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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考量本中心「2015 亞太傳統藝術節」計畫轉型為「華人民間戲曲藝術節」，且已積

極與浙江省文化廳洽談「2015 浙江文化節」在臺灣辦理事宜，又因應臺灣戲曲中心即

將落成，為建立與兩岸三地重要城市代表性劇場之結盟策略，並積極推介本中心三大

重要國家劇團進行國際與兩岸交流，本計畫選定廣州（廣州大劇院）、香港（香港文化

中心）、杭州（浙江省文化廳與所屬重點劇院、劇種）進行深度參訪與意見交換，並針

對 2015 年活動辦理策略進行前期規劃之實地考察相關事宜。 

  此外，因本中心臺灣國樂團預計 2017 年與香港中樂團合作辦理第三屆「國際中樂

指揮大賽」，並已於 2014 年 7 月 8 日在臺灣公開簽署共同主辦合作備忘錄，爰此於 2014

年 7 月 26 日前往香港參加第二屆決賽音樂會暨第三屆授旗儀式，由臺灣國樂團團長－

吳定哲代表接旗，正式承接與香港中樂團第三屆「國際中樂指揮大賽」合作關係，也

為傳統音樂事務拓展國際視野與文化厚度的重要使命，宣告啟航。 

本出國計畫自 2014 年 7 月 25 日至 30 日止，共計 6 天，行程簡列如后：25 日拜會

「廣東省文化廳」、「廣東粵劇院」、「廣州大劇院」，就兩岸文化交流、節目互訪等事宜

進行意見交換；26 日實際參與「國際中樂指揮大賽」第二屆決賽音樂會暨第三屆授旗

儀式，宣達臺灣國樂團接辦第三屆賽事；27 日特別會晤香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

術行政總監茹國烈先生，針對未來西九文化區及其戲曲中心的發展交換意見；28-30 日

針對 2015 亞太傳統藝術節與浙江文化節串接事宜，特別拜會浙江省文化廳與所屬之浙

江文化館，就藝術節合作辦理事宜進行執行內容協調與討論作業，更重點訪視擬參演

節目進行實地瞭解，包括「新昌調腔」、「淳安睦劇」、「餘姚姚劇」等三項浙江省重要

地方劇種；29 日並拜會「杭州大劇院」及受邀觀賞浙江越劇院新編大戲《牡丹亭》的

演出。 

  本次行程規劃與安排皆相當順利，在經營城市劇場交流關係、建立兩岸地方劇種

之友善聯繫等方面，透過親身的參與與對話，獲得許多寶貴的經驗，不僅拓展了此行

參訪人員的視野與期許，亦為未來兩岸交流與佈局建立了良好的互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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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參訪緣由 

文化部於 2014 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中，在全球布局方面，就兩岸跨區文化合作

方面，希望透過兩岸文化交流平臺推動各項合作計畫，架接與大陸地區交流網

絡，辦理臺灣文化相關講座、論壇、研討會、展演等，廣邀產、官、學、民等

領域專家學者參與，強化兩岸文化交流活動。 

此外，本中心規劃「亞太傳統藝術節」於 2015 年起轉型為「華人民間戲曲藝術

節」，爰此，積極與浙江省文化廳洽談「2015 浙江文化節」在臺灣辦理事宜，希

望藉由「亞太傳統藝術節」與「浙江省文化節」的策略聯盟串連下，為辦理 13

屆的「亞太傳統藝術節」尋求新的國際契機。另因應臺灣戲曲中心即將落成，

為建立與兩岸三地重要城市代表性劇場之結盟策略，並積極推介本中心三大重

要國家劇團進行國際與兩岸交流，特前往廣州（廣州大劇院）、香港（香港文化

中心）、杭州（浙江省文化廳與所屬重點劇院、劇種）等三大城市進行重要藝文

設施與劇團之深度參訪，並針對 2015 年活動辦理策略進行前期規劃之實地考察

相關事宜。 

 

二、 參訪目的 

（一） 針對策辦 2015 亞太傳統藝術節暨合作辦理第九屆臺灣浙江文化節進行實地訪察 

考量 2015 亞太傳統藝術節計畫轉型為「華人民間戲曲藝術節」，且亦規劃於 2015

年在臺辦理浙江文化節，故與 2015 浙江文化節籌辦單位－浙江文化館洽談合作

項目與邀演劇種，並鏈結 2015 亞太傳統藝術節相關主題內容，此行特別安排與

浙江文化廳洽談具體合作項目，並依 2015 亞太傳統藝術節先期規劃，實地參訪

浙江文化節推薦之重要劇種，除瞭解各劇種之實際演出狀況，亦落實延伸後續

執行細節。 

（二） 促進華人民間藝術節城市結盟策略 

因應臺灣戲曲中心落成在即，為積極建立與兩岸三地重要城市代表性劇場之結

盟策略，並積極推介本中心三大重要劇團進行國際與兩岸交流，特前往廣州（廣

州大劇院）、香港（香港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杭州（杭州大劇院）進行深度

參訪與意見交換，並針對 2015 年起之相關劇場結盟活動策略，進行前期規劃之

實地考察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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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接辦第三屆國際中樂指揮大賽 

因本中心臺灣國樂團預計 2017 年與香港中樂團合作辦理第三屆「國際中樂指揮

大賽」，並已於 2014 年 7 月 8 日在臺灣公開簽署共同主辦合作備忘錄，特於 2014

年 7 月 26 日前往香港參加第二屆決賽音樂會暨第三屆授旗儀式，由臺灣國樂團

團長－吳定哲代表接旗，正式承接與香港中樂團第三屆「國際中樂指揮大賽」

合作關係，也為傳統音樂事務拓展國際視野與文化厚度的重要使命，宣告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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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參訪行程規劃與內容 

