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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藝術創作者凝聚在一處，固然可以增進交流，激發想
像，但不同的藝術形式需要截然不同的創作環境，佔地面積
如何劃分，設備如何分配，不同藝團之間的關係要如何處理
都是不易解決的大課題。針對以上問題，香港中文大學未來
城市研究所副所長姚松炎教授建議如何解決在管理方面將會
面臨的難題，可參考近年來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摸索所得的
相關經驗。

「首先，我們可以聘請一個NGO（非政府組織）來承擔
大廈管理人的職責；其次，大廈內部肯定要根據不同的創作
形式進行分層，管理條款裡面要寫明時間的限制、噪音的限
制，如果有易燃的創作材料就要做好防火的措施，建立更多
消防通道。管理上確實需要強大的配套資源，不過值得慶幸
的是，這幾年賽馬會藝術中心摸着石頭過河，有大量經驗可
以與之共享，我們現在就是缺一個機緣去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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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九龍城區具有濃厚而獨特的歷史文化價值，而近期出土的宋元聖山古蹟群及

於土瓜灣站工地發現的宋元時期古井更引起社會的廣泛討論與關注。受文物發掘所啟發，

致力於推廣本土文化的非牟利機構「文化葫蘆」，特邀請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

所長姚松炎教授及其研究團隊進行了為期半年的九龍東城市發展研究。日前，該團隊於土

瓜灣牛棚藝術中心舉行研究發佈會，建議在保留香港歷史特色前提下，為老城注入藝術元

素，將九龍城區打造為絕無僅有的「創意舊城」。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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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倫敦東部、GMT格林威治平時起源地、東西半
球分界線的格林威治大學，位於旅遊區，但旺中帶
靜。春寒料峭，在巍峨舊建築群之間的廣場上走，寂
靜非常。去年底今年初，卻熱鬧了一陣，多了許多華
人面孔，都是去看「嚴復，帝國留學生與皇家海軍學
院」展覽。去年是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和教
育家嚴復誕生一百六十周年。一百三十五年前，他在
格林威治大學現址、現已不復存在的英國皇家海軍學
院畢業。
格大商學院有位副教授劉凱博士，任「嚴復文化教

育基金會」主席，出於本身的興趣，努力籌備這個紀
念展覽。
時光要倒退到清光緒三年1877年5月11日。嚴復和

十一個同學海上顛簸一個月後，在英國南部樸茨茅斯
港登岸，兩天之後抵倫敦入學，他們是大清帝國首批
留歐學生。當時嚴復23歲，已在福州船政學堂學習五
年畢業，屬水師五級軍官。
英國皇家海軍學院沒有收過外國留學生，因而提出

要求：英語要有相當程度，免得妨礙其他學生的學習
進度；開課前要交足九個月課程學費31.10英鎊。
嚴復是高材生，能力早為清政府欣賞，畢業後走上
海軍教育之路，奉李鴻章之命創辦北洋水師學堂，並
未像多位同窗那樣成為海軍將領。或許因為這樣，英
文維基百科該校傑出校友嚴復榜上無名。名單首位，
是遲三年入學的日本有栖川宮威仁親王，以少將銜參
與侵華甲午海戰。還有一個與嚴復同期，後來成為日
本元帥海軍大將的東鄉平八郎，同樣打過甲午海戰，
殺過中國人。
甲午海戰中國戰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嚴復大受
刺激之下，在報紙上發表一系列文章，鼓吹維新變
法，致力於翻譯著述，向西方尋求救亡圖存之道。翻
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穆勒名學等巨
著，把《進化論》、西方古典經濟學和政治理論，系
統地推介到中國。李厚澤「論嚴復」一文說，嚴復
「使廣大的中國知識分子第一次真正打開了眼界，看
到了知識的廣闊圖景：除了中國的封建經典的道理以

外，世界上還有着
多麼豐富深刻新穎
可 喜 的 思 想 寶
藏。」
孫中山先生受嚴

復譯著的影響，
1905年由美洲到英
國，特地與在英交
涉開平礦務局訴訟
的嚴復長談。嚴復年輕時思想先進老來保守，罵孫中
山、抨擊辛亥革命，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反對白話
文、反對五四運動。但他「一個十九世紀末年中國感
覺銳敏的人」（魯迅語），開天闢地，為一代國人啟
蒙。在新中國的政治地位，則由毛澤東「在中國共產
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論人民
民主專政》）這句話中確定了。
時移世易，中國已晉身世界強國。今天在西方紀念
一位將「西學東漸」的中國近代歷史人物，尤其在英

國，除了促進文化交流，還有甚麼現實意義？中國駐
英大使劉曉明為展覽揭幕時說：「希望英國西方能湧
現更多翻譯家，將中國文化、思想、『中國夢』，以
『信達雅』引進西方，讓英國和西方民眾更好地了解
和理解當代中國。」
倫敦嚴復展一月底已結束，主辦者劉凱博士接到邀

