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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二年七月，由年輕劇場人陳恩碩創辦的「爆炸戲棚」劇團舉行新聞發佈會，宣佈

製作香港首個長壽音樂劇《我們的青春日誌》，並於同年九月首演。消息發佈後，大眾

對「香港首個長壽音樂劇」的口號沒有太在意，反而業界對劇團位於葵興葵榮路的全新

表演場地「爆炸戲棚劇場」很感興趣，畢竟可以擁有自家劇場的藝團並不多。雖然二〇

二二年疫情未退，但《我們的青春日誌》用了不到半年便公演了150場，至二〇二三年七

月上演第300場，引起了業界注意。二〇二四年一月到達400場，仍沒有停下來的跡象，

至七月底更衝破500場大關。二〇二五年三月，演出已超過600場，仍繼續公演中。主創

陳恩碩至此公開表示，終於可以放膽說這是一部「長壽音樂劇」。製作一部港產劇在香

港作長期公演，一直不乏業界中人有此心願，惟多年來只聞樓梯響。二十來歲的陳恩碩

竟用兩年多便做到了。本文請來陳恩碩分享他的「長壽音樂劇」奮鬥之路，透過了解他

的營運模式，我們從融資、場地、人才、產業化等方面，探討音樂劇在香港發展所面對

的挑戰。

背景
陳恩碩（ 1998～），兒童演員出身，自幼對戲劇很感興趣，中學時代成立爆炸戲棚，搬

演過經典劇目《萬花嬉春》。大學先後負笈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巴斯泉大學，修

讀戲劇、哲學、音樂。二〇一七年，求學期間回港，主理他包辦編劇、作曲、填詞、導

演及監製的音樂劇《我和青天有個秘密》公演。翌年，陳恩碩完成了另一部音樂劇《我

們的青春日誌》劇本初稿，並在柴灣一座工廠大廈首度試演。經過反覆的試演、琢磨、

修訂、預演，二〇二二年九月正式打著「香港首個長壽音樂劇」的旗號，在爆炸戲棚劇

場長期公演。

一、場地與融資
自家劇場，長期公演之必要

《我們的青春日誌》除了公演的場數驚人，最令觀眾驚訝的是其演出場地爆炸戲棚劇

場，位於葵興葵榮路的活化工廈EDGE地下，大廈的外貌具城市氣息，路人在街頭已見到

大廈外牆的《我們的青春日誌》廣告牌。劇場大堂開設了全落地玻璃的Ko’s Coffee，是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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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咖啡館的的實體化，發售和劇情相關的主題餐點及該劇的紀念品。整體氣氛有點像英

美商業劇場，一個劇目長駐一個劇院，內有咖啡店、酒吧和紀念品店。

擁有自家劇場的香港藝團不多，最為人熟悉的是「前進進戲劇工作坊」位於牛棚藝術村

的小劇場，以及「香港話劇團」的黑盒劇場，但論配套和外觀，爆炸戲棚劇場比前兩者

更齊全、更有看頭。陳恩碩直言：「要在香港做長期公演，先要認清一個事實，就是香

港沒有一個現成的場地可以讓你長駐公演，你只能建立一個自己的地方。」因此，有志

者需要一筆為數不少的前期資金，於是他將他的碩士論文《Commercialization Of Musical 

Theatre Under Globalization》，改寫成一份投資項目計劃書，游說目標投資者，最後得到

英皇娛樂、尚製作、魯氏美術支持，加上爆炸戲棚的資本，合共集資1100萬港元，促成 

「香港首個長壽音樂劇《我們的青春日誌》」正式起動。

陳恩碩在《我們的青春日誌》廣告牌
前留影 — 照片鳴謝：爆炸戲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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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工廈，變身美式劇院