時間 地點 行程 

7/25

（五） 

台北→廣州 去程 

廣東省文化廳 
拜會廣東省文化廳，會晤文化交流合作處處長李再炎、

調研員李寧一，針對兩岸傳統藝術交流進行意見交換。 

廣東粵劇院 
拜會廣東粵劇院副院長陳奔，並參訪其即將落成之劇

場，針為劇團經營與劇場發展進行意見交換。 

廣州大劇院 
參訪廣州大劇院，針對劇場營運、觀眾經營與節目規劃

等進行意見交換。 

7/26

（六） 

廣州→香港 交通路程 

香港文化中心 

實際參與由香港中樂團主辦之「國際中樂指揮大賽」第

二屆決賽音樂會暨第三屆授旗儀式，宣達臺灣國樂團接

辦第三屆賽事。 

7/27

（日） 

香港文化中心 

會晤香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茹國烈

先生、高級研究主任張薇小姐，針對未來西九文化區及

其戲曲中心的發展交換意見。 

香港→杭州  

7/28

（一） 

新昌縣調腔保護

傳承發展中心 

拜會新昌縣調腔保護傳承發展中心主任、新昌縣調腔劇

團團長丁黎鴻，並觀賞調腔目連演出《女吊》、《男吊》，

以及《白兔記‧出獵》。 

浙江省文化廳 

拜會浙江省文化廳副廳長李莎、調研員官明、文化市場

管理處處長胡朝東，以及浙江文化館刁館長、副館長鄔

勇、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主任黃芸等人，就 2015 浙江文化

節合作事宜進行研商。 

7/29

（二） 

淳安睦劇 
拜會淳安市文化館及淳安睦劇團，觀賞〈鴛鴦馬〉、〈南

山種麥〉、〈好媳婦〉三折劇目。 

杭州大劇院 
拜會演出部項目經理吳卓婭，針對劇場維運管理、節目

規劃安排，進行意見交換。 

 浙江省越劇院 
拜會浙江越劇院院長陶鐵斧，並觀賞新編大戲《牡丹亭》

的演出。 

7/30

（三） 

浙江省餘姚市藝

術劇院 

拜會浙江省餘姚市藝術劇院院長壽建立等人，並觀賞姚

劇。 

杭州→臺北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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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參訪效益與心得 

一、 大陸地區廣東省 

（一）廣東省文化廳 

廣東省文化廳是大陸地區廣東省人民政府組成部門，主管廣東省全省文化藝術

工作的職能部門，主要負責事務包括貫徹執行中央和省關於文化藝術工作的方

針政策和法律法規，管理文化藝術事業，推進文化藝術領域的公共文化服務，

引導公共文化產品生產，也致力促進全省文化產業發展繁榮，組織協調文化遺

產的管理和保護，指導、管理文化面向對外交流與合作等。內設機構包括藝術

處、文化市場與產業處、公共文化處、非物質文化遺產處、文化交流合作處、

計畫財務處、廣東省文化市場綜合執法局、廣東省文物局等；其他直屬單位尚

包括廣東舞蹈戲劇職業學院、廣東星海演藝集團、廣東省友誼劇院、廣東民族

樂團、廣東美術館、廣東省文化廳機關服務中心、廣東省文化藝術資訊中心、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廣東省博物館、廣東省藝術研究所等1。 

本次參訪特別拜會廣東省文化廳文化交

流合作處處長李再炎、調研員李寧一，

針對兩岸傳統藝術交流進行意見交換，

並特別針對本中心現有組織概況、國家

表演團隊發展與未來臺灣戲曲中心啟用

策略進行說明，以期建立重點鏈結，為

未來文化交流之展望有所突破。 

於會談中知悉，廣東省文化廳與臺北市政府於 2012 及 2013 年曾合作舉辦「兩

岸城市藝術節」，邀請雙方團隊互訪演出與展覽，以增進城市藝術文化交流。

另廣東省文化廳自 1984 年起，每 3 年辦理「廣東省藝術節」，本年為第 12 屆，

已發展為廣東省最高水準的專業藝術表演盛會之一，也是大陸最早創辦的省級

專業藝術活動之一，演出以廣州市為主會場，內容涵蓋戲劇、舞劇、歌舞、雜

技、曲藝等，團隊來自兩岸三地。接待層級主要以「落地接待」為主要辦理方

式。 

本中心於兩岸交流關係上，在大陸地區沿海各省原就有較頻繁的互動，如福

建、浙江，相較來說，與廣東省的互訪或聯繫上則顯得較為薄弱，故透過此次

拜會，除有機會打開與廣東省文化互動之窗口，上開所瞭解之「廣東省藝術節」

                                                
1
 參考「廣東省文化廳」官網。 

http://www.gdwht.gov.cn/govpub/show.php?catid=91&id=22720
http://www.gdwht.gov.cn/govpub/show.php?catid=91&id=22719
http://www.gdwht.gov.cn/govpub/show.php?catid=91&id=22718
http://www.gdwht.gov.cn/govpub/show.php?catid=91&id=22717
http://www.gdwht.gov.cn/govpub/show.php?catid=91&id=22716
http://www.gdwht.gov.cn/govpub/show.php?catid=92&id=22714
http://www.gdwht.gov.cn/govpub/show.php?catid=93&id=30730
http://www.gdwht.gov.cn/govpub/show.php?catid=93&id=26651
http://www.gdwht.gov.cn/govpub/show.php?catid=93&id=26627
http://www.gdwht.gov.cn/govpub/show.php?catid=93&id=26621
http://www.gdwht.gov.cn/govpub/show.php?catid=93&id=26621
http://www.gdwht.gov.cn/govpub/show.php?catid=93&id=22611
http://www.gdwht.gov.cn/govpub/show.php?catid=93&id=14920
http://www.gdwht.gov.cn/govpub/show.php?catid=93&id=14919
http://www.gdwht.gov.cn/govpub/show.php?catid=93&id=12999
http://www.gdwht.gov.cn/govpub/show.php?catid=93&id=12998
http://www.gdwht.gov.cn/govpub/show.php?catid=93&id=12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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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亦有機會透過主動推介本中心國家級表演團隊或臺灣重要戲曲作品前往

