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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1997年回歸以來，社會上因著各種主觀意願及客觀制約的轉移，令到往昔大
眾認為習以為常的情況變得難以捉摸。在這段因政治變遷而衍生的適應期，公民意
識的提高及全球化對環境及文化持續性發展的挑戰，對香港本土社會發展造成了多
變莫測的格局。一方面要維持總體的穩定性；另一方面則希望尋求改變。面對這種
兩難情況，香港政府雖然在多方面均竭盡所能，但往往在不斷提升的民眾訴求與在
地的實質施行中，形成明顯的落差，甚至顯得有點束手無策，失去重心。

在過往十數年的光景中，所接觸到東九龍的城市發展機遇正反映出如何從一些根本
的認識開始，進而發展出一套有思想有立場的空間對話。這次因為「參與了」而不
能自已的社區營造經驗，可說是難能可貴，既獨特又富參考價值，有偶然的亦有規
律的。但如何歸納為理論，並加以應用，正是筆者費煞思量的地方。或許在梳理這
段經驗時，我們總可以留意到一些特點，現分列如下。 

跋
EPILOGUE

打從啟德機場的重建引發填海與否的爭論，再由高密度發展到尋找綠色連繫的線
索，進而發現新舊區的有機水道串連等，這些可說是「非預設」的議題，但又可以
找出其相關呼應的脈絡。由於面對的複雜情況，包括議會政治、地區勢力、社區特
性、地理變遷及歷史沿革等多元而互扣的發展過程，要移動並推進某些關鍵構想，
並非單向的線性思維可以解決，反之往往是在願景與偶發的碰撞中，反覆思考方可
尋找寸進的途徑。這條漫長而曲折的道路，是以「實驗」與「實踐」作為依歸，一
步一景的走過來。或許，所經歷的是介乎真實與期許間的嘗試，在沒有任何板斧或
程序可依的情況下，恰巧有一群因熱愛這片土地的「造夢者」循著各人的專長，結

1. 反覆思辯的實踐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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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日常的社區經驗中，我們會習以為常地認定了一些固有理解，例如舊機場是
「禁區」，不能穿越；啟德明渠是「污穢」的、不好的面向。但隨著啟德機場的再
發展，明渠水質的改善，很多今天的實情與記憶中的印象不盡相同，要超越這些根
深蒂固的觀念，而喚發出社區上的新機遇，要比興建任何公共建築物都來得困難。
但是在東九龍的社區營造經驗中，或許有些階段正正是體驗這種改變社群集體思維
的轉折點，其中有些技巧及方法可在進展中領略端倪。

其中「啟德河」的正名禮是代表著由過往污染的「坑渠」演變成生態活現的河道。
當然在起初的階段，可說是痴人造夢，但訂立了這個原點後，經與社區人士及政府
各專業部門的溝通後，就變得順理成章。因為在介紹及倡議這個概念時，往往與政
府部門，尤其是與渠務署的溝通，在稱謂上有所不同（因其官方名稱為啟德明渠），

2. 循序漸進的思維改變

合起對地方、專業、學術及人文的認知，在碰到問題時，通過多方面的辯證，重新
確定方向後，一而再地爭取與多方的對話，而漸見成效。

從假設的觀點開始，提出構想進而分層次的落實，再通過漸進的游說及建議，最後
兼容民間意願與官方考慮，揉合成合理而為大眾接受的方案，是體現集體智慧的練
歷，亦是開拓公民社會可循的軌跡。雖則社會發展，尤以社區為基礎的建設，在香
港仍以官方主導，但藉著民間主動參與而創造了新的局面，正是印證了民智的開
啟。這種實事求是的方法，通過思辯的實踐而又藉實驗的反思，與單憑口號抗爭改
變的模式，即時立竿見影，亦奠下了「共構」社區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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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經過我們刻意地一而再、再而三的即時糾正，當局最終接納了啟德河的名稱。在
往後的工作上，渠務署按「河」的意象進行改善工程，包括在規劃上改變其用途
為“O”，即公共開放空間，而不是排污明渠。在進行水質優化時亦引進以植物淨
化等生態系統而非化學工程處理。這些觀念上的轉變不是單向灌輸或刻意求功而達
成的，反之是以較婉轉或以「綿力」來推動，說得更具體一點，就像是以「推拿」
（massaging）的手法在可發力的範圍內與政府官員以柔制剛的往返周旋。雖然所
耗的時間及面向會更長更廣，但另一方面在過程中卻建立了互信及尊重這兩塊作為
社區營造的基石，是往後順利推展「共建」社區的原因。

或許在接觸到啟德及東九龍相關發展的時候，政府剛巧成立了新設的發展局以統領
不同範疇的項目，而民間團體如啟德發展民間聯席為了能較客觀地與政府內各專業
部門，如拓展署、建築署、渠務署等，進行平行的對話，因而邀請了專業及學術界
人士介入，以作更深入的反饋討論及建議各項構想。當中專業學術界如蕭國健教授
及筆者等的長期參與，正發揮著積極而關鍵的角色。一方面結合了學術上深而廣的
視野於實際層面，除豐富了構建項目的思維外，另一方面亦將學者那份求是求真的
探究精神貫徹於有形有體的社區行動中。

