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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 展 公 共 空 間 」 （ 英 文 簡 稱

「HKPSI」）為一非牟利的慈善機構，由

一班在不同專業範疇工作的青年人士成

立。本會透過社區參與活動、教育活動

及學術研究，把公共空間的知識帶進社

會各階層，從而使香港市民更了解公共

空間的意義及重要性。

「拓展公共空間」與威廉懷特 （William 

H. Whyte, 1980） 分享著相似的理念：

「公共空間的出現是人類在城市裡追求

及塑造社交社會的一種表現，它因而是

連接活動的通道、分享訊息的節點及共

享文化活動的平台。」

「拓展公共空間」認為公共空間應以凝

聚公共生活為出發點——如果在公共空間

裡沒有公共生活的發生，它只會像一個

僅有軀殼但沒有靈魂的人般，僅僅存在

而非真正活著。

「拓展公共空間」的智庫團隊由不同的

專業人士組成，希望是透過實驗、研究

及社區參與等方法來打破傳統的規劃方

式，創造「你」想的公共空間。

在過一年，智庫團隊於油麻地進行為期

一年的項目。透過街訪、焦點討論、公

眾投票、公眾藝術參與等，與油麻地街

坊一起設計出成功的公共空間，並同時

研究街坊心目中「理想公共空間」的條

件，融合了社區藝術及城市家具，為香

港創造出一個以「由下而上」（bottom 

up approach）方式而成的公共空間願

景。

智庫團隊 Th ink  Tank  Team關於拓展公共空間



Public spaces as expression of human endeavor and artifacts of the social 

world are the physical and metaphysical heart of the cities, thus providing 

channels for movement,  nodes of  communication and common ground for 

cultural activities.

「拓展公共空間」與威廉懷特 （William H. Whyte, 1980） 分享著相似的理念：

「公共空間的出現是人類在城市裡追求及塑造社交社會的一種表現，它因而是連

接活動的通道、分享訊息的節點及共享文化活動的平台。」

威廉懷特 （William H. Whyte, 1980） 

「拓展公共空間」與威廉懷特 （William H. Whyte, 

1980） 分享著相似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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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檢討香港的公共空間發展，該從何入

手呢？從拓展公共空間成立之初，一直

以向市民大眾宣揚公共空間的意義及重

要性為己任。今年，我們的智庫分隊希

望透過公共空間創意實驗及一連串的社

區凝聚活動，重塑油麻地區的公共空間，

於是定出這個為期一年的「你想公園」

計劃。



話說回來，為何我們要選在油麻地區進

行這個實驗計劃，而這個地區又在我城

的公共空間議題上充當著甚麼角色？首

先，油麻地的歷史悠久，早在一百年前

已有華人聚居，形成市集一片繁榮，見

證著我城百多年來的華人社群變遷。時

至今日，油麻地已經發展得十分成熟，

每年更吸引無數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

難得這個地方仍保留着濃厚的本土特色。

油麻地的多元特色首先可從其人口結構

反映出來，根據 2011 年的人口普查，居

於油麻地區（以小規劃統計區 225計算）

的非華人佔全區人口的 21.6%，較全港

的比例 6.3%高超過 3倍。除了不同國藉，

他們亦操不同的語言，如普通話、福建

話、英語、菲律賓語、印尼語等，佔區

內人口約 22.4%，比全香港有 10.4% 人

口以非廣州話作慣用語高超過一倍。至

於在土地利用及建築特色方面，這裡能

選中油麻地

找到戰前約六層高的舊式住宅，亦有後

期的十幾層高的樓房和近年如窩打老道

八號的重建項目，陸續為油麻地帶來更

多元的人口結構。另外，這裡擁有很多

具特色的本土經濟活動，如涼茶館、果

欄、掌相命理檔、五金木材店、廚具店、

市集、食肆、電影院等在區內隨處可見，

形成了油麻地的「文化生活博物館」。

然而，隨著香港的發展巨輪繼續滾動下

去，這些特色將能如何保存下去？越趨

多元的社區能如何繼續和諧發展下去？

將落成的中九龍幹線和鄰近的高鐵香港

站及西九文化區，即將為這個老社區帶

來變化。如何繼續凝聚這社區各個社群

及保留本土特色就愈加困難，所以我們

便選在油麻地進行這場公共空間的實驗，

試行把公共藝術融入區內，繼而凝聚這

可愛多元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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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一直認為一個地區若缺少了一片理

想的公共空間，凝聚社群就只能是空話，

而公共空間之所以重要，全因它是人與

人之間建立關係的重要平台。我們相信

要著手營造理想的公共空間，可以用最

自然的手法介入，於是我們便從公園內

其中一個最不可缺少的設施 --凳 --開始，

透過公共藝術，改變大家習以為常的座

位，重新塑造大家的想象，讓公共空間

從此變得不一樣。

但是，在我們進行這個實驗的過程中，

團隊內外少不免有人疑惑，究竟一張凳

由  凳  開始

可以帶來多大的改變？事實上，一年來

的街訪、投票、觀察等每個階段，我們

一直都是摸著石頭過河，也從每個我們

遇到的人和事體會了很多。

公共空間與社區生活息息相關。為了加

深對油麻地區的認識，我們走遍大街小

巷，尋訪街坊老店背後的段段故事，又

在公園跟不同族裔的家庭互動，了解居

民的生活習慣之餘，廣結人緣為後期的

「凳上添花」工作坊和「油藝公園嘉年

華」作好準備。



THE PROCESS

街訪 焦點討論 全民投票

ch 02 ch 03 ch 04

互相了解過程

認識社區，了解街坊的生
活、他們對公共空間的看法
和使用習慣

讓社區認識我們，建立良好
關係

引起街坊興趣

鼓勵街坊發表意見

刺激街坊對公園凳的想像

先讓街坊以最容易的方式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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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間實驗 創意工作坊 嘉年華等活動

ch 05 ch 06 ch 07

實體化街坊的意願

按照街坊的意願，由專業
人士把抽象意念轉化為具
體公園凳設計

透過實驗明查暗訪用家的
反應

邀請街坊成為

設計和創作者

體現拓展公共空間、街
坊和藝術家如何合力完
成具地區特色的公共藝
術品—公園凳

從新塑造

屬於大家的公共空間

用最自然的手法將公共藝
術融入公共空間及社區

讓街坊親身享受改變了的
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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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の初體驗

每年，世界各地都有各式各樣透過公共

藝術加強社區連繫的企劃。藝術創意成

為凝聚社區的良方。這些企劃，有成功，

也有失敗。當我們看到其中的一些成功

例子，除了心中滾動，亦會幻想可否在

香港同樣實行。但我們明白所謂各處鄉

村各處例，不可將海外成功例子複製了

事，而要從社區出發，瞭解當中的人文

風情，才可發展出乎合在地情況的公共

藝術企劃。



018   

019

因此，要實踐透過藝術創意，用公共空

間中毫不起眼的凳為社區添注活力和互

動，必先了解當中不同人的生活方式、

習性以及喜好。在第一章中我們分析了

油麻地地區的人口特徵，反映出這是一

個複雜多元的社區，有不少年屆花甲的

街坊，亦有不少少數族裔人士於此生活，

近年更有不小年輕家庭搬進這個社區。

為進一步了解社區各式人物的生活，我

們走入油麻地，在不同的公共空間，如

公園和大街小巷，以街頭訪問形式與區

內街坊對話。

街頭訪問往往令人聯想到公式化的問卷

調查。問的連珠發問，答的馬馬虎虎。

因此，我們草擬的問題大部份較有啟發

性的問題，以閑談的形式進行訪問，談

談生活、談談油麻地的公園，再談談以

往在不同公共空間的體驗，令每一個訪

問都變得具體，而並非死板的數據。我

們希望一方面收集地區人士的資料，另

一方面透過對話觸發他們對公共空間的

想像。在訪問前，我們會先記錄對方的

特徵，從而歸納使用油麻地公共空間的

主要群組。對談內容主要分成三個部份，

第一部份主要是希望了解受訪者的生活，

如他們是否油麻地的居民，在來到這個

公共空間前去了甚麼地方，離開這個公

共空間後又會到甚麼地方，從而了解公

共空間在他們日常生活中的角色。第二

部份是有關他們使用公共空間的情況和

習慣，例如他們在這個公共空間裡會進

行甚麼活動，選擇到這個公共空間的原

因，認為這個公共空間有甚麼需要改善

之處。第三部份則會問及他們最喜歡的

公共空間，以此了解他們在公共空間的

喜好。我們在 2014 年的夏天開展街訪活

動，在油麻地的公共空間內總共完成了

59 個訪問。

油 麻 地 是 個 複 雜 多 元 的 社 區



從街訪結果所見，油麻地的公共空間內

最常見的群組是長者。在 59 個訪談中，

受訪對象是長者的佔總數一半，有 28位；

其次是一些在附近工作的人仕，有 14位；

而由媽媽及小朋友組成的家庭組合即有

11 組，其餘的受訪對象包括青少年和遊

客。在油麻地的公共空間中能找到不同

群組，包括長者、家庭組合、青少年、

在職人仕及遊客，反映出油麻地是個多

元社區。社區 既有住宅，亦有商業活動，

更有觀光景點，整個社區扮演著各樣不

同的角色。這樣多元的背景令人留意到

設計公共藝術企劃時，對象不是單一群

組，必須留意不同群組的需要。

公共空間使用者的人口特徵

較多元，但以長者較多，其次是媽媽及小朋友。

長者

47%

家庭

19%

在職人士

24%

小童／青年

7%

遊客

3%

A B C D

長者 工作人士家庭 小童／青年

E

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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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公園

