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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殺街』結果，還有可能改變
嗎？」這是一個仍在旺角行人區進行表演
的街頭表演者面對記者詢問時發出的反
問。在這片土地表演了這麼多年，一下子
離開，內心確實有很大的不捨和遺憾。雖
然區議會通過了「殺街」決議，但是離正
式執行還有數月的時日，因此這位表演者
心中，對於能夠在旺角行人區堅持下去，
依舊抱有極大的期待。而他向記者透露，
殺街決定通過之後，不同的表演團隊已經
開始為將來做進一步的打算。

繼續留旺角搵地
一組演唱樂隊組合，在接受記者訪問的
時候表示，他們依舊打算繼續留在旺角行
人區進行表演，雖然通過了殺街的決議，
但是他們準備在開放的周六日提早來搶佔
位置——由於周一到周五已經不能表演
了，那麼周六日的人流和表演團隊一定會
眾多，只要有空間讓自己留下來繼續展
示，就可以將「殺街」帶來的影響降到最
低。
雖然殺街了，但是旺角的人流基本上不

會就此減少。因為市民形成的觀光和購物習慣，以及自
由行旅客對旺角的觀感，已經構成了固定化的認識，因
此人流在短期之內並不會有大的變化，這對街頭表演者
來說是一個機會。
不過，有街頭表演者表示，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在開
放的周六日以及公眾假期，街頭表演團隊必然逼爆行人
區，到了那時，相互爭位甚至衝突的情形必然不可避
免，那麼，有限的空間與位置應當如何分配，到目前為
止，區議會或是康文署、食環署，都沒有一個相應的預
案和計劃。這是令人較為遺憾的。
但無論如何，不輕易撤離旺角，構成了不少街頭表演

者的一個重要選項。
旺角「殺街」了，也有街頭表演團隊表示，他們準備
前往另一處行人專用區——銅鑼灣。與旺角相同的是，
銅鑼灣的行人專用區也是商貿舖面較為集中的地方。
到港島區去進行街頭表演，對於不少街頭表演團隊而
言，是一個比較大的挑戰，也是一個新的嘗試。因為一
些街頭表演者告訴記者，港島區的居民心理、遊客的構
成甚至街道的實際狀況，都和九龍旺角有很大的不同。
銅鑼灣一帶的行人專用區，或許住戶少了一些，但是整
個街道的寬闊程度則比旺角小了很多。因此，潛在的阻
街風險是非常大的。

故而，若真的不得不轉戰銅鑼灣，一些街頭表演者表
示，他們準備對演出風格和內容進行調整，以便適應新
的環境。

目標遠離民居多遊客
除了行人專用區之外，開拓新的空間也成為一些街頭
表演者的選項。不少人看上了中環等區域，理由是這裡
空間開拓、遊客眾多、人流量大——關鍵是，沒有噪音
和阻街的問題，因為中環一帶幾乎全部都是高層商業大
廈，建築本身的隔音效果不錯，且中環地區的廣場、花
園較多，與人流量也較為匹配，是街頭表演者一個新的

去處。
除了中環之外，尖沙咀的

天星碼頭也是部分街頭表演
者較為喜歡的地方。因為那
裡與維港相呼應，空間較
大，自由行遊客帶來的人氣
也相當旺，有了阻街和噪音
的教訓，但凡是能夠遠離居
民區、人流又大的地方，都
會成為他們心儀的地方。
但是，不少街頭表演者私
下表示，無論去何種地方表
演，抑或是選擇留在旺角的
行人專用區，都必然需要官
方的規劃和配合。只不過，
到目前為止，無論是康文
署、食環署或是區議會，對
於街頭表演下一步應該何去

何從，都沒有一個具體的方案。殺街並不是萬事大吉的
一刀切式的做法，並不意味着從此便天下太平。如果不
關注「殺街」問題背後的藝術空間問題，則縱使旺角的
行人專用區消失了，也會令到其他區域出現同樣的狀
況。
不少街頭表演者認為，其實早期在旺角行人專用區，
若政府方面能夠採取一些規劃措施，則不至於使得局面
發展到失控的地步；一些居民也認為，全日行車，噪音
未必就會變小。因此，面對殺街之後的格局，如何讓街
頭表演者有一個棲息之地，是擺在政府面前的難題。

