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光租黃埔「續命」
劇團訂場待改善

粵劇界冀穩定累積戲迷及建立聚腳點 盼放寬租場條件增劇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香港前精英運動員羅
展鵬10年前因其所屬的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一項4個
月的轉會「冷凍期」政策，令他喪失本該享有的資助
和待遇，不得不黯然放棄運動員職業。其後，他聯同
兩名有同樣遭遇的運動員入稟向總會索償，高等法院
法官前日頒下判辭，認為總會「冷凍期」政策並非為
了宣揚空手道，反而阻礙了運動員，故有關政策屬越
權及無效，裁定運動員勝訴。羅展鵬昨日在記者會上
表示，希望藉今次案例能在運動界起警惕作用，避免
再有同類事件發生。有涉事運動員的家屬希望，香港
未來能在政策和法律上保護運動員。
1988年出生的羅展鵬從10歲開始學空手道，於21
歲取得國際成績並於同年轉為職業運動員，一年後更
成為全職精英運動員，在「拳剛會」旺角道場跟隨師
父學習。其師父於2015年離開「拳剛會」，他被無

故逐出會。
為了繼續比賽，他欲轉往另一道場，卻被中國香

港空手道總會要求接受4個月的轉會「冷凍期」，因
而於該4個月間不能接受體院訓練，亦失去精英運動
員資格。雙方多次交涉，總會才着他申請初級培訓員
資格，但這與他原本的精英運動員訓練條件相差太
遠，考慮生計後無奈選擇轉行。

盼成參考案例 起警惕作用
羅展鵬昨日在記者會上為自己透過香港司法制度

及法庭取得公義感到高興，又說倘自己當時可以繼續
當運動員，有機會打到40歲，「但失去的已回不來
了。」他交代勝訴感想時一度落淚，坦言該段經歷對
運動員而言十分痛苦，「運動員是想打比賽。」
他又憶述曾有空手道運動員感謝他提出訴訟，令

他們能得到公平對待。他希望自身經歷可作為參考，
避免再有同類事件發生。
現役空手道運動員羅心汶10年前還未成年，也在

轉會時被要求接受「冷凍期」。一直陪伴她渡過難關
的羅媽媽表示，這十年女兒承受了很大壓力，如今終
於得到公正裁決，希望香港未來能在政策和法律上保
護運動員。
法官前日在判辭中引述總會稱，空手道講求尊師

重道，制定「冷凍期」政策時亦有考慮有關因素，惟
法官認為，尊師重道並非總會制定相關政策的目的，
反而是用來保護道場所屬道會的決策人。要宣揚空手
道精神，就應該讓空手道運動員自由選擇「道場」和
「師父」，又指總會不理會運動員轉「道場」的原因
便執行「冷凍期」，最終為運動員帶來嚴重後果。
法官以首名原告羅展鵬為例子指，羅喪失了精英

運動員資格及失去4個月的精英訓練，又不能接受體
院提供的專業訓練，不但影響他成為空手道運動員，
更影響其生計。同案兩名原告雖非全職運動員，但同
樣失去至少4個月的體院訓練，遂裁定運動員勝訴，
總會須向3名原告合共賠償157.9萬元。

前空手道精英轉會遭雪藏 10年終獲公正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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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記地產代理昨日公布，李居明已成功承租黃埔天地
近5萬平方呎、即將於本月10日結業的嘉禾黃埔戲

院用地，重新打造「新光黃埔」電影娛樂文化新地標。第
一步計劃已成功落實，將於開幕時公布一系列活化電影及
表現文化的部署，開展延續新光這個品牌的具體計劃。據
解，「新光黃埔」將於今年6月正式開幕。

