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 

传承戏曲魅力 推广文化艺术 

 

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水域辽阔，景色瑰丽，这里见证了整座城市

的百年风云变幻，繁荣兴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文化项目之一——西

九文化区，就像金字塔顶端的光辉。西九文化区堪称是香港文化艺术

发展的新里程碑，让维港的传奇迈向一个新高度。 

如果说西九文化区是东方之珠的新皇冠，那么面世约一年的戏曲

中心，无疑是皇冠上第一颗闪闪发光的钻石。戏曲中心作为西九文化

区首个主要表演艺术场地，于 2019 年 1 月开幕，致力保存、推广及

发展戏曲，包括粤剧及其他中国传统剧种。它面向更多来自区内及世

界各地的观众，推广传统中国表演艺术。在 2019 年，戏曲中心获《时

代》杂志选为｢全球百大最佳地方｣之一。 

东西方文化和谐碰撞 

从高空俯瞰西九文化区，恰好能看到呈现传统彩灯形状的戏曲中

心和一座黑盒子外形的建筑，刚好东西对称地屹立在西九文化区。这

座｢黑盒子｣是于2019年6月启用的｢自由空间｣, 是西九文化区第二个

对外开放的表演艺术场地，承担着推广当代舞蹈、话剧音乐，风格是

当代先锋。这一巧思正是体现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融碰撞之地，传统

与现代并存的城市特色。 



这样的东西文化碰撞在戏曲中心的设计上体现得更为明显。戏曲

中心大门设计成一个舞台帷幕，走进大门就犹如巨幕拉开，戏如人生，

人生如戏，粉墨登场。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署理表演艺术行政总监及表演艺术总监方美