雖然解決了前期資金，但陳恩碩笑說：「我們沒有錢由平地開始興建一座劇院，折衷方

法是改建一個地舖成為劇場。」於是他四出物色舖位，委託地產代理找樓底最少三米半

至四米高，預算可容納 180個觀眾席的地舖。他看了很多地舖都不合適，亦深明如果改

租樓上舖會有更多選擇，但仍堅持租用地舖：「既然我要在香港做第一個長壽音樂劇，

大眾的整體觀感很重要，由進來之前在街上見到的東西，至步進大堂、劇院，看完戲後

離開劇院，整個空間體驗很重要。所以我第一是很堅持要地舖，第二就是要做一個現在

你們看到的大型廣告牌。外國的劇院都是這樣，這是一個品牌形象。一來是建立品牌形

象，二來真的要吸引到觀眾，令大眾覺得原來音樂劇可以做到這樣的規模和品味。老實

說，劇院其實只是一個150座的小劇場，不過我們整件事，尤其是外觀，做得像一個正規

劇院。」就在他看地舖看到心灰意冷之際，地產代理為他找到葵興葵榮路這座由工廈活

化的商業大廈EDGE，他看了地下的舖位覺得合適，而且他看中了這座大廈的建築外貌，

帶點工業風的落地玻璃設計像一座藝術中心，符合他建立自家音樂劇品牌的構想。

地舖改建，150人小劇場

物色到合心意的地點之後，下一個關卡就是跟業主洽談租約，「以香港的市值租金計

算，一個藝團要用一組地舖去營運一個 150個座位的劇場，幾乎是不可能。我帶著計劃

書跟業主商談，我說我想做一個香港人的長壽劇，這是有社會價值的，但我負擔不到這

個租金。既然這裡不是一個旺區，有沒有機會一人行一步，令到這件事可以在這裡發生

呢……業主很好，經過商討，他們給出一個我們勉強能付得起的租金。所以，經常有人

問我：為甚麼將劇場開在偏遠的地區？我某程度上是沒有選擇，鬧市的租金太貴，有地

方我就要做。」

其實，採用現成舖位改建劇院有很多規限：首先一定要選址商廈，因為工廈場地難以申

請「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第二不能改動原有建築圖則。因此，現在的爆炸戲棚劇

場由多個地舖組成，劇場範圍是一個地舖，劇場大堂範圍及劇中咖啡館實體店又是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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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地舖，而多個地舖構成的劇院，要安放 150個觀眾席的同時，走火通道設計必須合

乎消防條例的要求。原來，劇團本來為劇院規劃了180個觀眾席，政府最後只批准建 150

席。由於沒有商廈用作劇院的先例，陳恩碩笑言過程艱鉅，每一項嘗試、每一個決定都

像「摸著石頭過河」。雖然是小劇場，但陳恩碩仍堅持舞台要配備電視牆及升降台，令

舞台效果有更多變化，「由零開始設計一個劇場的好處，是知道演出需要甚麼就配置 

甚麼。」

爆炸戲棚劇場 — 照片鳴謝：爆炸戲棚

二、長壽劇的選材及試演的需要
校園青春劇，觀眾群的最大公約數

場地有了，不禁要問：為何選一個校園青春劇作為「香港首個長壽音樂劇」？陳恩碩說

一來是因為香港較少本地校園音樂劇，二來是汲取了《我和青天有個秘密》的經驗， 

「我做《我和青天有個秘密》時，已嘗試讓香港的音樂劇製作走向英國那套專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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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那時我年紀太輕，未有足夠的經驗在香港實踐那套制度，將這個製作推向長演，一

