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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屆中美電影節、中美電視節將於11月在美
國舉辦。」美國鷹龍傳媒董事長、美國上海聯誼會會
長、上海市僑聯海外委員蘇彥韜表示，20年來，中美
電影節見證美中影人對於電影藝術的熱愛與付出，推
動美中電影合作，搭建美中人文交流與文明互鑒的民
間平台。
「中美電影節是美中電影最近距離『對視』的機

會。」作為中美電影節、中美電視節的主席，蘇彥韜
認為：「看見是第一步，只有看見，才能交流，進而
促進彼此理解和認同，而我們要做的就是讓中國故事
和文化以電影的方式呈現，被更多人看見。」
在他看來，作為老百姓更易接受的文化載體，影視
藝術在瞬息萬變的當下，依然有着獨特的生命力、活

力和魅力，並更容易實現國際化。

設「創投單元」促中美電影合拍
當下，電影市場逐漸成熟，並朝着多元化、細分化

趨勢發展，呈現「百花齊放」的態勢。談及中國電影
出海，蘇彥韜稱，雖然題材、內容在變，但是動作片
的元素目前仍是吸引美國觀眾的主要類型。此外，動
漫結合遊戲也是中國電影發展出現的新趨勢，在國際
上逐漸受到關注。
合拍片不斷湧現值得關注。蘇彥韜說，合拍片體現

兩種文化碰撞、交融和理解。「我們期待有更多合拍
片通過國際化平台呈現給全球觀眾。」 第20屆中美
電影節將再度推出「創投單元」，促進中美電影的合

作合拍，推動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交流互鑒。同時，
致力於發掘具有創作潛力的中美電影人才，為中美電
影產業挑選有國際性、藝術性、思想性的優秀項目，
並予以扶持。
蘇彥韜1989年進入美國傳媒界。多年來，他在美國
策劃舉辦「上海之夜」活動，以海派韻味為特色，弘
揚中華文化，讓海外華僑華人一解鄉愁。今年上半
年，美國鷹龍傳媒攜手上海評彈團、美國上海聯誼會
在美演出「繁花．上海之夜暨中華文化之夜」，展示
了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 蘇彥韜表示，今年恰逢美中
建交45周年，藉此契機希望第20屆中美電影節、中
美電視節吸引更多美國觀眾，通過影視作品了解中
國，並搭建美中兩國民間友好的橋樑。 ◆中新社

從五大攝影廠到擁頂尖設備的後期製作大樓和
劇院，再到近年開設的為年輕電影製作人提

供協作空間的創意中心，邵氏影城可謂設施齊備，
近日亦迎來ViuTV製作基地的入駐。但對陳偉文
而言，目前的進度還遠遠不夠，「過往這十年，我
們一直都在思考如何使影城發揮出更好的用途。最
近我們已與很多學院合作舉辦教育項目，也在攝影
廠中布置了虛擬製作裝置，令學生可在廠內學習應
用最新的電影科技。我們的方向是培育下一代的電
影製作人，而長遠目標是希望影城成為香港的一個
國際電影製作中心，我們的設施都已經具備了條
件，如果得到政府的協助，相信很快可以在國際上
佔據一席之地。」

盼與海內外電影公司合作
香港一向是中西文化藝術交流平台，過往也有不
少荷里活電影和劇集在港取景拍攝。陳偉文認為，
本港電影業除了向內地發展，也應該積極與外國電
影製作公司合作，惟本港目前仍未有相應激勵措
施。他建議政府可以支援外地電影來港拍攝及製
作，一方面可以提升本地從業員的水平，增加工作
機會，「若沒有穩定的工作量和收入，便很難吸納
年輕人才入行。」另一方面，賣座電影的取景地點
也可成為海內外影迷和遊客的「打卡」勝地，為本
港創造新的旅遊熱點。
「很多國家都已有激勵措施給予外來製作，如果

特區政府可以提供補助，而我們可以提供場地，相
信很多海外公司都會有興趣來香港拍攝和製作電
影。」他表示，如今邵氏致力培育電影人才也是為
此考慮，屆時可以與海外公司合作出產更多優質作
品。「未來未必會再有人投入巨額資金興建影城設
施，我們將投資建設影城這件事當做回饋社會的公
益事業，至今每年都還會補貼兩三千萬。希望可以
與政府達成更好合作，更高效地運用資源，也使我
們的補貼用得其所。」
同時，他也冀望政府放寬影城的使用規限，釋放

影城資源，以適應串流平台和短視頻的新趨勢。
「建設影城之初，政策規定只可以拍攝製作35mm
電影菲林，在我們的努力下，現已可以拍攝製作電
視內容。如今影視發放的平台已經不同，我們更應
該拓展疆界，及時去拍攝和製作適合不同平台觀賞

中美電影節主席蘇彥韜：搭建文化交流之橋 讓中國電影被「看見」

陳偉文與邵逸夫及夫人邵方逸華相識多年，本是
建築師的他當年因緣際會受邀加入邵氏。他稱，邵
氏夫婦的成本控制、不懈創新和回饋社會的理念令
自己終身受用。「兩位老人家的營商之道除了眼光
獨到，成本控制方面也做得很好。而邵太很接受創
新性的事物，即使我們做商業項目的時候，都希望
可以帶給行業一些新的元素。我們會秉持兩位的理
念，以創新性帶領行業書寫新的一頁。」
他又提到，邵氏夫婦回饋社會的心意也會一直延

