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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舖放租 幫補營運
荷李活道181至199號除了打造成私人博物館外，地下八個舖位全

部放租，而一樓八千呎的空間則用作藝廊空間，藝文機構可租來搞展
覽、搞活動。至於二、三樓便是兩依藏的永久展覽館，公眾可預約參
觀，入場費200元，為了吸引學生，逢星期三學生可免費參觀，當然
也要事先預約。
馮依凌解釋，八個舖位的租金是目前博物館最主要的收入，能夠勉

強營運，有需要時亦要動用私人基金。一樓的藝廊空間雖然也可以收
一點租金，但設立的目的是希望吸引人流，「我們想讓人知道博物館
的存在，最初開館我們以為不會有年輕人來，如果那個空間有人租來
搞時裝展或藝術展，可以吸引人上去看看兩依藏。我們不僅是做傢
具、銀器展覽，我們也聚焦於設計、工藝、古跡，租出去的商戶也在
這個範疇裡。」
她強調荷李活道有其獨特的歷史，但近年酒吧、食肆進駐，古董街

的特色漸漸褪色，因而地舖商戶必經挑選，並非來者不拒。「我們不
想讓starbucks來租，荷李活道變得很快，這不是一件壞事，但我們也
擔心這個地方會失去其定位，如果我們有舖位放租，也想盡量幫荷李
活道留下一些特色小店。」

私博館風潮系列一
私人博物館風潮由內地吹到香港，不少本地藏家開設博物館，將

藏品公諸於世，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位於中環的兩依藏博物館

便是其中之一，由有「股壇壞孩子」之稱的傢具收藏家馮耀

輝擲十一億元買下荷李活道181至199號華冠大廈地下至

三樓，展示四十多年來收藏的「心頭好」，並由幼女

馮依凌擔任館長。

荷李活道二萬五千呎的空間若放租，收入可

想而知，但對博物館稍有認知的話，便知

這是一盤蝕錢生意。兩依藏的出現可

說是馮耀輝對古董傢具的一份喜

愛，也是一種文化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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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博物館是賺不到錢的，但
我們覺得富教育意義。」坐

在面前的馮依凌淡淡地說。她不是藏
家，也不是讀博物館學出身，卻幫父
親打理博物館大小事。兩依藏今年二
月開幕，辦了兩次展覽，以展示父親
收藏的明清傢具、粉盒為主，此外博
物館亦已敲定明年二月與法國克雷默
藝廊（Kraemer Gallery）合作，帶來
「異曲同工——18世紀中法古代家具
藝術展」。
一年兩個展覽，每次轉換時固定閉
館一個星期，展品限制在一百件內，
這是基本的營運方針，至於展品是可
觸碰還是放在玻璃後面，公眾要預約
還是自由參觀，則因應每個展覽的性
質靈活變動，可塑性非常高，也比一
般公營博物館人性化。

開放藏品任摸任坐
五年前馮耀輝便開始物色地點，最
初並不打算開設私人博物館，純粹想
做一個「story space」，後來發現地方
有二萬多呎，馮依凌忍不住對父親說
不如開一間博物館，「那時我不知道
自己會做館長，因為我不是學這塊出
身的，但後來想想自己也可以，才決
定嘗試一下。」馮依凌鬼妹仔性格，
不僅言語中英夾雜，連思想也很開
放，雖然是跟傳統傢具打交道，但偏
偏兩依藏在裝潢、管理上，卻走現代
化路線。
她不採用一般保護藏品的方式，將
傢具放進玻璃箱內或設欄杆圍起來，
不讓人靠近或觸碰，反而完全開放予
觀眾，任坐任摸。「爸爸當初也有些
擔心，他的朋友也跟他說：你讓你女
兒這樣做，不怕有意外嗎？」但馮依
凌解釋道，「黃花梨傢具這麼矜貴是
因為它的材料，它的木硬到幾乎打不
壞，因而四百年後看起來依然很新。
傢具可能對街客來說會有點悶，而且
也不能與其他art form相提並論，傢具
不止是看着漂亮，我覺得傢具是要摸
要坐要一起生活才明白它有甚麼特
別。」
一試無妨，但為了控制人流和保護
展品，博物館採用預約制，不能說來
就來，必須先打電話或以電郵聯繫才
會接待。「這個預約方式是因為全部
傢具都不是放在玻璃後面，所以才需

