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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粵劇在澳門的傳播——以報紙廣告為中心的考察

摘   要 澳門是中國最早發展報刊業的地區之一。早在十九世紀，粵劇廣告的
身影就出現在澳門的報紙上。抗日戰爭爆發後，因澳門“中立”的特
殊環境，原本活躍在省港等地的戲班演員紛紛移師澳門，粵劇的繁榮
中心也轉移到了澳門。粵劇市場激烈的商業競爭蔓延到報紙，戰時的
粵劇廣告因戲院產業經營變動、社會時局變化等呈現出複雜多變的面
貌。對於澳門粵劇商家而言，報紙是最富有活力的營銷傳播媒介，給
商家提供了便捷的信息刊登平台，以便快速招攬觀眾。對於報業而言，

粵劇廣告是主要的、穩定的廣告費來源，也因市民對於粵劇的喜愛和
追捧，進而刺激了報紙的銷量，促進了報業的繁榮，二者可謂是互相
成就。這些浩如煙海的粵劇廣告，是澳門粵劇市場變遷的實物見證，

曲終人散後，今人依舊能從字裡行間，窺得戰時粵劇中心的芳華。

關鍵詞 澳門粵劇；廣告；報紙；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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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澳門報業與粵劇的結盟

（一）澳門報業的起源發展

在 近 代 中 國， 報 紙 是 廣 告 的 主 要 載 體， 一
個 地 方 廣 告 業 的 發 達 與 否 與 報 業 息 息 相 關。 澳
門 是 近 代 中 國 報 刊 的 發 源 地， 也 是 中 國 最 早 出
現 新 聞 事 業 的 地 區 之 一， 在 中 國 報 業 史 上 有 着
特殊的地位。1822 年 9 月 12 日創刊的《 蜜蜂
華 報 》 是 澳 門 歷 史 上 首 份 報 紙， 也 是 中 國 境 內
首 份 外 文 報 紙 和 最 早 的 近 代 報 刊。1893 年 7
月 18 日， 孫 中 山 的 友 人 飛 南 第（Francisico 
Hermenegi ldo Fernandes） 創 辦 了 葡 漢 雙
語 的《 鏡 海 叢 報 》， 這 是 澳 門 最 早 期 的 中 文 報
紙之一。《鏡海叢報》時常刊登一些抨擊時局、

宣 傳 革 命 救 國 思 想 的 文 章， 長 篇 累 牘 地 報 導 中
日 甲 午 戰 爭 等 重 大 時 事， 是 愛 國 報 紙 的 先 鋒。

《鏡海叢報》設有“中外報”“本澳新聞”“省

港 報 ” 等 多 個 欄 目， 為 讀 者 了 解 澳 門 本 土 以 及
海 內 外 的 新 聞 和 風 土 人 情 提 供 了 平 台。《 鏡 海
叢 報 》 中 文 版 出 版 發 行 了 兩 年 左 右， 時 間 並 不
算 長， 但 它 與 資 產 階 級 革 命 派 關 係 密 切， 見 證
了 孫 中 山 先 生 在 澳 門 的 行 醫 經 歷 和 革 命 之 路，

以 及 晚 清 澳 門 社 會 的 變 遷， 是 研 究 晚 清 澳 門 歷
史和辛亥革命不可或缺的史料。

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知新報》於 1897 年
正 式 出 版， 該 報 由 澳 門 巨 賈 何 廷 光 出 資， 康 有
為、 梁 啟 超 等 維 新 派 人 士 籌 備 運 營， 是 維 新 派
在 華 南 地 區 的 輿 論 陣 地。 清 末 時 期， 葡 萄 牙 雖
已 取 得 澳 門 的 管 治 權， 但 本 地 華 人 並 未 偏 安 一
隅，反而因為澳門特殊的地理位置與政治背景，

匯 聚 了 多 方 勢 力， 並 在 中 國 近 代 革 命 活 動 中 擔
當 了 關 鍵 角 色。 正 因 如 此， 清 末 民 初 澳 門 中 文
報 紙 的 創 辦 與 政 治 改 良 和 民 主 革 命 關 係 很 大。

然 而， 政 治 並 不 是 當 時 報 業 唯 一 的 主 題。 澳 門
地 方 狹 小， 工 商 業 並 不 發 達， 煙、 賭、 娼 行 業
卻 畸 形 發 展， 跑 狗 場、 舞 場、 戲 院 等 娛 樂 場 所
生意興隆，更被稱為“遠東蒙地卡羅”。因此，

報 紙 上 不 乏 一 些 娛 樂 報 導， 以 及 與 之 相 關 的 各
色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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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早期報紙上的澳門粵劇廣告

以《 鏡 海 叢 報 》 為 例， 該 報 紙 的 廣 告 集 中
在“ 本 澳 新 聞 ” 欄 目。 廣 告 內 容 大 約 可 以 分 為
以 下 幾 類： 其 一 是 醫 藥 廣 告， 主 要 宣 傳 外 科 醫
生 醫 術 與 藥 品； 其 二 是 商 品 廣 告， 主 要 是 及 時
更 新 火 油 等 商 品 的 價 格； 其 三 是 粵 劇 廣 告， 主
要告知本澳民眾粵劇演出的時間和地點。

光緒二十年九月初五（1894 年 10 月 3 日），

《 鏡 海 叢 報 》 刊 登 了 一 則《 集 款 酬 神 》 廣 告，

曰：

現在澳中商店議集鉅資酬神演醮，約

需五大千金，僱召名班，金龍彩色各處巡

行務極一時之耀，定本月十二舉行。1

光緒二十年十月初三（1894 年 10 月 31 日），

《 鏡 海 叢 報 》 刊 登 了《 演 戲 酬 恩 》 廣 告。 原 文
如下：

連日蓮峰廟僱有國豐年名班開演，藉

以酬答神恩。計訂戲四本，戲金一千四百

元，所收回各費約僅千元云。2

顯 然， 清 末 時 期， 澳 門 的 中 文 報 紙 上 已 經
出 現 了 粵 劇 廣 告 的 身 影， 報 刊 業 與 粵 劇 廣 告 結
合 的 時 間 幾 乎 與 中 文 報 紙 的 出 現 同 步， 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也 體 現 了 粵 劇 在 澳 門 華 人 生 活 中 的 重
要 程 度。 與 傳 統 靠 人 力 走 街 串 巷 地 散 播 廣 告 相
比， 報 紙 大 大 提 高 了 澳 門 粵 劇 廣 告 的 傳 播 效 率
和 傳 播 範 圍。 此 外，《 鏡 海 叢 報 》 還 時 常 報 導
一 些 清 平 戲 院 的 逸 事， 例 如 貴 婦 將 貌 美 的 粵 劇
小 生 認 作 乾 兒 子， 這 些 都 可 以 視 為 報 紙 對 戲 院
的 另 類 宣 傳。 比 之 廟 宇、 戲 棚， 清 平 戲 院 更 加
需 要， 也 更 依 賴 報 紙 這 樣 的 近 現 代 傳 媒 手 段，

