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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地景
區，女廁門口
大排長龍，一旁的
男廁則不緊不慢隨進
隨出的場景經常可現。
針對這樣的問題，由唐勇帶
頭設計的深圳首座潮汐公廁，
去年11月在南山區小南山公園北廣場正式落地。作
為一種新型的公廁形式，該公廁在男女廁衞中間增設
多個通用蹲廁，以兩扇潮汐門連通兩端的男廁和女
廁。可根據人流、性別的使用需求調整，靈活改變男
女廁的數量，提高公廁使用率。

步入其中可看到，為保證男女廁的私密性，保障如
廁安全，潮汐廁位相比普通公廁多了兩道帶鎖的推拉
門。公園也為該公廁安排了專人管理，管理人員將根
據人流性別的使用需求實時調整潮汐門。「這個公廁
改造前男廁有6個廁格，女廁僅有4個廁格，比例不
合規，平面布局不合理，周末或早晚健身運動高峰期
存在女性排隊如廁現象。」南山區城管局環衞總站項
目辦負責人劉小英介紹，經過改造，目前男女廁位數
比例既符合規範，又能靈活滿足不同時間段的人流使
用需求。

特殊問題特殊處理 不能成為主流推廣
雖然率先提出方案，解決了一些公廁難題，但唐

勇也直言：潮汐廁所是不得已為之的方案，非

長遠之計！ 「我不支持在人流量很大的地方做潮
汐公廁，因為在不停切換的過程中，可能會
造成如廁者的認知障礙。」唐勇透露，小
南山公園的潮汐公廁位於山頂之上，
因空間位置有限，改造中難以實現
男女公廁1：2的比例。「我們
也是通過數月的觀察、大數
據調研，最終才提議採
用潮汐的方案。它是
特殊問題特殊處
理，不能成為
主 流 推
廣。

今年5月，在深圳市委
網信辦、深圳市文化廣電旅

遊體育局主辦的「探尋深圳網紅
打卡地」網絡評選活動中，共有3

個公廁入圍打卡投票環節，其中「市民
中心廣場8號公廁」躋身榜單前三，被網

友認為是必須打卡的「網紅景點」。
在這個「顏值即正義」的時代，深圳的公廁設

計無疑走在了前列。但它們能成為「網紅」，也絕
不僅因為顏值，更重要還是做到了「內外兼修」。採訪

過程中，香港文匯報記者留意觀察了「網紅」公廁的實際
使用情況，最基礎的實踐是充分考慮使用者的實際需求：公廁

內部有專人維護，設施完備，環境乾淨整
潔，地上無水漬，空氣無異味；進而是兼顧不
同類別使用者的特殊需求：如設置無障礙設施，方
便老年人和殘障人士使用，建立母嬰室方便孕婦和寶
媽；最高級還輔以高科技設施，如在公廁入口安裝LED
屏，上面顯示時間、溫度、日曆以及當時如廁人數、廁位是
否有空等，廁內情況一目了然！
毫無疑問，一個優秀的公廁，不僅僅是滿足人們的基本生理需
求，更是城市文明的一張「名片」。深圳的「網紅」公廁在這樣
的理念下應運而生，不僅向遊客彰顯了深圳這座城市的非凡魅
力，也讓生活在這座城市的人，因為家門口的公廁，對這座城市
心生敬意。

設計師唐勇的二次創業路：

角落裏也能有
從豪宅到公廁

在2016年以前，唐勇經營的是室內裝飾設計公司，服務客戶多為商業空
間、藝術空間和豪宅設計。當時公司有近50名設計師，每天忙不完的項

目讓他倍感疲倦。「我想擁有更多的時間和家人在一起，而非管理公司。」
想明白了自己的追求後，他選擇回歸家庭，每天接送女兒上下學。在這個過
程中，唐勇留意到，上小學的女兒特別不喜歡喝水。「每天水壺裏裝着多少
水上學，回家幾乎還是那麼多。我問她為什麼不喝水，她說喝多了要上廁
所，學校的廁所又髒又臭，還要排隊。」唐勇說，久而久之，已是初中的女
兒至今仍不愛喝水 。
受女兒影響，唐勇開始研究公廁問題。「我做了20多年設計，我覺得自己
有能力解決一些問題。」唐勇認為，單純從技術角度來考量，設計公廁並不
難，但凡有設計能力的人都能做。但設計師們不願意參與其中，一方面是廁
所屬於「陰暗」、「隱私」的角落，大家更願意接觸光鮮亮麗的項目；另一
方面，作為市政項目，公廁項目的利潤有限，「豪宅的設計收費比公廁高十
倍以上，工期卻短一半」。

組兩人小團隊 PPT自薦叩門
年近50，唐勇開啟了二次創業。秉承着「提升城市公廁品質」的個人理
想，他帶着一名剛畢業的學生，踏上了熟悉又陌生的創業之路。
「2017年下半年，我們唯一的工作就是做PPT。沒有門路，也不認識什麼
領導，只能拿着這個PPT去『敲門』。」國家有關部門從2015年就開始推動
「廁所革命」，當時已經將公廁改革的覆蓋範圍，從旅遊景區擴大至城市、
學校、醫院等公共場所。儘管如此，唐勇從零開始的創業路也屢吃閉門羹。
直到有一天，唐勇意外接到了南山區城管局的電話，問他是否有興趣去比
稿。「概念很新，費用很低，時間很趕。且當時政府合作的供應商庫裏
沒有執行公廁類的，領導一下子就想到了我們。」機會來之不易，唐
勇明白自己需要案例，就算可能會虧本，也必須接下這個項目！

