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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電影工作者口述歷史影像紀錄 

受訪者：沙榮峰先生（聯邦影業公司總經理） 

時間：約 1991 年 

地點：台北市 

 

（訪談開始） 

主訪者：請您說明一下您早年怎麼接觸電影界的？ 

沙榮峰：想起這是在 40 多年以前，我們剛到台灣，到台灣之後，因為碰上語言

不能溝通，因此我們有幾個朋友，一個夏維堂、一個張九蔭、一個張

陶然，我們四個人共同的一個想法，假使使本省同胞能夠講國語，雙

方溝通的情況比較容易。是用什麼方式可以溝通？大家研究要來試試

發行國語片，而國語片真正能夠說國語的話，開始說國語是最容易溝

通的一種溝通的方式，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踏進了這個電影界。 

主訪者：當您在台灣經營國語片的時候，聯邦公司早期的發展過程是什麼樣

的？ 

沙榮峰：我們聯邦公司是民國 42 年成立，成立開始之後，首先是代理香港邵氏

父子公司、李祖永的永華公司、新華公司，代理三個公司的片子在台

灣發行。從那個時候開始，一部一部慢慢地進入到國語片時代，不過

那個時候，國語片是非常艱苦，因為語言不同，所以國語片一上映，

戲院沒人看，兩、三個人，三、四個人這樣子。你說要在戲院發行國

語片，戲院都不要做。為什麼不要做？沒人看，戲院當然開戲院賺

錢，在這情況之下，我們另外想一種辦法。我們想了一個辦法，這個

已經談了好多次了，就是片子上能夠打個中文字幕、打個幻燈片，我

們就把所謂電影上的對話，三句併一句，變成一、二十個字，或是

五、六個字，給它濃縮，濃縮了之後，幻燈片打上去，打上去之後，

觀眾可以了解，開始慢慢也可以看到畫面、也可以看到字。這樣子之

後，效果好像還不錯。慢慢從這個方向上去，發展到以後，片子上面

加了中文字幕。所以那時候有人笑：「國語片還加中文字幕，不是笑

話嗎？」但是那個時候，的確是不同，沒有字幕是看不懂，有了字幕

就可以了解，那是發行國語片的第一個過程是這樣子。 

主訪者：沙先生，您還記得當你們開始發行國語片，國語片開始好轉的時候，

就是開始有觀眾支持國語片，是什麼時期？ 

沙榮峰：我想應該在民國，是我們聯邦公司成立之後，民國 43 年開始慢慢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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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因為從民國 43 年開始，當時出來的國語片都是新的片子。永華

公司的片子、新華公司的片子、邵氏公司的片子，都是不錯的片子，

水準都還不錯，所以慢慢帶動觀眾進入國語片時代。 

主訪者：您印象中，當時比較賣座的是哪幾部片子？ 

沙榮峰：當時賣座的片子，像新華公司的《小白菜》（1954）、《桃花江》

（1956）、《秋瑾》（1953），這類片子都很賣座。永華公司的《翠翠》

（1953），林黛、嚴俊主演的片子，這個片子很賣座。 

主訪者：我們知道在差不多五〇年代，那個時候台灣的政府，其實蠻歡迎港澳

同胞，那時候稱為僑胞，回國來參加一些電影的活動。我們想請教沙

先生，當時的電影的交流活動，分別有哪些？您知道的有哪些？ 

沙榮峰：交流的大部分像，後來到民國 45 年，陸運濤先生的國際公司，香港成

立國際公司，我們台灣那時候成立國際公司，成立國際公司代理電懋

的片子之後，像電懋公司台灣發行了《星星月亮太陽》（1961），這是

第一屆金馬獎（1962 年）得獎的片子，那個時候外景已經來了，在

《星星月亮太陽》之前，新華公司有好多片子，我們合作的都在台灣

拍。像《古墓俠侶》（1961）、《女俠飛紅巾》（1961）、《桃花江》

（1956），好多片子都在這裡拍。新華公司都是跟我們合作的。 

主訪者：當時，當年聯邦主要的業務，發行業務是怎麼進行的？怎麼跟台灣民

間其它的戲院構成一個發行的體系？ 

沙榮峰：後來從民國 44、45 年開始，國語片慢慢地起色比較好得太多了，好

太多，我們從那個時候開始組織院線，從台北市開始，到台灣全省每

個大都市都有我們的戲院。這個戲院，當時人家不肯做，我用個方

式，一個是包戲院，「你虧了本，算我的，賺了錢是你的。」這是一

種方式。第二種方式，我是租戲院，「你把戲院租給我，每個月我付

你租金多少錢。」戲院有個保障。第三個方式，是有許多地方根本沒

辦法做，我想辦法去蓋戲院，像桃園，桃園只有兩個戲院，片子消化

不良，那個時候我就到桃園蓋了個天樂戲院。像澎湖，蓋了個中興大

戲院，一千多個位子，裝冷氣，那個時候可以說是第一流的。用這個

方式，組成了台灣全省的發行網，等於是在〇〇〇片，我就把這個片

子推到街上，一再推出去。這樣子有一些成果之後，對國語片發行的

幫助太大，因為有一個系統，有了一個系統之後，今天國語片有戲院

做，這個情況是不一樣。但是那個時候，國語片的拷貝實在太貴，拷

貝本身貴，進口還要付關稅，關稅也相當高。所以，以前普通的片子

進來一、兩個拷貝，好的片子最多進來三個拷貝，再進來就沒辦法負

擔。換句話講進口的拷貝，發行的時候，實在是不夠一個拷貝費，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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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辦呢？台灣在台北上映的戲院大概有五家，你進了三個拷貝是沒

