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歲月是一把雙面刃，即使舊公屋邨猶如陳年舊酒般，愈老愈有情
懷；但同時經歷時日的洗禮，樓宇結構安全的隱患也是不爭的事。除了

清拆重建，香港還有兩種延續公屋情的保育方案：一、保留整幢建築作活化之
用，由工廠大廈搖身變成的華廈邨是例子；二、整邨拆卸重建，只保留部分原有
特色，如2016年起分階段落成和入伙的「新蘇屋邨」。房屋署副署長（發展及建
築）梁健文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署方傾向使用「新蘇屋邨」模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明其道、廣濟/部分圖片來源：房委會、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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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蘇屋邨的地標「白屋仔」，
在該邨重建後獲原址保留。

■民間組織致力在舊公屋邨清拆
前，以相片保留居民生活點滴。

歷史檔案留白 設計意念成謎
早於今年5月已在構

思是次公屋保育專題，惟
籌備時間比想像中漫長和艱巨，主要原因在於
政府對公屋的歷史檔案零散，更有不少留白，
記者只有在一次又一次的街坊訪問中嘗試將之
拼湊出來，奈何得到的只是皮毛和推測，比如
別具一格的勵德邨，其第一至四座以圓柱形設
計，這個設計初衷為何？究竟是如何想像出
來？記者帶着該些問題詢問過房協、建築師，
均未有準確的答案。
記錄公屋歷史的「同話漁光村」策劃人黎穎詩也曾向已故的公

屋之父鄔勵德詢問過類似問題，鄔勵德當時回覆：「由於我已經
退休，我也不知道設計初衷，但勵德邨落成前，房協曾將設計圖
傳到我手中，我一看覺得這個設計很好，因當地地形很複雜，
估計是因地制宜。」
又比如公屋設計由雙塔變做Y型，再變十字型的設計初

衷，記者亦向房委會查詢，但對方回覆指當初的設計師都離
職了，房委會亦無相關的文字記錄，這個初衷再次成了懸
案。公屋是香港的驕傲，新加坡、內地在發展公營房屋時
也以香港公屋為模板，惟政府相關檔案的缺失，使香港之
光黯然失色，冀藉今次專題為公屋史留下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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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左至右：房屋署總建築師葉成林
博士、房屋署總建築師黃至中、房屋
署副署長（發展及建築）梁健文。

■梁健文表示，保育是
基於綜合因素考慮，不
一定保留建築才算
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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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近年陸續推動
舊公屋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