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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麻地戲院場地伙伴計劃「粵劇新秀演出系列」 
社區推廣場的新嘗試和經驗總結

文  
香港八和會館（執筆：岑金倩）

「社區推廣場」是增值項目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八日，香港八和會館（下稱八和）在汪明荃主席的領導下，正式推出油麻地

戲院場地伙伴計劃「粵劇新秀演出系列」（下稱新秀計劃）。在當時五位藝術總監李奇峰、阮

兆輝、新劍郎、羅家英、龍貫天的無私授業下（發展至二〇二〇年，新秀計劃共有八位藝術總

監，除前述的五位外，增加了尹飛燕、王超群、陳嘉鳴），新秀演員們在油麻地戲院密集式的

演出，打開了本地粵劇發展新的一頁。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下稱康文署）的場地伙伴計劃是三

年一屆，文章下筆之時，新秀計劃已是油麻地戲院場地伙伴計劃的第三屆，正邁向第九年的

劇季。

除了康文署的支持，新秀計劃還得到民政事務局「粵劇發展基金」的資助才能成事。基金的

資助申請是年度性的，因此每年提交資助申請時，我們都會重新考量每一年計劃的發展方向

和重點。最初的新秀計劃是沒有「社區推廣場」的，發展了幾年以後，我們開始更清楚計劃

的定位和功能，才推出社區推廣場。新秀計劃的主要功能是台前幕後的新人培訓（主要透過

演出節目和各類型的培訓項目）；另有三項增值功能：（一）教育、（二）社區推廣、（三）觀眾

拓展。在計劃的主要功能順暢推展後，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我們才可逐一拓展上述三項的