近日，台北的天空熱鬧繽紛，一批批來自內地、香港、澳門以及台灣各地的文化創
意產業界人士，掀起一個近年罕見的兩岸4地文創產業交流新高潮。
首先登場的是為期4天的「第四屆台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以及「第四屆海

峽兩岸文化創意產業展」，同期在台北登場，兩岸4地、560多家廠商共同參展，其
中澳門更是首次組團參加，使得這次文創展規模更完整、更具代表性；此外，還有大
批海內外的買家、藝術家、文化界、產業界人士組成多年來人數最多、規模最大的觀
展團，來台北參訪觀展，同時還進行大量的相互交流、觀摩、洽商、論壇等活動，使
得兩個文創產業展成為兩岸4地藝文、創作、產業一個空前交流盛會。
率領一批來自上海、南京、蘇州、西安、成都等5個城市流通業者專程赴台觀展的

「多樣屋」董事長潘淑真指出，台灣的文創產品現時在大陸很受歡迎，因為台灣的文
創產品與大陸一樣雖然都源自於中華文化，但是台灣文創產品卻很有自己的風格特
色，既有歷史性、文化性，又有很好的創意與現代感，而且較具功能性、生活化，以
人為本進行創作設計，因此很受內地消費者的歡迎。但是，潘淑真又表示，台灣的文
創產品、文創產業目前仍大多處在「微創」階段，缺乏對內地市場的溝通、切入渠
道。因此，她這次主動邀請大陸各地的通路商一起來台觀展，與台灣文創產業者進行
直接面對面的洽談、溝通和了解。而這次赴台的大陸通路商中還有不少是第一次赴
台，因此除了觀展洽商外，還抓緊機會到台灣各地看看，加深對台灣文創產業以至社
會各層面的了解認識。
當記者慕名來到台北松山文創園區參觀時，一進入園區就發現記者十分熟悉、香港
獨有的「叮叮車」(電車)，竟悄然「來到了」台北松山園區，讓記者一陣興奮。大批
的台北市民、觀眾、以至各地遊客紛紛排隊搭乘。原來為慶祝園區舉辦全球華人漫畫
──「老夫子50展」，以及台北「香港文化周」舉行，主辦單位特意從香港引入「叮
叮車」，在園區內穿梭往來，吸引觀眾、宣傳推廣香港文化。
與此同時，記者又發現文創園區內正舉行全球華人電影矚目盛事「金馬50風華

展」，吸引兩岸4地以至海內外演藝、電影、文化界人士絡繹參觀；此外，地下一層
「中華平面設計協會」展廳內，又正在舉行園區內首次「澳門設計展」，獨有的澳門
設計風格，吸引不少觀眾駐足細看；不遠處「2、3號」展館內，正在舉行遠播全球、
譽為華人文創始祖的「老夫子50 」漫畫展；隔壁展館則在舉行台北弘道老人福利基
金會舉辦的「不老夢想微孝城市」影像展，宏揚中華孝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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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浩然生於香港，曾赴英國倫敦
學習廣告和攝影，現為香港理工大
學設計學院助理教授，擅長用另類
攝影印晒方式創作圖像藝術。2007
年他在英國舉行了首個個人光媒體
版畫展，之後其作品又陸續在香
港、澳洲、日本、美國、法國以及
中國大陸各地展出。今次，他與理
工大學設計系的學生合作，為《香
港圖像藝術節》創作「捕光捉
影——馮浩然」系列作品，展於香
港牛棚藝術村。
記者黃昏時分來到展廳，映入眼簾的是
兩排錯落有序被懸於空中隨風飄揚的大塊
藍色染布，布面上印着「光怪陸離」的巨
型動物，細看這些動物可以發現它們由一
些工具和零件組成，夕陽透過藍布投射在
地板上與展場的燈光佈局結合在一起烘托
出一種神秘而又熟悉的氛圍。這就是馮浩
然的系列作品「11瑞獸」。奇怪的動物、
大幅藍色染布、橙色的燈光，馮浩然究竟
想表達什麼？
透過展場負責人Jade小姐的介紹，記者
了解到，在創作這些作品之前，馮浩然帶
領他的學生深入牛棚藝術村周邊的馬頭角
一帶進行實地考察。在此期間，馮浩然師
生不單通過所獲得的資料梳理馬頭角的歷
史發展脈絡，分析該社區運作方式的變遷
還走遍馬頭角大大小小的車房，從中收集
棄置的零件及工具。然後用這些零件及工
具拼砌出11隻瑞獸：龍、鳳、鹿、麟、
鷹、鵬、鴻、蟬、燕、駿及鶴；最後，以