因為酬神演出幾乎是慈善性質的， 而 清 平 戲 院
作 為 商 業 演 出 場 所 則 需 要 盈 利 。 在 經 營 壓 力
的 驅 使 下 ， 澳 門 戲 院 與 報 業 的 關 係 越 來 越 緊
密 。 有 賴 於 澳 門 良 好 的 報 業 基 礎 ， 到 了 抗 戰
時 期 ， 隨 着 粵 劇 市 場 的 擴 大 ， 戲 院 廣 告 刊 登
量 大 幅 上 升 ， 成 為 了 澳 門 報 紙 上 一 道 獨 特 而

亮 麗 的 風 景 。

（三）抗戰時期刊登粵劇廣告的報紙

1937 年至 1945 年期間，澳門中文報業進
入 了 一 個 複 雜 的 時 期。 當 時 的 通 訊 手 段 並 不 如
今 天 發 達， 報 紙 是 澳 門 最 主 要 的 傳 播 媒 介， 具
有 重 要 的 輿 論 導 向 作 用， 也 是 愛 國 者 的 喉 舌。

日 本 特 務 機 關 勢 力 進 入 澳 門 後， 採 取 扶 持 漢 奸
辦 報 等 多 項 手 段， 試 圖 控 制 澳 門 報 業， 宣 傳 其
所 謂 的“ 大 東 亞 共 榮 ” 等 荒 謬 思 想， 企 圖 為 日
本 的 暴 行 塗 脂 抹 粉。 一 些 不 願 意 被 日 寇 收 買 的
報 紙 在 特 務 機 關 的 迫 害 和 經 濟 封 鎖 下 被 迫 停
刊。 另 一 方 面， 澳 門 同 胞 以 極 大 的 熱 忱 投 入 到
抗日救亡運動中。以《華僑報》為代表的報業，

與 日 偽 漢 奸 扶 持 的 報 紙 進 行 了 長 時 間 的 鬥 爭，

承 擔 了 幫 助 澳 門 民 眾 了 解 抗 戰 真 相 的 工 作， 對
愛國新聞事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抗 戰 時 期， 澳 門 發 行 過 的、 可 查 證 的，

且 較 為 完 整 地 保 存 至 今 的 報 紙， 主 要 有《 華 僑
報 》 3《 大 眾 報 》 4《 西 南 日 報 》 5 和《 市 民 日
報》 6。這四家報紙均刊登過數量可觀的澳門粵
劇 廣 告， 下 文 將 對 在 報 紙 上 刊 登 過 粵 劇 廣 告 的
商 家、 粵 劇 廣 告 投 放 情 況 及 澳 門 粵 劇 廣 告 的 發
展歷程進行分析。

二、報紙上的粵劇廣告商家概況

（一）刊登粵劇廣告的商家 

抗 戰 時 期， 在 報 紙 上 刊 登 粵 劇 廣 告 的 商
家 以 戲 院 為 主（ 參 見 表 一 ）。 除 此 之 外， 南 灣
遊 樂 場 也 曾 在 一 段 時 期 內 短 暫 地 刊 登 過 粵 劇 廣
告。 澳 門 的 戲 院 通 常 是 綜 合 性 娛 樂 場 所， 兼 具
電 影 放 映、 粵 劇 演 出、 話 劇 表 演、 交 響 樂 演 奏
等 多 重 功 能。 澳 門 這 片 彈 丸 之 地， 在 抗 戰 時 期
有 清 平 戲 院、 域 多 利 戲 院、 南 京 戲 院、 平 安 戲
院、 國 華 戲 院、 海 鏡 戲 院、 樂 斯 戲 院 和 新 橋 娛
樂 戲 院 等 近 十 家 戲 院 營 業， 可 見 當 時 娛 樂 市 場
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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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抗日戰爭期間刊登過粵劇廣告的商家（不完全統計）

廣告商家 營業年份 簡介

清平戲院
（圖 1）

1875—1992

清平戲院是澳門第一家專演粵劇的戲院， 7 戲院地址位於清平直街。戲
院 在 戰 時 與 粵 劇 演 員 合 作 組 建 了 錦 繡 劇 團、 新 青 年 男 女 劇 團 等 多 個 劇
團，常有慈善戲劇於清平演出。因戰後戲班紛紛離澳，清平戲院生意大
不如前，後改以放映電影為主。

域多利戲院
（圖 2）

1910—1971

域多利戲院以放映歐美進口片為主，戲院地址位於新馬路與營地大街交
界處，是澳門第一家放映有聲電影的戲院。1935 年 5 月修葺後，院內
增設賭場、夜總會和餐廳。 8 抗戰時期，戲院與演員合作組建了鳴聲男
女劇團、域多利劇團等多個劇團，也時常有粵劇大班來此臨時演出。

海鏡戲院
（圖 3）

1930—1952
海鏡戲院位於原下環街市二樓，以放映港產片為主，時常在電影放映前
增加幻術、歌舞等表演，吸引觀眾。抗戰時期，海鏡戲院除了粵劇演出
外，也公演話劇。戲院結業後，街市也遷至附近李加祿街。 9

