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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金马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王思齐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4)

  [摘 要]金马奖是台湾当局行政院新闻局,于1962年针对华语电影所举办的电影奖项;其目的是提

振台湾电影事业的发展,占领华语电影市场的制高点。作为首个华语电影奖项,在半个世纪的峥嵘岁月

中,金马奖始终是华语电影的领导奖项。不过,由于台湾电影产业日渐萧条,香港电影的蓬勃发展及中国

大陆地区的急起直追,金马奖独占鳌头的地位,已经转变为与香港金像奖及大陆金鸡奖三足鼎立的态势。
如何因应时势并积极改弦更张,以更符合时代潮流及社会期待的方式,针对参选资格、评审方式、进行程

序、颁奖方式等各个层面与国际社会接轨,是金马奖在未来必须积极面对的重大挑战与仔细应对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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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searchonGoldHorseAwardofTaiwan:Past,Present,andProspect
WangSiqi

(SchoolofHumanities,ZhejiangUniversityofTechnology,Hangzhou310014China)
Abstract:TheGoldHorseAwardswasestablishedin1962bytheNationalistGovernmentinTaiwanandthe

purposewastoboostthedevelopmentofTaiwan’sfilmindustryandtobetheleadingareaofChinesefilmsaround
theglobe.Alongwithanoverhalf-centuryhistory,GoldHorseAwardshasbeenwidelyrecognizedasthemost
prestigiousfilmawardinChinesefilms.Nevertheless,GoldHorseAwardshasalsogonethroughmanychangesin
political,economic,socialandculturalaspects.Especially,therisinginfluencefromHongKongFilmAwardsand
ChinaGoldRoasterFilmAwardshasmadeGoldHorseAwardfacemorechallengestokeepitsleadingpositionin
ChineseFilmCircle.Therefore,itisamustforGoldHorseAwardtodealwithallsortsenvironmentalchangesand
makeappropriatechangesforitsdeclininginfluence.Ingeneral,thisisappropriatelythemosturgentissueforGold
HorseAwardtothinkofandamongthemthemostimportantshouldbeengagingwithinternationaltideandfulfill
theexpectationoftheChineseFilmIndustryandtheChinese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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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金马奖(英语:GoldenHorseAwards)创始于1962年,是首个华人电影竞赛的项目;也是全球

 



首个华语电影奖项,其目的在于鼓励世界各地优秀的华人电影创作及发展,被誉为华人电影工作者

的最高荣誉。迄今,已将举办超过半世纪,在长期积累中,金马奖颁奖典礼不仅是华人电影业界极

受瞩目的年度盛会,金马奖也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电影奖项。历经不同的发展阶段,金马奖目前由

财团法人“中华民国”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主办与颁发,并和“金钟奖”和“金曲奖”并称为台湾娱乐

类奖项“三金”,也和1980年代开办的中国电影“金鸡奖”和香港电影“金像奖”并列为华语电影界三

大奖。
金马奖迄今已经举办了五十一届,自1962年起,除了1964年主办第十一届亚洲影展(今亚太

影展);1974年主办第二十届亚太影展;及1964年因电懋公司总裁陆运涛一行三十余人飞机失事

罹难而停办之外,金马奖每年都照例举行[1]。早年的金马奖并无入围名单,得奖者也是提前公布,
所有的得奖者皆在受奖台上排排站列,接受长官颁奖。直到1978年,才增列入围名单的程序,且当

年的颁奖典礼都选在10月30日或31日于台北市中山堂举办,作为台湾电影界向蒋介石祝寿的重

点活动[2]。
早期中国和香港并未设置类似的电影竞赛,金马奖因此受到台湾和香港电影从业人员格外的

重视。自1970年代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华语电影界最受瞩目的电影盛会,时至今日仍在

华语电影界具有指标性意义。同时金马奖筹委会也都会邀请香港电影金像奖筹委会、香港演艺人

协会、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香港导演协会等组织参与,并定期举行电影探讨会,以期提升华语电影