辦法，所以後來是發明「跑片制」的，什麼叫「跑片制」？在這家戲

院放映完一本，馬上叫人騎著腳踏車送到第二個戲院，戲院一放完再

送到第三個戲院，最多一個拷貝可以放三家，普通是放兩家，從那開

始是跑片制的開始。 

主訪者：一般跑片的話，通常只有在台北市才有這樣子嗎？ 

沙榮峰：對，在台北市。因為在台北市有五家、六家放映。在外埠區沒有關

係，外埠區最多一家、兩家，所以外埠沒有跑片的情況，在台北市有

跑片情況。 

主訪者：沙先生，我們想再請教的是「跑片制」，您還記得是差不多從什麼階段

開始？ 

沙榮峰：我想這個年代，推算起來大概在民國 44 年到民國 45 年開始，那個時

候。大概在這個時候開始。離得太遠了，可能，我想應該是在民國 44

年，民國。 

主訪者：五〇年代就開始，這種跑片的現象。 

沙榮峰：五〇年代就開始，對，因為到了五〇年代之後，國語片的情況好轉，

國語片可以多加一、兩個拷貝還可以。因為那個時間很艱苦，換句話

講，多了一個拷貝，拷貝費和關稅費都沒辦法做出來，所以才用這個

跑片制。 

主訪者：我聽到有一種說法是講「院線」制度，是從《梁山伯與祝英台》

（1963）賣座之後，開始有這種一家龍頭戲院，開始中南部聯映這樣

的方式。不知道以您的經驗來說，院線制度是從什麼樣的過程？ 

沙榮峰：「院線」制度，我想應該在民國 44 年（回憶錄寫的是 43 年），《梁山

伯與祝英台》（1963）之前，那個時候我們就組成院線。因為那時候

《梁山伯與祝英台》（1963）發行，這個片子是明華公司發行的，他

們明華公司過去經營日本片的，發行國語片他們還是第一部發行。那

時候開始，院線老早已經組成。 

主訪者：是。以您的經驗來說的話，國語片的發行跟台語片的發行，您比較之

下，有什麼差別呢？ 

沙榮峰：國語片跟台語片發行的這個有一些，可能是發行國語片的，有些並不

太適合發行台語片，因為觀眾的對象不太一樣。比如我舉一個例來

講，我們當年大中華戲院，圓環有一個大中華戲院，那個時候唱歌仔

戲，那個戲院也比較陳舊、破破爛爛，那時候我們跟他講：「你改成

國語片。」他說：「我唱唱歌仔戲，還不錯，很好啊，為什麼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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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我說不一樣，我說：「台灣在推行國語，發行國語片將來是一