國華戲院
（圖 4）

1931—1998

國華戲院最初由中葡商人合資創辦，地址位於板樟堂街 38 號。戲院開
幕首映外國影片《 愛的巡禮 》（Love Parade ）。 10 澳葡當局曾對全
澳 戲 院 實 行 分 級， 國 華 戲 院 因 設 備 先 進 及 電 影 品 質 高， 被 評 為 一 級 戲
院。戰時，院方與平安妹等人合作組建“國華劇團”。戲院歇業後，其
主體建築被保存並活化為國華戲院商場。

平安戲院
（圖 5）

1935—1993

平安戲院位於新馬路， 樓高四層， 共有座位 1,038 個， 為澳門第一座
“現代電影院”， 11 早期以放映電影為主。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平安戲
院被富商何賢買下，改建後以演出粵劇為主。戲院與任劍輝、譚蘭卿等
人合作組建了“平安劇團”，因其設有專門的編劇部，時常創作新編戲。
劇團成員也活躍於澳門義演籌款活動。

南京戲院
（圖 6）

1933—1955
南京戲院位於沙梨頭海邊街南京街市三樓。戲院主要面向華人觀眾，放
映有聲及無聲電影。戰時由何非凡領導的新青年男女劇團曾在此駐演。
上世紀五十年代，南京戲院在停業後被改建為工人康樂館。

樂斯戲院
（圖 7）

1940—1970
樂斯戲院位於沙梨頭海邊街，是一家“二輪”戲院，票價低廉，放映的
電影以粵語片、西語片為主。戲院在戰時也安排歌舞等現場演出，偶有
粵劇演出，但大部分檔期還是放映電影。

南灣遊樂場
（圖 8）

1941—1949
1941 年，南灣遊樂場設立露天劇場，地址位於南灣大馬路。劇場演出
過《鍾無豔》等粵劇。除了粵劇外，南灣劇場還有新派劇、平劇（京劇）
演出。該劇場的具體結業時間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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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１. 清平戲院粵劇廣告（圖

片來源：《華僑報》1938 年
8 月 12 日，第 3 版，筆者複
製提供。）

圖 5. 平安戲院粵劇廣告（圖
片來源：《大眾報》1943 年

5 月 12 日，第 1 版，筆者複
製提供。）

圖 2. 域多利戲院粵劇廣告（圖
片來源：《華僑報》1942 年
1 月 25 日，第 1 版，筆者複
製提供。）

圖 6. 南京戲院粵劇廣告（圖
片來源：《華僑報》1942 年

1 月 20 日，第 1 版，筆者複
製提供。）

圖 3. 海 鏡 戲 院粵劇廣 告（圖

片來源：《西南日報》1942 年
2 月 19 日，第 4 版，筆者複製
提供。）

圖 7. 樂斯戲院粵劇廣告（圖
片來源：《華僑報》1942 年
3 月 13 日，第 1 版，筆者複
製提供。）

圖 4. 國華戲院粵劇廣告（圖
片來源：《大眾報》1942 年
8 月 5 日，第 1 版，筆者複製

提供。）

圖 8. 南 灣 遊 樂 場 粵 劇 廣 告
（ 圖 片 來 源：《 大 眾 報 》
1941 年 7 月 11 日，第 4 版，
筆者複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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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粵劇廣告商家的雙重經營

抗 日 戰 爭 全 面 爆 發 前， 澳 門 只 有 清 平 戲 院
專 演 粵 劇。 正 如 該 戲 院 曾 在 廣 告 上 宣 傳 的“ 全
澳獨我清平一家演大戲”，12 其他戲院當時基本
以 放 映 電 影 為 主， 偶 爾 有 粵 劇 上 演， 國 華 戲 院
還 曾 一 度 改 名 為“ 國 華 有 聲 電 影 院 ”， 不 涉 及
粵 劇 演 出 業 務。 抗 日 戰 爭 全 面 爆 發 後， 澳 門 成
為 了 粵 劇 中 心 城 市。 因 粵 劇 市 場 火 熱， 加 之 戰
時 交 通 中 斷， 電 影 片 源 緊 缺， 原 本 以 放 映 電 影
為 主 的 國 華、 域 多 利 等 戲 院 順 勢 轉 型， 增 加 了
粵 劇 演 出 業 務， 以 滿 足 當 時 民 眾 的 觀 劇 需 求。

因 此， 當 時 的 粵 劇 廣 告 商 家 通 常 也 是 電 影 廣 告
商 家， 報 紙 上 時 常 出 現 一 家 戲 院 的 電 影、 粵 劇
廣 告 並 存 的 現 象。 例 如，1943 年 4 月 17 日
《 大 眾 報 》 上 的 平 安 戲 院 廣 告（ 圖 9）， 右 半
邊 是 電 影《 美 國 暗 殺 黨 》 廣 告， 左 半 邊 是 粵 劇
《 野 花 香 》 廣 告。 因 為 資 料 有 限， 現 已 無 法 考
證 在 一 家 戲 院 內 粵 劇 演 出 與 電 影 放 映 的 場 所 是
分 開， 還 是 有 所 重 合， 但 諸 如 南 京 戲 院 這 樣 的
小 戲 院， 總 面 積 只 有 一 層 樓， 大 部 分 空 間 都 被
電 影 銀 幕 和 音 響 設 備 佔 據， 粵 劇 演 出 的 地 點 很
有 可 能 是 在 放 置 銀 幕 前 的 小 舞 台 上。 新 與 舊，

傳 統 與 現 代， 光 影 藝 術 與 南 國 紅 豆， 在 澳 門 的
戲院舞台上交錯，和諧共存。

（三）短期粵劇廣告商家——南灣遊樂場

在 所 有 的 粵 劇 廣 告 商 家 中， 南 灣 遊 樂 場
是 唯 一 的 室 外 劇 場， 也 是 持 續 刊 登 廣 告 時 間 最
短 的 商 家。 南 灣 遊 樂 場 位 於 澳 門 半 島 一 處 填 海
而 成 的 空 地 上， 場 地 開 闊， 時 常 有 流 動 的 馬 戲
團、 雜 技 團 等 來 此 演 出， 場 內 還 有 小 吃 店、 大
排擋和遊戲攤等，是平民休閒玩樂的常去之地。

