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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香港 

第十期：細說香港漫畫 

 

[出：精彩香港總版頭-40 秒] 

從南中國海邊的小漁村， 

到領銜亞洲的國際都會， 

從歷史風雲的波折變幻， 

到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 

香港精神 

深度訪談， 

香港製造 

全景展現， 

用聲音還原香港之美， 

精彩香港：最香港，更精彩。 

由四川人民廣播電台 FM92.5 天府之聲携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聯合呈現。 

 

［引言］ 

 

從連環畫到動畫片，從《葫蘆娃》到《七龍珠》，動漫總是能

給人以喜悅，在看似虛構的人物與故事之下，是對單純與美好的

追求。我們無數次的感動於那些只存在於電視或紙上的情節，熱

血、浪漫、純真、正義……這些原本來自生活的橋段，却似乎比

生活本身更具揭示意義。 

 

從歐美漫畫的流入，到日本動漫的啓示，香港動漫行業經歷

了幾十年的發展歲月，其中既能看到域外的浸染，也已經修煉出

自己的獨到之處。它依托於香港經濟、文化的發展，吸收與融合，

交流和發散，成爲區域文化的重要象徵，展示著港人的精神與創

造力，也影響著喜愛它的一代又一代的人們。 
 

 

【出：片花-30 秒】 

日本動漫有天馬行空的想像 

歐美動漫有驚心動魄的情節 

而在東方明珠的街頭巷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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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只屬於香港動漫的熱血沸騰 

四川人民廣播電台 FM92.5 天府之聲携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

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聯合呈現：精彩香港第十期，細說香港漫

畫。 
 

漫畫業是一個充滿想像、承載夢想的行業，人們在漫畫中不

斷的創造，實現和超越，這也是使衆多漫畫人爲之著迷和奮不顧

身的原因。香港漫畫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步，發展到現在已

興盛繁榮，從彈丸之地成爲聞名世界的“漫畫重鎮”，並與美國、

日本並稱爲世界三大漫畫出口地。 

 

在我國，「漫畫」一詞，最早出現在南宋，那時候它並不是

畫，而是指一種叫「鷺鷥」的鳥，直到清末，才與繪畫産生關聯，

指漫不經心的隨意塗鴉。漫畫起源於歐洲，是十六世紀開始使用

的誇張表現手法。本是作大壁畫時，在小紙上的速寫，但因畫作

誇張，表現滑稽，而開始了西洋的漫畫。早期香港漫畫多爲單格

或近似插圖的方式，晚晴末期，廣東南海人何劍士在上海和香港

的各大報紙上發表了許多諷刺時局的漫畫，他是香港漫畫的先驅。

同時期的漫畫家鄭磊泉和何劍士幾乎支撑著整個香港漫畫的大

梁。而自兩位漫畫家逝世之後，香港漫畫進入了沉寂期。直到

1934 年《工商日報》的《漫畫周刊》出現，香港漫畫才再次蓬勃

發展。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期，因抗日戰爭的爆發，大量內地漫

畫家爲了避難而移居香港，他們成立了著名的「全國漫畫作家協

會香港分會」，並與 1939 年主辦了香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漫畫

展。 

 

［墊入背景音效］ 

（淡入-模擬現場環境聲，老唱片聲音，人聲喧嘩） 

 

「現代中國漫畫展」，雖只進行了短短四天，來觀展的人數却

達到了三萬人之多。對於漫展的首戰大捷，香港動漫聯會秘書長

溫紹倫給出了這樣的解釋。 

 

[出溫紹倫采訪] 

漫畫因爲從戰後開始，就一直是所謂的草根階層主要的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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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當時候戰後的香港比較窮，漫畫也是一種大衆娛樂文化。 

 

（墊樂） 

現在看到的更多是連環漫畫，它給了漫畫更大的發展空間，

將所講述的故事以分鏡的手法畫出來，能够給人以最直觀的視覺

體驗。現在我們提到的香港漫畫，就是指 20 世紀 60 年代才開始

出現的連環漫畫。 

 