個很好的戲院的基礎。」我說：「你可以試。」大中華戲院還是不肯

試，我說沒有關係，我說：「你戲院要改建的費用，我們公司來負

擔。假使戲院虧本了，我也可以來負擔。」這樣子之後，下了一個決

心，因為董事長姓葉，叫葉生進，是台北市議員，他腦筋也很開放，

他說試試看。那個時候，我記得裝修那個戲院大概花了一百多萬塊

錢，一百多萬塊錢裡面，我補助他 30 萬：「你這個不要還，將來發行

下來，還有餘的錢不能收回來，我再補給你。」這樣子他就改了。大

中華戲院過去的基礎是完全做台語片的，唱歌仔戲、發行台語片、放

映台語片，改成國語片之後，一開幕之後，生意很好，生意好得不得

了，所以大中華戲院才加到我們的院線，這是民國大概 43、44 年。

過去像以前這個大光明戲院、大觀戲院是專門放映台語片，但是國語

片我們也試過。試了之後，生意還是不行，因為觀眾不同，（專門放

映台語片的戲院）這些觀眾不能接受國語，第一個他生活習慣，這個

語言，（戲院）觀眾都不能接受，試了之後還是不行，所以大光明、

大觀曾經試過一次，後來還是做台語片。到了民國五十幾年之後，

（這些戲院）慢慢還是轉到國語片。 

主訪者：沙先生，以您的印象，當時您發行一部影片，一般回收差不多是多少

錢？跟您的成本是怎麼估算的？ 

沙榮峰：我們一開始的時候，根本也沒預算，回收這個片子能收多少錢？當時

做那個計畫，大概〇〇〇媒體、〇〇〇媒體，整個加起來預算多少

錢。但是，一開始總是不能達到這目標，到了後來，慢慢起來了，起

來了照這個預算可以完成目標。所以我預算大概算多少錢，做下來的

價格（結果）也差不多。再到後來，可以盈餘、可以多出來。這個是

在民國 45 年以後的事情，民國 45 年大概到民國 50 年以後，一路上

去，到了《梁山伯與祝英台》（1963）最高潮，那個時候。 

主訪者：我們知道聯邦同時也有發行一些日本片，是不是請沙先生為我們講一

下，您當時怎麼發行日本片的？發行日本片又有哪些限制？ 

沙榮峰：發行日本片，那個時候因為是政府的規定，它是代理制的，取得日本

的代理權，你才有資格可以進口。代理一家公司，每年進口的片子大

概四部。日本方面有六大公司，所以一年進口的片配額是 24 部。這

24 部由六家代理公司來分配。當時日本片因為最賣錢，所以大家競爭

地很厲害，好像我拿到一部是不得了的事情。其實也不一定，有的日

本片還是不賣錢，賣錢的賣錢，不賣錢的還是不賣錢。但是一般講起

來，比洋片，國語片是太穩了，賠錢的機會是沒有的。所以我才覺得

〇〇〇都在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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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訪者：您印象中有發行過哪些日本片呢？ 

沙榮峰：我發行日本片大概有好幾十部，一時回想不起來，可能也會講錯。發

行日本片最出名的是那個《七武士》（《七人の侍》，1954），《七武

士》這部片子很有名，在台灣賣座也是非常好。像松竹的《君在橋

邊》（《あの橋の畔》，1962）也是一部好片子，生意也是非常成功。 

主訪者：是。我們知道聯邦進入差不多六〇年代，當時國聯（電影公司）開始

也要來台灣了，聯邦當時主要還是發行電懋和邵氏的歌舞片為主，在

這個期間，您是不是可以為我們說明一下，在這個階段，聯邦主要的

業務跟發行的狀況？ 

沙榮峰：我想後來代理邵氏、電懋之外，香港還有獨立製片，獨立製片大部分

是我們發行的，百分之九十才是聯邦發行的，那個時候開始之後，台

北市有雙線，兩條院線在進行，兩條院線是片源不夠，片源不夠後來

是用什麼方式呢？就是進粵語片，我把粵語片來配成國語，作為國語

片在台灣發行。這個是第一部步驟，因為有好多好的片子在台北市雙

線做兩個禮拜，做兩個禮拜，戲院太多，我做一個禮拜，開一條線就

下來了，下來之後，把粵語的配音片就放進去另外一條線做，這一個

線還是繼續做下去，做兩個禮拜，另外是換粵語片，那個時候粵語片

進來，一年發行粵語片配音，一年差不多有二、三十部。香港的粵語

片進來的也很多，這個粵語片，當時文藝片、歌唱片大概是不行，進

來的所有的都是動作片。動作片，于素秋主演的片子，大部分，于素

秋的片子在台灣還是蠻叫座的。 

主訪者：有一段時期，好像歌舞片是非常熱門的，像《春江花月夜》（應是《香

江花月夜》，1967），還有李麗華、白光的片子。 

沙榮峰：講到歌唱片，最賣座的一部片子《金鳳》（1955），是我們跟國風影業

公司朱旭華先生合作拍的一部戲，是林黛跟嚴俊。這個戲當中，大部

分都是歌曲，大概有 8條歌。我記得「熱烘烘的太陽，往上爬呀往上

爬......」這條歌（此為電影《翠翠》插曲，1953），瘋狂地不得了。直

到，我記得我們那個時候出了一個特刊，差不多一版再版，大概十幾

版，賣掉十幾萬本的歌簿，一下子來不及印，一天到晚都在印這個歌

簿，是這樣子，那是從《金鳳》（1955）開始。再談到前面的《翠

翠》（1953），也是林黛的，《翠翠》也有歌曲，再來還有《新桃花

江》（1967），都是歌唱片，都很賣錢。 

主訪者：沙先生，是不是可以請您說明一下，從聯邦這段期間，您的經驗來說

的話，官方對電影的政策跟態度是什麼？ 

沙榮峰：官方方面對電影因為是從大陸到台灣之後，這個電影始終停留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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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沒有一個法，沒有一個法，它就沒有依據。電影是娛樂服務業，娛