「無界之廁」開創深圳先河
經歷3個月工期，深圳第一座「網紅」公廁於2018年7
月正式亮相。命名馬家龍「無界之廁」，因為它位處
街角的一片小樹林中，外觀是弧形的鏡面，能反
射出周圍的環境，遠觀似無形。「公廁也
可以兼具美感和實用性，我希望大
家看到它的時候，不是一個
硬邦邦、冷冰冰的龐
然大物。」唐
勇說。

馬家龍「無界之廁」開創了不少深圳先河：深圳第一
個可以收集設備使用、清潔督導、空氣質量、耗材管理等數
據的智慧公廁；第一個將兒童小便器置身露天大自然的公廁；
第一個使用節水率達90%洗手機的公廁；第一個使用具有感應功
能衞生巾置物桶的公廁……
在隨後的半年裏，唐勇至少進行了60次以上的接待參觀，其中不乏有日
本、新加坡友人。日本設計協會會長在參觀時表達了自己的訝異，「他說即
便是在東京，很多人都無法接受公廁被當成城市的藝術品設計。」

膠囊公廁提供另類解決方案
馬家龍「無界之廁」、招商路「朗讀亭」、南頭古城「新葉

園」……這些聽起來頗具文藝氣息的公廁建築，都是唐勇為
深圳打造的公廁項目。截至目前，總量多達600多個。如
果讓唐勇在這些作品中排個序，他會毫不猶豫地將馬
家龍「無界之廁」和招商路「朗讀亭」放在前二
的位置。前者是自己的第一個作品，後者則是
一個膠囊型公廁，從拼裝施工到落地僅用
了20多天。「它是另一種城市公廁解決
方案，95%的裝配，幾十道工序，
3,000多個零部件都是在工廠完
成的。最後再搬到現場吊
裝，不僅造型精巧實用，
施工工期也比較短，
可減少施工過程對
周邊居民生活
帶 來 的 影
響。」

提起深圳，有人會想到科技之源創意之都，有

人會想到山海連城綠美，有人會想到年輕、活力、

速度這樣的關鍵詞，而有人則會想到公廁。

每到節假日，來深旅遊的人歸鄉後，最想念的就是深圳的公廁。他們以「安全

感」三個字形容它：無論進入哪一間，都不用擔心有異味；紙巾、洗手液、女性特殊時

期用品，統統安排明白；還有母嬰室、化解尷尬的第三衞生間……深圳4,500餘座公廁，解

決的不僅是如廁問題，更在細節設計上映射這座城市的文明和溫度。

但事實上，這項「廁所革命」，起初推動起來也非一帆風順。「一開始，我拿着公廁設計PPT去

自薦，吃的都是閉門羹。」深圳有向空間總經理唐勇笑着說，公廁能成為一座城市的名片之

一，放在十年前絕對沒有人敢相信。而現在，由唐勇設計的深圳公廁，如南山馬家龍「無界之

廁」、招商路「朗讀亭」、南頭古城「新葉園」，還有近期備受熱議的潮汐公廁，看似不起眼

的城市角落規劃設計，成為人們閱讀城市的另一個視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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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兼修方為好公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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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口招商路附近的小區比較老舊，
「朗讀亭」所在的位置距離居民區最近

不到50米，如果圍起來施工建築，不僅不雅
觀，還會有長時間的噪音騷擾。「這裏原本就

有一個公廁，我們是做改造工作。但公示的時候，
還是遭到附近居民的強烈反對，第一是怕有味道，第

二是怕噪音，第三是怕難看，誰都不願意自己家門口是一
個黑乎乎的公廁。」
在公示的前十幾天，唐勇笑稱自己就像是一個「傳道者」，需

要逐一向居民進行解釋，不會難看，不會有味道。「這個工作挺難
的，尤其老人家是不聽解釋的，第一反應就是要投訴。我只能是一遍

又一遍地解釋，告訴他們，等我們這裏建好了，你會是第一個來上廁所的
人。」
觀看設計圖，唐勇並沒有局限於只建築公廁，在幾個錯落有致的膠囊公廁附

近，他還搭建了一些綠色景觀，如在銜接處種植一小片竹子，放置一些石頭和假
花。步入其中，膠囊公廁的鏡面外觀還能反射出周圍的樹木和來往行人，勾勒出獨特的

藝術美感。此外，針對居民擔心的氣味問題，設計團隊也嘗試了不少解決方案，「一開始
用的是傳統的方案，在窗戶旁邊掛機通風，希望用自然風來改善味道問題，當然也用了香薰，

但後來我們就發現還是『下抽上回』的方式最好。」唐勇解釋道，傳統的抽風系統會掛在空間的
上方來實現新風交
換，但事實上，因為
衞生間的濕氣比較
重，空氣循環不會往
上走，而是往下走。
「那我們就必須在下
面把濕氣抽走，再讓
新風從上面進來，實
現 新 鮮 空 氣 的 交
換。」
「『朗讀亭』正式
落地以後，有很多外
國 人 過 來 拍 照 打
卡。」唐勇介紹，後
來這套膠囊公廁也「出海」
了，有丹麥的旅遊景點前來採
購。「其實我們也想將這
些產品推廣到『一帶一
路』國家，但現在精
力確實還無法支
撐 這 些 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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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路「朗讀亭」有專人打掃衞生，環境十分乾
淨無異味。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薇 攝

◆招商路「朗讀亭」的第三衞生間裏配有成人、兒童
公廁。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薇 攝

◆◆馬家龍馬家龍「「無界之廁無界之廁」」為唐勇第一個作品為唐勇第一個作品。。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唐勇的設計團隊在南
頭古城公廁施工現場

討論設計方案。
香港文匯報
深圳傳真

◆◆南頭古城南頭古城「「新葉園新葉園」」公廁為公廁為
樹葉造型樹葉造型，，和周圍環境融為一和周圍環境融為一
體體。。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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