街訪結果亦反映出在油麻地的公共空間

內，大部份使用者都是在區內居住，其

中約八成人在油尖旺區居住，顯示出油

麻地的公共空間與區內街坊的生活息息

相關。再者，透過瞭解受訪者使用公共

空間前後的活動路綫，當中有三成人以

使用該公共空間為主要目的。對他們來

說，公共空間是一個明確的目的地，而

非偶然到訪的地點。這些都顯示出公共

空間在區內街坊生活中的重要性。因此

將藝術創意注入公共空間正是加強社區

聯係的好渠道。

前往公共空間的路徑

不少人乃專程到公共空間活動，並非偶然到訪。

受訪地點包括

駿發花園電影中心對出空間

駿發花園內的公園

榕樹頭公園

窩打老道／廣東道休憩花園

砵蘭街／文明里休憩處

眾坊街休憩花園

西貢街遊樂場

上海街／街市街遊樂揚

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旁

油尖旺寵物公園

炮臺街休憩處

鴉打街臨時遊樂場

文明里休憩處

廟街／甘肅街臨時休憩花園

寧波街／上海街休憩花園

由哪裡來到公園 離開公園去哪裡

果欄

佐敦

旺角油麻地一帶

附近賣東西的地方

拜完神買完菜

超級市場

港島區

飲完茶

附近

街市

圖書館

位於中西區的家

學校

公司

從學校接孩子放學

屋企 (44%)

其
他

答
案 朋友家

約了朋友在旺角

約了朋友在油麻地

食煲仔飯

高山劇場

去買菜或者回家

深水埗

港島區

街市

補習

公司

屋企 (68%)

其
他

答
案

離開公園



我們訪談的第二部份主要研究區內街坊

使用公共空間的情況和習慣。結果發現，

在區內有近六成人都選擇在公共空間內

休息，亦有兩成人會在公園內與朋友聊

天，一成三人在空間內嬉戲。其餘的受訪

者在公共空間內主要進行的活動為放狗、

吃東西、等人和玩電話。這些活動當中，

大部分都較為靜態，未必需要與身邊的

人互動交流，甚至乎可以單獨自閉進行。

單看表面結果，我們可能以為公共空間 

以靜態活動為主，欠缺交流，其實經過

我們的細心觀察，事實并非如此。即使

他們表面是在休息，他們其實會不期然

觀察公共空間四周和其他人的活動。有

時可能會發現俊男美女，亦可能發現形

跡可疑的人。如果對方是前者，就可能

一望傾心；如果是後者，恐怕驚心多過

傾心。這種觀察、注視、以及眼神接觸

縱使比較被動，其實也是交流。目前在

油麻地的公共空間，被動的交流較多，

而主動積極的互動的確較少。有見及此，

我們希望設計出來的凳一方面可以促進

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從而加強社區連繫。

另一方面，我們亦要滿足部分街坊有時

希望享受一個人的浪漫。因此，我們的

設計需要鼓勵交流，亦同時容許享受一

些私人時間的需要。

在公共空間的主要活動

60
%

20
%

R
E
S
T

C
H

A
T

休
息

聊
天

13%
P
LAY

嬉
戲

7%
O

TH
E
R
S

其
他

大部分都較為靜態，以被動的交流較多，主動積極的互動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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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我們亦探討了受訪對象選擇到該公

共空間的原因。地點方便是最多受訪者

選擇的原因，佔了超過四成受訪者，其

次有三成人前往公園的原因為公園內提

供的座椅、一成六受訪者前來與其他朋

友見面。因公共空間內空氣較流通和園

內有遮蔭的地方則各佔一成。至於公共

空間內有甚麼要改善，三分一受訪對者

公園內的座椅需要改善，有些認為座椅

數目不足，有些則認為凳的物料太吸熱。

這些結果都反映了公共空間內凳是很重

要的一環，我們從凳入手確實恰當。而

想深一層，他們提到的選擇原因和改善

建議其實圍繞的，都是座椅舒適度的問

題，因此設計出舒適的座椅是基本要求。

然而，甚麼是舒適因人而異，在訪問中

有人是因為該公共空間有遮蔭才到該處，

亦有受訪對象去公共空間的主要原因是

曬太陽。另外，舒適的指標亦可能因時

而變，訪問時是夏天，受訪者當然會著

眼於遮蔭和通風；然而到了冬天，受訪

者可能就會覺得公共空間太陰涼。因此

在設計時，我們要考慮到如何照顧不同

人對舒適度的不同需要，而且這些需要

可能因時而變，產品設計者便可多花心

思設計出能照顧不同使用者需要的產品。

當然，設計者同時亦需要考慮到成本和

實際使用上的問題。有見油麻地社區長

者甚眾，因而我們所設計的凳必需方便

使用，應付不同人士在不同時候的需要。

公共空間值得改善之處

三分一受訪者認為公園座椅需要改善，包括座椅數目不足及凳的物料太吸熱。

細節如凳的物料都可影響使用者對公共空間的觀感。座椅舒適度是一大考量。



到了訪談的第三部份，我們與受訪對象

傾談到他們最喜歡的公共空間時，有很

多受訪對象都偏好一些較大型屬區域性

的公共空間，如九龍公園和香港動植物

公園。他們喜歡這些公共空間的主要原

因是它們提供較多元的設施，以滿足不

同種類的活動，所以較富趣味。油麻地

人煙稠密，區內的公共空間大部份都是

「嬌小玲瓏」，很難提供各式各樣的康

體設施。但是面積小是否代表沒有趣味

呢？我們希望透過這個企劃，利用結合

藝術創意的座椅，為區內的公共空間添

趣。另一方面，有不少受訪對象都說他

們身在的公共空間是他們最喜歡的公共

空間，他們對這社區的感情令人鼓舞，

而我們的藝術企劃正希望展現及發揚這

種感情。

縱 然 面 積 細 小， 不 少 街 坊 都 喜 歡 區 內 的 公 共 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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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公園問卷

形容受訪者特徵（如年紀、性別、工作、與誰同行）

是否當區居民

受訪地點

來這公共空間前去了甚麼地方

離開這個公共空間後會到甚麼地方

用了多少時間抵達這公共空間？

正在這個公共空間裡進行甚麼活動

為何選擇在這公共空間進行

這個空間給你的感覺

這個公共空間有甚麼需要改善之處

會多經常到公共空間？並進行什麼活動？

哪個是你最喜歡 / 討厭的公共空間？

你對可移動的街道家具有何看法？



透 過 街 訪

我 們 與 油 麻 地 的 街 坊

展 開 對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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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街訪，我們以第一身初探油麻地，

切身了解到油麻地是一個多元的社區，

如何照顧不同人的需要成為我們設計的

主旋律。而訪問的結果反映了公共空間

是區內街坊生活的重要一環，為我們希

望以藝術創意界入公共空間從而加強社

區歸屬感的目標打了一枝強心針。受訪

者在公共空間的活動和喜好，令我們了

解到設計必須提供不同選擇，不論是公

共空間中人與人交流的不同深淺程度抑

或各人對舒適度的不同演繹，我們都要

注意，而在提供選擇和彈性時，我們要

找出較簡單的設計以照顧區內眾多的長

者。另一方面，我們的企劃應為區內的

公共空間增添活動和樂趣，令區內的街

坊更喜歡這裡的公共空間。我們亦應提

供平台，讓對油麻地有感情的人能將他

們的感情表達出來的，從而發揚在地的

歸屬感。我們本著以上觀察，正式推展

我們的公共藝術企劃，啟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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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ENGAGEMENT
SESSIONS

Venue
Henry G. Leong Yaumatei Community Centre

Date
2 Saturdays in August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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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訪只是我們開始認識這社區的第一步，

