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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还是“败笔”？
——以SCAD为例探析中国香港历史建筑保育成果

王子琪
中央美术学院，北京 100070

摘要：前北九龙裁判法院交由美国萨凡纳艺术与设计学院进行活化使用是中国香港历史建筑保育计划第一期的项目。从

2010年投入使用至2020年关闭，运行了整整10年时间。文章通过调查和分析，反思该项目的经验和教训。前期通过政府招

标的计划书、申请机构的标书等一手文献资料，结合田野调查，对已经投入使用的萨凡纳艺术与设计学院进行实地考察，并对

运营人进行了深入访谈。萨凡纳艺术与设计学院凭借其丰富的历史建筑保育经验，对前北九龙裁判法院的建筑本身进行了较

好的保护，然而历史建筑所承载的地区的历史文化，没有在活化使用中得到良好的传承。在历史建筑保育过程中，除了保护和

利用历史建筑，还应该注重凸显其历史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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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or“Failure”? A Case of SCAD to Analyze the Conservation Achievements
of Historic Buildings in Hong Kong, China

WANG Ziqi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Beijing 100070, China

Abstract: The former North Kowloon Magistracy was activated by the 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s the first phase of the Hong Kong historic building conservation project. It has been in operation for 10 years from 2010 to

2020. The paper reflects on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the project by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The survey method adopted in

this paper is mainly investigation. In the early stage, through the first-hand literature such as the government's bidding plan and the

bidding documents of the applicant agencies, as well as the field study, we made a field study on 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which has been put into use, and conduct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e operators.With its rich conservation experience of

historic buildings, 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has protected the buildings of the former North Kowloon Magistracy well.

However,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area carried by the historic buildings have not been well inherited in the process of activation

and use. During the process of historic buildings’conserv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historic buildings, we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highlighting thei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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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对前北九龙裁判法院的建筑活化使用而成的萨

凡纳艺术与设计学院是中国香港“活化历史建筑伙伴

计划”下第一个完成的项目，也是建筑面积最大的项

目。从“天星码头事件”开始，中国香港民间保护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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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和历史建筑的意识觉醒，政府方面也非常重视。

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在他 2007年的施政报告中推出了

上述计划。其中，北九龙裁判法院项目由美国的艺术

学院获得，曾在中国香港社会上引起巨大争议，然而该

学校在保育历史建筑方面的赫赫名声也让人们对这个

项目落成以后的效果充满期待。从 2010年学院正式

开幕到 2020 年因疫情影响学院关闭，经历了 10 年时

间。本文将探讨作为中国香港首批历史建筑保育计划

的萨凡纳艺术设计学院项目的经验与反思。

在 2010 年，曾荫权出席萨凡纳艺术与设计学院

（以下简称 SCAD）中国香港分校的开幕仪式时曾经

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投资。当初我们的确感到犹豫，

这是因为建筑及土地资产也许是中国香港最有价值的

东西。对于要将这些资产转化为非牟利用途，我们总

是有点害怕，但现在，我相信我们确实做了一些好事。”

“SCAD把前北九龙裁判法院演变为数码媒体学育枢

纽，正是为历史建筑注入第二生命的成功例子。

SCAD中国香港分校把他们在保育及修复项目上的丰

富经验，以及世界级的艺术及设计教育带来中国香港，

协助中国香港巩固其区域教育枢纽的地位和国际化的

学习环境。”而负责计划的SCAD中国香港分校建筑及

保育总监戴勤信也说：“我们希望这个成果成为一个模

范，供其他非牟利机构及日后的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

划参考。”

那么这个项目究竟是否成功？是否能够如曾荫权

和戴勤信所说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和“模范”？还是政

府忽视文化保育只重经济效益，忽视本土文化，偏爱海

外“财大气粗”的机构的一个“败笔”呢？

一、相关概念和背景回顾

SCAD对前九龙裁判法院的活化与“中国香港赛

马会创意艺术中心”、“荷李活道前已婚员警宿舍活化”

等一样是中国香港将创意产业和历史建筑相结合的规

划性项目。

（一）历史建筑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城市规划法》[1]

