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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窄的小巷、密集的高樓、冷峻的基建；從理論上幾乎無法居住的蝸居，到極盡奢華的豪宅⋯儘管
香港總是在充滿變數的環境中被不斷地規劃改造，充斥瀰漫於這個城市的生活味道，卻全是不經意
地自然而生的。香港是全球化浪潮當中的一股推動力，但她並未因全球化的影響而迷失自己。(難道
廣東話這方言中有保護本土特色的自我防禦機制？)吸引大部份訪客遊人的，不是香港的國際大都會
特質，而是她本身的地道色彩。我在香港的日子裡，目睹了一群新生代的出現，他們公開宣示自己
的參與權，表現出高度理性的社會觸角。他們的政治意識、文化多樣性，和輕鬆遊走於香港與環球
文化之間的能力，為我們提供了意念和靈感。

這個項目給我們的挑戰，是把政府的雄心壯志、來自各界持份者的期望、以及豐富得讓人咋舌的項
目内容，化成一個有趣而認真、精心計劃卻自然隨意、龐大但親切、具中國特色又國際化、標誌性
且實用、合理同時充滿驚喜的規劃方案。這個項目的選址本身就是個可以同時提供密度和釋放空間
的理想地點： 北面和東面充滿城市的壓迫感，往南可見到這個大都會的天際線；而包圍着文化區的
大海，則為我們帶來無拘無束的感覺。北面的大後方，是延綿的山脈；而向西遠眺，則見散落海面
的離島、夕陽美景和更遼闊的海域。

我們嘗試將西九文化區塑造成一個集城市密度和大自然氣息於一身的香港城市縮影。令我們驚訝的
是， 這個嘗試竟然能夠在置入大量活動設施的同時保留大片廣闊的開放空間。我們決定在政府要求
的基本建設方案以外，額外提供一份文化大藍圖。我們與來自文化和金融界的專家共同合作，根據
各界持份者所提供的意見來製定這份藍圖。 我們的文化大藍圖和建設方案是同步製訂、並且相輔相
成的。這個做法是要嘗試在現存文化設施的基礎上，建立一個集思考創作、互動參與和生產製作於
一身的新領域。我敢肯定，這個新領域的出現將令到「香港是文化沙漠」這句話成為笑話。

雷姆．庫哈斯
Rem Koolhaas

© Offi ce For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

2010 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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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村落

