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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的意義
蒐集粵劇藝人及從業員的口述歷史，香港八和會館（下稱八和）責無旁貸，因為這是《香港八

和會館粵劇承傳計劃》（下稱粵劇承傳計劃）的其中一項「發展策略」。

二〇〇九年是八和發展史上重要的一年，那年八和成功註冊成為慈善團體，也在申請將歷史

建築北九龍裁判法院活化成為「八和粵劇文化中心」的同時，首次發表了粵劇承傳計劃。這

計劃概述了香港粵劇的整體承傳方案，八和只是眾多持份者的其中一員；換言之，要全面地

推行粵劇承傳計劃，不單需要粵劇界、香港社會的不同機構和人士共同努力，也需要有足夠

的資源，和長時間的規劃和推行，才可以見到成果。

粵劇承傳計劃有四大目標，在各個目標下有清晰的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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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藝人口述史的經驗和挑戰 
《八和粵劇藝人口述歷史叢書》

文  
岑金倩

目標

搶救粵劇藝術 策略一：搶救及保護粵劇的傳統技藝
•加強對粵劇的資料搜集及系統性的研究
 — 收集粵劇文物
 — 蒐集粵劇藝人及從業員口述歷史
 — 紀錄粵劇不同派別的唱腔及表演方法
 — 對不同時期的藝人作系統性的研究
 — 劇目及劇本的投集及研究
 — 召開粵劇藝術研討會及會議，鼓勵學者撰寫研究論文
•設立及開放粵劇文獻資料庫
•支持粵劇棚戲的演出
•鼓勵保留粵劇獨有的儀式、流程及排場

發展策略

目標

專業培訓

拓展巿場／觀眾

在傳統上發展粵劇

策 略 二 ： 培 訓 及 提 升 粵 劇 藝 術 的 台 前 幕 後 各 個 崗 位 的 藝 術 人
員 • 成 立 專 業 培 訓 中 心 或 制 定 專 業 培 訓 計 劃 ， 有 系 統 地 進 行 粵
劇 藝 人 、 音 樂 人 員 、 編 劇 人 員 、 後 台 工 作 人 員 的 專 業 基 礎 、 培 
訓•為現時的專業演員，提供專業深造課程•倡議增加粵劇排練 
場地

策略三：引入現代化的行政管理方法，強化業內的管治和行政
•推行公司管治的管治模式
•鼓勵年輕一輩的粵劇從業員，參與粵劇行政工作
•引入不同界別的專業顧問，為粵劇各部門的發展提供意見
•提供法律、財務、合約等各方面的專業支援，提升有關組織的
 行政管理能力

策略四：增加粵劇從業員的實踐及提升其藝術的機會
•增加年輕粵劇藝人的演出機會
•增加粵劇從業員與各地戲曲藝術工作者交流的機會

策略五：擴展粵劇藝術的巿場及觀眾
•推行有系統的粵劇藝術的巿場調查
•加強粵劇藝術、文化及節目的宣傳
•培訓粵劇藝人及從業員的教授及講解技巧，以便進行粵劇推廣 
 工作
 — 擴展觀眾
 — 提升巿民大眾對粵劇的興趣
 — 提升觀眾對粵劇藝術的賞析能力
 — 教育層面的推廣工作
 — 海外觀眾的推廣工作

策略六：在保留傳統粵劇的精髓上，創作新劇本及進行實踐
•籌備粵劇編劇課程；提供足夠的條件及資源，讓藝人進行創作
•拓展資源讓高質素的劇本創作及創意概念，得以實踐

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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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八和提出的活化計劃未獲政府接納，但一連串的申請工作，讓八和有機會全面審視本地

粵劇的發展需要，並重新檢視自身的機遇、強項和不足之處，因而更清晰自己在粵劇承傳計

劃中的位置，和所採取的行動策略。由於八和是民間組織，資源有限，只能按會館的能力和

強項，選取合適的承傳策略，加以執行。《八和粵劇藝人口述歷史叢書》就是八和其中一項

重要的承傳項目。

演員

音樂拍和人員

衣箱（服裝人員）

武師（五軍虎）

後台工作人員

行政人員

第一輯：黃君林、陳醒棠、何文煥 
第二輯：李香琴、譚倩紅、任冰兒、李婉湘、何家耀、王四郎
第三輯：何柏光、吳仟峰、陳雪艷、李鳳聲

第一輯：黃滔、麥惠文、江成、梁權 
第二輯：文全
第三輯：葉樹坤

第一輯：胡九
第二輯：陳國源
第三輯：黃國璋

第一輯：梁少松
第三輯：袁成就

第一輯：梁曉輝（提場）
第二輯：黎照桓（燈光佈景） 
第三輯：鄺炳全（燈光佈景）

第二輯：黃祥（班政）
第三輯：黃肇生（班政）、李奇峰（班政及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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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落實執行計劃
一） 資金

