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 

傳承戲曲魅力 推廣文化藝術 

 

香港的維多利亞港，水域遼闊，景色瑰麗，這裡見證了整座城市

的百年風雲變幻，繁榮興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文化項目之一——西

九文化區，就像金字塔頂端的光輝。西九文化區堪稱是香港文化藝術

發展的新里程碑，讓維港的傳奇邁向一個新高度。 

如果說西九文化區是東方之珠的新皇冠，那麼面世約一年的戲曲

中心，無疑是皇冠上第一顆閃閃發光的鑽石。戲曲中心作為西九文化

區首個主要表演藝術場地，於 2019 年 1 月開幕，致力保存、推廣及

發展戲曲，包括粵劇及其他中國傳統劇種。它面向更多來自區內及世

界各地的觀眾，推廣傳統中國表演藝術。在 2019 年，戲曲中心獲《時

代》雜誌選為｢全球百大最佳地方｣之一。 

東西方文化和諧碰撞 

從高空俯瞰西九文化區，恰好能看到呈現傳統彩燈形狀的戲曲中

心和一座黑盒子外形的建築，剛好東西對稱地屹立在西九文化區。這

座｢黑盒子｣是於2019年6月啟用的｢自由空間｣, 是西九文化區第二個

對外開放的表演藝術場地，承擔著推廣當代舞蹈、話劇音樂，風格是

當代先鋒。這一巧思正是體現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融碰撞之地，傳統

與現代並存的城市特色。 



這樣的東西文化碰撞在戲曲中心的設計上體現得更為明顯。戲曲

中心大門設計成一個舞台帷幕，走進大門就猶如巨幕拉開，戲如人生，

人生如戲，粉墨登場。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署理表演藝術行政總監及表演藝術總監方美

昂表示，戲曲中心的整個建築都非常當代，但也融入了很多傳統符號，

尤其戲曲有很多語言性動作，這些都被融入到戲曲中心的設計中。 

戲曲中心的外形源于中國的傳統彩燈的設計概念，將整個設計與

自然及城市景觀融合，表現傳統文化中｢氣｣的流轉。中庭設有一座別

致的古典風格建築，靈感來至中國古代的古戲台，當時專門邀請廣西

侗族傳統木工師傅參與完成。在這裡，古典與現代相互結合、相互輝

映，完美展現了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的設計觀念。從外牆燈箱到中庭

掛幕，都可見一系列獨樹一格的風景壁幔，這些設計取自傳統戲曲的

八個場景，即古塔、山水、小橋、庭院、天宮、軍營、山林及城樓，

每景皆可呼應不少經典劇目。 

促進交流鼓勵創新 

戲曲中心是西九文化區面世的第一個場館，在方美昂看來，西九文

化區作為世界其中一個最大的文化藝術區域，戲曲中心｢打頭陣｣非常

合適。在十九、二十世紀，世界上古老的演出中心都是歌劇院，如果

說 21 世紀是屬亞洲的世紀，那麼亞洲演出中心就應該是西九文化區

的戲曲中心。 



方美昂指出，戲曲中心在傳播戲曲過程中，採用｢兩條腿走路｣

的形式，一是保留最頂級的傳統作品；二是創造未來。她說，｢表演

藝術和跟視覺藝術不一樣。視覺藝術可以放在博物館保留，但是表演

藝術必須繼續創作，它活在當下。所以如果我們要保留戲曲這門藝術，

就一定要創造新的作品，創造新的未來，培養新的觀眾，培養新的藝

術家，這也是戲曲中心的使命。｣ 

位於戲曲中心頂端的是殿堂級表演場地——大劇院。大劇院可容納

超過 1,000 個座位，建築設計線條流暢，處處體現中國傳統文化中｢

氣｣的特質。在這裡，來自中國各地及東南亞地區的著名戲曲藝術家

及戲團，定期上演傳統及創新戲曲表演。2019 年適逢粵劇申遺十周年，

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與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共同舉辦＂粵劇