的素质。1980年代以前,由于台湾海峡两岸间的政治对立,金马奖评选对象以台湾和香港电影为

主;随着台海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开展,加上台湾电影工业衰落、香港电影工作人员流失等因素的

作用。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电影参加竞赛项目的数量不仅大增,并且逐渐成为入围奖项的大

宗。

二、缘起与更迭

  1957年,在台语电影兴盛时期,《征信新闻》(《中国时报》前身)举办“第一届台语片电影展览

会”,俗称“台语片影展”,并于11月30日在台北国际学舍举行颁奖典礼,由征信新闻社社长余纪

忠①主持;当时有32部电影参与角逐,典礼仿效美国奥斯卡金像奖模式进行,由颁奖人将奖项在现

场颁发给受奖者。奖项类别分为:由专业评审选定的“金马奖”11项,观众票选的“银星奖”10名,另
增设有“荣誉奖”1名和“观众票选优胜奖”10名。这是“金马奖”的名称首次出现在正式场合;不过

该台语片影展只举办了一届就停办,并且不被公认为首届的金马奖。
1962年,国民政府为促进岛内电影事业的发展,奖励优良“国语”影片和优秀电影工作者,由台

湾当局行政院新闻局创办了第一届“金马奖”[3]。“金马”二字源自金门、马祖两外岛地名的前缀;
由于金、马两地为冷战背景下,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军事对峙的最前线②,以“金马”命名该

奖旨在鼓励“中华民国”电影业界,能效法前线官兵的坚强奋发精神,努力开创新局[4]。同时,“金”
字也符合全球主要影展的惯例,具有“金字招牌”的号召作用。

金马奖创立之初,在奖励国语影片的目的下,规定参加角逐的影片须获得台湾当局行政院新闻

36第2期 王思齐:金马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①

②

余纪忠(1910年4月16日—2002年4月9日),籍贯江苏武进,台湾《中国时报》创办人,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常

委、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台湾篮球协会理事长、台湾当局“国家统一委员会”委员。余纪忠早年就读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

在大陆更名南京大学,1962年在台复校)历史学系,后赴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就读,学成返国服务。先后参与党、政、军、报业等职。
1949年来台后,致力报业和出版业,创办《中国时报》,为台湾最大的民营报纸。

台湾年轻男子依法须服义务兵役,在抽签决定服役单位时,若结果是在以往仍为战区的金门或马祖,役男常被戏称为中

了“金马奖”。



局所颁发的准演执照①,必须以国语发音或配音,内容必须配合台湾当局的政策或具深厚伦理教育

意义,且申请者须为台湾境内的制片公司或者曾参加台湾当地自由公会或经台湾当局使领馆认可

的华侨厂商。当时由于大陆地区的影视产业为一独立系统,且两岸依然对峙,另东南亚等华人聚集

国家或地区的影视工业并不发达,因此角逐金马奖的厂商基本上都是台湾的电影公司,导演和演员

则包含港台两地。
1968年起,金马奖改由台湾当局教育部文化局主办。1984年起,再改以台湾当局行政院新闻

局主办、民间电影团体轮流协办的方式进行。1990年,在顺应公营事业民营化的政策下,行政院新

闻局宣布决定将“金马奖”和“金钟奖”、“金曲奖”等“三金典礼”,由官方全部转交给民间团体主

办[5]。
1990年5月16日,电影联合会议中决定成立常设机构及执行委员会,即后来的“台北金马国

际影展执行委员会”[6]。由于该执行委员会并非法人组识,法律地位受到质疑,经新闻局与各团体

研商后,将该会并入"中华民国"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后,问题方得以解决[7]381。1991年7月1日,
在台北市影片商业同业公会的强力要求下,新闻局全面退出基金会的会务[8]。此后,金马奖由财

团法人“中华民国”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统筹主办,但仍接受新闻局的公款补助。该基金会所属“台
北金马国际影展执行委员会”于1992年更名为“台北金马影展执行委员会”(俗称“金马执委