當時的香港處於工業發展時期，文化出版方面的發展相對薄

弱，但也不乏經典，如流行至今王澤的《老夫子》，許冠文的《財

叔》，司徒庸的《傻大姐》等。上世紀 60 年代的香港漫畫無論是

外表，還是內容都顯得非常簡陋：開本小，用紙糙，黑白畫面；

其次是內容方面的單一，大多漫畫都是諷刺漫畫和神魔漫畫，這

些書被稱爲公仔書，當時的售價只有兩毛港幣，漫畫家們通常是

入不敷支。 

 

[出溫紹倫采訪] 

因爲那個時候畫漫畫是一種比較低下階層的工作，沒有前途，

我們甚至叫他們公仔佬等等，都是比較貶義的。 

 

(墊樂) 

20 世紀 70 年代初，香港經濟發展緩慢，社會治安一度陷入

混亂。這時港人嚮往安寧的生活，渴望英雄出現，因此催生了香

港的 「英雄漫畫」系列。同時期的香港漫畫在形式上較之前也

有了新的擴充，日本漫畫造型與編輯手法的引入與傳統連環畫相

結合，綜合歐美漫畫的畫風，突破性加上香港特有的功夫元素，

形成了獨特的漫畫風格。 

 

[出溫紹倫采訪] 

香港漫畫的風格，我覺得是一種糅合了中國的武俠故事，還

有電影鏡頭，再加上美國漫畫這一種英雄元素，色彩很豐富，畫

面比較誇張的一種模式。 

 

除此之外，香港漫畫的印刷質量也大大改善，從之前的 32

開變成了16開，這歸功於香港漫畫界的教父級人物——黃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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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視爲香港漫畫新紀元的開啓者，將香港漫畫帶入了飛速發展

的時期，也爲日後的漫畫人樹立了一座新的風向標。他在名作《龍

虎門》中塑造出的小街坊英雄——王小虎，至今都還被很多人熱

愛。 

 

（出《龍虎門》影視音頻） 

到了八十年代，黃玉郎更開創了漫畫製作的新方式——以流

水綫作業完成漫畫。他成立了印刷、分色、植字、釘裝等出版業

必須的部門，大量購入新型的印刷機和分色機，把漫畫書的印刷

質素大大提高。緊接著，爲了擴大公司的生産量，黃玉郎更把漫

畫與創作分家，聘請專人構思劇本，主筆只塑造主角形象，再由

專人落墨於面部表情，其他人畫肢體和背景等，分工細緻，團隊

協作。所以大多數漫畫人在講述自己入行經過時都是說「在這套

漫畫負責鈎頭」或「那套漫畫負責駁身」等說法。經過多年的協

作，黃玉郎先生培養出了一大批優秀的徒弟，而他自己也逐漸退

居二綫，將漫畫舞台讓給更多的年輕人。 

 

[出黃玉郎采訪] 

我差不多到三十多歲吧，才開始慢慢畫得比較少了。因爲也

有很多漫畫家都很成熟了。可以交給他們去發展。我就是監製，

指導他們題材的方向，還有每一個故事，它的風格是怎麽樣，主

角該是什麽樣子，我就做這個這方面的工作。 

 

黃玉郎的代表作是《小流氓》，後來更名爲《龍虎門》，締造

了香港長篇連載漫畫的歷史記錄。 

 

[出黃玉郎采訪] 

這個作品是 1969 年開始出版的。後來也拍成電影。到現在

還在出版。《龍虎門》也是一個香港一個記錄，一個漫畫可以創

作超過 40 多年。 

 

（墊樂） 

[出：小單元 1－《龍虎門》] 

《龍虎門》創刊於 1970 年，塑造了一個街坊英雄——王小

虎，他從內地到香港尋找親人，結識了衆多好兄弟，然後與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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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派大戰，取得勝利。之後主角們沖出香港，遠征日本，與日本