增值功能。因此，在計劃推出的第六年，我們才推出社區推廣場。

「社區推廣場」的誕生
在最初策劃社區推廣場時，與各位藝術總監商討節目內容時，我們也曾有這樣的疑問：究竟

社區推廣場和一般的推廣節目，有甚麽不同呢？就國外的經驗，製作人會透過藝術節目來凝

聚社區的民眾（例如：節目內容探討社區問題和特色、邀請社區人士一同參與製作等），從而

增加社區的向心力和競爭力。但粵劇始終有固定的形式和表演技巧，並不如話劇般容易處理

當代的題材。與此同時，社區推廣場和觀眾拓展節目是否有重疊之處？

勇往直前，是我們這幾年來一貫的工作態度。既然是第一年的新嘗試，我們就以試驗性質推

出不同類型的社區推廣場，看市場和觀眾的反應，才逐步調整我們的發展方向。得到幾位既

有「實力」又具「創意」和「童趣」的藝術掌舵人：阮兆輝、新劍郎和羅家英的全情投入，

我們一下子推出了多款社區推廣場：

唐滌生百年誕辰紀念專場——經典作品賞析

•《蝶影紅梨記》之〈窺醉、亭會〉及《隋宮十載菱花夢》之〈闖宮〉

 （藝術總監：阮兆輝）

•《雙仙拜月亭》之〈曠野奇逢〉、〈蘭園寄寓〉

 （藝術總監：新劍郎）

合家歡粵劇活動

• 中國民間傳奇專場：《雲英繼父守城》、《王祥臥冰求鯉》

    （藝術總監：阮兆輝；編劇：周嘉儀）

• 創意粵劇童話場：《三隻小豬》、《北風與太陽》

    （藝術總監：羅家英；編劇：李沛妍、文華）

上述節目除了演出折子戲外，還會加插不同形式的導賞環節，例如：專家講解——阮兆輝、

新劍郎親自剖析唐滌生劇本的獨到之處；學者論孝——潘步釗校長導賞二十四孝故事；跨界

別導賞——由人仔叔叔介紹童話以增加氣氛。以上的安排，都是希望觀眾在觀賞粵劇之餘，

還可以得到其他的資訊。這一連串的實驗，增加了藝術總監的工作，就連一班製作的同事也

忙得人仰馬翻。但是，努力是沒有白費的，我們從試驗中慢慢找到社區推廣場和觀眾拓展節

目的發展方向。

實驗結果
節目是否成功的指標，最顯然易見的就是觀眾的反應和票房！觀眾的即時反應，是最直接的

回應。筆者坐在觀眾席，觀察台上台下，每次在節目完結後，都會因觀眾的熱烈反應，感到

一切的疲累也是值得的！但是，免費招待節目的票房和入座率，卻是不靠譜的。我們的社

區推廣場是免費派票的，派出的門票往往是超額的（即是三百座位，會派出三百五十至四百

張票，因為總會有人拿了門票不出現），但節目的入座率往往只有六至七成。除了上述的指

標，我們還會參考坊間的評論（報章、網上、社交媒體）及計劃評估員的報告。

總體而言，這一年推出的社區推廣場是受歡迎和獲好評的，但亦有需要改進的地方。首先是

人力資源，這一年的策劃及製作工作，好像考驗同事們的戰鬥力。要製作一台節目，尤其是

部分是新編作品（即全新節目），箇中繁多的統籌細節，實不能輕易盡道。如何有效地分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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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資源，達到最高效率和高質素的製作，相信需要經過不停的實戰，才能掌握箇中的玄妙。

現借此寶貴的機會，再次向當日的戰友（張秀君、鄧雅雯、周朗豐、張慧婷和王韻儀）說聲多

謝。此外，藝術總監的取向，也會導向整體節目的氣氛和節奏。如何滿足不同階層、年齡觀

眾對節目的期望和要求，更是一門大學問。

繼續追尋
二〇一八年就社區推廣場的多方向嘗試，讓我們有以下的反思：

1. 社區推廣場和觀眾拓展場的節目定位和方向是不同的。

2. 透過社區推廣場，我們希望讓觀眾在欣賞粵劇之餘，可以體驗和多了解油麻地這個活潑的 

 社區。油麻地是眾多粵劇藝人和團體的長駐之所，這裡有很多曲藝的演出（廟街夜市）， 

 也有眾多傳統工藝、文化、宗教的店舖和場所。油麻地戲院和旁邊的紅磚屋，更是歷史建 

 築。粵劇是本地藝術，與這個社區有機地融合，互相輝映。在二〇二〇年，我們成功推出 

 《這邊走，那邊看》社區推廣節目。這個外展節目，以「楊家將故事」為串連，導賞員先 

 帶領觀眾參觀榕樹頭天后廟（廟上的瓦脊人物是楊家將，亦會介紹在天后神誕演出的粵劇 

 神功戲）、位於平安大廈的八和慎和堂（編按：現為普福堂）（音樂部，安排新秀演員即場 

 演唱〈五郎救弟〉），最後回到油麻地戲院欣賞以楊家將故事為題材的折子戲〈攔馬〉。

3. 觀眾拓展場的目的，是為粵劇拓展不同層面的觀眾，和提升觀眾對粵劇的賞析能力。我們 

 會因應不同觀眾群的口味和興趣，推出不同類型的主題式節目，例如：繼續推出吸引家 

 庭觀眾的新編童話場；針對知識型觀眾的可配合探討歷史、文化專題的折子戲導賞節 

 目；提升觀眾對粵劇認知的折子戲導賞節目等等。

4. 就觀眾拓展場，可繼續探討與其他劇種、藝術媒介合作的可行性，不單讓演員們有新的藝 

 術體驗，也可吸引其他藝術界別的觀眾接觸粵劇。

5. 如果有更充裕的資源（財政和人力），可以：

 •進行系統性的市場和觀眾調查，務求進一步掌握觀眾的資料、取向、觀劇及購票習慣 

  等，從而更針對性地策劃及統籌節目；

 •拓展更多不同界別的合作伙伴，透過合作的協同效應，將粵劇推廣給不同層面的觀眾。

推廣粵劇是一條漫漫的長路，我們相信一路上會遇上很多有心人，共同努力將粵劇這項本土

藝術介紹給更多及更廣的觀眾。

香港八和會館
八和會館成立於清光緒年間，是廣東粵劇從業員的專業組織。一九五三年，香港八和會館註冊成立，
二〇〇九年成為慈善團體，以宏揚傳統粵劇藝術為宗旨，不單積極向公眾推廣粵劇，也關注粵劇演員
及從業員的專業發展和承傳工作。八和亦十分重視培育新人，一九八〇年成立香港八和會館粵劇學
校，後註冊為「八和粵劇學院」，並於一九九六年成為慈善團體。

中國民間傳奇專場《王祥臥冰求鯉》（2017）— 照片鳴謝：香港八和會館

創意粵劇童話場《北風與太陽》（2017）— 照片鳴謝：香港八和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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