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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置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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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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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面商舖

並置式螺旋式垂直樹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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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幢大廈一個社區   筲箕灣

堆積式混雜（stacking as hybrid）

慣常的空間思維方式在超高密度狀態下不再有效，建築物基於效率與利益優

先原則，以非常規的方式組合疊加。事物的組合方式被變更，達到料想不到的

特殊結果—雖然它們往往始於被動，卻終於意外的收穫。

以筲箕灣的一棟住宅為例，它的特異之處在於，整個“社區”的概念被集中於

單棟建築物中。三種現代住區的主要功能：居住、商業服務和停車場被全部疊

加於地面之上。在疊加功能的同時，也疊加了三種完全不同的空間組織模式：

並置式（juxtaposition）、螺旋式（spiral）及垂直樹狀（rhizomatic）結構，而且

各自保留獨立入口。通常置於地下的停車空間，在此處有多達六層的需求，置

於地下顯然不經濟，因此被抬升至地面之上，而底層的商業價值又使其不能存

在於地面，於是“夾心停車場”成了唯一選擇—顯示堆積背後所隱藏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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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院式（backy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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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院式 & 漂浮式   蘭桂坊

後院式（backyard）

新近開店的酒吧沒有機會佔用沿街的店面，解決之道是在前排商店之間置入

狹長的過道，在街面上留下與內部的“介面”。後院式店舖也有優勢：退居於

後，往往可以獲得更多的商業空間，位置更寬廣，提升了利用的自由度。這是

一種“欲揚先抑”的手法，也是一種空間的“插敍”。退於隱秘的後部，空間更

具神秘感與私密性。

漂浮式（floating）

基於相同的邏輯，地面沒有獲得營業面積的商家也可以將店面以“提升”的

方式置於第二層—僅留入口與樓梯間在地面。店面的滲透力如同獲益的隱

喻：它如此強大，無處不在、無孔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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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環限時步行街

空間類型

線性空間 陣列空間 點狀空間 面狀空間

使用者類型

空間使用頻率

空間權屬關係

2 海濱社區公園 3 圓方商場室內 4 時代廣場首層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6   12     18    246   12     18    246   12     18    246   12     18    24

場地選擇（locus choice）：地價超高的都會中，除卻公園之外，公共空間大多

數指向“相對剩餘空間”（left over spaces）—活動只可能存在於某些特定

區域，例如，架空的底層、天台，或者商家提供的部分室內。根據“自我感應”

策略，民眾真正使用的方式往往成為場地所要激發的公共性的答案。

  消費人羣
  非消費人羣
   臨時聚會人羣
   其他過路人

 政府
 民眾
 商人
 城市公共空間
 出讓式可開發
    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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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間潛力研究

天台

架空

開放底層

內嵌

室外有利的公共空間 室內可能的公共空間使用方式

遮擋

圍合

倚靠

保護

休憩

穿越

場地心理（locus psychology）：可能的公共空間場地必須是這樣一種悖論的

混合物，同時滿足開放和私密的要求。開放是一種民主，必須使所有人有均等

的機會進入和使用；而即使在公共場合，人在心理上也不希望自己的活動一

覽無餘地暴露於眾人的目光下。對於安全感的尋求使人們更傾向於使用可以

倚靠、略帶遮擋的空間。

聚

臥

坐

逛

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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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築   中環 + 灣仔

傘的靈活性

一把陽傘與桌子的結合，可以成為售貨亭；一把傘與長凳的結合，可以成為

遮陽座椅；幾把傘與貨框、貨櫃的結合，可以成為小型市場。它的妙處在於

無盡的可能性—兩種事物在功能上的簡單嫁接，產生出完全新的事物；在

於合併之後的整體效用，是合併前的任何一個部分個體都不可能完成的，屬

於 1+1〉2的模式。這種操作是物與物的嫁接，更是兩種概念的混雜，單純的

拼接可以產生非單純的結果。它預留了空間，不斷提供新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