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個才是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外西九文娛藝術發展論述」之三 

 
場地是否充足，是現實還是思維的限制 
香港表演藝術場地是否充足，一直都是大家關注的問題。 

 
或許，我們轉換思考，試用另一角度思考一下問題，試從康樂文化事務署及民政事務總

署場地資源切入，看一下我們表演藝術場地是否真的是如此缺乏。 

 
其實，香港各區共有 96 間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室內體育館，絕大部分是獨立建築物，18
區區議會每區平均 5 間以上，8 萬人不到就有一間。民政事務總署下的社區會堂更多，

共 103 間，每區接近 6 間，平均 7 萬人不到便有一間。 

 

大部分都沒有兼融專業文化藝術的設施，當然社區會堂並不排除文化活動，只是設施未

能滿足時下社會需要。當中，很多都接近民居，交通方便的也不少，兩者全部屬於民政

事務局，就是現時主管香港文化政策的部門。政府可否考慮未來把少部分老舊會址進行

升級重建，把文化藝術專業場地設施融入，設施的升級所提供的空間，是否可以協助舒

緩表演場地不足的現象，特別是戲曲排練及業餘表演方面場地缺乏的問題呢！ 

 
限制與轉換思維 
所有香港政府政務官 AO 出身的官員，都受過訓練輕而易舉地回答出一萬個理由，說政

府之外主動提出的方案都不大可行。 

 
體育館與文娛藝術設施是兩個政府政策系統，社區會堂必須擔當災難時的臨時疏散及收



留災民的後備措施，也是每次選舉的投票及點票中心，更是群眾開會的地方。政府要有

規有矩，不是想做就做。這些不只是政務官才知道的資料吧！ 

 
但事實上過去已經有很多改變的例子，禮頓山社區會堂不是與別不同嗎？還有一點，只

要政府作一些保安上的協助，把千禧校園進行一些禮堂與校園的分隔工程，禮堂已經全

部可以派上用場，應付社會災難時的用途，擔當起所有社區會堂所需的臨時設施的工作。 

 
如果，林鄭月娥司長在拍扳西九故宮是一個大膽的構思對香港又大有好處，為什麼大家

也不作如此方向的思考呢！經過現屆政府土地使用思維的改變，政務官們或許應該有更

寬廣及靈活的思維嗎？這些場地特別適合香港普及戲曲及粵劇的需要。 

 
這個思考與香港文化發展的關係 
為什麼要提社區會堂及室內體育館的重建呢？ 

 
因為在油麻地站旁邊，就有一個極具發展藝術區潛力的地段。就是身處廣東道玉器市場

邊，鄰近還有電影中心、油麻地戲院、廟街天后廟的「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油麻

地眾坊街 60 號），旁邊還有油麻地警署，不遠處是水果批發市場，兩者都極具歷史意

義，古蹟建築重建的發展潛質。社區有很多別具特色的佛像店、玉器店、廚具店，很有

步行價值。 

 
梁顯利社區中心是過去二、三十年本土書畫界的孵化中心，多少本土名家及業餘精英在

此成材，或者在成長道路上或多或少的接觸。踏入廿一世紀，中心設施已經落後，如果

政府利用旁邊球場空間，與玉器市場合併發展，書畫主題及傳統工藝美術主題發展外，

融入一兩個一、二百座位的黑盒劇場，聯同油麻地警署可改建的中型劇場發展成一個藝

術中心。油麻地警署外牆獨特而優雅，是發展改建成小型歌劇院的理想古蹟。 



 
這個思考的困難是什麼 
第一個最影響藝術區發展的是位於油麻地戲院-
戲曲中心旁的「上海街臨時垃圾收集站」，香港

都算擁有一項世界記錄，在一個古蹟重建文化項

目旁有一個垃圾收集站，還一臨時就臨了這麼多

年，想告訴別人我們重視傳統藝術也十分困難。 

 
第二個是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旁的「馬會診

所」，因為內有美沙酮診所，我們不是怕接受治

療中的朋友影響藝術區，是怕很多外來遊客會影響他們接受治療的情緒，不過玉器市場

及玉器街多年來一直在旁邊，遊客也不少，應該可以協調及解決。 

 
第三個是油麻地街市，而街市不一定要改建，因為布拉格舊城市市中心旁就有一個市

場，不單沒有影響，反而增加社區趣味，但發展藝術區一定引入大量不同需要的店舖，



傳統坊眾的需要反而是當局要照顧、考慮的地方。 

 
三、四十分鐘生活圈，一個理想的藝術區 
當天我從油麻地地鐵站 B 出口，用了遊客輕鬆步速四十分鐘，經過油麻地戲院，新填地

街，梁顯利社區中心，廟街天后廟，油麻地警署，電影中心，玉器市場，西九戲曲中心

地盤，到達九龍地鐵，證明全部三、四十分鐘步行路程範圍內，確信這個才是真正文娛

藝術區的良好位置，集公私型及民間餐飲、購物，市民有各種娛樂活動而非單單僅有建

築物。當中，可供持續發展的空間、公共洗手間、停車場充足，主題與貼近主題的原生

產業豐富，歷史價值高，是天生的文娛藝術區材料。當然，有一個可改建作為核心建築

物十分重要，「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正能滿足這方面的要求。 

 
 

 
 
 
 
 
 
 
 
 
 

 
 
韓國首爾的經驗 

首爾國家大劇院如何壯觀也

推動不了當地的藝術發展，

反而順勢而衍生的「大學路

文娛藝術區」改變了首爾的

藝術生態，為國家大劇院帶

來新生，趨旺了首爾藝術中

心的出現，建立一個文化藝

術的繁榮景象。 

 



一個有力量、有市場及可持續發展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不應該在西九龍的填海區，而應

該在西九外的「油麻地」，一個有原生力量的真實社區，一個「外西九文娛藝術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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