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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長者與藝術文化，大概只會想到粵曲、書法這些靜態活動，不是興趣就是閒娛，跟

職業、專業沒有關係。然而隨著長者、老友記、銀齡、金齡，這些詞彙愈來愈多，雖然

都是指向年長人士，但卻朝向正面積極，甚至歌頌歲月的意義。長者透過藝術文化開展

退休生活，不只個人有所獲益，更可成為重要的社會文化力量。由「Arts’ Options」藝術

總監陳桂芬（Brenda）和行政總監布韻婷（Rebecca）創立的「長．智．戲」，是全港

首個以訓練長者成為專業表演者為目標的團體。雖然坊間也有為長者而設的戲劇團體或

課程，但長．智．戲除了強調專業以外，更著重長遠及可持續的發展。她們相信戲劇是

每個人應有的權利，更深明戲劇不只是興趣玩樂，還可以成就豐盛人生，即使是退休人

士，也可以藉著戲劇開展人生下半場。

藝術的力量
「長．智．戲」長者專業表演藝術訓練計劃自二〇一九年開展，不過意念卻早在二〇一

四年萌生，當時一部日本作品，由蜷川幸雄導演的《烏鴉，我們上彈吧！》在香港上

演，Brenda和Rebecca因為很多朋友推介而入場觀看。Rebecca分享：「入場之前對這齣

作品完全沒有概念，看完覺得很驚訝，當中的演員平均年齡接近七十六歲，還能夠在專

業的舞台上演出，心想自己到了那個年齡，還能不能做到呢？想到香港是不是應該有這

樣的劇團？」時為二〇一四年，Brenda說社會氣氛也給她很大的衝擊。「那時的狀態是

有一點混亂，感到極端無助。剛好看到《烏鴉，我們上彈吧！》，內容是關於一班老人

家佔領了法院，最後就算犧牲了也不後悔。當時我五十多歲，看著平均接近七十六歲的

人在台上演出，很具啟發性，原來老了也可以這樣。我在八十年代開始以玩票性質參與

戲劇，也因為工作放棄了個人興趣，這時才醒覺人生下半場還可以很精彩。既然我有這

些能力，那就不要浪費了。雖然我不知道可以做到甚麼事情，但是『藝術力量』這四個

字不停在我腦海出現。」

Brenda和Rebecca是資深舞台工作者，同時亦在商業機構從事行政管理工作多年。受到 

《烏鴉，我們上彈吧！》的啟發，兩人開始構思，如何可以聚集到一班長者做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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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不是做單向的施予者，而是建立雙向的關係。Brenda說：「我們開始做資料搜集，

發覺香港專為長者而設的活動，多是社區中心的興趣班，例如粵曲、書法、插花之類，

戲劇班也不多。其實當時已有不同的社區長者劇團，一般由慈善團體、婦女中心舉辦，

規模很小，也沒有註冊成立公司，就像一般香港業餘劇團的生態。」兩人也參考了海外

的相關研究報告，發現原來英美在七、八十年代已經做很多這類的研究。Rebecca指出：

「這些研究多是以關注健康出發，對象各有不同，有些是專注老人院，有些是關注不同

疾病的治療……不過這些研究通常是橫跨不同的藝術類型，如舞蹈、音樂等等，專注在

戲劇的研究約有七十七篇，而且都是從長者的角度出發，例如戲劇如何提升他們的社交

能力、創意和自信等，同時也看到長者的文化價值如何影響社會文化。英國的英格蘭藝

術委員會、國民保健署也曾進行這些研究，結論都是很支持發展長者戲劇。」

二〇二四年八月，陳桂芬（前排左四）和布韻婷（前排左三）與「長．智．戲」計劃學員到新加坡的商場巡迴

演出 — 照片鳴謝：Arts’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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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斗型設計　不只是興趣班 
二〇一四年開始醞釀，兩人說到了二〇一六、一七年才開始認真寫計劃書，敲門找資

