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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演藝文化明顯佔 優勢的香港，中國傳統戲曲
觀眾老化、青黃不接的現象，已有好一段日子。不過
香港藝術發展局多年來進行的「香港藝術界年度調查
報告摘要」中的統計數字，如果仔細分析解讀，卻又
可以見出中國傳統戲曲在香港整個演藝文化版圖中的
另一個面貌。

節目雖然多 「普及」仍然遠

藝發局這份調查報告始自2007/08年度，最新公報的
2010/11年度所統計的數字來自香港22座場館合共45個
表演場地的演藝活動，於179個場地的公開展覽，和38
個場所舉行的電影節及獨立專題放映；這個年度於該
等場地進行的文化藝術活動超過6500個，每周平均超
過120個！就量而言，與世界文化名城相較亦無愧色。

整體統計而言，2010/11年度的演藝活動總場次首次
突破八千場（8138場），較上一年度有10.6%增長，但
觀眾人次的增長只有0.4%，也就是說平均上座率低降
了。但無論如何，兩者都是自統計以來，連續第四年
增長下的新高，見出2008年的金融危機，並未有帶來
負面影響，這總算是好的趨勢。

演藝活動的全年觀眾人次為329萬，這看來是一個不
少的數字，但相對700萬人口的香港來說，這其實說明
兩個事實，那就是香港每人每年平均只看0.47場節目

（這是假設觀眾全是香港人，所以實際數字應較此更
低一些），演藝節目在香港與「普及」的距離仍很遙
遠。另一個事實是，如果更多人成為演藝觀眾，就算
香港每人每年平均看一場演藝節目，即是現時的統計
數字翻一番，香港的演藝場館「日開夜開」都難滿足
到需求！

戲曲觀眾連續四年居首

「報告」中所提供各類演藝節目票房紀錄，近三年
來最高的卻是戲劇，2010/11年度為1.46億元，遠高於
掛於次席音樂的一億元，戲曲位列第三，只有8700萬
元，舞蹈則有4300萬元，排於末席的卻是僅有1800萬
元的綜藝及流行表演，估計是此類節目不少都是免費
節目，票價亦偏低所致。戲曲節目觀眾人次最多，票
房收入卻不及音樂，和戲劇差距尤大，這相信亦與戲
曲節目較多免費場次，和平均票價偏低之故。

「報告」中並未有提供各類演藝節目的分類票價，
但場次和觀眾人次卻可作出比較。就觀眾人次來說，
連續四年高居首位的仍是戲曲，2010/11年度為87.8
萬，拋離第二、三位的戲劇（76.8萬）和音樂（74.6
萬），近乎「雜項」的「綜藝及流行表演」亦有63.7
萬，遠遠拋在末位的仍是舞蹈（26.1萬），但這卻是舞
蹈四年來數字最高的一年，與上一年度相較，更有
25.4%的增長，在各類演藝節目中增幅最大，這其實
是因為在該一年度中舉辦了「香港舞蹈節2010」，因此
這只是「非經常性增長」。

解讀戲曲觀眾「持續」原因

戲曲節目的觀眾人次，四年來均高居首
位，這多少讓好些對香港演藝市場欠缺全景
觀視野的人士深感奇怪。其實戲曲（特別是
粵劇）是百分百的港澳地區的演藝文化，一
直具有龐大市場；即使近數十年來在香港文
化西方化和都市化的影響下，源於農業社會
的戲曲文化無可避免受到衝擊，面臨觀眾群
減少及老化的危機，但仍具有一定的市場。

「報告」中指出，2010/11年度100場訪港演出
的戲曲節目，超過半數由商業機構主辦，可
以見出戲曲節目仍可用商業運作形式來營

運。其實「報告」中的「28個場館舉行了1196個戲曲
節目，達1483場次，接觸的人數87.8萬人次」的數
據，看來仍未包括為數仍然不少的神功戲戶外演出，
也就是說，實際上的戲曲觀眾人次應較「報告」中為
高。

戲曲觀眾人次未有想像般急速下降，除了戲曲的本
土文化「血緣」關係外，另有一種說法是戲曲藝術節
奏較慢的特色，會較易吸引年長觀眾。這種說法或許
可以解釋戲曲觀眾老化現象「持續」而非「終斷」的
事實。但筆者個人的觀察卻認為長者較易接受戲曲藝
術的特色具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早年（年輕時，甚至
童年時期）已有一定的戲曲接觸經驗，年長（很多時
是退休後）才會成為戲曲觀眾。從「報告」中連續四
個年度的統計中，戲曲觀眾雖然一直高居各類演藝節
目首位，然而2007/08年度的93萬3千人次卻連續兩年
不斷下降，到2009/10年度只得87萬，減少了6%，到
最近這個2010/11年度才穩定下來，錄得87萬8千的數
字。這種持續下降現象，正好解釋上述的觀察。

