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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機遇

香港話劇團足跡遍灣區

大公報記者 王豐鈴

【大公報訊】記
者湯艾加報道：香
港美協創會主席蕭
暉榮（見圖）表
示，在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中，香港
美協將一如既往地
以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
化，加強與大灣區兄弟城市的交流與合
作，推動文化的創新發展，充分發揮香
港作為東西方文明交流頻繁的優勢，共
同為大灣區的文化建設作出貢獻。

香港美協自成立以來，始終注重與
內地文藝界的交流與合作，例如在全國
政協舉辦會員作品展，參與主辦廣東、
江蘇、陝西、廣西、北京、上海等省市
文聯、美協、畫院，協助中央文史研究
館來港辦展及藝術交流活動，增進香港
與內地同胞的情誼，提升香港藝術家與
市民對祖國的歸屬感。

他續稱： 「從我個人來說，我的些
許成就離不開祖國文化的滋養。作為一
名藝術工作者，中華文化藝術是我們永
遠的驕傲，在追求個人藝術進步的同時
，我們還應勇於擔當社會責任。比如去
年，我就先後在美國三藩市與澳門、深
圳、汕頭舉辦個展。今後我將以個人的
創作與藝術活動，為促進大灣區的文化
建設，繼續獻上綿薄之力。」

粵港澳文化同根同源，三地的交流合作不斷。香港話劇團早於一九八五年開始踏足
灣區城市，在廣州開展首次境外巡演，近十多年來該團赴灣區演出更多，憑藉其精良製
作，建立了穩定的觀眾群並屢獲大獎，在灣區闖出一片天。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業界及
美術界不遑多讓，與內地同行來往頻繁，為嶺南文化的發光發熱建言獻策。在國家公布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之後，香港文化定能再乘 「東風」 ，與灣區其他城市優
勢互補，資源共享，再創高峰。

【大公報訊】記者劉毅報道：《綱要
》提出，支持弘揚以粵劇、龍舟、武術、
醒獅等為代表的嶺南文化，彰顯獨特文化
魅力，增強大灣區文化軟實力。日前，大
公報記者電話專訪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諮
詢委員會主席鄭培凱，談及粵港澳在共同
保育非遺方面的優勢和機遇，以及如何進
一步深化合作。

「粵、港、澳三地的粵劇、龍舟、武
術、醒獅等，均被列入當地的非物質文化
遺產名錄，同屬嶺南文化，可謂同宗同源
，相信伴隨《綱要》的出台，未來粵港澳

能在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共建人文灣區的同
時，積極促進非物質文化的保育和傳承。
」鄭培凱表示。在他眼中，粵港澳之間的
文化認同是深化合作的強勁動力，再加上
灣區之間雖有地域之別，但共同的文化基
因是灣區加強合作的顯著優勢。

粵劇龍舟醒獅同宗同源
鄭培凱去年參與 「大灣區藝術教育學

術研討會」，他指出，早在《綱要》出台
前，本港不少文化工作者已經頻繁參與內
地的交流計劃，共同為非遺的傳承獻言獻

策， 「在整個保育過
程中，教育是最重要
的一環。很多人甚至不曉得何謂非遺文化
，粵劇、龍舟、醒獅等又有何歷史淵源？
所以，非遺保護雖重在傳承，但相關教育
亦至關重要，如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
處主辦的 『同樂日』讓公眾更立體地認識
本地非物質文化遺產。」

香港保留宗族文化較完整
在他看來，香港非遺保育有其自身優

勢，可以在灣區合作方面做多些推廣： 「
本地的優勢在於保留完整的宗族文化，如
春秋二祭、盂蘭勝會等慎終追遠的民間信
仰，不僅是社區之間的紐帶，更是嶺南地
區宗族歷史的印證，但反觀內地，這種文
化正逐漸消失，譬如那些類似新界圍村的
鄉村，伴隨城市化進程，人口逐漸流失，
關於宗族文化的保育並不似香港這般完備
，故此可以在灣區推廣香港的此類尋根文
化，可以讓內地看到民族感情在香港的傳
遞並未有中斷。」

