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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八和會館 

─ 對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核心文化藝術設施委員會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之意見 

 
前言 

西九龍文娛藝術經歷八年多的醞釀，特區政府終於放棄

單一招標，重組核心文化藝術設施委員會，聆聽社會各方面

的意見，足見特區政府的務實態度。同樣地，對於一個關於

香港未來三至五十年藝術發展環境的大型計劃，香港八和會

館作為香港粵劇界別的代表，世界粵劇主要源頭之一，我們

不得不小心審視特區政府相關事項的每一步發展，期望能夠

做到特區政府文化藝術施政、香港市民傳統文娛藝術生活、

香港粵劇藝術發展事業、世界粵劇藝術事業的長遠發展，四

方面皆取得完滿結果的四贏局面。 

 

贊成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之意見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認同各界人士的意見，認為「西九」

需發展表演場地，以達到卓越的藝術水平、加強藝術界的活

力，以及促進綜合發展。小組的理念是「西九」應該成為世

界級的綜合文娛藝術區，對本地居民和外地遊客均具不容錯

過的魅力；「西九」同時也應該為香港藝術界保持長遠的發

展活力，具備一流的軟硬件配套設施，有助本地和外地創意

人才的培育發展，能與國際藝術團體結成策略伙伴，使「西

九」能成為國際及地區文化藝術中心。與此同時，「西九」

也應在收費合理的情況下，鼓勵民間參與，培育管理及各方

面藝術專才，以自負盈虧的形式經營，並讓藝術團體在公平

WKCD-368



香港八和會館－對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核心文化藝術設施委員會表演藝術及旅遊小組報告之意見 

 2

競爭下的環境百家爭鳴。 
 
贊成文娛藝術區表演藝術場地設施的定位及粵劇表演場地

的設計 
 
  小組認為「西九」表演藝術場地應與商業設施結合，產

生協同效應，同時顧及「中心文化藝術區」的概念，為未來

的有機及可持續發展，預留足夠空間，並與附近地區融合，

培養周遭的文化藝術氛圍，從而成為吸引外地遊客及本港市

民的好去處。 

  小組提出為粵劇建立一間約 1200 至 1400 座位的劇院，

一間 400 座位的小劇院，一個戲曲茶座，設備齊全的排練室

和後台及其他配套設施，一個介紹戲曲藝術的小型展覽館，

售賣戲曲紀念品的商店及食肆。我們覺得小組已充份聆聽粵

劇界的聲音，並提出十分確切的建議。 

  此外，小組亦提出興建一間 2000 座位的音樂廳，一間

600 至 800 座位的室樂演奏廳；一個包括不同大小劇院的劇

院區，其中有一至兩間 2100 至 2200 座位的大劇院，兩間 500
至 800 座位的中型劇院，四間 250 座位的黑盒劇場，一個

15000 座位的巨型表演場地，一個佔地 30000 平方米的海天

廣場。 

  我們對這興建這些一流的表演藝術場地意見亦深表贊

同。唯是我們仍有小小顧慮：其一，香港粵劇藝術雖然一百

多年來均以商業運作，唯是社會科技的高速發展，市民生活

模式的轉變，確實令到不少藝術事業的商業運作模式被逼轉

變；所以，我們在提出和贊同藝術與商業的融合，產生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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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應的同時，也希望特區政府明白，文娛藝術區內部分商業

運作的收益，應該作為場地運作的補貼，避免全部支出均轉

嫁至藝團的實際經營運作之上。 

  而且特區政府的文化藝術政策，亦應明白藝術活動是提

高社會的創意思維，這亦是香港百多年來成功的主要因素，

因此特區政府在藝術資源的付出，將取回難以量化計算巨大

回報，不應因為自負盈虧而削減現有的資助。對於「西九」

及全港未來的藝術發展，特區政府至少應維持相當於原來預

設三百億的營運及藝術發展基金，或者這毋須以實質的基金

形式存在，而是為未來「西九」的營運和全港藝術發展，預

留相當的財政來源，例如「西九」商業運作收入等。 

  此外，八和會館作為粵劇界的代表，亦希望特區政府明

白，香港粵劇亦存在一些巨型節目製作，可能需要使用約

2000 座位大型劇院逾月；事實上，這兩年間亦有這種情況，

與此同時，香港亦經常在文化中心音樂廳這個 2000 座位的

場地舉辦粵曲演唱。所以，希望特區政府也能了解這方面的

情況，避免將來在場地使用上，出現不協調的情況。 
 
對於「其他有關考慮事項及技術問題」的意見 
 
  我們亦贊同表演藝術場地進駐「西九」的意見，也認同

較小型的團體毋須進駐劇場，可與其他藝術團體一同設於

「西九」區內其他鄰近場地的地點，而大型藝團須駐於場

內。我們也認同「西九」藝術場地須積極建立場地藝術特色

以及培訓人材的重要性。 

  然而，香港作為世界粵劇藝術的重心，至今仍未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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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代表香港的粵劇藝團，以及在培訓人材方面，亦未有一

個獨立而有規模戲曲藝術學校，這令我們擔心粵劇藝術在這

百年難得的機遇中，會否失之於臂，令到這一門可代表香港

藝術的一個獨特方面，難以為繼。因此，在發展「西九」的

同時，八和會館亦促請特區政府考慮相關的配套發展。 
 
結論 
 
  我們對特區政府今次的對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核心文化

藝術設施委員會的咨詢，十分欣賞，也深表贊同。只是希望

特區政府仍須正視及考慮香港粵劇界三方面的問題；其一，

作為香港粵劇未來的發展，以及「西九」未來的配套，作為

世界粵劇重心的香港，是否需要組織一個足以代表香港的專

業粵劇藝團；其二，從軟件的發展和配套，建立一所具規模

及全面性的戲曲藝術學校，是否也應在特區政府考慮之列；

其三，在未來「西九」的場地運用上，應該有靈活策略，以

符合不同藝術門類的需要。 

  從「西九」以及全港整體藝術的發展，香港粵劇界促請

特區政府考慮在商業營運和自負盈虧上，有更平衡的考慮，

避免因為資金不足，扼殺更多中小型藝團的發展空間，而且

在藝術資源調撥方面，充分了解藝術的回報在於社會的創意

思維，並非單一的金錢回報。因此，政府雖然未必需要按原

先設想設立三百億元的營運基金，但仍需要預備充足的藝術

發展資源。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