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剧院! 图书馆! 市政服务
大楼! 医院等为公众服务的建
筑" 起到保障社会利益" 让基
层群众得到服务和休憩的作
用# 在一个城市" 良好的公共
建筑是市民的福利和骄傲" 也
是体现社会安宁! 包容和可持
续性的表率$ 香港半数居民的
住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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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 " 公共建
筑和空间及时地补充了日常生
活的需要" 是家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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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 战后香港满
目疮痍" 难民棚户铺满山脚市
区" 公共服务和公共建筑十分
匮缺 $ 阿伯克隆比爵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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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34

年的香港规划报告中写道 '

(公共设施严重缺乏))这样
规模的城市" 甚至没有会堂建
筑 $* 因此 " 港府在安置难民
的同时" 也在积极筹备建设大
会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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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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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市政厅委员会成立" 代表
!!

个民间团体的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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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港府在中环皇后像广场前
填海" 获得的土地用来建造渡
轮码头和大会堂$ 大会堂由香
港 大 学 建 筑 系 主 任 布 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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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授 设 计 "

由工务署建筑师费雅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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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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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耗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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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港币的大会堂建成
开放$

大会堂占地
99%%%

平方
米"主要由两栋建筑物组成$低
座包括一个

93H3

座的音乐厅+

一个
3FH

座的小剧场! 展览厅
和饭店, 高座包括图书馆和婚
姻登记处$在此之前"只在商业
街区如铜锣湾北角" 才有以放
电影或演粤剧为主的戏院$ 大
会堂高低座之间" 连廊围成花
园 "中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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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形祭龛 "纪念
在二战中死难的市民$ 高座

99

楼 "纵向高耸 ,低座横向展开 "

花园和连廊面对海港和皇后码
头$ 这种高低的功能和建筑体
量分布"得包豪斯校舍的神韵$

高低错落的简洁设计语言 "与
当时欧美的主流现代主义作品
一脉相承$ 透过楼电梯间前的
落地玻璃" 可以看见高座的图
书馆馆内的活动" 但出入则在
侧面$ 开放的楼梯间外是大玻
璃"行人上下"可以眺望维多利
亚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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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香港经济比较

拮据" 这种崇尚简洁的设计美
学"可有效地节约建筑材料$大
会堂在中环的心脏" 靠近皇后
码头和爱丁堡广场" 便于民众
到达$它是多功能的"市民在此
可获得文化和艺术方面的熏
陶" 各年龄层的使用者都有体
验的机会$在建筑设计方面"大
会堂是香港现代主义建筑的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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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会堂北面进行
中环填海和交通改造工程 "皇
后码头被拆除" 大会堂和港口
的亲密关系不复存在$

9$4%

年代"香港经济开始
蓬勃向上 "港府在沙田 !荃湾 !

屯门等新市镇中心建设地区大
会堂" 这些会堂包括剧场 %约
93%%

座 "可演出音乐会 !芭蕾
舞等 &! 展览厅和多功能活动
房"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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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建成$ 这一
时期的设计都遵从现代主义原
则"强调建筑的功能性"无过度
装饰$ 新市镇的大会堂服务于
本地区居民" 大会堂边还设有
图书馆! 露天表演场地和婚姻
登记处等$ 它们都处于新市镇
中心公共交通交汇处" 吸引着
大量人流$ 人们在夜晚和周末
去大会堂看演出, 孩童在此参

加各种课余活动, 老年人在平
台上做健身操$ 沙田大会堂面
对着新城市广场" 两者之间的
大台阶供露天表演之用$ 在周
末或晚上" 这些地方经常热闹
非凡$ 建筑本身的设计看似平
凡"却满足了区内市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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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火车站迁往填海
后的红磡" 尖沙咀的海旁被规
划为太空馆! 文化中心和艺术
馆用地$ 临海的香港文化中心
建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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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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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的音乐厅!

94H3

座的大剧场和
H%H

至
3$F

座 %可依演出需要
调整&的实验剧场及餐厅!大门
厅等辅助设施" 总面积

IGGH9

平方米$ 音乐厅和大剧院形成
J

形的两翼" 辅助设施见缝插
针地遍布各处$ 文化中心和艺
术中心的墙上贴有日本出品的
艺术面砖$ 门厅联系着海旁广
场和交通通衢梳士巴利道$ 人
们可以在门厅内浏览各种海报
和展览! 观看演出! 购买纪念
品!喝咖啡等$人们还可以坐在
大台阶上" 观看周末在文化中
心和艺术馆之间空地上举办的
露天演出$据统计"香港文化中
心每年演出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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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入场观

众人次达
F%

多万$

建成于
GI

年前的香港文
化中心是目前香港最(先进*的
演艺场所$ 虽然硬件条件有些
落后" 但它与香港各处的大会
堂一样"全天开放门厅"供市民
和游客流连$ 香港的文化场所
均处于地铁口附近" 从早到晚
客流不息" 充分发挥了公共建
筑服务社会的功能$

G%99

年" 晒了
9%

多年地
皮的香港西九龙文化区终于开
工 $ 在这片

3%

多公顷的土地
上" 排列有

9%

多个场馆"以期
将最豪华的文艺场所在市中心
的水边公园旁一起排列" 成为
城市的地标! 象征和骄傲$ 但
是"在文化区远离大多数市民!

公共交通还未配套的情况下 "

这种文化区很可能成为普通市
民遥不可及的 (大白象 *$ 建
设文化设施总是怀着良好的愿
望" 但重要的是" 如何让这类
文化场馆更加接近公众" 活跃
市区$ 希望香港文化设施的亲
民特色" 可以持续发扬下去$

!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建

筑学与土木工程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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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民的香港文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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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座和低座组成的香港大会堂 荃湾大会堂位于地铁和人行天桥网络中

沙田大会堂和新城市广场共用室外广场 从早到晚客流不息的香港文化中心大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