所有的承傳計劃，都需要資金才能實行，近年能夠提供資助予（非演出的）粵劇承傳計劃的主

要機構／基金包括：民政事務局下設的「粵劇發展基金」、香港藝術發展局旗下的不同類型

的資助計劃、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下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等。經

八和理事會商討，就口述歷史計劃決定向粵劇發展基金提出資助申請。承蒙基金的支持，三

輯的口述歷史才能付梓，為粵劇藝術的發展留下第一手資料。

《八和粵劇藝人口述歷史叢書》 — 照片鳴謝：香港八和會館

二）訪問對象及訪問者

八和最大的優勢，就是和業界的緊密關係，所以當理事會構思口述歷史計劃時，很快便對訪

問對象有所共識。三輯《八和粵劇藝人口述歷史叢書》的訪問對象包括：

口述歷史的訪問對象，包括台前幕後的各個工作崗位的從業員，是希望概括地記錄粵劇的整

體發展情況。至於訪問者，八和理事會認為從業員之間的互動，可以發掘更多珍貴資料，因

此安排的訪問者也是粵劇界的老前輩。同時，對於一些不習慣接受訪問的對象，由熟悉的友

輩負責訪問，必能事半功倍。三輯的訪問者包括：王超群、李奇峰、陳咏儀、陳鴻進、麥惠

文、新劍郎、劉惠鳴、羅家英。

曾有論者提問，是否可考慮邀請粵劇學者或研究人員為訪問者？有了製作三輯口述歷史的經

驗，筆者絕對認同八和理事會對訪問者的選擇。觀察對談訪問，見到不少接受訪問的老前輩

都是較為內向的，由他們熟悉的友輩進行對談，在輕鬆的情況下，反而更容易讓他們盡吐心

聲。如果訪問者是陌生人，相信效果會較為遜色。事實上，本計劃也有依仗粵劇學者和研究

人員的專業知識，就是在訪問前先徵詢他們的意見，看看他們有甚麽問題建議，然後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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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者參考。這樣的做法，就可以兼收並蓄。此外，除了文字的紀錄，八和還決定將訪問過

程，以光碟形式記錄影像電子檔案，附載於書中，讓有興趣一睹訪問對象和訪問者風采的讀

者、研究者，可以耳聞目睹訪問全程。有不少接受訪問的前輩年事已高，在書成以後乘鶴西

去；光碟留下的前輩風采，也是我們對前輩的致敬！

三） 編校、出版和發行

由於是口述歷史，主要的取材是受訪者的個人記憶，因此也要顧及資料的準確性。因此本計

劃特意邀請了當時於香港中文大學戲曲資料中心工作的張文珊小姐，擔任執行編輯。我們深

慶得人，張小姐嚴謹和認真的工作態度，編校時多方面搜尋資料，比對訪問內容，又為內容

作出詳細的註解，借此機會亦對張文珊小姐表示我們的謝意。

製作口述歷史，就是希望將有關粵劇的第一手資料保存下來，讓有興趣的讀者更加了解我們

的行業和經歷，也希望研究者能以此作為原始資料，對粵劇發展作出專題性的整理和論述。

因此書成以後，是必須在市場上出版及發行。再次多謝張文珊小姐的聯繫，八和得到香港中

文大學出版社協助發行，讓口述歷史叢書能夠在各大書局有售，方便讀者選購。

總結製作三輯口述歷史的經驗，我們明白編制史料的重要性和急切性。但八和始終是民間機

構，可用的資源始終有限，只可以一點一滴地將第一手的粵劇資料編纂起來。歲月如梭不留

人，我們更要與時間競賽，盡力留下業內前輩的珍貴經驗和記憶。如果有足夠的資源，本著

八和與從業員的密切關係，由八和主導的資料編集和研究計劃，必然是最接近真相、最原汁

原味的。

新劍郎（左）訪問麥惠文 — 照片鳴謝：香港八和會館

王超群（右）訪問陳雪艷 — 照片鳴謝：香港八和會館

岑金倩
香港大學哲學碩士，主修中國文學及戲劇，並持有心理學深造文憑。自一九九八年起，曾服務多個香
港文化藝術機構，包括：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藝術中心、香港國際電影節等。二〇一一年加入香港
八和會館任總幹事，除了負責會館及八和粵劇學院的行政工作外，亦籌劃大型傳承計劃「油麻地戲院
場地伙伴計劃：粵劇新秀演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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