都对保护城市历史建筑作出了规定。城市规划和改建

中一般应考虑保护的历史性建筑为：在城市发展史、建

筑史上有重要意义的历史建筑或某种建筑技术的代表

作；具有较强个性、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城市的标志性建

筑；著名建筑师设计的，在建筑史上有一定地位的优秀

建筑；艺术价值较高、造型优美，对丰富城市面貌有积

极意义的某种外来艺术形式的建筑；代表城市发展某

一历史时期特点的民居建筑、保留较为完整的典型街

区；历史上同某一重大事件或某种社会现象有关的纪

念性建筑；一些同城市文化传统有关的街区，某些造型

别致、地方色彩浓厚的建筑形式或街区。

（二）创意产业

根据中国香港大学文化政策研究中心完成的《香

港创意产业基线研究》，所谓创意产业，是指通过对创

造力技术和智慧财产权的开发配置来对产品和社会文

化服务进行生产和分配的经济活动群。

中国香港创意产业在狭义上分为三大类，包括11

个行业。第一类是文化艺术类，包括艺术品、古董与手

工艺品、音乐、表演艺术。第二类是电子媒体类，包括

数码娱乐、电影与视像、软体与电子计算、电视与电

台。第三类是设计类，包括广告、建筑、出版与印刷。

然而以广义的角度来思考，中国香港也将健身美容、美

食、文化旅游等服务业称为创意行业。

（三）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

SCAD 对北九龙裁判法院的活化是根据 2007—

2008年的施政报告推动的文物保育工作[2]。活化历史

建筑合作伙伴计划由 2008年 2月开始接受申请，共收

到114份申请书。在通过相关领域的专家审核了计划

中对文物保育观念、彰显建筑物价值的方式、营运计

划、财务安排可行性、申请机构在保育方面的经验等的

论述后，终于为计划首批 7幢政府历史建筑，选出了 6

个最合适的保育及活化方案。本文讨论的这个专案就

是其中一个。

（四）北九龙裁判法院

北九龙裁判法院于1960年落成，位于深水埗区大

埔道，总面积7 530 m2，是该年代的典型公共建筑。北

九龙裁判法院楼高 7层，门外立面以长条形玻璃窗为

主要设计，建筑物由花岗岩石砖砌成，有不少新古典主

义风格的建筑特色。兴建北九龙裁判法院的目的是审

理九龙区的罪案。2000年北九龙裁判法院一度成为

九龙区唯一审理案件的法庭。2005年，中国香港裁判

法院合并，北九龙裁判法院也随之关闭[3]。

裁判法院属于最低级的法院，可以审理多种可公

诉罪行及建议罪行，例如无照摆摊、违反交通规则、随

地扔垃圾等。虽然都是轻罪，但是非常忙碌。据一位

曾在法院工作过的高级督察说，每日出庭受审的被告

超过40人，有时甚至达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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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萨凡纳艺术与设计学院

萨凡纳艺术与设计学院在2020年最新QS世界大

学排名艺术与设计类专业中位列全球第 36位。该学

院于1978年在美国乔治亚州成立，提供广告学、动画、

平面设计、插图、互动设计、游戏开发、动态媒体设计、

摄影、视觉效果等多种课程。2008年 5月在中国香港

设立萨凡纳艺术设计学院基金（中国香港）有限公司，

成立分校。如今，在美国、法国、中国香港共有 4所分

校，累计学生超过9 300人。萨凡纳艺术与设计学院的

大部分校园建筑，皆由超过 100年历史的建筑改建而

成。学院已成功活化全球百余幢建筑，受到许多组织

的认可，在古迹活化和保育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二、SCAD专案硬件部分调查分析

