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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創意香港」

贊 助 的 「 設 計 光

譜」為香港設計中心旗下面向

公眾的平台，最近，以「設

計‧構建可持續社區」為主題舉

辦一系列慶祝活動。當中的設計展

覽「常行」現於PMQ元創方舉行，

展覽聚焦探討香港多年來的可持續發展

路程，從50多件展品中可了解到優秀設計

如何像種子般發芽成長，推動社區前進，以

及它對於城市發展的意義。

香港文匯報訊 要以永續的方式復育鄉郊社
區，有賴村落中不同持份者和公眾的投入和
參與。沙頭角梅子林故事館早前閉館數月，
剛搬遷至村內另一已復修的村屋，並於日前
正式開幕，期望與公眾分享位處森林之中、
有超過三百年歷史的梅子林村和蛤塘村的過
去與現在，體現由村民與各方有心人合力重
現的永續鄉郊社區雛形。
梅子林故事館為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

研究中心主辦、沙頭角文化生態協會協辦的
「森林村落：梅子林及蛤塘永續鄉村計劃」
轄下的項目之一，向公眾宣傳客家文化和村
內的生活方式。館內有常設展覽及特別主題
展覽，展出梅子林村和蛤塘村的歷史，並分
享昔日村民的珍貴舊照片；一樓設活動空
間，在未來將舉辦不同類型的專題展覽和工
作坊，讓人感受森林村落的不同可能。

有助復育永續鄉郊社區
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副總監

及首席講師羅惠儀表示，鄉郊保育需要有永
續管理的策略，以活化及再利用農村有形和
無形的資產，更需要提升村落不同持份者對

守護鄉郊社區的意識，以支持村落的可持續
發展；而梅子林故事館正是村落接觸外界的
重要橋樑，有助提升公眾對梅子林村和蛤塘
村的歸屬感。她特別感謝村長、村民、義工
及復修團隊的付出，讓項目以多方協作的模
式運行，為偏遠鄉村的活化做到真正城鄉共
生。
沙頭角梅子林村與蛤塘村，是兩條歷史超
過三百年的高地客家村落，於上世紀六十年
代曾經繁榮一時，各有約一百名村民居住，
但至八十年代村民相繼遷出市區生活後，兩
村已逐漸式微，村民與大自然的互動亦不復
再。昔日的梯田逐漸被林木遮蓋，部分建築
亦因為日久失修而倒塌，至2000年代才有一
戶蛤塘村民決定回歸復村。
於梅子林村長大的梅子林村村長曾玉安

則表示，梅子林故事館重置後的開幕，是
村內重要的里程碑，因為故事館記錄了這
兩條村落的發展歷史，有助傳承文化，並
期待梅子林活化後的不同可能。村長希
望，梅子林將會繼荔枝窩後，成為凝聚各
界有心人士的地方，並將此精神擴散到其
他偏遠的村落。

一瞬間 一整年 一輩子
—— 一個特殊的「年終總結」

沙頭角梅子林故事館重開
鼓勵公眾參與鄉郊復育活動

舊年辭去，新年伊始，又是很多
人發「年終總結」的日子。雖然不
能免俗，但不俗的事情是，經歷了
長達數年的「北漂」生活，我的生
活又將發生巨大的變化：我要回香
港了。彈指一瞬，多年的回憶漸次
鋪陳如在目前：我看到了剛下飛機
時那個說不清普通話的自己，看到
了和老師同學們相聚的精彩畫面，
而在這些經歷背後，是切身的喜悅
與感傷，更是我試圖與一個時代共
振的跳動的心。
在得知我真的要回香港時，我自

