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街頭
表演面臨的困

難，究竟該如何解決？
為了發掘具有參考價值的經

驗，本報記者特別訪問了台北、澳
門、上海及香港的相關人士，暢談街頭表

演的運作經驗，冀望以此提供參照和視角。

政府做協調 藝人商家途人皆歡喜
上海藝術家邵舒

表示，「快閃」是
上海當下較火熱的街頭表演藝術。
陌生人通過社交網絡指定的地點，
在明確指定的時間同時做一個指定
的引人注意的動作，拍照之後迅速
恢復正常。活動結束後，參加者會
將活動照片放上網絡，以供分享。
同時，不論早晨或晚間，在上海

的很多市民廣場、大型公園，都會有健身團體進行扭秧歌、
耍太極、跳交際舞等各種形式的文娛表演。往來路人，但凡
有意參加的，組織方來者不拒，從而形成了街頭表演與路人
的互動，實現全民參與。

邵舒認為，上海的街頭表演與市民生活發
生衝突的可能性很小，因為街頭表演大多在遠離住

宅的鬧市區或人流量較大的商業區開展。政府往往會起
到協調人的作用，劃定區域和時間，專人專管，做好「場地
協調人」的職責。這樣對於市民來說，表演熱鬧喜人，對周
遭商舖來說則可以聚集人氣，豐富了城市文化生活，皆大歡
喜。

官方牽頭 配合古蹟活化

澳門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郝志東表示，

澳門少見到自發性的街頭表演，但街頭表演文化卻並不缺

乏，只是在形式上，深深結合了城市的眾多古蹟，加以活

化，並由官方主導牽頭，使得表演成為城市的旅遊看點。由

於澳門整個城市幾乎都處於文化遺產的保護範疇中，澳門政

府主動安排了不同類型的街頭文化活動，增加澳門這座城市

的吸引力。澳門的街頭表演，大致會有兩種不同的形式。

第一種是動態化的街頭巡遊，例如每年秋天舉行的澳門城市
文化藝術節，就會安排街頭巡遊活動，與澳門的古蹟形成了動
靜結合的完美效果，起到提升城市文化旅遊品質的作用。
第二種是露天廣場的演出，地點包括㛻仔島的建築古蹟葡

韻圓形劇場，每到周六和周日，澳門政府便會安排來自世界
各地的不同藝術家或團體，在此獻上精彩紛呈的藝術盛宴，
入場免費。

因此，街頭表演沒有成為澳門這座小巧古城的負擔，反而
成為了帶動城市旅遊和提升文化形象的利器。

政府支援足 鼓勵打賞

台灣世新大學兼任
講師蔡正道說，台北

的街頭表演主要集中在一些較為固定的
場所——如西門町、自由廣場、國父紀
念館、東區華納威秀影城等區域。政府
已經事先規定好街頭表演的許可時間，

且表演區域也遠離民宅範圍，不會造成滋擾。
蔡正道指出，台北街頭表演會有如下一些特點：其一，採

取「先到先得」的發牌制度，有時牌照的發放要經過考核；
其次，表演的時間和地點是規定好的，以免擾民和破壞秩
序；其三，觀眾給表演者的賞錢，被視為自由捐款從而合法
化，不算牟利。尤其是街頭素描和繪畫，更可以現場買賣，
因為官方視買賣、打賞為民眾對藝術家創作的鼓勵和支持，
從而不予以阻撓。
蔡正道又謂，台北市的街頭表演法規相對成熟完善，政府

將街頭表演分為說唱曲藝的表演類；攝影、攝像、繪畫雕塑
的視覺藝術類；以及工藝品現場製作的創意工藝類。不同類
型的表演區域規劃錯落有致，相得益彰。
蔡正道強調，只要城市的管理者能夠從文化長遠發展的大

視野出發，就能夠讓街頭表演成為發掘城市文化人才、書寫
城市文化名片的有力工具。他指出，台灣著名視障歌手張
玉霞紅遍中國大江南北，登上了《中國好聲音》，
而她恰恰就是一名曾經在街頭從事表演的藝人。
因此，她的成功也正正印證了街頭表演的藝術
價值。