參演，加強擴大臺灣與廣東省之文化交流界面。 

（二）廣東粵劇院 

【廣東粵劇院】於 1958 年由原廣東粵劇團、廣州市粵劇

團以及珠江、永光明、新世界、東方紅、太陽升、南方、

冠南華等幾個粵劇團合併組成。首任院長為粵劇藝術大師

馬師曾。劇院成立以來編演了 400 多個粵劇劇碼，如《搜

書院》、《關漢卿》、《山鄉風雲》、《夢斷香銷四十年》、《魂

牽珠璣巷》、《倫文敘傳奇》、《錦傘夫人》和《大明悲歌》

等。目前，劇院正籌建以具有創作研究、藝術交流、演出

劇場、粵劇博覽、音像製作等為目標之綜合功能的「廣東

粵劇藝術中心演藝大樓」，預計近期完工後落成使用。2 

廣東粵劇院，歷史悠久，粵劇在廣東省仍擁有廣大的視聽

市場，需求量大，故現在的廣東粵劇院擁有一團、二團與青年團，不僅各自能

獨立運作，分別擁有其獨立發展的演出劇目與觀眾群，節目也能相互支援，在

戲曲藝術的傳承上較不為匱乏。然其運作管理方面較屬傳統作法，創作力也較

不如當代藝術來得具有活力，整體看來仍屬於傳統表演團隊。而目前即將完工

之粵劇院劇場較屬地方性之表演場地，席次約近 800 席，雖具有現代劇場設備，

但目標功能仍以服務粵劇或傳統戲曲觀眾為基礎，尚未見具現代劇場經營經驗

之管理團隊進駐，故相對於當代劇場之經營模式，仍有許多待考驗之處。 

 
3
 

4 

（三）廣州大劇院 

廣州大劇院，曾名廣州歌劇院，目前為中國大陸文化部直屬央企「中國對外文

化集團公司」旗下的、中演演出院線的旗艦劇院，位於中國大陸廣東省廣州市

珠江新城珠江西路 1 號，總建築面積 7.1 萬平方米。建築設計由第一位獲得「普

                                                
2 參考「廣東省粵劇院」官網。 
3 圖片來源：「廣東省粵劇院」官網。 
4
 圖片來源：「廣東省粵劇院」官網。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5%B7%9E%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5%B7%9E%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F%A0%E6%B1%9F%E6%96%B0%E5%9F%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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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茲克建築獎」的女性、英籍伊拉克設計師紮哈•哈迪德設計，造型宛如兩塊

被珠江水沖刷過的靈石，奇特的外形充滿奇思妙想；劇院並由全球頂級聲學大

師哈樂德•馬歇爾博士，為廣州大劇院精心打造的聲學系統，達到世界一流水

準，使其傳遞出近乎完美的視聽效果，獲得全球建築界及藝術家的極高評價。

劇院由大劇場和多功能劇場兩個單體組成，其中包括 1800 席次的大劇場、400

席次的多功能劇場等等，工程於 2005 年 1 月 18 日動工建設，2009 年 10 月基本

完工，次年 5 月即投入使用。
5
 

除了建築物本體設計及其氣勢的引人高度注目外，其劇場硬體設備更以高度專

業的設計引領世界劇場的瞻仰。在節目規劃上則以「國際性、創新性、原創性、

探索性」做為精選主題，故形成「廣州藝術節」、「港澳臺粵演出季」、「華人音

樂家演出季」、「新春演出季」、「周年慶典演出季」的『一節四季』整體演出格

局作為方向。於此，國際大師、名團、名劇齊聚廣州大劇院，除為大陸華南地

區帶來文化盛況，進一步提升廣州自許為「北上廣三大都市演藝平臺」的地位。
6 

目前廣州大劇院管理單位，尤其在於節目演出管理規劃，都以臺灣兩廳院原重

要角色挖角前往擔任要職，其中包括演出管理中心/營銷管理中心副總監張顯

靜、演出管理中心演出經理劉菡元，同為臺灣文化藝術領域工作者，會面晤談

倍感親切，尤對兩岸城市藝術發展之異同關係，能提供更切入重點之意見。針

對本次出訪欲推薦之國光劇團重要劇目，兩位表示，國光劇團的當代文學創作

劇目雖很受兩岸矚目，但在廣東省因為地方語言之隔闔，傳統戲曲的市場接受

度仍以粵劇為大宗，故近期已將引進中國京劇院至廣州大劇院演出以為觀察與

測試，如有正面之良好反應，未來極有機會邀請國光京劇作品前去商演。 

 

  
7
 

                                                
5 參考「廣州大劇院」官網。 
6 參考「廣州大劇院」簡介、季刊。 
7
 圖片來源：「廣州大劇院」官網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0%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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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香港特別行政區 

（一）國際中樂指揮大賽 

香港中樂團於 2011 年創辦全球首屆「國際中樂指揮大賽」，被譽為「中樂發展

史上的里程碑」。在海內外的專家和音樂院校/機構的支援下，第一屆比賽共有

55 名來自世界各地人士報名參加。第一屆獎項分為：冠、亞、季軍；「香港優

秀青年指揮獎」、「最佳香港作品演繹獎」、「最受觀眾喜愛指揮」（觀眾現場投

選），共 6 項大獎。 

2014 年「第二屆國際中樂指揮大賽」由香港中樂團與西安音樂學院合辦，初賽

於西安順利完成。比賽共有 42 位分別來自香港、中國、臺灣、馬來西亞、波

蘭及義大利的年輕指揮報名，參加者的年齡由 19 歲至 43 歲。第二屆獎項除第

一屆原有獎項外，增設「最受團員喜愛大獎」（分別由西安音樂學院民樂團及

香港中樂團選出）。 

「第三屆國際中樂指揮大賽」由臺灣國樂團與香港中樂團合辦，將於 2017 年舉

辦，在比賽曲目庫將增加臺灣作曲家的優秀作品，並在獎項部分增設「臺灣優

秀青年指揮獎」以及「最佳臺灣作品演繹獎」。 

第一屆「國際中樂指揮大賽」2011 年由香港中樂團開始舉辦，2014 年第二屆起

採取兩地合辦之工作模式，擴大由香港中樂團與西安音樂學院共同主辦，「國

際中樂指揮大賽」活動獲得各界一致讚賞，不但是培育青年優秀指揮人才的重

要平台，更是推動大型民族管弦樂發展的關鍵進程。香港中樂團於 2014 年主動

邀請本中心臺灣國樂團共同主辦第三屆「國際中樂指揮大賽」，為能培育與發

掘優秀指揮人才，103 年 7 月 8 日本中心臺灣國樂團與香港中樂團簽署合約，

訂於 2017 年共同舉辦國際中樂指揮大賽，期盼透過華人國際性比賽及交流合

作，能培育臺灣指揮家與作曲家，並可推介臺灣音樂人才與行銷臺灣文化。 

鑑於本中心臺灣國樂團已於 7 月上旬與【香港中樂團】在台北書院簽署共同主

辦合作協議書，故本次參訪特於 2014 年 7 月 26 日前往香港文化中心參與第二

屆國際中樂指揮大賽決賽音樂會暨第三屆授旗儀式，由西安音樂學院手上正式

承接第三屆「國際中樂指揮大賽」活動。 

決賽音樂會當晚活動的參與者以特定觀眾為主要對象，約吸引近 300-400 位觀

眾參與，賽前由香港中樂團演出一小片段「新賽馬」，演出中並安排曾參加過

香港中樂團「小指揮家」研習活動的小小指揮家上台與閻惠昌指揮一同揮舞指

揮棒，企圖展現出指揮人才培育與傳承；緊接著由進入決賽的參賽者指揮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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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樂團演奏《春江花月夜》（選段），同時指揮演奏《夢蝶》、或《昆蟲世界》（選