1941 年夏季，南灣遊樂場以“夏夜樂園”為招
牌 開 演 粵 劇。 與 裝 修 華 麗 精 緻 的 戲 院 不 同， 南
灣 遊 樂 場 是 露 天 劇 場， 場 地 較 為 簡 陋， 票 價 也
相對廉價，僅為兩毫半。從 1941 年 7 月 11 日《大
眾 報 》 的 廣 告 上 可 知， 這 一 天 的 南 灣 遊 樂 場 日
夜 演 出 粵 劇， 日 場 為 下 午 一 時 到 五 時， 夜 場 為
晚 上 七 時 到 十 一 時 兩 場。 澳 門 夏 季 天 氣 炎 熱，

當 時 的 戲 院 還 沒 有 冷 氣 機， 只 能 用 風 扇 散 熱。

酷 暑 難 耐， 人 們 習 慣 晚 上 出 來 納 涼， 南 灣 遊 樂
場 這 樣 的 室 外 劇 場 就 有 一 些 優 勢； 到 了 冬 季，

在 露 天 寒 風 中 看 戲 令 大 多 數 觀 眾 無 法 忍 受， 南
灣 的 粵 劇 演 出 生 意 也 就 維 持 不 下 去， 粵 劇 廣 告
隨 之 消 失。 南 灣 劇 場 的 經 營 為 何 會 如 此 短 暫？

對 於 粵 劇 來 說， 室 外 演 出 其 實 是 很 常 見 的， 神
功 戲 的 演 出 地 點 基 本 都 設 在 廟 宇 空 地 或 是 廣 場
上。 但 與 神 功 戲 不 同 的 是， 南 灣 劇 場 演 出 的 粵
劇並非神功戲，而是娛樂性質的劇碼，換言之，

南灣的演出是商業性質的，觀眾需要付門票費，

不 像 神 功 戲 可 以 任 人 免 費 觀 看。 因 此， 南 灣 劇
場 失 敗 的 背 後 是 其 無 法 滿 足 澳 門 觀 眾 對 於 商 業
劇 場 的 要 求， 這 種 要 求 不 僅 是 指 外 部 的 裝 修，

更 有 演 出 的 品 質。 中 山 大 學 黃 純 博 士 在《 晚 清
民國時期廣州粵劇城市化研究》一書中提到：

為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取勝，戲院

首先在演出環境的改善和新興舞美技術

圖 9. 平安戲院電影、粵劇廣告（圖片來源：《大眾報》1943 年
4 月 17 日，第 1 版，筆者複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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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進上下功夫，以此來提升競爭力。由

於戲院環境的好壞與營業有着密切的關

係，因此有條件、有經濟能力並善於經營

的戲院都力圖改善其觀劇環境，在空氣、

衛生、安全、佈景等方面予以改進，以圖

號召更多座客。13

南 灣 劇 場 在 演 出 環 境、 演 員 陣 容、 技 術 等 方 面
都 很 難 與 大 戲 院 媲 美。 因 此 它 在 激 烈 的 市 場 競
爭中，自然會被淘汰。

三、粵劇廣告的投放

抗 戰 期 間， 澳 門 各 大 戲 院 凡 有 粵 劇 演 出，

幾 乎 都 會 在 報 紙 上 刊 登 粵 劇 廣 告。 為 搶 佔 市 場
先 機， 清 平 等 大 戲 院 更 是 幾 乎 期 期 不 落， 日 日
更 新， 佔 據 着 報 紙 醒 目 的 版 面。 綜 合 粵 劇 廣 告
刊 登 版 面、 頻 率、 數 量 等 因 素， 清 平 戲 院 和 平
安 戲 院 二 分 天 下， 堪 稱“ 劇 壇 雙 璧 ”， 是 刊 登
粵劇廣告數量最多的兩家戲院。通常清平戲院、

平安戲院一天會刊登 2 至 3 則粵劇廣告， 包括

日 間 演 出、 夜 間 演 出、 預 告， 平 均 一 年 的 粵 劇
廣 告 數 量 在 500 至 700 則 左 右。 國 華、 域 多
利 戲 院、 南 京 戲 院 則 稍 遜 一 籌， 平 均 一 年 的 粵
劇廣告數量在 200 至 400 則左右。海鏡戲院、

樂 斯 戲 院 等 則 更 加 少 一 些， 平 均 一 年 的 粵 劇 廣
告數量在 50 至 100 則。

（一）廣告投放與演出的關聯

域 多 利 戲 院 在 戰 前 主 營 電 影， 戰 後 也 依 然
如 此， 粵 劇 演 出 並 不 頻 繁。 比 較 特 殊 的 是， 域
多利戲院的粵劇廣告在 1944 年 10 月之後迎來
了 一 個 高 峰 時 期， 投 放 的 廣 告 數 量 驟 然 上 升。

以 1944 年 12 月的《市民日報》為例，這個月
該報一共發行了 31 期報紙，經過統計，報紙上
的粵劇廣告有 122 則（圖 10），其中清平戲院
廣告有 8 則， 約佔 7%； 平安戲院的廣告有 58
則， 約 佔 48%； 域 多 利 戲 院 的 廣 告 有 54 則，

約佔 44%；南京戲院的廣告有 2 則，約佔 2%。

在 這 一 個 月 中， 域 多 利 戲 院 的 廣 告 與 平 安 戲 院
平 分 秋 色， 穩 穩 壓 過 了 以 粵 劇 專 業 劇 院 著 稱 的

圖 10. 1944 年 12 月《市民日報》粵劇廣告統計（圖片來源：筆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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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戲院。

造 成 這 種 現 象 的 原 因 大 致 有 二： 一 是 清 平
戲 院 在 1944 年 進 行 了 裝 修 改 建， 暫 停 營 業，

原 本 在 清 平 戲 院 的 演 出 有 很 大 一 部 分 都 轉 移 到
了域多利戲院；二是 1944 年域多利戲院與廖俠
懷、 盧 海 天、 小 飛 紅 等 演 員 合 作 組 建 了 域 多 利
劇團，該劇團在域多利戲院演出了大約兩個月，