「新光黃埔」6月正式開幕
和記地產代理指，嘉禾黃埔現共有4間極具水平的戲院，

各有300座位，4院聯演可提供1,200座位，為九龍區電影龍
頭戲院之一。李居明表示看好黃埔區人傑地靈，風水極
佳，故決定將新光文化精神在上址延續，並支持香港的本
土文化經濟，吸引更多人參與文化的傳承。
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直擊在北角新光謝幕後，多個香港
粵劇劇團到處撲場地的情況，日興粵劇是較幸運的一員，
他們早前成功在沙田大會堂進行一場粵劇表演，記者到後
台觀察演出者及相關工作人員準備、排練等工作。
統籌該場演出的日興粵劇推廣工作室及日興粵劇團創會
主席何日明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北角新光戲院熄燈
後，該劇團及其他同行都為找場地演出發愁，如今新光戲
院即將在黃埔重開，何日明表示得知消息之後非常開心，
「有人（李居明）願意投入大量資源重建新光戲院，對業
界來說是好事，短期內能解決大家場地難的問題。」
他說，新光黃埔面積近5萬平方呎，比之前規模更大，總

體座位數亦比以前增加，加上黃埔地區配套完善，有地
鐵、商場和飲食設施，預計屆時若舉辦演出會吸引更多觀
眾。新址租金即使上漲，相信也不會太貴，他正準備預訂
黃埔的檔期。

中小劇團難負擔戲曲中心租金
新光戲院對於粵劇表演十分重要，原因是香港缺乏專供
粵劇演出的場地。何日明解釋，西九戲曲中心雖然也是專
門的場地，音響、舞台也為粵劇表演度身訂做，但檔期太
難爭，一般需要提前一年以上申請場地，「西九戲曲中心
明年全年的表演場次都已經被人訂完，可見競爭很激
烈。」香港粵劇曲藝協會主席周潔冰補充，西九戲曲中心

的租金高昂，中小企劇團難以負擔。
其他政府場地也有提前申請的規定，「因為這些場地都

不是只提供給粵劇表演，舉例今次演出的沙田大會堂，除
了粵劇團，整個沙田區還有很多機構及學校，都會申請使
用場地以進行不同活動，過往沙田大會堂每月會收到二三
百份場地申請，但一個月只得30天，所以每一場的申請都
競爭激烈。」
政府場地也有不少條件限制，「政府批出場地會按照申

請團體性質排列優次，例如合作夥伴、半官方機構、慈善
機構等排序較前，一般個人或簡單註冊的藝團申請場地就
比較困難。」何日明說，大型劇場審批更加嚴格，除了要
考量節目品質，還會關注申請團體過往的演出經驗、觀眾
入場率，「若節目普通、入座率不高，獲批機會較低，只
能選擇向小型劇場或社區會堂申請演出。」但這些場地因
為不是專供粵劇表演，所以未必有音響供現場奏樂，有時
只能播放錄音帶伴奏。

租私人場地僅權宜之計
何日明坦言，黃埔新光屬私人場地，是業界「吊命」的

權宜之計，不排除日後亦會因為市道好轉，轉租予其他商
業機構，粵劇迷又要搬聚腳點。
他強調，香港銳意發展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但香港

最地道的藝術演出—粵劇卻缺乏長遠發展的全盤計劃，而官
方場地才是孕育粵劇文化的肥沃土壤，希望特區政府增加相
關場地，尤其在新界等區域，「大埔、元朗、上水至馬鞍山
一帶的劇場可以話少之又少，沙田區亦都可以增加一兩個劇
場。」同時，他希望可以放寬場地的申請要求。

在香港，屹立北角逾半個世紀的粵劇殿堂新光戲

院上月熄燈後，新光戲院大劇場主席李居明昨日宣

布，已成功租賃黃埔天地近5萬平方呎戲院用地，

延續新光的傳奇。有粵劇劇團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時直言，私人場地始終受制於租期，劇團難以穩定

地累積戲迷及建立聚腳點，惟特區政府場地的租場

限制多，例如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租金高昂，檔

期要提早約一年預約；康文署文娛中心或大會堂訂

場，除了要求付得起租金，劇團還必須具備規模和

經驗。早前，不少劇團就因為無場可租而選擇北上

表演。有業界人士認為，這與香港發展為中西文化

交流中心的願景相悖，建議特區政府增加劇院數

量、放寬政府場地申請要求，以及投入更多資源推

廣粵劇、培養年輕一代接班人。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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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粵劇紅伶、國家一級演員黃偉坤
在香港有多年演出經驗，深受香港戲迷的喜愛，他向香港文匯報
表示，上世紀九十年代是粵劇的鼎盛時期，以他在香港的演出經
歷為例，當時曾試過六天演出七場，每場幾乎座無虛設，門票一
票難求，劇團收入主要依靠賣票，行業整體十分興旺。但時至今
天，黃偉坤的演出機會大幅減少，多數出席專業人士組織的粵劇
活動，而且免費送票予觀眾的現象普遍，讓專業劇班和演員面臨
較大壓力，「觀眾看免費粵劇活動多了，就不會願意去花錢買
票。」