由於東九龍的發展相對其他地區有其獨特之處，當中新舊社區的共融及連結是主
調，亦因此牽連到「創新」與「重建」的基本矛盾。在探求如何解決本土的問題
時，因著其共通性而引用其他地區在面對類近情況時的解決方案。這種由本土議題
出發而吸引國際關注的討論，進而謀求對策的過程，可說是寫在土地上的研究論

3. 鍥而不捨的探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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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啟德及周邊發展從構想到實踐的過程涉及不同部門的協作，又由於部門之間的
溝通往往受制於功能權限的框架，而導致以偏蓋全的現象，例如要滿足道路交通的
便捷，路政署製造了大量的高架天橋，衍生了很多不便步行的幽暗空間，影響了以
通達性為本位的步行系統（如不能直接沿啟德河步行至海濱長廊等），這都是因缺
乏對話空間的前設所產生的問題。而作為民間意見，反之是可以一般使用者的角度
提出疑問，並在規劃前期帶出較普及而廣泛的願景，而在進程中倡議建立跨部門溝
通平台，如在處理大磡村重建的總體佈局時，就通過當時的規劃署副署長黃婉霜召
集九個不同部門，在同一平台上進行討論，即時解決因「權限禁區」而纏繞不清的
誤點。通過這些「有問題，說清楚」的溝通渠道，很多本來各自為政但前後矛盾

4. 互為影響的坦誠對話

文。這往往是由一個實際問題開始，例如「怎樣利用現有文化地標創造本土經濟價
值？」，再而按現存社區情況發現這些地標的連貫性及特質，進行梳理而建構其文
化價值。另外，在尋找其經濟價值時，卻往往會重現更多更值得關注的生態環境及
社區資本。沿著這條思想脈絡，啟德及東九龍的相關議題，亦顯現了未來香港城市
必然要面對卻未有頭緒的命題，其中「社會─生態」共生社區（socio-ecological 
community）、場所塑造（place-making）、及誘導性規劃（conducive 
planning）等非傳統城市設計領域可以在同一地區內作同步探討。與此同時，因整
個發展是以動態進行，新議題與舊環境經常產生格格不入的局面，正要求研究探討
的視野重新思考，又藉著學術研究的滲入而改變制度內固有的思維甚或運作模式。
這份鍥而不捨的態度正是在東九龍多元而複合的社區發展中賴以延續民間影響力的
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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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計決定，在互信坦誠的對話中得到較合情埋的調整及優化。當然，要建立這
些平台並非朝夕可就的，而是在多次往還中，既從公共利益的角度主動爭取，又
要兼顧各部門所面對的局限，而達成往前邁進的共識。透過共識的建立（consent 
building），矛盾往往在前期溝通中得以化解，而不是在問題浮現時才互相指責。

這些互讓互諒的建設性探討，是一種「你進我退、我前你後」的「探戈式」進程，
是一種漸趨成熟的地區發展議論模式。其重點是通過討論，互有進退的達至雙方或
多方認同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在商討過程中會加深理解對方的立場及思維，因而軟
化固守的偏執，產生更具創見的雙贏方案。

為了建設真正屬於社區的環境，在整個啟德及東九龍的社區營造過程中，由民間自
發進而改變政府從政策到落實的方針，雖然不能說是顛覆了一貫由上而下的拓展型
態，但當中的微妙改變，都是當局嘗試放下身段、自下而上的徵求社區上多方的構
想。例如拓展署及渠務署願意吸納民間意見，並主動以商討的方式及較人文手法
（如徵文、繪畫、設計比賽等）進行諮詢工作。又如在發現宋朝遺蹟時，當局以較
開放的態度，在建設過程中邀請各階層人士參觀，集思廣益。凡此種種，相對於其
他地區如西九龍及新界東北發展所激發的抗爭，不可同日而語。

或許，在更深層的意義上，啟德及東九龍的規劃過程是開放式的，如首次引入城市
設計及場所塑造的概念，亦特設了啟德專員及起動九龍東辦事處。這些與民間共同
商討未來發展的中介角色，再配合民間主動提供的建議，經過溝通磨合而建構起公

5. 官民參與的協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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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互補的伙伴關係，意味著公共利益自全港到個別社群，能在多層次的關注中得以
保障，並反映在具體的社區建設中（尤其是在啟德河重現的綠色脈絡中看到），開
拓了「民間起動，政府配合」的先例。同時我們再以創新的手法如綠色藝術及當代
觀點出發，如環境教育及生態回游等，嘗試建構一個「與民共享」的願景，這一點
正是為何可以在「支持」與「反對」兩極中尋找平衡的支撐。在開啟民間智慧的路
途上，如何吸引、轉化並協同各方意見成為共識甚或在地行動，都是政府與民間需
持續不斷的學習，亦是如何尋找個人與社會同理並行的修練。

最後，在經歷了這段起伏不斷的社區營造歷程，筆者可以歸納出「共構、共建、共
享」的理念在推動、改變及深入社區建設上的重要性。當然，不同時代在回應社會
訴求的方式及表現各有異同，但正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若然香港要超越過
往的框條而創造出獨特而前瞻的社區發展模式，是需要政府部門的兼聽及互諒、民
間組織的倡議及堅持、兩者相互間的溝通無間、及確立「與民共享」為依歸的基
礎。我們相信在依循這種信念而達至同理同德的路途還是可以指日可待的！

鄭炳鴻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副教授

社區營造學社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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