文藝運動。本文考據這時期的香港左派丄人粤 

劇文獻，配合口述資料，探討屮國大陸文藝政策是如何呈現 

於後期的香港殖民地社會？以及左派工人如何書寫出一段獨 

特的香港粤劇歷史和文化？ 5

1 1942年5门2旧至23丨I，t深农fl:延安親1‘1 土W: 了一次文藝工作芥座談 

矜。钤丨他發丧f這浒®要的講話，全文初刊於1943年10门19日《解 

放I丨银》。

2 據筆者自少/E香港的生活經驗，1950至1970年代，社會匕有一種頗為普 

遍的現象，團體或個人的身份往往根據他們的政治立場而被區分，支待 

屮阔大陸的被稱「左派」•支待台灣的則被稱A「A派」。

3 筆者曾撰文，初論I960年代A派1.人的粤劇和A;派學校的音樂活動，見

李少恩（2005）〈從尚國巧劇團行I960年代否港巧劇與丄運〉，截於李少恩

等編，《香港戲曲的現況與前瞻》•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粤劇研究 

計劃，頁21-30 ；〈風在吼的火紅年代——從文藝武器説起〉，《明報》， 

2006年8门17 II •本文4説坫史進-步的反思與深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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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劇作為工人娛樂

廣府人是香港人口的主要構成部份，而粵劇是十九至二十 

lit紀廣府人的一種主要娛樂，在香港經常可以見到粤劇的活 

動，例如在港九、新界的酬神祭祀戲棚、在戲院及歌壇，以 

至於從電台和電视的廣播等媒體，4香港的民間社團更有粤 

劇活動的傳統，尤以二次大戰後十多年最為興盛。5 1949年， 

當香港社會仍處於戰後重违的階段，中國大陸政權更替，不 

少人和資金轉移到香港，加速香港的工商業發展，也促進了 

香港的工會發展。6踏入1950年代，不少廣府人在他們所屬 

的工會進行粤劇活動，丄會也樂於以此維繫會員和家鳐，增 

加他們對工會的歸鳐感。M時，工會的粤劇活動也起了招徠 

新會員和向社會宣傳工會的作用。故此，當時不少工會，無 

論它的政治立場，粤劇往往是會員的主要康樂活動之一。例 

如，港九海陸漆務自由丄會於1953年在九龍普慶戲院舉行成 

立典禮，7席上除了由該钤的教育組會員演出粤劇《萬惡淫

4 有關20世紀L半藥粤劇和粤曲在香港的發展，見李少恩(2010)〈撰曲史 

略〉•裉於《巧調詞風：香港撰曲之路》，香港：香港中文大爭音樂系屮 

図音樂資料綰，頁1-55
5 二次大戰後，香港的《苹僑日银》經常W登冇什.W的粤劇和粤曲沾動'ft 

訊，詳見1940至1960年代《車僑日報》的娛樂版。

6 冇關香港社會發展，見元违邦(1995)《香港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

7 1950年代香港•出現T -批名稱包含「自由J的工會，例如中拳巴士自由T- 
會、谌梯職i:fl由丄钤或港儿甫影從紧人Hfl由工钤等。這些工钤山税 

台餚的人士飢成•政治立場被況為「0派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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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首》，8更邀請多位伶人演出助興。9 10 11 乂例如港九工會聯合 

會，簡稱丄聯會，以及它的屬會都設有粵劇組或粵曲班。

據黃少俠憶述，年輕時他在廣州工作，並不熱衷於工會的活 

動，1949年來港後，經友人張明介紹，參與左派工會的粵劇 

活動，後來被吸納為工人粤劇网的成員，躲終更成為工會文 

藝活動的積極份子。11由此"r見，粵劇是1950年代香港工會的主 

要康樂活動之一，而且對工會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工人U常的粵劇活動主要在所屬工會會址内進行。許多工 

會都把會址設於大廈的最髙樓層，原因之一是可利用會址的 

天台，擴大活動空間，容納更多會員的聚會。例如摩托車職 

工會的天台便佔存幾個住宅單位的面積，而會員經常利用天 

台進行不同類型的活動，甚至於在重要的口子，搭建臨時舞 

台演戲。12

除了日常的聯誼，弯•劇是當時工人聯歡的主要表演節目之

8 這足粵劇伶人新馬師钤(1916-1997)的扦本戲之 ，1950年化乔港&演。

劇中的主題曲透過舞台、電影及電視等媒體•廣泛流傳•特别是自I960至 

1990年代在電況的慈善韩款節目不斷出现，早(2成為香港文化之-部份

9 見1953年3月20 H《苹僑I I報》社團则向。

10 香港工會聯合钤成立於1948年，現打186問阐件和《間赞助仵，合共冇 

249間上會•涵蓋不M的彳f槳，足乔港诚大规模的丄會紺織，兒工聯件官 

方網 Mhtrp：Z/www.ftu.org.hk/2h-hant/about?i3= 12
11 現•張：人均是當年南阈粤劇刚的活躍成員。黄少俠，藝名厂一，记西 

货装工會' ffi晚於張叫加人劇W。他歷任南阈劇WI的H-樂沼導 '並 

W a音樂削作和設計。1990年代，黄少俠肉銀行氾休後•冉度活蹓於 

社呷粤曲的伴奏和削作。張叫，笮名張振羽，原是煤氣工矜仵K，約於 

1957年加入工人業餘粤劇團，歷任劇團的編劇，1970年代於入愉園體育 

會］：作• 1980至90年代任職於香港聯藓公司•負沢屮阀大陸藝術刚tfS來 

港演出的安排。本文有關他們的言諛源於2004年的訪問，而大部份資料 

補充則是來近年的交談和考證。

12 據張明憶述•摩托屮職L:钤的會址听在位S就坫現今尖沙W新机'界泗店 

對面，當時會址所在的犬台經常被用作節目慶典的活動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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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左派的工聯會及其屬會的粤劇組，或粤曲班，迮每年的 

3月8 口婦女節、5月1日勞動節和10月1 口國慶聯歡會的節目都 

演出粤劇，或歌唱粤曲。13 1956年，工聯會一連3晚在會址的 

天台舉辦了「第一屆工人戲劇歌舞匯演」，粵劇是其中的主 

要項目。這--次匯演，工聯會副现事長徐振材在開幕辭中， 

明確指出發展文娛康樂活動是工聯會代表大會的重要議決事 

項之一，他也聲明E聯會經已議決，大力發展工人喜愛的戲 

劇、歌詠及舞蹈等文娛活動，並以此擴人丄會在社會h的影 

響力。14

工會除了以會址作為主要活動場地，亦時常租用戲院或 

社區會堂進行活動。丄聯會和它的屬會早於1954年，開始把 

工人的文娛表演展现於公眾，其至租用戲院演出1攀劇。例如 

1954年3月的「三八」婦女節，工聯會租用厂九龍普廋戲院， 

由來自不同屬會的十多位女會員，演出了古裝粤劇折子戲

《梁山伯與祝英台》。同年4月，工聯會嚙下的港九勞工教育 

促進會協助旺角勞工子弟學校，簡稱「勞校」，募集經費，15

13 •般來説，巧劇表演涉及咽•做、唸、打，以至於化妝、服飾及舞台裝 

肾等等，各式各樣的表演元素•是•撺綜合性A演形式，而巧曲往往吏 

多強凋SR唱，表演形式也相對簡眾•些。

14 w.〈 I:聯文娛會演節I I精采〉，舰於1956年9月22 口《大公報》。

15 常時香港社•般稱•這類亨校為「左派嘐校」，而左派人丄則稱之為「愛 

國嗲校」，勞校是當時香港眾多左派學校之。正如吵校的名字•勞校 

的對象上要是左派匚人的子弟•因而-直獲得否港左派工會和其他左派 

團體的支持實際上，左派學校的師生在I960年代的香港工理扮演着極 

-T*要角色•據梁家權的説法，「一盥以來•殖K地的港处政府對與屮方冇 

聯繫的左派學校很有戒心，、也非在67年大暴動才警覺。……原來50叶: 

代木、60年代初，港府以為左派Li被「陰龁」至苟延殘喘•不， 

『六七j前幾年完全掉以輕心，結罘讓左校存培tft力沿的機钤J引fi梁家 

播:等（2001）《英方絕密檔案揉光：六L；镑動秘笋》，香港：經濟H報出版 

社，頁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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徂用港島的高陞戲院，由不同鳐會的會員再度演出古裝的 

《梁山伯與祝英台》和時裝的《二八嬌妻一歲郎》闹個粤劇 

劇目016

工聯會從1950至1960年代經常為「勞校」譁募經費，公演 

粤劇是主要活動之一。工會與左派學校的這棟合作關係，促 

成左派學校師生參與工會活動的機會，左派學校的合唱隊及 

中樂隊+僅經常參與工伶的文藝活動演出，當中不乏粤劇的 

演出。據黃少俠和張明指出，不少工會的粤劇團團員都是來 

自左派學校，無庸置疑，當時左派學校的師生正是工會會員 

的重要來源之一。筆者曾訪問當年勞校的一位負貴培訓學生 

音樂演奏和粤劇表演的老師——陳幹夫。他從1950至70年代 

指導了不少學生參加校内的音樂表演、校際音樂比賽，以及 

工聯會的粵劇演出。例如嚴觀發、張秋榮及何束球等，近年 

頗為活躍的粤劇樂師都是來自勞校的畢業生。常年，他們在 

老師的鼓勵下，曾積極參與工會的粵劇演出。17因此，左派工 

人的粵劇活動實際又成為丄會長遠發展會員的主要途徑。

有f龐大的社會基礎，工人的粤劇活動發展得更有組織 

性。工人業餘粤劇團，又稱港九工人樂餘粤劇團，於1956年 

正式成立，成員大都是來自工聯會的不同屬會。當年，劇阁 

在港島的卨陞戲院初次演出占裝粤劇《梁山伯與祝英台》全 

劇。據張明指出，劇團在1957年演出古裝粤劇《金玉奴》的 

時候，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已包括了工聯會鳐下的勞聯、中 

電、打銅等屬會會員。往後的幾年，頻密的演出吸引了更多

16 九能的齊慶和港島的髙陞都是1950年代兩家香港最主耍用作演出粤劇的 

戲院。

17 2011年4门19 II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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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好粤劇的工友參加，劇團日漸U•大，在不同的埸合演出大 

量劇目，例如古裝粤劇《搜書院》（1958）、《信陵君救趙》 

（1958）、《花木蘭》（1959），乂例如時裝粤劇《愁龍苦鳳笑顔 

開》（1959）。18劇團除f舞台的演出，更參與電影的攝製。古 

裝粤劇電影《喬老爺上花轎》（1959）由工人業餘巧劇團擔綱演 

出，改編自居於中國人陸的名伶馬師曾的作品——粤劇《喬 

老爺上轎》（1958） o 19 20

工人業餘劇阐演出的劇H大都是改編自中阈大陸的劇作， 

而這些劇目大都創作於19 4 9年後中國大陸的戲曲改革政策 

下。2°無疑，基於市埸效益和政治立場，一般香港的粤劇團當 

時都不會演出含有強烈政治意識的劇目。何是，香港左派丄 

會支持的工人業餘劇阐毋須考最市場效益，卻嬰有一定的政 

治立場，正適合在香港推廣這些劇作，並在香港逐步實踐屮 

阈大陸的戲曲改革運動。

工人業餘劇网的團員皆是業餘愛好者，沒介受過羿門的粤 

劇培訓，早期的演出水準不高，但團員通過經常演出，不斷 

累積舞台經驗，水平也有所提升。更重要的是，當時中港闸 

地的政治制度存在差異，似工人業餘粤劇團有左派工會的支

18 存關［:人粤劇阐/K 1950年代的發展參看小餿〈飲搿港九的工人粤劇唎 > 的 

報導，見1959年1月7日《义腌報》。

19 屯影由新聯影業公司製作，羅志雄谆演•主耍演H包W :李覺•溫尖、 

陳束，湯明葱（即江$駡）' 劉耿、悔的等等，1959年1月22 II作映奋 

關否港音樂、電影和政治的討論見余少笮（2001）〈香港屯影音樂：歷史與 

政治化香港甫影〉，舰於《樂在顚錯屮：香港徘俗音樂义化》，卉港：牛 

津大學出版社，頁119-166。

20 山中國文化部召開的仝國戲曲工作鈐議於1950年11 H 27日至12爿10 
口在北京舉行，會_L討論了仝阈戲曲改革的政策，涉及戲曲的劇本、演 

出•教嘐及劇團制度等各力酣基於這次會诫•政務院於1951年5月5 I丨 

發出〈政務院關於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見1951年5 J J 7 0 <人W U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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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劇團的演員、樂師及編劇者經常有機會被安排到中國大 

陸參觀和學習，從而認識很多屮國大陸的戲曲表演新元素。 

據張明指出，當年他們被安排到中國大陸參觀，有機會觀摩 

到不同地方戲曲的演出，從中學會不少新的表演方法，而這 

些方法都不是一般香港的劇團輕易接觸到的。工人業餘萼劇 

團的團員最終把各式各樣的表演新元素引入香港。

這些表演元素開創了香港1n1•劇的先河，例如1958年工聯會 

為厂興建工人大會堂籌募經費，21工人業餘粤劇團在香港大戲 

院演出《信陵君救趙》，22 23 *劇中〈夷門薦別〉的一場，闸員與 

來自工聯會的合唱闸演唱了一段混聲大合唱，這參考自屮I副 

大陸戲曲改革的表演方法開拓香港粵劇引入多弊部大合唱的 

先河。在伴奏樂隊和樂器方面，劇團受到當時中國大陸的樂 

器改革影響，專門為伴奏樂隊訂造一個低音大阮，加強f粵 

劇伴奏的低音效果。同時，劇團模仿中國大陸的民樂團，吸 

納左派學校能演奏樂器的師生，擴大r粤劇樂隊的編制，發 

展多聲部的戲曲伴奏。除了音樂，劇网的新元素還包括舞台 

技術的創新，例如引進「打字幕」及幻燈天蒱等舞台效果。 

關於「打字幕」的方法，據張明憶述，當時网員利用工聯會 

屬下工人醫療所的X光負片技術，25於演出時把曲詞投射到 

舞台兩側，讓觀眾在觀看演出的過程中，可以藉字幕瞭解劇

21 現稱工人俱樂部，即七瓜灣的工聯會件址。

22 據張明指出，即現今灣仔合和大廈所在位置

23 工人胬療所是丄聯钤為仰員提供廉惯醫療榀利的設施•創辦於1950年， 

主驭透過設於觔會的會址提供W辩門診服務，1952年更先後開辦X光化

驗所及留奄所，並在1955年成立第-問中醫診所。詳見香港工會聯介會 

工人辫條所的官力網 Whup://www.ftuclinics.org.hk/tc/abour_us/background.
htni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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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發展。劇團採用的新元素吸引了專業戲班，例如當時香港 

扱大型的商業戲班——仙鳳鳴劇團，在演出《再世紅梅記》 

(1959)時，便聘請r工人業餘粤劇團負責「打字幕」的工友， 

協助投放字幕。

粤劇作為社钤化工具

1960年代初，工會鋭意拓展會務，左派工人的粤劇因而 

得以進入另一新階段，一個更具規模的工人粤劇開誕生了。 

據黃少俠和張明指出，工聯會當時積極開拓會務，全面建立 

工會與社會各階層的關係，進行工會稱之為「社會化」的計 

劃，主要策略是把丄人業餘粤劇團發展成一個商業性演出的 

藝術阐體。1961年6月，以工人業餘粤劇團為基礎的南國粤 

劇网正式成立。關於劇岡名稱的源起，據張明等剖團成員回 

憶，當初採納「南國粤劇團」的名字，是希望突顯粵劇是中 

凼南方的主要戲曲藝術，而且這個名字更接近一般商業粤劇 

團的名稱，有利於劇團住社會上發展。

劇團的名稱雖然不再包含「工人」的字眼，可是南國粤劇 

團的台前幕後工作人員，絕大部份仍是來自工聯會的會員和 

家屬，例如團員嚴祝齡和李覺來自洋務丄會，何少明與梅芷 

夫婦來自打銅工會，溫雯來自海事處職工會等等。南阈粤劇 

團的演員方面包括擔任生角的李覺、何少明，旦角的溫雯、 

梅芷，武生的郭建民，老生的歐陽德，丑角的劉耿' 陳東， 

以及劉聯光、梁慧筠、文靜、个明、何劍雲' 岑綺玲等主要 

演員；劇團的伴奏樂隊又稱南國音樂社，亦是以工人業餘粵 

劇阐伴奏樂師為竹幹，黄少俠是音樂領绰之一，咿樂領導是

• 122 • 胸懷祖國丨香港「愛國左派」運動



卓劍雄，劇團的編導組上要由張明負寊。

南國粤劇團的骨幹主要都是來自丄人業餘粵劇闸，但從

組織、訓練及演出，劇團明顯朝着專業劇團的模式發展。當 

初，工人業餘粤劇阐在行政和表演都處於業餘水平，每次演 

出往往依頼各屬會會員臨時湊合而成，例如全職擔任南國粤 

劇團經埋的嚴祝齡就是工人業餘粤劇團的團長。除r幾位團 

員受聘全職處珂行政和對外事務，南國粵劇團的團員都不是 

全職的粤劇工作者。據張明説，縱然南國粤劇團開始了商業 

件的公開表演，絕大部份團員仍舊利用工餘時間參加排練及 

演出，每當遇上演出頻密時，團員總是千方百計抽空出席。 

他便經常利用不同的藉口請假，參加劇團的活動，尤幸得到 

上司諒解，容許他偷空參與。

更重要發展是，南國粵劇團不僅設立固定的行政領導架 

構，還擁有固定的排練埸地和訓練團隊。劇團初期祖用灣仔 

通明大廈3樓的一個單位作為會址，24劇團並聘請了多位專業 

導師，例如由粤劇伶人脫元亨和譚珊珊指導唱與做，京劇男 

武旦祁彩芬訓練把子功，粤劇樂師孔仕教授《六阈大封相》 

等傳統排場。透過定期和集中的培訓，网員的表演技術有很 

大的進步。

南國粤劇團的演出較工人業餘粤劇圈時頻繁得多，演出 

場合也更多樣化。例如1961年9门，劇岡的骨幹成員在香港麗 

的呼聲銀台錄播《牡丹亭之尋夢還魂》多個主要唱段。1962 

年，劇團應聘參與粵劇電影《龍女三娘》的扣攝，25這齣電

24 據&少俠怆述-劇洲於1965 觀1瓜茜的l:MU樂郃尺吻厂■以此U 
劇网的排練基地，當時•他也透過E钤的關係遷人闷鄰的大嗖，方便參 

與劇團的活動。

25 粵劇屯影《龍女三娘》改編|'|傅統祌話故U《柳毅傅A》。屯影屮卞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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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改編自劇團曾演出過的粤劇《柳毅傳書》舞台版本。同 