請，下一個展覽地點可能是北京或者上海。嚴復一行
百多年前在香港登船出發往歐洲，在香港辦一場愛國
主義教育展覽會，啟蒙港人珍惜「一國兩制」，值得
當局鄭重考慮。

嚴復在英國 一百卅五年之後
文：余綺平

■■舊皇家海軍學院建築宏偉舊皇家海軍學院建築宏偉，，走一趟像穿走一趟像穿
越時光隧道越時光隧道。。

■■嚴復展覽會設在格林威治大學校院一嚴復展覽會設在格林威治大學校院一
個地下室個地下室。。

姚松炎教授在研究期間帶領香港中文大學在校生黎瑋
晴、林耀鴻及潘子朗共同梳理了九龍塘至九龍城的
規劃演變過程，希望從該城區的歷史脈絡中延伸出

可持續發展的社區規劃新思路。在閱讀大量文獻和多次實地
考察後，四人歸納出了九龍城區的兩大特點，其一是橫跨千
年歷史，珍貴古蹟尚存，罕有古物成群，往來目不暇給；其
二則是規劃輕工業區，工住兩用地段，豁免地契限制，建築
沿用至今。

輕工業歷史悠久綿長
為了使各位能夠更為詳細地了解九龍城區規劃的過去，姚

教授手持老照片表示：「有歷史以來此地就是重要海港，內
海灣聚氣藏風，一直是優良避風漁港；由於臨近海邊，自宋
朝起，九龍城的鹽場就與工業製造產生聯繫；時至清代，銅
錢鑄造廠誕生；又因何文田生產優質花崗石，所以建立礦
場，九龍城寨亦就近取材，一直開採至1960年代。 不難發
現，九龍城區一直以來都與工業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戰前
所制定的1941年城市規劃圖 ，將土瓜灣的東面沿海及中部
地帶規劃為輕工業區；西面沿山區域規劃為住宅區，如馬頭
圍村、樂民新村、真善美村等公營房屋，為工業區提供勞動
人口；高山道則設定為石礦場。然後屠房進駐，該區轉型為
厭惡工業區，引來皮革、煮骨、處理肥料、肥皂、漿糊等相
關行業聚合。」
據姚松炎介紹，本港的舊地契均有限制用作厭惡性行業的

契諾，修改契諾必須先得地政署批准及補地價；而1910至
1920年代，土瓜灣地段大量業權人卻申請從事厭惡性工業；
所以，後來地政總署通過「發牌」的形式豁免了地契的限
制。「現在我們如果看到這樣的地契肯定大為震驚，一棟大
廈內竟允許住宅和高風險的風煤工廠共存。目前的工業用地
與住宅區在規劃中是必須分開的，可當時為了發展輕工業，
讓廠家所請工人就近居住，照顧家庭，這種『工住兩用』的
『新式建築』便應運而生。雖然，香港工業現已式微，城區
內卻仍保留了不少工業化的痕跡：曾經的南洋紗廠即十三
街、天廚化工廠即今天的天廚中心、香港火藥廠即今美光街
一帶、捷和鐵廠即是今日捷通、屠房即今牛棚藝術中心。」

串聯支離破碎的棧點
汲取九龍城區歷史及規劃特點後，研究團隊根據政府的規

劃概念，就九龍舊城區、土瓜灣、馬頭角、馬頭圍的未來規
劃提出發展藍圖。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

研究員黎瑋晴代表團隊發言時說：「如果可以重新活化馬頭
角和馬頭圍區內的工廈成為『住宅工業』兩用大廈，就可以
發展屬於『香港製造』的創意產業，打造成全港首個具規模
的藝術及創意工業園區，把西九、紅磡、舊城創意連成一
路，製造就業機會的同時亦可加強社區凝聚，減少過度依賴
單一服務行業的發展。」
姚松炎表示，在研究團隊共提出的四項倡議中，上文所提

及的「創意藝術走廊」計劃是他個人最為希望能夠早日實現
的。「我們發現過往的城市更新或者發展，都是從個別的地
點獨立去考慮的，所以無法整合出強大的力量，比如牛棚、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西九，從地圖上看也是支離破碎。貿
貿然一個單獨的建築物支持不起一區或一城的藝術發展。無
論本港市民還是外地旅客都產生過疑惑，沒有大型活動為何
要山長水遠去一個藝術基地？反觀歐美，甚至是北京，我們
可以見到，凡是創意藝術空間必須要形成一個聚落。你看法
國蒙馬特藝術區，沿街就有很多畫家在即興創作，有藝團在
表演，有個性十足的畫廊，有氛圍良好的咖啡屋，寫意的大
環境方可帶動人氣。」