昂表示，戏曲中心的整个建筑都非常当代，但也融入了很多传统符号，

尤其戏曲有很多语言性动作，这些都被融入到戏曲中心的设计中。 

戏曲中心的外形源于中国的传统彩灯的设计概念，将整个设计与

自然及城市景观融合，表现传统文化中｢气｣的流转。中庭设有一座别

致的古典风格建筑，灵感来至中国古代的古戏台，当时专门邀请广西

侗族传统木工师傅参与完成。在这里，古典与现代相互结合、相互辉

映，完美展现了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的设计观念。从外墙灯箱到中庭

挂幕，都可见一系列独树一格的风景壁幔，这些设计取自传统戏曲的

八个场景，即古塔、山水、小桥、庭院、天宫、军营、山林及城楼，

每景皆可呼应不少经典剧目。 

促进交流鼓励创新 

戏曲中心是西九文化区面世的第一个场馆，在方美昂看来，西九

文化区作为世界其中一个最大的文化艺术区域，戏曲中心｢打头阵｣

非常合适。在十九、二十世纪，世界上古老的演出中心都是歌剧院，

如果说 21 世纪是属亚洲的世纪，那么亚洲演出中心就应该是西九文

化区的戏曲中心。 



方美昂指出，戏曲中心在传播戏曲过程中，采用｢两条腿走路｣

的形式，一是保留最顶级的传统作品；二是创造未来。她说，｢表演

艺术和跟视觉艺术不一样。视觉艺术可以放在博物馆保留，但是表演

艺术必须继续创作，它活在当下。所以如果我们要保留戏曲这门艺术，

就一定要创造新的作品，创造新的未来，培养新的观众，培养新的艺

术家，这也是戏曲中心的使命。｣ 

位于戏曲中心顶端的是殿堂级表演场地——大剧院。大剧院可容

纳超过 1,000 个座位，建筑设计线条流畅，处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

气｣的特质。在这里，来自中国各地及东南亚地区的著名戏曲艺术家

及戏团，定期上演传统及创新戏曲表演。2019 年适逢粤剧申遗十周年，

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共同举办＂粤剧

申遗十周年庆典暨中华艺文节 2019＂，以增进公众对粤剧的认识和兴

趣。当代粤剧薪火相传，戏曲中心也挑选极富南派艺术精萃、武场连

连的两套精彩剧目 ——《武松》及《枇杷山上英雄血》进行展演。

粤剧老倌偕同香港粤剧青年演员共台，让广大戏迷可以一睹两代粤剧

人的风采和功架。 

为了拓展观众及传承戏曲，戏曲中心特别设立学习楼层。此楼层

有 8 个大小不一的排演室，其中两个大排演室的楼底高达 8 米，适合

小型演出，最大的排演室面积更与大剧院舞台相若。演讲厅约有 108

个座位，场地设计让讲者与观众更易于互动，以供放映会、座谈会或

文化交流活动使用。这里定期举办各类型戏曲及文化艺术知识普及活



动，如｢西九 101｣讲座系列、电影放映等。戏曲中心于 2017 年首办＂

小剧场戏曲展演＂，为具实验性戏曲作品提供交流演出平台，广邀不

同地域的艺术家交流心得，共同探索戏曲发展新路向。2019 年戏曲中

心再度为观众带来别具特色的戏曲作品，将中西不同戏剧元素融入戏

曲艺术，突破框架，扩阔眼界，包括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首部委约作

品粤剧《霸王别姬》（新编）。 

融合艺术和生活推广文化 

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开幕至今，观众游人络绎不绝。有戏迷专程

来大剧院欣赏殿堂级戏曲作品，或到茶馆剧场边品茶，边看戏，感受

粤剧文化；也有旅客被戏曲中心既传统又摩登建筑特色所吸引，参加

导赏团，再到中庭打卡留倩影，轻轻松松感受中国戏曲的艺术氛围。 

戏曲中心一楼茶馆剧场，配备了中式家具，营造精致典雅的气氛。

融会茶馆品茶赏戏的传统，茶馆剧场的舞台形式和桌椅可灵活设置或

变动，方便演出者与观众拉近距离。为了培养新生代戏曲人才，保存、

推广及发展戏曲艺术，戏曲中心招募了一批青年戏曲演员及乐师，并

在艺术策划及导演罗家英博士、排练指导郑咏梅女士的悉心教导下，

以｢茶馆新星剧团｣的姿态亮相茶馆剧场，为观众带来演唱、折子戏及

音乐演奏，开拓年轻及海外观众市场。 

方美昂说，有人说传统戏曲的观众年纪偏大，所以戏曲中心面对

的挑战就是培养年轻观众。茶馆剧场就是直面挑战的设计，一个 90

分钟表演，专业司仪深入浅出解说。如果你从来没接触过任何戏曲，



看到这个演出就会有一些灵感、一些惊喜。这里还融入了茶馆文化，

在看演出时可以吃点心，也可以喝茶，这就是戏曲中心的起到传播文

化的作用。方美昂表示，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更多的文化和艺术，能让

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都彼此了解，相互信任和欣赏。这也是戏曲中

心成立的｢初心｣。 

在戏曲中心还有这样一项服务——导赏团。为什么粤剧演员不论

任何时间打招呼总会互道早晨？究竟建筑师施展了什么魔法，让大剧

院楼座｢山顶｣的观众同样坐拥广阔视线？……这些问题跟着导赏团

都可以找到答案。一小时的导赏团将带游客走戏曲中心主要设施，了

解每个空间设计如何配合戏曲独特的艺术需要。导赏员会配合多媒体

素材，沿途讲解戏曲及中国文化的有趣知识，从演员的唱念做打、四

大行当、化妆服饰，到舞台上的一桌两椅，多方面发掘这传统艺术的

乐趣，寻找戏曲于日常生活中的踪迹。 

西九文化区 

方美昂表示，推广文化艺术是西九文化区最重要的任务。西九文

化区的名字亦体现了这个使命。它名为文化区而不是艺术区，因为艺

术跟生活日常融入在一起，就变成了文化。方美昂说:｢我们致力将文

化推广给更多观众，因此我们有专门的团队安排文化走进社区的活动，

这些活动都是免费的。团队成员走到不同的社区，提供欣赏艺术的活

动，有的是公开课，有的是演讲，有时候邀请不同的学校来戏曲中心

或者自由空间观看表演。让大家再觉得艺术不是高高在上，是平易近



人的，只要你愿意可以从不同的渠道走进戏曲中心、走进西九文化区，

走进艺术。｣ 

方美昂说，西九文化区跟内地的交流非常多。戏曲中心跟内地不同

的戏曲团队有长期的合作，比如与上海戏剧艺术中心有一个五年的合

作，包括邀请上海昆剧团，苏州的评弹团来戏曲中心演出。而在自由

空间，西九文化区已经跟不同的舞蹈中心、舞蹈演出团体和艺术家有

交流，包括艺术家交流演出，未来还将有机会合作制作的新的作品。

除了与上海戏曲中心的合作外，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于 2018 年分别与

上海西岸（徐汇滨江综合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上海文广演艺（集

团）有限公司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签订合作协议。 

在新的一年，方美昂表示，西九文化区有很多新的计划。尽管

2019 年戏曲中心才运营了一年，自由空间也才开半年，但两个场地举

行的活动已经很丰富多彩，好像戏曲中心举办的茶馆剧场﹑小剧场戏

曲展演等。自由空间还举办了自由爵士音乐节，邀请了亚洲和美国、

英国等国家的世界顶级爵士音乐家来到自由空间，进行室内和户外表

演，并与香港当代艺术家交流。未来，西九文化区会有更多包括香港、

整个亚洲以及全世界的交流和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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