樂服務業我們領的執照，戲院領的執照是大眾用的執照，等於是放理

髮店、洗澡堂，放在這一類當中去。使得電影，政府根本沒重視，始

終沒重視電影是文化事業。因此，所以也沒有政府的輔導，所以政府

想輔導而沒有依據，所以到最後根本沒辦法。那麼到了，我看是大概

是民國 62 年，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就開始向政府申請，電影必須要

是文化，而且要也是工業，這樣子對電影才有輔導作用，否則沒有依

據，根本沒辦法。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成立了一個，發起「台灣區

電影製片工業同業公會」，經過大概一年半的努力，一年半，到民國

64 年才核准成立。那個時候申請，申請的是經濟部工業局，他們說：

「電影是娛樂服務業，根本不可能列在工業，電影怎麼可以屬於工

業，不可能的。」再跑，經過中央文工會、社工會、新聞局，大家研

究之後，開會也開過不知多少次會，討論這個問題。我記得是大湳製

片廠（即國際製片廠），我們製片廠已經完成，請各主管機關，有關

工業的主管機關到我們廠去召開會，文工會，文化工作會叫總司職，

由陳副主任陳叔同提出邀請，到我們大湳製片廠，我記得大概是九個

單位。九個單位到了之後，共同研究，再到大湳製片廠參觀，各個部

門參觀，參觀下來，所有的電力、所有的機器設備、所有附屬的小型

工廠，像塑膠工廠，做道具的塑膠工廠，用的電力可能比一個小型的

工業工廠用的電力還要多。所有的機器設備比一般工廠還多，所以工

業局的沈組長，還有主計處，我記得，這兩個單位始終以前是最反對

的，不是電影工業。他們參觀過國際製片廠之後，發現這個電影是不

簡單，這個應該就是工業。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那是民國 63 年通

過了同意電影是工業，那麼後來成立了電影工業公會。從那個時候開

始，進口的器材，燈光器材、攝影器材，第一批進來的都可以享受優

待，比照一般關稅進口，大概百分之五十，減了一半，這樣子慢慢引

進了好多好的電影的好的設備。 

主訪者：除了電影產業方面，官方在處理影片上面，在電影檢查上面有哪些問

題？有沒有禁演的例子？ 

沙榮峰：有，禁演太多了。當時違反電影法的例子，它是電影法，主管機關認

為這個好像妨害社會風化，當時妨害社會風化，這個審查委員他的看

法，他認為是不合，他就要禁。思想問題、有關影響教育問題、有關

迷信方面、鬼神這一類的片子，都不能上映，都要禁，所以禁的片子

很多很多。那時候查到，根本我們身為同業，再也沒有辦法申訴的機

會。你申訴也沒用。 

主訪者：沙先生請為我們說明一下，聯邦除了您之外，其他幾位負責人，您跟



 
 

 7 ／共14頁 

 

他們是怎麼合作？怎麼樣來運作整個公司的？ 

沙榮峰：我們一起四個是志同道合，共同合作。夏維堂夏先生，他負責董事

長，對外一切，海外方面都是夏維堂去做的。還有張陶然，張陶然常

駐在香港，跟香港電影界的交流接觸，打合同什麼，都是張陶然香

港。還有張九蔭張先生，負責財務，聯邦的財務，都是張九蔭負責

的。我本人是管發行、管行銷這兩個部門，那是我負責的。 

主訪者：聯邦後來進入六〇年代以後，開始跟國聯合作，這個合作的基礎跟背

景是怎麼來的？ 

沙榮峰：國聯公司到台灣，是李導演，李翰祥李導演離開邵氏公司，民國 52

年，李翰祥離開邵氏之後，陸運濤先生的國泰機構支持他到台灣。到

台灣我們聯邦也配合，到了台灣之後，台灣製片廠拍《西施》

（1965），這《西施》（1965）也是個大片，李翰祥導演導演的。李翰

祥導演導演結束之後，《西施》（1965）結束之後，那麼國聯公司也成

立了，那個時候民國 53 年，成立國聯公司。成立國聯公司之後，聯

邦跟新加坡國泰是聯合支持國聯公司，在台灣總共一起拍了 18 部

片，拍了 18 部片。所以那個時候，當時台灣電影所謂的起飛，也是

從國聯公司開始，因為我記得那個時候第一部開始拍《七仙女》

（1963）的時候，所有布景、道具、工作態度，甚至於收入，台灣說

從來沒見過的，拍仙女騰雲駕霧，所以用乾冰來把氣放出來，那時候

台灣從來沒見過，「騰雲駕霧原來是這樣子拍的。」台灣電影界大為

驚奇，「喔，原來這樣子的。」我可以說一句，台灣電影的進步，是

國聯公司李翰祥導演到台灣之後，電影的進步是進步得很快，也帶動

了台灣製片的生氣。我想這是功不可沒，李翰祥導演到台灣。 

主訪者：我反而會好奇的是，聯邦為什麼，聯邦原來是以發行為主，為什麼會

轉到開始對製片有興趣？這個決策是怎麼形成的？ 

沙榮峰：不是，聯邦過去在台灣成立公司之後，也拍過好多片，就是獨立製

片，像跟新華公司張善琨先生合作，就是童月娟的先生，一直是合作

的，從民國 42 年開始，所有的片子，好多片子，像《戀之火》

（1956）、《秋瑾》（1953）、《新桃花江》（1967）、《古墓俠侶》

（1961）一大堆片子，《萬花獻媚》（1956）都是跟新華公司合作的。

那時候只是參與製片，參與製片最主要的原因，第一個可以充裕片

源，第二個可以能夠拍成理想的片。因為一般導演拍出來的水準還是

不夠，所以到大公司，這是大公司，拍出來的戲應該是水準比較夠，

所以那個時候開始參與製片工作。但是真正獨立來拍這個戲，是從民

國 53 年，民國 54 年，在桃園大湳買了差不多一萬四千多坪這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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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桃園大湳製片廠（即國際製片廠），那時候一方面興建大湳製片