為了更深入了解區內不同組群對公共空

間的看法和他們的需要，我們在 2014 年

8 月舉行了兩場焦點小組討論，讓街坊能

分享各自的想法及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焦點小組討論與街訪所達到的效果大不

相同，設計焦點小組討論時，我們會考

慮如何把不同背景的參加者分組，什麼

地點舉辦小組討論會較方便街坊前往及

怎樣營造令人暢所欲言的氣氛。如果這

個活動不方便街坊或不能令他們放心表

達自己的意見，就不是一個成功的焦點

小組討論。所以我們最後選擇在油麻地

梁顯利社區中心進行，這是街坊們日常

主要的活動中心，又鄰近「榕樹頭」、

住宅區、市集、公園和街市等，非常方

便。

除了地點便利，事前我們還做了很多準

備功夫，例如我們的團隊先於油麻地作

實地考察，起碼對當區地理位置、設施、

交通、主要建築物、甚至社區熱話等有

不只「吹水」這麼簡單

初步認識。另外，還為了方便參加者進

行討論，我們預先製作了簡易的地圖，

但仍考慮到未必人人都懂得看地圖，所

以印製了很多油麻地街道及公園的照片，

希望使討論能更具體易明。最後我們還

向區議員取經，了解平時他們與街坊溝

通的心德。

在討論正式開始前，我們為每組的主持

人及筆錄員簡介一次項目的背景及油麻

地區內公園的一些資料，使他們有更深

入了解，確保他們能有效促進討論。活

動當日我們安排約八至十人一組，並分

為長者及其他街坊兩大主要組別。非常

感謝各主持人的努力，雖然部分年長的

參加者都較慢熱，但最後主持人都能營

造出輕鬆的氣氛，使大家就像跟朋友或

鄰居聊天一樣。我們期望參與的人不會

感到有尊卑高低之分，每個人不論學歷、

居住年資或性別等，他們的意見都是同

等重要，必須受到尊重。這種氣氛鼓勵

了參與者多發言，而主持人則保持中立

意見以促進討論。

焦 點 小 組 討 論 小 貼 士

進行焦點小組討論時必須提供簡單易明

的背景資料、避免使用太過技術性的用

詞或術語及要定立明確的討論目的，否

則參與者會難以明白，而且妨礙他們表

達個人見解。討論中並非要教導大家甚

麼城市設計的理論，而是分享參與者的

親身經驗及意見，例如他們在公園常做

什麼活動，公園應該改善什麼地方等。

我們亦認為圖畫有時更勝文字，故此我

們同時提供了紙筆，鼓勵參與者畫出自

己的想法。



油麻地停車場大廈

上海街

廟街
露天市集

西
九
龍
走
廊

梁顯利
油麻地
社區

服務中心

球場

油麻地
警署

上海街
街市街
遊樂場

眾
坊
街

榕樹頭

天后廟

油麻地
母嬰健康院

油麻地
玉器市場

廣東道

廟街

焦點
小組

實驗
地點

油麻地社區小背景

如第二章提及，油麻地是個多元社區。

是次我們焦點小組的選址梁顯利社區服

務中心，以及其後的實驗地點上海街／

街市街遊樂場，正座落於榕樹頭、油麻

地警署等社區地標一帶。

01

04

03

02

焦 點 小 組 詳 情

地點

梁顯利油麻地社區服務中心

日期

2014 年 8 月兩個星期六

形式

每組 8-10 位參加者

分為長者及其他街坊兩大

主要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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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  THROUGH YAU MA  TE I

01 02

03 04



THIS IS 
WHERE
OUR DIALOGUE 
BEGAN

經過分享各方意見和熱烈討論後，我們

就公園的 (1) 環境及管理、(2) 活動及設

施和 (3) 社區連繫三方面總結參加者曾提

及的問題和建議方案：

吹水大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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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現時公園的空間不足、出入口不足、

品流較為複雜及環境衛生欠佳。

設計建議

更開放式的公園設計，盡量減少不必

要的欄杆及圍牆，增加照明，並在設

計上減少陰暗角。此舉有助增加公園

的光線及空氣流通，而開放式設計有

助提高使用者的自律性，改善治安

及環境衛生，令使用者感覺更安全，

增加公園的使用率。

公園的環境與管理
問題

公園使用者發出噪音，影響民居。

設計建議

由於噪音來源是使用者在公園內進

行歌舞等活動造成，建議公園的表

演及活動空間可處於距離民居較遠

的地方，加入樹木等分隔兩個不同

區域，於靠近民居的地方主要安放

供靜態活動的設施 （如座椅、藝術

裝置等）。

問題

公園內種植的植物不吸引。

設計建議

可選擇種植不同品種的植物，並加

入一些常綠植物，尤其是有香味的

花，九里香、茉莉、白蘭花、桂花、

米仔蘭、羅漢松等。若公園能種有

一些於特定季節才開的花，能提醒

遊人不同季節的來臨。公園亦可利

用部分空間嘗試讓市民在公園內種

植自己的植物。

0
1

0
4

0
5

ENTRANCE
START FROM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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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小型公園的連接性不足。

設計建議

加設指示及地圖，並於通往各小型公

園之間的路段以具特色的（園境 / 城

市）設計手法以增加其連接性。亦可

考慮於假日把小街劃作行人專用區，

從而連接小公園，更可以舉辦節慶

活動。

問題

臨近馬路或行車天橋的公園較多噪

音，而空氣污染嚴重。

設計建議

臨近馬路邊的公園部分可栽種較高

身的植物，而接近公園的行車天橋

路段則需要加設隔音屏障。

HKpSI

HKpSI

HKpSI

HKpSI

oth erpark s
0
3

0
2

03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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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公園提供的設施不足，特別是為老人

家及小朋友而設的設施，做運動的

鋼架不夠，較少使用者在公園進食。

設計建議

增設各式室外健身設施給老人家或

其他遊人使用，如供做運動的鋼架。

公園亦可添置更多能啟發兒童創意，

並鼓勵他們運動的遊樂設施。此外，

供老人家及小朋友活動的設施宜有

適當的融合設計，既可促進他們之

間的互動，又能避免兩者進行靜態

／動態活動時互相干擾的情況。

0
1

活動與設施 及 社區連繫

問題

公園活力不足。

設計建議

加入噴水池及水景可以增添公園活

力，最理想是水景可以令使用者能進

行互動，但設計上亦要顧及安全性。

公園在管理上應鼓勵市民利用公園

舉辦活動，亦可以透過管理者在公園

空間主動舉辦／推廣各類社區活動。

公園的設計應保留彈性，使公園可

以因應不同時間／節日來改變空間

的用途，例如作為臨時市集等。

0
2

問題

增加社區凝聚力。

設計建議

提供更多表演及活動空間，使使用者

有更多機會進行互動。椅子設計可以

更有利進行聊天討論，亦可加入沙

池設計，使小朋友之間有互動機會，

不同種族的小朋友可以有更多機會

接觸。公園設計亦要促進不同年齡

層的互動，並加入具油麻地特色／

獨特性的設計元素。

0
6

問題

靜態／動態活動互相干擾。

設計建議

公園可分為靜態／動態活動區域，

在設計上應避免各活動互相干擾，

但又可保持兩者之間的互動，例如

在公園休息、進餐的使用者可於公

園內觀賞動態活動，如球類活動等。

球類活動可以有一些特定的劃分區

域，或是限制進行球類活動的時段。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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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寵物也有權利使用空間，但擔心較

大的寵物會威脅其他使用者的安全。

設計建議

可設時間限制寵物進入公園的時段，

以避免與小孩及老人有使用上的衝

突，或設立一個特定區域，例如公

園內設立一個有圍欄的地方專給寵

物遊玩，主人則在圍欄外，及增設

寵物設施，如廁所、沙池、垃圾筒，

保持環境衛生。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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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椅子不多／不舒服，缺乏可以讓一

班人坐在一起談天討論的凳，缺乏

有蓋遮蔭處，座椅旁亦欠缺桌子。

設計建議

椅子要疏水，亦要有遮蓋，能遮太

陽和雨，可考慮加圍繞樹的圓形椅。

椅子可以不只是椅子，更可以是裝

置藝術，如木板椅由地面延伸，與

地面有聯繫等設計。椅子最好有不

同種類，例如給個人或一組人便用

以配合不同人需要，亦可加設桌子，

供人進餐及放置物品。但長者一般

較喜歡傳統有靠背的椅子，太矮的

椅子會令他們使用後站立時有困難。

而且亦應為長椅有扶手相隔是合當，

因為可避免露宿者。

0
4



公園一向都係咁，一直以來都

係咁用啦。

係囉，有多啲公園埋好啲囉，

可以去行下。

不過好似記得以前啲公園週不

時聞到花香味，依家好似唔係

好覺嗱。

係喎，講起又好似係，記得我

細個時返學，每朝經過一個小

公園都一定聞到白蘭花香。每

次聞到花香心情都會好啲。

係喎係喎，我都好記得白蘭花

香，但個種回憶好似係好多年

前嗱，仲有茉莉花、米仔蘭，

個啲花香真係好令人懷念。

其實個啲香味真係可以令人對

個個地方印象深刻啲。

我們有時會得到共鳴 在討論中…

陳婆婆：

王　伯：

李婆婆：

陳婆婆：

王　伯：

李婆婆：

陳婆婆

李婆婆王　伯

共鳴



040   

041

我們有時會和而不同

我有養狗仔，其實我都想公園

可以俾狗仔入。

但係啲狗會攪到啲地方好污

糟，又隨地大小便。

咁其實係啲主人冇公德心姐。

如果大家都有公德心咪冇問題

囉。

但又有幾多個人好似你咁有公

德心呀，依家就算冇狗入個啲

公園埋一樣咁污糟。

講到尾埋係公德心問題。當然

如果多啲狗厠所方便啲，啲人

就肯做多啲。

咁又係，好似如果垃圾桶周圍

都有，你都唔差行多兩步，將

垃圾掉去垃圾桶啦。

張叔叔：

陳太太：

張叔叔：

王伯：

張叔叔：

陳太太：

張叔叔

陳太太

王　伯

和而不同



我們有時會想到新方案

眾　人：

主持人：

黃　太：

陳婆婆：

陳太太：

李先生：

黃　太：

公園的凳真係唔太舒服呢。

還可以啦，都係咁啦，冇咩特

別，都幾好。

有時啲位唔夠坐，又或者啲凳

分得太開，想同幾個朋友一切

坐低傾下偈都唔係咁舒服方

便，有啲位又太曬。

如果擺啲可以搬的凳向公園裡

面，你地又點睇？

咁又唔得，唔洗一日都俾人偷

曬啦。

最驚啲小朋友跌親，甚至攞黎

打架。

咁又唔會咁誇張卦，連凳都唔

識坐？係可能會俾人偷就真。

如果唔好諗會俾人偷，你地又

鍾唔鍾意可以隨意搬的凳？

黃　太：

陳婆婆：

陳太太：

主持人：

陳婆婆：

黃　太：

李先生：

主持人：

咁又唔錯既。話曬自己鍾意搬

去邊度坐都得。

咁你地有咩方法可以減低啲凳

俾人偷口既機會呢？

揾人睇住佢囉？

二十四小時睇？咁多點睇？ 

不如整重啲。

太重又搬唔起，失去原本意

義。你話如果印住係政府公物

有冇用呢？

應該都有啲阻嚇作用，但係好

難睇。不如一係唔整，一整就

要整靚啲，設計到好似藝術擺

設咁，又搶眼，一被人搬出條

街啲人實知佢偷嘢。

咁又係，如果大家都鍾意個啲

凳，睇到佢俾人搬走一定出聲。

不過夜晚最好都係收返埋。

陳婆婆

王　伯

主持人

M C

陳太太

M C

M C

M C

黃　太

李先生

想到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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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小組中並沒有「正確」或「錯誤」。

