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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日電影關係》

内容概要

中日戰爭結束為止，香港電影與日本電影之間並無什麼接點可言。第二次大戰爆發以前，香港電影跟
日本的關係，亦只能訴諸於香港人製作的抗日抗戰電影而已。言則，香港電影早期的日本元素都很負
面和抽象。所謂抽象，是指片中的敵人多為不現身的「鬼子」、「矮兵」或「豺狼」，而這些亦只不
過是「日軍」的化身罷了。淪陷時期，日本佔領政府雖欲收買一些本地影人進行宣傳，最終卻因他們
的反抗而沒有實現任何具體的合作計劃。港口電影人在戰前和戰時並沒有太多正面的接觸，這跟五十
年代以後緊密的港日電影交流卻成了強烈的對比。
第一節　戰前的港日電影交流
(一)日本電影在香港的上映概況
1896年l月，法國人把電影介紹到香港。早期在港出現的都屬法、美製作的紀綠片，日本電影則要待十
年後才登陸香港。1905年6月，日本率先活動寫真會社在香港放映了一部有關日露戰爭的紀綠片，這便
是日本電影在香港的第一次公映。同片更於同年7、8月在太平戲院再度放映。日本的吉澤商店、橫田
商社、廣目屋和博文館都曾派遣隨軍攝影記者拍攝日露戰爭實況，但未能確定當年在港上映的是哪一
家的出品。相比殖民政府英國製作的電影，日本電影在港出現的日子還要早兩個月，但成績並不突出
，可以推斷香港人對日本電影的認識有限。日本電影之所以未能在港大展拳腳，可能是為了當時的香
港人偏重歐美，並對這個充滿野心的近鄰不存好感;亦可能是因為日本電影界尚未有開拓海外市場之意
欲。總之，早期 在港的日本電影上映話動對香港電影界亦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二)引進日本技術的構想和行動
三十年代初期以後，香港人推出了不少以抗日抗戰為題材的電影，但這只是香港電影界對日本政府發
動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的一種抗議，跟日本電影並無直接關係。然而， 正常第一部由香港人
攝製的抗日電影《戰地歸來》(1934/黃岱) 面世之際，聯華影業公司董事羅明佑卻向南京國民政府申請
了一個「考察歐美日影業專員」的名銜，偕同資探電影人關文清遠赴日本，參觀松竹京都片場和當時
號稱當時在東南亞獨一無二的彩色沖印所:柯達駐日本彩色沖印中心。出發前，羅明佑在明星公司代表
鄭正秋以及戲院巨子盧根等人出席的歡送會上呼籲同業實行「電影救國」，又謂:「但我國的影業，仍
是比人落後，故此不能不急趕直追，向人學習，以求進步。」可見中日關係雖漸惡化，部份中國電影
人卻有向日本求助的意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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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资料性还是非常丰富的，只是，意犹未尽，想看到更多更多。
PS：马徐维邦导演、赵雷主演的《夜半歌声》哪里有的看啊？！
2、脉络清晰 很适合想要快速掌握两地电影关系的人阅读
3、1156：港日電影關係（书中有一大段上海张善琨与川喜多，与香港没有什么关系，凑字数吧，后面
还有几十页的电影资料。不过这本书资料翔实，考据有理有据，文字朴实，算是一本好书）
4、前期不能没有川喜多  后来不能没有邵六叔  
5、港版书好贵，这么薄的一本。。作者利用自身优势将香港与日本电影界的历史联系地呈现出来，
重在电影史角度而非文本分析，文字不多但清晰明了，也加入了两地文化的比较，电影、历史、文化
、人，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看得时候忍不住要停下来记录，实实在在的电影问题，没有那么
多套话和术语，干货足，有种想全本复印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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