己也很意外。在那一瞬間的錯愕與
不捨下，是港澳台辦的老師和同學
給了我很多安慰。在部門的年終會
上，我和同事們一一道別，他們的
手握得都緊緊的。更神奇的是，這
些可愛的老師和同學們居然還為我
準備了一份非常特別的禮物——他
們包了電影院的場，用大屏幕放映
了提前準備的歡送與祝福的視頻
（而他們居然在一開始騙我說是一
起去看《阿凡達2》！）乘着北京放
開的東風，秘書處的同學們也為我
組織了歡送局。一首首熟悉的歌曲
拼湊起我們組織活動和走南闖北的
旋律，讓人好生感動。
原來我留下了這麼多回憶在這
裏！同時，我也在某種意義上書寫
着這些良師益友的回憶。我們在回
憶中共同做着一件「前無古人」的

事，把筆鋒醞釀着書寫進彼此的心
頭。
我繼續回憶着這些同朋友相處的
珍貴瞬間。誠然，剛剛過去的一年
是動盪的、令人不安的，可北京的
朋友們讓我在不確定的生活中找到
了確定的幸福感。在最近出版的書
中，我也記錄了這種「此心安處是
吾鄉」的生活。最近翻閱舊稿，發
現不止我一個人有這樣的想法：正
如書名《在心、在情、在行》一
樣，有很多我這樣的香港人在北京
收穫了難得的成長經歷，甚至最後
選擇在北京安家。因為工作的調
動，我的「北漂」生活即將在春節
過後中止；可這幾年在北京的歷
練，將使我永遠把這段難得的經歷
珍藏下去。此書已經在香港出版，
感興趣的讀者大可找來
翻翻，在樸實的文字中

體會我們的生活。
於是站在這個節點，當我回望過
去的2022，我會想到什麼呢？可能
是斷斷續續的核酸，可能是沒來得
及去成的星辰大海，可能是在學校
裏和港澳台同學的狂歡，可能是自
己周末一個人在圖書館讀書的安靜
下午。一切都是瞬息，瞬息卻又是
一切。《金剛經》最後有幾句偈
子：「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舊的
一年飛速閃過，新的旅程即將出
發。也許在這條路上會有「近鄉情
怯」，但我還是會堅持用我的知識
和經驗，在香港繼續關注着內地乃
至世界，而這，也是我在切身實踐
後所選擇的、志願堅持一輩子的事
業。

◆作者/圖片：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秘書長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王柏榮

◆作者與
同事和學
生們在電
影院歡送
會合照。

◆梅子林故事館設有常設展覽及特別主題展覽。◆梅子林故事館重開。

常行，是從意念發展至一連串動
作，習以為常，進而形成行為。

我們對環保的回應，往往亦是從一個
念頭、一個點開始。是次展覽由Ben-
ny Au及Teresa Chan策展，展覽把
「可持續」概念由最基本的物質層
面，如減廢、選用環保物料，延伸至
心靈乃至文化傳承等面向，以嶄新角
度展示「常行」的概念。公眾在欣賞
過程中可感受本地創意力量，了解設
計如何推動和啟發創新意念不斷發
展，令這個城市生生不息。

展場上「常行」的實踐
展覽分兩階段展出，現於PMQ元創
方的展覽為第二階段，此前，展品已
先於去年11月尾在中環街市揭開序
幕。面對展品在兩個場地展出，為顧
及環保和方便性，策展團隊也花了不
少心思在策展規劃上。「常行」的流
動、可變意味，在展覽設展於兩個場
地及布展中充分體現。兩個場地的差
異考驗了策展團隊的「設計續航」
力，包括物料重用及耐用性、運輸便
利程度、展場面積不同等問題，均對
是次協助展覽結構設計的郭逸朗與羅
治軒和策展人Benny帶來一大挑戰：
「除物料選用外，轉換場地過程中的
人力、時間消耗的『可持續』性均需
要顧及。我們作為展覽的策劃者和參
與者，須經過透徹思考解難，以常行
的理念及可持續角度出發，身體力行
去實踐可持續。」
展覽利用靈活、易於運送的板材，
以不同形式的立體幾何組合隨着場地
而變奏，去展示合共50多件形形色
色、跨越不同世代的展品。這些組合
易於拆件組裝，可滿足兩個場地的需

