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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三月十四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粵劇及其他中國戲曲的推廣  

 
目的  
 
 本文件闡述政府在推廣粵劇和其他中國戲曲的工作，供

議員備悉及討論。  
 
 
背景  
 
推廣粵劇及其他中國戲曲的政策目標  
 
2. 正如行政長官去年在施政報告中提及，粵劇是既高雅又

普及的藝術，亦是本土文化的代表；政府致力保存、推廣及

發展粵劇。  
 
3. 在推廣粵劇方面，政府訂立了以下方向及目標推動粵劇

的承傳和發展﹕  
 

a) 發展粵劇場地；  
b) 推動粵劇教育及拓展觀眾、鼓勵社區及民間參與； 
c) 培育粵劇專業人才、繼承傳統及鼓勵創作；  
d) 促進粵港澳合作、推動文化交流；  
e) 保存粵劇精粹、展示文物珍藏；及  
f) 推廣粵劇為重點旅遊項目。  

 
4. 我們現時透過民政事務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

署）、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香港演藝學院（演藝學院）、

教育局、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及區議會等互相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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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協力弘揚粵劇藝術。在推廣其他中國戲曲方面，政府

希望讓市民接觸及欣賞多元的中國文化及藝術，強化香港作

為國際文化大都會的角色。  
 
推廣粵劇的具體工作  
 
成立粵劇發展諮詢委員會  
 
5. 民政事務局於 2004 年 5 月成立粵劇發展諮詢委員會（粵

諮會），就推廣、保存、研究及發展粵劇的政策及事宜向政府

提供意見。粵諮會針對粵劇發展的需要，不斷構思不同的粵

劇發展計劃，並邀請粵劇界不同專長的代表參與工作小組提

供意見；粵諮會亦曾召開公眾諮詢會議及專題討論會收集粵

劇界的意見。粵諮會轄下設有三個專責小組，分別為場地、

推廣及承傳專責小組，在不同的範疇輔助粵諮會的工作。  
 

設立粵劇發展基金  
 
6. 為配合粵諮會的工作，民政事務局於 2005 年 11 月成立

粵劇發展基金（粵劇基金），目的為籌募捐款支持和資助有關

粵劇發展的研究、推廣及延續粵劇發展的計劃和活動。粵劇

基金由顧問委員會及其下執行委員會管理。至今粵劇基金籌

得超過 2,000 萬元，在兩年間共撥款約 1,200 萬元，支持本地

團體或個別市民推行約 180 項粵劇發展計劃。  
 

康文署成立節目與發展委員會及中國傳統表演藝術小組  
 
7. 康文署於 2007 年 1 月所設立的節目與發展委員會，轄

下的 6 個演藝小組中包括中國傳統表演藝術小組。中國傳統

表演藝術小組所負責的藝術範疇涵蓋粵劇和其他中國戲曲。

該委員會及各演藝小組的職責是為康文署提供有關演藝節目

策略（包括本地、內地和海外）的意見，及制訂有系統和可

持續發展策略，以發掘及支援新進和小型演藝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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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粵劇場地  
 
8. 政府十分理解粵劇界對演出、培訓及排練場地不足的關

注，及設立永久演出場地的訴求，並一直與香港八和會館保

持緊密聯繫，就有關問題交換意見。我們已計劃開拓以下不

同規模的場地，以配合粵劇（包括其他中國戲曲）的發展需

要：  
 

a) 「西九龍文化區」（西九文化區）內設戲曲中心  
「西九文化區」內擬興建一座專為粵劇及其他中國

戲曲而設的戲曲中心，中心將包括大型（1,200 至

1,400 座位）和小型（400 座位）劇院、排練設施及

其他配套設施，以長遠解決粵劇場地的問題。  
 

b) 將油麻地戲院及紅磚屋改建為戲曲活動中心  
改建後的油麻地戲院及紅磚屋將包括一個設有約

300 座位的小型劇場、數個小型排練室或活動室，

主要供粵劇新秀作小型演出及培訓之用。改建工程

預計於 2009 年動工，2011 年完成，而改建費用估

計為 1 億 2 千萬元。  
 

c) 高山劇場加建新翼大樓  
加建新翼的工程包括興建 1 個約 600 座位的中型現

代劇場、數個大型排練室及錄音室，預計於 2010
年動工，2012 年完成，估計建築費用為 4 億 5 千萬

元。康文署亦會繼續改善現有高山劇場的設施，以

務求更配合粵劇演出的需要；政府期望高山劇場的

新舊劇院可產生協同效應，進一步推動粵劇的發

展。  
 
d) 八和粵劇學院培訓場地  

康文署自 2004 年開始將深水埗通州街公園內的數

間壁球室租予八和粵劇學院，並在最近一年進行改

建以提供更合適的培訓設施。康文署亦撥出通州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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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內空置地方改建為辦公室，及提供租金減免予

