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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音樂劇產業化發展的過程
中，中英劇團亦有自己的考量。中英

劇團藝術總監張可堅與高世章一致認為，粵語題材不
受地域限制。粵語音樂劇曾被認為是受地域限制，阻
礙了其廣泛傳播，但韓國音樂劇使用韓文卻大獲成
功，顯示語言並非影響音樂劇發展決定性因素。高世
章說， 「關鍵在於，是否有人能有效推廣，使原本不
了解的人產生興趣，將看似無關的事物變為相關。例
如，即便聽不懂內容，觀眾仍願意因好奇而觀看。這
反映了心理層面的重要性，若能把握機會，將極大促
進推廣效果。」 高世章也認為，由於技術的發展，用
智能翻譯字幕的方式很容易就能解決聽不懂的問題，
更使語言不再成為障礙。

高世章提到，在與內地合作的過程中，也有不少
需要協調和適應之處。他曾帶領《雄獅少年》劇組前
往廣州大劇院進行演出，然而與後台製作團隊在製作
要求和音響處理上，發現雙方的工作習慣存在分歧，
需要一定的時間來達成相互理解。

有效推廣

突破語言和地域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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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談起香港本地音樂劇，繞不
開高世章這個名字。畢業於紐約大學
音樂劇作曲專業的他，回到香港後，
憑藉創新的題材和製作過程中大膽的
嘗試，推動了本地音樂劇IP化之路的
進程。他參與製作的原創音樂劇《大
狀王》，在2022年正式公演及2023
年重演時門票迅速售罄，並榮獲第三
十一屆香港舞台劇獎 「最佳製作」
「年度優秀製作」 「最佳原創音樂
（音樂劇）」 等十項大獎，風頭一時
無兩。

《大狀王》不僅在香港掀起了熱
潮，並於近日入選了 「國家藝術基金
2025年度傳播交流推廣資助項目」 。
與此同時，劇組亦已着手預備於明年
踏上內地巡演的新征程。然而，高世
章認為產業化並非易事，音樂劇產業
「不能僅靠一兩個人來支撐」 ，需要
更多人才共同努力。

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 郭悅盈

「我製作每一部音樂劇的時候，都有想着將
它做成一個產業。」 這是高世章的願景，也是他
的雄心。然而，直到《大狀王》的橫空出世，香
港本地音樂劇才真正迎來了產業化的開端。該劇
從多次預演到正式公演，再到後來的重演，受到
了熱烈歡迎：演出門票迅速售罄；許多觀眾從外
地專程前來香港觀看；今年於北京天橋音樂劇年
度盛典以及歐陽予倩戲劇獎頒獎典禮中榮獲最佳
作曲和最佳男演員等獎項。談及此劇在過去兩年
的成功經驗以及對音樂劇產業化的看法，高世章
認為，音樂劇產業化的關鍵在於如何讓更多觀眾
了解並參與其中。他提到，足夠的演出排期，是
音樂劇產業化的重要前提。而觀眾反應越來越熱
烈，也使《大狀王》具備了產業化的條件。查閱
發現，《大狀王》明年6月在上海文化廣場的巡
演，自10月31日開票以來，市場反響大，一票難
求，為此主辦方於11月29日宣布加開5場。

「不能為了迎合觀眾而創作」
創作是產業化的起點，而一個好故事是成功

的基石。高世章講到選擇《大狀王》這個題材的
思考： 「大狀王的故事在粵語地區觀眾很熟悉，
也很有趣，且已經有電影，而音樂劇還沒有涉及

這類題材。」 或許，《大狀王》這個題
材就是他一直在等待的那個突破點。高
世章稱讚香港音樂劇能夠靈活運用各種
題材和音樂風格，節奏感和語言都貼近
觀眾，使得音樂與劇情能夠自然融合，
既莊重又詼諧。但他深知，要想在音樂
劇領域站穩腳跟，就必須在迎合觀眾和

堅持自我之間找到平衡點。 「你不能為了
迎合觀眾而創作。」 高世章說， 「既要堅持用

自己的方式講述想講的故事，又要讓觀眾能夠明
白並認可，這樣才能真正吸引他們。」 然而，既
要用地道題材吸引本地觀眾，又要爭取異地演出
時當地觀眾的認可實屬不易。所以，高世章做每
一部音樂劇都想把它做成產業， 「這就是我為什
麼要不停地寫，因為你不知道哪一部會成功。」

在創作過程中，高世章對音樂的呈現方式和
演繹方法要求極高。 「演員不能只是簡單地唱
歌，而是需要深入理解角色和情感，將音樂與劇
情完美融合。」 《大狀王》有些難度較大的部
分，如公堂戲的吵架場景，需要演員們咬字清
晰、情感投入。且《大狀王》中的音樂風格多
樣，包括中國戲曲、搖滾等，這都對演員們提出
了更高的挑戰。於是，為了讓演員們更好地理解
和演繹這些不同風格的音樂，高世章為演員們邀
請了一些專業的戲曲老師來指導。 「這些老師包
括唱武戲、文戲以及南音的老師傅，通過他們的
指導，演員們能夠更好地掌握發聲技巧和情感表
達，將傳統戲曲元素融入音樂劇中。」

參考百老匯模式多次預演
《大狀王》在演出前經歷了多次預演，並根

據觀眾反饋進行修改，這一做法參考了百老匯及
倫敦西區的製作模式。高世章特別強調了預演的
重要性，認為預演是《大狀王》成功的關鍵因素
之一，且任何音樂都需要反覆打磨才能出精品。
高世章與《大狀王》作詞岑偉宗、編劇張飛帆，
利用預演的機會花了很多時間去聽取觀眾的意
見，並進行了大刀闊斧的修改。 「改是我們的職
責，很幸運《大狀王》從有思路到創作到預演，
有西九文化區和香港話劇團這兩個單位的支持，
給了創作班子足夠的時間去打磨。」 在今年8月上
演的《奮青樂與路》中，負責作曲的高世章和主
辦方香港演藝進修學院亦在排練期間與學生演員
一起進行了劇本圍讀。然而，並非所有劇團都能
享受到這樣的創作環境和資源， 「很多小劇團、
小製作沒有足夠的資源，往往是今天寫完劇本，
半年後就要上演，根本沒有試驗或預演的機