拓展藝術空間是根本
香港街頭表演為何如

此之難？作為城市規
劃委員會委員的中文大學何培斌教授指
出，這和香港的城市規劃現狀及生活模式
有很大關係，最佳解決之道，是不斷拓展

公共藝術空間。
何培斌指出，由於地少人多，香港早期出現商住兩用合一

式的區域和樓宇，旺角行人專用區一帶的建築高樓就屬於此
類形式。此種規劃模式，過往未引起關注，但隨㠥街頭表演
活動增多，居民便有不堪其擾之感。
其次，本港與外地一大不同之處在於：本港沒有較為大型

的市民活動廣場。無論是台北或是北京、上海，都會有較大
的廣場空間提供給民眾從事文娛活動，這種「廣場生活模式」
源自前蘇聯。而香港承繼英國城市文化體系，接近倫敦風
格，消費行為往往與廣場無關，因而香港也就沒有出現台
北、上海那樣的大型公共廣場。
何培斌認為，不斷拓展文化展示與表演空間，是未來香港

完善和促進街頭表演持續發展的一個關鍵途徑。他表示，香
港的文化展示空間有限，中小型藝術團體鮮有機會進入大型
場館表演。政府如果能夠多開拓一些場地，就能夠多吸納一
些街頭表演團體，如荷李活道警察宿舍活化為文化展示空
間，就很不錯。

城 市
街頭表演，

乃藝術展示和教
育平台，也構成了旅遊風

景線。 為解決滋擾民眾及部分
團體長期佔據行人專用區的問題，發

牌制的引入，以及效仿英國實行分時段街
頭表演制，成為一種建議。但有人主張發牌適

用所有公共區域；有人主張部分發牌只針對擁堵的
行人專用區；有人則強烈反對發牌制。政府指社會未
有共識，有待研究。
目前讀中學的Derek於11月16日帶上樂器，在旺角行

人專用區表演。Derek說，為向女友表達愛慕之情，他
和一眾小夥伴以歌聲示愛，並與途人分享愛情的喜悅。
「發牌？有沒有搞錯？」Derek表示，街頭表演乃文

化權利，只要不妨礙公眾和他人合法利益，就可以進
行即興演出；親友或自己的生日、情人節、拍拖紀念
日、慶祝聖誕等，都可以在街頭表達心意，好似開
Party。
引入發牌制，Derek覺得不可思議——「難道用街頭

表演表達『我愛媽咪』時，次次都要去申請牌照？難道
政府可以用『感激媽咪不夠深情』拒絕發牌嗎？」
Derek認為發牌制與「殺街」無異，因為申請程序必

然繁瑣，與街頭表演的「即興即時」特色有衝突；發牌
標準難確定，「政府何以斷定甲的表演好過乙，而拒絕

給乙發牌呢？」故而，他堅決希望保留目前的「先到先
得」模式，即便是旺角以外的地方，也不該實行發牌
制；政府不宜過多介入市民文化。發牌制一旦實施，必
然導致多數表演「銷聲匿跡、無處容身」。至於在細節
上，比如表演時長的分配，則可討論。
3L樂隊的林發以尖沙咀的藝墟為例，對發牌制持質

疑態度。他認為發牌制最為核心的癥結，就是政府以
何種理由向一個團體發牌或不發牌；發牌的公平性、
公開性如何保障，難以細化。故而，他覺得保持現狀
是最好選擇。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認同，街頭藝術表演可讓市

民有更多接觸藝術的機會，增添社區的文化氣息，但
表演前提是不能影響公眾安全和對市民造成煩擾。不

少人贊成引入發牌制度規管街頭表演，發牌固然方便
管理，卻會令一些無牌者喪失表演機會，因此社會還
有分歧，需再研究。

發牌制解困局？有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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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少街頭

表演者認為，路

人的打賞不是黑

錢，而是支持與

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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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街頭表演者的控訴，藝發局和相關的區議會自是首當