八和粵劇學院。  
 

政府將繼續因應粵劇界的發展需要，探討在不同地區設立不

同規模的演出場地、配套培訓或排練設施的可行性。  
 

9. 康文署及藝發局亦利用現有場地支援粵劇演出，包括以

下措施及計劃：  
 

a) 粵劇界為康文署的重要「場地伙伴」  
就「西九文化區」落成前的過渡安排，政府鼓勵粵

劇界參與康文署的「場地伙伴計劃」，以能在未來

數年於康文署轄下大型而固定的場地演出粵劇及

進行配套活動。康文署正進行評審工作，預計於

2008 年上半年公布申請結果。  
 

b) 在康文署演出場地實施優先租訂政策及場租減免  
康文署自 2004 年底開始實施粵劇演出優先租訂政

策後，在 2007 年內，高山劇場的足本粵劇及折子

戲演出已增至 127 場，粵曲表演則有 118 場。康文

署將不斷檢討優先租場政策的成效，以及繼續改善

有關政策以照顧粵劇界在場地上的需要。  
 

c) 新光戲院戲曲場地伙伴試驗計劃  
康文署撥款支持藝發局推行新光戲院戲曲場地伙

伴試驗計劃，於 2006 至 2008 年間讓粵劇團體，尤

其新秀可於新光戲院踏台板，增加演出經驗。藝發

局亦計劃資助藝團於新光戲院進行以學校為對象

的導賞工作坊及觀劇活動。  
 

推動粵劇教育及拓展觀眾、鼓勵社區及民間參與  
 
10. 康文署、粵劇基金及藝發局均有主辦或資助主題性及大

型的藝術教育、社區推廣及觀眾拓展計劃；另亦支持試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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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教育研究計劃，以提供範例給學校參考，例如社區文化

大使計劃、學校文化日計劃、高中生藝術新體驗試驗計劃、

粵劇教學研究及試點計劃、青少年及社區粵劇推廣計劃。  
 

11. 在發展粵劇課程及提供相關師資培訓方面，主要進展如

下﹕  
 

a) 課程發展議會於 2003 年所出版的《音樂科課程指

引（小一至中三）》已建議教師透過多元化的音樂，

包括粵劇音樂，發展學生的音樂能力。為了讓教師

掌握粵劇知識及學與教的技巧，教育局自 2000 年

開始持續為中小學教師舉辦多個粵劇學與教的工

作坊及講座。  
 
b) 在 2009 年推行的新高中課程，粵劇音樂已列入音

樂科的必修和選修單元內；而在新高中的中國文學

科內，學生亦可透過選修單元研習粵劇的文本。新

高中課程「藝術發展」學習經歷的設置，也為各高

中學生提供繼續接觸和學習粵劇及其他中國戲曲

的機會。  
 
c) 在大專院校方面，現時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教育學院及香港演藝學院均有

向學生提供有關粵劇或戲曲的課程。  
 
12. 粵諮會不斷推動及鼓勵更多民間團體參與推廣和發展

粵劇的工作，其中一位粵諮會成員創立了由商界人士組成的

非牟利團體「粵劇藝術營運創新會」，以推動粵劇發展、協助

粵劇界引進創新的管理方式和市場推廣策略為目標。  
 
培育粵劇專業人才、繼承傳統及鼓勵創作  
 
13. 為了讓粵劇藝術持續發展，演藝學院、藝發局、粵劇基

金及康文署透過以下各項工作提供專業培訓、為具潛質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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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提供提升水平的機會，並支持延續傳統劇目及推行創新改