 劇場村

中村

M+ 視覺藝術村

村落

村落是一個有機體，當中包含了許多環環相扣、共同運

作的組件。自古以來，村落一直是最有能力持續發展的

人類共存模式；它的存活不是因為新技術或高科技建

材，而是源自人和建築物的互動和相應變化、便利的溝

通、靈活的調適力以及和大自然的緊密連繫。村落的概

念可以海納百川，將社會各界繁多而看似矛盾的期望消

化、擺脫以龐大浮誇的建設來滿足大眾的迷思、並能消 

除「 新 」、「 舊」九龍之間所可能存在的疏離和對立。

園林地貌

在為這個文化區構思園林地貌的時侯，我們從熱帶農業

中汲取靈感，不但取其繁多的植物種類和種植方法，還

有其自我運行的社會活動模式。西九文化區的基本地

貌，借鑒自新界西北面大片相連的魚塘，這種形態好比

鄉村、米埔濕地和香港周邊地區的稻田，讓人一見如

故、似曾相識，卻又能從中引發無限的新意象。源遠流

長的村落文化意味著人們的付出和創造力，它帶給我們

的不只是美學上的借鑒，還有一套哲學理念 —— 一個把

集體力量和共享資源帶到這方案中心的系統。這一切啟

發我們設計了錯落有致的幾何園林地塊，形成一幅偌大

的畫布，把區內的元素連繫一身。

街道風貌

街道生活是連接三個村落的主幹，它聯繫著普羅大眾、

業餘愛好者和專業演藝家，亦把各式各樣的文化藝術串

連起來。街道是創意生活的大舞台，可以繪畫、思考、

綵排、 設計服裝、製作舞台佈景、實踐創作理念⋯⋯是

包容犯錯、讓人可以從失敗和嘗試中學習的空間。這些

都是創作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原素，跟表演場地、展示空

間、甚至作品本身一樣重要。開放創作的過程是鼓勵公

眾參與的策略，最終志在建立一個新的創意群體。另一

方面、是希望可以展示創意工業的商業潛力，將香港傳

奇的金融智慧連繫至這個文化區。

建構要素

西九文化區邊界

site boundary



2 
W

es
t 

K
o

w
lo

o
n 

C
ul

tu
ra

l D
is

tr
ic

t

3 
O

ffi
 c

e 
fo

r 
M

et
ro

p
o

lit
an

 A
rc

hi
te

ct
ur

e 
 

 