助，卻得不到回應。Brenda憶述：「我們嘗試向不同機構和組織尋找資助，他們大多跟

你聊一下，然後就沒有下文。我想那時大家都不太明白我們的概念，簡單來說是除了要

讓長者發掘自己喜歡的藝術，還要提升技能。而對方便會懷疑，對長者來說是否可行？

培訓長者在戲劇方面發展，有甚麼作用？一般人也認為長者已經退下來，正處於休息的

時間，為甚麼還要讓他們重新開展事業，是要做甘草演員嗎？對於培訓長者成為我們口

中的半專業甚至專業演員，他們覺得好像意義不大，也不覺得有急切的需要；更甚者，

有人認為要做長者服務的話，直接給他們福利似乎更實際。」Rebecca接著解釋她們的

計劃其實有點另類。「根據我多年在商業機構工作的經驗，做計劃書申請資助，一定要

以數量出發，即是要有最多的受惠者，目標要很闊，但不需要很深入。而我們這個計劃

卻是『漏斗型』，概念是在不同階段會篩選一些學員，然後再訓練他們，逐步讓他們變

成專業，可以在人生下半場發展一個新的領域。目標受眾方面，我們想到兩個層面，第

一是以前很喜歡戲劇，但因為要照顧家庭而放下個人興趣的人，他們退休後是否可重拾

志向？第二是素人，他們會不會現在才知道原來自己有這方面的天分？事實上也有七、

八十歲才發展成為國際一流的畫家，為甚麼我們戲劇界不可以嘗試尋找這些藏著的珍寶

呢？我們從一開始就是在這兩個層面思考我們的計劃，不是想辦純粹的興趣班。我們希

望透過戲劇促進長者的身心靈健康，也期待可以發掘新的藝術力量，讓他們在提升技能

後能回饋社會，好像銀杏館專門聘請長者做侍應、廚師，我們也可以在藝術行業做類似

的事。」

在摸了不少門釘後，Brenda和Rebecca終於找到資助者。「長．智．戲」長者戲劇藝術

啟導計劃獲領展「愛．匯聚計劃」贊助，在二〇一九年開展，為五十五歲或以上長者提

供專業並具持續性的戲劇藝術培訓課程，目標是發揮長者潛能，讓他們走進社區，與社

會連繫，同時啟發他們將興趣發展成第二事業，並以成立全港首個長者專業劇團為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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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1 Rebecca提到為何會編寫一個漏斗型的課程設計，就是結合了資助者的角度和她

們的目標。「資助方需要的是闊的層面，期望接觸最多的人，所以我們首先找長者中心

合作。我們在第一階段先開辦體驗班，讓參加者知道戲劇是甚麼，看看有沒有興趣，如

果有的話，接著便是遴選。這個階段不只是看你有沒有能力，還要看你是否真的很有興

趣，而且個性是否合群，這也是關鍵因素，因為戲劇本身是一個團隊的合作。」從最初

的戲劇體驗課程開始，然後進入遴選工作坊，再從中揀選四十人參與專業培訓課程，之

後便是公開演出和社區巡演，這就是啟導計劃的基本架構。計劃一共推出了三屆課程，

有接近600位長者參加體驗課程，當中有七十五位完成了500小時的訓練，而曾參與課程

的長者都成為了戲劇的愛好者。「他們喜歡上戲劇，市場上多了這一批觀眾。假設一個

戲劇節目有四至五場演出，每場演出平均有三十個長者觀眾，加起來便多了一百幾十至

200個觀眾。他們看到我們在群組內宣傳其他劇場節目，很多都會購票入場。其實在闊的

層面上，我們也在做觀眾拓展。」

「長．智．戲」計劃學員上戲劇培訓課堂 — 照片鳴謝：Arts’ Options

1  Arts’ Options「長．智．戲」長者戲劇藝術啟導計劃。【啟導】 計劃簡介。
    https://www.arts-options.org.hk/啟導計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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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nda進一步闡釋這個漏斗型的設計：「整個『長．智．戲』計劃分不同階段，首階段