第一黑幫羅刹教交手，後來更與世界的不同巨大黑幫爆發激烈的

戰鬥。故事環環相扣，引人入勝。漫畫更是塑造了石黑龍，火雲

邪神等衆多有血有肉的角色。在 2006 年，《龍虎門》被拍成了由

謝霆鋒、甄子丹等衆多大牌明星參演的同名電影。 

 

（音效） 

七十年代的香港漫畫界是雙雄稱霸的年代。那時期，能與《龍

虎門》爭鋒的，唯有上官小寶的漫畫作品《李小龍》。《李小龍》

的內容雖與《龍虎門》的武打路綫相差無幾，但上官小寶往故事

中注入了家族鬥爭及下一情仇的元素。漫畫的銷量一直直綫上升，

上官小寶塑造的寧死不屈、富有正義感、頑强拼搏的李小龍形象，

深深影響了一代代的港人。 

 

[出溫紹倫采訪] 

就從那種神怪啊，超人啊，還有神話之類的，變成一種所謂

的跟社會有關係的一種題材。所以當時看的人就越來越多了，因

爲大家覺得這個漫畫跟自己的生活有關係了 

 

這部漫畫從上世紀 70 年代初開始連載到 2009 年結束，是香

港第二長壽的連載漫畫，僅次於黃玉郎的《龍虎門》。 

 

與此同時，漫畫《李小龍》的熱潮吹遍整個東南亞，其作者

上官小寶滿獲贊譽。和黃玉郎一樣，上官小寶也收了很多徒弟,

徒弟中不乏日後大紅大紫的青年猛將，馬榮成、牛佬、謝志榮、

馮志明、趙汝德、李志清等更是 80，90 年代叱咤風雲的香港漫

畫界的中流砥柱。 

 

風雲湧動，人才輩出，香港漫畫緊接著迎來了百花齊放的黃

金年代——80 年代。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香港漫畫的創作於發

行已經具備了比較完整的系統。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有這樣一個

有趣的現象，就是在理髮店裏看漫畫。 

 

（出現場感音效，剃頭發聲，小孩哭鬧，翻書聲） 

那時很多香港的家庭並不富裕，爲了省錢，家裏的小孩去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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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髮時都要剪的很短。小朋友往往哭鬧，理髮店師傅則會拿一本

桌上的漫畫書哄哄孩子。在理髮店看漫畫，幾乎是香港 70、80

後的集體記憶了。香港的經濟開始復蘇之後，讀者對漫畫的質量

和及時性的要求越來越高，不同年齡段的受衆群也催生了更多的

漫畫類型：武俠、科幻、社會、娛樂、勵志、搞笑等等，一應俱

全。 

 

（墊樂） 

這時期的黃玉郎大有一統香港漫畫界之勢，他成立了玉郎國

際有限公司，1981 年又與上官小寶達成協議，將之納入玉郎公司

麾下，從此冠蓋全港連環畫界。 

 

爲了尋求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主筆之一馬榮成脫離玉郎國際，

成立天下出版有限公司。不同於流水綫模式，馬榮成的作品多是

由他本人創作大部分的漫畫。他的作品《中華英雄》不但帶動了

市場銷量，更是打破了漫畫在香港屬於低俗讀物的觀念。馬榮成

還有一部不得不提到的優秀作品，那就是《風雲》，這部漫畫至

今都還在連載中。 

 

[出溫紹倫采訪] 

馬榮成先生也是無可置疑的一位代表人物，到現在他一直都

站在一個很高的位置，一直沒有動搖過。他影響的不只是香港，

還有整個東南亞，還有內地，電影電視等等。 

 

（音效） 

[出：小單元 2－《風雲》] 

[出影視原聲]：“金麟豈是池中物，一遇風雲便化龍。九霄龍吟

驚天變，風雲際會淺水游。” 