這幾年間進入退休年齡的長者，正是五、六十年代
仍有機會在生活上接觸戲曲的一群，但此一族群隨
香港於七十年代經濟起飛，生活形態日趨西方化後便
不斷縮減，年長戲曲觀眾難免會後繼乏人而出現斷
層。為此，這些年來，戲曲培訓進入中小學，讓年輕
一代增加戲曲接觸機會，那確是戲曲救亡，培養戲曲
行當和觀眾接班人的正途；關鍵問題卻是，這些戲曲
培訓計劃的規模有多大，能接觸到多少年輕一代，怕
的是杯水車薪，救亡如救火，救亡亦無從談起了。

中樂西樂解讀結論相異

戲曲式微，原因眾多，現代人的生活形態改變是一
個大環境氣候的因素；這或許亦是音樂節目中樂演奏
和西樂演奏多年來場數比例懸殊的現象未能改變的主
要因素。中樂、西樂兩者的比例多年來維持在1比4.04-
4.65之間，最近這個年度中樂182，西樂816，比例是1
比4.48。如果考慮到音樂節目場次其餘三個類別，合
唱、歌劇和聲樂/演唱大多亦是「西樂」，中西樂的場
次比例差距便更大，這似乎證明「重洋輕中」的文化
大氣候在香港回歸後並未改變。

不過，不可不知的是，戲曲其實亦是中國民間音樂
中的一大類型，如將之亦作為中國音樂來統計，中國
音樂的場次和觀眾人次都會高於西方音樂了。為此，
如單憑音樂類來解讀中西音樂文化在香港演藝市場的
輕重，不僅不全面，且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

最後要提的是「報告」中帶出了一些疑問，戲曲類
統計再分為四類，粵劇外的另一大類為「曲藝演
唱」，英文的寫法是「Chinese Operatic Song」，看來是
指「戲曲清唱」；那麼，作為中國民間音樂中的另一
大類「說唱曲藝」（如南音、評彈等在內），可有包括
在內呢？如果沒有，那麼「說唱曲藝」又歸入哪一類
呢？ 文：周凡夫

羅懷臻是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全國戲劇創作高端
人才研修中心主任、上海市劇本創作中心藝術指導、上
海戲劇學院兼職教授。自上世紀八零年代起就致力推動
戲曲「現代化」和「都市化」的創新實踐。

在一般人看來，戲曲與城市似乎總有點隔膜，但在羅
懷臻眼中，戲曲就是城市化的產物，其繁榮與風貌都以
城市為標誌。「無論是國外的古希臘悲劇、莎翁的戲
劇，還是中國古代的元雜劇，其繁盛發展、成型，都是
以城市為標誌。戲曲的都市化，是強調只有戲曲獲得了
在都市中的生存、發展和繁榮，才真正意義上與時代共
存。」在內地，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戲曲在城市中的生
存愈發艱難，但在鄉村和小城市中還保留 許多傳統戲
曲的觀眾，所以興起了一波「送戲下鄉」的熱潮。「這
表面上是鄉村更有市場，但實質上是戲曲與時代脫節
了。每個時代的文化風氣和時尚都是以人群，特別是精
英人群積聚之地，比如大都市、大都會、首府、繁榮的
商業中心城市為標誌，戲曲退出都市的同時不正標誌
戲曲與時代的脫節？」這時提出戲曲的都市化，正是希
望戲曲能重返都市，回到現代人，特別是現代年輕人的
中間。

王寶釧也需要新結局

傳統戲曲要跟上時代發展的腳步，轉型不可避免。羅
懷臻認為，這其中最重要的是價值取向與審美觀念的改
變。他忍不住說起王寶釧的例子，王寶釧等待丈夫十八
年，最後等來的，不是獨一無二的愛情，而是帶 新老
婆回家的薛平貴。這個在古人眼中完美的道德形象放在
今天，總讓人覺得可憐可悲又可嘆。網上就有人戲言，
王寶釧是大婆讓小三上了位，還要感恩戴德，這是甚麼
道理？！羅懷臻直言，在傳統的故事中，王寶釧是男人
不離不棄的道德證明，這在夫權為上的古代社會中當然
很正常，但放在女性權力解放的今天，就顯得不合時宜
了。「這樣的故事要重返都市，首先要對它的內涵進行
改造，分辨清楚，十八年來，王寶釧到底等的是甚
麼？」