上 演 了《 啼 笑 因 緣 》《 乞 錢 還 花 債 》《 叔 嫂 恩
仇》等一批劇碼。1945 年初，域多利劇團解散
之 後， 由 譚 蘭 卿 領 導 的 花 錦 繡 劇 團 又 在 域 多 利
戲院駐場演出了大約三個月的時間。可以推測，

從 1944 年 10 月至 1945 年 4 月， 域多利戲院
可 能 停 止 了 電 影 放 映 業 務， 它 的 電 影 廣 告 也 幾
乎絕跡，戲院應該是專心經營粵劇。直到 1945 年
5 月，該戲院的粵劇演出才告一段落。

（二）不同戲院的廣告投放情況

粵 劇 廣 告 刊 登 的 頻 率、 數 量、 版 面 等， 既
能 反 映 出 各 家 戲 院 的 檔 期 和 經 營 狀 態， 也 可 以
從中推測一家戲院的廣告營銷投入。一般而言，

戲 院 的 規 模 大 小、 資 金 的 雄 厚 程 度， 與 廣 告 營
銷 的 投 入 呈 正 相 關。 以 清 平 戲 院 和 海 鏡 戲 院 為
例， 清 平 戲 院 位 於 澳 門 的 繁 華 地 帶， 周 邊 娛 樂
業 發 達， 戲 院 分 為 上 下 兩 層， 共 一 千 三 百 多 個
座 位， 是 當 時 最 高 級 的 戲 院 之 一。 清 平 戲 院 根
植 澳 門 已 久， 底 蘊 深 厚， 許 多 演 員 和 劇 團 時 常
慕 名 來 此 演 出， 戲 院 生 意 紅 火， 清 平 戲 院 的 經
費 因 此 相 對 充 足， 在 廣 告 的 投 入 上 也 是 毫 不 吝
嗇。 清 平 戲 院 刊 登 在 報 紙 上 的 廣 告 風 格 多 變，

圖 文 並 茂， 還 不 時 出 現“ 霸 佔 頭 版 ” 的 現 象。

例如在 1943 年 1 月 15 日的《華僑報》上，清
平 戲 院 的《 冇 天 裝 》 粵 劇 廣 告 和《 玉 蟾 蜍 》 粵
劇 廣 告 直 接 佔 據 了 緊 鄰 報 頭 的 最 佳 位 置。 平 安
等 其 餘 戲 院 的 廣 告， 則 被 安 排 在 了 報 紙 的 第 四
版。

另一方面，海鏡戲院被稱為“坊眾戲院”，

主 要 服 務 對 象 是 平 民 小 販。 該 戲 院 規 模 較 小，

戰 時 還 一 度 停 止 營 業。 海 鏡 戲 院 的 報 刊 廣 告 位
置一向比較靠後，版面也比較小，廣告內容偏簡

潔，很少有插圖或使用藝術字體。例如 1942 年
2 月 19 日的《西南日報》，這一期刊有六家戲
院 的 廣 告， 分 別 來 自 域 多 利 戲 院、 樂 斯 戲 院、

國 華 戲 院、 南 京 戲 院、 海 鏡 戲 院、 平 安 戲 院、

清 平 戲 院。 除 此 之 外， 還 有 一 則 樂 斯 戲 院 的 電
影廣告。

在圖 11 中，清平戲院廣告所佔的版面大概
是 海 鏡 戲 院 的 三 倍， 域 多 利 戲 院 的 廣 告 版 面 也
是 海 鏡 的 兩 倍 有 餘。 大 多 數 時 候， 海 鏡 戲 院 的
廣 告 幾 乎 是 最 不 起 眼 的。 若 有 粵 劇 名 班 演 出 或
大 片 上 映， 海 鏡 戲 院 也 會 在 廣 告 刊 登 上 多 花 費
心思。1942 年，號稱省港第一班的“人壽年”

劇 團 曾 經 來 海 鏡 戲 院 演 出。 海 鏡 戲 院 連 續 幾 日
在《 華 僑 報 》 頭 版 較 好 的 位 置 刊 登 廣 告， 版 面
較 以 往 擴 大 了 許 多， 然 而 在 當 天 其 他 廣 告 的 映
襯 下， 也 沒 有 奪 人 眼 球 的 效 果。 大 多 數 戲 院 在
有 名 班、 名 角 演 出 時， 必 定 會 採 取 佔 用 大 幅 版
面、 裝 飾 演 員 照 片 或 採 用 誇 張 的 字 體 等 方 式，

以 求 有 最 好 的 宣 傳 效 果。 相 較 之 下， 海 鏡 戲 院
的 廣 告 風 格 還 是 比 較 單 一 且 低 調 的， 有 時 還 會
中 斷 幾 天， 估 計 是 因 為 這 段 時 間 的 戲 院 檔 期 是

圖 11. 戲院廣告合集（圖片來源：《西南日報》1942 年 2 月 19 日，
第 4 版，筆者複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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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的。 比 起 幾 家 大 戲 院， 海 鏡 戲 院 生 意 較 為 平
淡， 背 後 也 沒 有 大 財 團 的 支 持， 在 廣 告 上 的 投
入自然相對有限。

（三）多渠道廣告投放

對 於 粵 劇 商 家 而 言， 廣 告 投 放 的 渠 道 不 可
能 太 過 單 一 化， 同 一 則 粵 劇 演 出 廣 告 基 本 會 投
放 在 多 家 報 紙 上。 商 家 與 報 紙 大 約 存 在 一 種 隱
形的契約關係，以清平戲院為代表，經過比對，

雖 然 清 平 戲 院 會 在 多 家 報 紙 上 刊 登 同 一 場 演 出
的 廣 告， 但 其 在《 華 僑 報 》 上 刊 登 的 廣 告 無 論
是 品 質 還 是 數 量， 都 是 遠 勝 其 他 報 紙 的， 呈 現
出 一 種“ 獨 家 ” 的 效 果。1943 年 3 月 19 日，

同 樣 是 清 平 戲 院 的 廣 告， 刊 登 在 華 僑 報 上 的 廣

告圖文並茂（圖 12），

有“ 黑 俠 ” 插 畫 及 大 量
具 宣 傳 性 質 的 文 案，標
題 字 體 也 使 用 了 藝 術 字
體。反 觀 刊 登 在《西 南 日
報 》上 的 廣 告（ 圖 13），

