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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樓」為何物﹖
「唐樓」是一個很奇怪的名詞，有人認為

是二戰前的一些磚石結構建築，有人說是戰
後重建初期經濟實用房屋，又有人指是下鋪
上居、或者前鋪後居的商住混合樓宇。建築
師羅慶鴻認為「唐樓」一詞本身是沒有概念
的，一般人所指的唐樓都是最早建於大約十
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推想回去，就是百
多二、三十年前的住宅樓宇。一般唐樓又可
以分為戰前樓和戰後樓，戰後唐樓就是六十
年代後才建築，因為建築條例出現，增加建
築物上蓋的採光要求等，而且二戰後的唐樓
才開始採用鋼筋、石屎作為主要建築材料，
而戰前樓則用磚石和木材作為材料。由此可
見，「唐樓」二字背後隱含很多概念，建築
師羅慶鴻指「唐樓」二字來歷不明、說法不
定，單單就這二字不能定義某一類型的樓房
建築。

留住建築的獨有工藝
不論以上哪一個類型的唐樓也好，羅慶鴻

認為當大家談論一個建築應否清拆，大家要
考慮三個因素：建築、歷史和社區。從建築
角度看，「如果這個建築拆毀了、破壞了，
這一個建築是永遠不會復原的話，又或者這
個建築在建築文化而言對於居住環境有創造
性的概念⋯⋯這些都是有價值的。」香港現
在有很多建築物保留下來，甚麼歌德式的、
維多利亞式的，人人都認為其外觀美麗，但
其實它不過以鋼筋、石屎而製成，是完全可
以倒模出來的。這類建築物的保留價值不
大，羅慶鴻更以「零價值」形容。但如果一
個建築是用石頭雕琢出來的，獨一無二，又
或者這種建築工藝已經失傳，那麼這一個建

築物就自身而言就極有價值，羅慶鴻感慨這
類型建築物在香港少之又少，因為香港的建
築物普遍都是抄襲其他文化。

留住歷史的真意義
經歷過港英政府管治時期，香港有自身獨

特不可取代的歷史背景，而這些文化印記都
可以在建築物上頭找到，香港保留住很多這
類建築物，例如：位於中環的中央警署、遮
打花園的立法會等。歷史因素就是以公平公
正的角度，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或者一件歷史
事件是否確實對未來、下一代具影響力。以
位於湖北省、當年武昌起義的小屋為例，這
座見證了一代巨變的建築物，最終被選作辛
亥革命博物館的館址。羅慶鴻指這間小屋就
建築角度看是很「垃圾」，但基於它對於成立
中華民國有極大意義，肯定有值得保留的歷
史價值。同時，他又提及以歷史人物保留的
建築，並不一定有很高歷史價值。羅慶鴻表
示：「以一個人物來說，由他的生路歷程到
成功，發生過很多事，走過很多地方，所以
不是他到過任何一個地方飲茶、去過任何一
個廁所，這個地方就有價值。」他又舉例笑
說香港機場的貴賓室接待過克林頓、江澤民
等，反問這個貴賓室又是不是有保留價值，
他又批評單單為基於歷史人物步伐走過而保
留下來的建築是無病呻吟，大家要避免這種
思維，否則就是為社會製造負擔，浪費保育
資源。

留住社區的人情味
羅慶鴻指要討論何為社會價值，我們要先

了解社會是甚麼，社會就是人，並且至少要
由兩個人或以上才成立，社會價值就是人與
人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要留住那個社區的人

文情懷。羅慶鴻以利東街、囍帖街為例，他
們的保留價值就是社區人情。社區的人情味
不是單單保留個別建築物，保留個別建築只
是空殼，他建議保育的最理想方法就是把整
條街道兩旁都保留下來，才比較容易保留得
到社區情懷，只可惜香港在這方面的保育欠
周詳規劃，社區情懷是抽象，要保留下來得
花很多心思。羅慶鴻指現在清拆舊樓時，政
府終於明白安置舊居民不單單提供居住地
方，還要把居民們遷到鄰近地區，好讓他們
的情誼、生活方式可以盡量保留，物質需要
和心理需要缺一不可。

