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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時代變遷，新舊交替，愈來愈多新店和大集團興起，舊區老店就逐漸消失

和被遺忘。「每間店背後都有它的歷史價值，有它的文化。」香港青年藝術協會總監曾

慧敏說。憑着這個信念，該會籌劃「城市閘誌」社區藝術計劃，希望拉近公眾與文化藝

術的距離，留住香港人的集體回憶。《明報》校園記者早前跟隨「城市閘誌」的導賞員，

走訪該計劃在西營盤的鐵閘藝術作品。 
 

呈現 20老店故事 

「城市閘誌」由香港青年藝術協會主辦、渣打香港 150年周年慈善基金贊助，第一階段

與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聖雅各福群會合作，希望把 20間老店背後的故事，以塗

鴉形式於各店鐵閘呈現。本是毫不顯眼的鐵閘，畫上了一系列獨特的藝術作品，頓時變

得趣味十足。畫作內容不是由藝術家獨自決定，6名參與計劃的藝術家多次與店主聊天

溝通，根據店主的故事和小店特色，擬定畫作內容，香港青年藝術協會總監曾慧敏指出，

部分畫稿甚至改動了 10次。大部分鐵閘都畫上了店主的樣子，恍如店主正在說故事，

展現老店的口述歷史。 

以希路眼鏡公司為例，該店 1989年開業，店前鐵閘畫作由藝術家阿包與 5名英華女學

校學生共同完成。導賞員Wayne和Uncle John介紹畫中老闆周先生從眼鏡框中鑽出來，

俯視西營盤這些年來的變遷，展現出店主緬懷的西營盤，包括已經消失的多男大茶樓、

九如燒臘及罕見的中國帆船等。 



以售賣豆製品為主的關興記，歷史則可追溯至 1928年，深受街坊歡迎，鐵閘畫上老闆

娘拿着豆腐邀請客人嘗試的樣子。曾慧敏透露，關興記的老闆娘最初不喜歡鐵閘畫上其

樣子，設計師再與她溝通作出游說，又草擬兩張草稿讓老闆娘挑選，最終獲她同意畫上

其和藹可愛的模樣。 

曾慧敏表示，籌劃過程中遇上不少困難，包括找贊助、邀請店舖參與，有店主因風水問

題或不喜歡畫花鐵閘而拒絕參加，令計劃險些無法達到 20間老店參與的目標。但協會

與藝術家的熱誠沒有被打擊，他們認為老店背後的故事引人入勝，有責任將其推廣予大

眾認識，不希望香港「有史無迹」，盼能把藝術糅合文化，推廣社區人情故事。幸好他

們最終邀請到 20間小店參與，成就了「城市閘誌」。 

該計劃由 5月底至 6月 11日逢周末及公眾假期提供免費文化導賞團，帶領市民探索中

上環、西營盤和灣仔。早前公開招募退休人士擔任義工導賞員，每人需接受 3日導賞訓

練，了解店舖背後的故事，才可帶領導賞團。導賞員 Wayne說，導賞員需要不同的技

巧，最重要「識執生」，要因應不同受眾調整導賞風格，「例如只談藝術，小朋友會覺

得悶，分享一下社區故事，向他們發問，令他們覺得受重視」。 

開舖時可用 App賞閘 

協會又推出配合計劃的手機應用程式「HK Urban Canvas城巿閘誌」，利用擴增實境技

術（AR），即使店舖營業時看不到鐵閘，仍可透過應用程式欣賞其鐵閘畫作，並可瀏

覽店舖及該行業的歷史資料和影片。該會打算把計劃延展至其他地區，引領市民了解附

近社區的故事。 

■傳天手記 

生動認識社區文化 

透過導賞團讓市民認識社區文化的方式比較生動，文化接觸不再局限於講座、對談，而

是親身到景點觀賞。社會變化迅速，社區文化很容易被忽略，但感恩在社會中仍有一群

人致力讓更多人發掘到每個社區的小故事。 

傳媒 teen使 吳采桐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中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