廠，一方面開始拍我們第一部戲，第一部戲是胡金銓導演導的《龍門

客棧》（1967）。 

沙榮峰：我印象當中拍《龍門客棧》（1967）的時候，我的想法，一般的想法

都是用已經成名的明星來拍這個戲，我當時那時候想，這個明星制一

直下去的話，始終沒有人去培植新秀出來，新的明星永遠都沒有，只

是幾個老的明星一直在拍下去。我說我要開創一個新的局面，希望能

夠培養新的人出來，讓新的人來試，我總要讓人家試，沒有人試的

話，永遠這樣子下去，這個電影沒有多大希望。所以跟胡金銓導演研

究，楊世慶，那個時候是我們的廠長，「有沒有信心來培養我們這個

新人？《龍門客棧》（1967）全部用新的人。」結果胡金銓胡導演他

同意，說沒問題，他說：「我有信心。」胡金銓導演問我有沒有信

心？我說我的構想是這樣子。所以後來《龍門客棧》（1967）開始籌

備初期就招考演員，招考演員報名的有幾千封信，結果到最後，經過

考試之後到最後的考試、複試，取了 6個女的、6個男的。那個時候

考試委員，作家徐訏先生也是考試委員，李行李導演、胡金銓胡導

演、楊世慶楊導演，華慧英，我們副廠長、攝影師，在我們大湳片廠

（即國際製片廠）當副廠長，還有一個我做考試委員。經過大家評審

下來，那個時候取了上官靈鳳、徐楓、韓湘琴、嚴菊菊、楊夢華、趙

瑛瑛這 6個女的。還有石雋、白鷹、田鵬、萬重山、文天，好像也是

6個男的（還有齊偉）。這樣子開始訓練，訓練上課，武術指導是韓英

傑，從香港請來的，一個潘耀坤，兩個，負責這方面。另外，上課講

戲的導演胡金銓導演、楊世慶導演，大家都集中講課。每一天上課，

大概上午是上課，下午是練功。練功是所謂刀槍劍楫，拳腳，全部在

教，那時候他們練得很辛苦，辛苦的不得了。另一個是跟演員講講一

個做人的方式，第一個，明星不要以為我是明星，明星的架子不能

有。第二個，要重視自己本身的工作，這是最重要的，一個人、演員

的品德，〇〇〇非常重要，所以把這個精神灌輸到每一個人的腦海裡

上去。那麼，導演，胡金銓導演，我們製片，我也會經常看，導演，

胡金銓導演：「我導演講戲的時候，你們耳朵要聽，不能有其它的雜

念。我講話只講一句，不講第二句，你們聽不到了，我也不會再跟你

們講。」所以在胡金銓導演這個要求之下，演員他們開會的時候，大

家都全神貫注地聽，胡金銓導演講戲也是這樣子，所以訓練的過程，

後來培養出這幾個，一下子培養出來，這個要求是很高的要求，把演

員他們這樣培養出來。 

主訪者：這部片的拍片過程中，沙先生還有沒有印象比較深刻的事情？ 



 
 

 9 ／共14頁 

 