藍印技法配合感光藥劑和太
陽把圖像顯現出來。而「11
瑞獸」就是馬頭角「十三
街」最大的特色。
馬頭角「十三街」是沿着

馬頭角道及木廠街並排的十
三條街道，並非正式的街道
名稱，它既是馬頭角的舊樓
群（附近都是一些1950年代
末至1960年代初的唐樓）；
也是車房集中地（「十三
街」內的車房超過190家）。
「十三街」當中有11條全直
街道，每條街道的字首均以
具有中國傳統吉祥兆頭的動
物命名，它們是龍圖街、鳳
儀街、鹿鳴街、麟祥街、鷹
揚街、鵬程街、鴻運街、蟬
聯街、燕安街、駿發街及鶴
齡街。龍圖、鳳儀有步步高
陞和有威可儀的意義；鹿
鳴、鴻運（鴻雁）、蟬聯音

似名揚四方、鴻運當頭；鷹
揚、鵬程都以鳥類展翅寓意
美好前程；麟祥、燕安、駿
發、鶴齡則代表吉祥、平
安、氣勢如虹和長壽。從
前，建築行業多篤信風水，
因此他們認為替街道改一些
吉祥的名稱，對於附近樓宇
的風水會有好的影響。
法國著名史學家兼藝術批
評家丹納曾在藝術哲學的課
堂上說過，藝術的主要目的
是表達事物的主要特徵。馮
浩然抓住牛棚藝術村所在馬
頭角「十三街」的兩大特徵
「11瑞獸」和車房工具，將
這些元素有機地融入創作之
間，不單與牛棚藝術村所在
社區取得聯繫，而且就地取
材將虛擬的「11瑞獸」具象
化，這組作品簡直可以說是
為牛棚藝術村量身定做。

兩岸四地文創產業共聚台北兩岸四地文創產業共聚台北
掀交流新高潮掀交流新高潮

馮浩然牛棚「捕光捉影」 文／攝：趙僖

旺角殺街成定局，
街頭表演者欲轉戰銅鑼灣街頭表演者欲轉戰銅鑼灣

上周四上周四，，油尖旺區議會以壓倒性的表决結果油尖旺區議會以壓倒性的表决結果，，通過了被稱為通過了被稱為「「殺街殺街」」的旺角行人專用區縮減使用日數的旺角行人專用區縮減使用日數

的方案的方案。。表决結果公佈的那一刻表决結果公佈的那一刻，，居民歡呼雀躍居民歡呼雀躍，，街頭表演者落寞憂傷街頭表演者落寞憂傷。。毫無疑問毫無疑問，，旺角行人專用區的旺角行人專用區的

街頭表演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符號和精神地標街頭表演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符號和精神地標。。那麼那麼，，以後只能在周六日和紅假開放的行人區以後只能在周六日和紅假開放的行人區，，還會有街還會有街

頭表演嗎頭表演嗎？？表演者何去何從表演者何去何從？？有的選擇留下有的選擇留下，，有的轉戰銅鑼灣有的轉戰銅鑼灣，，有的另外覓地有的另外覓地，，有的還在觀望有的還在觀望——這便這便

是殺街之後是殺街之後，，街頭表演者的內心寫照街頭表演者的內心寫照。。 文文、、圖圖：：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徐全

■■《《１１瑞獸１１瑞獸》》之燕之燕。。 ■■馮浩然系列作品馮浩然系列作品《《１１瑞獸１１瑞獸》。》。

■■《《１１瑞獸１１瑞獸》》之龍之龍。。

■■馮浩然與其學生共同完馮浩然與其學生共同完
成的作品成的作品《《牛棚與１１牛棚與１１
街街》。》。

■■殺街之後的旺角行人專用區人頭攢動殺街之後的旺角行人專用區人頭攢動

■■等候進行藝術照片拍攝的市民等候進行藝術照片拍攝的市民 ■■街頭的獨唱歌手街頭的獨唱歌手 ■■街頭舞蹈街頭舞蹈

■■商家的易拉架商家的易拉架，，恐因殺街而消失恐因殺街而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