其 佔 用 的 版 面 很 小， 與
《 華 僑 報 》 相 較， 連 其
一 半 面 積 都 不 到。 廣 告
上 的 文 字 僅 有 幾 行， 非
常 精 簡， 除 了 戲 院 名、

演員、劇名、開演時間，

幾 乎 沒 有 其 他 信 息，

只 起 到 告 知 的 效 果。 因
此， 如 果 觀 眾 想 要 提 前
了 解 更 多 關 於 粵 劇 演 出
的 消 息， 那 無 疑 是 看
《 華 僑 報 》 更 好。 可 以
推 測， 清 平 戲 院 的 目 標
觀 眾 首 選 購 買 的 報 紙 應
該也是《華僑報》。《華
僑 報 》 上 的 廣 告 語、 插
圖 等， 也 讓 廣 告 更 具 刺
激 觀 看 欲 和 誘 導 消 費 的
功 能， 其 商 業 價 值 更
高。

四、粵劇廣告的發展歷程

1937 至 1945 年間，澳門報刊粵劇廣告的
外 觀 設 計 以 及 內 容 幾 經 變 化。 總 體 而 言， 按 照
刊 登 的 數 量、 頻 率、 設 計 特 徵 等 因 素， 可 以 將
這 八 年 間 的 粵 劇 廣 告 發 展 歷 程 分 為 四 個 時 期，

分類依據與具體特徵如下。

（一）初期（1937—1939）

這 一 時 期 內， 澳 門 的 報 業 市 場 基 本 是《 華
僑 報 》 一 家 獨 大， 商 家 缺 乏 其 他 刊 登 廣 告 的 載
體， 直 接 影 響 到 廣 告 的 數 量。 再 者， 就 粵 劇 演
出市場而言，此時正處於抗戰全面爆發的初期，

澳 門 粵 劇 產 業 規 模 較 小， 直 至 香 港 淪 陷 之 後，

圖 12. 《華僑報》上的清平戲院插圖廣告（圖片來源：《華僑報》
1943 年 3 月 19 日，第 3 版，筆者複製提供。）

圖 13. 《西南日報》上的清
平 戲 院 廣 告（ 圖 片 來 源：
《西南日報》1943 年 3 月

19 日，第 3 版，筆者複製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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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就 是 抗 戰 中 後 期， 澳 門 的 粵 劇 市 場 才 真 正 繁
榮 起 來。 這 一 時 期 來 澳 演 出 的 粵 劇 戲 班 數 量 相
當 有 限， 目 前 能 找 到 確 切 記 載 的， 只 有“ 興 中
華 ” 劇 團、“ 鏡 花 豔 影 ” 劇 團。 這 些 劇 團 只 是
臨 時 來 澳 演 出 幾 場， 並 不 多 作 停 留， 廣 告 數 量
自 然 不 多。 最 後， 就 粵 劇 演 出 場 所 而 言， 除 了
酬神演出，其餘粵劇演出基本集中在清平戲院，

平 安 等 戲 院 尚 以 放 映 電 影 為 主。 反 映 到 報 紙 廣
告 上， 這 一 時 期 的 粵 劇 廣 告 絕 大 多 數 都 是 由 清
平 戲 院 刊 登 的， 在 一 枝 獨 秀 的 情 況 下， 粵 劇 廣
告集群也就無法形成。

初期的粵劇廣告特點表現為：

1.  廣告版面設計簡單。廣告的外觀是一個
方 正 的 長 方 形， 文 字 排 佈 非 常 整 齊， 字 體 比 較
嚴 肅 規 矩， 沒 有 藝 術 加 工 的 成 分。 但 比 較 特 別
的 是，《 華 僑 報 》 上 的 清 平 戲 院 粵 劇 廣 告 四 周
框 線 是 波 浪 線。 在 該 報 所 有 廣 告 中， 使 用 這 種
波 浪 框 線 的 只 有 清 平 戲 院 一 家， 其 他 廣 告 基 本
都 是 直 線 框 線。 這 種 符 號 就 等 於 是 清 平 戲 院 的
獨 家 記 號， 雖 然 微 小， 但 也 表 明 清 平 戲 院 在 廣
告設計上，已經初步具有創新意識。

2. 廣告刊登位置較為隨意。當時的粵劇廣
告 因 為 數 量 稀 少， 所 以 時 常 會 與 酒 店、 酒 吧 等
娛 樂 場 所 的 廣 告 混 雜 在 一 起， 置 於 報 紙 的 第 二
或 第 三 版。 廣 告 所 佔 的 面 積 約 為 報 紙 單 個 版 面
的二十分之一，並不起眼。

3. 廣告缺乏宣傳意識。這一時期的粵劇廣
告 排 版 方 式 一 板 一 眼， 讓 人 很 難 捕 捉 其 特 色，

其 內 容 也 是 簡 單 告 白 式。 當 時 的 電 影 廣 告 卻 經
常 出 現 精 彩 的 宣 傳 語， 如 南 京 戲 院《 離 恨 曲 》

電 影 廣 告 語：“ 苦 命 鴛 鴦 一 曲 離 歌 恨！ 患 難 夫
婦 破 鏡 再 重 圓！” 反 觀 同 時 期 的 粵 劇 廣 告 就 很
少出現宣傳語。宣傳語可以說是一種“劇透”，

就 像 是 現 代 電 影、 電 視 劇 的 預 告 片， 能 以 較 為
精 煉 的 表 達 方 式 傳 達 出 作 品 的 賣 點， 吸 引 觀 眾
前 來 一 看 究 竟。 與 同 期 的 話 劇 廣 告、 電 影 廣 告
相比，粵劇廣告就顯得有些許遜色。

（二）發展期（1940—1941）

在 這 一 時 期，《 西 南 日 報 》 的 創 刊 增 加 了
廣 告 刊 登 渠 道。 隨 着 香 港 等 地 戰 事 緊 張， 越 來
越 多 的 粵 劇 藝 人 將 眼 光 投 向 了 澳 門， 比 如“ 覺
先聲”劇團。