M+ 博物館

展覽中心

其它文化設施

特大

大 大

大

中

中 中
小

小 小

小

在其他表演藝術場地, 教育, 視覺藝術工場 , 表演藝術製作 / 
靈活的總建築面積

置換方案
案資料館 

OMA該如何回應香港公眾和政府的意見？服從地？公式

化地？我們積極地參與了第一階段的公眾咨詢活動，發

現當中牽涉了很多建築以外的考量，這令我們意識到有

更設身處地去認識香港的必要。來到這個城市後，我們

集合來自香港、中國和世界各地的城市規劃師、研究人

員和建築師，在文化、財經和政治等專家顧問的協助

下，進一步了解本地的情況。我們把研究結果整理成一

份相應西九基建而製的文化大藍圖，作為文化區籌備、

興建和成立過程的文化發展路線圖，目的是要建立一個

創意大環境，讓文化區活起來。這個文化大藍圖建議︰

建立「特別文化區」

就像中國的經濟特區，這個封號意味著特有的經濟法

規、稅收制度和司法環境，所有措施均以促進文化發展

為依歸。「特別文化區」還可以為政府、藝術界、私人

機構和市民之間提供一個和諧共處的基礎，成為各界之

間建立夥伴關係的園地，令各方可以輕鬆、甚至享受地

發展出新的合作模式。

發展全方位劇院

誠然，經典的劇院營造模式是值得參考的，但，這並不

代表我們要被既定的模式規限。我們理想中的全方位劇

院是一個平台，朝著一個方向延展而化為各表演場地的

前廳大堂、劇院的天花和樓座。作為一個把不同表演場

地連繫相扣的獨立單元，這個全方位劇院可以容納音

樂、戲劇、舞蹈、實驗戲劇、街頭劇等等多元範疇的表

演，並為不同的表演模式提供交流互動和跨界混合的機

會。

打造粵語文化核心

如果以廣東話作為常用語言能避免全球化將香港同化，

那粵劇欣賞者平均年齡的上升便是值得大家關注的問

題。 我們的文化大藍圖特別強調本地方言對文化的重要

性 , 就像法國人保護其語言文化一樣。 我們將透過位於

「中村」、臨海而建的戲曲中心，將粵劇文化推廣及呈

現給香港的年青一代。我們亦會鼓勵各式實驗性創作、

去開拓粵劇及粵語地區其他特色文化的未來。

連繫珠江三角洲

香港與中國持續發展更緊密的連繫, 而珠三角地區內的流

動性亦不斷增加, 區內超過五千五百萬人的互相交流，迅

速形成各種新品味、風格和期望，這對香港來說是一個

天大的良機。文化區在此應發揮其關鍵性作用，例如設

立「小額藝術信貸基金」 並擴展至珠江三角洲、邀請藝

術家駐場、及供創作場所、曝光機會，和連繫速配合作

夥伴的平台。

位於舊城區內的西九文化區衛星藝術站

藝術大工場

擴大M+的定義

香港悠久的電影發展，孕育出大量經典電影，我們建議

將香港現存影片、優越的數碼文化和香港人對電子遊戲

的熱愛等元素集合於M+之中。若以上各種原素能夠結

合，並將其製作設施和技術加入戲劇及藝術創作，便可

產生相輔相成的效果, 營造出如洛杉磯一樣互助相生的創

作集成地，讓純藝術與主流文化無縫地交流融合。

連貫九龍

在巴黎市中心，龐比度中心成功地為老城區引入新的文

化機會之餘，更完整地保留了老城區的特色。同樣地，

九龍舊區躍動的城市脈搏，正正是西九文化區的活力泉

源；失去脈搏，不管建設規模多大、建築造型多美，區

內都會如同死城。要確保西九文化區的存在價值和生命

力，尤其是對遊客的吸引力，關鍵在於保留現存於九龍

喧鬧混雜的商業味道，防止舊區硬生生地被重建美化成

所謂的當代公共空間。我們建議將九龍部份有文化價值

的地方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同時，透過在現有的街區

設置藝廊、藝術工場、劇場採排場地等等西九文化區的

「衛星藝術站」，使之和西九文化區融合成為一個整體

化而又極多元化的社區。

重新分配項目內容

我們為西九文化區引入表演及視覺藝術的製作場地、教

育設施、首映戲院、檔案資料館和圖書館，並通過系統

化地開放「後台」，達至教育目的。如此，市民將不只

是(被動的)觀眾，還可以探索藝術製作和創造的過程，從

而激發他們對參與藝術方面的熱誠。

文化大藍圖

商業 +文化用途

60% + 40%

總和=726,000平方米

我們的文化大藍圖主張加設製作空間及教育設施 ，以替代規劃要求中部分劇場用途空間。公衆參與常見字

Seeking sustainability – as opposed to iconicity – should come naturally to Hong Kong, 
it is an extension to Hong Kong’s innate tendency for self-organization. Hou Hanru

There is a disconnection between known and unknown artists. Many people feel abandoned 
by the project, since it does not consider the interests of the artists. Michael Schindhelm 

Hong Kong shares elements 
of LA – in that culture needs 

to emerge from shopping, 
money, commercialism, 

fashion, Hollywood. Scott 
Lash, professor in cultural  

studies

An institution or its 
operational model 
cannot be viewed 

without reflecting the 
legal and economical 

context  – for 
instance, tax 

incentives in the US 
have facilitated the 
creation of philan-

thropy models which 
cannot be 

transferred to other 
countries easily. 

Michael Schindhelm 
writer and cultural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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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部分的任務不是設計現在使用的劇院，
而是把劇院想像為孵化器、未來的創意催化劑 ...
任何設計應是一種“可能發生”或“可以發生。”
賴聲川

聚集

“ “村落”定義著過去與未來，不是現有的狀況。
這暗示了發展，是前現代和後現代，但不是當代。”
姜     ，城市中國雜誌主編

“電影在香港做出了最原始的印記，能有效代表了
香港精神 - 快速生產、快速移動、快速消耗。” 
賴聲川，劇作家和導演

經典博物館
的角色分為

收藏、

展示和復修
;但是今天

，更重要的
是要

把生產過程
融合在博物

館空間內。

侯瀚如，策
展人和藝術

評論家

“香港政府的“優秀人才

入境計劃” 是為了展示其

文化政策--既然知道在

未來將有大量內地人才

湧入，為什麼不考慮
在西九建立一個
展示內地知識

分子能力的空間？”

姜     ，城市中國雜誌主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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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藝 – M+ 視覺藝術村 
敢於避免引入名牌博物館的模式，令M +有機會去實踐

