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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一個甚麼樣的戲劇環境？ 

鄧樹榮 

由於政府大量補貼，香港戲劇主要是非牟利性質，受資助的藝團及藝術家實

質等同社會及教育服務提供者。「社會服務式」的藝術營運要求「節目多，節目

新，票價低」。此政策在上世紀七八九十年代運作非常成功，讓市民在低票價的

前提下能夠欣賞、認識以致學習戲劇藝術，亦為藝術家提供展示作品的平台。但

踏入千禧年代，一批又一批的年青從業員開始等待政府的資助。這政策帶來的負

面影響亦馬上出現。首先，大部份的社會人士只是希望藝術活動可以豐富其子女

的學習經驗及建全其人格的成長，但一旦子女想將藝術成為其職業，大部份家長

都會望而卻步，就算有年青人能夠入行，亦往往背負著不少壓力。況且，由於是

非牟利的原固，每次演出的酬金都偏低，所以一個從業員經常要同時兼顧幾個演

出，做成「量多質薄」的局面。而且，長期從事非牟利的戲劇活動令這批從業員

缺乏市場營運的經驗，就算您是如何資深，一旦脫離政府資助，根本很難生存。

由於節目多，水平參差，所以恆常購票入場的觀眾沒有實質增加，據統計，大約

只有八千至一萬人左右。就算政度每年增加撥款，亦解決不了這個惡性循環。 

今天，文化已經成為任何一個國家及城市的軟實力，涉及建立文化的獨特

性，擴大其在國際的影響力，增加文化的經濟效益等一系列重要議題。「西九文

化區」的成立應該圍繞這個大方向作出清晰的定位。它不應該成為現存「社會服

務式」政府資助藝術的擴大版，最少，這種模式不應該是它的主體。它應該將某

些劇場作品變成具備本土特色，同時可以吸引本土及國際觀眾，既可消費及具持

續性的藝術創意產品。這就是在世界其他大城市早已出現的長壽劇目，它包括在

固定場地的長期演出及經常性的國內外巡演。長壽劇目直接推動文化創意產業，

它意味一個國家或地區如何重視其文化的形成、交流和營運，作品的創意及其價

值，以及其從業員的貢獻。 

只有建全的文化創意產業才可以更好地配合「社會服務式」的政府資助藝術。 

我團在零一年底，以少量公幣支持下，開始以無對白動作喜劇《打轉教室》

作長壽劇目的試驗。至今已在世界各地上演五十二場，今年八月會在香港再上演

三十三場，並與旅遊業界合作，掌握文化旅遊的契機，希望為香港戲劇創出一個

新局面。我們與「西九」在長壽劇目如何能在香港落地生根這議題上已多次交換

意見，並已有初步合作。 

有質素有創意的作品，再加上適當的營運方式便會帶來回報，而我們應該讓

政府，從業員及觀眾看到這種回報的實現。 

我深信，優秀而具經濟效益的作品才是彰顯香港文化的核心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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