段）或《亂雲飛》等曲目。 

當晚除選出冠、亞、季軍之外，也公布「香港優秀青年指揮獎」、「最佳香港作

品演繹獎」及「最佳香港作品演繹獎」，現場觀眾也票選出「最受觀眾喜愛大

獎」，來自臺灣于興義獲得「最佳進步獎」。此外香港民政局長曾德成也相當重

視本次比賽，於下半場時到場觀賞演出及祝賀。 

當晚決選音樂會以小型、精緻、溫馨

為訴求，在中場休息及選手換場時間

由大型液晶螢幕播放影片介紹西安

複賽期間的排練、比賽與采風實況

（陝西秦腔演出）；以及準決賽每位

選手的片段，讓現場觀眾均能感受有

如親臨參與全部賽程與排練中的點

點滴滴事物。整體音樂會與頒獎、授

旗等流程之安排皆相當流暢，並能感受到主辦單位的用心與貼心，以及樂團與

參賽指揮間長久工作後建立的絕佳默契與親密關係，都是值得未來臺灣國樂團

續辦活動時值得學習的良好經驗。 

    
8 

                                                
8
 圖片提供：【香港中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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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香港西九文化區 

西九文化區位於香港西九龍，坐落面積四十公頃的填海土地，是目前全球規模

最大的文化項目之一，集藝術、教育及公共空間於一身。西九文化區的願景，

是為香港創造一個多姿多彩的文化地帶，促進香港藝術界互動、合作與發展。

區內將有佔地二十三公頃的公共空間，以及長達兩公里、充滿活力的海濱長

廊，並設有各種文化藝術設施，可上演世界級展覽、表演節目和文化藝術活動。
9
 

西九文化區的發展計劃，以世界知名建築規劃團隊 Foster + Partners 的概念圖則

為基礎，並於 2013 年 1 月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俯瞰壯麗維多利亞

港的西九文化區，將分階段發展，逐步展現公眾眼前，並於未來十年初具規模。
10 

第一期工程包括戲曲中心、M+、自由空間及小型藝術展館，這些場地預計於

2016 年起逐步啟用。戲曲中心的建築工程，已於 2013 年 9 月開始動工。西九

公園及設有文化設施的公共空間，亦將於 2015 年起對公眾開放。第二期工程

則包括有演藝劇場、中型劇院、當代藝術中心及駐區藝團中心，其餘位於文化

區中央部分的設施，將於綜合地庫工程完成時興建。
11 

目前西九一面規劃和興建場地，一面積極舉辦一連串不同類型的藝術活動，如

旗艦節目「西九大戲棚」、戶外表演藝術節「自由野」及流動展覽「M+進行」

等。 

此次出訪行程，特於香港拜會西九文化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茹國烈先生，針對

未來臺灣戲曲中心與位於香港西九文化區內的戲曲中心進行相關討論與交

流，茹總監對此次會面提供不少重要的想法與意見。 

西九文化區內的戲曲中心預計 2016 年落成、2017 年啟用，然西九文化區管理

局於戲曲中心落成前，即運用不同場地舉辦與戲曲相關的系列活動，例如：每

兩個月一次的「戲曲中心講座系列」，邀請兩岸三地的戲曲名家至港與香港粵

劇名家對談，同時舉行大師工作坊；另自 2012 年起，每年農曆新年期間舉辦 3

周的「西九大戲棚」，在戲曲中心未來的位置上，以 1 萬根竹子搭建可容納 1000

個座位的竹棚大劇院，推出傳統與創新戲曲節目；此外，舉辦「茶館劇場系列

實驗計劃」，希望透過多角度的場地規劃與模擬實驗，為茶館劇場提供具特色

之經營方向。 

                                                
9 參考「西九文化區」官網、簡介。 
10 參考「西九文化區」官網、簡介。 
11

 參考「西九文化區」官網、簡介。 

http://www.westkowloon.hk/tc/the-district/development-plan
http://www.westkowloon.hk/tc/the-district/development-plan
http://www.westkowloon.hk/tc/the-district/architecture-facilities/xiqu-centre
http://www.westkowloon.hk/tc/mplus/m-building
http://www.westkowloon.hk/tc/the-district/architecture-facilities/arts-pavilion
http://www.westkowloon.hk/tc/bambootheatre
http://www.westkowloon.hk/freespace-2013/
http://www.westkowloon.hk/tc/whats-on/past-events/mobile-m-inf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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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隨著戲曲中心落成的進度，將會再規劃其他相關的演出、培育、展覽等

節目。凡此系列活動的舉辦，除可呈顯戲曲中心致力於以當代思維推動香港粵

劇發展外，更鼓勵創作，培育新一代藝術家和觀眾，以傳承戲曲文化。 

反思本中心所屬臺灣戲曲中心將於 2015 年 10 月落成試營運、2016 年正式對外

開放，本中心自今（2014）年 6 月起始進行一系列的社區擾動計畫，於戲曲中

心周邊鄰近社區辦理與戲曲相關的演出、示範講座等活動，希望讓周邊居民對

即將成立的戲曲中心產生印象、進而認識、最後樂於參與戲曲中心各項活動。

惟因戲曲中心外觀尚未完全成形且工地安全限制，活動無法在現地或周圍舉

辦，僅能於周邊社區活動中心、藝文場館或學校舉辦，對於宣傳戲曲中心以便

積極讓民眾產生「有感」的過程需投注更多之設計與巧思，才能累積正面能量

與效果。 

 

 



14 

 

 

   
 

   
12 

                                                
12

 圖片來源：「西九文化區」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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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陸地區浙江省 