年，劇團灌錄了粤劇《蘇小小》的聲帶，並以卡式錄音帶公 

開銷售。也在這一年，劇闯開始演出神功戲，音演的地點在 

大澳。此後，劇團演出神功戲的地點遍及長洲、西貢、筲箕 

灣、灣仔修頓球埸和旺角麥佗臣球場。另一方面，劇團也經 

常在戲院和社區會堂演出，劇團曾於1962年初支持《華僑口 

報》的救助亨童運動籌款活動，在旺角伊利沙伯場館連绩多 

晚演出《柳毅傳書》'《三鳳爭鷥》(即《拉郎配》)及《牡丹 

亭》等劇目。到了 1964年，劇團更在香港大會堂與當時成立 

不久的雛鳳鳴劇團，* 26同台為慈善公益演出。27

劇團初期的經費主要依賴工聯會的資助，全職職員包括 

擔任團長的嚴祝齡，主管劇團的行政事務，相當於行內的 

「班政家」職位，溫雯和梅芷是劇團的正印花旦，獲聘全職 

協助行政事務和宣傳活動。但據張明透露，劇團的全職人員 

工資並不高，待遇僅相若於當時一般T人，至於其他以業餘 

身分參與活動的團員，在排練或演出初期郞沒有金錢卜.的報 

酬。據岑綺玲回憶，28正如工人業餘粤劇團時期，南國粵劇阐 

的團員圾享受的福利只是毎次演出前劇阐提供的一頓「大鍋

卞鑒' 街啟聯合導演，孟江艇編劇•歐叫德、李覺、溫雯、羅肫貞、朱

活珍、梅芷、劉聯圯等鹵國粵劇阐演員主演，否港飛鹰影类公司出品，

1963年2月3 H在香港公映。

26 雛鳳鳴劇團是一個商業營運的劇阐，由伶人任劍輝(1913-1989)、白雪仙 

支持•主要演S大都是她們的門生，劇W在1960乍1990年香港粤劇發 

展扮演重要角色。據張明回憶-雛風鳴劇團早年曾借用工人俱樂部作排 

練埸地。

27 據張明和黄少俠指出' 左派機構4: 1950和60年代，申請件港殖民地政 

府管理的文化咏樂場地，用作上钤的公開活動是非常困雒的，也很少 

得批准。

28 岑綺玲是黄少俠的太太，亦足劇團的佗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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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後來，當演出愈來愈頻密，特別是受聘演出神功戲， 

劇團有一定的收入，便在毎次演出後發給每位團員3元的津 

貼。29 30她還記得團員獲酬最高的-次，是1962年劇网應聘參 

加粤劇電影《龍女三娘》的拍攝，這次演出為劇團帶來2,000 

元收益，最終每位台前幕後團員均獲酬40元。從這種平均化 

酬勞的制度來看，南國粤劇團縱使在資本主義的香港社會， 

卻實踐中國大陸的集體生活模式。

南國粤劇團的网員都沒有加人香港的粵劇行會——香港八 

和會館，談不上是粤劇的「行內人」，但他們也尊重行內的 

一些傳統習慣。例如演出神功戲，50仍參照商業劇團的傅統習 

惯，首先演出《六國大封相》、《加官》及《送子》等「例 

戲」。31至於一些較專門的「例戲」，如《祭白虎》，因為團 

員的技藝有限，劇團钤聘請行內的專職藝人，例如何少松， 

協助演出。又例如，當時的祌功戲還流行演「天光戲j的習 

慣，即是由一、兩位資歷較淺的藝人，通宵為神鬼表演。這 

棟演出涉及大量的即興表演，南國粵劇阐的團員皆沒有受過 

這傳統的訓練，劇團也只好聘請行內人代勞。32

南國粤劇團的成立目的主要是擔任左派工會融入香港社

29 這是張明所提供的n述行料。然而•據憶述，4<論所佔戲份多寡■咎人 

的沣貼金額郁是每次每人7元 < 同時•岑綺玲強調常時的阐舄郞不太計 

較酬勞，而這饨服從分配與崇尚集骷行勐的表現•都是源D工人業餘粤 

劇唎的傳統。

30 祌功戲是地方上演戲酬沖的民俗活動當1949年後逐漸消失於屮阀大 

陸，香港卻一直保留逭風俗傳統，見陳守f : (1996)《儀式、信仰、演戲： 

神功粵劇在香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粤劇研究計剌。

31巧劇演出時，劇刚保留的傳劇W。

32 有關弯•劇的即興演出，以及近代香港粤劇的特色，可參考陳守仁(1999) 
《件港呼劇導論》，香港：香港屮文人學音樂系粤劇研究計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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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橋樑角色。故此，劇團也採用了一般商業劇團的營運手 

法，重視宣傳，例如1961年8月，劇團先後在香港高陞、九 

龍普慶及澳門永樂等戲院公演古裝粤劇《牡丹亭》。團長嚴 

祝齡向新聞界宣傳，獲得不同政治立場的银章報埠，卜面是

《華僑日報》在娛樂版報導他對劇目的詮釋：

［牡丹亭］在古典文學有很高的地位……［它】歌頌了青年男

女堅貞不拔的愛情，和追求幸福的不懈努力，充滿了浪漫

主義的精神。因此，在古典戲曲中享有盛名，過去在各種

劇種中，都有牡丹亭的劇目。現在由南國粤劇團編導組重

新改編為粤劇……劇中保留原著精神、情節和美麗的文

字，有雅俗共賞之妙。55

正如《牡丹亭》一劇，以「帝王將相」或「才子佳人」為 

主題的劇目常見於南國粤劇團的初期演出，K:他類似的傅統 

題材劇目如《西施傳》（1963）和《李香君》（1964）。據黃少俠 

指出，工會對劇團的劇目選材有一定的要求，那就是劇目必 

須主題健康。因此，劇闸演出的劇冃大都是改編自阈內的新 

編劇目，可足為广迎合一般香港觀眾，劇目的題材往往又以 

傳統為主，或是較少政治色彩。這種情況直到1964年才因應 

中國大陸的政治環境而產生變化。

哆劇作為文藝武器

從1963年到1964年，毛澤東多番撰义，厳厲批評負責文化 33

33 見 1961 年 8 D 18 11 < 華偷「I 报》。

• 126 • 胸懷祖國I香港f愛國左派」運動



的官員，直斥他們未有積極推動文藝服務政治的政策：

《戲劇報》盡是牛鬼蛇神……文化方面特別是戲劇大量是 

封建落後的朿西，社會主義的東西少，在舞台上無非是帝 

王將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應注意這方面的問題，為之 

檢查，認真改正。如不改變，就改名帝王將相部，才子佳 

人部，或者外國死人部。54

毛澤束認為，中國大陸肉1949年以來的戲||||創作和演 

出，仍舊以傳統為主，主題盡是圍繞「帝王將相」和「才子 

佳人」，根本未有貫徹他所指示的「文藝為政治服務」的要 

求，歌頌社會主義的發展。終於，在毛澤東的影響卜，自 

1964年開始，全屮國大陸的戲曲迅速轉向歌頌當前政權的現 

代劇H創作和演出，傳統劇目，尤其是帝王將相和才子佳人 

為主題的劇目都消失於中國大陸的戲曲舞台上。34 35

中國人陸的文藝政策的轉變直接反映在香港的工人粤劇活 

動中，南國粤劇團明顯遵循當時中國大陸的政治方向轉變， 

自1964年停演古裝粤劇，特別是以帝王將相和次子佳人為主 

題的傳統劇目，並減少商業性演出。注後的口子，團員更多 

留在工會的節慶活動中，以小組形式，或以工人業餘劇阐的 

名義，演出一些時裝短篇粤劇，甚或參與政治宣傳的「活報

34 兄〈中央文藝E作钤議（1964年1川3 H）〉，屮阈井產黨新問網，網址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51935/176588/176596/10556213.html

35 1964年6门5 口至7月31日住北京舉行的第diii京劇叫代戲觀咿演出， 

標誌了屮阈大陸戯曲改革在全中國展開另一階段，見李松編箸（2011） 
《「樣板戲」編年史》1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打限公司，頁1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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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演出。36 37 38 39到了 1967年，劇團的發展又再踏入另一階段，那 

是-個更明確的「文藝為政治服務」M踐的時期。

正如《人民日報》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 

到底〉的號召：「1967年，將是全阈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 

年。」p中國人陸的政治運動不單止席捲全國各地，也蔓延到 

英國殖民地的香港。當年5月前後，香港出現了一場極大規模 

的社會動亂，港英政府稱之為「六七暴動」，而左派團體則 

稱之為「反英抗暴」或「Ji月風緣」。據梁家權引述前新苹 

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黃文放的闡析：

「六七動亂」是香港歷史上最大的一場社會動亂，因素當 

然是多方面的，文革背景也只是其中一個方面，但這是重 

要的方面。當時香港社會因素，以及英國人長期迫害香港 

左派引起的反彈也是重要研究方面。58

1967年5月28日，香港《大公報》頭版轉載了中國大陸 

《人民口報》刊登的毛澤束〈關於文學藝術的兩個批小＞

虽中當時小國大陸的文藝削作和表演方針，這也成為當年香

36 據張明解釋• f活報劇」就短稔話劇•常辽於工钤的表演活则•多以時 

人時事為題材，間中加插音樂和歌唱。

37 見1967年1月1日《人W U银》。

38 兑梁家權等（2001）《英方絕密檔案祕光：六L—袪動秘庐》，香港：經濟I丨 

報出版社；旮關1967年孫勐亦可參fi•周奕（2002）《香港左派鬥爭史》•泞 

港：利文出版社。

39 毛澤東曾兩度發出批示，包括1963年12月12曰〈柯慶施同志抓曲藝工 

作〉和1964年6月27 II對屮央宣傅部文藝處〈關於全㈣文聯和矜協许幣 

風情況的報吿（草稿）〉。這喇個批示明確重申了當時中國大陸對文藝創作 

的政治控制•也為呑港左派的文藝創作走出意識形態的框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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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左派工會抗爭殖民地政府的指導思想。作為工聯會屬下的 

—支文藝隊伍，南國粵劇團積極參與不同形式的政治宣傳， 

鼓舞左派工人的土氣，對抗殖民統治。1967年10月1日，劇團 

在工聯會的國慶遊藝晚會上公演了一齣粤劇折子戲——《紅 

燈記》之〈刑場鬥爭〉，據説演出大受觀眾歡迎。一個月 

後，劇團改編了全本的《紅燈記》，並命名為「革命現代鑼 

鼓粤劇」，在九龍普慶戲院正式公演。4°

南國粤劇岡的《紅燈記》改編自京劇《紅燈記》。京劇 

《紅燈記》是著名的八大「樣板戲」之一，是1960至1970年 

代文化大革命40 41期間全中國大陸能夠經常公演的幾齣戲曲劇 

目之一。「樣板戲」一詞初見於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報》 

社論〈革命文藝的優秀樣板〉，文章中統稱8個當時在北京 

公演的戲曲劇目和音樂曲目，包括京劇《智取威虎山》、 

《海港》、《紅燈記》、《沙家浜》、《奇襲白虎團》，芭 

莆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交響音樂《沙家浜》 

為「革命樣板戲」。42據一本香港出版的書籍定義樣板戲： 

「革命的政治内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43這些 

劇目當時備受官方推崇，全屮阈大陸各地方戲曲迅速爭相效 

應，身處殖民地香港的工人的步伐不比中國大陸的粤劇團走

40 見1967年11门10 |丨《义匯報》。

41 1965年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G普遍被認為是文化大革命的開端 ， 

绝t澤淑（1967）〈對阿附巴尼亞眾事代表刚講話〉•載於《毛澤柬思想萬決 

（1969）》，據闩本小倉編集黄版電印版本•頁673-679
42 演出名U「紀念毛匕席〈4:延安交截痄談會I的講話〉狨发二十五週年J， 

見1967年5月31日《人报》：t澤柬（I942）《在延安文藝座談钤I:的 

講話》，1967，第1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43 兒楊嘐群編（1970）《革命樣板戲和《竹取威虎山》》，乔港：别陽出版社，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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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慢，44南國粵劇團配合當時本地的工運發展，改編和公演了 

《紅燈記》這-•齣樣板戲，迅速把中國大陸文革中的戲曲改 

革完全實踐於香港社會。

正如中國人陸宣傳口號，樣板戲「做到了革命的政治内 

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成為團結人K、教育人 

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45香港左派工人 

引入樣板戲，用作對抗殖民地政府的文藝武器。然而，為甚 

麼香港左派工人在多齣樣板戲當中選擇《紅燈記》？這可能 

跟《紅燈記》的故事人物和情節有很大的關聯。《紅燈記》 

的故事講述抗口戰爭時期，一個共產黨人在偽滿州地區以鐵 

路工人掩飾身份，從事情報工作，在一次行動中身份敗露， 

被捕入獄，最終遭處決，他收養的女兒在同樣是共產黨人的 

祖母指點下，圾終成功代父完成任務。46《紅燈記》全劇歌頌 

工人和工人家鳐都是正面英雄人物，完全符合後來樣板戲的

「三突出」人物塑造原則。47從《紅燈記》的劇情來看，它切 

合當時香港左派工人心態，而情節屮描寫工人和家屬身份的 

主角與敵人鬥爭，更令丄人很容易把自己對抗殖民地政府的 

處境聯想起來。南國粤劇嗍的粤劇《紅燈記》出現，既配合 

當時中國大陸的政治運動，又符合香港左派工人所處的社會 

環境。

44 1960至70年代，萌州的寧劇樣板戲如《山鄉風雲》（1965）、《沙家浜》 

（1973）及《杜鵃山》（1974）等劇H，見謝彬涛、謝友良（2008）《紅線女創作♦ 
生活》，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45 見〈革命文鸛的優秀樣板〉，诹於1967年5月31 口《人民H银》。

46 見中國京劇阐?編（1972）《紅燈記》，北京：人Kjli版社。

47 「三突出」即是（一）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二）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 

雄人物；（三）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上要英雄人物•見丁件泳〈谏文藝界永遠 

成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陴地〉，載於1968年5川23日《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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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劇《紅燈記》為南网粤劇團來帶來一次大型的演出機

會，卻也讓它-•躍成為-個廣受注H的左派傳I隊------支旗

幟鮮明反抗殖民地政府的文藝宣傳隊伍。1967年前後，香港 

政府嚴密監視和壓制左派團體的活動，警察經常突擊搜查左 

派工會，拘留涉嫌從事政治活動的工人。據張明冋憶，團員 

當年要冒着被拘捕的風險，參加粤劇《紅燈記》的俳練和演 

出。當年，劇團為了保證演出不會因個别岡員被捕而延誤， 

將演員、樂師及工作人員分成兩、三個梯隊，輪番演出；部 

份W員更是長期留宿於戲院後台，避免在返回工會時，遭到 

逮捕。據黄•少俠憶述，當年警方曾進入劇團團址的工人俱樂 

部搜查，而團員也經常受到警方監視，更有阐員被捕，而他 

也曾因為返回工會篤備演出，被拘留了24小時。

然而，有趣的是，正因為大部份團員都參加f左派工會號 

召的罷工，可以放下平日忙碌的工作，全情投入排練，劇團 

只用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便正式公演這一齣樣板戲粵劇。粤 

劇《紅燈記》在香港高陞戲院、九龍普慶戲院和澳門永樂戲 

院，連續公演了過百場，創下一齣粵劇在香港和澳門戯院連 

續公演最長時間的記錄。48

據負責咅樂設計的黃少俠桁出，南國粤劇阐的1攀劇《紅 

燈記》就如京劇《紅燈記》，無論音樂和表演形忒都跟傳統 

戲曲有很大分別。粵劇《紅燈記》沒有傳統的生、旦、淨和 

丑等行當分工，取而代之是以故事中不同的人物身份和性格 

為主導，例如原來在劇團擔任正印花旦之一的梅芷，在粤劇 

《紅燈記》中負責扮演李奶奶——男主角李玉和的年邁母

親。這種演出的改變對贺慣dr裝戲演出的阐員是-項挑戰，

48 見《文匯報》、《大公報》等香港4•:派银&常平的报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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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要重新適應這種革新的表演形式。據張明指出，幸好團 

員既非傳統科班出身，加上自1964年開始便經常演出時裝粤 

劇或「活報劇」，因而很快便適應這種非傳統的「樣板」戲 

曲演出。

南國粤劇團的粤劇《紅燈記》出現在1967年的香港政治環 

境，符合當時中國大陸與香港的政治環境，獲得香港左派的 

-•致認同。香港《文匯報》主編金堯如撰文〈向粤劇紅燈記 

大鼓掌〉，並id登在報章的頭版，充分肯定劇團以粵劇《紅 

燈記》的演出有效地支援了工運。49同期的香港左派報章 

對劇團的演出有不少正面的報導，例如一篇以芳姚署名的 

評論文章：

粵劇同其他地方戲曲一樣，它的表演程式（包括唱與做）是

同現實生活不相同的……在現實生活中如果有人像戲曲演

員那樣開口「白欖」、「中板」，動起來就舞手動腳，那

會使人認為［他］是瘋子。但在舞台上，這些表演程式不但

可以使觀眾覺得合乎現實，而且比一般的現實語言和動作

更感人，更具有吸引力和影響力——就在這方面，顯出了

戲曲的優點，顯出了它的藝術力量。50

粤劇《紅燈記》受到香港左派的肯定，鼓舞r工會計剌另 

一次的大型演出。附年後，南國劇團終於再接冉厲，徘演厂 

另一齣「樣板」粵劇——《智取威虎山》。

49 兑1967年12片14 11《文匯報》-

5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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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板戲的香港實踐