當前最具創意的文化思維。M +用以長條作單元，組成

井字形架構，層層交疊而成。每個單元都有自己的主

題，包括國際與本土文化以及設計、電影和視覺藝術等

當代藝術範疇，從而在不同的藝術之間創建出接觸面、

開放性和聯繫。透過將M+和視覺藝術工場結合，我們建

議要超越傳統博物館中展示、收藏和復修等範疇各自為

政的模式，讓研究、製作和教育等領域互相融合、全面

滲透M+。為了加強交流，M +和視覺藝術工場的所有附

加設施，包括辦公室、學校、工作室、酒店、住宅和藝

廊將形成一個整體。這個藝術大工場更會在西九文化區

和九龍街區衍生多個「衛星藝術站」，將鄰近的社區融

為一體。

1. 連貫九龍

M +以行人天橋直接和鄰近的社區連接，能便捷地進入佐

敦和廟街。這個博物館的流行文化地帶還橫跨廣東道，

並連接到位於「港景峰」的博物館支部。

2. M+博物館

每個不同的藝術地帶均有自己的組織模式和建築特色，

以配合不同藝術媒介的展示︰流行藝術地帶會有充滿活

力的生活節奏；相對地，視覺藝術地帶則會有一連串樸

實、真摰且緊密連繫的空間。

3. 藝術大工場

M+為藝術家提供資助的工作空間，把創作過程帶入博物

館，並讓藝術家可以在香港市中心進行創作。

4. 街道

M+大眾文化地帶是一條街道，將西九文化區連接位於廣

東道的「港景峰」。

1.

2.

3.

4.

M+ 博物館:
- 視覺藝術
- 活動影像
- 設計
- 流行文化

- M+ 非展示區
- 藝術及創意工業學
  院, 文化圖書及資料館
- 視覺藝術工場
- 酒店及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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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全方位劇院可以承載一切規模和形式的表演藝

術，在同一個建築結構內，將包含大劇院、音樂廳、室

樂演奏廳、劇場大道(中型劇場)和一個水上黑盒劇場。為

公眾提供園林、海港和香港島景致的城市觀景台延伸到

各個表演場地，場地間互通的大堂分佈散落於一幅偌大

的甲板上，全天候開放予公眾進行各式各樣的活動。甲

板下層為一個開放的共用空間，是讓公眾感受各類節目

幕後製作過程、流程分配和綵排的地方。

這個劇場村是一個集舞蹈、音樂、戲劇等表演節目的製

作、綵排及訓練於一身的場所。這裡有音樂專門店，也

有餐廳和咖啡館，讓公眾與表演藝術的業界人士交織、

交流。

PRODUCTIONPUBLIC PUBLIC

CONCERT HALL

CHAMBER MUSIC HALL

BLACK BOX

GREAT THEATRE

STREET THEATREStreet Theatre

Chamber Music Hall

Public Production Public

Concert Hall

西演 – 劇場村
1. 大劇院

劇場村的公眾平台延伸捲曲成形成一個可容納2200人的

大劇院。

2. 音樂廳

有2000個座位，設於全方位劇院的中心位置。

3. 游泳池

供大眾在維港旁邊暢泳。

4. 劇場大道(中型劇場)

這是一條可容納800人同時欣賞實驗性劇場節目的街道。

5. 海濱

位處劇場村西面的海濱地段氣氛親切自然，更能飽覽壯

麗的維港日落景致。

1.

2.

3.

5.

4.

大劇院

大劇院

劇場大道(中型劇場)

劇場大道(中型劇場)

表演藝術工場

黑盒劇場

黑盒劇場

公衆 後台 公衆

音樂廳

室樂演奏廳

音樂廳

室樂演奏廳



中城墟 – 中村(位於中心地帶的城墟)
中村把文化區的東面和西端連接，並把香港多姿多彩的城

市生活氣息帶到西九海濱。這裡是九龍街道市集的延伸，

有小型娛樂設施、地道的店舖、餐廳、露天市集和各式藝

廊。在城墟的兩端，各有一個專為推動粵港表演文化而設

的場館，一個傳統、一個現代︰西端是戲曲中心，而東

面，則是一個舉行電影界盛事的首映戲院。

戲曲中心

- 戲曲劇院

- 戲曲學校

首映戲院

1. 戲曲中心

這個戲曲中心是專為粵劇而設的，一個有1400個座位的大

劇院和旁邊 400個座位的小劇院相通，這個「子母劇院」

改變了一般粵劇戲台的做法，為創新的演出締造了機會。

戲曲中心的頂層是一個可享迷人海濱美景的大會堂，這將

是一個舉辦婚禮和節日慶典的理想場地。

2. 柯士甸道

以行人天橋連接「圓方」和中村。

3. 街道風貌

香港的街道文化，是隨心而發、不分年齡、傳統又新穎

的。

4. 水上的士

乘坐水上的士可以從天星碼頭直達戲曲中心。

1.

