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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 大戲院 

 
  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所有戲院皆為上演「大戲」（粵劇）者，

大部份名稱為「戲團」。 

 

  最早落成於 1860—70 年代的戲團有：大來、同慶、昇平及高陞，

皆位於西區。 

 

  被稱為「戲子」的粵劇演員，除「本地」者外，亦有來自廣東省

者。1900 年前後，著名戲班有：國天香、周豐年、樂同春等。 

 

  戲票價格由最平的板位五仙至貴妃床的二元，劇目則有：薛仁貴

征東、三英戰呂布及岳飛報國仇等。 

 

  1902 年，九龍第一間的普慶戲院落成，俟後，新落成的皆名為戲

院，包括 1904 年落成的太平。而原來的戲團於上映電影時亦於宣傳

單張上名為「戲院」。 

 

  俟後較著名的大劇院有：約 1911 年的九如坊，1919 年中環街市

對面的和平（現恆生銀行），1925 年的利舞台及 1930 年上環的中央。 

 

  港人曾於 1922年在太平戲院設宴款待觀劇的英國愛德華皇儲（太

子道以他命名）。 

 

  1930 年代九龍的大戲院有水渠道口的東樂。 

   

  和平後的大戲院有灣仔的香港大舞台、北角的皇都及新光，以及

九龍青山道的新舞台等，但大部分大戲院皆以上映電影為主。同時，

不少大佬倌（粵劇演員）皆變身為電影明星。 

 

  粵劇於 1960 年代起漸走下坡，目前，上演大戲之戲院只餘下北

角之新光及九龍之油麻地戲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