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將重建的南區華富邨有「平民豪宅」之稱，
居民盡覽無敵海景、環翠山色，更是香港公屋史上

首個能自給自足的小社區。首批入伙的居民在該邨度過約半個
世紀，歲月靜好的背後，盡顯設計師廖本懷當初每個匠心獨運
的設計，形成獨特的人文氣息。

文：專題組/部分圖片來源：房委會、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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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政府介紹華富邨的宣傳
影片截圖。

獨立廚廁成賣點 拍片宣傳開先河
華富邨坐落於薄扶林瀑布灣，是雞籠灣

墳場舊址，也被作為百多年前香港鼠疫死者
的墳場，日治時期更成為亂葬崗，因此華富邨在剛剛落成時並沒有廣受
歡迎，房委會心思用盡為華富邨宣傳洗底，更不惜為該邨拍攝廣告，塑
造成小家庭的安樂窩。
該邨落成後，政府罕有地拍攝一條名為「華富新邨」的電視宣傳

片，開創公屋史先河，並重金邀請已故著名配音員譚炳文旁述，其中一
句廣告對白是：「仲有沖涼房，每日放工返到嚟，用花灑沖番個涼，真
係人生樂事！」幽默之餘亦清晰介紹了華富邨戶戶有獨立廚廁及各項社
區設施的優勢。
交通不便也是華富邨起初入住率低的原因之一，該邨所在

位置在當年被視為郊野，行走港島市區的巴士車費一般2毫，
但出入華富邨的巴士則收費6毫。首批入住的老街坊何伯表示，
「剛落成時這邊巴士很少，巴士站每天搭車返工的人都大排長
龍，好在幾年後情況迅速改善，現在去黃竹坑港鐵站的巴士也非常
多了。」時至今日它確實是不少居民眼中的富貴屋，不捨搬走。

■位於華富邨平台上的商場，是當
年公屋少有的社區配套。

■華富邨背後的隱世美景瀑布灣。

P5

■捉棋長者也是華富邨的一道風景。

■馮生馮太最捨不
得的就是華富邨臨
海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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