南國粤劇團的弯劇《智取威虎山》改編自同名京劇樣板 

戲。京劇《智取威虎山》劇情講述1946年，來北中共游擊隊 

成功打擊盤踞於威虎山，由國民黨支持的地方武裝勢力。51這 

齣樣板戲的創作源於小説《林海雪原》，中國京劇院和上海 

京劇院分別根據小説改編為京劇劇本，並參與1964年6月5门 

在北京舉行的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1965年，于會 

泳在江青支持下進•步改編此劇，52 53並於1968年攝製成京劇電 

影《智取威虎山》，在中闕大陸及香港各地公映，成為樣板 

戲的經典之一。55

對於南國粤劇圈來説，排演粤劇《智取威虎山》「足一 

個光榮艱巨的任務」。54因為無論在音樂、表演、服裝、道具 

和舞台設計等各方面，粤劇《智取威虎山》都較南國粤劇團 

昔H演出的劇目要求高。為了排演《智取威虎山》這齣戲， 

劇陶的負責人、編導及音樂領導等，随同香港左派文藝界人 

士到廣州，參加移植樣板戲的擊習會議。一倘只後回港，他 

們才開始編撰和排演樣板戲《智取威虎山》的粤劇版本。南 

國雩劇團的粤劇《智取威虎山》由張明負責編劇，黃少俠負 

責作曲和音樂設計。劇團在演出中加入合唱和大型的混合樂

51 同註 4，頁 27-44。

52 于妗泳原為匕海迕樂學院教師，受江青青睐•文化大革命期問TT £文化 

部畏，專門負啟樣板戲的工作。他對戲曲音樂有-定研究，見亍钤泳 

(2008)《腔詞關係研究》，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

53 有關《智取威虎山》等悚板戲的發展及討論文章可參看卞松^^(2011- 
2012)《「樣板戲」編年史》，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rij。

54 見〈各業工人徘演屮命現代巧劇，《智取威虎山》進人粘徘階段〉，钺於

1969年8月23日《义匯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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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等，以至加入一些從未出現在香港粤劇的音樂和曲詞，像 

歌曲《東方紅》、《國際歌》' 毛澤東的語錄和詩詞等等手 

法，部是香港戲曲表演和音樂創作上的大膽嘗試。然而，改 

編《智取威虎山》較早前的《紅燈記》困難得多，箇中原冈 

收非藝術創作或表演的問題，而史多是政治的考量。南國粤 

劇團的粵劇《紅燈記》很大程度上改動了京劇樣板戲的音樂 

和曲詞，這是中國大陸的文藝部門不認同的做法。55

1960至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阈各地的地方戲曲團體 

紛紛「移植」樣板戲。56據黃少俠説，樣板戲的改編有嚴格 

的要求，首先，樣板戲可以「移植」，而不應該「改編」。 

「移植」重點在於，不能太多的改動原有情節和曲詞，縱有 

改動，也不能偏離京劇版本太遠，史不可有即興表演。除了 

臀腔採用地方戲的素材，演員的身段台步都要效法京劇樣板 

戲，甚至音樂和樂隊的人总編制亦要仿照京劇樣板戲的格 

式。雖然弯•劇採用西洋樂器，甚至於加入西洋音樂元素，早 

存大量先例可援；57可是，南國粤劇團的粤劇樂隊在排演此劇 

時，加入西洋樂器及嘗試分臀部演奏則是仿效京劇樣板戲的 

做法。58事實L，全國齐地在移植樣板戲的過程中，無論編劇 

和演員，可發揮的空間很有限，他們往往只能盡量模仿京劇

樣板戲，依樣畫葫蘆。

55 據張明億述，當時並無受到直接的批評，而是過了 -段時間，才間接知 

道有中阈大陸官員不認同劇團的改編T法-

56 阀註53,頁93。

57 早在1930年代，從業員已經加人不少西力音樂元素到粤劇當中，這個情 

況尤其在香港表現得更為明顯，只要聆聽1950年代及以前的粤劇-卑曲 

唱片，還可淸晰分辨//樂器的演奏和W汴fl•樂風格的大W應用。

58 樂隊增加了T風琴和銅管樂，見〈工人K樂隊的成［4〉，載《文睢報》1%9 
年 8 爿 2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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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然粤劇《智取威虎山》的演出仍然搜得香港左派的大力 

讚賞，一份左派報章讚賞此劇的唱腔存一定創新，「幾個演 

員的唱段，也都不是完全根據粤劇曲牌照唱，可以聽得出來， 

每一個唱段對某些舊曲牌的唱法都有突破，並有所創造。」59 

例如，劇中第4場的主題曲〈革命熔爐中百煉成鋼〉：

譜例1 粵劇《智取威虎山》第4場主題曲〈革命熔爐中百煉成鋼〉選段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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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兑止戈〈符粵劇《智取威虎山》談唱〉，叔《文臃報》1969年9月23「I。 

毛澤東借用清来洋務大臣張之洞的觀點，指示音樂家在音樂工作上，「中 

學為肥，两亨為用」，耍大膽引入两方齐樂和樂器來炒莴中阈音樂，見毛 

澤淑1956年8门24丨丨〈同音樂E作者的講話〉，收《t澤東文集》第t卷。

60 黄少俠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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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譜例i屮看到，黃少俠巧妙地採用r不m的粤劇音樂元 

素譜寫京劇版本的曲詞，例如「英雄白」、「士工慢板」， 

史把原本的京劇樣板戲曲詞譜上粤劇小曲《寒關月》的旋 

律。61這種安排在歌曲創作上難度槲髙，但黃少俠卻能夠做到 

既盡量保留原曲的曲詞，又採用了粤劇的常用音樂素材，為 

這様板戲增添了一點地方音樂色彩。62

粵劇《智取威虎山》在改編時保留了京劇版本的風格和大 

量内容，創作空間很少，難度很大。根據張明和黃少俠後來 

的分析，縱使得到工會的全力支持，劇團也花了不少人力和 

物力，粤劇《智取威虎山》的演出卻並不像粵劇《紅燈記》 

在社會h反應那麼熱烈，而目.演出的次數也少得多。63他們 

總結，粤劇《智取威虎山》可能太「樣板」，不像傳統的粵 

劇，喚不起香港戲曲觀眾的興趣。

《紅燈記》和《智取威虎山》這些様板戲在文化大革命期 

間不僅佔據r中國大陸的大眾傳播媒體，也透過左派工人的 

粵劇活動呈現於香港社會。I960年代後期，中國大陸把樣板 

戲逐一攝製成電影，在各地公映。筆者記起年幼時，多次随 

父母在香港的左派谌影院，觀賞這些樣板戲甫影，原因當時 

左派機構透過各式各樣的渠道赠送戲票，鼓勵香港市民入場 

觀孴。綜觀樣板戲由左派工人在I960年代以粤劇形式引入香 

港，而中國大陸拍攝的樣板戲電影在1970年代的播放，促使

61 「英雄白」足粤劇的-種唸白，「七I:慢板」是一粤劇的一•種音樂板式，《寒 

關月》則是一首創作於1930年代的粤劇小曲，

62 有關货少俠對咚劇•樂的論述兄故少俠(1999)＜思曲堪水知識》，岙港： 

臭皮匠出版社。

63 1969年一共只演出19場，見〈向巧劇《智取威虎山》喝采〉，載於1969 
年8月23日《文匯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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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柿政治义藝產物更廣泛在香港流傳。到f 1973年，無論是 

收费的麗的電視和不收費的無線電視，這兩間香港的電视台 

也先後播放了樣板戲《紅色娘子軍》芭蕾舞劇。從樣板戲在 

香港的傳播，也可以看到電影和電視這些現代大眾傳播媒體 

當時正逐步取代傳統戲曲舞台的文化傳播地位。

工人粤劇的尾聲

1969年底，隨着中國大陸逐步改變它的外交策略，與西 

方國家改善關係，延續了喇年多的香港左派工人罷工也有了 

新發展。左派工會指示罷工工人重新投入社會，實行「復、 

轉、改」的策略。據岑綺玲解釋，「復、轉、改」是要求參 

與罷工的工人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或轉換工作，又或協助 

他們改投其他行業。實際上，工會的策略早反映在工人粤劇 

活動的宣傳屮。1969年8月，南國粤劇團積極排練《智取威虎 

山》，工會曾公開表揚個別工人，讚賞他們為了有效地參加 

排練，不吝啬職業的社會地位，毅然放粲工廠丄人的職位， 

投身庫倉搬運的工作，目的是騰出更多時間參與工會組織的 

活動。64

然而，樣板戲的龐大製作經費是工會難以長期承擔的，而 

更重要是丄人的業餘表演能力，不可能達到中阈大陸官方對 

樣板戲的專業要求。據張秋榮憶述，65除了 1971年《智取威虎

64 見1969年8月26日《大公報》。

65 張秋榮足旺角勞工子弟學校亨生，在校嘐習二胡。1965年畢業，在船 

廠當學徒，入車床打磨工會，同期開始參加南阈奪劇團的粤劇表演和伴 

奏。雖然他沒有受過粤劇唱做訓練，卻曾在《智取威虎山 ＞擔演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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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一次重演，66 1970年代的大部份時間，左派工人並未备 

組織大型的演出，更多的是在個別丁.人在工會不同的節慶或 

宣傳活動，配合當時的政治運動演出一些小品或短劇。嚴祝 

齡策劃了 +少劇目，由黃少俠負責設計音樂，演出的地點除 

了在工人俱樂部，工人也曾獲邀在中國大陸的遠洋客輪明華 

號，以及以小組形式到廣東省的江門、順德及深圳等地交流 

演出。

1976年，毛澤柬去N:，中國人陸發生了重火的政權變化， 

以毛澤東妻子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倒台，一直由她推動的樣板 

戲也失去r支持。往後的幾年，中阈大陸逐漸容許各地方戲 

徘演樣板戲以外的劇目，一些傳統的戲曲題材也逐步重現冬 

地的舞台上。香港左派工人的粤劇運動也随着當時中阈大陸 

文藝政策轉變。1978年，工會肉•度支持工人排演大型粤劇， 

在專業伶人的支援下，工人以工人粤劇團的名義，改編京劇

《楊門女將》（1959），排演了一齙同名的大型古裝粤劇。67 

然而，也許是缺乏社會環境的支持，又或是沒有高度的

政治干擾，這齣《楊門女將》只像曇佗•現，未能把工人的 

粵劇活動帶回1950和60年代的蓬勃景況。正如1979年元旦的 

《人民闩報》社論，號召中國大陸的人民「把主要精力集中 

到生產建設上來」。68大部份曾經活躍於左派工會粤劇的工人

66 見〈阈慶文藝匯演今天問始高陴戲院今起L演，Y，:命巧劇智取威虎山〉，视 

於1971年9月18门《大公報》。

67 當時，工钤邀諸r番港的箸名編劇铯紹徳協助张明改編劇本，乂邀詁厂 

巧•劇輅人林錦棠擗任藝術指埤，工人劇网於1978年12门10 LI IV:杵港北 

角新光戲院首演了這齣《楊門女將》，見《華僑日報》，1978年12月20 14。

68 兄1979年1月1 H《人民卜1報》。

■ 138 • 胸懷祖國I香港「愛國左派」運動



都把精力放回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上，在《楊門女將》演出後 

都陸繒淡出這持續近30年的工人粤劇運動。M

結論

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但又反轉來給予偉大的影響於政

無論足1950或1960年代，香港左派工人的粤劇充份反映了 

當時的時代氣息。左派工人的粵劇興起是1949年後中國大陸 

戲曲改単政策在香港的延伸。當時，屮港兩地政制各異，文 

化交流受到很大的影響，屮阈大陸透過左派工會支持的粤劇 

而影響香港社會，而左派工會亦充份把握f粤劇——這一種 

當時香港的普及文化，擴大他們與社會的接觸面。

左派工會在1960年代透過一群熱愛粤劇的工人推動其社會 

運動，粤劇成為工會和社會不同階層建立關係的電要橋樑， 

工人的粤劇從帝王將相的傳統戲曲演到革命現代樣板戲，從 

浪漫的才子佳人題材發展為火紅的階級鬥爭劇目，工人組成 

的劇團在十數年間從一個業餘團體發展成一個商業性演出的 

粤劇團體，又轉化成一支政治宣傳文藝隊伍，實在有賴工會 

在财政、人力及物資的支援，以及積極扶植。1967年，南國 

粤劇岡的粤劇《紅燈記》確切地反映了當時香港社會的政治

69 IA少俠Mif r! 1980 代便EHl⑴物I:⑽呼劇活動-#注於事業和家 

庭，［*｛到1990年代初退休後-才重新投身社團粤曲活動，並自行開辦一 

家粤昍社——•軒樂苑，設帳授徒。

70 1942平5门2 口至23 D，t澤來在延安親Ll主持广•次文藝丄作荇座談 

件，全文初於1943年10 J) 19 11 ＜解放F1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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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從某些方面説明左派工人的處境，而1969年的粤劇 

《智取威虎山》則更多是屮阈大陸政治運動餘波在香港的

呈現。

然而，樣板戲缺乏商業效益，若不是工會的操持，加上一 

批熱愛粵劇的工人，這種負載濃烈政治色彩的戲曲絕不輕易 

在香港展現。到了 1970年代末，當屮國大陸權力一再更替， 

推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這些曾經活躍於粤劇 

舞台的工人才把時間和精力放回工作和家庭，那一度因政治 

運動而火紅的工人粵劇運動也隨之而落幕。

總括而言，香港左派工人的粤劇運動經歷了不同的階段， 

它印證殖民地後期香港左派工舍發展的歷史，反映中國大陸的 

文藝政策在香港的實踐，也書寫了香港粤劇文化獨特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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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與同情
-試論《文匯報》副刊連載小説《港Q自傳》的「香港」想像

張詠梅

引言

《港Q自傳》自1959年2月8日始刊於《文匯银》副刊〈彩 

色〉版，至1967年4月30 H完結。作者署名「香港阿Q」，1小 

説主角就叫「港Q」，作者把他塑造成深受資本主義思想影響 

的負面人物。作者敍述「港Q」不擇手段追求名利，不惜做偏 

門生意及吃「軟飯」，不願意腳踏實地努力工作，只望投機 

取巧•朝發违。「港Q」是作者批判的對象，藉「港Q」個性 

批判香港人自私功利的心態，醉生夢死的人生態度。因此，

「港Q」既是作者批判的對象，也是香港社會的象徴。作者從 

左翼意識形態批判香港資本主義功利社會，籀「港Q」的個性 

及經歷在《港Ql'i傳》展現其「香港」想像。

作者選擇以第一人稱敍述觀點，從主角的角度看香港社 

會的人與事，但主角卻是作荇批判的對象，因此，作者耍盡 

量在敍述中胰現出「港Q」的負面形象，讓讀荇感受到主角的 

吋憎可鄙，才能夠達到作者批判的目的。然而，作者有時會 

藉主角的想法和説話批判香港社會，不免與「港Q」的負面形

1 饨羅’？圯牛.1995年U1 17 II I |述•苄者記錄•「香港阿V贺作者 

林惠鴻的笨名，另得黃仲鳴先生協助，向蝙輯吳羊璧先中.奄證，護實「香 

港阿Q」记帏克鴻的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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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存所矛盾。至1966年，作者安排主角覺悟前非，嘗試重新 

做人，小説的語調也從批判轉變為冋悄。小説最後一天的標 

題是「浪子回頭」，以主角結婚收結全文，但是結束相當倉 

卒，未及安排主角失業後未來生活的出路，也許是受到五月 

暴動影響而匆匆收結。

《港Q自傳》以長期連載的形式在左翼報章副刊上刊登， 

從未出版過單行本，較易受到研究者忽略。筆者從報IG蒐集 

和幣理了原始資料，探討作者的敍述策略如何從批判轉變為 

同情，從而分析《港QQ傳》如何想像「香港」。

香港資本主義黑暗社會想像

五十年代的香港左翼文化人，基於民族感怡及政治傾昀， 

在理想主義的號召下，加上中央的要求和指示，大多從國家 

民族的立場出發，反對資本主義。當左翼作家把目光投向香 

港時，往往傾向把香港想像充滿資本主義罪惡的都市。他們 

批判資木主義社會的不公不義，視之為自己的道德責任和使 

命，他們對香港的想像深受左翼意識形態的影響，這與左翼 

小説想像「香港」的角度有密切關係。

《港Q自傳》於《文匯報》副刊〈彩色〉版h連載，《文 

瞧報》是左翼文藝陣營的重要報W，《文匯報•新文藝》在 

1950年2只20 tl剖W不久，編荇就在第三期刊出了〈耍求反映 

香港〉一文，文中談到對香港的看法，認為「香港，一個荒 

淫糜爛的都市」2，論者清楚衣述其香港想像，既然香港如此

2 編者〈嬰求反映香港〉，《文匯報•新文藝》第3期• 1950年3月20曰， 

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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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淫糜爛」，作者在反映香港時，往往在小説中想像其負 