沙榮峰：說到《龍門客棧》（1967）開拍之前，在練習當中，兩個月的演員訓

練叫苦連天（應該是 4個月），大家「哎呀，吃不消。」但是還是咬

緊牙關、忍耐下去。到最後，確定了演員主角是上官靈鳳之後，對每

一個演員也做了一個說明，不要以為我沒有選上這個主角，好像心裡

上難過，每一個人、每一個演員在聯邦公司裡都有這個機會當主角，

但是時間，要看適當的時機、看這個戲的發展怎樣子另外再挑選。上

官靈鳳選上主角之後，所以跟演員他們講了這番話。當時我的要求是

很高，希望每個演員能夠發憤圖強，我心裡一定要成功。我們的口號

是：「第一部戲就要成功。」才有後面的戲嘛，所以你要把這個戲怎

麼樣完美地拍出來一部好的戲，時間不計，預算當初有，預算也不

計，當初打的預算，到後來結束，超過了一百多萬，怎麼樣都要拍好

戲，所以到後來《龍門客棧》（1967）出來，我想成功有它的因素在

那裡。那麼《龍門客棧》（1967）成功之後，許多人家在拍戲之前，

有好多朋友跟我講：「老兄，你這樣子做，好像太冒險了。拍一部成

功，幾乎是垮掉了，千萬不要再冒險。」有好多朋友提醒我這樣子。

我說：「我有信心，我也希望這樣子做，就是要垮掉，我也要試一

試。你不試的話，永遠都是用老明星，用成名的明星，總有一天他會

要老，以後青黃不接怎麼辦？所以非要這樣子做。」那麼整個之後，

人家說：「你這方法不錯。」他們後來這樣子講。但是我第一可以講

什麼一點……，就是普通一般演員成名之後，公司方面會拼命開戲、

拼命拍他的戲，譬如上官靈鳳《龍門客棧》（1967）一砲而紅，紅了

之後，就接二連三繼續馬上開戲，開戲，錢才會來，但是我沒這樣子

做。為什麼呢？我還是按部就班，需要腳本，有好的腳本，能夠有好

的導演來導。慢慢地，一步一步來，我沒有把這個錢趕快搶回來，所

以那時候我還是這樣子做。人家也說，我們同業說：「你這個傻瓜，

人家要賣錢的，那個時候一開戲，馬上可以收訂金。」那個時候上官

靈鳳只要連開 5部戲，我就錢回來，好多錢，但是我沒有。人家說：

「你這個傻瓜。」但是我要求很高。 

主訪者：您跟胡金銓導演導演的淵源是怎麼來的？ 

沙榮峰：因為胡金銓導演過去導演的戲《大醉俠》（1966），胡金銓導演過去演

戲，我們對胡金銓導演都很欽佩，每個戲，我們最早發行的《雪裡

紅》（1956），胡金銓導演是跟李翰祥導演一起合作的，這個戲也是非

常好的一個戲，所以我們對胡金銓導演的才華非常欽佩。後來好像胡

金銓導演合同到期，離開邵氏，我們香港張陶然給我意見，我說：

「胡金銓導演合同到期，我們請他到台灣來。」這樣子的話，我說可

能帶動台灣這個電影的進步，我說很有幫助。用這樣子，大家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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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得很投機，胡金銓導演非常樂意到台灣來，這樣子跟他簽了合同，

請他到台灣來，簽了兩年合同。到台灣來第一部戲就拍了《龍門客

棧》（1967），《龍門客棧》胡金銓導演籌備的經過也很長。 

主訪者：開拍《龍門客棧》（1967）是因為《大醉俠》（1966）賣座的關係嗎？

還是其它的因素？ 

沙榮峰：那倒不一定，因為我覺得當時本子出來的時候，是胡金銓導演自己寫

的，我覺得他用動作代表語言，因為《龍門客棧》（1967）的對白很

精簡、不是太囉唆，也看得很清楚，一般講起來是動作代表了語言，

我覺得這個戲有非常好的本子，而且是「忠」，代表個「忠」字，我

覺得胡金銓導演來，所以我覺得這部是好戲。來的時候，原來的片名

叫《充軍》，這是聯邦第一部正式開始拍的，這個片名不太好，研究

什麼片名比較適當，一看中間有個「龍門客棧」，就《龍門客棧》

（1967），就這樣子。 

主訪者：沙先生我們要請教你就是除了跟胡金銓導演合作之外，陸續還跟好幾

位導演合作，請您提及跟他們合作的關係。 

沙榮峰：我是對這個所謂〇〇〇，合作的導演，〇〇〇很有信心，舉個例，屠

忠訓導演，那個時候也是《龍門客棧》（1967）的副導演，我看他這

個才華畢露，有許多構想都是很新，所以《龍門客棧》（1967）結束

之後，我就跟屠忠訓導演談，我說：「希望你替我導。」開始導演，

屠忠訓導演就寫了一個叫「龍城十日」，那個時候開始，屠忠訓導演

的第一部，屠忠訓導演的第一部處女作是《龍城十日》（1970），在我

們那邊出來的。那麼後來，譬如說，熊廷武導演，熊導演，他也是從

香港邵氏公司出來的，邵氏公司出來之後到台灣，我們也接觸了幾

次，經過大家研究，談了之後，我覺得很好、很有構想，而且熊廷武

導演拍動作片，朱元璋，他跟張徹導演當副導演，跟了好久，所以我

說：「希望你能夠加入聯邦。」比如丁善璽導演也是離開邵氏，離開

邵氏回到台灣，丁善璽導演的國學根基很深，所以對他的事情，印象

很深刻，所以我也請丁善璽導演加入聯邦，他也來了，我也一年簽了

兩部合同。比如說還有陳洪民，是台灣的剪接師，得金馬獎得了好幾

屆，陳洪民也很不錯，我就跟陳洪民導演講，我說：「你剪接師剪了

那麼多年，怎麼沒有從導演方面發展？」陳洪民導演說：「沒機會

啊。」我說：「沒關係，你替我導。」我也簽了陳洪民導演。還有華

慧英，華慧英是攝影很有名，他沒導過戲，我說：「你試試看。」那

也是華慧英導演的。還有劉家昌劉導演，第一部戲就是導我的戲，我

們一起合作了好幾部戲，大家也很愉快。所以我對人才的培養我很有

信心，但是證明這一點也沒錯，後來出來的很多導演都是很成名的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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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我想當一個製片人，應該講起來，對培養人才是很重要的，第一