除了內涵的轉變，戲曲的表演方式在現代社會中也要
進行調整。以前的戲曲是「廣場藝術」，演出多在戲
台、廟台、田頭或是廳堂，舞台是簡單的鏡框舞台；到
了21世紀，劇場美學有了新的發展，觀眾的審美品味也
隨之轉變。「建立在廣場藝術基礎上的戲曲藝術放在今
天的劇場中顯得誇張、不真實；聽覺上覺得聲音很大，
失去了音樂的美感。視覺上，以前是廣場藝術，所以眼
睛畫得很大，衣服很寬，動作要很誇張，因為人在很遠
的地方看；現代劇場呢，表演近在咫尺，燈光也會營造
出類似特寫的感覺。這些方面都要隨 調整。」同時，
觀眾的觀賞習慣也變了，動輒三個多小時的戲曲演出，
對於心理節奏快速的現代人來說容易顯得「慢吞吞」。

羅懷臻說，戲曲是中國人特有的情感表達，「我們聽
歌劇，第一感覺是在聽聲樂，而不是和我們在交流情
感；但是一把二胡在那一拉，天涯啊海角，心一下會被
揪起來。就像聽到鄉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來路、族群
和血統，可能不經意中這種聲音最能牽動你的魂靈。」
但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觀眾與文化風尚，也自然有屬
於它的獨特的戲曲。在羅懷臻看來，當代戲曲人的任務
是要把傳統戲曲現代化、地方戲曲都市化，創造出屬於
現代這個時代的人的戲曲。

變或不變 方寸有度

那在創新的過程中，到底甚麼能變，甚麼不能變？羅
懷臻說，首先，地方戲曲的方言不能變，「廣東粵劇弄
個山東話在那唱，那還是廣東粵劇嗎？肯定不行！所以
以方言為基礎的聲腔不能改變，廣東人用喉結說話，所
以用喉結唱戲，都是和方言一致的。」其次，中國戲曲
描寫生活、模仿生活的寫意法則不能變。「中國戲曲對
生活的表現是只尋找一個媒介物。可以沒有河流和船
隻，但是必須要有一隻槳，這槳就可以製造出水波流動
的感覺和船的空間大小。沒有路，沒有馬，但是要有一
根馬鞭，暗示觀眾和生活產生的關係。以媒介物傳遞生

活真實，用舞蹈化寫意
的方式來表現生活和情
感，這是世界任何的戲
劇流派都沒有的完整的
美學體系，我看，這個
輕易不能變。」

但隨 生活環境的改變，戲曲中的生活內容卻要與時
俱進。例如老戲中有穿針引線縫衣服的場景，又或是用
衣角兜 飼料餵雞趕雞的場景，羅懷臻笑 說，現在90
後的年輕人從沒見過媽媽縫衣服，他們的媽媽也從來沒
縫過衣服；「都吃過雞，但沒看過雞怎麼養。這樣的生
活慢慢退出我們的日子了，但是新的生活的元素要補充
進來，得慢慢發展。所以，傳統程式化的表演也要面對
表現生活陌生的問題，我們熟悉的生活也需要以寫意的
方式來提煉，戲曲的發展是離不開時代的關係的。」

他強調，傳承與創新要順其自然，一味僵硬地全盤保
留傳統與一味求新求異一樣，都不是最好的方式。只想

復歸傳統就像到了宋朝仍然心心念念想要所有人去作
詩一樣，不僅事倍功半，也讓人錯失了屬於自己時代的
創作方式。「藝術自然會向前發展，刻意地、人為地去
做不大好。就像在宋朝，有一部分詩和詩人仍然存在，
但它的主體是詞和詞人。我們現在關心的是誰是主體的
問題。我們經常發生的爭論就好像是說：到了宋代，唐
詩仍然要是主體，我們不要宋詞，歪瓜裂棗，數典忘
祖。它不允許你有一種創新的磨合的過程。這不行。」
他認為，理想中的中國戲曲生態，就像一個兩頭尖中間
胖的橄欖。一頭是傳統的再進行，「就像我們不時把