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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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九 文 化 區 的 生 活

中城墟

00:00 ... 3 .. 2 ..新年快樂！@大型表演場地  

8:45pm 演奏會 
   @劇場村

8:30am 單車之旅@ 西九文化區

3:45pm 和家人飲下午茶@茶館

6:10pm 幕後花絮 @ 林奕華

6:38pm 品酒@劇場村

10:00am 馬拉松@環迴吊橋

10:00pm 購物@ 中村

11:15pm Jean Tingely @海濱大道

1:15pm 豐富的午餐@藝術市場

3:10pm zzzZZZ@ 樹林公園

劇場村

11:00am 探訪周俊輝@ M +

8:15am 歡迎蒞臨香港！@高鐵站

5:00pm 展覽優先場@ M +

視覺藝術村 (M+)

1:30pm 晴天@公園

3:30pm 忙裡偷閒@花園天橋

東
藝,
西
演,
中
城
墟
;

阡
陌,
交
通,
人
才
聚。

8:30pm 影星@首映禮



13
 

O
ffi

 c
e 

fo
r 

M
et

ro
p

o
lit

an
 A

rc
hi

te
ct

ur
e 

 
 

園林 新境界

釣魚 放風箏     日光浴 衝浪攀登

塗鴉 感受自然環境放狗

滑板 保持清潔 騎自行車 在長椅上 在草地上

販賣 哺雀鳥

1. 連貫九龍公園

一條草木繁茂的天橋由西九文化區延伸至九龍公園，讓

兩者融合，成為香港市區內最大的公園。

2. 海濱長廊

可一路欣賞香港島的景致，一路沿著海岸散步、緩步

跑、玩滾軸溜冰和騎單車。

3. 社區農田

社區農田可開放給公眾小規模地種植蔬菜、草藥和食用

花卉等農作物。

4. 草地

可愜意地在開闊的草地上溜達踱步。

這個園林公園是擺脫商業枷鎖、禁忌和各式各樣制衡的

開放空間，將與九龍公園相連，組成香港市區最大的公

園。受到香港稻田和魚塘的啟發，園內將種植不同種類

的本地植物，各類田塊以阡陌交錯的行人和單車徑貫通

相連，當中有草原、花園、果園、池塘，甚至給市民體

驗農耕樂的小型社區農田。繁多的植物種類反映了香港

人的多樣性，亦為每一個人提供合適的活動空間。

1.

2.

3.

4.

在西九新公園中容許的活動

在一般香港公園不容許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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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
室外溫度
太陽輻射
降水量
風速
濕度

城市設計
城市環境定位
室外空間通風
建築物的緊湊性
有效的供水輸送
有效的遮陽
降溫措施

建築設計
方向
布局和外觀質量
建築外殼隔熱保護
空間深度
生態材料
模塊化結構
應用

有效的技術系統
(例如: 節能燈泡)

創新 /智能控制系統
(有/無傳感器照明)