其衝。藝發局將會加大對藝術團體的資金扶助及增闢表演空

間；而公共文化需要保留，但是住戶居民的利益也要保障，

如何在二者之間求取一個平衡，這將是區議會要處理的兩難

之局。

藝發局主席：
資金有限 分擔成本鼓勵創作

針對街頭表演者抱怨藝發局對行

業沒有資助，藝發局主席王英偉對

本報指出，藝發局的資金來源是政

府的撥款和藝發局自行籌集，因資

金有限，難滿足所有人，㟊不到的

都必然有埋怨，而資助藝術團體的

範圍無法令所有人滿意。

王英偉表示，藝發局的資助大都

在100萬左右，主要發放給九大藝團（香港管弦樂團、香港中

樂團、香港話劇團、香港舞蹈團、香港小交響樂團、香港芭

蕾舞團、城市當代舞蹈團、中英劇團和進念．二十面體等九

間在本港較為有名、藝術成就較高的藝術機構） 和30多個中

小型藝術團體。其中，資助中小型藝術團體的目的是扶持他

們的成長壯大，讓他們成為大團體，然後自食其力。選擇中

小型藝術團體的標準主要是挑選有潛力的藝術團體，他們在

起步階段，或者是成長階段，演出項目有時成功有時失敗，

收入不穩定。資助一些資金希望幫這些藝術團體解決場地租

金、行政人員薪金等成本方面的負擔，以便讓藝術家們能夠

專注藝術作品的創作，而無後顧之憂。

王英偉又謂，每年申請藝發局資助的團體非常多，競爭相

當激烈，落選而無法獲得資助的，佔了絕大部分的比例，大

家產生的怨氣和不滿，他能夠深深體會和了解。他表示，未

來除了政府的撥款這部分之外，藝發局已經在推動商界對藝

術團體在資金及活動空間的贊助，例如贊助藝術團體或個人

演出，捐出或廉價租出工廠大廈給他們做工作坊，排練室

等，亦推動善用活化古蹟的空間，以此來服務本港越來越多

的藝術團體對表演空間和資金的需求。

區議員：
求取各方利益平衡為最高原則

油尖旺區議會議員葉傲冬表示，

就他個人或者是區議會的立場來

看，並沒有要「殺街」或是將街頭

表演從行人專用區徹底移除的打

算。但是，居民投訴噪音以及阻街

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作為區議員，

肩負選民的付託，有責任為選區民

眾的福祉考慮，幫助他們解決問

題。

葉傲冬透露，區議會未來將會進

一步提出具體解決行人專用區問題

的計劃。日前進行公眾諮詢的有關行人區未來開放時間變動

的方案，未必能夠令到所有人滿意，但任何方案都是為了能

夠對行人專用區的使用起到一定的規範作用。旺角行人專用

區人流量特別大，這裡的街頭表演不可能不對居民的日常生

活產生影響。

葉傲冬指出，以目前的每日下午五點開始街頭表演、晚上

十點結束這一時間安排為例，本身就會對一些居民的作息產

生影響。而且，從表演進行前的準備到表演結束後的後續事

宜，藝術團體的行為都會導致街頭表演對住戶影響的時間範

圍，絕不僅僅是演出起止兩端的晚五點和晚十點這麼簡

單。

他強調，公共文化需要保留，但是住戶居民

的利益也要得到保障，就區議會的立場

來看，如何在二者之間求取一個平

衡是最高的原則。

公共文化 vs 居民利益

藝發局主席 王英偉

區議員 葉傲冬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3L樂隊陳妙芬以街頭演唱的形式，要求

保留旺角行人專用區的七日開放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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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藝術家 邵舒

■澳門城

市藝術節

的街頭表

演。

■在台北

自由廣場

表演的中

學生。

台灣世新大學兼任
講師 蔡正道

■Derek(左)

和他的朋友

反對引入發

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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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角上海

觀點澳門
經驗台北

探索香港

■街頭表演除了歌舞還

有雜技展示。

香港街頭音樂表演聯會
負責人 姚輝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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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街，到底該不該？藝人慨