会”)[6],敦聘9名至15名电影研究者和从业人员担任执行委员,设主席、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各1
名负责推动会务,下设营销宣传、竞赛和影展等3组,办理台北金马影展②。影展分为“国际影片观

摩项目”和“华人电影竞赛项目”两大部分:“国际影片观摩项目”以售票方式筹款,加上电影事业发

展基金会的补助运作;“华人电影竞赛项目”则由台北金马奖执行委员会专责处理[9]。

三、改革与开放

  创立金马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奖励国语影片的发展,因此创立之初就规定参加角逐的影片

须获得台湾当局颁发的准演执照,必须以国语发音或配音,内容能够配合政府政策或具备深厚伦理

教育意义,且申请者须为台湾境内制片公司,曾参加台湾当地自由公会或经使领馆认可的华侨厂

商。从以上规定来看,金马奖创立之初,基本上就是以台湾本地自产自制的国语片为主的电影竞赛

项目。这种独尊国语片的限制,也连带地导致台语电影的式微。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这种以台湾

产制的国语片为主要参选作品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
蒋经国执政后期,渐渐感知到“反攻大陆”的无望,于是将注意力至于台湾本土的建设。在政策

松动及本土化意识抬头的环境下,金马奖原本强调以国语发音或配音的条件逐渐遭受挑战。1983
年,侯孝贤导演改编自台湾乡土作家黄春明同名小说的《儿子的大玩偶》申报角逐金马奖,因该片描

述的主要背景为1950-1960年间的台湾社会,故片中兼用国语及闽南语发音,致使该片申报参加

金马奖时引发参赛资格争议。最终,新闻局决议因片中闽南语对白未超过全片一半,准许报名参

赛。由此可知,当时金马奖对于参赛影片在语言方面的重视。不过,《儿子的大玩偶》的获准参赛也

说明了这项规定的松动,及以闽南语作为电影创造元素的认同。
在影片资金、来源及是否经过审核准演等方面,金马奖在1990年代之前,是管控非常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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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台湾当时实施“戒严法”,对于报纸、杂志、书籍、电影、歌曲等艺文创作的发行,实行“审查制”,即政府对于所谓的“不当”
艺文创作具有查禁的权力。

营销宣传组负责所有厂商合作、造势及外围活动、媒体宣传和文宣刊物制作等业务;竞赛组负责华语影片竞赛、金马奖颁

奖典礼和国际数字短片竞赛等;影展组则负责影展内容策划、影片及影人邀约、字幕翻译制作、拷贝运送和影展现场执行等各项事

宜。



资金方面,虽然两岸关系已经逐渐融冰,但是在电影的投资方面依然強力管制,惟恐中国资金介入

台湾电影的发展,将其利用为统战工具。演员方面,则依然坚守非台湾和香港籍的演员不得参赛。
1989年,《三个女人的故事》虽然查无中国大陆资金并领有准演执照,获得参赛资格;但女主角斯琴

高娃为瑞士籍,不具台湾或香港两地身分,而无缘角逐最佳女主角奖项。此项规定于1991年起,开
放为只要是华裔人士都可参加个人奖项的报名,但需加入台湾或香港两地的电影团体者为限。

随着这个开放的风潮,台湾当局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于1992年通过,开放大陆编导演的比例不

超过半数的电影,可以在台湾上映。紧接着金马执委会也在1993年开放符合此资格影片报名参

赛,且该片的外籍或非华裔的从业人员也可以参加个人奖项的报名,惟外籍人士需参加三部以上台

湾电影制作,并提出加入台湾或香港两地相关电影团体的证明书始可报名。在新的规定下,马来西

亚籍华裔导演蔡明亮于1994年,以《爱情万岁》获得最佳导演奖;澳洲籍摄影师杜可风也于同年以

《东邪西毒》获得最佳摄影奖。不过,根据金马奖执委会的决议,中国编剧、导演和演员比例超过半

数的影片,即使得到第一类国际影展竞赛单元奖项并取得准演执照,如《霸王别姬》和《活着》,仍无

法参加金马奖。这项规定自1996年起改变,凡影片以华语为主要发音语言(含闽南语和其他方

言),则不限出品国、资金结构或演职员国籍,均可报名参赛,大陆电影自此正式取得参赛资格[10]。
1997年,为了因应时势,金马奖的定位扩展为全球华语影片竞赛;并于1999年进一步取消报