要，不但精簡、功能性強而富美學品
味，更回應了展覽主題的核心概念。

今昔海報作品互相呼應
甫走入展覽，在牆上懸掛的19張海
報作品格外耀眼。海報是平面設計範
疇中，其中最簡單而有力的溝通工
具，是次策展人特意挑選了12位香港
的資深設計師與8位香港新一代設計
師的作品，資深設計師的作品橫跨上
世紀七十年代至千禧年代，展現設計
師以獨特的洞察力，回應污染、資源
短缺等社會議題；參觀者可以一窺近
數十年來香港設計界由埋下種子、成
長、逐漸成熟且繼續前行的過程，從
中思考可持續發展。新一代設計師們
也設計了8張海報，回應今天地球正
面對的問題，與資深設計師的作品互
相呼應。從海報作品中見證昔日的種
子如何繼續成長及散播，結成不同的
果實，繼續世代流傳。

是次展覽
的展品種類多，

當 中 也 展 出 了
Dave Choi 的「都

市字治學」，這是一個社交平台，
Dave Choi 透過日常在街上一路觀
察，一路捕捉字體的芳蹤，再在社交
媒體記錄和分享。單純想傳承字體的
心，卻因為蒐集的過程，感受到世界
的不一樣。此外，現場更展出Dave
Choi 的蝴蝶手工作品，原來此為
Dave Choi在大安茶冰廳結業時所棄
置的建築材料，Dave Choi在現場收
集後轉廢為藝術品，希望把這開業50
多年的茶冰廳透過藝術品永久保留回
憶。
現場也展示了劉紹增的作品《Tree
Bark Bookend》，此為一個書立架，
以不受「重用」的木材副產品——樹
皮製作。從樹幹上削切下來的樹皮，
往往在生產流程中視作殘餘物般捨
棄。劉紹增則利用樹皮製成書立架，
期望藉作品讓大眾以另一角度看見循
環善用的美好之處。

幫助市民建立回收習慣
在展出項目中，以設計思維破舊立

新走入社區的要數「綠在區區」社區
回收系統，它打破了回收設施總是髒
亂的既定形象，形象鮮明簡潔，從外
觀以至回收流程上的設計均簡單而親
民，廣泛而有效率地幫助市民建立並
培養回收習慣。
另一展出項目南豐紗廠探究文化傳
承，其前身是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
香港極高產量紗廠，經保育活化後，
被打造成一個集創意培育基地、非牟
利文化機構與體驗式零售中心的地
方，通過一系列的「有形」項目如設
立服裝循環回收再造系統、利用環保
編織物料製作聖誕裝飾等，將紡織與
工業的「無形」故事交織延續下去。
理工大學設計學院的物料資源中心
不止是單向賦予設計學生物料資訊的
平台，而是一個給設計師、設計教育
界及生產商的物料及應用技術等資訊
交流的場所。展覽現場的一角，一面
掛滿不同標籤的牆正是其展品，物料
資源中心清楚羅列數千種來自本地和
海外的創新材料，同時能翻查製造商
和供應商目錄等資料，迅速回應設計
界在物料選材資訊渴求的訴願。

「常行」探討可持續發展路程

設計展覽「常行」
地點：中環PMQ元創方HG10-HG12 & HG19
展期：即日起至1月29日
免費入場

建築廢料製蝴蝶展品保存回憶

◆設計師們
的 海 報 作
品。

◆劉紹增《Tree Bark Bookend》

◆香港電車，品牌重塑以微笑為核心。

◆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的物料資源中心概念在
現場展出。

◆策展Benny Au（左）
及Teresa Chan。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張美婷

◆Dave Choi

的蝴蝶藝術

品。

◆展覽現場

他港
鄉 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