革的計劃：  
 

a) 支持專業培訓課程  
演藝學院早於 1999 年便開辦兩年全日制粵劇文憑

課程，招收中五或以上程度的學生，其後由 2001
年開始更舉辦兩年全日制粵劇深造文憑課程。民政

事務局由 2007-08 年度開始，撥款支持演藝學院的

全日制及晚間兼讀粵劇課程，課程包括表演、音樂

伴奏、創作及研究。  
 
另外，藝發局自 1996 年開始，一直資助八和粵劇

學院的晚間兼讀表演培訓班及其他短期課程，而康

文署則主辦粵劇表演培訓班的實習及結業演出。  
 

b) 透過資助粵劇團培育新秀  
粵劇基金推出「香港梨園新秀粵劇團」三年資助計

劃，加強培訓粵劇接班人，並撥款共 300 萬元由 2008
年開始連續三年資助「香港青苗粵劇團」的運作。

該團已透過公開招募的方式，聘用 10 位新秀作駐

團演員，當中包括演藝學院畢業生及其他年青演

員。  
 
藝發局在 2007-08 年度增撥資源，透過「一年資助」

（資助藝團一年的運作及活動製作費）支援「香港

青年粵劇團」的卓越成長，該團的主要成員為八和

粵劇學院的畢業生。  
 

c) 支持新秀演出以提升水平  
粵劇基金成立以來已撥款約 600 萬元支持了超過

110 項由新秀主演或由老倌與新秀合作演出的計

劃，以扶植新秀演員。藝發局除了一直提供「計劃

資助」支持新秀演出，亦將於 2008-09 年度新增「新

苗計劃資助」，培育新進藝術工作者進行專業的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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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活動。此外，康文署透過邀請新秀參與其主辦的

「社區粵劇巡禮」及免費粵劇粵曲表演活動，豐富

他們的演出經驗。  
 

d) 資助傳統演出及委約卓越創作  
隨着時代的進步，粵劇界在保存傳統功架的表演程

式之餘，亦需拓展新一代的觀眾，透過創作新劇

目、發掘新題材，並配合舞台技術、佈景和服裝等，

以加強傳統戲曲的吸引力。為配合粵劇在繼承及改

革創新的需要，康文署、藝發局及粵劇基金均有主

辦或資助傳統及創新劇目的演出。  
 

促進粵港澳合作、推動文化交流  
 
14. 2002 年 11 月，粵港澳文化合作第一次會議在香港舉

行，三方簽署會議紀要，其中決定在粵劇方面開展三方文化

合作，其後並成立小組專責加強三地「弘揚粵劇藝術」的工

作。至今三地的主要合作項目包括粵劇日、「粵劇申遺」及《粵

劇大辭典》、合作演出及粵劇國際研討會。在「粵劇申遺」方

面，三地已成功於 2006 年向國家文化部申請將「粵劇」列為

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我們會繼續與粵澳

兩地共同籌劃，申請粵劇成為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

「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  
 
15. 在推動與其他地方的文化交流方面，粵劇基金資助了數

項往內地及加拿大的考察或演出活動。另「藝術發展基金」

亦資助了數項出訪內地及歐美的粵劇及京崑藝術的演出計

劃；該基金專為本地藝術家或藝團提供外訪交流的資助。  
 
16. 此外，民政事務局透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

處及其他駐外的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推介本地粵劇，如我們

早於 2000 年已曾撥款支持香港八和會館參與「北京中國戲劇

節」及「南京中國藝術節」，及支持香港粵劇界組成代表團，

在 2006 年赴加拿大參與「香港文化匯溫城」的演出。駐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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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事處於 2007 年 10 月更邀請香港八和會館訪京演出折子