（一）浙江省文化廳 

浙江省文化廳是大陸地區浙江省人民政府組成部門，主管浙江省全省文化藝術

工作的職能部門。主要負責執行黨中央、國務院關於文化藝術工作的路線、方

針、政策，研究擬定全省文化藝術工作的政策和規章並監督實施。文化廳內設

有辦公室、計畫財務處、藝術處、公共文化處、外事處（對台文化處和港澳文

化事務辦公室）、非物質文化遺產處、文化產業與科技處、文化市場綜合執法

指導監督處（法規處）、文化市場管理處、人事處、直屬機關黨委、省文物局

等部門。 

浙江省文化廳廳屬單位包括：浙江圖書館、浙江省博物館、中國絲綢博物館、

浙江美術館、浙江省文化館、浙江越劇團、浙江小百花越劇團、浙江歌舞劇院

有限公司、浙江崑劇團、浙江京劇團、浙江話劇團、浙江曲藝雜技總團等。13 

（二）浙江文化館（2015 亞太傳統藝術節主要合作單位） 

浙江省文化館建於 1955 年，是浙江省人民政府設立、隸屬於浙江省文化廳、為

公益性的群眾文化事業機構。主要工作職能是：對全省的群眾文化活動進行組

織、輔導、指導和研究，並對全省 11 個市的文化館、86 個縣、區級文化館和

全省近 2000 個鄉鎮、街道文化站（文化中心）進行業務指導。浙江省文化館日

益成為廣大市民享受公共文化服務的重要場所，同時也是引領、示範全省群眾

文化發展的重要基地。 

在具體的工作內容上，浙江省文化館除了承擔浙江省文化廳、浙江省委宣傳

部、國家文化部等上級部門的活動外，每年還組織開展大、中、小型、具有浙

江地方特色的群眾文藝活動，以及一些全國性的大型文藝活動，包括北京奧運

會、上海世博會等。 

文化館常年致力於組織、推動群眾性的文學、文藝作品的創作，亦常年舉辦一

系列、多元種類的文化性活動，以及全省民間傳統藝術的發掘、整理、研究工

作，並多次組織傳統文化的學術研討會。文化館也建立了自己的藝術團隊：浙

江省文化館群星戲劇團和浙江省文化館民間藝術展演團。14 

文化館對外文化交流活動頻繁，有力配合省委省政府的文化外交工作，自 2005

年起，浙江省文化廳開始主辦每年一屆、面對主流國家的「浙江文化節」活動，

                                                
13 參考資料：「浙江省文化廳」官網。 
14

 參考資料：「浙江省文化館」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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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館參與了 2005、2009、2010、2011、2012、2013 年分別於法國、墨西哥、

芬蘭、非洲、西班牙、德國等地，共計六屆的浙江文化節活動。 

而自 2007 年開始，浙江省文化廳開始主辦每年一屆的「臺灣·浙江文化節」活

動，是全國唯一一個以省為單位在臺灣舉行的年度文化節。浙江文化館分別參

與了 2007 年、2008 年、2010、2012 年共四屆的文化節，並預計 2015 年與傳藝

中心共同合辦是項活動。 

（三）浙江越劇團 

浙江越劇團，是浙江省級越劇演出團體，座落於浙江杭州西子湖畔，是浙江省

最早、也是唯一的越劇男女合演藝術表演團體。浙江越劇團初建於 1952 年 5

月，50 年代分設一團、二團，1983 年建立浙江越劇院，為一團、三團；1990

年 9 月一、三團合併為浙江越劇團。1995 年浙江越劇院、浙江越劇團合署，設

一個演出實體，繼承發揚越劇優秀傳統，完善男女合演藝術形式。 

越劇團演出以現代戲為主，也上演新編歷史劇；既演舞臺劇，也拍攝越劇男女

合演戲曲片，透過媒體表現來發表好戲。建團以來上演古今大小劇目 200 餘個，

積累了戲曲表現現代戲的藝術經驗，近 15 年來，浙江越劇團獲全國大獎 40 餘

個，其中 3 個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3 項文化部文華獎，12 個「飛天獎」；

獲全省獎項 100 餘項，獲浙江省文化廳、省委宣傳部現代戲超百場、超 500 場

獎勵 6 次。15 

本次出訪，在浙江越劇團團長陶鐵斧先生的精心安排下，特別為我方出訪人員

完整綵排新編劇目《牡丹亭》全本，讓我們深刻體驗越劇團在劇目移植的基礎

上，有效發展傳統越劇藝術之美，也感受到劇團充沛的活力與創作力。 

值得一提的是，該團亦積極構思邀請臺灣國樂團未來有機會可合作演出，對於

兩岸藝術創作交流再添新頁。此項建議在未來有機會持續延伸發展，以促成未

來臺灣國樂團在國樂的發展上如何與兩岸戲曲大型製作進行比重更高的音樂

交流與累積，以擴充舞臺視野，並發揮樂團實力，提昇國際交流競爭力。 

 

                                                
15

 參考資料：「浙江越劇院」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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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腔調腔 

新昌調腔又名「紹興高調」或「新昌高腔」，以新昌為中心，流布於浙東紹興、

蕭山、上虞、餘姚、嵊縣、寧海等地。調腔演唱風格獨特，最具代表性的是「乾

唱」、「幫腔」和「疊板」，有著「不托管弦、徒歌乾唱、人聲幫接、鑼鼓伴奏」

等演唱特點，不用管弦伴奏，僅以打擊樂配合演出，後因受崑曲和亂彈的影響，

在少數折子戲中採用笛子和板胡伴奏。16 

調腔演出劇目極為豐富，含括了目連戲、宋元南戲、元雜劇、明清傳奇，以及

新編歷史故事劇和現代戲，被譽為「中國戲曲的活化石」。其中如屬於元雜劇

《北西廂》的〈遊寺〉、〈請生〉、〈赴宴〉、〈拷紅〉與〈捷報〉五折；《漢宮秋》

的〈游宮〉與〈餞別〉二折；《抱妝盒》的〈抱盒〉與〈妝盒〉等調腔獨有戲

齣；而以目連救母故事貫穿始終，但穿插許多游離於劇本主題以外雜戲，如滑

稽、相撲、調傀儡、堆羅漢、武術、雜技、蓮花落、十不親、弄蛇、背瘋、佛

事、道場、雜耍等「百戲」紛呈的「目連戲」，也是調腔的拿手絕活。2006 年 5

                                                
16

 參考資料：「2013 中國戲曲節」節目單。 

http://baike.baidu.com/view/489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58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58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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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新昌調腔被列為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17 

本次受邀除拜會新昌縣調腔保護傳承發展中心主任、新昌縣調腔劇團團長丁黎

鴻，針對演出狀況交換意見，並觀賞經典劇目－目蓮戲〈女吊〉、〈男吊〉，以

及〈白兔記•出獵〉一折。新昌調腔係為 2015 浙江文化節交流節目之一，交流

劇目即為〈女吊〉、〈男吊〉，亦是 2015 亞太傳統藝術節重點指定節目之一。2015

亞太傳統藝術節預計安排「當代精品」類項中衍伸劇目，目前擬邀請劇目為目

蓮戲之〈吊無常〉以及《漢宮秋》或《北西廂》之選折。 

新昌調腔屬古老劇種，在臺灣也較為少見，2013 年曾為香港中國戲曲節重點節

目、2014 年亦曾來臺演出。評估其劇種之珍貴與稀有性，確可提供臺灣戲曲演

員、學者及觀眾在分享與研究上的重要參考，未來即有建立學術與演出交流之

價值。 

 

  
 

   
 

                                                
17

 參考資料：「2015 亞太傳統藝術節先期規劃案」第一期工作進度報告。 

http://baike.baidu.com/view/1358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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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淳安睦劇 