面的形象，務求使香港讀者認識到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如何黑 

暗。《文匯報•新文藝》在1951年2月19日停刊後，《文匯 

報》在1956年3月2日再創刊〈文藝〉版，創刊號刊登了唐摯

〈必須干預生活〉，談到作家的態度與創作的關係：

一個作家在創作時，難以抑止地要把自己對於生活的意 

見，通過自己筆下的形象傾訴出來，體現出來，這個現象 

之所以合乎規律，是因為作家要在作品中作為一種正面的 

力量出現，是因為他要傾全身心去支持他所愛、所贊成的 

東西，要傾全身心去鞭打他所恨、所憎惡的事物。而且， 

只有在這樣的時候，形象本身才能帶着這同樣火辣辣的力 

量閒到生活中去積極地干預生活，只有在這樣的時候，作 

品才能成為作家干預生活的武器。5

作者以國内「义藝干預生活j的思潮來作為香港左翼文 

藝的方針，要求作者不單是'客觀反映現實，作者的膂音更要 

介入作品，清楚表現作者的立埸。而這個「立場」是有規限 

的，它必須作為「正面力量」的代表，暴露香港資本主義社 

會的黑暗罪惡，充份發押文亨的社會作用。

此外，李敏〈向文藝拜年〉也M•體談到作品應該如何描寫 

香港：「將兩個地方（筆者按：即中國和香港）的現實生活展現 

在讚者的眼中和思想裏，我們將生活作過比較，我們就會知 

道其麼東西是好的應該熱愛它！ 麼柬西足壞透f的，我們

3 唐缺〈必拟丁-岀屯活〉，《文胱报' 文藝》，1956 3 ；=] 2 11 - P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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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詛咒它，其至是制止它！」4文中清楚表現左翼作者對香港 

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把香港想像成充滿黑暗罪惡的都巾。

《港Ql^l傳》屮所展現的香港想像，基本上配合左翼意識 

形態的要求。作者敍述「港Q」不擇手段追求名利，不惜做 

偏門生意及吃「軟飯」，不願意腳踏實地努力工作，只望投 

機取巧一朝發達。作者塑造「港Q」的負面形象以象徵香港社 

會，批判香港人自私功利的心態，醉生夢死的人生態度，藉 

以展現其資本主義罪惡社會的香港想像。

⑴對香港社會的直接批判

作者會在敍述屮，藉主角的看法直接批判香港社會：

總之香港這個杜會，誠如占士甸話齋，是個講銀紙的杜

會，唔到你講本事者。講銀紙的社會，大抵就是資本主

義社會了吧。年青人在社會受到挫折，以我港Q的同學來

説，大概有三條路可走，其一是受磨練，越有勇氣，呢的

叫做打不死精神，從磨練中長成，勇往直前，向上進取，

不過，我港Q的這一種同學，百中無一了。勇往直前的精

神，本來是好的，但我聽過一個很新奇的名詞，叫做向上

爬。書院仔的所謂勇往直前，便是向上爬。為了向上爬，

不惜損人利己，只求目的不擇手段焉。在皇家政府打工，

至緊要尊敬皇家人，這是向上爬的捷徑，被皇家人打了兩

巴掌都活耶術丁橋，零舍易加人工者。世俗眼光，説這種

態度是奴顏婢膝咁講，卻不知在皇家保護下的社會搵食，

4 李敏〈向文藝Ff:年〉，《文匯報•文藝》，1958年1月4「I，頁9。

• 144 - 胸懷祖國I香港「愛國左派」運動



面皮越厚越撈得起。面皮薄的，所謂有骨氣的，其結果可

能走第二條路：沉淪下去，用不正當的方法麻醉自己，或

感於現實之滿足，做一個平凡保守的人，求其在皇家的保

護之下，混混沌沌的過一輩子；或過着聲色犬馬的頹廢生

活，講求享受與刺激。我的同學，多半是走這一條路的。

英格烈就是走這一條路。甚至乍眼看來，我港Q也似這-

類人，所異者，我港Q不想做平凡之人，我要做爵士，太

平紳士也好，這是我的理想。我為追求這個理想而生活，

講求享受是為做爵士而準備。如此的人生，誰能說是沒意

義呢？因此，我覺得做人很快樂，而且眉精眼企，適應不

同的環境。

青年人憤世嫉俗太深，就後容易走上了第三條路，做社會

上的不良份子。學業成績不好，皇家人唔受，家庭環境不

好，社會唔受；走投無路，只好铤而走險。不幸得很，我

港Q讀過的那間著名貴族的書院，不好老一輩的同學選上

了這一條路。某區大名鼎鼎的高利货大王蔡某，便是我港

Q的同學也。據我所知，蔡某確因憤世才走入歧途的，自

然大多數失足之人，是受了社會環境的影響。5

作者用了很多篇幅詳細説明對香港社钤的看法，一開始 

就説明資本主義社會重視金錢不重才幹，在如此社會風氣之 

下，英文書院畢業的年青人收沒宥出路。文中所説的三類人 

都是負面人物，表面上「港Q」説自己「覺得做人很快樂，而 

且眉精眼企，適應不同的環境」，其實這類人只是「過着锊

5 r件港阿Q〈港Qfl傅〉》，《文臍報》，1959年6月21「I，R 7。|、•引只

註日期和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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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犬馬的頹廢生活」，其餘兩類人•是「損人利己，只求目 

的不擇手段」，另一類是「因憤世才走入歧途」，顯見作者 

認為年青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並沒有出路。作者從敍述中突顯 

出資本主義的不合理：

青年人離開學校之前，相信冇邊個不抱着造福人類、改造

社會等宏願，更冇邊個是立心生捷徑食軟飯者，一旦接觸

社會，碰得頭崩額裂之後，方知現實社會是甚麼一回事，

所以青年人皆對現實不滿。然而，不滿現實又點？人要生

存，即使不滿現實也得生存下去。……環境往往改變人之

覲念，生活在不合理的社會之下，不容你不隨波逐流，人

人以追求物質生活為目的，眾同而你獨異，你就很易被視

為不正常之人。6

從作者敍述的語調，顯見作者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下市民勢 

利心態的批判。作者認為「這個社會，就是如此這般的一個 

社會，人與人之間，互相利用，不少人使出•個斗零，都有 

目的者。使一個''I•零，搵番一元代價，是為理想。」7「在香 

港地搵食，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憑着一些小聰明，或者利用 

對方的一個小弱點，就可以搵到啖食。……這個是搵老襯的 

Bi界，你唔搵人老觀，人亦搵你老襯、鰥魚頭如水銀瀉地， 

無孔不入焉。」8其實就是I•.述第■•種只求目的不擇手段的 

人。作者藉「港Q」朋友占士甸所説：「傻嘅，枉你做香港

6 1959 年 5 月 4 1:1，H 7。

7 1959 年 10 月 4 U '頁 7 »
8 1959 年 3 月 27 FI，頁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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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香港係咩地頭，你識冇？花佗III:界冇銀紙兩仔爺都係假 

也。港Q你讀盡咁多書，難道不知所謂資本主義社會乎？香 

港就是資本主義社會，有錢使得鬼推車，銀紙大吶！」9 10 11明確 

表示資本主義社會只重視經濟利益，因此，資本家往往a私勢 

利，作者藉環球洋行老闆肥仔耀的説話表明現資本家的想法：

肥仔耀常曰：「超，出來捞世界，揸住無毒不丈夫嘅宗旨

至得，事關呢個世界，飛打飛搶者，你唔去砌低人，人就

來砌低你。弱肉梗係強食，使乜講，你想自己強，手段就

要毒。你決心打倒對方，不惜任何手段打倒佢，不惜傾家

蕩產打倒佢，有我冇你有你冇我，你毒過我銀紙多過我，

我仆街，我毒過你銀紙多過你，你仆街，係咐多」。u)

作者以「無毐不丈夫」諷刺資本家毒辣無情的作風，然 

後透過窮富的對比，突顯出「人之毒與不毒，是與貧富打關 

矣。窮人冇銀紙，毋須乎互相為害，你唔整我我唔毒你，所 

以馈人零舍齊心者也。」11認同階級貧富與人物倘性關係密 

叻。作者認為「這個是資本家的社會，有錢佬大晒惡晒，炒 

你魷魚唔使考慮，史冇所謂友情吋講也。」12資本家唯利是 

圖，受僱者並無保障。除r肥仔耀如此，作者塑造另一個資 

丰家王永祿也一樣：

9 1959 年 4 月 17 日，K 7 »
10 1959 年 1 }\ 29 H，頁 7。
11 1959 年 7 )J 29 FI - S 7。

12 1959 年 12 片 22 门，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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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王永祿的毒辣作風，令我覺得更加要驚惕；佢要利用你

之時，跪響處求你都製，一旦利用完了之後，打完齋唔要

和尚，一腳踢開你，佢做得到也。開除沙庶務便是一例。

大抵凡是做老細之人，都是如此者矣。13

作者以此推論「人抵凡是做老細之人，都是如此者矣。」 

表示資本家基於階級出身，在資本主義社會生存就會自私勢 

利，為求私利而不擇手段。因此，香港社會瀧漫重投機取 

巧、自私勢利的風氣，他認為「生活在此時此地，三更可以 

窮，四更可以富，投機世界，唔理得五年咁長矣。」14在如此 

社會風氣下，賭博投機風氣盛行，作者藉「港Q」賭馬輸錢的 

情節批判賭博：

我港Q本來係醒目仔，何以忽然蠢得咁交關，想落不外-

個「貪」字作怪。貪字變貧，真是至理之言。如果跟住貼

士穩打穩扎來買，不是八千元推晒落去，又何致一殻撓

起？這就是貪之過。貪之害大矣哉！ 15

作者枇判賭博竹後的貪念，也藉柳人的説話批判港吳政府 

「縱容」馬會開賭，弓I致•般市比郞抱着投機僥倖的心观：

我慨嘆賭馬風氣狂熱，賽馬原是一種高尚娛樂，現在變左

害人不淺。柳太曰：「冇法矣，世界唔好，人人存着僥倖

13 1959 年 12 J-1 8 L1，頁 7。

14 1959 年 5 T1 17 日，7。

15 1959 年 10 月 31 H W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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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希望搏搏下，以少搏多，好過望事頭加人工也。不 

過真正赢錢者，冇幾多人，真正贏錢的是香港政府，馬會 

同騎師。」16

即使十賭九輸，仍然有+少人沉迷賭博，作者形容寫字樓 

職員「有些興高采烈在談論馬經。始知馬乎乂到。據説今年 

我馬乂有新花樣，加多了幾場孖寶，幾乎每場之間有連帶關 

係，花樣愈多愈難賭，乃必然之道理，且看了侖多少人仆街 

至:得。J 17作者對賭博持批判態度，其後澳門於1963年恢復賭 

狗，作者藉老林的説話加以批評：

老林曰：「有得賭，澳門人受直接影響，香港人受間接影

響，但香港又多了鋪草皮一味，每個星期狗狗馬馬一齊

來，曰頭輸左馬，夜晚希望赢番狗，雙管齊下，的人你話

焉得唔輸到窮窮掘掘？輸清光，邊重有銀紙過年？邊重有

閑錢辦年貨？所以今年本港歲晚市場特別冷淡，輸到窮亦

是原因之一。」18

作者認為賭狗賭馬風氣除r影響人心，史影響經濟發展。 

除了賭博币場，香港的股票市場也體現r社會的投機風氣：

又講到本港之股票市場，老林話此間有某公做股票生意，

賺了幾千萬，亦有某人在一個股票風潮中蝕幾百萬。股

16 1959年5月8日，貞7。

17 1959 年 10 月 16 日，頁 7。

18 1959 年 1 门 27 丨 I，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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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是投機生意，大起大跌，值八元多的股票一夕間可以起 

到五十多元，值十元的股票一夕間又可以跌到值幾毫子咁 

講。不知真定假。股票價值每隨時局而起跌，記得王永 

祿以前也做股票買賣，曾在一個風潮中獲利近百萬，曾 

幾何時百萬元又化為烏有。總之這個是投機世界，搏 

亂世界便是。19 20

作者以「投機世界，搏亂世界」形容香港，顯見其批判態 

度。作者藉此介入情節敍述，直接表現對資本主義社钤的批判。

⑺對「港⑴人生態度的批判

作者安排主角「港Q」生於資本主義社會，從小在香港成 

長，深受其中的負面影響，「港Q」就是香港的象徵，正如作 

者所説：「一個不健康社會，不免產生不健康的人與事。J 2° 

作者以嘲諷的語調，藉「港Q」的人生態度批判香港人勢利短 

视的價值觀念，也餅此批判「不健康」的香港社會。作者首 

先突顯出「老Q」人生觀對「港Q」的影響，表現家庭環境對 

主角個性的影鞞：

不容否認，老Q的人生觀，對我影響甚大。自從我港Q出

來撈，每逢遇着棘手的事情，就會想起老Q講過的說話，

確有幾分道理在。至少，他的若干觀點，是適合這個社會

環境的。開講有話，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老Q幾十歲

19 1965 年 8 月 14 日，！；l— 7。

20 1965 年 12 Jj 2 H，f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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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仍能生存在這個社會，不為環境所淘汰，就係因為伹

有適應之條件，面皮尺幾厚，個心又够黑，但求你死你嘅

事，這都是老Q傳授給我的做人秘訣。21 22

作者指出「老Q」之所以自私勢利，就是因為要適應社 

僉，因此，作者批判小説中的人物，其實是藉此枇判香港社 

會的不合縄。「港Q」在這樣的環境卜成長，對人對事都抱着 

自私自利、只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心態。「港Q」一家對於 

嚴肅的宗教問題，同樣抱着投機取巧的態度：

現在，談一談我家信仰的宗教。這個問題，不知從何説起

是好，因為老Q、媽咪與我，每人都信過兩種或兩種以上

的宗教。我們三仔乸信教，是吹無定向風的，可東可西，

忽左忽右，或者丢低呢隻教唔信，信過第二隻，或者兩隻

教同時信，亦無不可。總之，我家信仰宗教，視乎環境與

需要而定，主要是看對本身是否有利，有利就信，冇利

就唔信。這就是我們對宗教的看法。三仔乸各有不同的環

境，不同的嗜好；因此，三個人所信的宗教，有六七種之

「港Q」一家對於宗教都是抱着「看對本身是否有利」的 

態度，作者緖此嘲諷香港社會的投機風氣。作者特別指出這 

棟勢利短視的心態相當普S:

21 1960 年 5 月 22 曰，K 7。
22 1959 年 3 月 30 FI，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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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曰愁來明曰當，是我港Q的人生觀。 

除了做爵士或太平紳士，我是很少想到將來問題的。不問 

過去，不顧將來，只顧現在，大抵這就是現實主義吧？ 

在我的朋友中，那些正牌的香港仔，人生觀大抵與我相

作者以「港Q」作為「正牌的香港仔」代表，以嘲諷的手 

法表現出生於「不合理」社會的主角，如何表現出種種「不 

合理」的行為與想法。「港Q」對末來沒有理想，只期望不勞 

而獲，能夠一朝發達：

我港Q的理想不必晚晚燈紅酒綠，但必須出入於上流社會

之中，而且以大亨的姿態出現，做生意要講一百幾十萬起

碼，住半山區，坐私家車，僕從如雲，前呼後擁，咁先至

够睇頭者，這並非苛求，不過係做人之起碼條件而已。換

句話說，做人而不能達到呢個起碼條件，就枉為一個香港

主角的人生目標就是追求名利，作者以第一人稱敍述「港 

Q」內心的想法是「做人不是兩餐攪掂就算，存了利便要求 

名，有名有利至不枉一世。」25表示這是「香港人」的人生 

觀。為求達到目的，所有的人際關係都吋資利用，「港Q」的 

人生觀雖然深受「老Q」影響，可是父子關係只建基於金錢：

23 1959 年 7 门 8 13，頁 7。

24 1960 年 10 月 24 日，戊 7 »
25 1961 年 2 月 9 口，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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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講有話，老豆賺錢仔享福，大凡做老豆之人，應有 

二十四孝美；銀紙自己曉搵唔曉使，死慳死抵，剩落大把 

身家畀個仔去散，方得稱為好老豆也。老Q不是好老豆， 

風流自賞，散銀紙唔斬眼。自從我曉得散銀紙，個心就 

話：「老鬼，係時後拉柴矣，無謂阻手阻腳阻生晒矣。」 

無奈老Q總唔熟性，越老越生猛。唔得佢死。因此，我與 

老Q的感情，淡交如水。26

「港Q」不講親悄，對愛情的態度同樣勢利，最初交女朋 

友只是為了自己的面子，坦言是「不健康的愛情」，27主角自 

述「造成病態乃因彼此動機不純正。固然，我承認不是真心 

愛珍妮，目前我沒有女朋友，為了面子關係，不得不碼住珍 

妮，慰情聊勝於無，好過畀人唱我冇女明友而已；珍妮亦不 

是真心愛我，她的家境不好，又唔捱得鹹苦，又不禁受物質 

的誘惑，乃想搵個老襯托以終身，換張長期飯票吧了。」28其 

至「老Q」也鼓勵兒子追求有錢人家的女兒：

-曰之間情勢突轉，老Q三口兩脷，推翻前講，話覩女未 

必可靠，係佢講，話覩女賢德固不待言，又係佢講。現在 

鼓勵我追求蘇珊，雞食放光蟲心知肚明，我自然曉得老Q 

的用心，不外因為蘇家是有錢之人吧了。29

26 1959 年 2 月 3 日，f{ 7。

27 1959 年 7 月 3 口，頁 7 »
28 1959 年 7 月 3 口，頁 7。

29 1959年4月23日，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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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港q」與寡婦何太m居，也是為r金錢，作者敍 

述兩人分開時主角自省「錯在當年與肥婆同居，動機不純正 

的。坦白講，肥婆若不是手上有十萬八萬，我點會同一個乂 

老又醜的女人同居？」「港Q」與何太同居時，為了利益搭 

上「撈家」王太，後來知道王太染上惡疾，卻只想在王太遺 

產上分一杯羹：

當王太自知死期將至，必然想到處理遺產之問題，斷估不 

會將全部遺產過給王媽，即使大部份送給王媽，小部份送 

給其他之人，則其他之人所受惠者，已經相當和味矣。而 

這些所謂「其他之人」未必冇我港Q份者也。

就係由於有此可能，使我越想越驚，恨不得立即飛到王太 

身邊，向佢大獻殷勤一番。搵銀紙要緊，顧不得甚麼廉恥 

骨氣矣。30 31 32

後來「港Q」喜歡柳太，也是基於勢利心態，認為「柳太 

是一個寶藏，內有無數金銀珠寶，我港Q是窮鬼，窮鬼發現一 

個寶藏，豈冇輕易放過之理？人格皁劣都咁話，冇骨氣都咁 

話，捞世界唔計得咁多矣。」52從作者敍述語調，以「人格 

卑劣」、「冇骨氣」、「顧不得甚麼廉恥骨氣」來形容「港 

QJ '顯見對主角愛情態度的批判。

對於朋友關係，主角也是抱着互相利用的態度，認為「今 

後總之對我有利之人，都是我的朋友。今日與咪郁周-•見如

30 1963 年 4 月 26 HH 7。

31 1965年6月17丨丨，頁7。

32 1964 年 12 月 10 11，頁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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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坩白良心講因佢手上有個錢而已。」55朋友有困難，「港 

