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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藝術在舊區—土瓜灣故事館社區藝術項目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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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隨著香港政府舊區改造進程的推進，有不少藝術團體陸續進駐舊區運營社區藝術項目。

一方面，為當地居民帶來接觸藝術的機會；另一方面，冀借助社區藝術去保育舊區、喚醒舊區

居民關注社區的意識；同時，改變普羅大眾對於舊區的刻板印象。 

 

土瓜灣故事館作為土瓜灣舊區內的社區藝術項目，是連結區內居民與文化的一座橋樑，同時，

也肩負著喚醒“土瓜灣人”關注家園、保育社區文化意識的使命。本文將從社區藝術與舊城區

之間的關係、土瓜灣故事館社區藝術项目所運營的藝術項目、運營情況等方面來分析及探討土

瓜灣故事館社區藝術項目的得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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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瓜灣故事館社區藝術項目 

 

土瓜灣，是香港的舊區之一，1998 年啟德機場關閉後，舊區重建工作的進行及港鐵沙中線的修

建導致區內變動甚多。在這樣的背景下，由社區文化關注及聖雅各福群會共同營運並受何鴻毅

家族基金「藝術·改寫香港」項目資助的土瓜灣故事館（又稱土家）由 2013 年起進駐並紮根於

土瓜灣。創立至今，土家在區內持續舉辦了展覽、街頭音樂工作坊、社區文化導賞、達人劇場、

印度文化工作坊等活動，旨在通過系列社區藝術項目連结區內不同族裔的居民、喚起區內居民

保育文化、關注社區、保育社區的意識。 

 

 

社區藝術與舊區 

 

“擁有一種自我的概念，擁有一種自我身份的認知是有意義的，它不是一種簡單的、潛在的我

就是我的概念，而是把自我置身於世界上某一個特定地點的自我身份認知。”(Malpas,1999:152) 
一方面，土家以家、命運共同體的概念營造社區空間，在區內打造藝術項目，希望區內居民能

夠認同社區，無論是中產或基層、華裔或其他少數族裔，能夠以“土瓜灣人”的身份去關心鄰

里、守護社區；另一方面，社區藝術與舊區也面臨矛盾，舊區重建仍未完成時區內已有小部分

中產階級居住，他們亦算是土瓜灣舊區的一份子。“任何的社會行為都可以被理解為是由特定

場域中占主要位置的關係和結構所確定的。”(Bourdieu, 1993:72) 土家的社區藝術活動由於缺

乏所謂的中產階級的品味，舉辦地多在“舊區之中的舊區”，因此居住在此的中產階層或主動

或被動的排斥於這些項目之外。雖同處一個社區之中，但卻沒有心理及地理上的聯結，參與社

區的不足使得中產階層不會認同自我是土瓜灣人的這樣一個身份，關注土瓜灣、保育土瓜灣更

無從談起。 

 

在香港，不乏在舊區之中進行社區藝術以達到特定目標的社區藝術項目。如與土家同屬一個運

營團體的灣仔藍屋、被市區重建局清拆並完成重建的利東街、中環上環舊城項目、油麻地上海

街視藝空間等等；他們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是，當人們的關注度逐漸減弱，所受的資助逐漸減少，

區內居住階層更替完成；原本以凝聚社區居民、構建扎實社區、保育舊區文化為使命的社區藝

術項目將如何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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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瓜灣社區藝術項目的得與失 

 

當人們談論社區藝術時，通常都會思考社區藝術項目究竟可以為一個社區帶來什麼。對於土瓜

灣故事館，無疑想通過鼓勵居民參與社區藝術，達到自己空間自己做主的目的；甚至在土瓜灣

市區重建的過程中，與政府討價還價為土瓜灣留下一個像灣仔藍屋般的空間，留下一種對舊時

土瓜灣的想像。 

 

一、社區藝術與社區 

 

2015 年，土家舉辦了「同一頁·土瓜灣地圖展項目」。32 位在土瓜灣居住的街坊手拿地圖，一

步一步在區內尋找過往的生活回憶與故事，並在地圖中標注出來，憑藉自己過往的記憶編写了

一部社區故事人文地圖。項目完成後，進行了長達二個月的展覽。除了土家故事館，展覽場地

更覆蓋了整個土瓜灣地區，吸引了更多的街坊拿著地圖去經歷以往每個不同個體在土瓜灣的生

活路線，分享彼此的故事。 

 

