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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很多年輕人來說，置業是一件不容易
的事，打工、拚鬥就是為了一層樓。有人
認為做一世打工仔也未必買到房子，所以
另闢新徑，寧願自己做老闆也不願營營役
役為別人工作；也有人省吃儉用，千方百
計買到房子卻要為這幾百呎的房子做一輩
子房奴；還有一類人在高房價前苦苦掙
扎，別說買房子，連租房也租不起，只能
任人魚肉，住在稱不上房屋的「蝸居」
裡。

年輕人成蝸居族
在中國，很多人認為有房子便等於幸

福，年輕人以買房置業為目標，節衣縮
食，不買名牌、不去玩樂，為了儲錢付首
期而放棄一切。在日本，一個失業漢以
640美元月租住進棺材大小的「膠囊旅社」
的新聞引起人們的關注及議論。在香港，
一宗又一宗 房悲劇揭露香港住屋問題，
然而政府改變不了這種蝸居式的居住方
式。
內地一齣電視劇道盡無數中國人的悲涼

境況，而日本也有許多上班族因為沒錢租
房子而淪為無家可歸的流浪者，當中以年
輕人為主。大學生在讀書時是「天之驕
子」，畢業後則成為「蟻居一族」，像螞蟻
一樣苟且偷生。近年來生活資本不斷提
升，薪金的增長與通脹不成比例，年輕人
既要維持日常生活，又要付房租、水電
費，更要儲錢買樓，他們寧願在小空間裡
度日以換取將來「美好」的生活。
但不少年輕人看不清房子背後的真諦，

以為有房子便是神仙過海、修成正果，事
實上買了房子等於背負一身房債，終日為
貸款奔波，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房奴。要

走出蝸居，真的不容
易，而這也不是中

國獨有的國情，放諸世界皆通用。

從墓地到集裝箱
蝸居的形式有很多，日本的「膠囊旅

館」、美國的「帳篷城」、歐洲的「集裝箱」
等皆引起大眾側目，定睛一看，原來世界
各地都有這種小房子住宅，在金融危機
中，「蝸居」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
菲律賓馬尼拉有5萬人居住在墓地裡，

因為當地房屋供應緊張，住在房子裡對某
些人而言是一種奢求，而在墓地裡生活不
用繳付任何租金，對窮人來說反而比較輕
鬆。位於馬尼拉北部的墓地是全國最大的
墓地，以往墓地主要安葬富人和名流，但
過去幾十年，愈來愈多窮人選擇在墓碑之
間「安居」。這裡有人降生，也有人被安
葬，居民只能在住處上方釘一塊鐵皮來擋
風避雨，孩子們睡在墓石上。這裡的生活
空間與一般蝸居相差無幾，環境甚至更為
惡劣，只是這裡的居民很豁達，孩子從小

被教導要尊重逝去的人，他們認為與死去
的親人一起「生活」也是一種不錯的選
擇。
美國是富裕國家，但近幾年經濟倒退，

無家可歸的游民曾高達300萬人，加州州
府薩克拉門托是全美發展最快的城市之
一，也是住屋抵押贖回權喪失率最高的城
市，無家可歸的游民以帳篷為家，形成一
個個流動「帳篷城」。據當地機構估計，
遷入「帳篷城」的居民中，有10%屬於在
金融危機中破產的中產人士。「帳篷城」
缺乏基本衛生設施，一些慈善機構每天到
這裡派發食物及物資給居民。然而緬甸的
「帳篷城」沒這麼幸運，警察經常發出
「禁止露營」的告示，要求人們離開。居
民會說：「這不是露營，這是我們的生
活。」
歐洲早在2001年便出現「集裝箱」房

屋，英國的都市空間規劃組織在倫敦建造
了第一座集裝箱城。2006年，荷蘭政府為
解決學生住宿問題，用集裝箱在阿姆斯特
丹建造了一個有1000個房間的學生公寓。
2007年，西班牙政府考慮到年輕人置業困
難，遂將集裝箱改造成住宅，並將之租給
年輕人。因為集裝箱可靈活移動，建造速
度快，並可以重複利用，愈來愈多國家考
慮建造集裝箱房屋。

