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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稱 「珍姐」 的曾勵珍，一直甚少接受傳媒
訪問，她形容自己人生甚是空白，多年來順水推
舟般行事，每當到達一個轉角拐點，便順應時勢
前進。 「我經常說自己很懶惰，沒有什麼要強
求，可是我是一頭牛，什麼事情都肯做，而且定
必有責任心。」

曾勵珍一直嚴己律人，電視城內但凡聽見
「珍姐」 二字，無不令人肅然起敬。 「我不是惡
人，只是對自己有要求，也要求他人做好，這樣
對事情是最好的。」 曾勵珍表示，電視圈講求團
隊合作，假如每個人用心做足100分，但因為一
人的怠惰因循而拖垮製作進度，這會白白浪費團
隊的心血和公司資源。

七十年代入行 正值最蓬勃時期
18歲任職電台播音員的曾勵珍，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獲時任TVB節目
發展主任周梁淑怡邀請，因而展開在
TVB長達半世紀的銀色旅途。她由助理
編導做起，也曾參與幕前演出，到後
來擔任監製、戲劇製作部總監，如今
已成為上市公司執行董事。

「慶幸當年入行時是電視業最蓬
勃的時候，所有事情看來都是新鮮、
五花八門……年輕就是最大的資本，
犯得着闖一番。」 曾勵珍表示，原本
以玩票性質加入電視行業，但愈做便
愈發現不斷有學習機會，加上同事間
的團結，令她更享受成為其中的一分
子。

嚴師出高徒 廣受藝員愛戴
在TVB工作期間，曾勵珍經歷邵逸夫和

方逸華執掌的兩個時代，由她一手提攜的藝人多
不勝數，每年台慶頒獎禮上，獲獎藝員總不忘
「多謝珍姐」 ，甚至有藝員表明享受每次來自曾
勵珍的責罵，所謂嚴師出高徒。

在接受訪問當天，曾勵珍帶同記者到《愛．
回家》劇組探班，雖然還未正式開機拍攝，但曾
勵珍對演員綵排也不苟言笑，眼見演員不夠投
入，她便馬上叫停責備一番。

「做事便得認真，這樣人家才沒有挑剔的餘
地。」 曾勵珍形容，每天回到公司就像來到大家
庭，整個團隊的感情深厚，各人也為求做好事情

而努力，工作期間大家嚴肅共事相處，工餘也
可有說有笑。

門外漢往往把演藝圈形容為 「大
染缸」 、充滿勾心鬥角之地，山

頭主義、權力遊戲之說不言而
喻。 「我經常問 『到底山

頭在哪裏？』 最重要
我們知道自己在做

什麼，否則會
被惑眾流

先進科技一直在推動時代巨
輪，影視節目播放由傳統的 「公
仔箱」 （泛指電視機）熒幕，躍

進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界面上。隨着時代變
遷，觀眾口味亦在變化，影視行業靠 「執
生」 隨機應變，曾勵珍相信，所有的困難亦
只是連場的磨練。

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正值香港電視產
業的黃金發展時期，當時彩色電視機要算是
新穎的奢侈品，並非家家戶戶能夠擁有，即
使拍攝的道具亦要全部真實，沒有一點後期
特技效果能用上。

「那時候無論是電影或電視行業，有句
話叫 『執生』 ，很多困難只能靠人去克服，
經歷過磨練，才是最好玩之處。」 曾勵珍憶
述，當年科技還沒有這麼發達，沒有航拍機
輔助拍攝，所有事情均以 「土炮」 （土法炮
製）方式自己動手解決。

當年曾勵珍擔任助理編導（簡稱PA）期
間，有次為了拍攝用的小型熱狗麵包，在幹
了一整天的活後，傍晚下班還要親力親為四

處尋找拍攝用的道具，由九龍
塘廣播道坐車、坐船到北角，挨
門逐戶，最終在一家麵包小店買到，
解決了翌日拍攝所需的道具。

「當人想要做到，便一定能做到，所謂
的困難，只是需要多大的力氣去克服，這些
都是對我人生或處事態度的要求，是一個磨
練。」 曾勵珍直言，多年來沒有一絲放棄的
念頭，畢竟俗語有謂 「山不轉，路轉；路不
轉，人轉；人不轉，心轉」 ，辦法總比困難
多，沒有解決不來的事情。

用盡辦法 疫下堅持《愛．回家》
早年全球爆發新冠疫情，各行各業無不

受盡影響，亦為影視行業帶來極大的挑戰。
其中，TVB長壽處境劇《愛．回家》每集涉
及多位演員，只要一人染疫，整個劇組的拍
攝進度有機會陷入膠着的狀態。

「我不可能讓拍攝停止，the show
must go on（演出還是要繼續）！」 曾勵珍指
出，疫情期間每天也提心吊膽，深怕有演員
染疫，唯有用盡一切辦法，隨了必須隨時改
動劇本，亦將演員分組，以確保每天拍攝無
阻，可幸的是，所有的困難亦已捱過去了。

國際婦女節在50年前獲聯合國列為正
式活動，經歷半個世紀，每年3月8日已成
為全球多地的重要節日。臨近 「三八婦女
節」 ，《大公報》邀請數名女企業家分
享，打頭陣有電視廣播（TVB）執行董事
曾勵珍，暢談在電視圈發
展的心路歷程，面對娛樂
圈的勾心鬥角，一概置之
不理，堅持以認真務實的
態度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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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牽着走。」 曾勵珍直言，坊間很多人以為娛樂
圈複雜紛亂，雖然或有 「頑皮的學生」 ，但無傷
大雅，形容整體還是有紀律。

