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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土瓜灣 火炭 深水埗為主軸

土瓜灣、火炭作為典型的工業舊區，本實在無法與建立旅遊熱點

沾上關係，但由於疫情到來的「因禍得福」，紛紛打造或以文藝商

戶、或以藝術家匯聚為主的深度旅遊路線，並在短時間獲得好評。

不過，這對於香港旅遊業整體來說，是否也是一條有效的出路，抑

或只是讓疫中「受困」的香港本土市民獲得幾秒青睞呢？

●採、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是次，香港設計中心以土瓜灣、火炭及深水埗三大舊城區為主，打造了一
條「文藝復興」式的城中深度遊，讓市民回顧過往風景。香港設計中心

業務總監林美華說：「整個旅遊的生態，尤其是創意旅遊來說的話，一直都是
在翻天覆地地變化。在香港可能有大的主題公園，也可能有很多景點去吸引遊
客，但事實上現在我們經常在講的是一些經歷。我們如何吸引旅客重複來
呢？其實靠的是深度一些的東西。」
由香港設計中心舉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為主要贊助機
構的「設計營商周城區活動」，是一個創意商業及社群的起動計劃，旨
在促進創意設計社群、商業及社區機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攜手以設計

創造共享價值，以商為善為社
會帶來正面改變，並帶動創
意經濟發展，一起建構香港
的創意生態。

打造「文藝復興」式城中深度遊

沿「土」風景
社區商戶吹響集結號
土瓜灣作為一個擁有18萬人

口的社區，面對舊區重建步伐加
速，因而更多中產人口與年輕組
群加入社區，加上港鐵屯馬線開
通與毗鄰的啟德新發展區落成將
至，漸見商戶營運模式變更及轉
型，土瓜灣頓時人頭湧湧，一個全
新的社區網絡與形態誕生。
土瓜灣向來凝聚了不同領域的文

創工作者，既多元又集中的空間與開
放條件造就了這區文創的生存與發
展。既然社區的變更必然到來，原有
的文創是集聚還是隨之而退讓？是適
應？是抗拒？還是把握僅餘的空間土
壤，創造更有利的條件，讓更多公眾認
識土瓜灣獨有的文創氛圍以及這區設計
與創意的潛能？因此「樂在製造」希望
擔當社區中的聯繫者，透過「出土文
物——土瓜灣文化造物出沒」介紹社區
中時現時隱、有着不同活動往來的「歇
腳點」讓公眾投入獨特的社區參與模
式，包括穿梭土瓜灣橫街窄巷的導賞
團、工作坊，以及關於舊物、影像
設計美學分享會等，鼓勵公眾轉換
慣常視角，以設計角度入手，重
新認識土瓜灣的文化與創意。
隨着港鐵屯馬線開通對沿線
地區帶來翻天覆地的轉變，樂
在製造的「出土文物」——
土瓜灣文化造物節，將聯同

在地的創意設計及文化工作者透
過一連串導賞團、作坊及分享會
等，自我檢視之餘亦勵公眾以設
計視角重新認識土瓜灣。

土瓜灣的社區亮點
這條被開發的社區之旅的第一站便是

「樂在製造」，這間藏匿在工業大廈之中
的小地方是一個由不同製造者和藝術工作
者共同建立的空間，位於土瓜灣的安樂工
廠大廈，各單位以不同媒體及形式創作，
卻又能互相交流、啟發和合作。正如這
日，「樂在製造」的負責人便為筆者等示
範了布袋絲印工作坊，作為製造業興家的
土瓜灣地區，如斯手藝再展示出來，可說
是溫故而知新，有一絲新的玩味。
除了這些翻新的設計及工業玩物以外，

土瓜灣其實多的是歷史遺留下的美。和傳
統的中式美景不同，土瓜灣區多是真正富
有香港特色的工業建築，例如美華工業大
廈本身便是舊式建築中的代表。它的工廈
設計不同於新式的華麗，反倒有一種遷就
於實用的美感——多以規矩的圓形方形為
主的修飾。而它的停車場位置，則是著名
的打卡位——港片《英雄本色》中Mark
哥落魄地窩藏在此替人抹車，經過 35
年，那些字款仍在，不動聲色地挽留着舊
日香港。位於美華工業大廈11樓，這裏
有「出土文物——土瓜灣文化造物出沒」
活動中的其中一員，「土家」。2014年由

聖雅各福群會申請資助營運「土家」（土
瓜灣故事館），有職員負責管理空間及活
動，目前，他們雖然仍沒有得到資助，但
卻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為保留土瓜灣地
區遷走的舊日小店的遺留物，收集本地特
色及保留了許多關於時光的故事，非常
「土瓜灣」。
「所以現在我們為什麼講創意旅遊

呢？因為中間有很多關於探索、經歷的
東西。這幾年韓國很成功，就是因為他
們用文化產業去包裝旅遊這件事，例
如在哪裏拍電影，就會變成一個景
色，或者他們的歌手、明星。對我
們來說，香港也應該用自己的文化
去開展創意的旅遊。」林美華
說，「我們要創造的是不可以被
複製的東西。」
另外，目前土瓜灣區仍有保
留一些舊日的「樓梯底
舖」，這些底舖對於現代人
來說堪比廢棄荒地，但無
用歸無用，建築本身就能
訴說出故事，對於珍惜
舊日情懷的香港人來
說，恐怕比高樓大廈
更價值萬千。