SCAD花费 1亿元为前北九龙裁判法院进行保育

工作，添置电脑及电子媒体设备等2.5亿元，共耗资3.5

亿元。此部分根据采访、实地考察和相关资料，可以全

面而细致地了解了在活化项目完成后前北九龙裁判法

院在硬件方面的保留和改进，以及在电子设备方面的

新的投入。根据资料来考察SCAD是否保留了建筑物

原有建筑元素；为了配合学校教学而做出的改动和更

新是否合理；SCAD是如何在硬件上落实保育历史建

筑的精神的；在硬件方面能否称得上一个“模范”。

（一）保留部分——是否有保护历史建筑原貌

为了保留建筑物独特的外观，前北九龙裁判法院

的匾额和两侧的大楼梯均得到修复。SCAD的标识在

可逆的前提下悬挂在前北九龙裁判法院的上方。

同时，SCAD还完整地保留了一个法庭。前北九

龙裁判法院一共有 4个法庭，被保留下来的这个法庭

是面积最大的第一法庭。法庭内部完整地保留了各项

设施，包括犯人席、新闻记者席位、大众席、证人席、法

官席位，也保留了当年记录档案的特制写字台、被告进

出的小门和法庭门口的禁止标志等细节。SCAD算是

充分利用了历史建筑的空间，将本来政府要求完整保

留的法庭活化为演讲厅，既充分利用了空间又不妨碍

对历史建筑原貌的保持，而且让讲者坐在法官席上，学

生坐在公众席上，更令演讲厅独具特色。

另外，有一间囚室完整保留了下来，犯人当年被关

在冰冷坚硬的囚室内，囚室一角是一个半开放的厕所，

如厕完毕，要将手伸过在铁栏上预留的两个口来洗

手。而囚室的墙壁上更是保留了犯人当时的涂鸦。

在保护建筑物独特细节方面，SCAD在完整地保

留了前北九龙裁判法院的主大堂的同时，大堂地板经

过工人小心清洗后还原了本来的色彩，SCAD还小心

精细地雕刻了门框，楼梯的油漆选用具有意大利特色

的颜色，表面附有希腊特色图案的装饰性金属栏杆。

虽然安装了空调，但还是用玻璃密封保留住了法院以

前使用的镶嵌在墙壁内部的通风口，为了保护历史建

筑的墙壁不受破坏，学校内艺术品的悬挂采用吊挂式。

（二）更新部分——是否对建筑的功能进行合理置换

除了保留下来的部分，SCAD还对历史建筑的其

他部分进行了功能置换。

以前的食堂被改造成了Moot艺廊，而为了防火和

减少对建筑物的损害，今天的SCAD没有设置食堂等

餐饮相关建筑。并且SCAD将以前公众交罚款的地方

改建成了图书馆，建馆时藏书5000册，现在还在增加。

四个法庭中，除了保留下来的一个，其他的被改造

为了课室和数码制作室（绿幕动态捕捉工作室）。儿童

法庭则被改建为学生休息室，里面有茶水间，舒适的沙

发、游戏机等设施。其他囚室则被改建为充满艺术气

息的办公室，同时，SCAD利用囚室的铁闸，将另一间

被改造成电机房重地。其他地方，包括以前的行政办

公室等空间分别被改建成学生事务所、校务处、课室、

摄影黑房等。

（三）新增部分

1）高科技设备。SCAD花费 2.5亿元购置高科技

设备。两个电脑室中均配有最新的苹果电脑和最先进

的触屏显示器供学生进行电子化设计。绿幕动态捕捉

工作室供学生制作视觉特效和电子游戏开发；声效设

计工作室有录音棚供学生制作声音特效。尽管耗资巨

大，然而据 SCAD 的工作人员讲，由于招生不是很理

想，许多设施半年来还无人使用，包括声效设计工作室

和黑房等。如此看来，SCAD斥巨资进行的高科技设

备投入的成效有限。

2）艺术装潢。不论是电梯间、走廊、课室、图书馆，

SCAD里布满了形形色色的艺术品，令人目不暇接，像

走在一个大艺廊之中，构造了充满艺术气息的环境。

就连不同的桌椅都独具特色。然而有些装潢和设计却

华而不实，对实用性考虑得不够周到。例如在楼梯间

摆放设计独特的座椅，而该处一面通往楼下，一面通往

楼上，一面通往主楼梯平台，人来人往且空间狭小，在

此处摆放座椅只会增添行走障碍，也无学生会愿意坐

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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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保措施。根据SCAD的资料介绍，他们在活