最有價值的地方是能夠令用者帶出自己

的想法和大家一起解決問題，從中每個

參與者都可以了解到他人的需要。我們

非常感謝參與者花了星期六的休息時間，

給了我們寶貴的意見！經過焦點小組討

論和街頭訪問之後，我們對油麻地社區

的需要和特點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現在

是時候進入下一階段－讓街坊用創意設

計他們喜歡的公園椅子。

進入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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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N I V E R S A L
S U F F R A G E

of

全 民 選 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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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焦點討論中收集了一些街坊對於

椅子的看法，發現每當街坊談起這話題，

他們印象中對的公園椅子總是傳統固定

的長椅，由鐵或是木製造，可坐兩至三

人，並以手柄分隔。

「你喜歡怎樣的公園座椅？」



可以用來工作的桌子與坐椅組合

休閒聊天的豆豆袋

融入場地的坐椅

與水池相連的坐椅

任人躺下的坐椅

讓人坐得很端正的座椅

01

02

03

04

05

06

01 02

03 04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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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計設如此深入民心，是因為這是大

家最喜歡的設計，還是大家都被日常所

見而潛移默化，所以認為公園坐椅就應

這樣？

公園是我們享受公共生活的場所，椅子

作為其中的城市家俱，理應有不同的設

計以配合不同的功用，而多樣性的設計

亦可切合不同用家的喜好。就如我們家

裡的坐椅，大家也會精挑細選一番。

可是，試想想，若有人問「你認為公園

的椅子有甚麼用途 ?」或者是「你喜歡怎

樣的公園椅子？」，你會如何回答呢？  

要憑空想像，或許會難到大家。在日常

生活去到公園的時候，街坊都只是因應

當時不同的天氣、環境、心情等等，憑

著直覺坐下，哪會去特別考究椅子是甚

麼設計呢？

其實街坊的「直覺」就正是我們要考究

的課題了。所以，我們廣泛地收集街坊

對椅子的喜好，並柝解其背後的原因，

同時讓他們啟發對公園椅子的想象力，

發現椅子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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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對象有很多都是油麻地的公園常

客　　老人家、小朋友及少數族裔家庭，

要有效地收集數據又同時引發他們對椅

子的想象力，必須在活動上花點心思。

全民投票貼貼紙



首先，我們創作了二十五

種公園椅子的卡通圖畫，

然後舉行了一星期的展

覽及投票活動，希望市民

選出他們最喜愛的椅子設

計。展覽是在區內的一家

電影院大堂進行，同時義

工拿著相應的小型展板走

到油麻地的公園和大街小

巷進行街頭投票。街坊只

要在展板上，把我們準備

的貼紙貼在自己喜歡的設

計旁就可完成投票。

藉著圖象創作，我們為街

坊展現椅子的可能性，打

破他們傳統的想象。這亦

是最易明的方式，讓街坊

認識不同的設計。於趣緻

的圖畫上貼貼紙投票，不論

大人小朋友或長者都可參與

其中，簡單直接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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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收

集意見
的設計

，對於

油麻地
的老人

家、小
朋友及

少數族
裔家庭

來說尤
其有效

。這

是因為
他們沒

有專業
的知識

，所

以即使
他們是

公園大
多數時

間的用

家，他
們對於

一些設
計術語

及理

論，往
往覺得

自己微
不足道

，

需要鼓
勵或被

引起興
趣才

願意說
出想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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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10
Favourite Sitting Objects

Obj01

Shaded Bench
Most voters are interested 
into the shaded bench as the 
climate of Hong Kong is humid 
subtropical which is hot and 
humid in summer.

ITEM25

Obj02

Lawn/Landform
P e o p le  c a n  i n t e g r at e  i n t o 
the nature with the lawn and 
landform in a public space to 
get rid of the stressful concrete 
jungle.

ITEM05

Obj03

Bench ard a tree
Lounging around with your best 
friend under a bench around tree 
not only makes you closer to the 
nature, but also your friend who 
might be your +1.

ITEM21

Obj04

Swing
Do you still remember how it was 
when you play with swings with 
your friends? This swinging chair 
recalls our memory from the 
deep of our hearts.

ITEM20

Obj05

Water feature edge
Water feature cannot only cool 
down the urban environment 
but also create a d ivers if ied 
soundscape in a bustle city.

ITEM24

Obj06

Wood bench
A wood bench with a traditional 
design caters the need for the 
people who choose safety as their 
most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ITEM15

Obj07

Movable Chair
A  m o v a b l e  c h a i r  p r o v i d e s 
opportunities in place making and 
social interaction by rearranging 
seating and composition of the 
chair.

ITEM01

Obj08

Seesaw
To experiment the law of gravity, 
a seesaw is more than a chair for 
you and your friends to spend an 
afternoon.

ITEM14

Obj09

Sleeping Bench
Lying on a sleeping bench under 
the sun,  taking a nap after a 
fruitful lunch, how wonderful it 
is!

ITEM18

Obj10

Water Pipe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chatt ing,  playing tricks with 
friends in huge and funny water 
p i pes  l i ke  how the  cartoon 
characters do?

ITE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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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根據之前聚焦小組活動上參與者與

我們分享的生活體驗，以及世界各地的不

同示例，為今次全民投票創作了 25 款座

椅。除了實用性長椅外，我們也希望選

民能「突破框框」，考慮一些在香港並

不常見的座椅設計，例如大水管、轆轆

凳和木箱等等，了解他們對不同座椅設

計的接受程度和對嶄新設計概念的意見。 

活動於一星期內收集了超過 900 票，以

下羅列了全民選凳活動中選出十大最理

想的凳，當中各具特色，特顯街坊對舒

適、趣味和自然環境的訴求。

「十大我最喜愛的凳」



01
S

H
A

D
E

D
 B

E
N

C
H

香港屬於亞熱帶潮濕氣候，夏天高溫多

雨，選民自然特別偏愛對有遮蔭擋雨功

能的凳。

有遮凳

有遮凳
shaded bench

正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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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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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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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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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M

每天置身在石屎森林之中，草地和園境

裝置最能使人融入自然，忙卻世俗繁憂。

草

草
lawn/landform

KEEP
CALM

AND

V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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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良朋知己坐在樹蔭下聊天乘涼，一方

面能親近植物，另一方面還可以趁「樹

蔭有一隻蟬」而開展一些浪漫故事。

圍住樹

圍住樹
bench around a tree

ME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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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S

w
in

g

童年時那個你，還記得和你兄弟姐妹玩

過的韆鞦嗎？能帶你一飛衝天去的凳，

看來勾起大家不少美好的童年回憶⋯⋯

韆鞦

韆鞦
swing



水池邊
water feature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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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炎熱又喧鬧的城市內，水體不但能為

周邊環境降溫，水流動所帶來的潺潺水

聲更可為繁囂的城市帶來自然的氣息。

水池邊

WOW



062   

063

木長椅
wood bench

06
W

o
o

d
 b

e
n

c
h

傳統木製長椅四平八穩，深受追求成熟

穩重的人喜愛。

木長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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轆轆凳能屈能伸能搬能郁，隨意把轆凳

放到自己喜歡的位置，或組成不同組合，

為空間營造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帶來無限

可能。

轆轆凳

My 
choice!

THEY
轆

good
轆凳

moveable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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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搖板
seesaw

08
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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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能夠和朋友一起體驗萬有引力的椅子，

隨著不斷的起起伏伏，和不斷嘲笑對方

比自己更笨重的時候，椅子可以為人們

帶來樂趣。

搖搖板



可瞓覺凳
sleeping bench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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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像你能找到一張可以躺睡的椅子，

任由陽光灑在你的身上，安靜地享受飯

後小午睡，是一件多麼寫意的事情！

可訓覺凳

Zzz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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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W

a
t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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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小時候看到卡通片主角和朋友們坐在

大水管上聊天、玩遊戲、甚至避雨，總

會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裝置。

水管

My
Dream

水管
water pipe

我 投 一 票



在得票最低的選擇中，有很輕易被人隨

意移動的椅子，包括摺凳、挨拼椅，這

在油麻地的街坊眼中並不討好。街坊擔

心這些椅子太輕易被人偷去，甚至直覺

會成為壞分子打架的武器（摺凳 ! ？）。

另外，不論是鐵通、石或者是箱，大家

覺得質感形狀有欠舒適之餘，更覺得這

對於老人家來說是不夠穩妥，不符合社

區需要。

對於家長來說，最關注的莫過於是喜愛

跑跑跳跳的小朋友了。他們對於容易推

倒的摺凳和挨拼椅有份外的危機意識，

認為小朋友在玩耍時會很易推倒坐椅而

造成意外，亦怕粗糙的石會弄傷小朋友。

總括而言，街坊對公共椅子最關注的元

素是舒適性、安全性和趣味性。

街坊的關注

除了以上十大得票最高的街坊至愛外，

我們亦可看看得票最低的椅子有甚麼共

通點，幫助我們掌握公眾的需要和關注。

安全性 趣味性舒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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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拼椅
back chair

I KNoW
THAT FEEL, Bro!