西九未來的輸入基地
姚松炎隨後又分析道：「我們總是在問『西九』建這麼多

博物館、展覽廳、歌劇院，究竟有沒有那麼多節目與藝術品
可被置入呢？現在本地的藝團都沒有地方去綵排和創作，未
來怎樣能保持恆常的運作？現下真的急需一個有足夠分量的
藝術群落作為支援西九長期發展的後備基地。而馬頭角和馬
頭圍正好有相對多閒置的工廈，仍然可以較低租金發展成創
意工業群，將這些工廈改造成『工住兩用』的創作空間後，
再引進繪畫、作曲、話劇、舞台劇表演、雕塑、室內設計、
樂團等不同人才，他們之間也可互相支援，例如繪畫、音樂
就可以與舞台劇結合。」
文化葫蘆創辦人及項目總監吳文正也補

充說：「在國外，藝術家離開自己熟悉的
城市，前往不同國家、城市、社區體驗生
活並創作的情況十分普遍，他們會在新社
區逗留兩三個月或更長的時間，於當地進
行創作，甚至是舉辦展覽。西九全面落成
後，香港肯定也會邀請海外的團隊來表演
或做展覽。這些藝術工作者均需要住宿場
所，『工住兩用』大廈不但可以解決非本
地藝術家的居住問題，還能幫助他們融入

本地社區，與本土藝術家共同創作。」

海心島重塑集體回憶
研究團隊除了提議在九龍城區發展「創意製造工業集中

地」之外，亦建議在舊城區開闢「共享空間」，參考台灣夜
市模式設立小販區，在舊城街頭推廣香港特色美食。另外，
研究團隊提出了四朝歷史文物徑的設想，為了在原址保留最
近發現的宋元時期古井，建議採用先前一些保育組織已提出
的概念，將土瓜灣地鐵站建成香港首個鐵路站上蓋博物館；
圍繞古井可把聖山遺址興建成為一個歷史文化園區，再與九
龍寨城、宋王台、聖三一堂聯合成為歷史文物徑，以地方具
價值的景物為媒介，實現歷史文化傳承。
而最後的亮點則是重現同樣有集體回憶的海心島。香港中

文大學建築學院林耀鴻、潘子朗分享說：「海心島曾是九龍
城區著名的旅遊勝地，昔日漁民常祭拜海心石和龍母壇保平
安，也相傳情侶們拜過海心石後，就會有美好姻緣，因此公
園內不時有情侶到此談心。填海前小島對岸常設小艇，以接
載遊客往返。土瓜灣進行填海工程後，海心島自此與陸地相
連。」
研究團隊認為，現時啟德在區內擁有大量公共空間，可將

海心公園還原成海心島，並增設海上交通往返小島及啟德
區，以配合九龍城海濱長廊的設計。同時，針對現時土瓜灣
海濱被大廈及碼頭分隔的現狀，團隊希望以「棧道」形式把
整條海濱長廊甚至海心島連接起來，並輔以單車徑及小食亭
等休憩設施，長遠與尖沙咀及觀塘海濱連接。
吳文正表示，過去文化葫蘆舉辦活動的過程中，收到過許

許多多的社區居民來信，信中描述了民眾關於社區發展的想
像。眾多藍圖中多數提及：期盼自己所生活的地方可以有更
多歷史被詮釋。因此，今年文化葫蘆計劃於五月份舉行黃大

仙九龍城社區藝術展覽「山
下．我城」，展覽同時以導
賞團、工作坊、展板等形式
闡述是次提出的九龍城區規
劃理念，同時向公眾發起諮
詢。姚松炎說：「收集市民
意見後，我們會調整現方
案，再與政府對話。」吳文
正亦鼓勵市民在活動中感受
自己的社區之餘，勇敢提出
對社區未來發展的想法。

■■畫中描繪土瓜灣的海心島畫中描繪土瓜灣的海心島，，心形石頭是心形石頭是「「海心海心
石石」，」，小屋應為海心廟小屋應為海心廟。。

■姚松炎教授正細
訴九龍城區規劃的
過去。

■■從左至右分別為黎瑋晴從左至右分別為黎瑋晴、、姚松炎姚松炎、、吳文正吳文正、、
林耀鴻及潘子朗林耀鴻及潘子朗。。

■■研究團隊建議還原重塑海心島研究團隊建議還原重塑海心島，，以以「「棧道棧道」」
形式把整條海濱長廊甚至海心島連接起來形式把整條海濱長廊甚至海心島連接起來。。

■■蒙馬特作為巴黎藝術中心蒙馬特作為巴黎藝術中心，，深受世深受世
界各地藝術家及藝術愛好者喜愛界各地藝術家及藝術愛好者喜愛。。

■■香港工業雖式微香港工業雖式微，，九龍城卻保留了不九龍城卻保留了不
少工業化的痕跡少工業化的痕跡，，頗具城區特色頗具城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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