《富春山居圖》和達芬奇的畫作拿出來看一樣，不是要
照 它畫，而是我們仍然感覺到它的價值，能從中得到
啟示。」另一頭則是用戲曲的元素探索新的樣式，比如
戲曲音樂劇、戲曲音話劇，又或是將戲曲元素融入電影
或時裝設計中，屬於有探索性質的創作形式。

至於中間，則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創作主體，「為當代
而創作，為現代人服務，利用歷史的審美原則和資源來
表現當代人。包括我們演古裝劇、歷史劇，立足點都應
該是當代人。今天再演王寶釧，一定要提出剛剛所說的
疑問，十八年後，可以讓王寶釧做出自己的選擇。看前
輩的作品，我們看到它的藝術，也體察到局限性；我們
的重新改編，是把這藝術傳遞下去。五十年後大家會怎
麼看我們這代人的演繹？現在不知道，但至少我們做
了，把自己放進去了。歷史流到我這，必須打上我的烙
印，然後再流向未來。」

羅懷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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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傳統，還是戮力新編？保持兩者之間平衡的黃金法則又是甚麼？這似乎是戲曲發展所面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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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茹國烈，以及香港演藝學院署理戲曲學系主任、人文學科系主任張秉權一起，

暢談傳統戲曲與城市生活的關係。

在之後的訪問中，他與記者聊起了戲曲的現代化，以及傳承與創新的拿捏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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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西九戲曲中心正式動土，預計2016年落

成，有望為戲曲界帶來更多發展可能。而過往兩年，

西九大戲棚等一系列活動吸引了許多本地觀眾重新來

體驗這一傳統藝術。問羅懷臻怎麼看香港戲曲的發展

與未來，他笑 說，「香港是中華戲曲的福地，是諾

亞方舟。」

羅懷臻說，作為內地的戲曲人，常年對香港存有一

份感激之心。「香港在特殊時期庇佑了中華戲曲很多

的寶貴精英。49年前後，許多戲曲人避居到香港，很

多後來在內地影響深遠的藝術家都是從香港返回內

地，或者從國外經香港回來。文革十年間，文化遭受

浩劫，八億民眾只有八個樣板戲，香港與台灣還在上

演、傳承、保護民族戲曲。沒有香港這十年的傳播，

中華戲曲的脈絡是中斷的。」改革開放後，傳統戲曲

開始復甦，在這個緩慢的過程中，老一輩的藝術家年

歲漸高，年輕藝術家還沒有成長起來，「香港以它特

有的溫情，歡迎內地的戲曲表演。許多老藝術家是先

來香港演出，找回了表演自信與尊嚴榮譽；而像黃梅

戲的『五朵金花』、浙江的小百花等都是從香港紅回內

地的。『五朵金花』這一稱號就是當時香港媒體給取

的。文革中，香港也拍了很多黃梅調的電影，對普及

戲曲起到很大作用。再有就是香港的票友協會展開的

國際票友活動，正正是戲曲藝術的軟實力。」

他認為，現在內地的戲曲創新愈發蓬勃，希望香港

以後不僅是一個邀請戲曲作品來演出的「碼頭」，而要

成為戲曲創作的中心。「西九戲曲中心落成之後，我

希望第一個看到的是香港的演員、香港的編劇、香港

的導演來呈現的作品。」

香港是中華戲曲的諾亞方舟

「香港藝術界年度調查報告摘要」
戲曲觀眾數量高居首位

做我們這代人的戲曲

■戲曲中心動土儀式上，饒宗頤文化館主席李焯芬教

授代表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致送「戲曲中心」墨寶予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早前舉行的戲曲

中心講座系列第二

講《傳統戲曲與城

市生活》中，羅懷

臻暢談戲曲與城市

的關係。

■羅懷臻在工作坊中指導演藝學院及八和粵劇學院的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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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藝術雙年展 － 國際文化藝術品交易會」
2013年11月22 – 24日假 [威尼斯人會展中心] 舉行。藝術大師講座：崔自默 － 當代藝術與金融的合約 【 11月23日 下午 】劉墨 － 我們為什麼需要藝術 【 11月23日 下午 】卜晞暘 － 中國書法與漢字

的探索 【 11月22日 下午 】王志遠 － 藝術與心靈的合約 【 11月24日 下午 】 聯絡電話：張小姐852-2891  9237 白先生852-5407 5150 媒體合作：余先生852-3178  9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