L
E

A
S

T
 P

O
P

U
L

A
R

挨拼椅

叱咤凳壇我最唔特別喜愛公園凳 最後五強

鐵通
railing

鐵通

YAY!
WE'vE MADE IT

To the
bottom 5!

摺凳
foldable chair摺凳

箱
box

箱

石
stone石



Where's my DREAM chair?

您想的凳

透過綜合市民投選最喜歡的凳頭十位的

特點，我們為製造理想的凳定下了設計

準則：

S i g h .  I ' v e  b e e n  s i t t i n g  h e r e  f o r  c e n t u r i e s

t h i n k i n g  a b o u t  h o w  I  c a n  i m p r o v e  m y  c h a i r.

C a n  a n y b o d y  g i v e  m e  s o m e  t h o u g h t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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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夏天日照時間長，有遮蔭功能的凳能為

使用者提供比較舒適的環境。

有遮蔭效果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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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香港是個石屎森林，設計凳時應考慮融

入自然元素能夠拉近人與自然的距離，令使

用者融入公園之中。

可融入自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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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
e

g
r

a
t

e
d

 w
it

h
 t

h
e

 n
a

t
u

r
a

l
 e

n
v

ir
o

n
m

e
n

t

凳除了可以讓人休息，還可透過精心的設

計增加其他功能，如實用性（凳上附加桌

面）、藝術功能（主題及顏色設計）和社會

性質（增加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等，配合不

同需要，使公共空間可進行的活動變得更多

元化。

多功能性

03
M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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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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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特別的設計，如形狀、物料等，使凳本

身能成為人與人之間的話題，從而改變人們

對公園凳既定的想法，增加生活樂趣。

有趣味性

04
In

t
e

r
e

s
t

in
g



經過街頭訪問、焦點討論及街坊投票後，

我們了解到這個社區的特性，亦分析了

街坊的喜好與關注。接下來，我們就要

設計椅子的雛形了。

在設計的過程，我們不但要考慮街坊的

需要和喜好，同時要平衡我們的資源和

時間，從而去設計這張椅子來測試街坊

的反應。

參考了街坊投選的「十大我最喜愛的

凳」，我們最後決定了以轆轆凳作為設

計雛形。可移動的轆轆凳具靈活性，而

街坊亦可以隨自己喜好把椅子移動，有

利於實驗中發掘不同用家的喜好。

實驗椅子的設計雛形

另外，轆轆凳有別於其他可移動的椅子，

包括摺凳及挨拼椅，它們都是得票最底

的。這是因為它有趣的外形嗎？還是因

為它附有桌子這特性？街坊會如何在公

園利用桌子這功能？而街坊所關注的保

安及安全性的問題又可以如何去解決？ 

可能很多人對轆轆凳的安全性和保安問

題有很多疑問，我們將把街坊喜愛的元

素及關注融入設計雛形當中，然後把製

成品放置於油麻地的公園內進行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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轆轆凳安全嗎？

會否被偷走？

我外形有趣？

街坊會怎

利用桌子？

受歡迎因為

我有桌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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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轆轆凳放置在公共空間內，它們

可會被偷走或損壞嗎？它們會否對使用

者造成危險？這些是我們在社區交流活

動中，街坊對在公共空間 放置轆轆凳最

大的疑問。所以 HKPSI 希望擧辦轆轆凳

實驗來解答這些問題。

利用我們從街頭訪問、焦點討論和公眾

投票搜集回來的成果和意見，HKPSI 首

先設計了兩張轆轆凳。兩張轆轆凳都具

備滑輪，使用者可隨意移動座椅。其中

一款設計附有桌面，另外一款設計則設

有椅背。這些具有滑輪和桌面的轆轆凳

都是創新的街道家具，在香港的公共空

間內從來沒有出現過。

入 實 驗 室 坐

轆 轆 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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轆 轆 凳 的 初 期 設 計 和 概 念



HKPSI 在設計這兩款轆轆凳期間進行了

詳細的討論，平衡了我們在交流活動中

所聽到有關街坊的需求和考慮。

轆轆凳是如何煉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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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 燈 燈 凳  ！ 兩 款 轆 轆 凳 隆 重 登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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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座椅加裝滑輪的概念是源於本地

居民希望在公共空間 進行多元化活動的

期望。從我們的街頭訪問，我們發現油

麻地是一個相當多元的社區，所以一張

充滿靈活性的轆轆凳便能切實地滿足不

同使用者的需求。坐在樹蔭下乘涼、在

陽光下休憩、圍圈與家人／朋友交流，

這些就是轆轆凳可以造就的可能性，是

傳統固定座椅不能成全的。每張轆轆凳

均為單座位設計，以回應街坊對私人空

間的訴求。但同時，座位的闊道可容納

兩個人，讓家人、情侶、夫妻和朋友可

在公共空間有更多交流互動的空間。

這個計劃除了是要測試在公共空間擺放

轆轆凳這個概念之外，另外一個重要目

的是要透過藝術凝聚社區，把藝術帶進

日常生活當中，而我們選擇了以轆轆凳

作 達成這個目標的工具。轆轆凳的表面

因此特意留白，讓我們有機會在下一回

的公眾活動中，邀請地區人士為這些轆

轆凳油上色彩。我們將會在下一章發現，

參與油凳活動的人士年齡和背景廣泛，

創意在他們的畫筆下發揮得淋漓盡致，

為每張轆轆凳油上充滿油麻地特色的設

計。

意念源於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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轆轆凳的靈活性引伸出對安全性的考慮。

由於長者和小童是油麻地公共空間的最

經常的使用者，安全是大家最大的考慮，

所以我們決定設計一張「穩重」的轆轆

凳，以平衡靈活性和安全性的考量。首

先，每張轆轆凳只是單邊設有兩個滑輪，

而非四角都裝有滑輪，這可防止轆轆凳

在公共空間內太隨意滑動，對街坊造成

危險。所以要移動轆轆凳時，使用者需

要先從旁邊把轆轆凳抬起，然後才能把

它拉到心中所想的位置。這設計變相讓

轆轆凳加上了「安全鎖」。同時，我們 

每張轆轆凳加上圖文並茂的安全使用標

籤，讓使用者了解最適當使用轆轆凳的

方法。

HKPSI 的設計師除了設計出平衡靈活

性和安全性的椅子外，同時對座椅的外

觀和舒適度亦十分重視，以回應街坊希

望公共空間能更有玩味和舒適的訴求。

兩款轆轆凳的設計都呈流綫型，是現代

設計當中很受歡迎的元素之一，令轆轆

凳更有趣和舒服。轆轆凳的正面和背面

都切割有大小不同的方形圖案，使轆轆

凳增添藝術元素和美感。其中一款轆轆

凳設有椅背，增加座椅的舒適度。另一

款轆轆凳的設計以實用性為出發點，融

合了桌面，概念類似本地中小學裡常見

的桌椅。這一款設計讓使用者能在公共

空間進行更多活動。這些轆轆凳的製造

由一家香港的街道家具設計和製造公司

葆岡（Program）負責，HKPSI 在此對

葆岡（Program）對是次活動的支持表

示最深的謝意。

專業設計考慮

平衡靈活性及安全性 富趣味又舒適

靈活性 安全性 趣味性 舒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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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確移動座椅
HOW TO MOVE CORRECTLY

先到沒有輪子的一邊
從旁邊抬起座椅
再推或拉動座椅
FACE AT THE SIDE WITH NO WHEELS
LIFT UP THE CHAIR AT THE SIDE
THEN PUSH OR PULL THE CHAIR

正確!
RIGHT!

直接推或拉動座椅
DIRECTLY PUSH OR PULL THE CHAIR

錯誤!
WRONG!

注意!
CAUTION!

請勿爬上座椅
DO NOT CLIMB
ON THE CHAIR

請勿在雨天時
使用座椅
DO NOT USE
THE CHAIR WHEN
IT IS RAINING

最高承重為100公斤
MAXIMUM LOADING
IS 100KG

100KG

單邊兩個滑輪

固定軸

  
  

  
  

  
  

  
  

  
  

  
  

 流
綫
型

設
計

方形圖案增添藝術元素

先提起一邊

再拉動

移動方法及安全標籤

兩款轆轆凳的設計，均做到靈活、安全、有趣又舒適



早在轆轆凳在設計和生產階段的時候，

HKPSI已經開始跟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

文署）接觸，爭取在上海街／街市街遊樂

場進行公共空間實驗的批准。由於這是

一個長達兩周的非一般活動，甚至在康

文署一般審批的活動類型框架外，所以，

過程中雙方都需要付出極大努力進行溝

通。當康文署了解了這次實驗的目的和

意義後，再加上我們落力地向該署提供

一切所需文件和實驗的詳細安排，以證

明實驗的風險已減到最低，終於在實驗

的前一天得到康文署的同意。於 2014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13 日期間，轆轆凳實