戲，以慶祝香港回歸 10 周年；另香港駐紐約經濟貿易辦事處

正籌備於 2008 年底邀請一個本地粵劇團到紐約訪問和演出，

藉此向美國的主流觀眾介紹粵劇藝術。  
 
保存粵劇精粹、展示文物珍藏  
 
17. 康文署、藝發局及粵劇基金支持粵劇文物的保存以及歷

史的研究，並透過以下方式與市民分享粵劇藝術的精粹﹕  
 

a) 收藏及展示粵劇文物及電影  
香港文化博物館蒐集各類粵劇文物，達 2 萬多件。

除設有粵劇文物館固定展出粵劇文物外，博物館並

不時安排專題展覽，包括「粵劇花旦王－芳艷芬」、

「文武兼擅－吳君麗戲劇藝術剪影」等。香港電影

資料館現存戲曲電影（包括粵劇電影）共 248 套，

可供市民觀賞。  
 

b) 保存傳統排場戲及名伶首本戲  
排場戲為傳統粵劇演出的既定程式，很多幾近失

傳。康文署曾多次安排香港及內地的藝團演出傳統

排場戲，而香港文化博物館亦作專題研究和記錄，

至今錄製超過 20 套傳統排場戲，包括《搜宮》、《父

子干戈》及《水戰》等。康文署在主辦粵劇名伶首

本戲演出的同時，如獲有關演員及樂師同意，博物

館亦會安排多角度錄影，全面反映他們唱、做、唸、

打的造詣，供後學參考。  
 
c) 設立戲曲資料中心  

藝發局於 2000 年開始撥款支持香港中文大學戲曲

資料中心的運作，該中心收藏、整理及保存中國傳

統戲曲的資料，並設網上資訊及電話查詢等服務。 
 

d) 資助資料保存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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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發局及粵劇基金均有資助粵劇粵曲書籍出版、和

其他資料保存及研究計劃，如香港中文大學「神功

戲資料普查」，以及林家聲先生和芳艷芬女士的保

存出版計劃等。  
 
推廣粵劇為重點旅遊項目  
 
18. 旅發局自 2002 年開始，針對旅客對傳統文化的興趣，

舉辦「文化萬花筒」活動，把粵劇項目納入宣傳推廣；旅發

局並得到香港文化博物館的協助舉辦「粵劇導賞團」，逢星期

六帶領旅客欣賞粵劇表演，現已成為一項受歡迎的旅遊文化

體驗活動。旅發局還在網上宣傳及安排外國傳媒採訪香港現

正及即將舉行的粵劇表演。  
 
19. 至於神功戲演出，旅發局在傳統節慶，如天后誕、譚公

誕及長洲太平清醮期間，均重點作出介紹，鼓勵旅客前往戲

棚觀賞演出。  
 
投放於推廣粵劇的資源  
 
20. 在 2007-08 財政年度，我們投放於粵劇發展的資源約

3,500 萬元。另外，由康文署或藝團主辦、於署方轄下 13 個

演藝場地演出的足本粵劇及折子戲（不包括粵曲表演）的總

場次，由 2005 年的 241 場增至 2007 年的 327 場，觀眾人數

由約 15 萬增至約 22 萬。康文署於 2008-09 年度預算舉辦超過

350 場演出，其中收費演出約 100 多場。  
 
推廣其他中國戲曲的工作  
 
21. 康文署及藝發局均有支持其他中國戲曲的推廣，在這方

面的主要工作為：  
 
 

a) 康文署推廣其他中國戲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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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文署一直積極推介具代表性及價值的其他傳統

中國戲曲，包括不同流派的經典劇目，並邀請崑

劇、京劇、越劇、川劇以及不同地方劇種的團體來

港演出，如「中國地方戲曲選」、「古道戲情」等系

列。此外，亦透過「社區文化大使計劃」向市民大

眾推廣其他中國戲曲，活動包括導賞∕示範、工作

坊、電影欣賞、座談會及學員結業演出等。  
 

康文署亦安排深入淺出的實驗戲曲小劇場，吸引年

青觀眾從新的角度探視中國戲曲藝術的多變性；另

外還安排戲曲專題研討會、講座、導賞座談會及展

覽，以提升觀眾的欣賞能力。所有康文署主辦的中

國戲曲表演，均附設中英文字幕，吸引本地及外地

遊客欣賞。  
 

2008-09 年度康文署計劃舉辦超過 100 多場其他中

國戲曲表演，其中收費演出約 40 多場，預計吸引 3
萬觀眾。  

 
b) 藝發局支援其他中國戲曲的發展  

藝發局自成立以來一直有支持京、崑、越劇及木偶

戲等粵劇以外的其他中國戲曲劇種的發展，並且自

1998 年開始透過「行政支援資助」（資助藝團一年

的行政運作費用）及其後的「一年資助」支持京崑

藝術團體的發展，亦曾於 1997 年透過「行政支援

資助」支持一個越劇團的運作，至今藝發局透過上

述資助支持的其他中國戲曲團體的資助總額超過

720 萬元。  
 

藝發局共支援 10 個藝術組別，在 2007-08 年度用於

戲曲（包括粵劇）藝術組別的資源佔總撥款額的

10%，即共約 700 萬元；該局預計 2008-09 年度的

戲曲（包括粵劇）發展撥備超過 880 萬元。  
 



 

 11  

 
未來路向  
 
22. 我們會繼續致力承傳、推廣、提升和改革粵劇，以及紓

緩粵劇表演場地短缺的情況。  
 
 
 
民政事務局  
2008 年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