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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與劇場：香港實踐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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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劇場的女性參與

場是否存在性別偏見。研究分為三部份：從美國劇作家工會及網

上劇本資料庫翻查兩萬名以英語發表劇作的編劇，統計出男性人

數比女性多出一倍。其次，研究者把兩份相同的劇本分別寄給美

國不同劇團的藝術總監，有一半劇團會收到一份以男編劇名字標

示的劇本，同一份但以女編劇名字標示的劇本則會寄到另一半的

劇團。劇團為劇本在藝術水平、預測票房效益及觀眾反應這三方

面評分，結果「女編劇作品」得分徹底落後於「男編劇作品」。

有趣的是，給予女編劇作品最低分數的，幾乎全部都是女性藝術

總監。接下來，研究者翻查過去十年在百老滙上演過的三百多個

劇目，由女性創作的戲劇及音樂劇的票房收入比男性的作品整體

多出接近兩成。研究者指出，女性需要以更高的表現來取得與男

性相若的地位。

這項調查被經濟學界高度讚譽，在紐約發表調查報告時亦曾引

起戲劇界廣泛的討論。其後，澳洲一位戲劇工作者受到啟發，在

當地進行了一類似但較小型的調查：統計澳洲專業劇團劇季作品

的導演與編劇的性別比例。單以十一個劇團為基礎，共八十六個

演出中，七成出自男性手筆，七成由男性導演。又以昆士蘭劇團

（Queensland  Theatre  Company）為例，二零零九年男女編劇比

例即使相若（五比四），導演比例卻是八比一。

類似的量質研究，旨在更準確地描繪女性參與戲劇創作的狀況，

在此基礎上探討性別經驗與藝術的關係，長遠以締造更公平、更

開放的創作環境為目標。

本地數據

在香港，婦女事務委員會定期就女性社會地位進行研究，發放

「香港女性統計數字」，當中又會以個別行業／職位作為衡量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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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女性參與戲劇創作的情況，實際上是對於社會性別主流化的

一種回應。社會性別主流化的目標是改變不平等的社會和體制結

構，使之對男女雙方都平等和公正。持續的性別分析有助了解不

同結構裡性別差異的形式，在劇場這一個社會場域亦不例外。 

利用性別統計來了解女性在戲劇專業裡的參與面，是分析性別差

異形式的其中一個做法。至於是否需要提倡更大的女性參與度，

則由未來更全面的研究結果告訴我們的。無論如何，在推動戲劇

專業化的過程中，到底有多少有利／有礙於兩性共同參與和發展

的條件，是研究者最終關心的問題。參與戲劇創作的男女比例若

何？女性進入戲劇創作這個職場的門檻是否被性別因素左右？女

性在戲劇創作的層級中流動是否因性別角色而受到限制？有沒有

所謂隱藏的界限（glass  ceiling）存在？最終探討的核心是，劇場

是否重構女性從屬地位，鞏固傳統性別角色的地方？

要回答以上問題，固然需要大量數據。即使過去二十年，本地劇

場的專業化過程令戲劇創作逐步被納入主流職場分類，香港政府

人口普查中，對於藝術工作以至戲劇創作的職位分類的適時度仍

然有待完善，全面性「藝術家普查」（Artists  Census）亦一直只聞

樓梯響。在這種情況下，整理專業戲劇藝術工作者的工作情況及

人口數據其實愈變急切。能夠反映女性參與戲劇創作的數據乏善

可陳。

外國例子

二零零九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進行了一項調查，研究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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