化的同时也注重环保，例如，利用高效能的照明系统、

可循环再用物料制作的设备、先进冷却系统及能减少

太阳照射的窗膜等。在顶层增加了天窗的设计，在保

留三楼天井自然采光的同时，也避免了天气的影响。

三、SCAD专案软件方面的调查分析

通过上述调查和论述，SCAD在历史建筑保育的

硬件方面虽有不足，但也可谓立下赫赫功绩。硬件方

面的成功可以归功于SCAD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多年来

的历史建筑保育经验。然而，保育历史建筑的真正目

的是保留其文化意义，而中国香港具有自己独特的历

史文化背景，这所美国的艺术学校的保育措施是否会

在中国香港水土不服呢？活化专案是否真的能像行政

长官期待的那样活化深水埗社区，进一步把中国香港

打造成“数码媒体学育枢纽”呢？

（一）是否已通过对历史建筑的保育传承了历史和

文化

2006 年的天星码头事件引起中国香港部分民间

团体和市民的抗争，就是为了保存中国香港人的历史

文化和集体记忆。而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的出发点

也正是如此。因此考察SCAD能否成为楷模的第一方

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考察项目是否能保存中国

香港人的历史文化和集体记忆。虽然说建筑物的自然

呈现和硬件方面的保留本身是最有力的措施，但是活

化建筑经办人的努力也同样重要[4]。翻阅了SCAD所

有印制的文字资料、烧录的光碟、制作的网页，发现绝

大部分是对学校本身的宣传，而了解历史建筑的渠道

很少，最多是讲到学校如何进行历史建筑的保育本身，

也就是SCAD本身在保育方面的“丰功伟绩”，着力点

不在历史文化上[5]。不过，SCAD的工作人员对历史确

实做了比较充分的功课，可以指导参观者对历史建筑

的历史文化进行基本了解。然而，SCAD若要作为“模

范”却是要再接再厉。至少应该完成当时申请的时候

所承诺的：“部份设施将免费开放予公众参观，并会设

立一个介绍前北九龙裁判法院历史的展览馆；计划将

设立网站，介绍前北九龙裁判法院的原貌和新姿。”若

能制作宣传册或明信片等则更好。希望通过上述手段

保存中国香港市民的集体记忆，让未来的孩子们也能

知道这座法院曾经在中国香港的作用和地位。

（二）是否具有“与当区社群互惠互动”起到活化深

水埗社区的作用

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的重点在于扶植本土艺术

家，而SCAD注重培养国际学生，这既是互补的方面也

矛盾的方面，不过近半年以来，将SCAD摄影系学生创

作的深水埗摄影艺术展在赛马会艺术中心展出是一个

不错的尝试。另外，SCAD摄影系的学生也制作了一

本关于此区的书。可是，与社区互动是要与社区中的

人互动，试问深水埗居住的人谁会花时间去看自己日

常生活每天都能见到的街道景象？另外，SCAD号称

公众可以预约参观前北九龙裁判法院和学校设施，笔

者去过两次，发现冷冷清清、无人问津。真正要融入社

区，需要将大门打开，设置一些公益性的、平价的兴趣

班，或初级绘画，或艺术欣赏，皆无不可。可惜这里的

老师学生，无法熟练掌握广东话。其实追根问底，是

SCAD的经营理念疏离了社区。只想高高在上地把深

水埗作为艺术创作的对象，而不进行真正的交流是很

难与社区产生真正的互动的。因此SCAD要作为活化

专案的模范，一定要加强与社区的联系 [6]，否则像

SCAD 中国香港分校的建筑及保育总监戴勤信（Bob

Dickensheets）所说的那样：“建筑物不能（与社区）分割

并弃于一旁，它需要继续为社区作出贡献，否则将难逃

消失的命运[7]。”

（三）“把香港推广成为区域性的艺术设计教育中

心”的期许有多遥远

辐射范围来讲，不知SCAD美好景愿中“区域性”

是指哪一个区域，据 SCAD 的工作人员介绍，目前

SCAD并没有执照可以接收中国大陆学生，相关手续

仍在办理中。如果排除了这个人才济济的地区，

SCAD的“区域性”则更多的是局限性。

学费问题：SCAD以亿元的租金租了前北九龙裁

判法院 10 年，而其学士学位的学费每年约 27 000 美

元，硕士学费每年约28 000美元。这些每年20万左右

港币的学费是中国香港本地一般大学的4倍。如此高

的就读门槛排除了有才华而家境一般的学生，虽然有

奖学金但毕竟名额有限。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培养真

正的创意人才，而成为了所谓的“贵族学校”。

招生问题：SCAD 原本计划第一年招收 300 名学

生，并于四年后招收1500名学生。不过9月13日正式

开课以来，只招收到学生141名，还包括从其他分校转

学而来的学生，其中四成为中国香港本土居民，四成为

美国学生。141名学生不足第一年招生计划的一半，

不过SCAD因在美国的成功经验而对此充满信心。可

是中国香港毕竟不同于美国的社会背景，据SCAD的

工作人员介绍，SCAD的老师和学生都大多只懂英语，

有些亚洲面孔也是从外国回来的不懂粤语。这样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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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的教育中心其实不过是美国本土的一个延续，