我們了解《風雲》這部作品大可能是因爲動畫和電影。但殊

不知在上世紀 80 年代，《風雲》早已叱咤香港漫畫界，聶風與步

驚雲亦敵亦友，各種武林鬥爭故事也令人津津樂道。特別是步驚

雲，他性格飄忽不定，情感細緻，對孔慈的痴情令人贊嘆，但忽

然間却可以將感情忘記得一乾二淨。這種飄忽不定，拿得起放得

下的性格更爲無數讀者們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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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時期的優秀漫畫還有牛佬的《古惑仔》，以浪迹社會幫

派的混混們爲主題，講述了陳浩南的起起跌跌，投射出香港當時

存在的很多現實問題。 

 

雖然這時期的漫畫作品百花齊放，畫風不一，故事多樣，但

却有一個共同的核心。 

 

[出黃玉郎采訪] 

最有代表性當然是《龍虎門》的一個主角，王小虎。他碰上

很多困難，很多失敗，但他永遠很勇敢去面對。 

 

香港這個社會，找工作很不容易。所以那個時候也養成了我

們香港人的一個性格，就是很願意去做，也不怕失敗。對啊，這

個就是香港精神。 

 

（墊樂） 

進入 90 年代，媒體的發展可以說是日新月異，漫畫出版業

的發展也不例外。香港漫畫藝術與商業並重的特點更加突出，很

多漫畫家同時也是出版商。武俠動作和科幻動作仍然是香港漫畫

的主流，但漫畫的題材大大擴展，有許多漫畫作品開始被改編成

影視作品。與此同時，香港漫畫也同當時的其他文化産業一樣，

出現北移的趨勢，各大漫畫公司紛紛在內地設立製作部，培養高

水準人才。 

 

1992 年日本漫畫正式授權在香港出版，各個出版社爭相購買

版權，一時間《龍珠》等日本漫畫名列暢銷榜榜首。但由於日本

漫畫的成本相對較高，並且與香港的本土文化存在差異，香港漫

畫漸漸又主宰本土漫畫市場。在當時只有六七百萬人口的香港，

漫畫的受衆群却有 100 萬之多。當時漫畫是許多市民下班後的讀

物，慢慢培養了固定的讀者群，成爲香港漫畫能穩固發展的保

障。 

 

[出黃玉郎采訪] 

龍虎門已經四千集了，快四十年了，所以它的讀者已經從小

朋友，變成成年人了，甚至已經是第二代或第三代，但是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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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還是有很多。  

 

風雲也二十多年了，儘管當初看的人是十幾歲，現在也已經

三十幾歲了。所以港漫的受衆相對來講會比較成熟一點。日本相

對來講就比較年輕一點，他們可能就在中學到大學，這個群衆會

比較多。 

 

自 1990年以來，香港電影中湧現了一批改編自漫畫的作品，

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這些作品在吸引漫畫讀者成爲電影觀衆的

同時，也給漫畫開啓了一條更寬廣的發展之路。到後來香港漫畫

更是延伸到電視劇、遊戲和其他商品。一個健全的動畫産業已具

雛形。 

 

[出黃玉郎采訪] 

香港有很多漫畫家，也有很多作品，他們的創意和作品都是

挺好的，所以也適合去改編成電影、電視劇、手機遊戲什麽的。 

 

改編漫畫，尤其是改編優秀漫畫的好處是，無論電影成功與

否，都會有掏錢進電影院的觀衆，這跟改編優秀小說的電影道理

是一樣的。香港漫畫改編的電影分爲真人電影與動畫電影。說到

這裏，不得不提到劉偉强的真人電影，1995 年他大膽挑戰了《古

惑仔》。之後他又拍攝了《風雲雄霸天下》、《中華英雄》、《頭文

字 D》等。 

 