可再生能源技術
（製冷 /電）

住客及訪客
視覺舒適度
溫度舒適度
個人舒適度
自然採光
健康的環境
生物考慮

能源需求

技術設備

零能源消耗: 通過環環相扣的緊密活動空間，將交通流量

減至最低，同時為未來的變化留有可發展的空間。優化

村落的佈局，以充分利用其天然地理位置和條件：例如

利用海風令空氣自然流通、以樹蔭遮光, 來調節區內氣

溫。我們亦因應文化區直長的形狀特質，開拓出一條中

央骨幹來輸送能源、水、資訊、人流、廢料和電。

零排放: 採用最新的光伏技術在文化區內製造可再生能

源，同時鼓勵風力和地熱能源的發展可能。提倡使用公

共交通工具和不會排放二氧化碳的交通工具，例如單

車、人力車、出租電動滑板車。

零廢物: 鼓勵「建築物回收」：使用容易拆卸和可以循環

再用的建築組件。

大型表演場地 可持續發展
這是一個可容納15000人的大型表演場地、意念沿自古希

臘和羅馬的露天劇場。借香港島迷人的天際線作背景，這

裡可以舉辦各式從流行演唱會到跨年慶祝活動的大型文娛

活動。我們利用隧道入口頂部的空間，使這個大型表演場

地成為一個方便往返的獨立場館，並盡量減少對區內村落

和四周園林造成的影響。

超過三份二的香港市民指出氣候變化和環境污染是他們

對於未來最關注的問題，我們希望將這個文化區打造成

環保概念的新指標，以有效地回應大家的訴求。西九文

化區的龐大規模提供了一個容許更多方位地實踐可持續

發展方案的獨有機會。事實上，如果有節能意識的建築

物得不到周圍環境的配合和協調，或被孤立到偏遠而難

以前往的位置，那麼，即使建築物本身的節能表現再好

都無法實現到環保的真義。

我們希望通過以下幾方面來實現我們的目標：

擴大包括香港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及香港天文台現有的

合作研究，以西九文化區作為新方案的即時臨床試點。

支持長期投資可持續發展項目，通過建築物的生命週期

來節省建造開支。

將文化區視為一個極大的生態園，預留雨水儲存區， 把

雨水循環再用作灌溉區內植物之用。

夏季風向 冬季風向

 

建築物的能源需求受很多不同的因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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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分鐘 7

劇場村 大型表演場 中村 圓方

九龍港鐵站 柯士甸道
港鐵站

M+高鐵站

高鐵站 

分鐘 分鐘

公共運輸交匯處 公共運輸交匯處

九龍公園

連接和交通
為了保持西九文化區的開闊空間，我們將交通基建網絡

隱藏於文化區之中：高鐵站的兩邊均連接三個村落的地

下停車場。這個系統還連接九龍街區與柯士甸站，而九

龍站建築群則由天橋連接，並一直往東伸延到九龍的街

道和小巷(本頁圖中的所有行人天橋均為規劃方案的一部

分)。這個做法，是要造就一個和四周緊密相連的無形交

通網絡，能應付城市人生活所需之餘把可能帶來的影響

減至最低。儘管這個方案鼓勵人們享受於西九漫步，但

亦照顧到需要效率的繁忙人士：文化區內的所有交通點

均可在7分鐘內步行到達。行人可以根據不同的天氣，選

擇露天、室內或地下通道。另外，我們建議在西九龍海

濱長廊設置單車通道，為喜歡用單車代步的人士提供更

多選擇。

 

行人通道網絡

 

步行距離

 

交通基建規劃方案

環迴吊橋
西九文化區標誌著香港一個關鍵的提升期 —— 香港不單

是亞洲的經濟樞紐，亦是文化交匯的中心點。為了紀念

這個時刻，我們提出了一個宏大的方案，這建議媲美紐

約第五大道、巴黎香榭麗舍大道和東京的銀座。這個連

接柯士甸道，佐敦道和西區海底隧道的方案，四通八達, 

既方便汽車進出，又可讓遊人隨意步行和踏單車, 更將會

大大改善鄰近地區的交通狀況。

我們這個方案將成就一條具標誌性的橋樑。這座橋位於

西九文化區的外圍，因此這個方案的可行性可在不影響

西九文化區內規劃的情況下作進一步研究。如果有任何

政治，財政或法律因素影響這座橋樑的可行性，我們還

有另一在海濱建設一條人車雙行大道的後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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