會。」 高世章嘆言，香港的劇本創作出來後，一
般只能做到演員圍讀，缺乏觀眾參與反饋， 「成
功是好彩，失敗是應該」 。

專業演員創作人才皆不足
怎樣選拔、培養音樂劇人才也是

高世章關注的問題。高世章直言，
由於香港音樂劇市場仍不夠大，想
從事音樂劇的人並不多，因此，每
次選拔演員都顯得尤為困難。 「演
員有多樣化的職業選擇，即便不演
音樂劇，也可以從事其他行
業。」 即使是專業歌手，一
般也很難拿出三個月的時
間投入到一部音樂劇裏
去。因此，針對明年《大
狀王》的內地巡演，高世
章在今年作出了開放式選拔
的嘗試，旨在發現更多被埋沒的
「滄海遺珠」 。值得一提的
是，《大狀王》現有卡司
亦是經驗豐富的演員。
例如，劇中飾演阿細
一角的鄭君熾，就是
音樂劇科班出身。選
拔活動進展順利，不
僅吸引了香港本地的
戲劇界人士參與，還迎
來了許多內地演員的踴躍
報名。高世章透露， 「在巡
演中，觀眾將會看到ABC三個卡
司的組合。我們選拔時發現某些演員有一些特
質，可以專門創作一齣劇目給他們演，以吸引更
多人投入音樂劇。」 但他隨後嘆言： 「這又受制
於創作速度。因為在香港，音樂劇創作人比演員
更加缺乏，也需要更多的時間浸淫。如果創作人
不夠的話，其實也很難讓一件事成為一個產
業。」

「一個產業，不能僅靠一兩個人來支撐。」
在高世章看來，產業化並非易事，除了作品本
身，還需要足夠的資源去與觀眾接軌，如優質的
劇場、有力的宣傳等。他亦希望，能有更多與自
己一樣對音樂劇有熱情、有志於推動音樂劇產業
化發展的人士加入，與自己共同編織這場屬於夢
想與堅持的樂章。

•觀演2次及以上的
觀眾佔比23.3%

•觀演5次及以上的
觀眾佔比21.7%

•場次數超過50場的
原版引進音樂劇8部

來源：《2024中國音樂劇
市場年度報告》

•中文音樂劇

225部

•引進原版音樂劇

42部

韓國政府在音樂劇產業化過程中
提供了大量資金支援和政策

引導。中英劇團導演盧智燊表示，韓國政
府三四十年前便開始大力投資娛
樂文化事業，當中包括培養
觀眾和人才，不僅限於舞
台劇，亦涵蓋現代流行
文化。 「所以，如果
香港要推動文化產業
發展，政府須有遠見
地從教育入手，培養
民眾戲劇知識。」

香港話劇團前藝術
總監毛俊輝曾造訪韓國，
專門探討其音樂劇的成功經
驗。他指，是韓國政府與民間力
量的共同努力，推動了藝術的發展。 「韓國文化
局出資支持音樂家專門去英美學習音樂劇的製
作，形成了音樂劇的創作力量，待其初具規模，
一些家族集團也積極提供資金和場地，助力年輕
人繼續參與藝術發展。」

韓國音樂劇的發展路徑，是先從引入經典劇
目，以翻譯劇起步，同時鼓勵原創，齊頭並
進。高世章對此評論道，西方原版劇目中的歌
詞往往是根據當地語言押韻來編排，但韓國音
樂人在翻譯方面非常聰明，在製作時會挑選一
些具備流行樂元素的原版音樂劇來進行改編，
《紅磨坊》（Moulin Rouge）便是其中一個例
子。 「正好韓國很多唱音樂劇的人都是唱流行歌曲出
身，所以他們在這方面確實能如魚得水。」 但高世章
同時指出， 「這不是每一種語言都可以做到的。」

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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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至10月
音樂劇市場

數據
▲從多次預演到正式公演，再到後來的重演，《大狀王》在香港備受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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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狀王》排練照。

▲《大狀王》音樂風格多樣，包括中國戲曲、搖
滾等。

•2014年-2017年
構思、籌備

•2019年
預演並收集觀眾反饋

•2022年
修改後於
西九戲曲中心首演

•2023年
於西九戲曲中心重演

•2025年
內地巡演，
6月上海文化廣場首演

《大狀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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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章

▲《大狀王》講述廣東狀王方唐鏡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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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製作

•最佳導演（悲劇／正劇）

•最佳男主角（悲劇／正劇）

•最佳女主角（悲劇／正劇）

•最佳男配角（悲劇／正劇）

•最佳原創音樂（音樂劇）

•最佳填詞

•最佳舞台設計

•最佳音響設計

•年度優秀製作

2023演藝大世界
音樂劇風雲榜

•年度優秀音樂劇

首屆 「歐陽予倩戲劇獎」
（2024年）

•最佳劇目

•最佳男演員

2024北京．天橋音樂劇
年度盛典

•組委會特別獎

•年度最佳作曲

•年度最佳編舞

•年度最佳舞美

•年度最佳燈光

第三十一屆
香港舞台劇獎
（2023年）

•《大狀王》
•《四川好人》

•《一屋寶貝》
•《大殉情》
•《奮青樂與路》

•《雪狼湖》國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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