火「探」尋寶
藝術家匯聚「伙炭」
比起土瓜灣與深水埗本身的歷史底蘊，
其實火炭對於城市的美化來說更加顯得沒
有存在感。香港地雖不大，但足足有18
區，總有些地方因為各種元素，並不吸引
人到訪。然而這種因果關係，又正正造就
了火炭的獨特性及低廉的租金。
事實上，火炭並不偏僻，交通亦不「吊
腳」，惟其本身的地區氣質，讓人望而卻步。然
而，從2000年開始，便有不少藝術工作者在火
炭設立工作室，現已有超過180位藝術家進駐火
炭，擁有的工作室更是多達50家。藝術家們更
是集結為「伙炭」，不時展開藝術活動，讓本地
人參觀創作。是次香港設計中心的活動「香港製
造2.0」便將有特色的幾間工作室集結一起，為
遊人設立一條別樣的火「探」尋寶之路。

足夠空間低廉租金受歡迎
室內設計師及藝術家姚俊傑的工作室便在火炭
的其中一個工業大廈中，他笑言：「主要是因為
有足夠的空間、相對低廉的租金和獨立洗手
間。」他的作品在這間工作室中一覽無遺，主要
以富有設計感的畫作、牆紙等為主。「其實現在
很多香港人都很追求獨一無二的東西，所以需要
有更大的空間和角度去創作，不要吝惜一切成
本。」他說。
而另一間本地手工啤酒Carbon Brews的釀酒

廠房，以「碳」為名，象徵位於火炭。手工啤酒
其實早在多年前已經悄然興起、大行其道，香港
本地不少品牌都有屬於自己的釀酒廠，旨在打造
具有本地的特色啤酒，讓饕客品嚐出香港味道。
但是，由於香港寸土寸金，適合開設廠房的地方
有限，像火炭這樣有大空間的地區便成為首選。
Carbon Brews的負責人稱，品牌營運極具彈性，
因此每次推出的啤酒口味都十分創新，像烤棉花
糖、椰子、咖啡、熱帶水果，更有與香港著名攝
影師杜可風聯名推出的啤酒，香港味道十足。
林美華說：「事實上舊區重建的主因一般是因
為建築太舊了，基於安全問題的考慮要去
翻新改造，但另一些重建的原因是整個區
域的規劃，不會單棟去建設，所以這很難

去取捨。不過，這
在歷史上是必然會
發生的事情。作為
設計中心來說，我
們要考慮的是怎麼
樣去促使這件事做
得更有美感，更加
變成一件可以持續
的事情。」
林美華指設計中

心主要角色是去聯
結一班自己有工作
室、有屬於自己的獨特領域的人，她指出：「如
果我們不做這件事，他們可能互相不會認識，也
不會有任何聯繫。但我們要找到一個藉口，一起
去做些什麼，大家去想一下，怎麼去面對這個歷
史變化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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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設計中心業
務 總 監 林 美 華
（左）與創作者。

●「樂在製造」擔當社
區中的聯繫者，介紹社
區中有着不同活動往來
的「歇腳點」。

●懷舊水壺是舊區的獨特物件。

●舊區中的舊
物更吸引遊覽
者的興趣。

●認識舊物@夕拾。

●美華工業大廈
的停車場是英雄
本色拍攝場地。

●Y'S Concept負責人
Joe Yiu為求大空間而
於火炭駐紮。

●Y'S Concept Ltd.—介紹公司
背景、手繪壁畫示範及手繪
workshop。

●香港本地手工啤酒Carbon
Brews推出創意口味啤酒。

●嚴志明

舊區活化遊系列（上）
香港人的思變從來為人稱道，「獅子山」精神無處不在，面對曠日持久的疫情，旅遊業亦在這片彈丸之地中開發出各樣玩法，為行業留住

一線生機。作為中西交融、文化遺產獨特的國際城市，香港除了華麗高聳的大樓、遍地可見的現代化，亦有不少民間寶藏與舊區的小清新。
這些為世代香港人帶來生機的舊區逐漸式微之際，香港人開發出一條舊區活化之路，但除了救急，又是否真的能解香港旅遊業的困境？

●手工啤酒Carbon Brews
負責人Brian Leslie。

●姚柏良舊
區
聯
結
其
利
斷
金

誠然，地區氣質並不能夠全
然代表該地區中的一草一木，每
位城市建設者都有自己的特色和
方式，林美華說道：「地區形狀的
項目是沒有『配方』的，以國外的
例子來說都有各種各樣，沒有哪一種
比另一種更有優勢，香港設計中心目
前對於這種改造是沒有去到一個我們期
望的氣候，所以我們還在不斷地『搭
建』。在最初的時候其實我們是很辛苦
的，不過當這件事越來越成形，你可以見
到這些商舖、個人是有主動性的，這是我們
想做到的，因為這才是可持續發展的。」
香港中旅社副董事長姚柏良認為，活化舊區

是香港旅業非常好的一個發展方向，他說：「舊
區的活化不需要大興土木，不需要投入太多的金
錢，但就是需要花心思，需要很多不同機構的合
作。」
而香港設計中心主席嚴志明則表示：「我們期望透

過設計營商周城區活動聯繫各界創意夥伴和人才，運
用他們的資源和專業知識創造共享價值，攜手發揮

設計的影響力，為社區注入創新思維並改善
人們的生活，讓大眾發掘設計的更多可能
性及了解其社會價值，促進香港創意經
濟、旅遊的長遠發展。」
林美華說：「我們當然可以『吃老

本』，但是講歷史、講文化，我們不夠
別的地方去爭，所以深度遊對於將來的歷
史來說肯定是長遠的東西，因為這是一個

大的、必然的發展。」

●舊物亦值得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