Q」只是袖手旁觀，認為「幫忙不離銀紙，講到銀紙個層，咪 

攪矣。」33 34 35 36 37「港Q」的朋友也抱着相同的態度：

羅拔陳笑曰：「見盡咁多有錢仔，至疏爽係你，認真係

GOOD FRIEND也。唔信問聲占士甸，我羅拔幾時都咁

話，港Q對手足够義氣，抵佢撈起嘅。」占士甸曰：「唔

在多講，學似港Q呢停醒明仔，先至叫做曉得散銀紙，散

得來够大方，呢點難得也。」55

所謂朋友只是金錢掛帥，作者更以肥仔耀的説話明確指出 

「對自己有利益者，叫做益友以友；對自己冇利益者，叫做 

损友。」56顯見朋友只是利益關係。為了謀取更多利益，往往

在人前吹嘘，作者藉「港Q」的經歷批判這棟社會風氣：

世上有許多人的身份，一旦揭穿往往不值一個爛桔者也。

我港Q以五千多元的代價，換來一個放款公司總經理的銜

頭，你咪理我將來有有生意做，依靠這個銜頭來照實，就

大有機會在社會滾紅滾綠矣。v

「港Q」藉着「空殼公司」總經理的銜頭到處「沧紅沧 

綠」，「港Qj的朋友也是如此，「咪郁周與佐治鄭鬥吹牛，

33 1960 年 6 J1 27 U，旮 7。

34 1963 年 4 月 30 LI，以 7。

35 1959 年 2 月 26 F1，页 7。
36 1959 年 8 1 U，H 7 :
37 1963 年 12 月 26 H，頁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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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失業而自稱出入口行襄理，一個跑街而自稱電器行營業 

主任」，38經紀游丹更説：「私家車係門面嘢，不能冇。出來 

捞，至緊係門面睇得，屋企冇得食一件事，出到來，衣食住 

行都要第一流。我不是貪圖個人享受咁解，這個社會係咐， 

人心係咁，你有左門面，即係有左信用，有信用即係有得捞 

矣。」39作者強調這種風氣源自社會，「你要在這種社會來 

捞，要接觸的是這種人這種朋友，也就無從到你做一侗真誠 

坦白之人者矣。」4°作者藉此批判資本主義社會虛偽勢利的人 

際關係。作者透過對「港Q」人生態度的批判，表現出作者對 

於資本主義黑暗社會的想像。

(3＞對香港前途的悲觀想像

作者對於資本主義香港持批判態度，因此，《港Q自傅》 

中所展現的香港前途想像，一直顯得悲觀黯淡。事實t， 

五十年代韓戰以來，香港受到美國禁運政策影響，經濟大受 

打擊，當時港英政府對香港並無長遠的打算，更沒有制定扶 

助香港工業發展的政策。《香港年報》(1954-1955)屮〈香港 

一年來概況〉認為香港經濟「前途仍是一片濃霧，本港的工 

商業，還沒有顯著光明」，41對香港經濟的ffi測並不樂觀。楊 

森(Professor Alexander John Youngson)在《香港經擠的成長及政 

策》中形容五十年代初期香港經濟「前景更複雜，更沒有指

38 1966 年 5 月 11 H，頁 7。

39 1961 年 6 月 13 日，H 7。

40 1965 年 5 月 25 HH 7。

41 〈香港一年來概況〉。吳占美編箸：《香港年報》(1954-1955)，香港：香港 

年報出版社，195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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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42 43而且「戰爭(韓戰)又一次大大地削減了香港的貿易和 

收入，同時給香港的前景蒙上了一層暗淡的色彩。」45當本 

地工業初步發展起來以後，「五十年代末，預料香港前程似 

錦的人可能不多。當然，經濟發展的規模相當大，但卻不斷 

遇到嚴重的困難。」44處於五、六十年代的過渡階段，香港社 

會普遍貧窮。左翼作者基於反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價值觀 

念，對於香港前途的想像，自然傾向悲觀黯淡。作者藉人物 

的説話，表現對香港的看法：

游丹曰：「以目前情形來講，我認為不動為好。事實上生 

意難做，尤其是美國禁止港製紡織品入口之後，棉系工廠 

受打擊，其他百業都受到影響，香港前途一片黯淡，思疑 

將來只有旅遊業界一行企得住而已。」45

游丹曰：「未來之香港，會逐漸失左轉運港之地位，而香 

港工商業受外力摧殘，正所謂，内外交迫，香港將來之地 

位，極其量好似澳門一樣，成為一個旅遊地區而已。一旦 

到了這個日子，香港人就冇啖好食也矣。現在你入搵旅遊 

界，在這三幾年間打穩基礎，則尚有递景可言，所以，勸 

你無謂郁動，現在行行生意都咁難做。香港工商業究竟是 

否好景，睇百貨業就知。百貨一行，係工商業之試金石， 

如果工商業好景，人人袋中有多餘銀紙，百貨業就蓬勃；

42 梅森(Professor Alexander John Youngson)苦，何农i 謀(1985)《符港經 jff 的成 

畏及政浪》(Hong Kong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cy) •港魄經濟研究中心， 

初版，頁3。

43 同註42。

44 同註42,頁5
45 1962 年 3 30 H，貞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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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人人個袋莫財，奢侈品慳得就慳，百貨業就衰落，咁

即係反映其他工商百業不景矣。目前來睇，香港表面上繁

榮，飲食娛樂生意似乎重有得做，然而，言不是真正的繁

榮，係世紀末人心，鍾意找尋刺激，人人揸住做一日和尚

敲一曰鐘之心理，所以造成表面繁榮耳。而此種表面繁

榮，等於將死之人的迴光反照，不外曇花一現而已，靠唔

住者。總之，香港冇晒前途，一曰比一曰艱難便是。46

作者以「香港冇晒前途」作總結，顯見對資本主義杜會的 

批判。除r經紀游丹以外，作者又藉「港q」與厂九少的對話 

評論香港經濟：

九少曰：「係者，近來旅業生意比較差的，其實也不止旅

業如是，自從銀行收縮信用以來，幾乎冇一行叫做好景，

商場間互為影響，好難講。」我曰：「聽講外銷生意更難

做。」九少曰：「外銷生意更不在話下矣。香港工業品外

銷，過去之所以企得住，並非物美，而是價廉。成本輕，

所以能與外國貨競爭。現在成本高左，就難與來路貨抝手

瓜矣。因為減產關係，不少山寨廠倒閉；有的雖然未倒

閉，而拖下不少街帳，分分鐘有冚斗可能。」我曰：「總

之難做。」九少曰：「重有度慘，生意已經不景氣，偏偏

百物騰貴，在經濟學來講，朿西貴了印是銀紙貶值。」47

46 1962 年 3 月 31 日，H 7。

47 1965 年 7 门 25 I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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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香港生意不景，百業蕭條，再藉句機培哥感慨生 

意難做，表現香港經濟慘淡：

培哥搖頭呻曰：「今年唔得好景矣，的士紅牌滿街係，輪

唔到我地白牌仔搵食。當然有的執下，比起先幾年真係

打邊壚同打矢忽矣。先幾年年初一、二、三三日，平均執

百零財一曰者，今年拉扯一百未够，重由早做到晚，索氣

之至也。」我曰：「係者，聽講呢兩年行行都淡。」培哥

曰：「淡，淡得交關！」48

香港在如此慘淡的環境下，究竟還行甚麼前途？作者藉阈 

貨公司生意好，暗示未來的前途在中國：

一年不如一年，生意家人人柑話，也可能講得誇張一些，記

得年廿七八我經過幾間國貨公司，就看到人山人海的情形。

人人都話國皆公司賺大錢，可見市民樂於採用國貨也。49

作者基於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想像香港經濟前景一片 

黯淡，同時暗示末來的出路在中國，顯見左翼意識形態與作 

品中的香港想像存密切關係。

從批判轉變為同悄

作者以第一人稱敍述觀點，從主角的角度看香港社會的

48 1967年2月22日，頁7。

49 1967 年 2 月 22 11，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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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事，然而，作者有時會藉主角的想法和説話批判香港社 

會，不免與「港Q」的負面形象有所矛盾。至1966年，作者安 

排主角覺悟前非，嘗試重新做人，小説的語調也從批判轉變 

為同情。

⑴主角個性的矛盾

主角「港Q」是香港社會的象徵，也是作者批判的對象， 

藉「港Q」身t種種負面特質批判香港社會。但是，作者有時 

直接介入小説敍述，表現對香港社會的看法，不免與小説所 

塑造的「港Q」負面形象產生矛盾。

「港Q」的個性是為求達到0的而不擇手段，但是，他對 

於「女撈家」王太的做法卻不表認同，反而認為「不擇乎段 

得來的銀紙，是不義之財；不義之財無久事，只因崩口人忌 

崩U碗，不便講出來耳。」58此外，「港Q」又反對大鼻劉欺 

騙人客的生意手法，認為「話雖如此，到底對人唔住，識做 

生意作風講求殷實，能够做到童叟無欺最好。老襯人地最多 

做一次，傾過嘢第次行交易，咁即係生意唔長耳。」50 51做生 

意講求作風殷實、童叟無欺與「港Q」的自私勢利的倘性有 

所矛盾。

「港Q」對於愛怙一向抱着勢利的態度，從來沒有真心真 

意，當決定與何太分開時，「港Q」反省個人的愛情觀念，認 

為「一切錯在當初，男女攪上不正常關係，動機不純正，應 

有此報。人心肉造，問下自己岛心，當初與肥婆M居，確保

50 1961年9门12日，页7。

51 1962年8门1日，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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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佢身邊有個錢而已，佢不是黃花少女，又不是美貌徐娘， 

青頭仔與寡婦同居，話不是為了銀紙，自己都唔信也。」S2此 

外，「港QI更反思家庭出身對其人牛態度的影響：

我明白老Q之思想，只要對象是有錢之人，是富婆抑或小

姐可以不必理。我自小接受老Q此種「庭訓」，縱使有時

不以為然，潛意識中總有此種思想存在。回想這些年來我

港Q所接觸之女人，皆與金錢關係分不開者，見到老Q我

就想到自己的無恥。53

作者以「無恥」形容「港Q」，顯見作者藉「港Q」的反 

宵表達對於主角愛情態度的批判，但是，這與主角的負面形 

象並不配合。

⑺主角個性的轉變

直至1966年，作者改變敍述策略，嘗試改變「港Q」的負 

面形象，安排主角在朋友的規勸下覺悟前非，漸漸改變人生 

態度：

午夜思量，將自己以往對人對事的態度檢討一下，觉得真

有重新做人之必要。有時人生態度之轉變，往往是在一念

之間者。希望今後改過自新，學做好人。這一轉變唔講得

思想成熟，我港Q是思想遲熟就真；可能年歲漸增，「摒

52 1963年9月13日，页7 =
53 1965 年 2 门 5 日，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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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絲竹入中年」，對世事逐漸「睇化」耳。當然，本性轉 

移，積重難返，有很多劣根性一時不能改變得來，學丁九 

少話齋，慢慢來便是。無論如何，丁九少是益友諍友，而 

不是徵歌逐色之酒肉朋友。人生得一益友不易，以後多與 

丁九少接近可也。54 55

作者更詳述「港Q」的想法和具體的生活轉變：

昨晚思量一番，決定今後有三件事要做。第一，盡一切辦 

法搵工，不計人工多少，乜都做住先，目的在於讓自己 

磨練一下。第二，從此不再撐門面，不再以波士經理之類 

的銜頭去嚇人，腳踏實地，做一個真真正正的受薪階級， 

自食其力。第三，收縮皮費，不住這層樓，阿雲也辭退不 

用，出去租間房住，過寡佬生活。關於第三點，事在必 

行，事實上亦冇能力再過着此種舒適生活，一個仙入息都 

冇，支數就幾百條，點頂？開講有話，坐食山崩，難道 

食乾穀種至想辦法耶？其實老早應該行呢步棋矣，真傻

除了生活上的改變，最jfi要是人生價值觀念的轉變，作者 

安排「港Q」批判家庭出身對自己的影響：

知子莫若父，同樣道理知父也莫若子。我非常明白老Q的 

封建思想，但認為自己是香港世家，已經破落另一回事，

54 1966 年 2 门 1 U，頁 7。

55 1966 年 2 月 2 H，頁 7。

• 162 - 胸懷祖國I香港「愛國左派」運動



總之金字招牌仍然響處；因此做親家必須門登户對，縱使 

對方也是破落户，仍有商量餘地咁講；不是世家出身，或 

無族譜可查，一概列入「身份不明」個類，結婚免問。老 

Q常曰：「不過，亦非硬性規定，倘若不是世家，而是大 

富之家，例如中頭獎馬票之類，總之有銀紙，又當別論。 

或者你會估：親家有銀纸，而我地冇，不是門當户對。 

非也！因為至低限度，我地曾經有過銀紙！」曾經有過 

四字，一字一頓。我港Q自小就享受這種「庭訓」，所以 

大時出社會做事，滿腦子虛榮思想，也學老Q—樣自我陶 

醉，常以世家子弟自居。這種種錯誤觀點，我港Q今曰已 

是痛改前非，而老Q依然故我，各走極端，不可能沒有衔 

突者也。56

床前問候幾句，可笑老Q還以為我過着從前的生活，開聲 

就問我最近「滾」成點樣？我港Q過去曾經有一段荒唐之 

生活，可謂拜老Q之賜。這個四十年前的玩家，自從我港 

Q開始懂得人事，佢便以衣缽相傳，如何微歌逐色，如何 

把對方銀紙滾入自己袋中，教得有紋有路。老豆教仔見得 

多，就係未見過世間竟有老Q這種老豆。我得自佢先天之 

遺傳，後天之培養，一度被人認為「臭罌出臭草」，無可 

挽救者；而今曰竟能痛改前非，學做好人，不可謂不奇蹟 

也矣。57

作者以「臭淠出臭草」形容「港Q」的出身背景，藉其

56 1967年3月13门，頁7。

57 1966 年 10 月 1 H，頁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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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改I’lV非」批判主角過去極柿負面思想，敍述「港Q」否 

定自己-•貫的想法與行為，認為「如果在以前，我港Q—走 

對着這位黃先生車天車地，大吹'r•皮，話買層樓在邊處邊處 

芥矣。如今聽了這位黃先生所講，笑下就算，n•見自己確t- 
改變r許多，只要從此把缺點逐漸改善，則不難有好人做 

矣。平:面洗心，浪子回頭，非卜-番苦功不可的，慢慢來可 

也。」58對於朋友的態度也有所不同，「倘若是以前識我， 

對着這一位財沖•難免有如咪郁周之立心•騙佢滾佢，至低 

限度碼住佢討好怄作為靠山：現在我港q改變r，對明友確 

係要有一棟真誠坦白之態度，w心不良人地不難一眼睇穿你 

者」，59 60甚至對於愛情的看法也有所轉變，「肥婆過去待我 

確不傅者，使我在生活方时，無憂無慮，乖乖地做一條寄生 

蟲；ifii4〈知問題就在呢度，番成我港Q依賴、懶惰、惴弱、不 

思振作等等壞習惯」作者籍此批評「港Q」過去的個件， 

並敍述他對愛情開始冇+同的感受：

我港Q愛情場上雖然不是初哥，戀愛中的所謂情味則是初 

次嘗到，大抵以往與每一個女人來往，無不是有企圖有目 

的者，故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疑真疑假，有時連自己也 

糊塗起來，對黃姑娘自問無可利用，亦無所企圖，友誼發 

展順乎自然，循序漸進，而不是監硬來個類，故飽嘗真正 

的情味。61

58 1966 年 2 川 7 IJ，W 7。

59 1966 年 7 月 22 II，頁 7
60 1966年6月25日，頁7
61 1967 1 J1 12 口 -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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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藉「港Q」人生價值觀念的變化，批判資本主義上流 

社會的勢利無情，突顯出普羅大眾的人情味，認為「過去我 

港Q把人間看得太冷酷，是自己的生活圈子中，某些人比較重 

視名利二字，與佢地相處多數互為利用，利盡則交疏，打工 

仔女之社會關係比較單純，所以往往有深厚的人情味。」62 *作 

者敍述女傭阿雲及其丈夫培哥對主角無條件的關懷與幫助， 

體現「財主佬睇得利害關係太緊要，相濡以沫的互助精沖就 

不如普羅大眾矣。」6i從而表現作者對於社會不同階層的愛 

憎與看法。作者以另一個人物二叔改過遷善，作為主角的借 

鏡：

我心中暗想，二叔過了幾十年荒唐生活，積重難返，尚 

且能於一念之間決心改過，然後我港Q浪子回頭又有何不 

可？今曰無意中碰見二叔，獲益良深，至低限度由佢而想 

到自己，無形中得到許多鼓勵。我曰：「不瞞二叔，我同 

你一樣咁想法，亦係拋棄以前之生活方式，重新做好人， 

自食其力。過去我之生活，雖然不至如二叔之荒唐，回想 

起來亦是我所謂社會敗類之流也。自然，好似我港Q此種 

一無所長之人，想話社會有所貢獻就冇份矣，但由一個壞 

人而變為一個好人，令到社會減少•-個敗類，假假地都算 

有所謂貢獻，你話係咁講唔係？」64

作者從主角的反敦，強調人與社會的密切關係，一個人的

62 1966 年 2 月 10 H，页 7。

6? 1966年4月3日，良7 »
64 1966年3月13日，貞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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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壞，關乎整個社會的前途，作者更藉二叔的説話分析社會 