拆與不拆！？
羅慶鴻認為當我們要考慮一個建築是不是

有保留價值，我們首先要討論的就是它到底
是甚麼，這個建築背後的意義是甚麼。對於
唐樓的清拆，羅慶鴻說：「如果每一件舊的
東西也不可以清拆，那就甚麼也不用做，社
會不用進步，經濟不用發展，大家都生活在
以前年代，就香港而言，又容納不到那麼多
人，我們為社會未來發展，為自己的下一
代，為未來生活，要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
兩方面平衡。」羅慶鴻認為不少人站出來，
為保育文化遊行、示威，反對清拆舊建築，
但更重要的就是要先了解建築物的保留價
值，知道為甚麼要保留。問及唐樓應否清
拆，羅慶鴻認為唐樓最有保育價值的地方是
昔日的人情味，奈何現在的市區欠規劃，唐
樓內，不少居民早已搬遷，社區內人與人之
間的關係早就拆散，如果單單就建築、歷史
因素，唐樓並沒有足夠價值花大量資源進行
保育。

說到普普藝術（pop art），很多人都立即想到Andy
Warhol（安迪．沃荷），他以普普藝術創作及絲網印
刷聞名於世，而且在音樂、電影等範疇也有驕人成
就，其經典作品，如「金寶湯」、「瑪麗蓮．夢露」
等對後世影響深遠，大家可以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
到受這些名作影響的作品。最近，有商場舉行一以
以pop art為主題的展覽，更展出一些從未曝光的
Andy Warhol手繪秘稿，而且Andy Warhol的姪仔
James Warhola還親身來港支持。

不一樣的Andy Warhol
筆者曾看過一齣Andy Warhol的紀錄片，看到他在

自己的工作室中忙碌工作的情況，留下很深的印
象。在等 James出現前，筆者先在展覽場中走了一
回，除了有Andy Warhol手繪秘稿外，其實還有James
Warhola的插畫作品，因為他也是一名插畫師，或者
叔姪也有一種傳承的效用吧。

「你好，我是James。」眼前的James很友善，跟
Andy Warhol很不同，因為Andy Warhol總是戴 太陽
鏡，很酷，很少說話，侄子卻是如此熱情。「我是
第一次來香港，也未到過中國，但這次來很高興，
香港跟紐約或其他大城市都一樣，人都是忙得不可
開交。不過，我覺得可以在商場中舉行一個展覽是
很難得的，所有人都可以走來看，在畫廊、博物館
等，氣氛完全不同，大家會自動靜下來，默默地欣
賞。」

筆者也就從自己曾看過的Andy Warhol紀錄片說

起。「是的，很多人都對他有錯誤
的印象，他很平易近人，可說是工
作狂，總會親手完成作品，我小時
也曾當過他的助手。你看到的應該
是他搬到紐約時的情況，他即使成
名後，也有請一些助手，但他還是
一樣的愛工作，不會假手於人。」

或者很多人都會問James，為甚麼
Andyao1姓Warho l，但他就姓
Warhola，多了一個「a」？。James
解釋：「在1949年，叔叔在21歲那
年離開家鄉賓夕法尼亞州，搬到紐約發展。他覺得
Warhol比Warhola的發音及寫法都較易記，所以省略
了那個a。」

金寶湯、瑪莉蓮．夢露以外
「雖然很多人說到pop art，說會想到叔叔，但其

實他只是其中一名近代較出名的藝術家而已。在大
約30年前，很少人聽過他的名字，但現在他在任何
地方都有影響力，如像我在香港看到不少廣告，其
影像風格與色彩都受到叔叔的影響。」

這次展覽，James帶來了8幅以叔叔生活為題材的水
彩作品，15幅Andy Warhol創作的線描繪畫。「大家
只認識他的絲網印刷作品，但這些線描繪畫多以原
子筆來畫，可以看到他的高超繪畫技巧。他成名前
已當了多年插畫師，畫畫經驗豐富。我自己成為插
畫師，也是受到他的影響。小時候，叔叔常向我展

示他的圖稿及繪畫，又會把草稿簿送給我，裡面有
他的畫作，也有叔叔教我畫畫的範例。大家對金寶
湯、可口可樂、瑪莉蓮．夢露等經典很有印象，但
他先繪畫，之後才用絲網印出來，可惜大家一直未
看過。」

姪仔記憶中的叔叔
「叔叔多數在家中畫畫，絲網也在家裡做。我和

家人常探訪他，他有兩個哥哥，我爸爸是大哥，他
至少有十個侄仔姪女。他雖然是工作狂，但也很愛
孩子，很愛我們環繞在四周。他工作時，讓我們孩
子保持忙碌，派給我們工作，好像抹地、拿盒子給
他，或幫他拉緊帆布。他也會教我們怎樣畫畫，最
後就只有我成為插畫師。小時候看叔叔創作，看起
來好像很有趣，像變魔術般，便想有一日也像他那
樣當插畫師，只是我沒有像他那樣變成普普藝術
家。」