驗順利舉行，實在感謝署方的協助與認

同（起碼沒有反對 :-P）。

在這次長達兩星期的實驗中，我們在上

海街／街市街游樂場放置了六張轆轆凳，

每款設計各三張，讓當地街坊親身體驗

使用轆轆凳的感覺。這個實驗的目的是

要了解街坊對在這個公眾遊樂場場景 放

置的轆轆凳的反應，了解因轆轆凳而引

發的互動。有人會用轆轆凳嗎？誰會是

遊樂場和轆轆凳的使用者？人們會怎樣

使用轆轆凳？他們對轆轆的設計凳有什

麼意見？為求解答這些問題，我們在實

驗舉行之前、過程當中和之後，都有義

工到遊樂場考察，收集和觀察有關使用

者特徵、轆轆凳使用量、遊人對遊樂場

和轆轆凳使用習慣的數據和資料。在這

兩星期的實驗中有大約一千人使用轆轆

凳，當中我們觀察到一些有趣的現象及

發現了我們沒有預計過的。

進行實驗



084   

085

上海街／街市街遊樂場主要分成兩部分，

南面是籃球場，北面是公園。公園有兩

個入口，一個連接通往上海街的小巷，

另一個通往籃球場。固定長凳分佈在公

園的邊緣和圍繞公園西邊的花槽。公園

內衹有三張凳在遮蔭下，具有遊樂設施

轆轆凳實驗現場

的角落則沒有固定的長凳。這次實驗的

轆轆凳都是放在公園裏面，不能搬到公

園範圍以外。實驗每天，我們都刻意把

轆轆凳安排不同的組合，放置到公園不

同的位置，以吸引使用者和測試他們的

喜好。

樹池

種植

種植

木馬

木馬

氹氹轉

出入口

座椅

遮蔭處

籃球場

轆轆凳實驗時間

2014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13 日

參與人數

1000 人



30%

90%

在兩星期的實驗中，轆轆凳相當受市民

的歡迎。超過四成使用公園的人都用過

轆轆凳，當中三成以上的人以坐／休息

為主要用途。其他主要用途包括用餐，

閒談，使用手提電話，閱讀，玩耍和睡

覺。但是我們發現超過九成的使用者都

沒有將轆轆凳移動到別處。我們對於這

結果感到意外，估計有以下幾個原因，

以解破轆轆凳「不動」之謎。

使用者
以坐／休息為主要用途

使用者
未有移動到別處

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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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在上文提及，我們因 安全考量，特意把

轆轆凳設計得比較穩重。如果使用者要

移動轆轆凳，要首先從旁把轆轆凳的一

邊抬起，然後把轆轆凳拉到所需的位置，

特別對小童和老人來說較為吃力。同時，

轆轆凳的兩個滑輪不顯眼，人們不容易

察覺到它們是可移動的轆轆凳。

在實驗期間，我們發現轆轆凳最受歡迎

的位置是在兒童遊樂場的樹蔭下，那裏

沒有任何固定的長凳。這是最理想的位

置因 大樹能遮擋陽光，讓使用者能舒適

地休息和進行其他活動。同時，那位置

讓父母能坐下來看管在遊樂場遊玩的兒

童。在我們開始把轆轆凳擺放在樹下後，

使用者便沒有多大的誘因去移動轆轆凳。

可能香港人長期在家長式嚴格教育下去

使用公園，都習慣了「循規蹈矩」，不

敢隨意移動公物，這甚至可能被視為「不

當使用公物」呢！加上香港大部分的公

共家俱都是固定的，人們可能根本沒有

移動公物的概念或想法。据我們的觀察，

我們留意到有些人很好奇地走近轆轆凳，

但在檢查轆轆凳後便離開。雖然我們在

每張轆轆凳上都加有使用指引，但很多

人都不肯定他們是否可以使用那些轆轆

凳。這證明香港人一般都會保護和愛惜

公物。

轆 轆 凳「 不 動 」 之 謎

03

H E  A
v  Y 

轆轆凳的設計

轆轆凳所擺放的位置

香港人的習慣



放置轆轆凳前後比較

公園使用者統計

放置轆轆凳前後

放置轆轆凳期間

女性 男性

放

置
轆轆凳前

後

內圈

外圈

性別

62.1% 61.1%38.9% 37.9%

年齡

國籍

放

置
轆轆凳前

後

放置轆轆凳期間

放置轆轆凳期間

成人

小童

長者

23.9%
13.8%

20.7%

17.7%

放

置
轆轆凳前

後

放置轆轆凳期間

華人

41.4% 48.7%

48.3%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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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模式

單獨／結伴

單獨

放置轆轆凳期間放置轆轆凳前後

結伴
共兩人或以上

58.6% 52.2%

20.7% 30.1%

逗留在公園時間

少於 15 分鐘

逗留時間的比例
85.0% 76.8%

平均逗留時間 8.3 分鐘 13.5 分鐘

全程使用轆轆凳比率 不適用 68.0%

大部份人選擇較顯眼的位置坐下，特別是鄰近遊樂設施及有遮蔭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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轆轆凳亦深受家長們歡迎，因他們能安

坐在轆轆凳上，近距離地看著子女玩搖

搖板和氹氹轉。我們曾經觀察到有一個

爸爸幫女兒溫習功課，女兒在完成功課

後，便急不及待跑到遊樂場玩耍，而爸

爸則在轆轆凳上繼續檢查功課。我們體

會到轆轆凳的價值不單在於它們賦予使

用者的靈活性，它們更促使動態和靜態

的公共空間使用者並存，讓他們在同一

時間和空間內交流。

日久生情

雖然轆轆凳在實驗期間經常在「不動」

狀態，我們相信實驗能讓街坊對公共空

間有一個全新的體會，為公園增添新的

趣味。實驗開始時，街坊們都非常好奇，

看到六張新簇簇純白色的凳，都走到凳

前觀看一番，但很多人都不敢坐下。但

在實驗過了一段時間後，市民慢慢熟悉

了轆轆凳，並開始探索使用它們的可能

性。我們看到一些小朋友開始在轆轆凳

附近玩耍，他們走到凳的下面玩捉迷藏，

有些更在凳的長方形開口探頭玩樂一番。



除了以上有關轆轆凳的觀察外，我們對

桌面的受歡迎程度感到意外。雖然移動

轆轆凳的使用者不多，但很多使用者都

利用桌面去進行他們平時較難在傳統座

椅進行的活動，譬如用餐、寫作和 讀報

章書本等。在公園旁，有家很出名的「良

心燒味飯店」，售賣 13 元的外賣飯盒。

很多人，特別是長者，都喜歡到那裏買

飯盒，然後到公園用餐。有了那張桌子，

他們就無需要用手拿著飯盒都能輕輕鬆

鬆用餐了。部分使用者更利用沒有桌面

裝置的那張轆轆凳拼湊另一張轆轆凳的

背部，造出平面當作桌面來用餐。這全

都是我們意料之外的，這或許反映了很

多人沒有在公共空間內進行如用餐和寫

作等活動是因為公共空間內缺乏這類平

面的設計，這令公共空間的可用性和多

元度大減。同時，桌面可能對部分當區

的居民和上班人士特別重要，因為他們

的生活空間窄小，能讓他們進行類似活

動的私有空間十分有限，如果公共空間

內可提供多些這類的設計，便能吸引他

們善用這開放、寬敞和舒適的公共空間，

甚至促進人與人的交流。

桌上作樂

公共空間内展現的公德心與公義

第二個令人意外的發現是轆轆凳不但沒

有被偷走或破壞，很多使用者十分主動

地保護這些轆轆凳。在實驗之前，我們

最大的擔心是轆轆凳會否被偷去，所以

需要有人全時間看管轆轆凳，於是我們

聘請了保安人員幫忙。我們在這兩個星

期跟保安人員混熟了，在我們的閒談中

發現人們通常都很自律，不會隨便破壞

轆轆凳，亦不敢搬走它們。此外，大部

分使用者在用畢轆轆凳後都會把垃圾放

到垃圾桶，並把桌面抹乾淨。公共空間

的使用者逐漸把這些轆轆凳當成他們公

共空間裡珍惜的一部分，如其他街道家

俱一樣的好好保護，這反映香港人一般

都對公物十分尊重。特別是在一些人流

較多的公共空間內，我們有信心市民會

好好保護轆轆凳和其他街道家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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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驗結束之後，我們再回到公園視察，

看看公園在沒有了轆轆凳後又會產生什

麼變化。我們訪問了一些街坊，很多都

記得那些轆轆凳，並且都有試坐過它們，

對轆轆凳印象都不錯。幾位街坊者都好

奇問那些轆轆凳去了哪兒，提議那些轆

轆凳應長期擺放在公園內。有些街坊還

從轆轆凳 到他們的生活的苦況，例如居

住的地方太小，沒有空間讓他們好好用

餐、看報紙或休息，而那些轆轆凳連同

桌面卻能讓他們在一個舒適的環境 不用

消費進行那些活動。當轆轆凳被搬走後，

他們感到他們的一些基本權利都好像被

一同帶走了。這其實帶出一個有關社會

公義的更大議題，因為對香港的低收入

人士來說，公共空間是一個讓他們休息

公共空間内展現的公德心與公義

後 記

和逃離他們狹隘居所的重要地方，這個

地方的設施及其設計是否細心考慮到他

們的需要是很重要的，好的設計甚至可

令使用者感受到無微不致的關心。例如，

他們很多都未必有能力負擔得起到一間

像樣的餐廳用饍，公共空間內設計得好

的桌椅便是對他們最好的關心。

轆轆凳實驗證明了當我們信任市民，他

們是有能力好好保護公物的。一件簡單

的街道家俱不但賦予公共空間無限靈活

性與趣味，緩和了一些動態與靜態公共

空間使用者的矛盾，更有可能透過營造

一個無需消費的空間，每個人都能尊重

別人的同時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彰顯社

會公平與尊重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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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
PAINTING
WORKSHOP

Venue
Henry G. Leong Yaumatei Community Centre

Date
2 Saturdays in November 2014

Instructing Artists
Hei and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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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及的純白色的可移動  「轆轆凳」

擺放放在公園後的使用情況和觀察。我

們在實驗期間觀察到大眾對新鮮事物的

接受和適應程度有不同。那麼要怎樣才

能令大眾更喜愛和更想使用這些「轆轆

凳」呢？我們又怎樣能透過藝術把社區

聯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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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令大眾喜愛和使用這些「轆轆凳」，