要這個制度，我們可以不這樣做、可
以把它們放在玻璃後面、觀眾想來就
來，但這個體驗沒甚麼意思。」目前
她與英國相關機構傾談一個銀器展
覽，展品全是借回來的，這就無法再
讓人摸或把玩，一定要放在玻璃後
面。「那時的進場條件可能不會這麼
嚴，而展覽規模也較大，我們會和政
府洽談可否得到一些資助，他們說可
以，但條件是必須更accessible。」
兩依藏另一個賣點是「任影唔

嬲」。以往去博物館，館內一定大大
個牌寫着「嚴禁拍照」，如果拿出相
機必定被制止。這些慣有的博物館禮
儀在馮依凌眼中則顯得有點食古不
化，她認為一間現代化的博物館一定
要考慮到年輕觀眾的需求，並利用社
交媒體去吸引年輕一輩入場，「我們
這裡很開放，如果你想拍照我可以幫
你拍，我們真的希望能讓大家放鬆，
有甚麼問題可以立刻問、想坐就坐、
想拍照就拍照。」

設導賞員獨特體驗
私人博物館自由度大，不必像公營
博物館般下下要顧此及彼，也不必按
既定規條做展覽，用入場人數來衡量
一個展覽是否成功，因而兩依藏着重
觀眾的「個人體驗」。「你不能期望
每個人都是同一水平、懂同一個東西
的，有些人可能對傢具很有興趣，有
些人可能完全沒有興趣只是被另一半
拉過來，所以我就要想一下如何讓每
個觀眾都有一個很個人的體驗，有些
地方會在傢具旁邊寫上甚麼年代、來
自哪裡，我們則有一個導賞員，他會
慢慢解釋，我覺得這個方式比較有
趣。」
摒棄一般博物館的文字解說、語音

解說，職員兼任導賞員，每次最多接
待五個觀眾，有時甚至一對一，按對
方的喜好介紹藏品。馮依凌說：「我
去博物館，那些文字對我來說沒有太
多幫助，看的時候好像很OK，但五分
鐘後完全不記得。在博物館開幕前我
看過一個研究，指一個正常人去博物
館出來後做了一個測試，發現只剩
15%的記憶，而那已經是一個正常人，
可能對展覽沒興趣的人只剩 5%記
憶。」讀文學出身的她自小便喜歡看
小說，一直覺得講故事是一件很重要

的事，「如果我想給觀眾一些資料，
那我應該用甚麼方法跟他們講？可以
做語音導航，但這是單向的接收，有
時聽着聽着根本沒聽進去，所以我訓
練我們的導賞員不要純粹只把東西說
給觀眾聽，更重要的是去看人家的身
體語言，了解他是否在聽你說話，有
時可能他對傢具完全沒興趣，只想看
粉盒，但他又有點尷尬不好意思說，
他可能希望你走快幾步。譬如一張
枱，有些人希望你告訴他用甚麼材料
做成的，但有些人可能想知道這張枱
是怎麼來的、明朝人是怎麼用的、是
甚麼人在用、是皇府還是有錢人用，
我希望大家都能聽到自己想聽的東
西。」
開幕至今差不多十個月，每個月的