其實James和Andy Warhol都畢業於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他也曾為超過300本書創作插畫， 「有
次，公司讓我畫一本兒童繪本，我很滿意，因為我
好像電影導演一樣，用畫去講故事。」James說自己
的風格比較現實，曾畫過兩本有關Andy Warhol的繪
本，即《Uncle Andy's Cats》及《Uncle Andy's》，後
者更獲得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的「最佳非
小說圖畫書」。

雖然是Andy Warhol的姪仔，但James沒有感到壓
力，而且很喜歡跟人提及叔叔，經常去博物館，講
有關叔叔的事。「很多人對叔叔的報道都不正確，
我想描繪真正的面貌。」James真的很愛叔叔，他跟
筆者談到的，還有Andy Warhol跟媽媽的關係，以及
其大學「傳聞」等。

雖然筆者未有幸訪問Andy Warhol，但能跟James
Warhola見面，也是一種「隔空」結緣。

文、攝（部分）：曾家輝

「普普仲夏．Pop Art時代」
展場：圓方商場金區及水區
展期：即日起至8月31日

從Andy Warhol到James Warhola
認識普普藝術大師

■ 坐 在 「 金 寶 湯 」 中 的
James。

■Andy的代表作品《瑪麗蓮．夢
露》。

■James正解釋他畫的插圖。

再思唐樓的拆與不拆
豪宅早已衝出豪宅區，不知不覺在香港各個區域播下種子，扎根成長。同時，不少舊區面臨清拆，以騰出空間，

那些盛載上一代記憶的建築物不斷倒下，這是城市之福還是城市之禍﹖三、四十年代，香港的平民百姓大都只能居

住在唐樓或由唐樓分間成的板間房，只有洋人才住得起洋房，唐樓可說是港人的集體回憶，面對城市的發展，我們

要保經濟棄文化嗎﹖讓我們深思。面對建築物的拆與不拆，我們該用一把怎麼樣的尺子呢？

文、攝：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余秋婷

中式住宅實景展覽
地點：銅鑼灣霎東街11至13號1樓

日期：6月29日至7月24日

不論你對清拆持甚麼意見，但相信大部人對於唐樓
都有很多回憶，唐樓內，可能會找到你成長的故事，
又可能找到你父母的故事，又或者你父母的父母的
故事⋯⋯在這個再沒有榕樹頭講古的年代，大家可
以來到由香港古蹟文化風俗研究推廣學會舉辦的中式
住宅實景展覽參觀。唐樓內，每一物都經歷過時間的洗刷，總有它們自己
的故事⋯⋯

這一幢位於銅鑼灣的唐樓，樓齡約莫四、五十年，面積七百多、八百呎
之大，是戰後樓，建築材料以石屎為主。有趣的故事總是要由自己發掘，
踏入住宅大門，你會發現大門的防盜眼位置很低，原因是以前富裕家庭都
有馬姐打理家頭細務，她們的身材短小，所以防盜眼的位置較低，方便她
們看門外人是誰。牆上你又會看見雙妹嘜畫像，是當年著名化妝品牌廣生
堂的標誌，當時這對雙妹嘜還有一段鬼故事：曾經，灣仔大有商場前，有
一張巨型的雙妹嘜海報，但傳言晚上大家會見到這張海報內少女的一短髮
會變成長長秀髮，所以附近居民要求廣生堂把海報拆下來。環視四周，每
一物都滲有上一代氣息，包括駱駝牌水壺、痰罐、雞公碗、舊式收音機、
樟木籠⋯⋯展覽設有現場導賞，職員為大家細說從前。

再思唐樓的拆與不拆

■中區警署 ■立法會

■羅慶鴻建築師

■囍帖街

■各式各樣的火柴盒是不
同酒家、酒樓、百貨等的
宣傳品，即使買軟雪糕也
會送贈。

■舊勝家衣車，保留得很
好，現在依然可以使用，
參觀時，場內一位滿頭白
髮的婦人說：「我都曉
用。」

唐樓歲月 一物一故事

■唐樓內少不了
當 時 大 眾 娛 樂
——麻雀，這一
副是形狀較細的
小姐牌，屬私家
牌，如果是租借
回來的麻雀牌，
體積比較大，其
中 一 面 是 綠 色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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