上三類不同的人：

二叔點頭曰：「係者，做人而能對社會有所貢獻，當然最

好，此是上等之人，對社會冇益但不至有害，做一個普通

小市民，是中等之人；等而下之就是社會敗類矣。現在我

地升格成為中等之人，浪子回頭，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總

算不枉做一個人矣。」

作者以「社會敗類」形容過去的「港Qj與二叔，顯見作 

者最初一直把主角塑造成資本主義社會的負面人物，直到後 

來改變敍述策略，似乎想為「港Q」尋求新的出路。作者曾提 

及1967年暴動的影響：

使我忽然想起自己的生活圈子太小，年來為稻粱謀，只顧

為解決個人生活而奔波，似乎與人群大眾脱了節。這是一

個鬥爭的時代，但不為個人的向上爬而鬥爭。然則為了甚

麼而鬥爭呢？我港Q説不出來，就係覺得這時代不應該談

個人主義，不應與群眾脱節而已。

但是，作者對此只是片言隻字輕輕帶過，沒有重點敍述 

1967年暴動如何影響「港Q」，到小説連載的最後一天，作者 

敍述「人不能行明友，唯一解釋是，過去的豬朋狗友一概疏 

遠，而新朋友的友誼乂未建立得到，青黃不接，所以『孤立 

無援』。當然，我港Q以後會有朋友者，而且一定是益友。」 

小説最後一天的標題是「浪子回頭」，以「港Q」結婚收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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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表現對於過去的郧棄，對未來的期望。但是，小説的收 

結相當倉卒，未及安排主角失業後未來生活的出路，也許是 

受到「五月暴動」影響而匆匆結束全文。

小結

從以上對小説文本的分析，呵以看到作者最初塑造主角 

「港Q」為深受資本主莪思想影嚮的負面人物，以第一人稱的 

自傳形式，嘲諷香港人自私功利的心態，醉生夢死的人生態 

度，從而展開對於香港社會種種負而的想像，作者在小説屮 

表現出對香港前途悲觀的看法，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沒有出 

路。「港Q」是作者批判的對象，也是呑港社會的象徵。 

由此呵見，左翼意識形態與作品中所展現的香港想像有密

切關係。

作者為了表現對香港社會的看法，有時不免直接介入小説 

敍述，與小説所塑造的「港Q」鈐面形象產生矛盾。直到1966 

年，作者改變敍述策略，希望為「港Q」尋求出路，安排主角 

痛改前非，也許作者藉此為香港謀求新路，对惜1967年香港 

左翼文藝受到文革衝摩，高調提出要配合「反英抗暴」作政 

治宣傳，而《港Q自傳》也於1967年4月30日匆忙收結，作者 

對於出路的探索尚未完成。亨:荇希望能夠繼續研究作者以另 

一筆名於「反英抗暴」期間在左翼報章上撰寫的連載小説， 

從而探討「反英抗暴」對於香港左翼文藝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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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三地的政治差異與文化經濟的融合
——銀都在華語電影產業鏈的角色1

趙永佳、冼基樺

左右翻騰、如山穩妥；默默耕耘'悃惕無華。1 2

銀邡機構是現時香港唯一擁有製片廠，集電影製作、發行 

及戲院於一身的電影公司。可是，毎當談起香港電影的「黃 

金歲月」（即約七十至九十年代中），總離不開「邵氏」、「嘉 

禾」、「金公主」、「德寶」、「新寶」（或較早期的「電懋 

阈泰」、「光藝」、「嶺光」）等大公司的名字。3至於「銀 

都」？它彷彿和那些被稱為「左派」4的電影公司一同被忘掉 

r!然而，這些不太起眼的「左派」公司卻默默地成就了今 

大的香港電影業。就此，本文嘗試整理有關銀都機構的成立

1 本义閱於香港研究資助fei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Ml2至IS年度撥出的 

優屺研究金（General Research Fund）所資助的研究項目「中阀改爷開放後的 

電影產装化：政府' 市場、文化與區域融合」（編號：442312）的一部份。 

笮片特此嗚謝研究資助局的資助及研究助理周冰超提供的協助。

2 筆吝宵試以此慨《銀都機怫•直持'.V的信念，並踏此感謝多位銀郎影人 

在百忙中抽空接受筆者的訪問。在此特别呜謝：許敦樂、馬逢阈•宋 

岱、任月、張氓途、冼杞然、林炳坤、崔顯威、施揚平、列孚、薛煙 

明、張帆、曉砰。

3 列孚（2011）〈艱難險附檔主繼往開來又杯——a道「銀部」六I•年〉， 

《當代電影》，第178期（2011年第01期），頁4。

4 由於大部份香港甫影人也把與屮阔關係比較密叻或冇聯繫的甫影機磺標 

為「左派」公nl，闪此乍文借HI這個政治名詞來描述當時喬港電影業界的 

景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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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來及其歷史背景的文獻，分析這間雀影機構在華語電影產 

業鏈5的角色，讓大眾「重新」認識這所香港歷史坡悠久兼仍 

然運作的電影機構。

背景

香港「左派」電影的由來

自上世紀四十年代未新中阈成立以後，屮國共產黨與移 

遷台灣的國民黨致力推行「海外工作」爭取境內、外民心歸 

附。由於兩黨認為社會的意識形勢能主導人民的思想和行 

為，因此喇黨十分重视文化產品對其人民所造成的影嚮。電 

影作為主要h文化產品之一，自然成為兩黨統戰的重要工 

H，香港的電影業亦冈而成為喇黨開诚統戰的舞臺。

在這個時代的香港，凡與中國關係比較密切或有聯繫的 

電影機構，普遍也被列為「左派」電影公司，當中包括在 

1950年由「香港長城影業公同」改組而成的「長城電影製片 

有限公司」、1952年成立的粵語片製作公司——「新聯影業 

公司」，及1953年由「五十年代影業公司」和「馬龍電影公 

司」整合而成的「鳳凰影業公司」（統稱：「長、鳳、新」）。 

除f「長、鳳、新」三間電影製作公司，在香港的「左派」 

電影機構還包括「華南電影工作者聯誼會」（艽後易名為「華 

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和以發行中國電影為主的「南方影業 

公司」（簡稱：南方公司）。

改革開放前，大陸電影市場基本上是對外封閉的。除了國 

營製片廠生產的谌影外，只有少量蘇聯或東歐共產國家的電

5 屯影產業鏈上耍包括電影製片、發行、放映£大範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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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能夠在內地放映。在迠個年代，畏城、鳳凰和新聯等「左 

派」電影公司所製作的電影是少數能夠在中國大陸放映的

「外地」影片。

由於香港「左派」電影公司擁有以上的特許權，因此它 

們部份收人來源來自向內地出售其生產的電影，但在「文化 

大革命」期間，內地暫停購入香港電影，導致「左派」電 

影公司幾近停產。1971年長城只製作了喇部電影，鳳凰和新 

聯均無出品。1972年鳳凰重新投入生產，但只製作了喇部電 

影。同年長城沒有任何出品、新聯則繼續停產至1976年。相 

比「文革」前各公司每年出產約5到10部谌影，「文革」時 

期的產量相差甚遠。南方公司在這時間也只能發行以紀錄片 

為主的電影。6同時，在香港「六七暴動」（又名：反英抗暴） 

期間，不少「左派」電影工作者被捕入獄，導致香港的「左 

派」電影公司元氣大傷。後來更有些「左派」影人被派往内 

地「學習」、進行「思想改造」。7直至「文革」結束後，內 

地阈營製片廠復工，香港的「左派」電影公司才逐步恢復運 

作。8

「廣州會議」與銀都的成立和組織架構

1978年，時任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的廖承志（前僑 

務辦公室副主任廖暉之父）復職後，在-次香港電影界痄談 

會上為香港的「左派」影人抱不平。他稱在「文革」期間，

6 同註3，頁7。

7 趙衛防（2011）〈銀都體系六十年的產業和文化a獻〉，《當代谌影》，第

178期（2011年第01期），頁12。

8 張志成（2015）〈 f合拍」：香港甫影的不歸路〉•赦於陳忐華編•《2012香 

港屯影M顧》，乔港：香港屯影評論亨钤•页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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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電影公司被江青嚴重摧殘，搞得支離破碎，一些影 

人更遭受「不白之冤」。9 10 11廖承志在會上重新肯定香港「愛 

國」電影工作的重要性，並鼓勵香港「左派」電影機構到內 

地取景柏攝，同時吸納本地的新進電影人才。他覆述國家領 

導人的一番話，認為：「香港電影製作的幅度可以更為廣泛 

些。凡是有利於愛阈統一戰線的，什麼都可以柏。內地充分 

支持（香港的「左派」電影公司），（它）們可以到内地拍外景， 

拍祖國的名勝古蹟、名山大川。題材由〔它〕們自己選擇， 

不要加這樣那樣的限制，只要求不違反愛國原則，h卜幾千 

年都可以拍。」w

其後，廖承忐於1982年初主持在廣州召開的香港、澳門 

地區電影界會議（乂名：廣州會議），在會議內提倡把畏城、鳳 

凰、新聯三間電影公司合併，以整合資源，提升競爭力。"同 

年11月，長城、鳳凰、新聯和中原12 13按照廖承志定下的合作基 

礎，合組成為銀都機構奋限公司（簡稱：銀都機構/銀都），作 

為在香港主要的中國電影發行機構，「南方影業公司」隨後 

也被納人其中。1984年，銀郞機構正式投入運作，15為香港的

「左派」電影史翻開新一頁。

9 廖承志（1叫0）《廖承志文粜》，杵港：三聯涔店（番港）何限公nl，頁553 »
10 同上，K 555。

11 韓乃（2010）〈銀都機構成、＞:始求〉，叔於銀都機怫编•《銀都六1-》，香 

港：三聯冉店（香港）存限公司，页364。

12 「文革」結束以後，「左派」電影公nj嘗,试以阑結協作的Zf忒尋求突破。W 
此艮城和新聯於1981年合組f巾原TS影製片公iG」，到中阈大陸取锐拍攝 

了《少林寺》（1982）和《少林小子》（1984） »
13 張燕（2010a）〈銀都的成i與開拓〉，載於銀都機構編，《銀都六十》，香 

港：三聯畲店（香港）有限公司• H 345 :张燕（2010b）《在央縫中求生存: 

香港左派屯彫研究》，北京：北京大呼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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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都機構是一間在香港註冊的私人有限公司，股柬主要 

為董事會成員及前任或現任公司員工，組織架構與•般在香 

港的電影機構類同（見圖一）。銀都機構的領導層由董事長及董 

事會成員組成。董事會負責為機構的長遠發展制定H標，並 

監察總經理的表現。近兩任董事長也身兼啲職——他們既是 

觼事長，也足總經现。莆事會成員則多為機構的副總經理和 

部門主管。總經理負責管现機構的口常運作，並定期甸董事 

會交代機構的業績。營運總監負貴協助總經理統籌公司的業 

務，秘書處則為總經理辦理行政事格及文書工作。銀郞機構 

在北京和廣州均設有辦事處，以統簿與內地電影機構及政府 

部門的合作事項。銀都另有兩位副總經理協助總經理管理各 

部門的運作，其中一位主管南方影業公司、片庫及版權部和 

發行及宣傳部；另一位負責管现總務部、人事部、資產及物 

業管理部和淸水灣電影製片廠。芥部門的主管需定期向總經 

理及副總經理彙報丄作情況，唯有電影製作部直接隸屬總經 

理。戲院的營運由發行及宣傳部管厕，資產及物業管评部則 

負责戲院、員工宿舍及其他物業的祖售安排。

銀都機構與中阈政府的關係密切。歷任堇事畏及總經现 

等主要職位多由内地文化部門的前官職人只擔任。銀郞的第 

一任董事長為廖一原，總經理為傅奇。廖一原曾經在《文 

匯報》工作，1956年任新聯公司董事長，曾任華南電影工作 

者聯合伶舍長。傅奇曾為艮城公司的演員，1952年開始演藝 

生涯，主演超過50部屯影；六十年代起兼任導演，加入銀都 

之前為長城公司總經理。1985年，蘇辛群接仟銀都機構董事 

長。蘇辛群為北京市文聯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曾任北京 

市出版事業管观局出版處副處長，北京If了文化局出版文物處

兩岸三地的政治差異與文化經濟的融合 • 173 •



董事會

丄
資
產
及
物
業
管
理
部

戲
院

圖一銀都機構的組織架構

1

清
水
灣
窀
影
製
片
廠

副處長、辦公室副主任，《北京文學》編輯部主任、副主編 

等職》14 1990年，前新華社香港分社文體部部長韓力任銀都機 

構董事長。1992至1993年，前北京文化局副局長李慧生任 

銀都總經理。1993至1996年，原任中國電影合拍公司總經理 

李寧擔任銀都磯構董事長。1997至1998年，原任中央人民政 

府駐香港特別行政阽聯絡辦公宰（簡稱：中聯辦）宣傅文體部副 

部挠崔頌明被任命為銀郞機構黾事畏。此後•銀都的董亊長

14 張火海（2007）《柊動的風景——八I •年代〈北京义嗲〉研究》，中 

國：A' 文化。檢索门期：2013.10.08，取自 http://www.eduww.com/ 
Article/200706/14068.hrml :參見註解 3 •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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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兼任總經现。1998年，原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局副局艮寶守 

芳任銀都機構董事長兼總經理至2005年7月。同年8月，前两 

安電影製片廠副廠長、两部電影集网副總战宋岱接任銀郞機 

構董事長兼總經理至2014年。

製片

「銀都出品」與香港「新浪潮」

「文革」結束後，屮國電影業逐步恢復運作。當大部份 

香港電影機構仍未能到內地取景拍攝雀影時，銀部機構的前 

身畏城公司、域凰公司和中原公司已奔赴內地實景拍懾了多 

部電影，包括：《蘇杭姻緣一線牽》（1980）、《白髮魔女傳》 

（1980）、《泰山屠龍》（1980）、《密殺令》（1980）、《飛鳳潛 

龍》（1981）、《少林寺》（1982）、《蟧山鬼戀》（1984）、《少 

林小子》（1984）及紀錄片《新疆奇趣錄》（1981）、《闪川搜秘 

錄》（1982）、《神秘的西藏》（1985）、《中國神童》（1985）、

《神州大地女兒國》（WS5）、《中國三軍揭秘》（19S9）等。這 

哗電影成為窺探屮國的窗口，讓香港市民和海外華僑認識人 

陸當時的境況。

可是，4:「長、鳳、新」合組成為銀都機構的初期，遇上 

員工的退休潮。由於「左派」電影機構傳統上會IN退休員工 

發放「瞻養費」，令當時銀郞的財政負擔甚重。15為減輕機構 

的營運壓力，銀部棄用傳統身培訓人才的機制，落實廖承 

志在1978年的座談會卜.所提出要吸納本地新進電影人才的建 

議•邀請一些创作理念與銀都機構相似的香港樽演和電影製

15 同註 13，張燕（2010a），貝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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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合作。因此，銀都機構在這個時期出品的電影既保留f 

「長、鳳、新」時代的一貫風格（例如：反映時弊的電影），同 

時又愈來愈貼近巾場，以較商業化的電影題材取代以往充滿 

「教化」意味的電影。

在新格局卜，「長、鳳、新」及其後合組的銀都機構變 

得更靈活，除了打正旗號直接投資電影製作外，也透過與電 

影人合組公司，逐步突破台灣當局的限制而扪做了多部深具 

影鞞力的影片，在八十年代培育了不少出色的香港電影人， 

更成為香港「新浪潮」導演16的搖籃。很多電影人都是因為 

得到「第一桶金」的支持而展露才華，奠定及開展了他們的 

電影事業，包括：冼杞然執導的第一部電影《冤家》（1979）及 

其後的《情劫》（1980）、《薄荷咖啡》（1982）；杜琪峰執導的 

第一部電影《碧水寒山奪命金》（1980）;鲍起嗚（即：鮑德熹） 

執導的第一部電影《爵士駕到》（1985）；方育平的第一部電 

影《父了•情》（1%1）及其後的《半邊人》（1983） '《美國心》 

（1986）。當中《父子情》、《半邊人》和《美國心》分別奪得 

前後三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新演員 

及最佳剪接等多個獎項。

1987年邱禮濤為銀部执導《靓妹正傅》。M年，許鞍華 

為銀都拍攝厂《書劍恩仇錄》（198乃和《香香公主》（1987）。 

1989年張之亮為銀都執導《飛越黃•&》。劉國昌也曾經和銀 

都合作，先後製作了《童黨》（1卯8）和《廟街皇15》（1990），

16 香港「新浪潮」導演泛指在I：、八十年代‘批矜經在本地屯況台丄作• 

擁打屯視製作經驗成荇經在海外W學的件港新進電影脚作人H。他們在 

這段時期拍攝的電影充滿木土意識、反映當時的社矜問題，拍攝T•法亦 

有別於傳統的片廠製片方乂，因此被譽為「新浪潮」鸡演（參見：卓伯棠 

（2003）《香港新浪潮電影》，香港：天地岡参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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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奪得第八和第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最佳新 