人流不盡相同，二月開幕、五月巴塞
爾藝術展、九月新展時人流特別多，
其他時候都是散客為主，「我不想讓
它變成一個鴨仔團，我希望每個人來
到這裡會感到清淨、可以慢慢欣賞，
而不是人頭湧湧甚麼都看不見，當然
這也是因為我們不用搵錢，這差不多
是丟錢入海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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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流於「潮流」
內地目前註冊的博物館接近四千間，而註冊的私人博物館亦超過一

千間，單是去年便有四百間開幕，數字驚人。但內地博物館良莠不
齊，一般不是以一個華麗的開幕展吸引眼球隨之了無聲色，便是硬件
很好卻欠缺內涵，而且監督不力，館藏充斥贗品。這些不良因素亦間
接影響本地私博館的發展，馮依凌便說，目前最大的挑戰便是建立兩
依藏的口碑。
「我們始終比較新，要建立口碑人們才會相信你，現在的問題是內

地有太多私博館，其國際形象不是很好，當人家知道有一間香港的私
人博物館，他們心底會有一個疑問：到底是不是真的？」
幸而目前已開幕的本地私博館大部分都是藏家出身，對古董的了解

頗深，像馮耀輝的傢具收藏規模在世界數一數二，而開館接近兩年的
皇家博物館館主簡文樂的沉香收藏亦列世界頂尖，只要建立好口碑，
不難展開合作。「與內地先有一個漂亮的地方再想要放甚麼東西進去
不一樣，我們已經有很多藏品可以拿出來給大家看。我們更注重博物
館的軟件，每年會有甚麼節目、節目有幾多元化等，我們希望博物館
有益於香港人。」
提到這股私博館潮流，她認為私博館做得好、對香港人有益是一件

好事，但不希望大家去追潮流，「因為開博物館真的是一件很艱難的
事，要做得好、讓博物館這三個字變得不僅僅是潮流字眼，而是對社
區、對城市有好處的，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古董回家 教育後代
馮耀輝收藏古董四十多年，當年便是從荷李活道起家，買入不少珍

貴古董。計劃開館時，他毫不猶疑選址荷李活道，只因半生都遊走於
這條街，許多朋友亦在此結織，對此地有一份感情。「我們在做市場
推廣時，會聚焦於荷李活道的歷史上，我們有90%的傢具都從荷李活
道而來，如果沒有荷李活道，這個博物館很難做下去。」
馮依凌指，馮耀輝年紀漸大差不多要退休了，他身邊的朋友也如

是，如果不好好教育下一代去欣賞古董會很可惜，「所以我們設定學
生星期三免費入場，因為我們真的十分關注教育，能夠幫助就幫
助。」
香港人對私人博物館始終存疑，甚至會將私博館與畫廊相提並論，

開館之初，馮依凌每天都被問「你的傢具是用來賣的嗎？」她一再強
調，從不打算也沒想過要開畫廊或賣藏品，「爸爸是以收藏家的身份
收藏，他是真心喜歡的，他永遠也不會想把它們賣出去，所以我們不
會走商業路線。」這也是教育的一部分，讓大眾開始認識博物館，不
要一開口就講錢。
縱然兩依藏佔地2.5萬呎、是全港最大的私博館，但對比歐美成熟的

體制或內地幅員廣闊的面積，依然不足為道。「我們幾乎是香港最
先、規模最大的一間，責任感也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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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耀輝早年於荷李活道收藏馮耀輝早年於荷李活道收藏
大批明清傢具大批明清傢具，，如今傢具收藏如今傢具收藏
氣氛熱熾氣氛熱熾，，價位大幅提升價位大幅提升。。

■■兩依藏館長馮依凌兩依藏館長馮依凌。。

■紫檀嵌癭木搖椅一對

■黃花梨壽字供桌

■兩依藏位於荷李活道古董街上，古董傢具得以「回家」。

■每次換展會閉館一周，重新佈置場地。

■館內展品可隨意觸碰隨意坐，只因馮依凌相信傢具需要觸
摸、相處過才知其特別。■博物館空間寬敞，兩層樓放置大概一百件展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