《古惑仔》準確把握了香港青春文化，它的意義已經超越了

暢銷漫畫和熱門電影的定義。同爲劉偉强拍攝的電影《風雲雄霸

天下》也改變自漫畫《風雲》。《風雲》在香港的地位其實相當於

「星際大戰系列」之於美國人。果然，這部電影一經上映，就得

到了觀衆的熱捧，最終票房收入超過 4000 萬港幣，輕鬆拿下了

當年香港票房的冠軍。還有《老夫子 2001》、《百分百感覺》、《龍

虎門》都被搬上了大銀幕。有良好受衆群的漫畫、知名導演、影

壇明星、逼真的特效製作都給漫畫改編的真人電影加分不少。 

 

（出電影《龍虎門》音樂/經典台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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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 1980 年之前的蟄伏後，動畫電影的發展更爲蓬勃，「老

夫子系列」動畫電影開始風靡整個香港，《七彩卡通老夫子》、《七

彩卡通老夫子之水滸傳》、《老夫子動畫大電影：反鬥偵探》等作

品相繼誕生，在香港動畫電影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這既是

第一次將著名動漫系列搬上銀幕，《老夫子》也是被搬上銀幕最

多次的漫畫作品之一。 

 

[出溫紹倫采訪] 

老夫子的好處是什麽呢，它沒有那種所謂的地方性，任何人

只要是懂看圖的，大概都知道他在說什麽，因爲它連對白文字都

非常少。所以只要是中國人大概都看得懂他的漫畫。所以他在中

國內地，在台灣，在香港，在新加坡，在馬來西亞都有很廣泛的

讀者。 

 

若將 20 世紀 80 年代的香港動畫電影看作“老夫子”的時代，

那麽進入 21 世紀一定是屬那只粉紅色的小猪，麥兜的時代。1990

年香港《明報的副刊》-《小明周》開始連載麥嘜漫畫，漫畫由

謝立文撰寫，麥家碧繪畫，剛推出就收到了香港大衆的普遍歡迎。

2001 年麥兜被搬上大銀幕： 

 

［出麥兜的歌曲］ 

“我個名叫麥兜兜，我阿媽叫麥太太，我最喜愛吃麥甩咯，

一起吃鶏一起在歌唱……” 

 

電影《麥兜故事》讓全世界開始關注香港動畫電影，2004

年《麥兜菠蘿油王子》讓這種關注得以繼續。  

 

「麥兜系列」的動畫雖然視覺上技術含量不高，但却是在香

港動畫電影中將藝術性與觀賞性結合得最好的。動畫裏滿是濃濃

的香港風情：窄小的高樓，貼滿街邊的小廣告，小人物的快樂，

偶爾也有淡淡的苦澀盡，顯香港式的幽默和諷刺。 

 

好的原著漫畫當然是動畫電影贏得票房的致勝法寶，但善於

思考的香港人在沒有真人現身的動畫電影中，也挖掘出明星效應，

那就是動畫配音。我們可以在「麥兜系列」中領會到吳君如、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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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生豐富的聲音表演，也能在《風雲決》裏感受到謝霆鋒、任賢

齊、韓雪的聲音，《老夫子動畫大電影：反鬥大偵探》中由曾志

偉、杜汶澤挑大梁。這些影視明星的聲音形象，爲影片增添許多

新鮮感。 

 

漫畫改編電影確實給了漫畫更廣闊的平台，讓更多人熟知。

但是香港漫畫的精髓却在那一張張圖畫中。20 世紀 90 年代香港

漫畫已經開始慢慢流入內地，許多小孩都有過攢錢偷偷買香港漫

畫的經歷。 

 

[出小望采訪] 

攢錢買嘛，我《天子傳奇》買一套，162 本我全買了，後來

讓我二叔給賣了，一麻袋書讓他按廢紙給我賣了，瘋了真的。 

 

這是小望對香港漫畫的獨特記憶，如今他已經是在成都工作

的一名職業漫畫家，對漫畫的熱愛，就是從香港漫畫開始的。 

 