是『啟導』（ Inspiration），是純粹的啟發，告訴長者學員甚麼叫戲劇，讓他們感受到，

原來戲劇是可以令人很開心。第二階段是『展航』（Transformation），就是個人的轉

變，由一個素人，不敢站在公眾面前說話，到後來敢於去試鏡，敢作出不同的嘗試。至

於在社會層面，就是訓練他們成為導師（Train the trainer），希望他們學有所成，回到自

己的社區中心去做導師，當他們看到自己可以教導其他人，也增加了自信。最後一個階

段就是『扎根』（Deep rooted），長者導師走進社區，到社區中心或者他們原本所屬的長

者中心，將戲劇活動變成一個常規活動。我們希望專業培訓系統已夠成熟，做到一個可

重複的模型並持續發展，延續長者戲劇的理念。我們最終希望能夠成立長者藝術中心。」她

們提到在課程總監李俊亮的策劃下，專業培訓課程的設計參考了香港演藝學院的課程，

雖然沒有正式認證，但在師資和課程時數上，大概已達到高級文憑的水平。「長．智．

戲」計劃跟其他長者戲劇計劃不同之處，正是其目標不只是一次性或短期的活動，也不

是以數量出發，不論是課程或是演出，都強調當中的過程。從初階到進階，從素人到專

業，即使在計劃結束後，也可以回到社區成為導師，真正開展人生新一頁。

成效顯著　延伸活動 
「長．智．戲」計劃成績顯著，獲領展繼續資助「長．智．戲」金齡多元藝術展航計劃

和「長．智．戲」金齡多元藝術扎根計劃。首先在二〇二一年舉辦全港首個關於長者藝

術的大型論壇「金齡多元藝術寶藏」，主題是「老友記與藝術」，邀請了本地不同藝術

界別，包括戲劇、舞蹈、文學、電影、視覺藝術等的藝術團體及藝術家參與。二〇二三

年續辦第二屆論壇，主題為「老友記的藝術與社會」，探討金齡藝術與社會的聯繫，除

了本地專家與學者，更邀請了海外藝團參與，包括台灣「果陀劇場」、廣州「木棉劇團」、 

英國「The Performance Ensemble」等。Brenda表示現時長者藝術於世界各地已相當普遍，

但香港仍處於萌芽階段，所以希望透過論壇進一步加深公眾對金齡藝術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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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以外，長．智．戲更進一步到海外交流。二〇二三年，劇團獲「英國列斯文化年」

邀請到當地演出，同時前往曼徹斯特及羅切斯特巡演。Brenda說其實最早計劃在二〇二

〇年春天到海外演出，無奈因為疫情擱置了。「大約在二〇二一年底，英國列斯市議會

邀請我們參與當地文化年活動。我們希望讓長者學員擴闊眼界，看看海外的長者藝術是

怎樣，更可認識當地做長者戲劇的藝術家。我們有十一位學員前往英國，此行演出每場

有80至 100個座位，入座率約八成，其中大概三成是外籍觀眾。讓我們感到高興的是他

們即使不看字幕，也能大致明白獨腳戲的內容，演出後更有不少觀眾主動上前交流。學

員得到當地人的反應迴響，自信心也增大了，回港後與其他學員分享，更說是終生難忘

的體驗。二〇二四年再接再勵，到新加坡的幾個商場巡演，演出劇目是之前因疫情而取

消的《飛越老人院》，當地觀眾反應很好。」Brenda亦提到二〇二四年九月舉行的第一

屆金齡藝術節。「這真的是一個紀錄，不只做戲劇，也有舞蹈、音樂、視覺藝術展覽等

等。我們希望藉此接觸更多人，告訴大家長者藝術其實是可行的。」

《飛越老人院》（2024） — 照片鳴謝：領展「愛．匯聚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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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酒人》展示三年成果 
計劃在二〇一九年開展，在新冠疫情期間依然繼續以Zoom上課，多年來有接近600位