申遺十周年慶典暨中華藝文節 2019＂，以增進公眾對粵劇的認識和興

趣。當代粵劇薪火相傳，戲曲中心也挑選極富南派藝術精萃、武場連

連的兩套精彩劇目 ——《武松》及《枇杷山上英雄血》進行展演。

粵劇老倌偕同香港粵劇青年演員共台，讓廣大戲迷可以一睹兩代粵劇

人的風采和功架。 

為了拓展觀眾及傳承戲曲，戲曲中心特別設立學習樓層。此樓層

有 8 個大小不一的排演室，其中兩個大排演室的樓底高達 8 米，適合

小型演出，最大的排演室面積更與大劇院舞台相若。演講廳約有 108

個座位，場地設計讓講者與觀眾更易於互動，以供放映會、座談會或

文化交流活動使用。這裡定期舉辦各類型戲曲及文化藝術知識普及活



動，如｢西九 101｣講座系列、電影放映等。戲曲中心於 2017 年首辦＂

小劇場戲曲展演＂，為具實驗性戲曲作品提供交流演出平台，廣邀不

同地域的藝術家交流心得，共同探索戲曲發展新路向。2019 年戲曲中

心再度為觀眾帶來別具特色的戲曲作品，將中西不同戲劇元素融入戲

曲藝術，突破框架，擴闊眼界，包括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首部委約作

品粵劇《霸王別姬》（新編）。 

融合藝術和生活推廣文化 

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開幕至今，觀眾遊人絡繹不絕。有戲迷專程

來大劇院欣賞殿堂級戲曲作品，或到茶館劇場邊品茶，邊看戲，感受

粵劇文化；也有旅客被戲曲中心既傳統又摩登建築特色所吸引，參加

導賞團，再到中庭打卡留倩影，輕輕鬆松感受中國戲曲的藝術氛圍。 

戲曲中心一樓茶館劇場，配備了中式家具，營造精緻典雅的氣氛。

融會茶館品茶賞戲的傳統，茶館劇場的舞台形式和桌椅可靈活設置或

變動，方便演出者與觀眾拉近距離。為了培養新生代戲曲人才，保存、

推廣及發展戲曲藝術，戲曲中心招募了一批青年戲曲演員及樂師，並

在藝術策劃及導演羅家英博士、排練指導鄭詠梅女士的悉心教導下，

以｢茶館新星劇團｣的姿態亮相茶館劇場，為觀眾帶來演唱、折子戲及

音樂演奏，開拓年輕及海外觀眾市場。 

方美昂說，有人說傳統戲曲的觀眾年紀偏大，所以戲曲中心面對

的挑戰就是培養年輕觀眾。茶館劇場就是直面挑戰的設計，一個 90

分鐘表演，專業司儀深入淺出解說。如果你從來沒接觸過任何戲曲，



看到這個演出就會有一些靈感、一些驚喜。這裡還融入了茶館文化，

在看演出時可以吃點心，也可以喝茶，這就是戲曲中心的起到傳播文

化的作用。方美昂表示，這個時代我們需要更多的文化和藝術，能讓

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都彼此瞭解，相互信任和欣賞。這也是戲曲中

心成立的｢初心｣。 

在戲曲中心還有這樣一項服務——導賞團。為什麼粵劇演員不論

任何時間打招呼總會互道早晨？究竟建築師施展了什麼魔法，讓大劇

院樓座｢山頂｣的觀眾同樣坐擁廣闊視線？……這些問題跟著導賞團

都可以找到答案。一小時的導賞團將帶遊客走戲曲中心主要設施，瞭

解每個空間設計如何配合戲曲獨特的藝術需要。導賞員會配合多媒體

素材，沿途講解戲曲及中國文化的有趣知識，從演員的唱念做打、四

大行當、化妝服飾，到舞台上的一桌兩椅，多方面發掘這傳統藝術的

樂趣，尋找戲曲於日常生活中的蹤跡。 

西九文化區 

方美昂表示，推廣文化藝術是西九文化區最重要的任務。西九文

化區的名字亦體現了這個使命。它名為文化區而不是藝術區，因為藝

術跟生活日常融入在一起，就變成了文化。方美昂說:｢我們致力將文

化推廣給更多觀眾，因此我們有專門的團隊安排文化走進社區的活動，

這些活動都是免費的。團隊成員走到不同的社區，提供欣賞藝術的活

動，有的是公開課，有的是演講，有時候邀請不同的學校來戲曲中心

或者自由空間觀看表演。讓大家再覺得藝術不是高高在上，是平易近



人的，只要你願意可以從不同的渠道走進戲曲中心、走進西九文化區，

走進藝術。｣ 

方美昂說，西九文化區跟內地的交流非常多。戲曲中心跟內地不同

的戲曲團隊有長期的合作，比如與上海戲劇藝術中心有一個五年的合

作，包括邀請上海昆劇團，蘇州的評彈團來戲曲中心演出。而在自由

空間，西九文化區已經跟不同的舞蹈中心、舞蹈演出團體和藝術家有

交流，包括藝術家交流演出，未來還將有機會合作製作的新的作品。

除了與上海戲曲中心的合作外，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於 2018 年分別與

上海西岸（徐匯濱江綜合開發建設管理委員會）、上海文廣演藝（集

團）有限公司和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簽訂合作協議。 

在新的一年，方美昂表示，西九文化區有很多新的計劃。儘管

2019 年戲曲中心才運營了一年，自由空間也才開半年，但兩個場地舉

行的活動已經很豐富多彩，好像戲曲中心舉辦的茶館劇場﹑小劇場戲

曲展演等。自由空間還舉辦了自由爵士音樂節，邀請了亞洲和美國、

英國等國家的世界頂級爵士音樂家來到自由空間，進行室內和戶外表

演，並與香港當代藝術家交流。未來，西九文化區會有更多包括香港、

整個亞洲以及全世界的交流和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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