個包青天和外星人的故事，並沒有足夠的市場需要。」

《我們的青春日誌》跟《我和青天有個秘密》相比，題材更大眾化，面向的觀眾群更

廣，當中包羅了沒有看舞台劇或音樂劇經驗的男女老幼。《我們的青春日誌》講述某名

校的精英班，新學年由臨近退休的嚴校長做班主任，嚴校長為了學生在DSE有好表現，

地獄式操練之餘，嚴禁課外活動與談戀愛，惹起學生不滿……陳恩碩說《我們的青春日

誌》雖然是青春音樂劇，「一班學生是主角，但嚴校長是故事的骨幹，學生是她的倒

影。這個戲其實是講遺憾，嚴校長的遺憾，就是在這班學生身上看到從前的自己，可惜

她已不能回到過去。不過，她忘記了：遺憾不能解決，但可以轉化。對這個戲，離青春

愈遠的觀眾愈有感受。」劇中愛情、友情、親情、師生情無所不包，時而感人，時而搞

笑，歌曲偏向粵語流行曲曲風，吸引不少年輕人、女性上班族、老師、家長，以及一家

大小入場。不少觀眾更一看再看。此劇的情節經過精心計算，與《我和青天有個秘密》

相比，有更多誘因令觀眾再度入場。

試演—預演—公演，跟隨國際標準

《我們的青春日誌》的長期公演，由正式宣佈啟動到完成600場演出，演期大約是兩年

半，可說是極速達標。可是，前期籌備其實可倒帶至二〇一七年動筆寫劇本起計，二〇

一八年《我們的青春日誌》初稿完成，沿用《我和青天有個秘密》的前期製作方式，同

年第一次試演，前後演了二十場。二〇一九年，該劇移師至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

公演，邀請到關寶慧、歐陽偉豪等有知名度的藝人參與演出，合共演了十場，演後繼續

收集意見及修訂劇本。二〇二〇年，新冠疫症在香港爆發，聚眾活動包括舞台劇被禁

止，《我們的青春日誌》亦只上演了二十七場就被迫腰斬。同年，疫情未退，劇團辦了

一場「音樂劇《我們的青春日誌》仲on緊 line抗疫音樂會」，此時陳恩碩已在部署他的 

「香港首個長壽音樂劇」項目。二〇二二年七月正式公佈《我們的青春日誌》將於九月

在爆炸戲棚劇場正式長期公演，並於八月舉行最後預演，至二〇二四年七月完成第500

場，前後長達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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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辦曲詞編監導，是財政考量

音樂劇在長期公演前，先試演，修訂，再定稿，才正式首演，是英美音樂劇的慣常做

法，香港劇團一直甚少採用。陳恩碩由《我和青天有個秘密》開始做試演，收集各界

意見，一再修訂劇本，才正式首演。他說在英國升學期間，見識到當地大型音樂劇的製

作，帶給他很大啟發，希望能將當地的製作方式，以及長期公演的營運模式帶到香港。

陳恩碩又表示：「以我所知，我做《我和青天有個秘密》的時候，香港是沒有人做音樂

劇試演的——後來到《大狀王》才有試演——因為做試演要僱用一班創作人好幾年才能萌

生一個滿意的演出。這是為甚麼我要自己作曲、作詞、編劇、導演，因為我沒資源負責

四個崗位的同事幾年的費用。西九文化區和香港話劇團合作就做得到。不過，所有崗位

都由我來做，會有很多盲點，就靠試演、工作坊和多次圍讀及修改，將不夠好的東西剔

除。」

 