長者參與戲劇活動，曾舉辦數十場社區巡演和公開演出。回看多個長．智．戲作品， 

《奠酒人》可說是最重要的一個作品，見證了三年訓練的成果。二〇二三年十一月，

長．智．戲在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上演了五場《奠酒人》，由四十三位平均年齡近

六十六歲的銀髮演員演出。希臘悲劇《奠酒人》講述一個主角弒母祭父，結果陷入公義

與倫理道德之間的掙扎的故事，其中一場是四十多位演員的群戲，對銀髮演員來說難度

十分高。Brenda在較早前的另一個訪問表示：「我就決定大膽讓這批已接受數年專業訓

練、累積不少舞台經驗的銀髮演員，首次在大劇院挑戰高難度演出。我亦希望借此機

會，在更大的舞台上，向更多人證明，不論年齡，同樣可夢想成真、開闢新天地。」2

五年後的挑戰 
從一個概念變成一個三年計劃，並獲得資助發展「長．智．戲」計劃的理念，不過她們

也明白長遠來說必須開拓其他資源。Brenda說：「我們一直都是主動寫計劃書、尋找不

同機構資助，幸好得到領展的資助，因為長者服務是其支持範疇之一。然而，資助機構

一般不會長期為同一計劃提供資助，我們已經破了紀錄——本來預計第三年後不會獲得

資助，怎料調整一下計劃，加入一些新元素，又得到了領展的支持。可持續發展並被看

見是很重要的。」

除了資助，另一挑戰是活動收費。Rebecca說道：「現時的計劃是免費參與的，但繼續

走下去也必須收費才能作長遠發展。對長者來說，市面上很多活動都是免費，而且未

必每個人的財政都很充裕，或他們有不同的預算，所以要長者願意付錢參與是一個挑

戰。然而，我們的計劃有點不同，訓練後得到的技能，有機會可以在你人生的下半場用

來賺錢，這是一個很大的成就。如果參與者視此為專業發展，其實也是一種投資，自然

2  領展。〈金齡演員夥拍資深導演11月上演《奠酒人》〉，《823頻道》，2023年09月。
     https://www.linkreit.com/tc/community/channel823/discover/golden-ager-actors-and-veteran-director-bring-
     greek-tragedy-to-the-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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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願意花費學習。」Brenda提到有學員先後參與了六十多個影視劇、舞台劇、音樂劇的

拍攝及演出，最近亦有畢業生正式簽約成為全職音樂劇演員。雖然計劃做出了成績，但

Brenda直言還是有一點灰心。「我們從來沒有得到資助機構的關注，他們並沒有主動施

予援手。在戲劇界內也沒能引起大家關注長者戲劇，《奠酒人》的演出得不到迴響，然

而我們的確為業界帶來了這麼多的新觀眾。坦白說，這是寂寞的。」當然也有令她們鼓

舞的地方。「在社會層面來說，我覺得是有一點旋風出現了。原來真的有一班人，以往

很熱愛戲劇，如今因為這個計劃而聚在一起，甚至是一些未能成功入圍的學員，他們經

常會問我們何時再開班，又像粉絲一樣追蹤並參加我們的活動。因此，我覺得這個計劃

令這一班人有了希望，而某程度上長．智．戲已經成了一個品牌。」

展望未來，Brenda表示將透過不同形式，繼續為老友記創造精彩的人生下半場，「在香

港會自己組織表演，將藝術能量散發出去；與此同時，亦會加強與海外藝術團體的交

流，和他們分享香港長者藝術發展的現狀，提升本地長者的藝術地位。」回到最初，就

是對藝術的追求。「英國有個概念是『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enjoy art』，我們很喜歡這

句話，當初成立長．智．戲也是相信每個人都有權利去尋找喜歡的藝術。但在香港，普

遍始終覺得這只是一個消閒活動，從來不被重視，所以我們還要繼續努力。」

《奠酒人》（2023） — 攝影：Dicky Wong     照片鳴謝：Arts’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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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地其他長者戲劇計劃
下文嘗試整理與長者戲劇相關的活動及計劃，簡述香港長者戲劇的發展。香港的長者戲

劇活動，多數由非政府組織、社福醫療機構主辦，可分為福利和治療兩大方向，前者針

對長者的退休生活，後者以長者的健康出發。近十多年有不同慈善基金針對長者服務提

供資助，舉辦專為長者而設的藝術文化活動，除了上述的領展「愛．匯聚計劃」，還有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以及利駿行慈善基金。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創活人生Plan & Go」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計劃對

