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 刊 專 題A17 ●責任編輯：張岳悅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212021年年1010月月2020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1年10月20日（星期三）

2021年10月20日（星期三）

區區有故事之九龍城
6.5公里邀公眾參與發掘舊區之美

什麼是步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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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段三的街道欄杆路段三的街道欄杆
是美化項目之一是美化項目之一。。

●土瓜灣十三街的唐樓群。

●●步行徑階段展中展出了市步行徑階段展中展出了市
民於工作坊完成的作品民於工作坊完成的作品。。

●●步行徑階段展的步行徑階段展的
「「ARAR體驗區體驗區」。」。

●●長者友善座長者友善座
椅形狀獨特椅形狀獨特。。

●長者友善座椅上的掛
鈎可供長者放枴杖。

●●首爾路首爾路70177017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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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學學生設計
十三街重建構想圖

「躍變．龍城——九龍城主題步行徑」
由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獲市區更新

基金資助營運，項目由2018年開展，為期6
年，全長6.5公里的步行徑分為五路段，每
路段約1公里，分階段落成。步行徑以九龍
寨城公園作起點，途經宋皇臺、土瓜灣，並以紅磡聖母堂作尾站。各路段
均有不同主題，旨在連結區內居民，促進九龍城的歷史保育和藝術文化推
廣等，令九龍城在重建及大型基建落成之際，仍能保留昔日的社區人情。

公眾設計街道地磚
以「社區藝術牛與十三」為題的路段三工程早前率先完成，當中，牛

即指牛棚藝術村；十三指唐樓建築群十三街，牛棚和十三街均是土瓜灣區
有特色的地標之一。路段三以宋皇臺道及北帝街交界的屋苑傲雲峰為起
點，途經牛棚藝術村及煤氣鼓，至九龍城渡輪碼頭。
走上路段三，我們要先成為「低頭族」，細心留意街道地磚，會發現部

分地磚被換成金色圖案的磚塊，這些磚塊的設計充滿了九龍城區地道風
味，有圓形的地磚刻畫着牛棚藝術村；有的方形地磚上有數隻Q版的龍圖
案，可愛的造型不禁讓人駐足欣賞。
這些地磚的設計是步行徑美化項目的一部分，機構透過舉行藝術工作
坊，教授參加者以「九龍城的回憶」為題製作光雕和紙雕燈作品，透過市
民的參與式設計，從中收集公眾意見。「躍變．龍城」工程經理陳詠琳表
示：「我們收集街坊完成的作品後會交給設計師作微調，其後便有機會成
為步行徑路段中的藝術裝置，是次地磚的設計意念也是來自街坊工作坊的
作品。」

加裝長者友善設施
除了地磚外，路段三部分燈柱、花盆和欄杆等也進行了美化設計，除了

方便遊人識別步行徑路線，也為當區增添生氣。在步行徑上還有一個矚
目點——長者友善座椅，它由今年初已擺放在牛棚藝術村出入口旁，6
張座椅設計新穎形狀獨特，是附近街坊聊天「打躉」的好去處，這座
椅也是主辦方透過街訪獲取居民的意見後，把意見落實於步行徑的
改善措施上，繼而衍生出來的長者友善座椅的概念。「躍變．龍
城」傳訊及推廣主任伍麗微說：「有居民向我們反映社區上的休
憩、遮蔭設施不足，長者友善元素較少，我們就把意見投放在
步行徑的硬件設施更改上。」
長者友善座椅經過數次的改良，形成現在設計的模樣，
「躍變．龍城」工程經理陳詠琳向記者分享到座椅的設計
過程：「最初我們先用硬卡紙皮製作樣品，給公公婆婆
試坐後，再調整座椅、扶手的高度和靠背的角度。」最
終的長者友善座椅，以黃、藍、棕色作主色，更貼心
地添加供長者放柺杖的掛鈎。

土瓜灣牛棚藝術村附近，有一唐樓群名

為十三街，那裏顏色特別耀眼，外牆七彩

繽紛，是近年的文青「打卡熱點」之一。隨

着屯馬綫開通，來往當區更方便，九龍城區的

特色建築和舊區歷史再成為熱話。近年，有社

福機構設計了全長6.5公里的九龍城主題步行

徑，橫跨九龍寨城公園至紅磡聖母堂，並與市民

和設計師合作，以參與設計方式讓市民共同美化步

行徑上原有的公共設施，又加智能及互動體驗設施，

鼓勵市民多健步。早前，十三街附近一帶的步行徑路

段已完成，以藝術創作為舊區增添生氣，期望市民透過

參與步行徑路線之深度遊，發掘這舊區之美。

●採、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美婷

●左起：「躍變
．龍城」傳訊及
推廣主任伍麗
微、工程經理陳
詠琳、項目經理
鄭詠恩。

▼金色地磚點金色地磚點
綴行人路綴行人路。。

走進路段三的十三街，七彩的唐樓群讓人駐
足欣賞。隨着屯馬綫開通，九龍城區的另一熱
話必然為重建問題，雖然政府至今仍未落實規
劃重建，但不少居民認為重建之日指日可待，
當中，土瓜灣十三街是其中一處重建討論度高
的地方。珠海學院建築學系碩士畢業生呂源偉
（Frederick）早前以「土瓜灣十三街改建中
的文化承傳」為題，設計出十三街重建構
想圖。