睦劇主要流行於浙江西部淳安、遂安、開化、常山和安徽屯溪、績溪及江西婺

源等地，是由江西、安徽傳入的採茶戲與當地流行的民間歌舞「竹馬班」結合

形成。原來只有小生、小旦、小丑三種角色，所以群眾又稱為「三腳戲」(三

小戲)，其活動中心淳安、遂安古屬於睦州，1950 年代定名為睦劇。睦劇曲調

主要是湖廣調和三腳調，伴以鑼鼓之類的打擊樂器，使用當地語言為道白，表

演風格淳樸粗獷、活潑風趣，富有濃郁的鄉土氣息，劇碼內容大都為反映家庭

生活。
18 

代表性劇目則有《安安送米》、《馬房逼女》、《山伯訪

友》、《殺夫伸冤》、《南山種麥》、《王矮子牧牛》、《磨

豆腐》、《補背褡》、《鏟菜》與《王婆罵雞》等。 

本次前往，特別安排觀賞淳安睦劇〈鴛鴦馬〉、〈南山

種麥〉、〈好媳婦〉共三折，據悉，睦劇雖已成功申遺，

但因觀眾流失，目前已無職業劇團專職從事睦劇演

出，而是由淳安文化館工作人員以業餘之姿從事學習

並擔任演出，演出技藝、藝術水平亦無從比較；且因

應時代變化，劇目內容多已加入許多當代生活話題、家庭瑣事等橋段與情節，

偏向於樣板戲的型態，歌、舞、戲共融的當代話劇光景，舞台演出已缺少傳統

戲曲演員深厚功底的面向，流失傳統技藝風情，也看不出該劇種的歷史精華，

取而代之的是演化為一種地方話劇團的呈現水平。 

未來邀請該劇前來臺灣演出交流，亦可針對此現象重點流變說明與探討，在兩

                                                
18

 參考資料：「2015 浙江文化節推薦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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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劇種的異同變化的進程中，以為分析與探究。 

   

 

（六） 浙江姚劇 

姚劇原名「餘姚灘黃」，起源於南戲四大聲腔「餘姚腔」的發祥地，主要流行

於浙江餘姚、慈溪、上虞等地，1950 年後定名為姚劇，是在當地漢族民間歌舞

曲藝「馬燈」、「旱船」、「採茶籃」、「崔冬冬」等基礎上所發展的，在餘

姚一帶又稱作「燈戲」、「燈班」。2008 年姚劇入選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

遺產名錄。代表性劇目如《半夜雞叫》、《搭壁拆壁》、《強盜與尼姑》、《沙

場淚》、《傳孫樓》、《龍鐵頭出山》、《雞公山風情》、《女兒大了、桃花

開了》等。19 

本次前往餘姚市，浙江文化館特別安排拜會浙江省餘姚市姚劇保護傳承中心壽

建立主任、浙江省餘姚市姚劇保護傳承中心主任暨餘姚市姚劇團副團長倪樂輝

先生，就姚劇的發展與現況交換意見。現場觀賞姚劇選折，感受姚劇經典風情。 

姚劇在浙江尚受到完整保護與傳承，在傳統演員身段與聲腔的精緻度上仍保有

一定程度的地方戲曲風情，可感受演員淳美的細微表現，亦值得推薦給臺灣觀

眾。 

   
 

（七）杭州大劇院 

杭州大劇院（Hangzhou Grand Theatre）位於杭州錢江新城南端錢塘江邊的之江

東路，總佔地面積 10 萬平方公尺，總建築面積約 5.5 萬平方公尺。建築由加拿

                                                
19

 參考資料：「2015 浙江文化節推薦劇目」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AD%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AD%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2%B1%E5%A1%98%E6%B1%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6%8B%BF%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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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著名劇院設計師卡洛斯·奧特設計。其西南方向是杭州國際會議中心，西北面

為杭州市民中心。20 

杭州大劇院於 2004 年 7 月建成並投入使用，是杭州市政府投資新建的標誌性文

化設施。大劇院的廣場部分與錢江新城市政廣場緊密結合在一起。其主體設施

包括一個 1600 座的歌劇院、600 座的音樂廳、400 座的可變劇場、700 座的下沉

式露天劇場及室外文化廣場。大劇院的建築造型非常獨特，富有詩意銀色金屬

屋面由進口鈦板鋪設，象徵著明珠；大斜面雙曲玻璃幕牆則象徵一彎明月；大

劇院前 6000 平方米的廣場淺水域象徵著杭州西湖。露天劇場結合水景設計，為

整個建築增添了生命活力，營造了一個貼近大自然的藝術場所。21 

此次特別走訪杭州大劇院，並拜會演出部項目經理吳卓婭，針對劇場維運管

理、節目規劃安排，進行意見交換。不同於廣州大劇院的企業經營模式，杭州

大劇院是為杭州市政府所管轄，經營模式顯著不同，在劇場的經營氣度與維

護，專業的技術管理概念，自是略顯薄弱。故此行也予我方提供反思，一個公

部門所承接的劇場，需要提鍊何種高度與層次，或是在硬體建設之外，如何強

化軟體服務優勢，都是必須考量的重要內涵。 

 

   
 

   
 

                                                
20 參考資料：「杭州大劇院」官網、簡介。 
21

 參考資料：「杭州大劇院」官網、簡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6%8B%BF%E5%A4%A7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A1%E6%B4%9B%E6%96%AF%C2%B7%E5%A5%A5%E7%89%B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AD%E5%B7%9E%E5%9B%BD%E9%99%85%E4%BC%9A%E8%AE%AE%E4%B8%AD%E5%BF%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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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建議事項 