《我們的青春日誌》 — 照片鳴謝：爆炸戲棚

《我們的青春日誌》跨越600場   專訪陳恩碩：剖析音樂劇長期公演的願景與挑戰



香
港

戲
劇

概
述

2021 、 2022

67

三、借鑒外國經驗，正視香港人消費習慣
陳恩碩的碩士論文，研究了紐約百老匯、倫敦城西、首爾大學路、東京「四季劇團」、

上海小劇場空間等地的商業音樂劇經營模式。根據研究結果，他知道香港最適合借鑒首

爾大學路的小劇場營運模式，一個製作起用三至四名演員，採用預錄伴唱音樂，最能有

效控制營運成本。可是《我們的青春日誌》卻是一齣用上十五名演員，由樂隊現場伴奏

的音樂劇，而每場最多只能容納150位觀眾，絕對不合乎成本效益。這個看似任性的決定

背後，陳恩碩有他的一套理念：「『香港第一個長壽音樂劇』某程度上有一個責任去為

第一次接觸音樂劇的香港觀眾定義甚麼是音樂劇，而在外國，現場樂隊是音樂劇的必需

品，所以有現場樂隊才是一個完整的音樂劇。奈何每場演出都用現場樂隊的成本實在太

高，堅持了三百多場後，也要向現實妥協。一個小劇場的長壽演出確是不應用上十五個

演員的，不過這是香港第一個長壽劇，要大眾化，要吸引大量觀眾來看，視覺上的吸引

力亦很重要，只有三、四個演員的演出的視覺效果當然不及十五個演員的多變和震撼。」

讓音樂劇被視作單純的娛樂

爆炸戲棚劇場的場地設計糅合了英美正規劇院的外觀與首爾大學路小劇場的配置，這是

陳恩碩因應香港觀眾的消費習慣作出的決定，「韓國大學路很多小劇場的外觀都很破

落，你甚至找不到入口。但香港人是看排場的，不少觀眾心目中對入劇院看演出這個活

動已有一套標準。」他承認自己的商業觸覺敏銳，一開始已認定香港首個長壽音樂劇不

能令大眾有半點覺得曲高和寡，所以他由融資開始已將眼光對準娛樂公司，「我覺得音

樂劇是一個娛樂與藝術的結合，為甚麼我很想夥拍一家有名的娛樂公司，是因為我希望

大眾不要當音樂劇是藝術：你當它是娛樂，你進來享受娛樂，看完你就會知道音樂劇既

是藝術又是娛樂。要擴展音樂劇的市場，首先要拉近它和大眾的距離。百老匯音樂劇已

是主流文化，其音樂、製作、戲劇結構、呈現方式等各個方面都很商業，但不代表沒有

藝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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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才的發掘及管理
新秀演員，一年之約

演藝業界常慨嘆，香港缺乏音樂劇人才。《我們的青春日誌》選角，大量起用舞台劇新

秀。陳恩碩坦言：「音樂劇講求『triple threat』（唱歌、跳舞、演戲俱佳的演員），這

種演員在職業劇團之中亦不多。《我們的青春日誌》劇組有十五個演員，因為長期公演

而需要三至四組演員輪換。所以，我會挑選對唱、跳、演三項都有認知，而其中兩項較

好的演員，再加以訓練。」他不諱言：「就算是香港職業劇團的演員都欠缺同一劇目長

期演出的訓練。演員做了二、三十場之後會有疲態，怎樣確保整體演出不會走樣，心態

很重要。我選演員，看重性格、態度、人品，看重他們有多想進步，因為我們不是做三

五場演出，劇場要是一個大家都可以開心和舒服工作的地方。」

爆炸戲棚以外，陳恩碩亦成立了「爆炸戲棚娛樂」，專門管理旗下演員的演藝工作事

務：「我們的基本演員合約是一年，我們跟飾演學生的年輕演員及飾演父母的演員都是

一年一年地簽約，但如果被挑選為旗下演員的演員就會簽三年或以上的合約，讓公司可

以投放更多資源在他們身上。」而演嚴校長的特邀演員關寶慧、向海嵐、廖愛玲，不是

知名藝人就是資深演員，劇團沒有和她們簽旗下演員合約。

《我們的青春日誌》 — 照片鳴謝：爆炸戲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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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是沒有演藝人才

