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顧香港的無綫和彩色電視廣播誕生 

 

 五十年前的 1967年，香港的電視業出現突破發展，港

人迎來了無綫和彩色的電視廣播。如同很多新科技面世一

樣，無綫和彩色的電視廣播，最初也遇到不少挑戰和困難。 

 

 麗的映聲有線電視於 1957年 5月 29日啟播後，香港進入了電視時代。 隨

著電視科技快速發展，香港政府早於 1961年中就積極考慮引進無綫電視廣播，

委派了工作小組撰寫研究報告，及草擬監管法例，於 1964年 11月 4日完成立法

程序，批出一個為期十五年、享有五年專利的無綫電視廣播商業牌照，之後便招

標挑選承辦商，報載當時共有八個財團競投（註 1）。 最終港府於 1966年 1月

26日公佈，主要由英資的和記、太古，伙同華資的希慎、邵氏等組成的電視廣

播有限公司（簡稱 TVB）取得經營權。經過一年多的籌備，擁有中、英文台各

一條頻道的無綫電視於 1967年 11月 19日正式啟播。 

 

 在這五年多的醞釀期間，社會有不少聲音擔憂香港山多高樓多，會影響無綫

電視訊號的收發。但工程人員克服了這項困難，選擇了慈雲山這市內地勢較高的

位置興建發射塔，又陸續在全港不同的高山地點，包括金山、青山、九龍坑山、

南丫島及砵甸乍山等興建訊號轉發站，並推介市民使用俗稱「魚骨天線」的電視

訊號接收器改善電視畫面質素。因此天台佈滿「魚骨天線」的景象，也成了一代

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然而，在高山上興建訊號轉發站的工程難度頗高，TVB在金山的工程，便

發生了直升機墜毀意外，導致一死四傷，成為香港電視史上第一宗致命事故。事

發在 1968年 8月 30日，TVB租用了當時全港唯一一架商用直升機，運載器材

到金山山頂興建中的轉發站。近中午時份，直升機準備卸下第六批器材時，機身

突然失去平衡墜毀，一名搬沙工人蔡田走避不及，被機葉擊中當場喪生，機師及

地面三名工作人員受傷。當局要出動軍方直升機協助救援。 

 

 彩色播映方面，彩色電視機在 1967年中開始進軍香港市場，部份名牌電視

機更在酒店或大會堂舉行大型的推廣活動，但由於早期彩色電視機十分昂貴，黑

白電視機較為普及。而 TVB啟播初期，因技術所限，實地播映的節目並未能做

到彩色播放，所以很多人或許忘記了香港的無綫電視台是全球第一家啟播時就有



彩色播映的電視台（註 2），即是當時用戶只要擁有彩色電視機，便可收看那些

本身是彩色製作的電視節目和電影。 

 

 TVB早期公佈的節目表，都會註明哪些節目是彩色製作。英文台晚上播放

的節目九成以上都是彩色，啟播日首映的彩色節目，是下午 6時半播出的美國和

路迪士尼片集《彩色世界》。中文台方面，首個彩色節目是啟播晚 8時播出的外

國配音片集《鼠縱隊》（Rat Patrol)，隨後在 8時半播出的國語長片《楊貴妃》（邵

氏兄弟公司 1962年出品，李麗華主演），是首套在香港電視上播放的彩色電影。

啟播後翌日播出的綜藝節目《歡樂今宵》，到了 1971年 1月 26日農曆大除夕開

始由黑白轉為彩色播映，成為 TVB首個實地製作的彩色節目。 

 

 為了加強宣傳，TVB在啟播前兩個半月的 9月 4日起，在尖沙咀海運大廈

大堂舉辦為期一個月的無綫電視機展覽及試播活動。參展的電視機來自 35個生

產商，合其 100多具，最平宜的是一部港產 9吋黑白電視機，售價 395元，最貴

的是歐洲名廠的彩色電視機，售價 4800多元。日本生產的則屬中等價格。當年

政府文員二至十級的月薪，由 415元至 5000元，一般市民的月薪都在 1000元以

下。雖然那時收看無綫電視節目不用收費，但擁有無綫電視機，跟擁有有線電視

機一樣，要每年向政府繳付 36元牌照費。直到 1974年 4月 1日，香港政府認為

電視機不再是奢侈品，才取消這項徵費。 

 

 TVB在海運大廈的試播活動由中午 12時至 3時，及下午 5時至 7時半舉行，

除了請來歌星、樂隊演唱，還有時裝表演，影星訪問等環節，吸引了大批市民圍

觀。由於當時正值暴動高峰期，這項宣傳活動不幸亦成為襲擊目標。在 9月 23

日約下午 1時，工作人員在距離表演台約 50呎處，發現有兩個用鐵罐包裝的可

疑物品，其後證實是一真一假的炸彈，由軍火專家到場引爆，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到了 11月 19日（周日）啟播當天，中英文台

在早上 9時便開始現場直播澳門舉行的格蘭披治大

賽車。直至下午 4時，港督戴麟趾乘坐直升機，飛

抵位於廣播道的 TVB新廈，親臨主持啟播儀式。

TVB首個電視劇《太平山下》亦在當日晚上 10時

播出，是每周半小時一集的處境喜劇，以都市中產

家庭生活為題材。 

 

 啟播初期，中文台每天下午 4時半開播，周一至五先是播映粵語長片，6時

播《星報青年節目》，由許冠傑及蓮花樂隊主持；6時半是《體育節目》；7點半

是新聞報導；8點播映另一套粵語長片；9點半是《歡樂今宵》，10時半播晚間

新聞，11點是外國配音片集《愛登士家庭》。11點半便結束全日節目。周六、日

的開播節目分別是配音西片及各類體育比賽。 

 



 另外，TVB在新聞報導方面也有兩項嶄新的安排，就是新聞報導員全由男

性擔任，以別於麗的映聲由女性擔任新聞報導員的傳統，並起用華人擔任英文台

的新聞報導員，英語流利見稱的劉家傑是出任這職務的第一人。當時 TVB在其

官方刊物《香港電視》，以「一種打破傳統的行動，無綫電視用中國人主持英語

新聞報導」為標題，作兩版篇幅的介紹。(註 3) 

 

 當時麗的映聲有線電視為了應對競爭對手的啟播，除了提早開播及加強節目

內容，亦曾採取法律行動，以圖阻撓無綫的電視播映進一步擴展。在 1968年 4

月，由於港府修訂版權法例，有利 TVB可在公營屋邨安裝公共天線，引起麗的

方面不滿，在英國聘請大律師入禀香港高等法院，控告香港政府違反與麗的呼聲

公司的協議，要求禁制該修訂法例生效及索償，但同年 6月被判敗訴。 

 

 無綫電視廣播這種新興媒體的出現，正配合香港經濟起飛的轉變，普羅大眾

需要更多免費娛樂和資訊。所以短短幾年間，無綫電視的發展趨勢已不可逆轉。

根據香港政府 1973年初出版的《香港年鑑》，截至 1972年底，香港家庭有百分

之七十九點六安裝了電視機，其中五十五萬具是收看無綫電視，收看麗的映聲有

線電視的只有四萬三千具，可同時收看有線及無綫的有八萬三千具。麗的映聲也

不得不在 1973年 12月起，轉為無綫播映。直到二十年後的 1993年 10月 31日，

香港才再次出現收費的有線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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