世界住宅面面觀
集裝箱、帳篷城是因為房價高企才出現

的住房形式，然而城市空間愈來愈小、房

屋愈趨密集是不爭的事實。英國、澳洲、
新加坡等富裕國家也有很多小型住宅，以
悉尼為例，「竹筒排屋」與日漸增高的公
寓逐漸成為城中的主流住宅，是年輕人置
業的首選。悉尼雖然被評為「世界最適宜
居住的城市」之一，但隨 各國移民湧入
該地，房屋需求增加，漸漸形成這種居住
模式。
英國的住宅很緊密，住宅與住宅之間距

離不足一米，但英國人很擅於物盡其用，
利用不足一米的小巷興建迷你型公寓。這
些公寓擠在兩棟大型住宅中間，人們在房
屋裡只能側身洗澡。英國人以「兔棚」比
喻這種小得像兔子窩一樣的住宅，屋裡只
能擺張床，連請朋友享受下午茶的空間也
沒有。
新加坡與香港一樣，地少人多，但新加

坡政府積極興建「組屋」，為中低收入群
體提供廉價公共房屋。目前新加坡超過八
成人住在組屋裡，只有不到20%高收入階
層入住私人公寓。香港的房屋政策受地產
商牽制，而新加坡則以民為本，不只樓價
較便宜，而且人均居住面積遠較香港大。

帶不走的蝸居
從蝸居引伸出房奴，從內地人對房屋的

渴求牽扯出各地人民皆面臨相同的境況，
顯示出這是一個不容忽略的社會現象。人
們一直認為買房能夠讓生活更幸福，但更
多調查報告顯示置業後幸福感增加的人不
足三成，甚至有人對置業感到後悔，因為

置業某程度是將人從本身買不到房子的痛
苦帶到背負物業之苦，開始感受到生活的
壓力。尤其東方人喜將置業與成家連結起
來，規定自己必須有物業才可以結婚，因
此婚後壓力很大，彷彿一切都建基在一幢
房子上。
日本很多年輕人雖然也沒有能力置業，

但擁有一幢房子的意欲卻不及中國人大，
他們認為擁有房子不等於比較幸福，因為
到最後因為還不起房貸而拍賣房子的大有
人在。他們不理解中國人為何要強行去擁
有自己的房子，而且中國的土地是國家
的，人們只有土地使用權，沒有土地擁有
權，70年一過國家便會收回房子。為根本
不能擁有的東西而白費氣力是現今很多人
面臨的境況，或許看清一切後，我們會發
現，擁有房子與否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
是生活是否滿足、快樂。
70年土地使用權看似與香港無關，但香

港在2047年後的土地使用權何去何從卻依
然沒有定案，是收回、重新討論地租還是
另有安置方法，一切都是未知之數。一般
人買樓並不會考慮物業最後如何處置，一
心只為了買到屬於自己的產業，最後忽略
了背後的問題。
樓價高企買不起樓是一個問題，只有物

業使用權而沒有擁有權也是一個問題。生
不帶來，死不帶走，與其終日為一幢房子
拚搏，不如腳踏實地地生活，不要讓房子
成為生命的主宰，沒有房子也可以活得很
好。「蝸居」與否，觀乎各自的心態。