目前，《我們的青春日誌》的現任演員，接近九成屬爆炸戲棚娛樂旗下。公司除了為旗

下演員安排音樂劇演出，亦會為他們發掘外面的表演機會。台柱演員廖嘉敏接演同團的

《我們的青春日誌》、《小男人周記》（試演）及《仁德風暴》外，亦參與其他機構的

演出，如音樂劇《團圓》、微電影《夢魘洄游》等，並推出多首個人音樂作品。陳恩碩

笑言不怕演員紅了要離開，「因此我們才有『artist management』（藝人管理）。我經常

跟他們說：你們不會永遠留在爆炸戲棚。我很鼓勵大家在這裡累積經驗、歷練，然後出

去探索外面的世界。在我而言，我都希望有空間培養多些人才。沒有合作是永遠的，大

家保持良好關係，你出去走一會又可以再回來。」

陳恩碩在戲劇界打滾多年，根據他的觀察，香港不是沒有人才，但怎樣令他們投身這個

行業又是另一個課題。他認為長期公演的劇目對演員有一定吸引力：「大家都有一個根

深蒂固的想法：做舞台劇搵唔到食（做舞台劇賺不了錢）。不少有潛質的人才因而選擇

做其他工作。而長期公演的其中一個好處是，雖然每場演出的人工不是很高，但你會

有一個穩定的收入。假設你在外面接一個演出，每一場收三千元，一共做五場，得到一

萬五千元的收入，還要已經包括綵排需要付出的時間。演出之後你又要再找其他演出機

會，在等候一個遴選結果時可能失去了另一個機會，也可能要好幾個月之後再有收入。你

在這裡簽了一年演員合約之後，接下來十二個月都有穩定收入，大大減低了收入浮動的風

險，又知道自己有多少可支配的時間，節省了很多機會成本。時間成本對表演者來說是一

項很重要的成本。」

五、定義長期公演和產業化
陳恩碩所講的為演員提供穩定收入和演出機會，正是職業劇團其中一種運作模式。香港

不乏職業劇團，但沒有一個職業劇團會連續一年、兩年持續上演同一個劇目。爆炸戲棚

從現正公演的《我們的青春日誌》，到二〇二五年正式首演的《小男人周記》，以及正

處於創作階段的兒童音樂劇，都打著「長壽音樂劇」的旗號。究竟「長壽」在陳恩碩的

戲劇理念之中意味著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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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打了個有趣的比喻：「做一個長壽劇好像開一間餐廳。『長壽』對我來說，不是場數

多少，而是一個商業模式，就像開一間餐廳，我計算了前期成本，做好所有前期準備，

開演了或開業了，就一直營運下去，直到我發現收入不達標，甚至收支嚴重不平衡，觀

眾數目下跌，而我怎樣做宣傳都沒有回升，我就會考慮停業。」長期公演跟上演十至二

十場的戲劇製作相比，陳恩碩認為最大的差異是：「你不能把那個戲看成是一個製作，

要當它是一間公司去營運，但它又不是一間真正的公司。你營運一間一般的公司，不需

要每天坐在劇場看著這個演出做成怎樣，你要做的是品質控制，是做好產品的樣辦。但

做演出不行，至少我現在不行，我不能兩個月不回來劇場，不然演出一定會變了樣。」

另一差異，是長期公演要處理的現金流比短期製作的繁複得多。「譬如一個短期製作拿

到300萬資金，然後你計算這個製作各方面可以花多少錢，這就是我以前做製作的現金

流。現在做長期公演，是每個月不停花錢，又每個月不停有錢回來，究竟進來的錢能不

能抵銷要花的錢，每一筆錢甚麼時候進來，甚麼時候出去，在某些時間點我要不要借一

些錢回來維持現金流，然後又有錢進來，有錢出去，我要還了之前借的錢……所以，你

不能當長壽劇是一個製作，要當它是一間公司去營運。」

扎根，然後才談產業化

陳恩碩說過劇場是他的人生理想，做長期公演卻讓他由劇場人分身成生意人，而且是經

營高風險生意。他如此執著於做長期公演，原因之一：「長壽劇能讓入劇場成為本地人

的行為習慣，扎根在香港人的生活當中。從此，香港人只要某天心血來潮想看一個音樂

劇，不用預早『撲飛』，就可以隨時購票入場觀看，而旅客甚麼時候來到香港也可以隨

時購票入場。不扎根的話，無論你做一個多大型的音樂劇，做十場、二十場也好，都會

煙消雲散。為甚麼《歌劇魅影》到今天仍有各式品牌的合作，仍有那麼多人去朝聖，某

程度因為這個劇目已叫好叫座了三十多年，不單成為音樂劇的經典，更是一個全球知名

的藝術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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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劇場由商業化走向產業化，陳恩碩認為：「產業化是一個過程，第一步要了解這個

業界欠缺甚麼。音樂劇工業欠缺人才、場地、資金、資源、商業機構合作？還是欠缺

觀眾？在產業化的過程，我們需要有一個實現這些效益的目標，將所欠缺的東西慢慢補

足。而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要做一些專業的、高水準的製作或項目，再借助這些製作