參與內地合拍劇 見多識廣
每年大型選美活動《香港小姐選舉》，可算

是TVB的盛事，亦是家家戶戶必定趕回家收看的
節目，可是隨着互聯網發展，引申串流平台興
起，同業的競爭亦趨激烈， 「睇電視」 已再不是
唯一，年屆58的TVB 「慣性收視」 亦一直為人所
詬病。曾勵珍認為，雖然TVB擁有沒人能及的根
基，但並沒有因為 「行業老大」 之名而自滿。

「如果覺得滿足，那你便退步了。」
曾勵珍表示，近年TVB參與內地多套合拍

劇，從中學習他人的作品、文化、技
術。她相信，永遠不要停下學習

的步伐，見多識廣，才能知
己知彼，任何挑戰都能迎

刃而解。

掃一掃有片睇

大公報記者 李潔儀

沒有解決不來的事情 克服困難當磨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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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記父親教誨 拍劇細節一絲不苟

▲雖然曾勵珍的工作態度比較嚴肅，但工
餘時間亦會與團隊有說有笑。圖為她在受
訪當日到《愛．回家》劇組探班。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俗語有云 「身正不怕影子
斜」 ，顧名思義，只要人的身體
站得正直，影子才不會歪倒，言

簡意賅，感悟出幾分為人處世的道理。對於
曾勵珍而言，父親諄諄教誨的三個字 「心要
正」 一生受用。

「工作數十年，最想多謝爸爸媽媽，他
們自小教我做人一定要心正，我一直依隨這
個心態工作，心正很重要，因為心正則路
寬，只要心正，沿途會有很多人來幫你。」
效力TVB半個世紀的曾勵珍，獲TVB頒發
2022年度的 「萬千光輝演藝大獎」 時，在台
上發表了這番說話。

一直抱正面態度經歷每次人生的高低起
跌，曾勵珍表示，父親多年來一直教導曾氏
兄弟姊妹，但凡待人處事也得謹記心要正。
「一個人的決定，不會百分百是對的，若果
做人心正，即使決定錯了，也不會偏差得太

嚴重。」 曾勵珍認為，如果一件物件分明

是正方形，卻硬要把它說成長形，那便偏差
了。

保持正面心態 仇恨不記心上
事實上， 「心要正」 的理念或多或少亦

滲透至電視劇的創造之中，例如圍繞醫生救
急扶危情況、探討醫療改革問題的電視劇
《白色強人》，劇組人員把每個劇情細節考
究一番，從而更真實地向觀眾展現醫生的日
常工作，甚至為觀眾提供醫療知識。

正因為抱着思想正面的心態行事，曾勵
珍的人生似乎也不大存在 「負面」 一詞。「即
使當刻把我氣得惱羞成怒，翌日睡醒我便既
往不咎。」 曾勵珍相信，一個人只懂得把仇
恨牢記心上，是對自己最愚蠢的做法，人生
短暫，絕不應也不能浪費腦袋的記憶體。

▲曾勵珍獲TVB頒發2022年度的 「萬
千光輝演藝大獎」 。 受訪者供圖

處世
之道

訪問尾聲的最後一道提問是
「你會以什麼物件來形容自己？」

曾勵珍直言： 「我就是我」。不過
要成就自己，她選擇向他人學習，
但凡遇到金句名言，她必定有聞必
錄，汲取他人的智慧。

「人家窮一生精力想出金句
來，你把它放進自己的袋子裏，多
好啊！」語畢，曾勵珍拿起手機找
來多年來記下的金句共賞，尤其是
出自有 「播音皇帝」之稱的已故香
港著名播音員李我（原名李晚景）
的名句： 「人歲百斗應盡孝，樹高
千丈不離根」，參透其中玄妙，別
有一番意義。

李我40年前金句 一直銘記在心
當年在電台退休的李我，有份

參演由曾勵珍監製的電視劇《香港
八一》至《香港八六》系列，其飾

演玄學家覺悟因，
角色深入民心。曾勵
珍透露，一直很喜歡聆聽
李我說的往事，就像說故事一
樣的繪聲繪影，更不時說出金句
來，而這句逾40年的金句，在曾勵
珍的腦袋裏一直 「記」存至今。

另外，星雲法師語錄有云 「觀
樹之陰影而知其高大，觀人之存心
而知其德行」，提醒人們以外在現
象洞察內在本質的重要性。每當有
空時，曾勵珍必會把記低的金句語
錄拿出來從頭唸一遍，細嚼箇中道
理。

「一個人年紀漸長，每次再看
再唸這些句子，感受會隨着環境變
化而有所不同。」曾勵珍嘆言，中
國的詩詞一句十來字，博大精深，
在時間的推移下，包含的意思亦迥
然不同。

成就自我
須汲取他人智慧

金石
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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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勵珍小檔案
•1970年：加入香港電台擔任播音員

•1974年：加入無綫電視TVB，出任助理編導

•1975年：參演電視劇《相見好》

•1981年至1986年：為處境劇《香港八一》至《香港
八六》系列監製

•2016年：獲委任為TVB戲劇製作助理總經理

•2024年12月：獲委任為電視廣播執行董事

不停學習
認真做好每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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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要心正，
因為心正則路寬。 座右銘

縱橫電視圈半世紀 藝員獲獎不忘多謝珍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