名影片须获得准演执照及大陆影片须获得大陆有关单位认证的资格限制。2000年起,更进一步开

放为只要影片的主要创作人员①半数以上为台湾电影人者,都享有评审团大奖和特别奖的报名资

格。2003年起,更取消了以华语作为“主要”发音的限制,片中使用的语言只要涉及华人地区所使

用的主要语言或方言,都可报名。因此,以日语对白为主的《吴清源》在2006年得以入围[11];以赛

德克语和日本语为主的《赛德克·巴莱》更于2011年获得最佳剧情片等五个奖项。
2007年起,因应跨域合作的趋势,只要导演加上半数主要创作人员为华人的影片都可报名。

2010年起,导演和其他主要创作人员中有五名(含)以上为华人的影片都能角逐。于是,由马来西

亚籍华裔导演蔡明亮执导,以欧洲籍演员主演的《脸》②获得2010年最佳美术设计和最佳造型设

计;同样由马来西亚籍华裔导演何蔚庭执导的《台北星期天》③获得2011年最佳新导演;新加坡出

品的电影《爸妈不在家》获得2013年最佳剧情片等四个奖项;日本籍演员永濑正敏得以《KANO》
入围2014年最佳男主角奖项的角逐。另外因应数字技术的发展,自2013年起规定参赛作品的格

式必须是35厘米拷贝或DCP数字档案④[12]。

四、入围争议

  作为主要的华人电影奖项,金马奖的角逐始终十分激烈,特别是早期,凡获奖者几乎成为华人

电影的领军者。正因为如此,金马奖的评审过程中,自然争议难免。其中主要的争议为:

2001年,由吉光电影公司出品,王小帅导演的《十七岁的单车》入围六项金马奖的评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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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包括:导演、男主角、女主角、男配角、女配角、原著剧本或改编剧本、摄影、美术设计、剪辑、原创电影音乐和音效等。
该片由法国卢浮宫出资邀请拍摄,整体预算高达450万欧元,是蔡明亮有史以来投资最高的一部作品。主要演员包含:

芬妮·阿尔丹(FannyArdant)、让-皮埃尔·利奥德(Jean-PierreLéaud)、让娜·莫罗(JeanneMoreau)、蕾蒂莎·科斯塔

(LaetitiaCasta)、李康生(KangshengLi)、马修·阿马立克(MathieuAmalric)、纳塔莉·贝伊(NathalieBaye)。
《台北星期天》,由曾获得戛纳影展国际影评人周两项大奖的何蔚庭导演执导,日本NHK电视台投资,菲律宾两大喜剧天

王巴亚尼·阿葛巴亚尼(BayaniAgbayani)、艾比·奎松(EpyQuizon)出演。
包括:导演、男主角、女主角、男配角、女配角、原著剧本或改编剧本、摄影、美术设计、剪辑、原创电影音乐和音效等。



果却颗粒无收。据说原因是先前有金马奖的评审,在申请台湾电影辅导金时违规操作,被吉光

电影公司的总经理徐小明曝光,而导致吉光公司的作品惨遭排除。为此,作为《十七岁的单车》
监制的知名台湾电影人焦雄屏感叹“金马奖已死。”

2003年,林依晨同时以《飞跃情海》入围该年的最佳女主角和最佳新演员两个奖项,结果

林依晨因为前一年在《空手道少女组》担任女主角而被取消最佳新演员的入围资格,并且在最

佳女主角的角逐中,也败给在《金鸡》中担任女主角的吴君如。

2006年,于1994年,以《爱情万岁》获得金马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两个奖项的蔡明亮,
再度以《黑眼圈》参赛,结果仅入围最佳女配角和最佳音效奖两个奖项,且评审团的评语为“无