Frederick在英國回港後曾居住在土
瓜灣十三街，當區獨特的文化及
風土人情令他印象深刻，因此

其畢業論文以十三街為題
材，研究如何以自我衍生
的建築理論，在重建過
程中既保留原來的面
貌，又能平衡發
展 。 Frederick
表示，期望
重建十三

街時可保留當區的人情味和風土面貌，因此在
是次設計中有不少新元素，例如在天台加建平
台或公共區域。
Frederick的十三街重建構想模型早前亦於牛

棚藝術村的步行徑階段展中展出，構想模型的
特色之處是當中有走廊和天橋橫向打通及連接
十三條街，展覽主辦方「躍變．龍城」項目經
理鄭詠恩說：「設計師期望十三街居民之間的
連繫可更深入，因此設計師便在每條街上添加
一道橋，從而連貫着不同街道，緊扣居民的關
係，在互動起來時更加方便。」
一般的城市更新計劃大多都是政府把舊區清

拆，再換入新元素，惟Frederick認為這樣對十
三街的重建未必是最理想的辦法，「因為本身
當區原有的文化亦會隨之消失，我希望可利用
其他方法作重建設計，重點是設計一個由居民
決定如何運用、自然有機衍生用途的空間，我
希望建築設計可以有不同大小、高度的空間，
讓使用者自由發揮空間的用途。」Frederick
說。

●●FrederickFrederick希望建築設計可讓希望建築設計可讓
使用者自由發揮空間的用途使用者自由發揮空間的用途。。

主辦方供圖主辦方供圖

▲步行徑路線圖

漫步路段三，主辦方在
不同位置增添步行徑資訊
指示牌和「當年今日」，在
當年今日路牌上，市民可運用
智能電話掃描牌上的二維碼以
閱讀《步行徑日報》，認識土瓜
灣的歷史和特色，也可從小遊戲中
了解舊啟德機場與建築物高度之關
係。

階段展呈現珍貴舊照
早前，由「躍變．龍城」主辦的「傳

『城』躍動－步行徑階段展2021」於牛棚
藝術村以「傳承」為主題舉行，冀參觀者能
透過展覽了解社區之特色故事，反思市區更新
及社區變遷帶來的影響。據了解，展覽籌備了一
個月。互動展覽區中設有百廢待興、工業興起、
土產土製、民生發展及城市轉化五大主題。展覽中
的一部分名為「定格九龍城」，當中展出約40張九

龍城舊照。
伍麗微表示，舊照片收集是整個

展覽中最花時間的部分，「我們向香
港大學圖書館、政府新聞處等地方收集
照片，當中要處理版權問題，也要反覆核
對當中資料確保正確，這個過程相對艱辛。」
這些照片展示了過去100年土瓜灣、紅磡和九龍
城區城市發展的過程，一覽九龍城如何從一無所
有，變成一個基建成熟、充滿人情味的社區。
「AR體驗區」是階段展的亮點之一，步行徑

近年推出了AR（擴增實境）遊戲，以多元互
動的形式介紹社區歷史，近期更推出了「渡
輪蹤跡－景雲街」AR體驗，市民只下載步
行徑的手機應用程式，即可體驗昔日渡輪
橫越維港的風情。在是次展覽現場設有
一面印有景雲街海心公園海旁景色的展
示板，景雲街的AR體驗日後會在路
段四落成時正式啟用，屆時市民便
可在海旁體驗AR技術。

不少國家
的政府和機構
為美化環境及
鼓勵市民多健
步，均設計出步行
徑供市民散步休
憩，香港也不例外，
據康文署資料顯示，由
康文署管理的步行徑在全
港18 區共有34條，大多
設於海岸線或公園內，當中
路徑最長之步行徑為3,223米
的馬鞍山海濱長廊。
要說上與藝術有關的步行徑，

不得不提美國紐約市的高線公園
（High Line Park），高線公園前身
為高架鐵路，經過一番改造後，成為
全長約2.3公里的空中花園步行徑，高
線公園穿梭在商辦大樓與民房建築中，
鄰近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沿途設有
綠化及休憩設施，也會不定時有藝術作

品在此進行展出，充滿了藝術氛圍，更
是當地的標誌性景觀。
此外，韓國的首爾路 7017（Seoullo

7017）是當地著名的步行徑，由高架道
路改造而成，全長約1公里。提供市民
休憩、欣賞表演的空間，這裏曾舉辦彩
燈藝術裝置展，吸引不少市民打卡。其
中，「微光漣漪廣場」設於首爾路7017
中，它是一座大型的公共藝術作品，寬
25公尺的廣場即是一個表演場地，也可
供遊人在廣場的階梯上休息。首爾路
7017沿路種有不少綠色植物，步行徑也
連接着「文化站首爾284」，它是舊首爾
車站，於1925年興建，2011年改造成文
化和表演藝術空間。

●●FrederickFrederick設計的土瓜灣十三街重設計的土瓜灣十三街重
建模型中建模型中，，用天橋連接十三條街用天橋連接十三條街。。

●紐約市的高線
公園。 網上圖片

●路燈上的裝飾
提示參觀者步行
徑的路段範圍。

●●掃描掃描「「當年當年
今日今日」」路牌上路牌上
的二維碼可了的二維碼可了
解更多土瓜灣解更多土瓜灣
的歷史的歷史。。

●展覽現場
展 出 了 約
40 張九龍
城舊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