就先要令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這些「轆

轆凳」，使它對這些凳產生共鳴，但究

竟一張出現在公園內的凳與這個社區的

人有什麼關係？在之前的雨傘運動中，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市民都很喜歡透過設

計一些公共擺設去表達想法，不論有沒

有受過專業的藝術訓練，他們創作的純

粹甚至創造出得到很高藝術評價的作品。

另外，更令人驚喜的是這些作品並不只

美觀，它們更能融入空間裡的各種活動，

它可能是一張枱、是一張椅子、是一個

書架、是一台梯級、是一個遮蔭處、是

一個洗手間等，它們都充滿創意，亦代

表了那個「社區」的人對那個地方的歸

屬感。所以我們純白色設計的「轆轆凳」

剛好提供了「平台」，讓大眾能為凳上

增添色彩，設計出屬於大眾的凳。

為此我們拓展公共空間便在梁顯利社區

會堂舉行了三次「凳上添花」工作坊，

鼓勵街坊積極參與，為十二張純白色的

「轆轆凳」畫出心目中的油麻地。我們

希望透過這個由下而上的社區藝術活動，

將藝術帶到社區。在建立社區特色和回

憶之餘，又同時強調人人都能成為空間

的創作、欣賞和使用者，改變一般大眾

認為公共空間都是較沉悶的看法。

( 街坊 + 凳 + 公共空間 ) x 創意 = 公共藝術 + 社區特色及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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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4年 11月 1日及 8日的兩個星期六，

我們分別在三個時段進行了每個約兩小

時的油凳工作坊。每場工作坊都伴有兩

名藝術家作即場指導。綜合而言，參與

工作坊的年齡層和背景都十分廣泛，由

三歲小孩至四十多歲的婦人，至南亞裔

小孩、歐洲公民，到油麻地本地居民以

至是跨區居民都在其中。這印證了即使

不是每人都受過專業的藝術訓練，但人

人都能成為藝術家的說法。因 參加者的

背景不同，而他們對油麻地都有不同程

度的認識，所以他們的製成品卻都能反

映出油麻地多面的特色，和他們對這個

小小社區的不同感覺。以下讓我們續一

介紹他們的製成品：

「凳上添花」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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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製成品可看出被繪畫的對象除了是油

麻地的街道名稱、街道格局、街道情況、

小小的冰室、晚間才出沒的算命師傅，

更有油麻地的主要地標，包括：果欄、

油麻地警署、老榕樹等，這些作品充分

顯示出油麻地多元的一面。參加者們憑

著他們對油麻地街角的情誼，以日常空

間使用者的身分把社區中看似微不足道

的一面畫出來，不但為自己對這個舊區

的感覺留下記號，更為整個社區留下記

印，讓大眾對油麻地有更多的認識或共

鳴。

從活動的參加者可見，有興趣參與創作

的朋友多為青年人。和公園普遍的使用

者多為老年人的情況比較不同，而這可

能與這些繪畫形式的活動對青年人吸引

力較大有關。縱使這些較年老的使用者

沒有參與繪畫的過程，但我們希望所有

街坊都能感受藝術創作帶來的喜悅，所

以在「凳上添花」工作坊完結後，我們

在油麻地的一個公園舉辦了一個嘉年華

及其後擺放一星期讓街坊使用。嘉年華

那天換上新裝的「轆轆凳」會融入當日

的活動中。在嘉年華裡，很多街坊，包

括眾多老人家看到這些煥然一新的「轆

轆凳」後都表示十分喜歡，特別是因為

這些凳色彩繽紛、充滿朝氣、又具社區

特色。在以下的章節，我們會進一步分

享嘉年華當天的情況，市民的反應。新

穎的「轆轆凳」雖為死物，但卻促進了

世代間的交流，令社區的連繫更加緊密，

值得讓它們長留社區，讓大眾分享。

活動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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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多次活動，轆轆凳在油麻地街坊心

中已留下深刻印象。不過，要用一張凳

去聯繫整個社區並非易事。從街訪、焦

點小組討論、投票到設計工作坊，我們

都務求讓凳成為油麻地社區的一部分，

及從公園實驗觀察凳、人和公共空間的

互動。來到計劃尾聲，我們希望實現用

凳改變空間的構思，和街坊市民分享多

次活動下來的成果，也想再次將凳帶回

油麻地社區，決定在公園舉行一個結合

社區和藝術的派對，並以凳作為渠道，

孕育出這次「油藝公園嘉年華」。

公園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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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思這個公園派對時，我們面對最大的

挑戰是想象整個油麻地的精神面貌，繼

而將最具特色和最有代表性的象徵在一

個小小的公園中呈現。一個社區的文化

離不開當中的人和事，因此，我們設計

的活動時的要務是要緊扣油麻地的日常

生活，令派對能自然平實而又不失特色。

舉例說，區內長者常喜歡交流保健養生

之道，我們便就地取材，從油麻地的果

欄找來新鮮的水果，又在當區的涼茶老

字號找來多款功效各異的涼茶，替到場

的長者解渴之餘，推廣健康及傳統飲食

文化。經一輪篩選後，我們決定把廟街

掌相命理、果欄鮮果、街坊涼茶小店這

些象徵油麻地的元素注入公園派對。除

些之外，我們明白每個人對社區文化都

有自己的詮釋，對公共空間也有自己的

想象，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願及選擇在

公共空間做喜歡的事都很重要。於是我

們也在派對加上城市寫生、流動書室、

自由彈鋼琴、園藝交流區等元素，讓所

有參加者透過藝術或不同的活動探索公

共空間的可能性。

油麻地的公園派對應該是怎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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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派對平面圖

社區彩繪座椅展覽

及即場油凳工作坊

發揮無窮創意，為轆

轆凳加添色彩

免 費 看 掌、 面 相

師傅師傅我有嘢問，

問吓我嘅橫財運！

閱 讀 閣

特別鳴謝逢時書室

的參與

自 由 彈。 鋼 琴

在公園裡彈琴唱歌

才是正經事

水 果 涼 茶 養 生 堂

來自油麻地的涼茶

和水果

城 市 速 寫

用畫筆繪出公園美

好的時刻

園 藝 區

跟專家學習種盆栽



派對其中一個獨特之處必定是街坊會見

到自己親自繪畫的轆轆凳，但我們不只

簡單展出色彩奪目的轆轆凳，還任意地

把凳放在公園不同位置，讓它們不經意

地融入各項活動中，讓遊人不知不覺間

發掘轆轆凳的可塑性。譬如說，我們以

轆轆凳代替一般的琴凳，變相推動大家

自由聚集在鋼琴前即興彈唱；我們又把

凳不規則地擺放，本來的陌路人，看見

轆轆凳不經意地融入公園派對

了外型獨特的轆轆凳就坐著談著便拉近

了彼此的距離。其實，這些事情本應在

公共空間可以隨時發生，但礙於我城公

共空間一式一樣的設計和刻板的管理規

條，有時可能令大家只能在外國感受到

公共生活的自由與趣味。這次拓展公共

空間帶給我城的轆轆凳，除了載滿街坊

對油麻地的情懷，也賦予公共空間無限

可能，默默改變了整個社區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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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整個「你想公園」項目旨在透過社

區藝術重新塑造公共空間，嘉年華的主

題自然也少不了藝術元素。我們相信，

藝術是每個人表達自已的最直接的渠道，

也可從最平凡的角度切入日常生活，使

一切微不足道的事物都變得有趣和獨特。

因此，轆轆凳設計工作坊和派對上各種

自由文藝創作都旨在鼓勵大眾在公共空

間表達自已，親手打造一個富有生氣的

精彩的公共空間

公園。雖然派對當天較踴躍寫生、彈鋼

琴、唱遊和閱讀的都是青年和小童，但

在場的中年人及長者均對轆轆凳上風格

迥異的圖畫大感好奇，更有設計工作坊

的參加者特意回來探尋自已的作品。時

值聖誕，很多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小朋

友都圍在自由鋼琴前合唱聖誕佳音。這

個跨世代、跨文化一同作樂的畫面，不

正構成一個理想的公共空間嗎？



公共空間既是公共生活的載體，也是聯

繫社區群體的重要一環。這個處於鬧市

之中的小公園不僅是被規劃的休憩場所，

也是社區文化、人文和空間的互動平台。

派對中，命相師傅跟前總是人龍不絕，

反應非常熱烈。排隊人士除了出於好奇，

也為感受這種只此一家的油麻地情懷。此

外，園藝種植分享亦吸引了一批長者勇

躍參與。他們平常在公園或會閒聊數句，

但派對內談到園藝卻滔滔不絕，三五成

群交流種植心得。至於在公園派發的涼

茶和水果更是大受歡迎。街坊對各款涼

茶的味道和功效大感好奇，言談間更與

義工討論健康及養生之道。這些情懷和

人倫關係是公共生活的要素，本應是公

共空間的一部分。可惜，香港的公共空

間長期缺乏生氣，箇中原因實在值得大

家思考。

距離拉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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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提的是，這個公園派對裡隨處可