象主要是五十歲以上的退休人士，鼓勵他們積極規劃人生下半場。計劃於二〇二二年舉

辦首個舞台劇作品《計到盡．算到尾》人生規劃公司，參加者接受編作劇場的訓練後，

將自己的退休生活經歷和心聲化作劇本，最後親身擔任演員，與年輕演員同台演出。作

品以喜劇形式呈現退休人士所面對的不同經歷，除了讓參加者有機會實現自我外，同時

也讓觀眾了解退休人士的生活。

「銀青共融」是坊間長者戲劇的常見形式，除了上述計劃的舞台劇作品，社區企業尊賢

會舉辦了以跨代、銀青共融為骨幹的「活躍銀齡」結網展能計劃。尊賢會深信「非因老

而不行樂，因不行樂而老」，鼓勵長者去認識新朋友和嘗試新事物。在《耆舞派對2021－

疫情下的愛》中，由「活躍銀齡」計劃的跨代人情味義工隊及銀青話劇團，在舞台上帶

動長者大跳「快樂椅子舞」及演出戲劇。

社區組織或慈善機構透過基金資助舉辦的長者戲劇計劃，多以短期的免費活動為主。而

由劇團發起且最具規模及持續性的便是「中英劇團」的教育及外展活動。

中英劇團於二〇一三年創辦的「禧戲劇場」（前稱「耆英大匯演」），是一個專為長者

提供戲劇訓練和演出平台的年度計劃，並於二〇一四年起獲利駿行慈善基金資助。這個

平台不只由長者擔當演員，更讓他們參與劇本創作，在過程中提出自己的見解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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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戲劇作為分享想法的媒介。其實，早於二〇〇六年及二〇一一年，中英劇團已開始

分別擔任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雋藝劇社」及「世藝劇社」的劇團顧問，教授長者戲劇

理論、劇本研讀和創作，以及演戲訓練。近年的禧戲劇場與這兩個劇社合作無間，長者

在專業團隊的幫助下，製作《小風波》、《我們仍然油脂》、《三小蟲聖堂夜話》等作

品，在葵青劇院黑盒劇場作公開演出，以及進行社區巡演。

另一個比較大型的長者戲劇演出是由「社區劇場」主辦的「銀齡戲劇匯演」，匯演以認

知障礙和生死教育為主題，透過戲劇促進社會對長者的了解與關懷，同時展現他們的創

意和能力。首屆銀齡戲劇匯演於二〇二三年舉行，集合了三個不同機構，包括明愛安老

服務「智好戲劇團」、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五十後劇團」和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老友

記劇組」，更邀請了葉童、麥秋擔任演出顧問。而第二屆的參與機構，除智好戲劇團和

五十後劇團外，還有明愛臻藝坊「熱戲劇團」和「讀劇劇團」。兩屆戲劇匯演均在牛池

灣文娛中心進行公開演出。

至於以治療目的出發的長者戲劇活動，則有醫院管理局轄下葵涌醫院所舉行的活動。二

〇一八年，「葵涌醫院話劇團」與葵涌醫院老齡精神科日間醫院暨認知障礙症日間護理

中心合作，召集十多位患有抑鬱症及認知障礙症的長者參加戲劇工作坊，訓練他們踏上

舞台。他們的首部作品《全家福》，由身兼話劇團團長的精神科資深護士蘇偉生編寫，

在荔景社區會堂演出。二〇一九年，葵涌醫院更成立「樂齡劇社」，以戲劇治療和訓練

提升長者的溝通和社交技巧，改善情緒管理，增加他們的自信。

明愛臻藝坊的智好戲劇團於二〇一九年成立，以認知障礙症人士及年長照顧者的親身經

歷作為創作藍本，編成「認知劇場」的演出，由認知障礙症人士、照顧者及長者參與台

前幕後的工作，在演出展現其心路歷程及才能，達至以戲劇推廣認知友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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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喜兒

曾任本地報章雜誌副刊記者及編輯，從時

裝潮流到旅遊玩樂，從藝術文化到人物專

訪。現為自由文字工作者，著有《七層足

印——李鄭屋徙置區口述歷史》及合著作

品《拾舞話：香港舞蹈口述歷史（五十至

七十年代）》、《好景：魯師傅與香港舞

台》、《屋宇平民誌——記大坑西新邨：

香港最後的「私營廉租屋」》。二〇二〇

年榮獲「第十三屆香港書獎」評審推薦之

新晉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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