一、 有效啟動民間表演藝術小劇場藝術節： 

臺灣戲曲中心將於 2016 年起運用小表演廳場地，規劃辦理「民間表演藝術小劇

場藝術節」，於城市或劇院方面，其中之一可考慮與廣東省文化廳或廣州大劇院

合作，運用其現有之藝術節、場地、團隊資源，作為我方舉辦「民間表演藝術

小劇場藝術節」之延伸地點之一，除可建立單位間之資源鏈結關係外，亦可拓

展我方團隊與戲曲中心之國際能見度。 

二、 強化 2015 年城市社區擾動計畫的睦鄰作為： 

本中心現正規劃 2015 年 10 月起的試營運活動，於此之前，為漸漸加溫各界對

戲曲中心的注目，建議在明年的城市社區擾動計畫中，在戲曲中心現址附近尋

找合適地點，戶外或室內，依場地特性與目標族群辦理一系列講座、工作坊、

研習、演出、展覽等活動，以「戲曲」為主題，發散影響力，為戲曲中心的落

成暖身。 

三、 深耕地方戲曲，深化兩岸文化節慶活動價值： 

本次出訪之重要目的之一，即為 2015年傳藝中心與浙江省文化廳合作辦理之「臺

灣浙江文化節」與延續之「亞太傳統藝術節」計畫進行具體事務之研商，除於

合作意向書之條件與解釋進行會商，並實際就兩岸文化發展與政治考量問題進

行協調，具體研議有效之解決方式，以促進對等關係之建立與平衡。而此行更

針對兩個藝術節所指定地方劇種節目進行實際訪察、討論與確認，進一步深入

瞭解浙江省文化廳與地方戲曲關聯與互動，觀摩相關經驗。 

浙江是戲劇大省，亦被譽為「中國戲曲的搖籃」，地域面積雖不大，但戲劇品

種繁多，包括越劇、紹劇、婺劇、甌劇、睦劇、姚劇、甬劇、湖劇、和劇、崑

劇、永嘉崑曲、台州亂彈等超過五十個地方劇種。因此在 2015 年所規劃的節目

上特別採用傳統經典折子戲與現代生活氣息濃郁的新編小戲相結合，亦讓傳統

經典唱段與傳統絕技、絕活表演串接，組合一台極具觀賞性的精品地方戲演出，

期望透過較系統、全面地介紹浙江省地方劇種，並傳播浙江特有的戲曲文化。 

上開要旨與本中心自 2015 年起計畫轉型辦理之亞太傳統藝術節之部份理念契

合，同是為促進兩岸暨國際文化藝術發展，亦是希望向外推展臺灣重要傳統戲

曲藝術文化。尤其 2016 年臺灣戲曲中心落成營運在即，在其以「華文世界戲曲

藝術必訪碼頭」為目標任務上，更是需把握其未來作為世界戲曲藝術領頭羊的

契機。對於辦理至今已有 13 屆的亞太傳統藝術節而言，2015 年將是一重要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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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點、也是轉捩點，傳藝中心與亞太傳統藝術節將自宣告「臺灣戲曲中心」、「宜

蘭傳藝園區」的雙園區基地概念，甚至擴充增加「臺灣戲曲中心南館」的全面

發展，在經營的層次與高度，將產生不同的質變與影響。故 2015 年透過與浙江

文化節的串接、延續，也宣告未來以臺灣為核心、與中國大陸廣闊多元的戲曲

生態主動、積極「發生關係」的進程，國際藝術節的辦理，未來除展示戲曲藝

術的豐富面貌，也促進兩岸跨越政府藩籬的文化情感，對於提昇戲曲藝術的藝

術質地與當代風貌，亦將開啟重要的視界。 

四、 透過辦理國際音樂賽事經驗，推介臺灣音樂人才並行銷臺灣藝術品牌： 

香港中樂團於 2011 年創辦全球首屆「國際中樂指揮大賽」，被譽為「中樂發展

史上的里程碑」。在海內外的專家和音樂院校/機構的支援下，第一屆比賽共有

55 名來自世界各地人士報名參加。2014 年「第二屆國際中樂指揮大賽」由香港

中樂團與西安音樂學院合辦，比賽共有 42 位分別來自香港、中國、臺灣、馬來

西亞、波蘭及義大利的年輕指揮報名。三年一辦的國際指揮大賽，歷屆以來，

已具有相當程度的規模，比賽難度甚高，共分作四輪賽程，以往參賽者來自全

球各地，包括臺灣、香港、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美洲和歐洲等好手，其

評選規則也非常全方位，至今已是指揮人躍上國際舞台的試金石。 

第三屆賽事在閻惠昌指揮的促成下將由臺灣國樂團與香港中樂團合辦，已於此

行完成授權，宣告接辦事宜，並將於 2017 年舉辦。特別的是，第三屆大賽因合

辦單位為臺灣國樂團之故，在比賽曲目庫將增加臺灣作曲家的優秀作品，並在

獎項部分增設「臺灣優秀青年指揮獎」以及「最佳臺灣作品演繹獎」。在此一國

際盛會裡，來自於全球各地的選手，匯聚於同地相互深度交流與觀摩，而於比

賽過程中，臺灣國樂團與香港中樂團所共同研擬出的比賽曲目，亦可同步推介

臺灣優質作品與作曲家。指揮是樂團的靈魂，透過指揮棒帶領樂團，以高度的

默契與精湛的技藝，精彩演繹每首作品。本中心臺灣國樂團與香港中樂團共同

主辦 2017 年第三屆「國際中樂指揮大賽」，是採取兩地合辦之工作模式，將可

完備臺灣指揮人才培育機制與厚植藝術能量，經由策略聯盟的合作交流，能有

效行銷「臺灣國樂團」增加國際曝光與建立國樂界的品牌地位，未來透由指揮

大賽舉辦邀請海內外知名評審、觀察員以拓展國際人脈及交流機會，評委與選

手間也能相互切磋技藝與交流學習，另選曲及複賽的采風更能宣傳與行銷臺灣

文化、風情，以及推介臺灣作曲家、指揮家，開創臺灣戲曲中心成為國內外傳

統藝術優秀人才與音樂創作作品交流育成之聚集基地。 

五、 促進建立與西九文化區之長期交流關係： 

位於香港西九文化區內的戲曲中心，預計於 2017 年正式落成啟用，並被標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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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一個世界級的表演場地，以保存、發展及推廣戲曲為己任，成為一所專