個是培養演員、培養導演、培養技術部分的工作人員，都是相當重要

的，所以我們後來聯邦出來的人才都很不錯，都是我們自己培養出來

的。 

主訪者：可不可以請沙先生再說明一下，您跟郭南宏郭導演是怎麼合作的？他

拍《一代劍王》，這部片是怎麼來的？ 

沙榮峰：郭南宏導演離開國聯公司之後，他也徬徨無助，好像不知道該怎麼

辦？郭南宏導演過去我們也很熟，有一次他來找我，找我時拿了一個

腳本，是《一代劍王》的腳本來給我看，我看了之後覺得這個戲的結

構還不錯，但是整個劇情的發展還不太理想，後來我說：「這個本子

可能要修。」他說：「修了之後，是不是以後我可以拍？」我說當然

可以。後來這個本子一改再改，改得很完美，改了很完美之後，好，

我也跟郭南宏導演簽合同。簽了合同之後，郭南宏導演還不放心，他

說：「是不是真的？」他說：「我沒信心。」我說：「我都有信心，你

怎麼沒信心？我說你膽子放大一點，不會有問題。」這樣子拍了《一

代劍王》（1968），這是上官靈鳳的第二部戲。《一代劍王》（1968）出

來以後，票房好得不得了，因為郭南宏導演過去都是導文藝戲，沒導

過武俠戲，結果成了武俠片的大導演，大家導武俠片都要找郭南宏。 

主訪者：當時《一代劍王》的拍攝過程，沙先生有沒有印象比較深刻的事情？ 

沙榮峰：《一代劍王》（1968）拍攝過程，當然拍戲的過程相當辛苦，因為有許

多新的設計的動作，都是費思費心、也很費腦筋，他們工作態度方面

也非常認真。有一場緊要的戲，他們不斷的研究打的這個招式，一而

再地這樣子練、這樣子套招，後來出來還是不錯的，動作方面還是很

好。 

主訪者：請沙先生跟我們說明一下《俠女》（1971）的籌備過程。 

沙榮峰：《俠女》（1971）這個故事劇本出來之後，因為胡金銓導演也很重視，

我對這個戲也非常重視。我們有共同的一個目標，就是這部戲能夠拍

得非常好，將來能夠參加影展，這個共同的目標這樣子的。所以一切

的籌備工作做得很完美，至於布景方面、服裝方面都是胡金銓導演這

樣子設計，有的都是他自己畫出來的。布景方面是鄒志良，指定鄒志

良叫他幫忙設計，根據胡金銓導演的意見。我舉一個例，為什麼這麼

講究？台灣這個布景做舊，普通就是一般油漆擦擦，刷子刷刷就可以

作為做舊，我們那個門窗樑柱，都是用噴槍燒火，把這木料燒焦，燒

焦以後再用砂紙磨掉，磨掉以後再燒，燒了再磨，這樣看起來，這個

房子這個木料，好像幾百年前的古宅一樣。所以在搭布景的過程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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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費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當時拍了這個〇〇〇是他的〇〇〇。第二

個，在大湳片廠（即國際製片廠）搭的外搭景，外搭景，整個景的系

統都是根據《俠女》（1971）胡金銓導演需要的街道設計出來的布

景，這個景跟普通一般外搭景不同，因為我們搭那個景比較永久性一

點，下面都有基礎，颱風來了也不會吹倒，好像建房子這樣子建的，

再加做舊，做舊的工作剛才我已經講過了，做舊也非常費時間，所以

景搭出來之後，實際上看起來就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古堡這樣子。這個

戲整個講起來，時間拖得很長，但是這個戲出來之後，一般評論講起

來是相當不錯。 

主訪者：這部戲前後花了多少時間才完成？ 

沙榮峰：這部戲差不多花了 5個年頭，大概將近４年，花了５個年頭，將近４

年。 

主訪者：在這麼長的時間裡面，中間一定有不少讓沙先生印象深刻的事。 

沙榮峰：對，一個是搭景的時間，一個是拍外景的時間。譬如拍了外景，再接

內景，接內景的時候，我舉個例子，將軍府裡種的這個蘆葦，這個蘆

葦種的時候，因為燈光拍夜景，幾十萬的燈光一打上去，第二天這個

蘆葦馬上就黃掉了，黃了之後，再去摘下來種下去，再打燈光又不

行。後來沒辦法，怎麼辦呢？就把蘆葦拿來種，種下去以後長起來，

長起來再拍，當然，過程當中不是在等這個蘆葦，戲停在那裡，戲還

是照樣拍，只是這場戲拍得比較慢，像這樣子等的時間也等得蠻久

的。種下去的蘆葦，燈光一打，它不會萎縮掉，因為它有澆水，蘆葦

還是很漂亮。所以整個講起來，因為《俠女》（1971）夜景比較多、

氣氛比較濃，所以拍蘆葦也是氣氛很濃的一個景。所以這個時間拖的

比較長一點，人家說慢工出細活，這個要〇〇〇，因為要求好，求

好，你必須要去想、要去構想，要怎麼樣子能夠拍得唯美？這個都是

要花相當長的時間。所以《俠女》（1971）拍的過程當中，經常開

會，白天拍，晚上開會。 

主訪者：我們知道六〇年代還有一件事情，跟聯邦也有關係，就是 1964 年亞

運（應是亞洲影展）的時候，陸運濤他們來台灣，結果發生空難事

件。可不可以請沙先生為我們說明一下，當時這個事件的過程，還有

這件事對聯邦有沒有具體的影響？ 

沙榮峰：有相當大的影響，因為那個時候陸運濤先生到台灣來，也是我們的邀

請，希望他能夠到台灣來，一方面先到台灣來看一下子，第二方面，

當時我們的政府也希望能夠邀請陸運濤先生到這邊來。那麼說到來了

之後，亞洲影展已經結束之後，去台中，去台中結果飛機失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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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夏維堂也是同機罹難，當時台製廠的龍芳、香港自由總會的胡