對於社區藝術，我想 重要的一個要素就是能否滿足所在社區的真正需要，能否讓社區居民感

覺到他們真的做出了一些成就、真的深度參與了社區藝術。土家把社區故事變成了一個每個街

坊都可參與的社區藝術項目，而非只局限於 初參與的 32 位居民，更多居民的參與也為重建後

的新社區留下了想像。對於即將經歷清拆重建的土瓜灣社區，保留區內的集體回憶是在地居民

的訴求，清拆不可避免，土家以我手寫我心的形式為土瓜灣留下回憶；而選擇舊時故事作為切

入點，激勵更多人的帶入更多情感，也適時的為土瓜灣人搭建了一個互相熟悉交流的平臺。對

於這樣一個社區藝術項目，不僅可以作為中介的角色為基層市民搭建參與藝術的平臺，更作為

改善社區溝通環境的工具。 

 

二、組織者、參與者與社區藝術 

 

談到社區藝術家的角色，“對於任何一個社區藝術家來說，他的首要角色是，設計和策劃面向

大多數社區居民（參與者）的項目。這樣做是確保項目是可行的、創新的、與社區相關的、並

擁有專業的支持和資助。”(Hannigan,2012:147) 土家作為舊區社區藝術的組織者，不單單要對

社區藝術所採取的形式深思熟慮還要對所展現的內容作出慎重決定，舊區基層居民比例大於新

搬入的中產居民，如何讓內容更加貼地讓基層居民可以深度參與而又不排斥流失中產參與者，

這對土家的駐場藝術家來說是一個難以越過的障礙，但在此並非鼓勵土瓜灣故事館的社區藝術

家們一定要創作出所謂符合中產階層品味的社區藝術，這無疑是一種離地的表現。 

 

土家目前所進行過街頭音樂工作坊、達人劇場等項目均以基層市民參與為主，除此之外，近期

土家開始關注區內印度等少數族裔，邀請他們開設文化工作坊教學烏爾都語，講解印度文化，

幫助族群之間互相瞭解亦幫助少數族裔解融入社區。但通過訪問瞭解，發現土家進行的不少社

區藝術項目並沒有明確的核心目標也沒有明確的動機驅使策劃者去策劃活動，只是覺得到了週

末，需要這樣一個活動去消磨時間，從而更無法評估它的影響與成果。當然，這裡並不是完全

的去否定過去的一些藝術項目，參與者始終處在一個比較被動的位置，而組織策劃者作為中介

人的角色將藝術帶給參與者，那麼就有責任去選擇、界定一些藝術項目，讓它真正的紮根于社

區，而非根據自身的喜好去設定項目，社區藝術家需要將這兩者明確的區分開。 

 

三、文化導賞與社區藝術 

 

土瓜灣故事館目前運營 4 條不同的文化導賞路線，涵蓋了土瓜灣地區所有主要的歷史文化遺跡

及工業遺跡。但值得思考的是，這樣的文化導賞是否是社區藝術的一種呢？文化導賞，看起來

更貼近於公眾藝術，它的參與者，大多是區外市民。首先，社區藝術，並不是社區加上藝術，

簡單的把 4 條文化導賞路線加入土瓜灣社區並不等於營造了新的社區藝術，社區內的居民並不

會有太大的熱情參與而且也無助於構建社區；其次，社區藝術擁有特定的核心目標與動機，不

可否認的是文化導賞路線的存在是以加深對土瓜灣社區的認識及瞭解為基礎的，但是核心目標

的缺乏並不能使文化導賞歸於社區藝術之下；再次，這種文化旅遊並不能為社區帶來什麼，无

法有效的把社區與居民鏈接起来，也無法回應社區真實存在的需求。 



Graduate Journal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SSN 2424-7928 
 

	 24 

 

 

 

結論與討論 

 

過去的四年中，土瓜灣故事館作為社區藝術的主體為土瓜灣社區帶來了不少社區藝術，喚起了

人們對社區的關注，尤其是對清拆重建的關注，聯結了區內的一些藝術資源，例如坐落在區內

的牛棚藝術區，藉助藝術區的資源共同舉辦視覺藝術展覽等活動。但現在的土瓜灣故事館項目

正處在風雨之中，一方面即將面臨清拆，資金的匱乏也帶了了運轉方面的困難，無法運營覆蓋

面更廣的大型社區藝術；另一方面，下屬的一系列項目與教育並無太大的交叉點，培養更多的

參與者尚需時間；更重要的是，土瓜灣故事館有著改變社區環境的使命，但隨著區內環境的改

變這一目標可能無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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