何處才是
2009年，電視劇《蝸居》不但在內地火紅，更引起香港

普羅大眾對房價飆升的關注，而這股「蝸居」風潮不但在內

地吹得正盛，在世界各地也吹得猛烈。「蝸居」最早用來比

喻房屋的形狀，後來慢慢用來形容房屋窄小，而受電視劇影

響，這個不被重視的詞彙逐漸變成流行用語，指現代人為房

屋問題所困，終日為房子奔波。這個流行一時的用語看似針

對內地房價問題，然而綜觀世界，不論是日本、新加

坡等亞洲富裕國家，還是歐美等地，蝸居一直存

在，而且居住形式大異奇趣。踏入2012年，房

價不跌反升，簡陋的居室固然讓人侷促不已，

但蝸居也成為一種現象，對社會造成衝擊。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圖：資料圖片

房價居高不下，人們買房無望，惟有出盡

招數解決居住問題，因此世界各地的蝸居可

說是花樣百出，其創意絕對叫人讚不絕口。

膠囊旅館是日本很常見的蝸居，最初由日

本建築家黑川紀章設計，隨後被廣泛應用，

成為新一代年輕人、上班族的臨時居所。新

日本觀光株式會社早在1970年便已在大阪開

設首家膠囊旅館；1985年，為了應付國際科

學技術博覽會的大量觀光客，日本政府再次

修建膠囊旅館；2000年，日本已興建了超過

200家旅館。最近，膠囊旅館9H負責人宣布

將開拓海外市場，在世界各地開設50家分

店。別以為這個深不過2米、高不過1.5米的

格子很便宜，月租高達5.9萬日圓，雖然比在

東京租一套公寓房便宜，但以空間來說可算

是天價。

在美國，蝸居不是窮人的專利，連有錢人

也不甘寂寞，紛紛投入蝸居族行列。穴居是

蝸居的一種，這種居住形式深受有錢人歡

迎。所謂穴居是指在地下洞穴裡生活，由於

地下空間大，所以這種穴居並不像格子、集

裝箱般窄小，面積較大，空間也較為寬敞，

而且設計別致，藝術感十足，讓一眾有錢有

地位的閒人趨之若鶩。

中國更有蛋形蝸居，是建築畢業生戴海飛

的創意作品。用竹子造出來的蛋形蝸居條件

簡陋，冬天室內溫度只有四五度，但戴海飛

住在裡面卻很快樂，他表示：「住在蛋形小

屋沒有房屋負擔，現在偶爾還能去咖啡店享

受『小資』生活。」小屋總成本只需6,427

元，在竹條外還鋪上竹蓆、保溫膜和防雨

膜，最外邊是麻袋拼成的保溫層，麻袋裡填

充 發酵木屑和草籽。小屋裡擺設簡單，一

張約一米寬的床，床尾有一個水箱。只是蛋

形蝸居最近已在城市中消失，不知是戴海飛

未能堅持下去還是遭到當局驅趕，但這種蝸

居卻是時下年輕人生活現狀的縮影。

蝸居發展至今已不再受空間限制，不少人

善用狹小的空間營造出別具特色的小蝸居，

百多呎的房子也可以成就溫馨的家，只是，

這樣便能解決居住問題嗎？蝸居之後又是甚

麼？

創意蝸居一覽

安樂窩
「蝸居」一族

「蝸居」歷史原來久遠
「蝸居」看似是現代流行用語，然而回溯歷

史，一千多年前便有這個詞語。蝸居起源於魏晉時

代，最初是指「圓舍」，比喻屋之形而非其大小。最早以

「蝸」形容居住環境可見於《三國志》，該書記載漢末隱士「自作一

瓜牛盧，淨掃其中」，經學者考證，「瓜」又作「蝸」解。「蝸牛，

螺蟲之有角者也，俗或呼為黃犢。先等作圜（同圓）舍，形如蝸牛

盧。」這是其引伸的解釋。唐宋之際，蝸牛盧、蝸舍等不絕於市，

但「蝸」字具體語義已從「圓形」走向「窄小」，甚至成為「貧窮」

的代名詞。在宋代一些文人詩詞中，可感受到「蝸盧」生活的苦

寒，黃庭堅有「孤材小蝸舍，乞火乾履襪」詩文流傳於世。明清時

蝸舍、蝸居等詞已完全脫離最初「圓舍」之意，大多描述居所窄

小、簡陋。凌濛初在《初刻拍案驚奇》中說到：「窄小蝸居，雖非

富貴王侯宅；清閑螺徑，也異尋常百姓家。」此處的蝸居既非王侯

之宅，又非百姓之家，可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小康之家。隨

時代變遷，如今的蝸居已今非昔比，不是圓舍、不是小康之家，是

簡陋狹小的住宅。

■如果用盡每寸空間的話，蝸居也可以是安樂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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