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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28年說起 – 香港廣播服務

香港電台數碼台於 6 月 21 日舉行《數碼車

Roadshow 2013 啟動禮》，宣傳嶄新的數碼廣

播服務，無獨有隅，85 年前的同一天（1928

年 6 月 21 日），殖民地政府發出新聞稿，道出

政府在無線電台廣播的宏圖大計。

前一天，即 6 月 20 日，殖民地政府於早

上作了一個簡單的宣佈：「政府廣播電台 G.

O.W. 於晚上 9 時至 11 時以 300 米波段進行音

樂節目測試。」1 這個宣佈沒有附帶詳情，但翌

日發佈的新聞稿則詳細披露政府在無線電台廣

播服務的藍圖。新聞稿開宗明義道出政府的決

策：「香港殖民地的廣播節目將由政府電台傳

送。」2

英文《南華早報》於 6 月 22 日全文刊載這

篇新聞稿，從有關內容可見，政府對無線電台

廣播已成竹在胸。事實上，這個時候，傳送無

線電廣播訊號，甚至播送簡單節目的試驗，已

經在民間進行好幾年，政府也利用天文台的發

射站每日播送天氣消息，測試廣播訊號；在宣

佈以 G.O.W. 呼號廣播前，無線電發射器已由

天文台發射站轉移至維多行亞山（Vic to r i a 

Peak，即港人通稱的太平山）發射站，每天播

送音樂、天氣，以及在颱風季節，每小時廣播

颱風消息3。政府預期，有關測試會持續至年

底，與此同時，正物色合適的播音室。

定出廣播服務的框架

殖民地政府發出新聞稿的同日，工務局的

工程師 L. H. King 接受多份主要報章訪問。他

在訪問中透露，播音室擬設於郵政總局大樓

內，政府已預留 6,000 元裝修播音室。他說，

有了正式的播音室，便可推出音樂、教育以及

其他公眾有興趣的節目，政府正添置器材用以

現場轉播宗教節目、管弦樂表演，甚至轉播倫

敦的節目等等；或者在星期六晚上播放跳舞音

樂，在公眾場所轉播，讓市民大眾可以享受廉

宜的舞會。音樂以外，另一項構思就是教育節

目，他認為，電台是非常有效的媒體教授華人

英語，也希望製作節目，讓一些曾經在中國生

活的人，分享在中國的見聞。市民要接收這些

節目，除了要購買收音機外，還要向政府申請

牌照，有關牌照每年收費五元；他有意向政府

建議，把六成至七成的牌照費收入，撥歸廣播

機構作為節目營運開支，他也不忘在呼籲市民

要接收廣播，必須申請牌照，又大派定心丸，

指除了年費以外，便沒有其他收費4。

從訪問中可見，政府這時已經基本為政府

的廣播服務定出框架：維多利亞山發射站提供

廣播服務（其他發射站另有用途）、添置器

材、物色播音室、人才培訓、節目內容、以至

牌照費收入支持節目開支等等，就連具體操作

上會設立一個委員會負責節目發展也考量到，

不可謂不周詳。

但香港的廣播最初並非由政府推動，乃肇

始於民間，由一班無線電技術愛好者經過多年

嘗試，最後促成殖民地政府啟動由官方承擔的

廣播服務。那麼，香港電台前身的政府廣播服

務何時開啟？過去有不同說法。一說是 1928

年 6 月 30 日，另一說法指是 1929 年 10 月 8

日，事隔八十多年，文獻散失，要考證這個日

子殊不容易。且讓我們時光倒流，看看上世紀

二十年代，無線電廣播如何在香港滋長發展。

無線電學會的推動

根據資料，香港首次廣播試驗在 1921

年，無線電波由畢打街的香港大酒店與雪廠街

的香港電訊報辦公室之間傳播5。

二十年代初，世界各地已經開始有電台廣

播，由電報發展而接續登場的電話通訊、無線

電傳播，就一如今天的智能電話與平板電腦，

屬潮流產物。1923 年，幾位無線電愛好者組

織成立香港無線電學會，推動無線電廣播，旋

即吸引近百人加入成為會員，不過，政府對此

學會的成立，顯得手足無措，對傳送訊號有何

要求、是否要規管廣播，均無政策，要等英國

內政大臣的指示以及來自英倫的專才到港，再

行定案。

從殖民地政府與香港無線電學會的往還的

書信可見，當時政府內部並無相關專才，在處

理安裝接收器牌照的申請上，甚至提出由學會

協 助 。 在 學 會 成 立 差 不 多 半 年 後 ， 輔 政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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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啟動?