“ 覺 先 聲 ” 劇 團 是 二 十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初 最
有號召力的劇團之一，班主薛覺先也是炙手可熱
的名伶。該劇團來澳門清平戲院演出，除了引起
澳門戲迷的關注，還會吸引省港等地的觀眾來到
澳門，只為一睹其風采。除了清平戲院外，南灣
遊樂場和域多利等戲院在這一時期也開始演出粵
劇，澳門的粵劇演出市場活躍了許多，粵劇廣告
數量也呈上升趨勢，從而進入發展期。

發展時期的粵劇廣告特點表現為：

1.  廣告版面容量增大。一些廣告會配上插
圖， 排 版 也 不 再 是 單 一 的 告 白 式， 且 重 視 字 體
的設計。各家戲院逐漸形成自己的廣告特色。

2. 粵劇廣告數量增多，粵劇廣告聚集效應
開 始 形 成。 從 最 初 的 清 平 戲 院 一 枝 獨 秀， 發 展
到 一 期 報 紙 上 最 多 有 兩 至 三 家 戲 院 的 粵 劇 演 出
廣 告。 粵 劇 演 出 廣 告 也 不 再 和 食 品、 服 飾 等 廣
告混雜在一起，出現了固定的刊登區域。

3. 廣告宣傳意識增強。在這一時期，刊登
在 報 紙 頭 版 的 粵 劇 廣 告 越 來 越 多， 又 出 現 了 針
對 演 員、 劇 情、 舞 台 佈 景 等 進 行 介 紹 的 文 案。

這 些 廣 告 一 般 刊 有 票 價、 演 出 時 間 表 等 實 用 性
信息，除了告示當天的演出，還預告演出日程。

一 些 廣 告 更 有 意 識 地 利 用“ 明 星 效 應 ”， 將 主
演 或 劇 團 的 名 字 放 大 加 粗， 與 其 他 普 通 演 員 區
分開來。

（三）鼎盛期（1942—1943）

1942 至 1943 年間，粵劇的繁榮中心轉移
到澳門，澳門粵劇市場亦進入鼎盛時期。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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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地 向 人 們 展 現 其 裝 修 之 豪 華， 戲 班 陣 容 之 強
大， 演 員 技 藝 之 精 湛， 服 飾 道 具 之 精 美， 吊 足
了觀眾的胃口。

（四）衰退期（1944—1945）

隨 着 抗 日 戰 爭 進 入 戰 略 反 攻 階 段， 一 些 粵
劇 演 員 逐 漸 返 回 廣 州、 香 港 等 地， 不 再 將 澳 門
作 為 常 駐 地， 因 此 影 響 了 部 分 戲 院 的 生 意， 尤
其 是 那 些 沒 有 專 屬 劇 團 的 戲 院。 清 平 戲 院 亦 在
1944 年進行裝修，有一段時間沒有粵劇演出。

隨 着 電 影 事 業 的 復 甦， 國 華 等 戲 院 重 新 以 電 影
放 映 業 為 主 業， 電 影 廣 告 也 隨 之 強 勢 回 歸。 大
戲 院 中， 幾 乎 只 剩 清 平 戲 院 和 平 安 戲 院 在 勉 力

有 商 人 買 下 舊 戲 院 重 新 裝 修， 專 供 粵 劇 演 出；

有 娛 樂 公 司 入 股 戲 院， 與 演 員 組 建 駐 演 戲 班。

那 時 每 日 都 有 兩 至 四 個 戲 目 在 澳 門 上 演，“ 薛
馬桂廖白”14 五大流派齊聚，熠熠生輝。澳門粵
劇 市 場 人 聲 鼎 沸， 甚 至 吸 引 了 旅 居 東 南 亞、 北
美 等 地 的 粵 劇 演 員 來 此 演 出。 粵 劇 舞 台 上 的 白
熱 化 競 爭 也 延 續 到 了 報 刊 廣 告， 使 之 成 為 戲 院
商業運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華僑報》和《大
眾 報 》 都 把 報 紙 的 頭 版 廣 告 位 留 給 粵 劇， 粵 劇
廣告進入鼎盛期。

鼎盛期的粵劇廣告特點表現為：

1.  廣告版面設計性增強，表現力強。進入
鼎 盛 期 後， 廣 告 排 版 不 再 拘 泥 於 前 期 的 豎 版 設
計， 開 始 呈 現 出 近 似 正 方 形、 橫 向 長 方 形 等 多
種形態。各家戲院都有了打造自己品牌的意識，

他 們 在 廣 告 字 體 的 選 擇、 宣 傳 語 的 寫 作、 插 圖
的 繪 製 等 方 面， 幾 乎 沒 有 雷 同。 尤 其 是 廣 告 的
字 體， 端 正 的、 潦 草 的、 俊 逸 的 …… 各 種 風 格
都 有， 很 多 時 候 廣 告 文 字 為 了 配 合 不 同 粵 劇 的
劇 名， 還 會 變 化 成 各 種 形 狀， 千 奇 百 怪， 幾 乎
無法統計具體有多少種。

2. 廣 告 形成了競爭場 域。因 報 紙 留 給粵劇
廣告的版面有限，戲 院間免不了要爭奪版面，乃
至 頭 版 頭 條。大 戲 院 基 本都 佔 領 了整 張 報 紙 的
最 佳 廣告位 置，且基本沒有一天中斷。一張報紙
上匯集多家粵劇廣告，就等於“同場打擂台”，有
些 戲 院 為了 不 被 對 家 壓 倒 氣 勢，廣 告 各項 元 素
都向“大”靠攏（圖 14），設計大型版面、大幅插
畫、大字 標題，一些標題的字體 大小甚至比 報名
都要大，儼然成為了報紙的焦點。

