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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世纪中叶，宁波市近郊的庄市还仅仅是一个人口不足五千的小古镇，它默默无闻地坐落在甬江
边上，归属宁波镇海县管辖。
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个普普通通的小镇，日后竞成了名扬天下的宁波帮的重要发源地。
从庄市走出去的宁波帮人士达数十人之多，方介堂、叶澄衷、包玉刚、邵逸夫、宋炜臣、阮雯衷、叶
庚年、董杏生、朱之信、楼志章、叶谋升等一大批名商巨贾，享誉海内外。
　　在这些名闻天下的镇海庄市籍宁波帮人士中，邵逸夫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代表人物。
他是宁波帮中惟一一位，也是中国惟一一位靠影视业白手起家、成为百亿富翁的商人，被誉为“亚洲
娱乐大王”、“东方电影皇帝”。
　　邵逸夫排行老六，所以人称“六叔”、“六先生”。
1925年，邵逸夫随大哥邵醉翁在上海创办天一影片公司，开始涉足电影业。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灯红酒绿，霓虹林立，年轻的邵氏兄弟只是众多电影淘金者中的一员。
邵氏兄弟的天一影业公　　司既没有黑帮靠山，也没有左翼背景，他们靠着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宁波
帮”吃苦耐劳的天性，在上海滩一鸣惊人，天一公司跻身于上海三大电影公司行列，成为上海电影三
足鼎立之一足。
1926年，邵逸夫随三哥邵仁枚远赴南洋，赤手空拳，经过30年辛苦打拼，他们在南洋建立起了庞大的
邵氏影片发行放映网，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爪哇等拥有100多家电影院和9座大型游乐
场，建立起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邵氏电影王国”。
“每天光顾这些电影院的观众大约有100万人！
在过去半个世纪以至未来的岁月中，只要你看电影，免不了遇到邵氏电影公司的影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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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一章 少年起步上海滩一、少小求学，辗转于沪甬之间二、“天一”小伙计，助兄逐鹿上海滩三
、“忠孝节义”，天一“立地成佛”四、执机《珍珠塔》，阿六学艺初试刀第二章 卧薪尝胆闯南洋一
、赤手空拳，为破“六合”漂洋过海二、兄弟齐心，创立南洋电影王国三、从流动放映车到“邵氏兄
弟公司”四、拍摄第一部有声粤语片《白金龙》第三章 南迁香港拓新路一、“猛醒救国”，天一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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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氏父子”难敌对手第四章 独闯香港创霸业一、雄才大略，荒山秃岭筑影城二、延揽人才，邵氏聚
“星”出奇招三、自捧明星，邵氏胜数又一招四、胆识过人，六叔经营善攻略五、知人善任，取胜还
靠此法宝六、迎头赶上，欲与电懋争雌雄第五章 邵氏王国踞东方一、《貂蝉》试水，黄梅调电影赚下
第一桶金二、《江山美人》，“港式黄梅”掀浪潮三、“倩女”失意，《后门》争宠四、阳刚武侠，
《独臂刀》开创新天地五、传世之作，《大醉侠》天下无双六、真拳实打，邵氏“功夫”再撼香港影
坛七、《天下第一拳》，“打遍”世界无敌手八、“奇情武侠”，楚原掀起古龙热九、《百花迎春》
，歌舞、艺术片“千娇百媚”第六章 港视王国领风骚一、审时度势，投石问路电视业二、入主TVB，
进军港视展宏图三、一台独大，无线、丽的战正酣四、商战剧崛起，《千王之王》“用爱将心偷五、
无线、亚视，方尺荧屏谁主沉浮六、”盛世最强“，万千星辉将军澳第七章 慈善大家报桑梓一、创百
亿资产富甲一方二、兼善天下济众生三、情系内地散千金四、万千爱心献灾民五、善举莫大于”邵逸
夫奖“第八章 踏遍青山人未老一、长寿老人，台庆最亮一颗星二、浪漫多情，红颜知己伴人生三、寻
根问祖，情是故乡浓四、德才双馨，”逸夫精神“世人崇敬附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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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那时的清水湾，虽地域广大，依山傍海，空气宜人，远离香港闹市区的喧嚣，但是，却是一片空
旷荒凉的景象，周围一片荒芜，甚至连路都没有，汽车根本开不上去，只能徒步攀山而行。
在别人眼里，这片荒地可能毫无可用之处，可是在邵逸夫看来，这却是个拍摄电影的理想地方。
因为，拍电影毕竟不是做买卖，需要抢占黄金甚至钻石地段，需要的就是这份幽静的环境，宽大的场
地，甚至连外景地都不用另选了。
　　邵氏影城建设工程的开工，打破了清水湾往日的宁静。
邵逸夫亲临工地，坐镇指挥，第一个工程项目就是开山铺路。
不久，一条宽阔平坦的柏油路展现在通往清水湾的荒山丛中。
有了路，荒山就有了灵气。
　　1957年，就在来香港的当年，邵逸夫在清水湾正式挂出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的招牌
，简称SB。
自此，邵逸夫与二哥邵鄙人分工明确，他的“邵氏兄弟”主管制片业务，二哥邵都人的“邵氏父子”
专营戏院及影片发行。
　　招牌挂了，道路通了，接下来就是大兴土木，建造拍摄场棚，成队的机械开到了清水湾荒山下，
各种大型机器日夜轰鸣，好不热闹。
邵逸夫大手笔，大投资，不惜花重金来建造这座大型摄制场地。
　　“兵马未到”，宣传先行。
为了给未来的邵氏电影造势，做舆论宣传，1958年4月，邵氏兄弟公司主办的《南国电影》创刊。
《南国电影》最初由范寄病担任主编。
范寄病编辑两期后，因为在内容上与邵逸夫意见不符，继而辞职。
范寄病离开后，《南国电影》由梁风担任主编。
梁风主编时期，《南国电影》进入了历史上的黄金时代，销路最高达14万份。
1970年，梁风随邹文怀离开邵氏，另立门户创办嘉禾后，《南国电影》由李金石主编。
《南国电影》于1984年7月停刊，先后共出版315期。
这是一份重要的电影刊物，相当于大陆的《大众电影》，在邵氏电影的宣传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61年，位于九龙清水湾的邵氏影城首期工程完工。
这一年的12月6日，邵氏影城正式启用，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就是大导演李翰祥导演的《貂蝉》。
《貂蝉》使邵氏电影旗开得胜，邵逸夫赚下了来香港后的第一桶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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