[出小望采訪] 

當時我都是照著臨摹，一張一張， 每張都照著把它畫下來，

對我畫漫畫還是有影響，因爲當時那個香港漫畫，素描功底還是

很扎實，而我當時畫的人物結構也是按照那個學的。 

 

今年3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在成都

舉辦「香港動漫展2014」，邀請香港知名漫畫家李志清、何志文、

江康泉、雪晴來成都，與動漫産業相關人士分享在漫畫創作、漫

畫或插畫商品化、漫畫與電子游戲結合或經典再造等方面的成功

經驗，搭建成都與香港兩地更多的交流與合作平台。這些漫畫家

都表示，在成都尋找到了創作的靈感，將在他們未來的作品中體

現。這次展覽也展出四個專程從香港運來的動漫公仔，分別是華

英雄、步驚雲、牛仔和龍猫，深受成都市民的歡迎和喜愛。 

 

（墊樂） 

[出動畫音樂爲背景音樂加嘈雜人聲] 

2014 年 7 月 25 日，香港動漫電玩節在香港會展中心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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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新聞]“今年的會展面積增至15800平方米，規模爲歷届最大，

並爲香港業餘漫畫家提供場地展示作品。” 

 

動漫節使得愛好漫畫的專業和業餘人士能够聚集在一起，交

流心得。但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儘管漫畫節辦得一年比一年好，

也吸引很多人關注香港漫畫，但原本以創意出名的香港動漫，却

已經很久沒有類似《麥兜》的佳作出現。 

 

事實上，香港擁有發展動漫産業的良好根基，有出色的動漫

作家，臨近龐大的內地市場。而且香港有不少院校設立動畫課程。

但仍有很多人認爲，香港動漫的從業人員處於青黃不接的狀態，

人才配比不均衡，多數人選擇了動畫製作，却忽略了創作方面的

培養。市場方面，畢竟香港的市場狹小，要將漫畫産業做大做强，

與內地漫畫業的聯手合作已成大趨勢。實際上，已經有許多香港

漫畫家在內地成立工作室，動畫電影《麥兜響噹噹》也開創了香

港與內地合拍動畫的新紀元。 

 

2013 年 9 月，第七届中國漫畫家大會在廣州舉行，主題是

“漫畫會消亡嗎”。這次活動吸引了衆多海內外動漫産業領軍人

物、著名漫畫家、動畫導演以及企業代表。香港衆多著名漫畫家

出席了本次活動。作爲香港漫畫發展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者，黃

玉郎先生在會議上表示，自己有扭轉局面的使命感，他說：“因

爲香港電影曾走至非常低潮，但自從有了 CEPA 後，合拍片令電

影從業人員多了工作機會，出現了很多質量很高的合拍片，也給

香港電影人帶來了很好的發展機會。故此，我很希望香港漫畫未

來發展也能爭取 CEPA 的待遇，可以與內地出版社合作，如果這

些能够成功，將給香港漫畫帶來非常大的價值增長。” 

 

（墊樂） 

回想記憶中的香港漫畫，是熟悉的老街道，是澎湃的激情熱

血，是江湖的快意恩仇，是勵志的生活智慧。而未來香港漫畫又

會帶來怎樣的驚喜，哪些經典的人物在一支支畫筆下誕生，又有

怎樣的創意讓我們拍案叫絕，香港動漫，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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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下期預告  30 秒］ 

是柔情 

（徐徐回望，曾屬彼此的晚上..） 

是熱血 

（傲氣傲笑萬重浪，熱血熱勝紅日光..） 

是呐喊 

（你當我是浮誇吧，誇張只因我很怕..） 

是勵志 

（命運就算顛沛流離，命運就算曲折離奇..） 

2014 年 10 月 27 日同一時段， 

精彩香港第十一期， 

香港歌曲，"粵"動亞洲 
最香港，更精彩， 

敬請鎖定 FM92.5 天府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