鄭培凱亦指出，內地擁有廣闊的文化
市場和發展前景，豐富的嶺南文化，賦予
灣區人強烈的文化自信，「廣東和香港一樣
，都有歷史悠久的文化傳承，並不存在割
裂關係，以粵劇為例，廣州等地有很好的
科班訓練，從孩童時候培養粵劇演員，重
在基礎功底等的訓練，與之相比，香港缺
少從小開始培養粵劇人才的教育制度。」

鄭培凱補充，香港自從開埠以來，一
向以經濟發展為重，今次《綱要》所涉及
的文化領域，不僅有利於三地深化交流和
合作，以及提升整體發展和深入探討，更
標誌着整個大灣區實現了嶺南文化進入二
十一世紀的嶄新文化願景。

又訊：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辦公室回
應大公報查詢時表示： 「在非遺辦，我們
暫時沒有收到關於大灣區的計劃，然而，
如收到內地有關單位的邀請，非遺辦樂意
考慮是否能夠參與，或邀請合適的人士或
傳承團隊參加。」

共同基因助非遺保育

香港美協加強
與兄弟城市合作

更上一層樓好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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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香港話劇團提供

◀香港話劇團行政總監
梁子麒表示，灣區城市
將有更多演出機會

▼香港話劇團藝術總
監陳敢權評價內地劇
場硬件好
大公報記者王豐鈴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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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話劇團創立於一九七七年，是本港旗艦
劇團。除了在港演出不輟，該團亦到內地巡演交
流，獲得良好口碑。今年一月，更在廣州獲第二
屆華語話劇盛典六項大獎。該團藝術總監陳敢權
、行政總監梁子麒日前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談
及香港話劇赴大灣區演出交流的經歷，以及灣區
未來發展對香港話劇的影響。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下稱《綱
要》）中提及： 「加強大灣區藝術院團、演藝學
校及文博機構交流」、 「便利藝術院團在大灣區
內跨境演出」，對此梁子麒表示，未來在戲劇發
展方面，區內城市將有更大的主動性，配合各創
作團體，將有更多演出機會，盼能將更多優質作
品帶給觀眾。

廣東話戲劇內地獲獎
一九八五年夏，一齣名為《不可兒戲》的經

典喜劇在廣州友誼劇院開場，台下觀眾反應熱烈
，演出實況在兩廣地區電視播映了兩遍，這是香
港話劇團建團後的首次境外巡演。該劇導演、時
任香港話劇團的首任藝術總監楊世彭最初以粵語
、普通話兩組演員同排同演，而三十多年後的今
天，劇團已無需特別排演普通話版本，無論是在
香港還是內地，聽粵語歌、看港片長大的觀眾喜
愛廣東話演出，半靠聽半靠字幕，享受原汁原味
的香港話劇。

回顧歷年赴內地演出記錄，香港話劇團足跡
踏遍十八個城市，包括多次赴廣州、深圳、珠海
、佛山、澳門等灣區城市，劇作《結婚》三月赴
廣州、珠海、佛山三地巡演。 「廣州我們去得最
多。」陳敢權評價內地劇場硬件好，近年劇團發
展很快。其實香港話劇團赴內地演出交流，早期
多數應文化廳和各大藝術節邀請，代表香港參演
；而發展到近十年，大小城市的劇場建成，硬件
設施完備，運營發展良好，故此由當地劇院、劇
團邀請合作的演出佔多數。

巡演過後，劇團多部劇目獲好評，已在內地
獲獎，如音樂劇《頂頭槌》獲《新京報》年度票選戲
劇，《親愛的，胡雪巖》（二○一八新版）則在
廣州舉行的 「第二屆華語戲劇盛典」中，一舉囊
括最佳年度劇目、最佳編劇、最佳導演、最佳女
主角、最佳男配角和最佳製作人在內的六項大獎

，該團亦獲頒發 「粵港澳大灣區戲劇發展特別貢
獻獎」。 「對我們是很大的鼓勵。」陳敢權透露
，其實有更多劇目巡演時獲得讚賞，只因演期不
夠十場，遺憾未能達到申報該獎項的條件。