冀政府加大投入 改善業界環境
黃偉坤指出，粵劇行業的發展大不如前，演員薪酬亦偏低，部
分從業者因為經濟壓力而退出行業，他認為無論是內地及香港特
區政府，都應該加大對粵劇行業的資金投入，協助專業戲班解決
經營困難的問題，減輕其經濟壓力，讓專業劇團能夠持續發展，
環境轉好，從業者的薪酬水平就會提升，自然會吸引更多對粵劇
感興趣的年輕人入行。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從業二十多年本地粵劇的演員宋洪波表
示，專業戲班單靠賣票收入難以維持開支，「如果提高票價，觀
眾就減少，如果免費派票，雖然能吸引觀眾，但戲班難以長期承
擔成本，長此以後班主經營壓力大，甚至不敢繼續經營，從業員
得到的薪酬及工作機會亦會受到相應影響。」宋洪波認為政府在
資金方面應該提供一些支持，協助專業戲班解決賣票難以盈利這
個難題，讓專業戲班有更多演出機會，既能讓粵劇這個行業可持
續發展，亦能讓觀眾欣賞到更多演出。
日興粵劇團創會主席何日明指出，疫情前該劇團一年至少演出
20場，疫情後受場地申請難和市民生活習慣改變的影響，演出次
數減少，如今每年大約只演出10場，相較疫前少了約一半。日興
粵劇團目前只能借學校禮堂或前往內地演出，例如東莞、深圳等
大灣區內地城市。他表示，內地的演出場地比較大型，以及有多個
場地，「有些場地還比香港場地靚很多，不過內地演出需要先審批
演員、節目、劇本等，亦要有對口單位邀請才能進行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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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香港擁有多項非遺文化
項目，然而，無論哪一項都需要年輕一代傳承。香港粵
劇曲藝協會副主席余家龍表示，現在不少年輕人對粵劇
感興趣，願意了解及學習，然而業界申請學校及社區設
施的場地進行推廣活動時，卻面臨場地及行政等方面的
困難，亦缺乏相關政策支持，因此難以開展大規模推
廣，希望香港特區政府協助行業發展，例如協助劇團租
用學校的場地。
余家龍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有專門做粵劇教育推廣的

業界人士向他表示，難以向學校申請場地進行粵劇相關
的大型活動，亦很難申請社區會堂等設施，讓小朋友進
行親身扮相唱粵劇等相關活動，而若是向個別學校申
請，大部分學校會以行政、資金等理由拒絕，即使是小
朋友感興趣、家長有心支持，亦有心無力舉辦活動。

冀放寬社區場地申請
余家龍表示，粵劇傳承需要培養新人，但缺乏場地及

政策支持的話，亦很難推廣粵劇、吸引新人，他建議政
府放寬一些社區場地的申請要求，讓一些中小型戲團或
粵劇工作室可以進行表演、推廣活動，政府亦可以與學
校協商，探討應該如何在學校層面推廣粵劇，例如是否
可以利用學校內較大的場地舉辦相關活動。

新人有志受訓 場地行政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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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洪波

◀日興粵劇團負責人
何日明（右）及其太
太。

●余家龍

●黃偉坤指出，粵
劇行業的發展大不
如前，部分從業者
因為經濟壓力而退
出行業。

▼日興粵劇團表演中。

●羅展鵬（左二）哭嘆不公事仍發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結業不久的新光戲院，將搬到現時的嘉禾黃埔戲院復
業。嘉禾黃埔日前宣布，本月10日結束營業。

◀粵劇免費送票予觀眾的現象普遍，讓專業劇班和演員
面臨較大壓力圖為日興粵劇團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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