法感动普罗大众”、“摄影像植物人”、“自我沉溺”……[13]。如此之大的审美落差让蔡明亮无法

接受,于是决定不再参与这两个入围奖项的角逐,并宣布:“今后我将永远退出金马奖评选。”不

过上届金马奖蔡明亮又凭借《郊游》获得最佳导演奖,如此的相爱相杀让蔡明亮也不知所措,所
以他这次的获奖感言是:“我和金马奖互相不喜欢。”

2008年,入围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的金城武,在名单公布六小时后被,因为日本国籍

的身分,被取消该奖项入围资格,成为金马奖史上最短命的入围者。

2010年,以《海角七号》入围最佳新演员奖的日籍女演员田中千绘则传出出道多年,且早在

多部电影中参与演出,因此入围资格备受争议。最终,金马奖委员会出面解释,新人奖中的首次

演出认定,在于是否担任片中的主/配角,客串性质的演出,在入围资格认定上不构成问题。

2010年,范冰冰经纪人穆晓光代表王学圻参加金马奖,主办单位在下榻的酒店,为每位受

邀者提供新台币三千元的消费额度,所以穆晓光在离开酒店时就带走了消费额度内的吹风机。
没想到金马奖组委会一直追到机场把吹风机要了回来,他们说:“这三千元的消费额度是我们

提供给金马颁奖人的礼遇,既然颁奖人没有来,穆先生就无法享受这个礼遇。”遭遇这件啼笑皆

非的囧事,穆晓光在盛怒下说:“我会偷吹风机吗? 这对人格伤害很大,行为极度恶劣! 我不会

善罢干休!”并且声称以后旗下的艺人再也不会出席金马奖,这其中就包括范冰冰。

2010年,第47届金马奖的影后争夺异常激烈,主要竞争者包含:《月满轩尼诗》的汤唯;在

《观音山》中宝刀不老的张艾嘉,在《唐山大地震》中猛学唐山话哭得撕心裂肺的徐帆。然而最

终得奖的却是在一部大多数人闻所未闻的《玩酷青春》中担纲主演的吕丽萍。全程陪同徐帆参

加电影节的冯小刚把妻子的落败原因归结为:金马看不起《唐山大地震》这样的高票房电影。
他在微博上说:“料定他们会有这手。《唐山大地震》大卖就已铸成今天的结果,卖了6.6亿还

把奖给你? 恨你还来不及呢。这是生态平衡。徐帆是路线斗争牺牲品。”

2012年,原入围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的《沉默如谜的呼吸》①和《惊惶》②,在入围名单于2012
年10月2日下午5点公布后,经过金马执委会查证并非影片原创歌曲,在与电影公司求证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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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词:周云蓬,曲:周云蓬,唱:周云蓬,出自影片《神探亨特张》。
沼泽乐队,曲:沼泽乐队,唱:沼泽乐队,出自影片《浮城谜事》。



认后,于同日晚间10点在官方网站公告取消两首歌曲的提名资格。

2014年,第51届金马奖尘埃落定后,突然间以一票之差和影后擦身而过的巩俐,让经纪

人曾敬超发表声明,炮轰金马奖,她说:“我这次来金马奖,特别感谢金马奖给我这次机会,让我

了解一个不专业的电影节是怎么样的,而且一个不公正的电影节,会让所有艺术人员瞧不起。
我不会再来这个业余的电影节,一点意义都没有。这是我第一次来金马奖,也是我最后一次来