注戲曲製作、教育及研究的表演藝術中心。」其使命亦將為致力促進及傳承戲

曲文化，鼓勵創新，培育新晉藝術家，並開拓觀眾群。中心將展示各種戲曲，

以及於當代的環境下推動粵劇發展。 

臺灣戲曲中心成立在即，亦標示著一種臺灣全新戲曲設施的新高度與新視野，

與香港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除落成時間相近，其名稱、使命相仿，一海之

隔，幾乎成了對望的兩顆華文世界的戲曲明珠。故未來亟應思索臺灣戲曲中心

與香港戲曲中心的區隔性，與臺灣所在的優勢，同時獨立前行發展，互為競爭

對手，提昇臺灣品牌的價值，更應積極與香港戲曲中心同為結盟，透過交流，

經驗交換，進行長期合作，尤其戲曲中心得天獨厚具有專屬之駐館團隊、創新

當代戲曲作品，都是優於香港的高度優勢，透過各項發展，從與香港結盟，進

而有效促進劇場與戲曲之兩岸暨國際發展關係。 

六、 主動積極協調與兩岸三地重要劇場策略結盟，行銷臺灣藝術能量： 

臺灣戲曲中心成立在即，未來除了在經營面上有其龐雜的運作進程與內容，對

於其所賦予的能量與使命，亦須以有機、開創的面向進行思考。除了致力於觀

眾、票房的推動上，未來如何充實節目軟體的層次與塊面亦是一大課題。未來

將以「臺灣的戲曲中心」或臺灣戲曲的中心為目標，以建築物為核心，向外幅

射擴充能量？在針對大陸重要城市劇院借鏡的同時，亦因透過主動積極的，提

昇自我價值，以「智財創價」為主要核心價值，行銷本中心所屬之國家級表演

團隊。 

七、 爭取國際藝術節或藝術賽事之辦理，厚植臺灣經驗、提高臺灣藝術能見度： 

傳藝中心過去辦理重大國際藝術節或國際藝術賽事經驗不足，亦因過去無自屬

專業表演場所，故未來在戲曲中心落成啟用後，可透過亞太傳統藝術節的深化、

擴充辦理，以及近年陸續爭取落實辦理之國際中樂指揮大賽、傳藝金曲獎等指

標性大型活動之辦理，除檢驗戲曲中心軟硬體之因應策略，也是提昇全方位專

業人才的一大方針，可透過各項辦理機制的運作，加程活絡傳藝中心與戲曲中

心能量，進而加強行銷臺灣專業藝術與藝術行政管理能力，在厚植臺灣經驗的

作法中，讓全球重要藝術家與藝術人才得以聚集匯流，在藝術交鋒的過程中，

提供臺灣藝術學習累積與積盪的搖籃，有效提高臺灣表演藝術的能見度，進而

作為華文世界的藝術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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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本次出訪拜會人員連絡名單 

一、廣東 

 姓 名 職 銜 連絡地址 連絡電話、email 

1 李再炎 

廣東省文化廳 

文化交流合作處

處長 

廣東省廣州市 

東風東路 701號 

[T]8620-3780-3389 

[C]138-0291-6596 

[F]8620-3780-3814 

lizaiy@126.com 

2 李寧一 

廣東省文化廳 

文化交流合作處

調研員 

廣東省廣州市 

東風東路 701號 

[T]86-20-3780-3818 

[C]86-139-0249-6101 

[F]86-20-3780-3814 

13902496101@126.com 

3 陳琳穎 
廣東省文化廳文

化交流合作處 

廣東省廣州市 

東風東路 701號 

[T]86-20-3780-3809 

[C]86-136-3141-1204 

[F] 86-20-3780-3814 

yingwing0416@hotmail.com 

4 陳  奔 
廣東粵劇院副院

長、主任舞台技師 

廣東省廣州市 

東風東路 703號 

[T] /[F]020-8777-5095 

[C]138-0253-4457 

(香港)[T]6289-0682 

5 張顯靜 

廣州大劇院 

演出管理中心/營

銷管理中心副總

監 

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 

珠江新城珠江西路 1號 

[T]+86-20-3839-2379 

[C]+86-180-2733-9711 

[F]+86-20-3839-2420 

HCC@gzdjy.org 

6 劉菡元 

廣州大劇院 

演出管理中心演

出經理 

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 

珠江新城珠江西路 1號 

[T]020-3839-2477 

[C]+86-180-2733-9755 

[F]020-3839-2285 

nellieliu@gzdjy.org 

7 樊 瑾 
廣州大劇院 

演出管理中心 

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 

珠江新城珠江西路 1號 
 

二、香港特別行政院區 

 姓 名 職 銜 連絡地址 連絡電話、email 

1 茹國烈 

西九文化區管理

局表演藝術行政

總監 

香港九龍尖沙咀 

廣東道 9 號港威大廈第

6座第 29樓 

[T]852-2200-0000 

  852-2200-0098 

[F]852-2895-0016 

louis.yu@wkcda.hk 

2 張  薇 西九文化區管理 香港九龍尖沙咀 [T]852-2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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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高級研究主任 廣東道 9 號港威大廈第

6座第 29樓 

  852-2200-0194 

(香港) [C]852-6768-6353 

(北京) [C]86-136-7118-1063 

[F]852-2895-1286 

rachel.zhang @wkcda.hk 

三、浙江 

 姓  名 職  稱 地  址 聯絡方式 

1  李  莎 

浙江省文化廳 

對台文化處處長 

（現為副廳長） 

浙江省杭州市 

曙光路 53號 

[T]0086-571-8521-1723 

[F]0086-571-8521-1725 

lsh@zjwh.gov.cn 

2 官  明 

浙江省文化廳 

外事處、對台文化

處、港澳文化事務

辦公室 調研員 

浙江省杭州市 

曙光路 53號 

[T]+86-571-8521-6067 

[F]+86-571-8521-1725 

gm@zjwh.gov.cn 

guanhzc@yahoo.com 

3 胡朝東 

浙江省文化廳 

文化市場管理處

處長 

浙江省杭州市 

曙光路 53號 

[T]0571-8521-5863 

[C]138-5717-8855 

hchd@zjwh.gov.cn 

4 鄔  勇 
浙江省文化館 

副館長 

浙江省杭州市 

武林路 71號 

[T]0571-8792-1200 

[C]138-1916-7987 

[F]2571-8702-8416 

5 黃  芸 

浙江省文化館 

文化藝術交流中

心主任 

浙江省杭州市 

武林路 71號 

[T]+86-571-8708-1643 

[C]+86-136-0051-6569 

[F]+86-571-8702-8416 

317126104@qq.com 

6 吳卓婭 
杭州大劇院 

演出部項目經理 

浙江省杭州市 

錢江新城新業路 39號 

[T]0571-8685-5118#8219 

  0571-8685-5118 

[C]135-8885-0080 

[F]0571-8685-5090 

yishuyanchubu@yahoo.com.cn 

7 壽建立 

浙江省餘姚市藝

術劇院院長、餘姚

市文聯副主席、國

家一級演員 

浙江省餘姚市 

北濱江路 115號 

[T]0574-6263-6447 

[C]135-0578-1998 

[F]6263-3665 

8 倪樂輝 

浙江省餘姚市姚

劇保護傳承中心

副主任、餘姚市姚

劇團團長 

浙江省餘姚市 

長城路 3號 

[C]139-0584-0109 

[F]0574-6263-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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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陶鐵斧 
浙江越劇團 

團長 
浙江省杭州市 

[T]0571-8708-2358 

[C]159-6888-1616 

10 丁黎鴻 

新昌縣調腔保護

傳承發展中心主

任、新昌縣調腔劇

團團長 

浙江省新昌縣 

南明街道文體路 25號 

[T]159-5857-7512 

[C]135-0675-3095 

[F]0575-8602-3881 

11 謝順泉 

嵊州市越劇藝術

保護傳承中心 (嵊

州市越劇團)書記

團長、嵊州市戲劇

家協會主席 

浙江省嵊州市 

越劇藝術中心 

[T] /[F]0575-8301-2086 

[C]136-0585-5910 

12 袁  巍 

紹興市文化廣電

新聞出版局藝術

處處長 

浙江省紹興市 

勝利東路 113號 

[T]0575-8508-6913 

[C]159-6750-9898 

[F]0575-8513-8005 

sxwgjyu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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