衍生出一些系列化、品牌化的營運方式。」

《我們的青春日誌》 — 照片鳴謝：爆炸戲棚

產業化＝系列化╳品牌化？

他正讓爆炸戲棚循著產業化的路向前進，「我們現在有《我們的青春日誌》，接下來有

《小男人周記》，之後再有合家歡音樂劇。三個劇目有各自的觀眾群，觀眾喜歡其中一

個，可能會有興趣看另外兩個，因為這是爆炸戲棚的系列。」他續說：「系列化的過程

會衍生出品牌化，因為系列裡面的每一個劇目都是一個品牌，而每個品牌之下可以再

有系列。例如，《我們的青春日誌》品牌之下，衍生了外傳劇目《Ko’s Coffee的最後 1小

時》、《Nancy勞軍Show》及《仁德風暴》，未來還可以推出其他角色的外傳，我們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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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個品牌推出不同檔次的紀念品，形成不同的系列。《我們的青春日誌》的劇場有餐

廳，《小男人周記》的劇場也會有餐廳。在整個產業化的過程中，我們有更多機會培養

管理人才、表演人才和幕後人才。而音樂劇作品品牌化後，和其他品牌合作，亦可以從

其他品牌的受眾之中吸納新的音樂劇觀眾，擴大觀眾群。一步一步將我們之前說過的，

音樂劇欠缺的人才、資源、觀眾等東西補回來。」

六、如何由先例演化至日常？
「陳恩碩模式」能否複製？

爆炸戲棚和《我們的青春日誌》能發展到今天的規模，陳恩碩是靈魂人物。他一人包辦

作曲、作詞、編劇、導演、監製，同時亦是策劃者、集資者、投資者、推廣者。究竟這

種一人兼顧多個崗位的「陳恩碩模式」能否複製？爆炸戲棚日後的戲劇出品，能否繼續

採用這種由他兼顧多個崗位的製作方式？其他藝團能否採用相同的模式來製作長期公演

作品？坊間會否有其他像陳恩碩般能包辦大量工種的劇場人？

陳恩碩想了一想，「這個模式未必可以複製，但可以改良。譬如，如果我有執行導演或

導演助理，當我不在劇場的時候，演出都可以順利進行。我已著手訓練幾位導演助理，

《小男人周記》開演後，我可能沒時間回來《我們的青春日誌》這邊。《小男人周記》

開演後，我可能在那邊劇場看三個月演出，就交給助理導演跟進，然後開始做下一個 

項目。」

老闆一人包辦多個崗位，好處是製作成本能被高度壓縮。如果製作資本充裕，人力資源

可以合理地擴充。陳恩碩表示在爆炸戲棚產業化的路上，會有更完善的製作與管理團隊

分擔他的工作，「雖然我身兼作曲、填詞、編劇、導演、監製和老闆，但是這些都是不

同階段的工作。編劇、作曲、填詞屬於創作階段，導演工作是綵排階段，開演之後有

助理導演跟進，我可以抽身。監製的工作，隨著劇團長期營運會聘請管理層，有營運經

理、行政經理、營銷人員，我們只要定時開會，工作由負責的同事執行。」他又估計，

以這樣的運作模式，劇團每年可以開一至兩個新的長壽音樂劇項目。而隨著長壽劇目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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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及劇團的成長，陳恩碩會把時間和心力投放在創作和開拓劇團的可能性，而一人處理

多個崗位的執行工作，就會交給管理層和同事。

雖然爆炸戲棚的長壽音樂劇鴻圖在穩步發展中，但陳恩碩坦言，就算完成了600場演出仍

未能收支平衡，而且尚有很遠的路，幸得投資夥伴繼續支持。他談劇場的商業規劃頭頭

是道，被問到人生規劃，打算投放多少年在劇場產業化的事業上，他打趣說：「我將我

條命投放落去。在香港做長壽劇的風險確實很大。而你要將這件事商業化，就要夠膽行

出來承受很有可能失敗的風險。我尚算年輕，拼了一條命做，就算輸掉所有，仍然可以

捲土重來。既然我那麼愛劇場，為何不去試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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