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藍屋還原柴房 蟲蛀衣物重現
600呎單位變「舊物敘述空間」展八家庭蝸居板間房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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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位於九龍觀塘安達臣道新發展區
內安秀道的安泰邨，第二期共3
座新落成的住宅大廈昨日開始入
伙，顯示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
會）一直致力為有住屋需要的合
資格低收入家庭提供可以負擔的
租住房屋。該3座非標準設計住
宅大廈名為居泰樓、和泰樓及景
泰樓，分別樓高30層、30層及
31層，合共約2,640個單位，供
約7,760名居民入住。
安泰邨首期的4座住宅大廈已

於去年入伙，包括明泰樓、智泰
樓、勇泰樓及錦泰樓，合共約
2,850個單位，供約7,900名居民
居住。
邨內提供多項康體設施，包括

室外兒童遊樂區、籃球場、羽毛
球場和乒乓球枱。此外，屋邨亦
提供兩個社區園圃，供居民使
用。

安泰邨商場內的快餐店、街市、停車
場、兩所幼稚園及社區服務中心，預計今
年稍後時間提供服務。商場內其餘店舖預
計下半年落成。
安泰邨餘下4座住宅大廈預計於今年稍

後入伙。整個屋邨入伙後將合共提供約
8,500個租住公屋單位，供約25,000名居
民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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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響應國際
博物館日，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於
明日及後日（星期六及日）舉行「2018香
港國際博物館日」，40間包括康文署轄下的
部分博物館、文化場館和其他本地文博單

位，將免費開放予市民參觀，同時推出多項
教育及娛樂並重的節目，讓公眾參與。
今年「國際博物館日」的主題為「超連結

的博物館：新作為．新人類」，表達出博物
館致力維繫與社會的關係，透過各類型的合

作項目，聚焦當地社區和社會上不同的群
體，以拓展新的觀眾群，加強彼此的聯繫。

40文博單位參與
參與的40間本地文博單位，除了專題展覽

和收費節目，其他展覽和活動將免費開放予
市民參與，包括康文署轄下的20間博物館和
文博單位，以及亞洲協會香港中心、東華三

院文物館、保良局歷史博物館、香港大學美
術博物館、香港大學許士芬地質博物館、香
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氣
候變化博物館、香港海事博物館、香港浸會
大學孔憲紹博士伉儷中醫藥博物館、香港教
育大學香港教育博物館、香港賽馬博物館、
香港醫學博物館、香港懲教博物館、美荷樓
生活館、展城館、漁農自然護理署獅子會自

然教育中心、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饒宗頤
文化館、警隊博物館和HKDI Gallery。
香港藝術館與東華三院文物館正進行翻新

工程，特備節目將安排於其他地點舉行。香
港中文大學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5月13日
休館，只於5月12日開放。有關「2018香
港國際博物館日」詳情，請瀏覽香港公共博
物館網頁www.museums.gov.hk/IMD2018。

博物館明後日免費開放

■居民辦理入伙手續。

負責「WE嘩藍屋」項目的聖雅各福群會總幹事李玉
芝說：「我們不僅復修藍屋建築群，還復修舊唐樓

的社區文化，令這裡成為灣仔新景點。」現時每月逾
5,000人到訪藍屋，感受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舊唐樓的
人情味。
藍屋建築群是典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舊唐樓，當時每個
單位都會分隔成多間板間房，空間其實比目前本港盛行的
劏房大及通風透氣。
藍屋真實地還原當時板間房的架構，當初復修單位時，
將三百多件藍屋舊物，包括幾十年前的蟲蛀衣物、佈滿霉
菌的當年舊器具，及每塊木板都編號保存，單位復修完畢
再原樣裝嵌。
昨日現場所見，單位被木板隔成四間木板房，走廊放置

兩個鐵架雙層床，木板房上方還被間隔成三個閣樓。

僅布簾相隔 無私隱但親密
李玉芝介紹，這是當年典型的間隔方式，供八個家庭共

住。靠近門和窗的兩間木板房租金最貴，其次是中間木板
房、閣樓和雙層床。八個家庭僅靠布簾相隔，毫無私隱可
言，卻令彼此有機會親如家人，守望相助。

復修單位沒有浴室和廁所，而有一個數十平方呎的柴
房，八個家庭在這共用的柴房內，使用各自的「火水
（煤油）爐」煮食，及使用各自的鐵製面盆洗衣、洗
浴。

無廁所設計 清晨倒「夜香」
導賞員說：「當年的唐樓都沒有廁所設計，居民都使用

各自的『夜香』器具。每天清晨有專人在街邊推車收『夜
香』，居民就把各自的『夜香』送下去。當然復修後的單
位都安裝了現代化的廚廁和浴室。」
復修的兩間小食店「時間關係」和「本地薑」由兩間社

企負責經營，只賣全有機食品，基本使用本港天然食材，
及聘請灣仔老街坊。
李玉芝解釋，設立這兩間小食店不僅復原當年地道港式

小食風味，還希望復原當年的純天然食品，希望提倡天然
健康的飲食文化，及支持本地生產及生態種植。
「時間關係」的店員阿華在灣仔住了20年，之前已有十

幾年沒有工作，現在子女長大了，決定重投社會工作。她
說：「我很喜歡藍屋的人情味，而且我和女兒都喜歡這裡
不加白糖和人工調味品的甜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成功保育上世紀五六十

年代舊唐樓，以及守望相助唐樓文化的灣仔「WE嘩藍

屋」，最近復修一個600呎單位，建成「舊物敘述空

間」。該空間將當時八個家庭擠在一個單位內的板間

房和柴房還原，向公眾開放，並推出兩個復古地道港

味小食店街面舖，包括「時間關係」甜品店和「本地

薑」素食店。

■李玉芝(左)和阿華展示藍屋新開小食店全有機食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明星月曆圖片當牆紙明星月曆圖片當牆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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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屋新開的「舊物敘述空間」，還原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板
間房。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