3. 廣告更具可讀性和趣味性。廣告的文案
會用較長的篇幅，對劇情和人物進行介紹，內容
文白夾雜，對仗工整，抒情性強，很有感染力。

4. 廣 告 宣 傳 語 稍 顯 浮 誇。 廣 告 頻 繁 出 現
“最”“極”“唯”等字眼，又經常使用感嘆號，

甚 至 一 連 用 四 五 個。 戲 院 的 宣 傳 語 更 會 不 遺 餘

圖 14. 鼎盛期的粵劇廣告（圖片來源：《華僑報》1943 年 3 月
5 日，第 1 版，筆者複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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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粵劇演出，粵劇廣告進入衰退期。

衰退期的粵劇廣告特點表現為：

1.  廣告版面回歸簡潔，與發展期類似。這
一 時 期 的 粵 劇 廣 告 只 刊 登 劇 名、 演 出 時 間、 主
演 這 幾 條 信 息， 簡 化 或 略 去 票 價、 劇 情、 佈 景
等 信 息， 插 畫 基 本 省 略。 廣 告 的 設 計 性 大 大 減
弱， 同 一 家 戲 院 刊 登 在《 華 僑 報 》《 大 眾 報 》

和《 市 民 日 報 》 三 家 報 紙 上 的 粵 劇 廣 告 幾 乎 沒
有任何區別，粵劇廣告風格趨於雷同。

2. 戲院的影響力降低，劇團成為廣告的宣
傳 重 心。 在 此 前 的 粵 劇 廣 告 中， 基 本 第 一 行 都
是 戲 院 全 名， 而 衰 退 期 的 廣 告 則 較 多 採 用“ 戲
院 名 加 劇 團 名 ” 的 組 合 方 式， 例 如“ 平 安 新
聲 ”“ 清 平 錦 繡 ”， 不 知 是 否 有 也 有 減 省 版 面
的考慮因素。

3. 廣告的更新率降低，刊登狀況不穩定。

在 這 一 時 期， 有 時 連 續 幾 期 報 紙 都 沒 有 一 則 粵
劇 廣 告， 有 時 亦 只 有 一 則 粵 劇 廣 告， 而 電 影 廣
告卻有三四則，對粵劇廣告呈圍剿之勢。其中，

平 安 戲 院 的 粵 劇 廣 告 更 新 頻 率 是 最 高 的， 就 連
專 演 粵 劇 的 清 平 戲 院 也 不 能 與 之 相 比。 在 當 時
所 有 的 報 刊 娛 樂 廣 告 中， 平 安 戲 院 的 粵 劇 廣 告
和 國 華 戲 院 的 電 影 廣 告 可 以 說 是 平 分 秋 色。 而
平 安 戲 院 和 清 平 戲 院 也 是 堅 持 經 營 粵 劇 演 出 最
久的戲院，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才相繼停業。

結語

抗 日 戰 爭 全 面 爆 發 後，《 華 僑 報 》 等 澳 門
本 地 報 紙 出 版 發 行 基 本 正 常， 加 之 陸 續 有 新 報
紙 創 刊， 使 得 粵 劇 廣 告 得 以 迅 速 發 展。 當 時 的
粵 劇 商 家 已 經 明 顯 感 受 到 了 廣 告 對 於 商 業 的 推
動 作 用。 隨 着 本 地 娛 樂 市 場 日 益 發 展， 粵 劇 商
家 亦 加 大 對 廣 告 的 投 入， 使 得 越 來 越 多 的 粵 劇
廣 告 佔 據 報 紙 上 最 有 利 的 版 面。 其 時 的 報 業 顯
然對粵劇廣告有優待，因為除了電影廣告之外，

其 他 種 類 的 廣 告 幾 乎 無 法 與 之 相 較。 對 於 報 業
而 言， 廣 告 費 是 支 撐 它 們 獨 立 經 營 的 重 要 收 入

來 源， 關 係 到 報 業 的 生 存。 抗 戰 時 期 粵 劇 廣 告
的 大 量 刊 登， 也 體 現 了 粵 劇 商 家 與 報 紙 之 間 的
穩 定 合 作 關 係。 在 這 一 過 程 中， 報 紙 是 否 會 因
為資金問題，對粵劇廣告在宣傳中的一些虛假、

浮誇等問題視而不見，則有待進一步研究。

澳門報刊上的粵劇廣告與粵劇產業的興起、

衰 落 過 程 基 本 保 持 一 致。 長 期 以 來， 澳 門 的 工
商 業 並 不 發 達， 產 業 結 構 以 娛 樂 業 為 主。 澳 門
本 地 的 商 業 粵 劇 戲 院 起 步 較 早， 從 而 刺 激 了 粵
劇 廣 告 的 發 展。 自 清 末 民 初 以 來， 粵 劇 廣 告 就
在 報 紙 上 佔 據 了 一 席 之 地。 但 整 體 而 言， 在 抗
戰 全 面 爆 發 以 前， 澳 門 的 粵 劇 演 出 主 要 以 神 功
戲 為 主， 商 業 演 出 較 少， 因 而 廣 告 數 量 有 限。

抗 戰 全 面 爆 發 後， 大 批 粵 劇 藝 人、 劇 團 移 師 澳
門， 粵 劇 中 心 向 澳 門 轉 移， 商 業 劇 場 紛 紛 開 演
粵 劇， 報 紙 上 的 粵 劇 廣 告 呈 井 噴 式 發 展， 佔 據
了 報 紙 娛 樂 業 廣 告 的 半 壁 江 山。 後 期 隨 着 戰 爭
結 束， 藝 人 陸 續 返 鄉， 澳 門 粵 劇 市 場 亦 逐 漸 回
歸平淡，粵劇廣告數量隨之衰落。

最後，抗戰時期的澳門社會局勢較為安定，

為粵劇廣告提供了發展空間。林幸慧博士對上海
《申報》戲曲廣告的研究表示，淪陷時期的上海
娛樂、出版等行業均受到日軍的管制，戲曲廣告
數量因此大幅銳減。15 澳門的情況正好相反，戰
時 的 澳 門 並 未 被 日 軍 佔 領， 大 量 人 口 和 資 本 湧
入， 導 致 享 樂 主 義 風 氣 盛 行， 娛 樂 業 在 此 期 間
大肆擴張，畸形繁榮，為粵劇廣告帶來增長的動
力。因此，這一時期的粵劇廣告是特殊時期的產
物，其曇花一現的繁榮也是無法複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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