Fletcher 於 10 月 23 日給學會的信函才明確表

示，只要符合海軍對波段及時間的規限，原則

上不反對學會試播 6。學會主席對這封「不反

對通知書」，顯得躊躇滿志，相信很快就可以

每天提供節目，甚或每一至兩個星期，安排特

備節目。學會的測試也得到香港大酒店及一間

通訊器材公司（Radio Communication Co.）的

支持，於每日傍晚六時試行廣播。

學會成立一年後，發現政府態度愛理不

理，顯得有點意興闌珊7。就在這個時候，殖民

地政府卻就本地廣播服務，粗略地規劃了框

架—透過一個廣播電台，發送颱風消息、警察

的警告以及一些關乎公眾利益的訊息，下一階

段則播送音樂節目8。

政府原先計劃在 1925 年設立廣播電台，

但結果無付諸實行，廣播測試繼續由無線電學

會支撐。1926 年 8 月學會也感到財政緊絀，

甚至要登報徵收會員以增加收入。

緊隨無線電學會的努力，青年會轄下的娛

樂 委 員 會（ Y . M . C . A .  E n t e r t a i n m e n t 

Committee）在 1927 年底接力（其委員會主席

R. Sutherland 於 1929 年獲委任為廣播節目委

員會成員），青年會參與廣播，主要是服務英

國駐港部隊。跟無線電學會一樣，青年會也獲

得商界襄助，在灣仔一個小型單位發送廣播訊

號；小試牛刀之後，得到利舞台的東主利希慎

答應，借出天台擺放發射器，廣播訊號得以大

大提升9。

上世紀二十年代唱片錄音技術的突破，間

接造就了廣播的發展，L. H. King 曾經在訪問

中提到，播放唱片的效果，彷如聽現場演奏，

音樂成為節目內容一個主要部份，增強了政府

對這個服務的信心；加上報章不時報道外地電

台發展的消息，商界對訊號測試的支持，也反

映本地有一股推動廣播發展的助力。

電台啟播日期

回到政府廣播何時啟動的問題上，1928

年 6 月 20 日政府宣佈以 G.O.W. 進行音樂節目

測試，與過去由民間不定時的作廣播測試大不

相同，從第二天政府公佈的廣播計劃，可以見

到香港的廣播服務的雛型。

然則，「1928年6月30日呼號為「GOW」

的香港電台正式啟播 」10 之說，又從何而來？

這就要從港台珍藏的一套《廣播節目委員會會

議紀錄》說起。

話說在 1938 年 6 月 22 日的會議上，委員

會主席（E. I. Wynne-Jones）表示，香港廣播

電台在十年前的６月開始節目廣播，我們應以

某種形式慶祝電台廣播十周年；他認為，6 月

30 日星期四是一個合適的日子，並已邀請總

督 A. W. Bartholomew 以及委員會首任主席 N. 

L. Smith 出席慶祝活動。就此，委員會決定了

當天特備節目內容，並議決把這個消息通報英

國廣播公司、馬來西亞、澳洲、印度及紐西蘭

等英聯邦廣播電台 11。由此可見，6 月 30 日是

電台慶祝十周年的日子，而並非甚麼啟播日

期。

另一說法指：「香港電台是香港地區最早

的廣播機構……，正式啟播在 1929 年 10 月 8

日。」12 廣播節目委員會在 1929 年成立後，

於是 9 月 24 日召開第二次會議，主席在會上

宣佈，護督 W. T. Southorn 已應允出席在 10

月 8 日舉行的音樂會。9 月 27 日China Mail 的

報道指，委員會將舉行開幕音樂會，護督將在

新播音室發表講話 13。從委員會的會議紀錄及

當年的報章報道，電台早在委員會成立前，已

有節目廣播，而 10 月 8 日是護督答允出席電

台活動的日子，音樂會似乎是為慶祝新播音室

啟用，多於為電台啟播而舉行官式儀式。

殖民地政府於 1928 年 6 月 20 日的宣佈，

突顯廣播由民間正式納入官方系統內，若以由

政府承擔的廣播服務來界分，則該項宣佈很明

顯是一個分水嶺，香港廣播由那時起踏入另一

個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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