見各式各樣的即興活動，跟一般社區活

動的預設活動有所分別。公共空間裡的

即興活動薀含重大意義，全因它象徵著

一個從下而上的概念，由你我重新定義

公共空間。從一張可移動的凳開始，我

們看到用家嘗試一些不常在公園發生的

活動，例如坐下寫生，又或跟素未謀面

的陌生人聊天等。又有遊人路經公園時

被轆轆凳上的圖畫吸引，繼而坐在凳上

靜觀公園裡一片新奇的景象，悠閒度過

一個下午。公共空間的意義，其實並非

全由政府及規劃者制訂，也可從日常生

活而來的。這次公園派對或許只能引起

社會一時的關注，但毫無疑問，它肯定

了原來一張不太起眼的公園凳的改變也

可對公共空間的個性產生根本性的影響，

從而增進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甚至社

區的凝聚力。



多 一 點 公 共 空 間  ， 多 一 點 生 活 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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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一年的「你想公園」項目在油麻地完

滿結束了。此書的前幾個章節不但分享

了我們怎樣透過街訪、全民投票、焦點

討論、創意工作坊、公共空間實驗、嘉

年華等活動將公共藝術融入公共空間及

社區，過程中更發現了油麻地社區的獨

特性，同時社區也變得更加可愛。不過

讀者看到這裡不要以為一切都是順利地

來到今天圓滿的結局，其實故事背後還

有一些鮮為人知的辛酸事和好人好事。

故事背後的…



終於在 8月左右，感到將有樂觀的回覆。

但世事多變，一直處理開我們的申請的

職員調職了，所有雙方努力建立了的共

識又需要重新來過，而且時間只剩下一

個月了。對於我們來說，這可不是簡單

場地批准與否的問題，因為那時我們已

開始了工廠的生產、安排物流運輸、購

買保驗、聘請保安員和很多其他的籌備

工作，總之就一切如箭在弦，這怎能叫

我們不緊張和擔憂。

之後的一個月我們與康文署的電郵及電

話聯繫已遠超之前四個月的總和，雖然

重新去解釋我們的活動理念和講解我們

如何盡能力把安全治安危機減至最低等

是需要很多的心機及耐性，但我們還是

有幸遇到願意聆聽我們的康文署職員，

她也花了不少時間去理解我們的計劃及

協助我們。最後我們終於趕得上在 9 月

的最後一天獲得使用場地的批准，可算

順利進行了我們的「破天荒」公共空間

實驗。

不過也要中肯地說，經過這次與康文署

緊密的聯繫，亦是一個很好的互相了解

及建立信任的過程。當我們於去年十二

月時再一次申請類似活動時，審批的時

間便縮短了很多，來往的文件也只有幾

次便順利完成了。所以不論是人與人的

關係、人與社區的關係或是我們與政府

的關係，都須要時間、耐性和心機去建

立，實在得來不易。

有人說如果早知道前面有什麼困難，就

必能好好應對或避開。但有時明明一早

知道前路崎嶇，還是要在親身經歷時才

明白那種困難究竟有多難。

記得早在去年年初我們便開始籌備工作。

由於我們預計其中一項活動需在康文署

轄下的公園內進行維期兩星期的公共空

間實驗，此對於康文署或我們都是很新

的嘗試，所以即使計劃在九月進行，四

月便開始與康文署接洽有關申請場地手

續。雖然當時對實驗的詳細構思還未有

定案，但我們預計會擺放一些較大型的

裝置或設施於公園內，然後觀察人和環

境互動的關係。

你或許還未感覺到難處在哪裡，但只要

反觀一般在康文署公園內舉辦的活動，

就不難發現它們大都是一天內可完成的

如週未嘉年華、同樂日類的動態活動，

或者是非請勿動如展覽類的靜態活動。

而我們的實驗卻兩者皆不是，人們可隨

意任何時候與我們擺放的物件互動，可

靜可動而且時間橫跨十四個日與夜，全

天候進行。要如何獲得或給予場地使用

的批准，對於無論是我們和康文署來說，

都沒有經驗。

自去年四月，經過十多個電郵及多次的

通電，不斷地補充資料，由申請表、計

劃書、公園平面圖、人力資源安排、三

維計設圖、工程設計圖及力學運算，到

警告牌設計、安全及人潮管制計劃書、

保安員安排、義工當值安排、保驗單等，

考驗情緖管理與耐性
預計了、準備了，最後還是被難倒了



136   

137



在過去的幾個月裡我們刻意嘗試了很多

種鼓勵公眾參與的方法，有街訪、全民

投票、焦點討論、工作坊、集體藝術創

作、公共空間實驗、公園派對，但這不

是我們這項目中公眾參與成分的全部，

還有很多很多油麻地社區的有心人在幕

後的參與，而且這些很多都不是我們計

劃之內，而是他們在了解我們的想法後，

也希望為這個他們珍而重之的社區出一

分力，所以參與其中。他們的參與令我

們有很大的鼓舞，亦令這社區參與的過

程更立體了。

這些在不同時候出現過幫助過我們的朋

友有很多，可能未能一一盡錄，不過我

知道他們的幫忙與投入絕不是在乎他的

名字是否在這裡被記錄下來。

首先必需感謝楊子熙議員的協助，讓我

們這班完全沒有社區網絡的人能很順利

地走進油麻地社區，為我們在區內做了

不少宣傳工作，亦分享了不少舉辦活動

的經驗和心德。

另一位一定要多謝的是區內一位老街坊 --

孝叔，他不只身體力行，在焦點討論中

更慷慨分享他對地區的知識，還有他對

園藝的熱誠，還介紹了他的兒子 Vincent

來當我們的大義工，在公園派對那天簡

直是出錢出力又出時間。Vincent 一手

包辦的園藝工作坊很受一班老街坊歡迎。

感到有點意外的是也有商界不計成本給

予幫忙，這實在令人感動。記得第一天我

們把椅子搬到公園做實驗時，椅子還未

放好已吸引了一些好奇的遊人來問這些

椅子可以買的嗎？還想知道售價。可是

這些椅子都不賣，不過大家可免費在公

園裡使用。這一切必需感謝與我們一起

合作製作這座椅的生產商 PROGRAM，

他們不計成本，從來不問會有什麼回報，

也不介意我們是新手，在技術上全力支

持，解決了一個又一個難題。

除了生產商，另外還在一些私人地方借

出他們的空間給我們舉辦活動。有一次，

我們拿着設計好的全民投票公仔紙板，

硬着頭皮闖進油麻地的一間影院推廣時，

他們不但沒有「驅趕」我們，甚至被我

們的設計吸引，願意借出一些展覽地方

讓我們在電影院的大堂設立一個投票站。

還有很多和我們合作過的人和遇到的街

坊。例如在籌備公園派對時遇到的果欄

森記伯伯，他不只教我們挑新鮮的水果，

還教我們做人的道理，他很支持年輕人

非一般公眾參與
社區更美，只因有你，感謝各位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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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社區服務，臨走時熱情地送了一箱柑

給我們呢！還有賣涼茶的叔叔，細心為

我們講解每種涼茶的功效，他賣的涼茶

即叫即煲，非常新鮮。逄時書室一聽到

我們要在公園內擺一個圖書閣，他們就

慷慨借出圖書給我們，還有義工來講故

事給小朋友聽，相信有不少小朋友都記

得這位故事姐姐。有了他們的幫助，公

園派對才那麼成功。

意料之外的好事太多了，我們聘請的保

安員 Daisy 竟成為了我們的親善大使，

因為她覺得我們做的事有意義，所以不

辭勞苦地向公園內的街坊介紹我們的「轆

轆凳」。由於我們一班義工經常到公園

看看街坊們喜不喜歡這張「轆轆凳 」，

我們也和當區的小朋友玩得打成一片，

有時我們到晚上要走了，她們都不捨得

我們，會問我們什麼時候再回來。很感

激每一位路過也對我們說一聲加油的街

坊，和我們聊過天鼓勵過我們的大朋友

和小朋友。他們從不同的方式參與這個

項目，有些人來分享，有些人來觀察，

有些人投入其中，有些人貢獻一分力量，

有些人得到啟發。這絕不是一個簡單的

一個你聽我講的過程，而是一個大家一

起令這個社區更美好的過程。



工作團隊

陳文浩 Karl

陳寬彤 Danica

陳逸敏 Caroline

趙崇毅 Adrian

霍隽穎 Wayne

葉嘉泳 Helen

葉昱蔚 York

谷春祺 Keith

郭仲傑 Kanic

黎日朗 Leo

林達良 Gary

黃正睿 Dominic

協助籌辦（拓展公共空間成員）

Ajyum Chan 

Albert Cheng 

Alex Kan 

Astrid Wong 

Boris Wong

Claudia Tsang 

David Lin 

Hannah Chan 

Hope Chen

Ivan Kwong 

Jasmine Yue 

Jeanie Chiu 

Jeffrey Wong 

Joel Ma

John Wang 

Josely Lam 

Keith Wu 

Kenji Lam 

Kenneth Chan 

Michelle Chan

OK Chan 

Patsy Ho 

Rocky Chau 

Ronald Chan 

Sharon Chan 

Tommy Wong 

Vicky Siu 

Winnie Tam 

Xavier Chan 

Yvonne Yuen 

William Sin

特別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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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義工

Alex Chan

Ally Wang

Cheung Ching Men 

Harris

Louise Wong

Mary Ho

Stella Chiu

Yoko Cheung

支持單位

市區重建局「藝術文化融入舊區」

　夥伴項目：先導計劃（項目贊助）

葆岡工程有限公司 （生產贊助）

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場地）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場地）

Kubrick 百老匯電影中心（場地）

其他

楊子熙議員

油麻地老街坊孝叔及其兒子 Vincent

保安員 Daisy

森記伯伯及涼荼叔叔

逄時書室

藝術家阿喜及阿欣

Riggs Lee & Kevin Leung

攝影師 Keith 及 Michael

書籍設計 朗 @ Underwater Production

攝錄師 Nero

一眾油麻地街坊及活動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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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