嘆香港街頭表演之難，究

竟難在何處？且聽各方慢慢道來。

：被投訴「阻街」「擾民」

據了解，香港的街頭表演，目前處於「既合法，又非

法」的灰色狀態。早在2010年，東區法院曾裁定檢控街

頭表演者阻街的理據不成立；本年9月，本港法院上訴庭

又裁定街頭藝術不受《公眾娛樂場所條例》規範。法院

亦認為，政府應制定專門的法例來管理街頭表演，以協

調不同利益群體。

但至今，這一方面仍

是空白。

從某種意義來說，人流就

是市場和知名度。不少街頭表

演者都將旺角行人專用區當作了

自己的舞台。不過，因為街頭表演目前

仍未正規化，所以街頭表演者們也不斷被居民投

訴「阻街」、「噪音擾民」，惹來限制甚至官非。

經常於旺角街頭表演的3L樂隊成立數年有餘，粉絲幾

千，遍佈香港、內地與國外。3L樂隊創始人林發認為，

音樂演唱一定會有聲音，但非噪音，表演者亦已經盡最

大努力，在晚上十點之前結束表演，以免擾民。談及街

頭表演者阻街，他指出，一些人對不同公司的易拉架造

成的阻街不關注，卻將這一責任轉嫁到街頭表演者，這

是很不公平的。

3L樂隊公關陳妙芬更直言，街頭表演和行人專用區

屬於每一個市民，而政府在今次的公眾諮詢中，街頭

表演者和路人的參與比重似乎不大，且行人專用區兩

側雖有不少住戶，但附近商戶也很多，故「噪音擾民」

之說似有誇大之嫌。

香港街頭音樂表

演聯會負責人姚輝洪(Marvix)，

從事音樂教學。當初為了提升學生

的舞台膽量，他帶領一眾弟子到旺角進

行練膽式表演。他也曾帶領學生在時代廣場

唱歌，但無論在哪裡，都會遭到警察以「噪音」、

「阻街」為由而阻攔。

聖誕假期將至，Marvix自嘲說，他正以港府「覓地建

樓」的決心「覓地表演」。不過，他亦強調，依據以往經

驗，平安夜、新年、除夕的街頭表演，警方執法會相對

寬鬆——因為他們也不忍心自絕於那時的歡樂氣氛。

Marvix認為，政府應本㠥促進街頭表演的心態，保留

行人專用區；劃定各團體表演範圍；設定音量上限；在

此基礎上實行公平、公正、公開的街頭表演發牌制度；

並採行噪音隨機抽檢制度加以規範。可惜，這些建議無

人問津。

：藝團生存空間狹小
眾所周知，本港寸土寸金，藝術展示空間成為一個重

要的資源。申請康文署轄下的文化場地，連專業表演團

體都覺得難，對街頭表演者來講可以用「水中月」來表

示無奈。林發說，由於輪候者眾，康文署場地預訂很

難，成功機會微乎其微；而且街頭表演團隊收入微薄，

難以支付高昂費用。垂詢私人藝術場館，面臨「有藝無

錢莫進來」的窘境，所以街頭是他們唯一的空間。

陳妙芬也表示，政府方面曾經和他們接觸，希望樂隊

將表演的場地轉移至未來的西九文化區。不過，經過考

慮，他們拒絕了政府這一要求。

她指出，政府似乎不明白，街

頭表演的支撐是人流和粉絲，但西九文

化區位置太過偏遠，交通不便，且旺角早已成

為草根文化場，更換地方實屬不易。林發更質疑，外

國的電影製作團隊可以在鬧市區拍攝取景，為何本地團

體在平民區的表演要受限制？

未成名藝術團體，或業餘街頭表演者也希望能夠在更

加正式的演出空間展示才華，但這似乎只是外界的一廂

情願。

陳妙芬更憂慮，若執行「殺街」方案，將導致行人專

用區徹底逼爆，不同團體會集中於開放的兩日相互爭

位，亂上加亂；一旦新方案實施，本港的街頭表演將名

存實亡。

Marvix則說，全港目前的街頭表演者大約有二百多

人，不少都是憑藉興趣和毅力在堅持街頭文化傳播。他

表示，街頭表演者如果表演水平高，則路人的打賞，每

個小時有一百元，但在一星期中，並非每天都能表演，

要視乎天氣、場地、時間限制（表演時間一般為五個小

時）等因素，所以街頭表演團隊的生存是非常艱難的。

Marvix質疑，政府不保持現狀，反而將街頭表演安排

到無人區進行，難道是要表演給小貓三兩隻觀看嗎？他