金马奖!”见过大世面、经历过起起伏伏、担当过戛纳电影节评委和上海电影节评委主席的巩

俐,如此不顾风度,对金马奖来说,可谓当头棒喝,值得深思。

五、评审制度

  1978年,台湾当局行政院新闻局代理局长宋楚瑜邀请影坛人士座谈,征询意见后,决定仿效奥

斯卡金像奖,实施两阶段评审制度,即第一阶段评审阅毕全部参赛影片后,开会讨论,表决提出入围

影片及各单项名单并公布,然后再评选得奖名单,并于颁奖典礼时公布最后结果;此项制度于1978
年试办,1979年起正式实施。

金马奖历来评审委员是由金马执委会遴选电影从业人员和影评人等十多名专业人士组成,亲
自全程参与审片工作,但不得连续两年担任[13]。电影基金会董监事、金马执委会执行委员和当届

有制作影片的参赛者都不能担任评委。评审工作分为初选、复选和决选三个阶段。所有报名影片

进入初选阶段后,透过公开讨论和不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评选,且须获半数以上初审委员推荐才能进

入复选阶段。复审委员再对影片类、个人类奖项和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进行公开讨论、不记名

投票,进而产生入围名单;名单经评审团签名后,于复选会议结束后,召开记者会公布。决选会议在

颁奖典礼当天召开,针对入围名单公开讨论和不记名投票,得奖者须获半数以上复选和决选评委支

持;且仅有当届评审团主席、金马执委会执行长和律师知道得奖结果,经由专业律师公证弥封后,才
在颁奖典礼中揭晓[14]。由于所有金马奖评审委员都在严格规定和监督下完成审片、讨论和投票程

序,过程严谨丝毫不受外界影响,因此奠定它逾半世纪来在华语电影奖项中最受肯定、也被得奖者

视为至高荣誉的主因[15]。
然而,尽管过程严谨,却仍然不能杜绝争议的发生。主要的原因在于价值观的转变及参与范围

的争议。1982年,台湾新浪潮电影由《光阴的故事》发端,一时蔚为风潮,更在焦雄屏、黄建业等“新
派”影评人的大力推介下,成为当时台湾艺文界的新兴潮流;但在1984年后,多部走新浪潮电影路

线的影片票房收益不佳,导致新浪潮电影的风潮遭受某些“旧派”影评人的质疑,并因而引发新旧影

评之争及延伸到金马奖的评审工作的对立。
在认知和价值观不同的条件下,金马奖评审团的结论,往往被解读为偏重鼓励艺术色彩浓厚的

创作,但其艺术化、抽象化等呈现手法,往往无法反映市场的风向,并因此导致电影创作叫好不叫座

的现象。此外,因为多数评审对于台湾新浪潮电影的偏好,也引起许多香港和中国电影人的不满和

抵制。换言之,电影创作似乎只能在拍摄受评审青睐的艺术电影,或重视票房却不受评审青睐的商

业电影中,择一而行。这种昧于市场现实的评审价值观,让电影创作者陷入年以兼顾的困境,也让

金马奖在不接地气的条件下,与社会大众愈走愈远[14]。
此外,评审的原则也似乎缺乏代表性和广泛性,因此评审结果常常招致质疑或争议。事实上,

包括焦雄屏、侯孝贤、蔡明亮、王晶和陈嘉上等电影工作者,都曾批评金马奖的“小圈子”评审制度,
并呼吁金马奖设立类似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多轮、多人、多层面的电影评审制度,以及由专业影评人

等团体和各界观众组成的评审团餐与评审,以期在兼顾各方电影专业和商业市场考虑下,作出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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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性且符合社会期待的评审结果[14]。
2008年,周杰伦因为《功夫灌篮》,仅入围主题曲奖而对金马奖的审美取向提出质疑,他说:“评