人及最佳編劇等獎項。

踏入九十年代，銀都繼續與香港影人合作，當中包括： 

關錦鹏的《人在紐約》（1990），台灣片名為《三個女人的故 

事》。該影片在第26屆台銬金馬獎贏得最佳劇情片、最佳女 

主角、最佳原著劇本、最佳攝影、最佳剪輯、最佳服裝設 

計、最佳原著音樂及最佳錄音等八項殊榮；劉國昌的《廟街 

皇后》（1990）、張徹的《西安殺戮》（1990）、李翰佯的《敦煌 

夜譚》（1991）、李志毅的《婚姻勿語》（1991）、張之亮的《籠 

民》（1992）、劉國權的《冒牌皇帝》（1995）和《減肥旅行團》 

（1997） 高志森的《豆丁奇遇記》（1997）、林德祿的《非常警 

察》（1998）、林嶺柬的《極度重犯》（19卯）等，成就了八、 

儿十年代香港電影多元化的格局。17

「曖昧不清」的香港影人

縱然銀都機構為不少香港道影工作者提供了第一個工作 

機钤，但不少香港影人在九十年代之前也不太願意與銀邡合 

作，因為他們顧慮到台灣對香港「左派」電影機構的打壓， 

害怕被銀都的「左派」標籤牽連。

1956年「港九電影從業人員自由總會」（簡稱：自由總 

會）在香港成立。18「自由總會」彷似一個台灣駐港的電影審 

查機關，主要負貴檢閲香港電影在意識I:有否宣揚屮阈共產

17 冋註 13 •張燕（2010a），頁 340。

18 1957年「港九電影從業人員自由總會」易名為「港九屯彫戲劇事業自由總 

會J; 1984年註冊為有限公司，全名&「港儿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有限 

公4 J ; 1996年易名為「香港谌影戲劇總钤饤限公＞ d」；1999年洱度易名 

為「港澳道影戲劇總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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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或電影演員冇否參與中國大陸的電影活動等。如存發 

現，「自由總會」便立即向台灣電影局匯報，禁止該影片在 

台灣發行放映。而目.香港電影如要在台灣上映，柏攝前都必 

須先向「自由總會」登記。「自由總會」將審查該電影的内 

容，再決定是否向影片發出「人台許可證」。如果影片不獲 

「自由總會」通過，便不得在台灣放映。由於中國大陸在 

九十年代之前仍未對外開放電影市場，香港「非左派」電影 

公司的出品均不得進口内地，所以台灣成為港產片扱重耍的 

海外市場之一，「自由總會」對香港電影業有重大影響。

1960年台灣新聞局電影檢迕處開始收緊規定，嚴格限制沒 

有加入「自由總會」的香港電影公司、導演、編劇、演員的 

電影輸入台灣。19 20 1980年當局通知「自由總會」轉街其會員， 

不可將出品或發行的國語片在港九「左派」戲院排映。如違 

反規定，當局將不再受理其影片進门台灣。M因此，長期以來

「長、鳳、新」及銀郞出品的電影也不能進入台灣市場。 

此外，凡參與「左派」電影製作的電影人也會被列入「自

山總會」的黑名單，他們有份製作的電影亦不能在台灣故 

映。21例如：王天林曾經為新聯執導多部電影，雖然用了化 

名，仍然被「自由總會」發現，即時吊銷會籍。李翰祥阅為 

到北京故宮、圓明園等景點拍攝電影，包括《火燒圓明園》 

（1983）和《西太后》（1989），被「自由總會」取消會員資格， 

邦後要寫悔過書方亟獲會籍。演員梁家岬因為曾經參與「左

19 说愛J今-付;\徳编（2009）冷戰W斤港么影•什港:ft港電影資料館， 

頁 277。

20 同驻19,頁288。

21 余倫（2011）〈 f銀郎j六十感懐〉，《常代電影》，第178期（2011年第01 
期），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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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電影的演出而被禁止進入台灣。張徹也因為到內地取境 

拍攝電影，如《大上海1937》（1986），而遭受「自由總會」指 

責。由此觀之，在八十年代大部份香港影人都因為受到「自 

由總會」的壓力，選擇放輿與「長、鳳、新」和銀都等「左 

派」電影公司合作。22 23在這種情況下，儘管香港影人與「左派」 

電影機構有聯繫，他們的交流也要「偷偷摸摸」地進行。

化名「列孚」的電影評論家對此有一番體會。25七十年 

代，「列孚」在邵氏公司的《南國電影》雜誌社工作期間， 

曾經發現-本寫上「送長城看閲」的邵氏電影劇本。當時他 

大感迷惑，不知道何以不屬於「左派」的邵氏公司竟然徵求 

長城公司為其劇本提供意見。其後，「列孚」湊巧經過屬

「左派」院線的土瓜灣珠江戲院，發現戲院竟然掛上邵氏公 

司出品的《十二家房客》（1973）電影劇照。雖然這些劇照很 

快便消失了，珠江戲院最終也沒有放映《L十二家房客》， 

但這#經歷讓「列孚」懷疑邵氏公司是打喑地裏與「左派」 

電影機構有聯繫。

多年後，「列孚」與已故銀都董事長廖一原閒聊時談及 

此事，從廖一原口中證實當年「左派」屯影機構的確與一些 

「非左派」系統的電影公司（例如：邵氏）保持友好關係。早於 

五十年代，東南亞的三大院線公司（即：邵氏’阈泰和光藝） 

尚未到香港組建製片公司時，已放映大量「長、鳳、新」出 

品的谌影。據黃愛玲的研究所指24，阈泰機構卞耍購買長城的

22 同註 13，張燕（2010a），頁 338
23 同註3，頁5。

24 说愛玲編（2001）《岙港影人I I述脱史叢苗之二：押想什:代——K城’域限

的Fi子》，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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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邵氏公司則多放映鳳凰的出品，以發行粵語電影為主 

的光藝公司則選擇新聯的影片。即使這三大公司其後在香港 

建立製片基地，仍繼續購買「長、鳳、新」的影片以補充片 

源。25因此，香港「左派」公司製作的電影早於五、六十年代 

已在新加坡及馬來两亞地區的「非左派」戲院放映。

匕十年代初，已在香港設立製片廠的邵氏公司有意重拍 

1963年新聯公司發行的《七十二家房客》。當時，邵逸夫曾 

經徵求「左派」電影公司提供重扣《七卜二家房客》的意 

見。電影的版權雖然屬於新聯公司，但廖一原得知新聯並沒 

宥向邵逸夫收取版權費。26廖一原推測也許是這個原因，當 

「左派」戲院有意放映邵氏出品的《七十二家房客》(1973)

時，邵逸夫便安排把電影劇照送往珠江戲院去了。可是， 

如上文提及，在當時的政治環境，「非左派」系統的邵氏公 

司是「不容許」在「左派」戲院放映其影片的。因為一旦被 

「自由總會」發現，台灣當局有可能禁止邵氏公司進U電影 

到台濟去。

香港影人的「內地顧問」

台灣電影局錯「內由總會」對杏港的「左派」電影機構多 

番施壓，導致大部份香港影人不敢明tl張膽地參與「左派」 

的電影工作，但自九十年代中國逐步開放電影市場之後，與 

銀都合作進'申:內地的香港影人多不勝數。屮瞷谣影市場的改 

車開放是從「文革」結束後開始的。1978年鄧小平在第|•—

25 同註7, ft 11。
26 同注3 |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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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三中全會全面掌政，提出一系列改革開放的政策。在電影 

業方面，屮央政府於1979年8月7日成立「中國電影合作製作 

公司」（簡稱：合拍公司），打開中外電影業合作的大門。

中外合作拍攝電影（簡稱：「合拍」）指由任何、間在境外 

（包括：香港和澳門地區）擁有電影製作經驗的公司與一家在 

內地的製片廠或中國電影局認許的民營電影機構簽訂合作協 

議，共同製作電影。有份參與「合扣」的機構必須在電影開 

拍前把故事大綱送檢「合拍公司」，辦理立項手繒。27故事大 

綱首先要通過「合拍公司」的審查，再送呈電影局審批。審 

批主要是針對電影的故事内容是否違反國家電影審查規定， 

例如「渲染兇殺暴力，唆使人們蔑视法律尊嚴，誘發犯罪， 

破壞社會治安秩序」或「有淫穢庸俗內容」等。28如果電影局 

發現電影違反電影審查規定，便要求電影公司删剪或修改相 

關內容。當故事大綱通過審查，電影局會向參與「合拍」的 

電影公司發放「拍懾許可證」。電影公司持宥「許可證」才 

可以開始拍攝電影。電影完成製作後，電影公司必須把影片 

送檢「合拍公司」，再由電影局審批。如果影片通過審査， 

電影局便會發出「放映許吋證」，該電影才能合法地在內地 

的戲院放映。

在這個制度裏，銀都機構成為境外唯一被中國電影局認 

許的電影機構•地位等同内地的製片廠。因此，銀都出品的 

電影（包括其他公司與銀郞「合拍」的影片）皆可以國產片的身 

份在內地發行放映。這個特殊的待遇讓銀都成為中港「合拍

27 同註 8, 242。

28 阀家新間出版廣播屯影屯梘總局（1997）《電影審汽）W定》，屮國：W家新 

間出版做播甫影電視總蟎。檢索H期：2013.09.27 -取|:lhttp://wWw.sarft. 
gov.cn /articles/1997/01 / 30/20070922145 320110024.1u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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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中介公司——香港電影人可以透過與銀郞合作進軍內 

地市場。29 30冋時，這個安排為銀都添了一個頭銜——華語電影 

業界的「内地顧問」。相比其他境外的宙影公司，銀都與內 

地電影業和官方機構的關係較密切。當屮阈還未對外開放電 

影市場時，銀都已經可以到内地取景拍概電影，也可以與内 

地的製片廠合作，所以銀都比人部份香港的電影公司更了解 

中阈的電影政策和政府部門（包括：電影局和「合拍公司」）的 

辦事方式。如下文所述，這個優勢使銀部住中港「合拍」的 

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根據前銀都董事畏兼總經跸宋岱的説叫，銀都機構在2003 

年之前可算是香港電影業界與內地合作的唯一橋樑。由於 

2003年之前，進口中阈大陸的香港電影受到中阈電影局所設 

的妃額限制，所以在境外製作的電影便只有銀都的出品才有 

資格在内地發行放映。31 32可是自2003年「内地與香港關於达立 

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實施後，香港的電影公獲 

淮点接與内地電影機構合作拍攝電影，「合拍」的電影"r以 

阈產片的身份在內地發行。在新形勢下，中港刚地電影業的 

交流和合作由昔日以銀都作為唯一的梁道變為多個渠道。由 

此觀之，CEPA的落贲「似乎」奪去f銀郞過往作為中港「合 

拍片」中介公司的優勢。52

29 乍相、司荇（2010）〈「儿｛J J後WI陶飛——銀郞的轉型與發展〉，叔於銀 

邡機構編，《銀郞六I-》，香港：」聯戽店（香港）打限公司，頁430。

30 同註 13，張燕（2010a），頁 336。

31 谢寧（2011）〈幣裝待發屯新啟航——宋岱訪談錄〉•《當代谌彫》，第I78 
期（2011年第01期），貝30

32 林錦波（2010）〈華語影業大變局中的銀都〉，載於銀都機摘編•《銀都 

六十》，香港：三聯#店（香港）有限公句，兑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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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A實施後，香港電影可以通過三種方式進入內地市 

場。一是以外語片的方式進n（乂名：分賬片）。這個方法受内 

地進口影片配額的限制，每年的配額只容許三十四部外語片 

進口，當中包括世界各地的影片，但大多數為投資規模比較 

大的美國荷里活電影。因此，如果香港片商以該種方式進口 

電影到中國大陸，它們必須與外語片商爭鸾進口配額。加上 

以外語片的方式進丨I，在內地的發行全賴中影和華夏電影公 

司，票房分賬的比例亦低於「合拍片」的分眼比例，所以港 

產片商一般也不會採用這個方式把影片進U到大陸。第二種 

方式是把港產片的發行權賣給內地的發行機構，讓發行商把 

影片在内地發行。這些影片又名為引進片、批片或買斷片。 

如果香港片商採用這個方法，它們的收益便只限於把影片賣 

斷而獲取的金錢，但它們分不到影片在内地的票房收入。第 

三種方式是與內地註册的電影機構共M投資合作拍做電影。 

這些影片名為「合拍片」。「合拍片」在内地可享受阈產片 

的待遇，即「經內地主管部門審查通過後，不受進口配額限 

制在內地發行」，35片商亦可分享影片在內地的票房收入。

「合拍片」一般享有等同國產片的票房分脹比例。目前「合 

拍片」的片商（包括所有參與「合扣」的公司）大約可分到三至

四成票房，但「分賬片」的片商只分到約兩成半票房（2013年 

以前只有13至17.5%），與「合拍片」的差距甚人。54可是「合 

拍片」的主題必須與内地存關，內地主要演員的比例不得少 

於演員總數的4分之一。由於以「合拍片」形式進軍内地市 33 34

33 工業贸易署（2013）《内地與杵港關於逮4更緊密經贸關係的安排》，呑 

港：工業貿易署檢索日期：2013.09.27，取 §http://www.tid.gov.hk/cc_ 
chi/cepa/trad€scrvices/av_cincma_picturc_lib.hcml

34 同註8，頁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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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門檻比較低，同時片商能享有較高的票房分賬比例，所 

以大部份港產片商也選擇「合拍」的製作模式。

儘管CEPA實施後令香港電影更容易進入內地市場，但由 

於任何電影於內地發行放映前仍須經過阈家屯影局的審查 ， 

因此銀都並沒有因為CEPA等措施而失去了作為中港「合拍 

片」中介公司的優勢。銀郁較T解内地政府部門對電影業的 

措施和審批要求，因此能繼續充當香港電影公司的「內地顧 

問」，向香港業界闡釋國家電影審查制度的要求。銀都與香 

港的電影公司合作時，會根據阈家雀影審查制度的標準給予 

意見，與合作的公司討論影片的故事大綱和對白，先把存可 

能觸犯國家電影審查規定的内容修改才送檢，以確保影片能 

通過電影局的審查。35加上銀邡的基地設在香港，對於不少 

香港的電影公司而言，合作上較內地的電影機構便利。而且 

銀都比大部份內地公司更了解香港電影業的運作，因此很多 

香港的電影公司尋求「合拍」的機會時，也會首選銀都這個

「相對安全」的機構洽談。香港專袋電影攝影師亨舍會畏兼 

導演劉偉強指出，銀都為香港影人與內地電影界建立了重要 

的溝通橋樑。當香港影人製作「合拍片」時遇到難題，他們 

都能通過銀部與内地溝通。36

然而，香港電影人在創作t常常遇到很大問題。香港導 

演陳慶嘉指出，香港電影人製作「合拍片」時，由於一些香 

港影人擅戾製作兼賣座的電影題材（例如：黑幫電影、鬼怪驚 

愕電影、警匪片等）難以通過内地屯影局的審杳，使電影製作

35 銀都機構（2010a） ＜國家電影審查制度〉，載於銀郁機構編，《銀都六卜》， 

香港：£聯,呼店（吞港）4f限公司，《 532 -
36 劉偉強（2011）〈「銀都j六十感懷〉，《常代電影》，第178期（2011年第01 

期），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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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感到自己的創作受到內地電影審杳制度的限制。37 38陳慶嘉更 

指出，如要通過當局的審查，電影的內容不可能詳細地描述 

罪案發生的過程，更不可設定警察為奸角。片中的「壞人」 

不能來自中國大陸，而a—定要被繩之於法。58如果警察是奸 

角，導演也必須標明是以1997年问歸前的香港為背景。39 40在這 

啤限制下，不少香港導演認為製作「合拍片」需要在政治和 

創作之間找個平衡，實在困難。

2009年麥兆輝與莊义強合作紈導的《竊聽風雲》正好説 

明這一點。該電影講述三名香港筲員知法犯法，利用竊聽得 

來的情報買賣股票，最終招致殺身之渦。按中國電影局的密 

查標準，《竊聽風雲》涉及敏感題材，故事內容必須大幅修 

改。然而這部電影經山銀都機構與香港的「無限映畫有限公 

司」和「百姓電影有限公司」合作拍堝，並與中國的「博納 

影業集團」共同出品，囚此銀都在電影的製作過程中利用它 

對內地電影局審查標準的認識，在劇本創作初期與該片的監 

製爾冬陞和方平、導演麥兆輝和莊文強等討論人物設計和故 

事情節。到電影完成拍攝後，銀都就影片提供可行的修改建 

議，為製作人員「把關」，4°好讓影什能夠順利通過中阈電影 

局的審查，成功把一部看似不太呵能在內地發行放映的「合 

拍片」進口大陸市場。

37 忭錦波（2008）〈電影製作兩槲化之因由及隐憂〉，載於!H男編•《2007杏 

港屯影W顧》•抒港：香港電影評論嗲會•頁27
38 朗天（2008）〈香港電影的曲線文化〉，載於囀男編 ＞《2007香港電影回 

■》，香港：香港屯影評論學會，頁63。

39 朗天（2007）〈談笑論香港雀影十年與香港M歸的關係〉，械於卓男編' 

《2006香港電影冋W:》，佇港：香港屯影評論學會，fUl。

40 同註31，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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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銀郞每年有份參與製作的電影中，約10部享有等冋 

阈產片在內地發行的待遇，41此優勢吸引不少香港的電影公司 

與銀都合作拍電影，當屮不少是香港觀眾看過或曾經聽聞的 

電影，例如：《少年阿虎》（2003）、《戀上你的床》（2003） ' 

《忘不了》（2003）、《戀之風景》（2003）、《雙雄》（2003）、 

《六壯士》（2004）、《戀情吿急》（2004）、《魔幻廚房》 

（2004）、《柔道龍虎榜》（2004）、《旺角黑夜》（2004）、《鬼 

馬狂想曲》（2004）、《A-1頭條》（2004）、《重案黐孖Gun》 

（2004）、《做頭》（2005）、《韓城攻略》（2005）、《童夢奇 

緣》（2005）、《早熟》（2005）、《喜馬拉亞星》（2005）、《頭 

文字D》（2005）、《春田花花同亨會》（2006）、《超班寶寶》 

（2006）、《妄想》（2006）、《最愛女人購物狂》（2006）、《傷 

城》（2006）、《森冤》（2007）、《男兒本色》（2007）、《色， 

戒》（2007）、《天堂口》（2007）、《生日快樂》（2007）、《十 

分鍾情》（2008）、《證人》（2008）、《金錢帝國》（2009）、

《竊聽風雲》（2009）、《殺人犯》（2009）、《線人》（2010）、 

《槍王之王》（2010）、《七十二家房客》（2010）、《打擂台》 

（2010）、《月滿軒尼詩》（2010）、《翡翠明珠》（2010）、《B +

偵探》（2011）、《單身男女》（2011）、《我愛HK開心萬歲》 

（2011）、《勁揪福祿壽》（2011）、《竊聴風雲2》（2011）、《車 

手》（2012）、《桃姐》（2012）、《大追捕》（2012）、《寒戰》 

（2012）、《盲探》（2013）、《掃毒》（2013）、《風暴》（2013）、

《竊聽風雲3》（2014）等。

除了與其他香港電影公司合作拍電影外，銀都也自資或 

以合資的方式製作了多部電影，包括：《星願》（1999年，與

41 同註 13，張燕（2010a），H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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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禾和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合資拍攝）、《非常警察》（1998 