續下去，如邵氏基金會在1994年首次資助內地醫院
項目，捐資成立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院，
並透過與中西醫學交流合作提升技術及管理，在內
地推廣獨特的「邵醫模式」，成果豐盛。「我們至
今已經建設了六七個院區，最新的一座院區開到了
新疆。我們最近在海南島也捐助了一個支持地中海
貧血研究的項目，將邵逸夫生命科學與醫學獎的獲
獎者與醫院聯繫在一起，期待產生更大的協同效
應。」

政府近年加快發展綠化用地，3
幅位於將軍澳的綠化地去年已正
式向城規會申請發展公營房屋，
其中一個地盤位於百勝角路旁、
邵氏影城以東，計劃發展3幢樓高
43至49層的住宅及2幢非住宅建
築，以供應3,024伙住宅及配套設
施。據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觀察
所見，地盤與邵氏大樓近在咫
尺，僅一牆之隔。陳偉文坦言，
過往已曾多次接獲周邊居民投訴
聲光污染，使得外景場地現已暫
停使用，「起屋當然很重要，但
在適合的地方起屋更重要。若還
要在這麼近距離的地方起公屋，
相信未來影城和居民的摩擦會更
大，對我們想將影城發展成為國
際電影製作中心有很大的限制和
影響。我們已經提交報告，希望

政府可以重新考慮資源整合問題，再研究下是否有
更適合的地皮發展公營房屋。」
據陳偉文介紹，與原邵氏片場同在清水灣、相距
不遠的另一影視設施計劃重建，邵氏建議通過換
地，將重建的影視設施置於邵氏旁原計劃的公屋用
地處，而影視設施原址則用於興建公屋。這樣不僅
可以使影城和周邊影視設施產生協同效應，還能增
加公屋供應。同時，影城及周邊亦可以發展成為創
意文化小鎮，匯聚業界精英，共同交流進步。
他說：「如果附近有更多與影城類似的設施建
設，我們還可以申請更多的外景拍攝場地，也可以
保留如《九龍城寨之圍城》這樣的電影場景，吸引
市民和遊客參觀打卡。這樣不僅可以促進香港電影
行業和創意工業的發展，對發展旅遊也是一個很大
的助力。」

香港電影業疫後逐步復甦，近年更湧現了不少叫好叫座的本地製作電

影，業界應如何乘勢緊握契機長遠發展？電影及其衍生品又可以如何為香

港增添旅遊熱點，從而拉動經濟？邵氏基金會主席及邵氏影城董事總經理

陳偉文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冀望政府放寬使用影城規限，以

適應串流平台和短視頻的播放新趨勢。他亦建議政府補貼海外公司來港合

作拍攝和製作電影，助力影城發展成為香港的一個國際電影製作中心，從

而集結業界精英力量，構建電影創意文化小鎮，留存優質電影布景，製造

更多吸引海內外影迷「打卡」的旅遊熱點。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北山彥

邵氏影城設施齊備邵氏影城設施齊備 可成國際電影製作中心可成國際電影製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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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氏夫婦理念令我終身受用」

的節目，包括電影、電視、串流及互聯網內容。」
他預料，未來的內容製作會趨向於更多短片，電影
亦可能分為長篇和短篇等多個版本，「我們也可以
嘗試由短片開始，再到短的電視節目製作，最後再
看能不能達到電影的層次。」

致力培育年輕電影創作者
為支持本地電影製作，邵氏基金會2022年斥資3

億元提升設施，包括開設佔地逾1萬平方呎的邵氏
創意中心，陳偉文冀能惠及年輕電影製作人，凝聚
本地電影製作公司和專才。他介紹道：「我們會開
放影城設施予年輕電影人使用，也正計劃邀請在電
影製作和發行方面的專業人士舉行研討會、交流會
和大師班。希望以此使年輕人與業界多些交流，令
他們更快進步，也找到應有的機會。」
中心設施另供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作教

學用途，陳偉文稱，中心正跟浸會大學和香港演藝
學院商討合作，冀能惠及更多院校，也令影城資源
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他透露，目前創意中心和影城
設施的使用者逐漸增多，正計劃建設更多具不同功
能的攝影廠，且因疫情而擱置的策劃舉辦亞太電影
節的項目，也有望在未來重啟，「希望藉電影節的
交流，使業界人士更了解現時世界各地觀眾的口
味，把握市場脈搏，令本地製作的電影更好地外銷
到世界各地。」

籲本港戲院多元發展謀出路
2020年至今香港共有16間戲院結業，包括UA

戲院的全線落幕，以及今年結業的嘉禾啟德
及銅鑼灣總統戲院。陳偉文直言，香港地貴
租高，電影票價動輒百元，若經濟不景，市
民未必時常會花高價入戲院看電影，他由此
倡議戲院可多元化及精品化發展以謀出路。
「我們做電影院時，會盡量找到新賣點吸
引觀眾入場，例如當年自主研發新的音響系
統曾引發了一個小熱潮。長遠來講，如果戲
院可以學習泰國的影城般精品化，並在觀影
配套方面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務，多一些新的
想法和跨界合作，相信會吸引更多觀眾捧
場。」他又提到，正熱映的《玩轉腦朋友2》
吸引了很多年輕人走入戲院觀影，「我自己
也看過，的確是很有創意的作品，只要有好
作品，就會有觀眾入場。」

陳偉文冀政府放寬規限陳偉文冀政府放寬規限
釋放影城資源釋放影城資源釋放影城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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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城內建有全球其中一間最大的杜比全景聲
電影混音劇院。 邵氏影城供圖

▲邵氏影城內現有五個大型攝影廠。 ▲邵氏創意中心內配備後期媒體製作設施。

▲創意中心內設有各式拍攝場景。 ▲陳偉文稱邵氏夫婦的理念令自己終身受用。

▲公屋選址與邵氏大樓僅一牆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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