审要有省思,有武打、功夫又具文艺的电影,应该比纯粹的艺术片更值得给奖。为什么很多影展就

是要看不懂的片子?”担任金马评审的影评人梁良曾则从另一个视角说:“颁奖标准应该更鲜明一

点,比如蔡明亮参加外国影展,因为你已经知道外国影展的口味。但现在金马奖就是因为没有任何

标准,所以大家都来了。主办单位把这个难题交给评审,这其实是主办单位该面对的,这个奖是什

么定位,什么形象,你追求什么目标,那是你的事。”也就是说,金马奖究竟是要鼓励工业,振兴电影

产业,还是要追求高冷艺术,都应该大胆亮出来,而不是在标准不明的状况下,给人一种在黑箱中,
搞各种平衡的印象,结果惹得各方都不高兴。

六、颁奖典礼

  1993年起,金马奖效法金钟奖、美国奥斯卡金像奖和法国戛纳电影节,于颁奖典礼前设置星光

大道,让受邀参加典礼的入围者、知名影人和其他各界人士经由铺有红地毯的动线进入会场,红毯

中段会安排主持人进行简短介绍与访问,同时接受现场群众的欢呼,以及媒体摄影采访,为典礼增

加曝光度和话题。[1]
金马奖主题曲《金马奔腾》是由音乐家樊曼侬和作词家孙仪合作完成,其歌词为“让金马带动,

电影的巨轮;如金之真纯,如马之奔腾;为艺术献身,至善至美至真;以喜怒哀乐,表达人生;让金马

精神,引导着我们;追求着理想,向前飞奔。”女高音蔡敏和台湾大学的百人合唱团率先于1980年颁

奖典礼演唱[16][17]。1981年颁奖典礼由孙仪担任制作人,重新编曲后再次邀请女高音蔡敏和三军

合唱团演唱。此后,除了张宇和张清芳曾于1996年合唱,[18]以及2014年典礼主持人陈嘉桦重新

诠释之外,大都仅以演奏配乐形式于颁奖典礼中呈现。
早期的金马奖典礼流程全由司仪一职执掌,主要工作是负责报幕、提调颁奖事宜、访谈得奖人

等,性质与现在的主持人差不多,但负责的工作项目更多。尽管早期的司仪不失幽默风趣,但仍不

免流于严肃、枯燥的官方气息,因此酝酿了后来加入主持人的一大转变,并承接司仪原先在主持方

面的工作[19]。近年来的司仪,专门负责幕后报幕的配音工作,是一份相当吃重的工作,需要相当的

历练才能胜任。历届在幕前的司仪有丁秉燧、安鹏等人,以及近年来活跃于“三金典礼”和亚太影展

幕后的贾培德[20]21。
1965年,主持人的职务正式加入颁奖典礼,且由时任新闻局长的沈剑虹亲自担任;1978年,由

王豪和凌波担任第一代主持人;1979年和1980年由蒋光超和张艾嘉担任[20];其主持风格多承袭

早期的典礼司仪,以维持金马奖的传统庄重风格,因此主持人可以发挥的空间有限。但近年来风格

已较过去自由许多,金马奖颁奖典礼的主持人常有“一台一港”互相搭配的传统,历届金马奖主持人

包括凌波、萧芳芳、黄沾、郑丹瑞、钟镇涛、邝美云、吴君如、冯德伦、郑裕玲和曾志伟等香港名人或明

星,台、港联动的逗笑幽默,颇受观众好评。一些非电影界的综艺节目主持人,例如胡瓜、陶晶莹、林
志玲、侯佩岑、徐熙娣和陈嘉桦等人也相继参与主持工作,但综艺娱乐化被批评过于八卦和低

俗[22]。2012年颁奖典礼由曾宝仪和黄渤担纲主持,其中黄渤为首位来自中国大陆的主持人。
2013年适逢第50届金马奖颁奖典礼,由蔡康永独挑大梁第7度主持,也创该颁奖典礼主持人身兼

决选评审的先例[1]。

七、结 语

  金马奖作为历史最为悠久的华人电影奖项,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奋斗历程中,为华人电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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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说不可磨灭。然而,也在这半个世纪中,华人社会也历经了各种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上的冲

击。特别是,在华人世纪到来的此刻,金马奖更与大陆地区的金鸡奖和香港的金项奖共同担负,将
华人电影推上国际舞台的重责大任。如何在参选资格、评审方式、进行程序、颁奖方式等各个层面,
参酌世界潮流,并与国际社会接轨,是金马奖在未来必须积极面对的重大挑战与仔细应对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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