晉康胡先生，一共幾個人。在陸運濤先生到台灣之後，我們也大家交

換意見，陸運濤先生希望在台灣能夠建立一個很完整的戲院系統，先

在台灣的五大都市，要建第一流的戲院，這是第一個目標。第二個目

標是在台灣要製片，那個時候講得很具體，結果飛機失事，這個計畫

全部失敗，全部沒有了。所以李翰祥李導演到台灣拍《西施》

（1965），台製廠的龍芳已經去世了，飛機失事罹難。楊樵楊廠長接

下去，楊廠長跟我來談，是不是還是繼續支持台製廠，我說好。所以

《西施》（1965）也是遲了差不多半年，假使飛機沒有失事的話，《西

施》（1965）已經提早開拍了，因為飛機失事遲了半年。我們聯邦，

本來夏維堂先生對外都是他負責，所有一切對外的，後來夏維堂先生

去世之後，所有一切他的職務移交給我，我來接替。 

主訪者：聯邦經歷了六〇年代的發行製片之外，到了六〇年代末和七〇年代，

主要的業務和製片方向有哪一些？後來為什麼逐漸的減少台灣電影事

業的發展？ 

沙榮峰：那個時候的計畫，當時每年計畫生產的量，大概是 8部到 10 部電

影，但是沒達到這個目標，因為製片的要求比較嚴格一點，所以開戲

開的比較慢，當時一慢了，影響到大家同事之間，好像覺得製片太

慢，對資金的回收可能也比較慢一點，當時影響對技術發展的目標，

擴大的目標，慢慢的緊縮。在製片上，拍片到民國 64、65 年之間，

到後面是慢慢緊縮了，緊縮的主要原因，當然這個市場也慢慢走下

坡，國語片也慢慢稍微走下坡，也不是太理想，到了民國 68、69

年，我們大湳製片廠（即國際製片廠）更慢慢緊縮了。緊縮之後是停

止製片，停止製片之後，把這個廠借給台灣製片，讓他們去拍戲。那

個時期，台灣生產的量還是蠻多的，大部分都在我們製片廠出來的，

但是我們基本上製片比較少。因為製片也很艱苦，我一個人在做的能

力很有限，想了也不太覺得可能，所以我們幾個同事當中，當時他們

好像覺得這樣下去可能會垮掉，這個心理上也是因素之一。 

主訪者：回顧這麼多年，是不是請沙先生為我們總結，聯邦對台灣最主要的貢

獻跟影響，可能有哪幾點？ 

沙榮峰：我想我們第一個階段是建立了發行的院線，這是對國語片是一個比較

大的貢獻，沒有院線，國語片沒有發展地這麼快。第二個階段是建立

製片廠製片，有了製片廠，一方面便於我們聯邦自己製片，第二方面

也支持同業製片，在製片方面當時對台灣影響也蠻大的。第三，支持

國聯公司李翰祥導演到台灣來發展，是對台灣電影的進步，這是不可

抹滅的。第四，是胡金銓導演回到台灣來，拍《龍門客棧》（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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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女》（1971），這個也改變了台灣製片的環境，大家對胡金銓導演

的認識、對武俠片的創始，所謂武俠片從《龍門客棧》（1967）開

始，才能夠推出到海外市場。講到海外市場，《龍門客棧》（1967）在

日本方面，第一部正式在戲院上映就是《龍門客棧》（1967），是松竹

公司發行的，從來沒有一部國語片正式在日本上映，當時胡金銓導演

到台灣來對電影界的貢獻，對我們聯邦的貢獻非常大。第五，我們那

個時候的電影，政府沒有大的重視，對於電影一直認為是娛樂服務

業，始終不承認電影是文化事業、文化工業。那時候我才成立了「台

灣區電影製片工業同業公會」，我一個人奮鬥了差不多兩、三年，才

正式成立。成立之後，當然享受了很多待遇，關稅的減免、低利貸的

融資、器材進口改善了製片的環境，這個應該是幫助相當大。第六

點，我想聯邦的那段時間，我們成立了國際沖印公司，這個我想對台

灣幫助很大，這是當時成立這個公司，我構想當中，最後的一個目

標，成立國際沖印公司，最艱苦的也是這個階段。因為製片，台灣製

片，所有拍完的底片必須要送到海外去，海外送去之後，印完的拷

貝，回到台灣來看毛片，這個事情最快、最快要三個禮拜，最快看毛

片。假使你這個戲拍得不太理想，要重新補戲，布景已經拆掉了，那

怎麼辦？重新再搭？這不是成本增加了嗎？也不可能這個布景等在那

裡。所以我那時候決心，不管怎麼樣子困難，電影沖印工業一定要給

它弄起來。大概民國 65 年成立了國際沖印公司（國際電影沖印公司

正式開幕是 1973 年 8月 19 日），國際沖印公司成立，所有的機器設

備從英國、德國、美國進口的，全部電腦作業，這個電影沖印工業出

來之後，等於是台灣電影製片工業一貫作業，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我

想這是很重要的階段。應該是包含聯邦從開始到最後，經過的過程，

比較重要的幾點。 

（訪談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