認為，街頭表演針對的是大眾人流聚集區域中的不特定

對象，若位置偏遠，無異於扼殺藝人的生存空間。

：政府欠規劃無資助
對於街頭表演者而言，警察的驅趕、藝發局的零資

助，以及康文署的無規劃，構成了他們對香港街頭表演

前景堪憂的理據。

Marvix認為，政府對街頭表演沒有長遠的文化發展策

略，很多海濱長廊、公園都被閒置；而藝發局對普羅大

眾特別是街頭表演者的意義，則根本不大了解。他覺得

藝發局的工作，是自己組織活動或是請外來的大牌藝術

團體來表演。他又認為，藝發局資助數額有限；資助對

象也早已經固定化，外人、新人無法進入；申請程序繁

雜，且防備心態過重，限制太多。

林發和陳妙芬均表示，政府方面完全沒有支持，也不

敢奢望政府會作出支持。他們說，對街頭表演者而言，

表演空間比金錢資助更重要，連街頭表演的空間都要扼

殺，那麼就算政府給了錢，街頭表演者又該去哪裡表演

呢？

面對政府無規劃、無資助，街頭表演者期待的公平公

開發牌制度一直未有實施，Marvix、林發和陳妙芬的感

受只是失望。但讓他們不能接受的是，官家不給錢、不

給場地，也就算了，但不應該「趕盡殺絕」，連路人打賞

的錢也要視為「黑錢」而加以處罰。

Marvix指出，途人打賞，是對街頭表演的捐助和支

持。林發則對路人打賞被視為「黑錢」頗為不滿。他覺

得，打賞是路人自願的，給不給、給多少，全憑觀看者

意願，無統一定價；且街頭表演的打賞是觀眾看完表演

後的行為，沒有「先賣票、後觀看」的情形，不能視為

商業演出或行乞，如此怎能算作「黑錢」呢？他們的聲

音不知政府是否聽到？

作為政府城市規劃委員會成員，中文大學建築學院院

長何培斌教授認為，香港特區政府在文化建設的上層領

域，例如藝術品買賣、大型場館建設、國際藝術團體的

表演等方面做得不錯，但是在普羅大眾的文化質素提

升、小型藝術團體的扶持、初級藝術家的資助和培訓等

方面，確實做得不夠好。

「殺街」，無空間，無資助，打賞成為黑錢——香港街

頭表演之難，是否真的難於上青天？

何謂「殺街」？這是本港街頭表演者對旺角行人專用區縮減開放日方案的形容。今年7月，油尖旺區議會提出「行人專用區每周開放時數從現在的七日減為兩

日」，以減少街頭表演為附近居民帶來的「擾民」、「阻街」問題。據悉，政府已就此方案完成公眾諮詢，並定於本周四(21日)交回區議會討論表決。不少街頭表演

者擔憂，一旦「殺街」，將大大扼殺他們的表演機會。亦有論者認為，香港街頭表演恐將走入歷史，成為又一個集體回憶。

相較於鄰近地區一些大城市街頭藝術的興旺蓬勃，香港街頭表演卻面臨諸多困難。公共藝術空間狹小、政府缺乏資助及長遠的文

化發展政策規劃、社會各界對於街頭表演尚未形成普遍認同，均是本港街頭表演長期陷入困局的重要原因，以至於

有業界人士發出「街頭表演難於上青天」的慨嘆。

因此，傾聽街頭表演者的心聲，在借鑒其他地區街頭表演運作經驗的基礎上，拓展

公共文化空間並加強政府扶持，制定出符合本港實際情況的街頭表演管

理體系和規則，或許是解決本港街頭表演困局的可行之

道。 ■採訪、攝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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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行人專用區的表演恐將

走入歷史，不復存在。

■本港青年人也很喜歡街頭表演。

難之一

難之二 難之三

街殺 ，該不該？

■旺角行人專用區

的歌唱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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