吸內地觀眾跨境睇戲
好戲需要觀眾，如何拓展觀眾群體也是劇團

一直在考慮的事。 「我們已經有一班很好的觀眾
，香港本地觀眾約三萬，但是不夠。」陳敢權坦
言。以香港話劇團為例，可以發現多數劇目票價
並不高，劇團不以牟利為經營目標，但如果觀眾
群體總量不夠，上座有限，就無法安排較長的演
期，也不能效仿紐約百老匯固定上演熱門劇目，
陳敢權指在劇團 「走出去」的同時，亦在考慮 「
引進來」，即吸引非本地觀眾入劇場看戲，例如
於各巡演城市發布訊息之外，亦接軌內地的社交
媒體傳播渠道，將新劇資訊發布在微信公眾平台
，方便內地劇迷獲取第一手消息，對當期上演的
好戲產生興趣。

越來越多觀眾來自內地。梁子麒發現，場內
不少觀眾說普通話，票務網站系統也顯示，由內
地銀聯卡付款的比例在增高。隨着廣深港高鐵、
港珠澳大橋通車，粵港澳大灣區交通網絡發達，
「一小時生活圈」進一步成形，香港與灣區內各

城市之間的聯繫更為密切。陳敢權認為，《綱要
》的提出與推進將拓展香港話劇觀眾群體： 「現
在交通方便，大灣區其他城市的觀眾可以過來香
港看演出。我們也可以到他們那邊，去各個城市
演出，培養看戲習慣，建立口碑，他們就變成我
們的觀眾。」

冀統一審批提升效率
香港話劇團長期受政府資助，一部分用於補

貼香港觀眾票價。餘下自負盈虧的運營製作資金
部分約佔四成，出境演出的收入來自票房分成，
或當地劇場所付的演出費，基本達到收支平衡。

梁子麒認為當前香港的劇團赴灣區巡演，成本高
於其他城市，但資金不是問題： 「最好能對文化
交流項目有一點資助，因為劇團出境演出交流
的過關運輸成本較高，其實補貼給當地劇場已
經可以了，不一定給我們，沒有也不是特別大問
題。」

作為演出製作方，梁子麒指過往劇團由於需
要向各城市分別送審，演員檔期難以排定，他期
待未來能在灣區內統一審批演出節目，或設統一
標準，過審後也可以去其他城市再演。他亦建議
灣區內各大劇院、劇團組織相關委員會： 「在編
排檔期方面，統籌策劃一個巡演路線，協調接洽
具體事宜，能夠提高巡演效率。」他亦提及粵港
澳大灣區演藝劇院聯盟，以及三月二十四日拉開
帷幕的 「粵港澳大灣區優秀劇目展演季」，期待
未來灣區的具體規劃安排。

兩位總監在採訪中均表示，真心希望未來能
將更多香港有質素的作品，帶給內地不同城市的
觀眾。梁子麒表示，話劇畢竟以語言藝術為支撐
，灣區在地理劃分上儘管為粵語文化區，但劇團
選擇劇目時，亦考慮到不同城市觀眾口味，如廣
州觀眾看戲的類型較廣。過去赴內地演出，觀眾
稱他們為 「港派」、 「香港人藝」，喜歡他們帶
有香港的文化特色，陳敢權說： 「最重要不是港
味不港味，而是好戲，保持質素和自然生活化的
質感，堅持帶最滿意的戲過去，可以先選擇大眾
化一些的，再帶深奧一些反思人性的戲，力求每
一次都是精品。」

▲《不可兒戲》於一九八五在廣州公演

26-27/11/2010
（深圳）

4-6/9/2012（廣州）
20-22/11/2015（廣州）
28-29/7/2017（廣州）

香港話劇團
大灣區演出紀錄

（部分）

資料來源：香港話劇團官網

24-25/8/2018（廣州）
31/8-1/9/2018（深圳）

1985（廣州）

▶《結婚》
今年三月赴
廣州、珠海
、佛山三地
巡演

▲醒獅是嶺南文化代表之一，彰顯獨
特文化魅力

▲潮人盂蘭勝會等宗族文化在香港得以
完整保存

◀香港非遺辦 「同樂日」 現場，小
市民親身體驗粵劇化妝，加深對非
遺的認知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香港非物質文
化遺產諮詢委員
會主席鄭培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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