年，與東方電影出品有限公司合資製作）、《槲度重犯》（1998 

年，與豪保國際有限公司合資出品）、《戀之風景》和《少 

年阿虎》（2003年，與星皓娛樂有限公司合資製作）、《老港 

正傳》（2007年，與两部電影集闸、西影股份有限公司和两安 

曲江影視投資（集團）旮限公司合資拍攝）、《一代宗師》（2013 

年，與澤束電影公司、博納影業集團、廣東雅信文化傳播宥 

限公司、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盛唐時代文化傳播有 

限公司、一壹影说文化投資基金、時代華娛影視傳媒投資有 

限寊任公司、藍色游標傅播集削和華釔電影發彳j•有限責任公 

司合資製作）等。

儘管銀都與香港的電影公闺「合拍」或合資生產的電影数 

量繁多，但根據前銀都董事艮兼總經现宋岱所桁，銀都必定 

為每一部合作拍攝的電影「把關」，為每一間合作的電影公 

司充當「内地顧問」。如果銀部發現谌影有可能不獲中國電 

影局批准進口，會立即提出修改建議，協助製作人員4:政治 

和創作之間取得平衡。42

為内地影人開拓海外市場

除了為香港電影業界服務外，銀郞也為内地影人開拓海 

外市場。例如：在八、九十年代，銀郁為一些被內地當局封 

殺的影人提供資金完成作品，並為他們開拓海外巾場，讓這 

些影人有機會得到阈際的認同。鉍成功的案例是張藝謀在 

1992年執導的《秋菊打官司》。事情的由來吋追溯到八十年

42 同註31，员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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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初，當時張藝謀在中國大陸扣攝的兩部迈影《菊豆》（1990） 

和《大紅燈籠高高掛》（1991）均未能搜電影局批准在內地上 

映，事業受到重挫。此時銀都主動與他聯絡，洽談合作。結 

果張藝謀在1992年為銀都製作r《秋菊打官司》。銀都覺得 

電影若然能夠代表中國參加國際電影展，很有可能問鼎國際 

殊榮。可是，任何電影如要代表屮阈在國際電影節參展必須 

得到中國電影局的批准。以當時張藝謀與屯影局的關係，成 

功獲批的機會不大。因此，時任銀都機構副總經理兼該電影 

的監製馬逢國特地Hl香港飛往北京，與中國電影局商討。馬 

逢阈把《秋菊打官司》的影片帶到北京，邀請當局負責人看 

看造部電影。43此行打動f屮阈電影局的負責人，當局願意 

發出許可證讓影片代表中阈到威尼斯阔際電影節參赛，但條 

件是銀郞必須為這部電影找一間内地的電影製片廠「冠名」 

合作。最終，銀都借用了上京電影學院青年電影製片廠的名 

義，共冋出品《秋菊打官司》。該電影在第49屆威尼斯國際 

電影節奪得最佳影片金獅獎和最佳女演員獎，在阈内的第13 

屆金雞獎和第16屆阿花獎泞獲得扱佳影片等殊榮。44

發行、放映

「製片」是電影產業鏈的「上游」，但拍得再好的電影 

也需要「下游」的「發行」和「放映」配合，才有機會被觀 

眾欣赏，成為•部成功的電影。銀都除r製作電影，也從事

43 馬逢阈（2011）〈「銀郞j六十感懐〉，《當代屯影》，第I78 !!）］（2011年第01 
期），頁19。

44 同驻3，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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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發行和戲院的業務，而且表現出色。探討銀都發行電影 

及其戲院業務的歷史時，總離不開在香港街知巷聞的「雙南 

線」。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由十多問戲院組成的「雙南 

線」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院線之一。縱使現時大部份「雙南 

線」的戲院已經結業、拆卸或給業主收回經營權，但它們的 

足跡已成為香港戲院史最重要的一部份。

非主流的先驅——「雙南線」與影藝戲院

「雙南線」的組成源於南方影業公司。南方影業公司（簡 

稱：南方公司）於1949年成立，1958年之前直屬於中國電影 

公司（簡稱：中影公司），主要負責在香港代理發行中影公司 

擁有的同產電影。45南方公司其後成為銀都機構的•部份。 

據前南方公司董事長馬石駿所，凡是中影公司持有版權的 

阈產片，南方公司都可以在香港發行，而且電影拷貝、宣傳 

海報、畫冊一概由中影公司免費提供。影片落畫後，南方公 

司可以先從票房收入報銷發行费用，再與中影公司「五五分 

眼」。46

作為在香港規模最大的中阈電影發行機構，47鹵方公司多 

年來積極參與阈商影片在香港的發行丄作。48可是南方公司成

45 參:許敦樂（2005）《蝌光拓影》，蛋港：MCC.M Creations
46 馬石駿（2011）〈 r銀都」六十感懐〉，《當代電影》，第178期（2011年第01 

期），頁20。

47 除南方影業公司外，在六卜年代「華文影片公司」和「鴻闘影業公司J也 

曾經在香港發'f f中國屯影，並製作阔語屯影（《乔港經濟年鑑1966》，否 

港：中國生逄促進钤香港分矜•頁129） »
48 銀都資料室（2010b） < 2006年銀都堪本状況〉•敕於銀都機構蝙，《銀都 

六十》，香港：i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頁4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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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之初並沒擁有任何戲院，也沒有固定的放映場地，只能借 

用或以短期租賃戲院的方式來放映影片。49直至六十年代， 

南方公司得到多位「愛國華僑」的經濟支持，在港九不同地 

區覓地興建戲院。在這個情況卜，銀邡戲院(1963)、珠江戯 

院(1964)、南華戲院(1966)、南洋戲院(1966)相繼落成，加上 

收購得來的高陴戲院及机賃經管的普慶戲院，5°共6家戲院(簡 

稱：「六院」)。這「六院」以位於旺角的南華戲院和灣仔的 

南洋戲院為「龍頭」，51因而命名為「雙南線」。

直到1972年，高陴戲院拆卸改建作僑發大廈，銀都因此孔 

管剛落成的新光戲院，繼續經營「雙南線」。除了傳統「六 

院」外，銀邡和南方公司也曾租貨和收購其他戲院，包括： 

元朗樂宮戲院(1986年租賃至1998年結業)、沙III新藝戲院(1988 

年租賃，2000年交還)、南昌戲院(1987年購入，九十年代轉售予

「香港聯藝機構有限公司」)和最受關注的影藝戲院。

原址為灣仔新鴻基屮心的影藝戲院於1988年7月9 H開業，

是香港早期的迷你戲院，座位較當時其他戲院寬闊。影藝戲 

院除了放映南方公司發行的電影外，還播放日本、歐洲等地 

區的非主流藝術電影。在百老匯電影屮心仍未投入運作時，52

49 許敦樂(2010)〈由方让立院線〉，桢於銀郞機硝編，《銀郞八十》，香港：

:＜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頁150
50 卉鹿戲院在L•十年代以放映龙國价M!.活屯影及從歐洲進I I的也影為上。

51 「龍頭」戯院範指每條院線中票房收入較卨•朴科首輪放映安排的戲院。 

在數字電影拷貝仍未普及的年代，影片以膠片拷貝的制式在戯院放映。 

山於膠片拷只的體钺比較火、成本較卨•所以毎部雀影製作的膠片拷H 
数!i有限•埠致部份戲院在影片&輪放映期問未能搜派拷W。在垃個怡 

況下，屯影發行商或院線負貪人-•般也件圯向「龍頭」戲院分配屯影拷 

以。當影片播放完畢或在播放中段•「龍頭」戲院便會把完成放映的拷貝 

交給院線的其他戲院播故，俗稱「走片」。

52 白老匯電影中心在1996年開業，位於油麻地眾坊街駿發花阆，主要放映

• 190 - 胸懷祖國I香港f愛國左派」運動



影藝戲院被喻為在香港極少數的非主流影院。此外，影藝戲 

院曾經舉辦多個專題影展，包括：「影藝經典回顧」、「影 

藝國際影展j 、「H本電影展」、「西安優秀電影選」、

「長、鳳、新、銀都優秀電影展」等，也曾經與香港國際電 

影節聯合放映參展的影片。* 53

影藝戲院受到影迷的歡迎主要足因為它為主流電影以外的 

觀眾提供一些「另類」的小眾電影。54上世紀八、儿十年代， 

當時為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大部份院線以午夜場首映 

和上映首週的票房數卞來決定影片的檔期長短。凶此部份較 

為「另類」或「慢熱」（即：需要較長時期積累觀眾的口碑 

才有機會增加票房收入）的電影難以生存。55在這樣的場環 

境中，當時位於灣If•的影藝戲院給予這些較「另類」和「慢 

熱」的電影一個生存空間。較經典的例了•是《92黑攻瑰對黑 

攻瑰》。該電影於1992年在主流院線上映時，阁首輪票房欠 

佳而落畫，M:後住影藝戲院作次輪放映，映期長達133天。結 

沿口碑甚佳，票房收人不跌反升，最終能夠在主流院線重新 

上映，前後總共放映了 175天（由1992年7月2日到12月23日）， 

收2,280萬元，56成為一時佳話。由此可見，影藝戲院為旨輪 

上映時票房成績欠佳的香港電影提供了一個繼續放映的機 

會，在當時的商業環境實屬罕見。

非t流或藝術屯影。

53 銀都槪摘（2010b）〈影藝戲院的光影十八年〉，赃於銀都機構編，《銀部 

六十》，香港：二聯A店（香港）行限公司，頁597、

54 主流谌影範指以類型J V（feature films）為士:的商業電影。

55 同註32,頁445
56 香港影資料館（2013）《綰喊II錄捜籴》•港：忤港谌影資料館。 

檢索日期：2013.09.25，取（］http://ipac.hkfa.lcsd.gov.hk：81/ipac20/ipac. 
jsp?profile = #focus#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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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本地製作的雀影外，影藝戲院也成為一些非主流的 

進U電影的主要放映渠道。當大部份在香港的戲院也首選放 

映較受歡迎的荷里活電影，一些較冷門的歐笑文藝片和其他 

國家的小眾電影便難以得到t映的機會。這件電影一般只能 

在每年一度的香港國際電影節，或在一抖民間組織的電影學 

會活動（例如：第•映室、火鳥電影會舉辦的活動）中亮相，放 

映場次甚少。57在當時影碟及互聯網仍未普及的年代，影藝戲 

院為非主流的「另類」電影提供了一個寶寶的放映平台。當 

中受惠的電影包括：《抢錢家族》（由1990年12月20 [1放映至 

1992年5月27日，共524天，票房收人約1,020萬元）、《上:個相 

撲的少年》（I"2年，上映/只3天）、《情書》（I"5年，上映 

厂約200天）、《濃情朱古力》（2000年，上映/288天）。58對於 

一些連上映機會也沒有的小眾屯影而言，如此放映艮度實在 

難能可貴。

可是在九十年代，影藝戲院與「雙南線」的其他戲院紛 

紛結業。1989年，原屬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物業的南洋戲院拆 

卸，重建為南洋酒店。南洋酒店於1992年重建後內設兩廳迷 

你戲院，由銀都繼續接管，於1997年交還業上。珠江戲院於 

1994年拆卸，改建成住乇大度，現址為海悦豪庭。新光戲院 

則在1988年由「香港聯藝機構有限公司」接管經營，其後用 

作演出粤劇及曲藝藝術用途。此外，銀都在2005年以7,500萬 

出售自置物業南華戲院。59經營了 18年的影藝戲院也因業主中

57 同註32,以445
58 同註3，R9
59 衔顯威（2010）〈銀都機構资產概況〉，极於銀部機構編，《銀郎六I •》，香 

港：三聯害店（香港）Yf限公司，fi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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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租約而在2006年11月30日結業。6° 2008年，銀都戲院被政府 

納入舊區重建範圍，經營至2009年7月8日，60 61「雙南線」正式 

畫上句號。儘管「雙南線」已經不再存在，銀都機構於2009 

年3门租卜原本位於九龍灣淘大的IT老匯戲院，裝修後易名為 

影藝戲院，「新」影藝戲院於M年7月30日開業。62 63何基於商 

業考慮，該戲院放映的電影已經與其他主流戲院類同，營運 

模式與昔日主要上映非主流、小眾電影的灣仔影藝戲院相差 

甚遠。

放映隊

儘管「雙闹線」已停止運作，影藝戲院也不再一樣，但已 

成為銀都體系•部份的南方公司仍繼續為香港市民提供一些 

非商業性質的「影像資訊」。自八十年代，南方公司的「戶 

外放映隊」一直在香港的基層社區放映阈產電影。南方公司 

的放映隊員會攜帶電影器材和影片，前往學校和社區會堂放 

映電影，S的足向香港市民介紹中國，通過電影推廣國民教 

育。65在1986年9月成立至12月的4個月間，南方公司的放映 

隊1_!■放映了54場國產電影，至1987年已放映270場。64 2002至 

2003年，放映隊在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廣場為香港國際電影 

節提供戶外放映活動。2003年放映隊4:黃大仙騰龍墟提供31

60 同註53。

61 同註59。

62 同驻 29, g 441。

63 林雲華（2010）〈細説南方放映隊〉，載於銀郞機構蝙，《銀都六十》，香 

港：三聯書店（昏港）有限公司，頁522。

64 同註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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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放映活動；2006年協助中西區文化藝術協會在中環遮打佗 

園舉辦名為《中國屯影百年——香港篇》的中國電影百週年 

紀念活動。2010年5月，放映隊在山頂廣場展覽以《香港電 

影》為主題的圖片。65

默默地撮合兩岸三地的電影人

銀都除了在香港的電影發行和戲院業務，早在八十年代已 

嘗試與中國大陸及台灣影人一起「開通」闸岸二地的電影市 

場。1987年台灣宣佈解除戒嚴令，逐步開放兩岸經濟、文化 

等方面的交流。可是「自巾總會」的運作依傳，台灣電影局 

也繼續排斥香港的r左派」電影機構。因此，銀郞運用不同 

策略嘗試突破台灣的封鎖。例如：銀部以子公司的名義與邵 

氏的子公司及其他台灣公司合作，成功把劉家良執導的《南 

北少林》在台灣發行。66此外，銀部出資支持一些電影人在香 

港自組製片公司，並加入「自由總會」。這邱電影公司製作 

的影片不會掛上「銀都出品」的名字，反之以該電影公司的 

名義出品。67為求讓影片成功進入台灣市場，參與這些影片製 

作的工作人員甚至改名換姓，以隱瞞其「左派」的背景。

在這個情況下，出現了很多以銀都為幕後主導的電影， 

當中包括：映之道製作公司出品、銀都發行、劉國昌執導的

65 同註63，頁523
66 同註 13，張燕（2010a），頁 338。

67 樹錄自前銀都榉構副總經现馬逢M的站，參W.斥港電台《百年夢工廠》系 

列節目之《香港電影無國界》;引自：張燕（2010a）〈銀郁的成立與開拓〉， 

敕於銀郞機構編，《銀郞六十》，香港：三聯占店（香港）行限公司，H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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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街皇后》（1990）；影幻製作公司出品、張之亮執導的《玩 

命雙雄》（1990）和《籠民》（1992）；同樣是影幻製作公司出 

品、銀都發彳f、由李志毅執導的《婚姻勿語》（1991）；華映製作 

公司出品、鍾敏強執導的《馬路天使》（1993）;巨龍電影有限公 

司出品、銀郤發行、冼杞然執導的《两楚霸王》（1994）等。

結語

一直以來，凡鳐於銀都體系的電影公司皆被列為「左派J 

機構，可是它們的存在並非僅為政治R的而已。銀都機構的 

身份特殊——它既有「左派」的背景，也與一些親台灣的香 

港電影人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在「左、右」夾縫中掙扎求 

存。作為香港歷史最悠久兼仍然運作的文化機構，銀都及其 

前身「長、鳳、新」自上世紀五十年代成立至今一共製作了 

400多部電影，發行了近千部國產影片，多年來在華語電影 

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是促進整個產業融合的「中堅份 

子」°

隨時代變遷，銀郞的角色也有所改變。從八I •年代改組 

後成為香港「新浪潮」導演的搖籃，並為非主流電影提供寶 

貴的放映平台；到九十年代中國電影市場改革開放後默默地 

撮合兩岸三地的電影人，銀部由-間灼經是大部份香港電影 

人避而遠之的機構，搖身-•變成為香港回歸後各大電影公司 

爭相合作的對象。千禧年後，銀都繼續為香港影人與內地電 

影機構建立溝通渠道。在屮央人K政府駐秃港特别行政區聯 

絡辦公室（簡稱：中聯辦）及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 

（簡稱：廣電總局）的支持下，銀郞每年都舉辦國慶酒會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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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電影展映》等活動，以加強香港影人與內地業界的聯繫。68 69 

此外，在CEPA第六份補充協議落實前•銀都曾經多次向中聯 

辦和廣電總局反映香港電影業界的訴求，M為香港影人爭取權 

益、協助香港的電影公司進軍內地市場。由此觀之，無論在 

任何年代，銀都等「左派」電影機構對華語電影產業鏈也有 

黾要的貢獻，對香港社钤和屯影業界影響深遠。

68 冋註29，页440。
69 銀部資料室(2010a) <08年總結及09年計刺〉，載於銀都機構編，《銀都 

六十》，秤港：三聯害店(香港)有限公rd，頁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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