有从美国回来中国香港的同学坦言一进入SCAD就像

回到了美国。这也证明 SCAD 的本土化工作并不成

功，因此目前看来招生并不理想，将来的情况如何也未

可知。教育本土化不成功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问题：

全美国式的文化和教育又如何能利用中国香港历史建

筑传承中国香港文化和中国香港市民的集体记忆呢？

不过好在，在中国香港政府积极支持下，SCAD与

包括中国香港旅游发展局在内的多个机构（住好 D、

VTech、中国香港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及中国香港国

际电影节）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为学生和校友提供实

习、就业等机会。这对于学生融入中国香港，了解中国

香港的创意生态来讲确有裨益。

（四）是否能够“提高香港在国际性数码媒体和创意

工业的竞争力”

设计学院SCAD的国际声誉并不是很好，在排名

方面也不如中国香港理工大学。如今在2020年QS艺

术与设计学大学排名中中国香港理工排名 15，而

SCAD 排名 36。在项目申请之前，按 2009 年“US

News & World Report”全美艺术研究院排名榜，SCAD

名列第 134位。美国《商业周刊》2007年世界 60所最

优秀设计学院名单中，SCAD榜上无名，而中国香港理

工大学设计学院名列第41。如果不是考虑到SCAD保

育方面的经验。真的要提高中国香港在国际性数码媒

体和创意工业方面的竞争力不如多放资源在中国香港

自己的学校上，何必浪费资源在外国的而实力又不如

本土的学校上呢？

四、结语

历史建筑保育的价值和各个保育专案的成功与否

需要时间的检验。从2010年9月正式开学，到2020年

7月正式关闭，10年期间学校为中国艺术设计方向培

养了人才，但公众对这个专案一直毁誉参半，本文通过

深入的调查，分析了这个专案在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的

成果和不足。

在硬件方面，SCAD保留了前北九龙裁判法院独

具特色的建筑和历史留下的印记，在保育的基础上充

分利用建筑空间。在保育细节方面做足功夫，秉持着

永续设计的理念，对其余改建的部分进行了合理的功

能替换，创意产业和教育机构对历史建筑的负担均比

较小，也无污染。在环保方面，亦采取了相应措施。在

新增的高科技设备方面，SCAD斥巨资投入先进的电

子设备，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但是由于招生

不理想，尚未得到充分的利用。内部装潢充满艺术气

息，可是华而不实，而且美国特色浓郁，脱离中国香港

本土环境。在软件方面：对历史建筑传承的文化与历

史宣传极少，只着力宣传学校招生和保育成果来为学

校形象加分。与社区互动不足，除了摄影系学生以深

水埗社区为创作对象以外，目前更无举动。而且学费

高昂，高高在上。在成为“艺术教育中心”的愿景下，招

生范围却受到局限，高昂的学费令一些有才华的学生

望而却步，而且首期招生不是非常理想。而作为一个

设计艺术学院，SCAD的声誉平平，远不如中国香港理

工大学。

因此，SCAD在建筑保育方面确实有经验，不过要

说作为“楷模”“成功地为历史建筑注入新的生命”却过

誉了。而在制造就业，拉动创意产业，活化社区等方面

做出的贡献目前还无法考察。可以肯定的是，一来

SCAD获得前北九龙裁判法院的营办权不仅仅是所谓

的“财大气粗”，虽然资金充足必然有加分，但此机构在

保育历史建筑方面的经验确实值得学习，而且也不负

众望。二来，SCAD作为美国的教育机构在中国香港

极有可能水土不服，如此，即便建筑本身保护得好，不

能作为社区有机的一部分也是重大的失败。总结一句

话，“SCAD活化的前北九龙裁判法院项目作为中国香

港活化历史建筑的一个楷模”的观点，事出有因，言过

其实。2020年 8月 1日，前北九龙裁判法院已经被列

入了第六期历史建筑保育项目之中，静候新的申请者

为这栋建筑带来新的活力和故事。基于此，本文分析

回顾这一案例，以为后来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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