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是設計，讓城市更快樂 

一、前言 

什麼是城市？什麼是一個好的城市？什麼是屬於您我心中快樂

的城市？每個人皆有不同的答案，許多人可能想像到方便的交通、寬

敞的綠地、豐富又多樣的文化等，其實城市不該只是被當成單純居

住、創造財富的表徵，城市的面貌應是多元的，快樂的城市設計可以

拉近人際關係，讓人變得更快樂，生活更自在。 

各國文化皆有城市設計之美，而各國所產生的建築結構設計，皆

反應了當地的文化價值及生活體驗，台灣的城市也有美的一面，營造

舒適宜居的環境，生活機能方便，不用幾步路就可以找到生活所需的

服務，當然台灣所處的城市也有不少棘手的問題，土地是否有效利

用、能源浪費、碳排放量高，空污嚴重等種種危機，就在你我所處的

城市中，一場城市與環境的革命正在開展。 

近年來，公民意識抬頭，政府公共政策議題也開放民眾參與討論

發表意見，讓公部門與私人企業、所有市民，共同集思廣益，藉由政

府制定環境保護法、空氣污染防制法、建築法、能源管理法、土地重

劃條例等政策，進而設計規劃城市，相信只有透過改變你我所在的城

市，才能讓它成為快樂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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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書概述 

作者查爾斯.蒙哥馬利(Charles Montgomery)著作《是設計，讓

城市更快樂》一書，作者以「人」為本之理念貫穿全文，創造快樂的

城市，也創造了人與人的連結，原是生硬難理解的城市建築設計主

題，作者藉由你我日常生活經驗，分享城市設計之重要性，息息相關

的議題也讓讀者心有共鳴，以下就四大部分進行專書分析： 

（一）追求幸福，是都市存在的初衷 

亞里斯多德《修辭學》曾言：「任何事情能創造或增進幸

福、或一部分的幸福，我們便應該去做；任何事情會摧毀或

阻礙幸福、或誘發幸福的對立面，我們便不應該去做」若想

要弄清楚城市是否能經由重組來增進人的幸福，我們必須先

問一個前置的問題，幸福，到底是什麼？儘管大部分人都相

信幸福存在，也相信幸福值得追尋，但幸福是圓？是方？是

酸？是甜？不過有件事可以確定，我們都會把對幸福的想像

「翻譯」成某個「樣態」，你有沒有想過自家的前院要有什麼

樣的花圃？或是結婚以後要搬去哪裡住？你買車會選自己喜

歡的，那就對了，基於我們對幸福的想像與翻譯，舉凡設計

師、從政者、里民大會為了社區道路、土地重劃與裝置藝術

爭得面紅耳赤，是基於他們各自對幸福不同的想像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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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城市裡好好生活，要設計出一座幸福的城市，我們

就不可能不試著去了解幸福、體驗幸福，並且從社群的角度出

發來打造城市，對幸福的探索會形塑城市的風貌，而城市的風

貌也會回過頭來形塑我們對幸福的探索。 

如果幸福不是虛無縹緲的歡樂，那麼迪士尼樂園就是世

界上最快樂的地方了，進到迪士尼樂園，裡頭的每一個建築細

節、每一個角度、每一幅地景、每一趟交通，乃至於人行道的

質感與空氣中的嗅覺，都純粹是設計用來創造快樂的體驗。 

「地點」是生活滿意度的一大決定因素，一般來說，小

鎮居民要比住大城市的人快樂，住在海邊的人自認比較快樂，

而住在機場航道旁是幸福殺手，不過我們對環境因素的反應並

非都那麼合邏輯，比方說住在垃圾堆旁與住在有毒廢棄物放置

場旁兩者相比，比較讓人不開心的竟然是前者，原因恐怕是垃

圾的臭味聞得到，而某些有毒物質則無臭無味。 

幸福的主觀感受取決於許多錢買不到的東西，休閒時間

與較短的通勤時間都可以為身體健康加分，一座幸福城市扣除

基本的吃住與人身安全，究竟該達成那些願景？分述如下： 

1. 把城市中生存的喜悅拉到最高，辛酸壓到最低。 

2. 城市要帶著居民朝健康邁進。 



4 
 

3. 城市要提供不打折扣的自由，讓我們可以照自身意願移動。 

4. 城市要孕育生活的高度，生活操之在己，當自己的主人。 

5. 城市要助人建構財富，追求眾人的參與和公平性。 

6. 城市要建立起面對經濟與環境衝擊的緩衝能力與韌性。 

更重要的是，城市必須有利於我們建立並強化朋友、親人

與陌生人的關係，因為只有這些關係才能賦予生活意義。 

（二）分享的快樂，勝過獨自擁有 

交通工程師為了疏導車流量解決塞車，則開通更多的道

路，但我們發現，愈是提供道路空間，愈多的車子就會出現，

所有的道路都被車輛所佔據，自行車及行人的權益在哪裡？如

果能提供更多的自行車道，自行車就會出現；如果騰出空間來

給行人，多出來的自然就會是人，而公眾生活就會形成。 

現代城市與富裕的經濟體所創造出來的，是一種獨特的社

交匱乏，我們各自待在自己的家中，也一樣可以滿足所有的需

求，電腦螢幕與智慧型手機取代了公共場所或市集，於是住在

城市裡，我們完全不會跟非同事、非至親與非朋友的人有任何

交集，所以我們應該有所警醒，說到社區或社群，我們愈來愈

不會想到跟鄰居或一群熟識的人面對面互動，會想到的都是用

同一種社群媒體溝通的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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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熱愛虛擬空間，但要與人把酒言歡、推心置腹，

最終還是得從網路上登出放下手機，換好衣服，然後跟朋友一

起吃飯逛街壓馬路，終究我們要思考的仍舊是同一個問題，我

們能不能把城市改造成一個對人際連結很友善、不分遠近親疏

都可以安心信賴的空間？答案是：絕對能。空間不只會決定人

生活在其間的感受，空間還會左右我們如何看待彼此跟如何對

待彼此。 

「還街於人」是落實以人為本的新突破，事在人為，街道

的意義全由人來決定，在街道上收復失土，讓街道變成行人天

堂，人們集結在廣場或公園裡，陽光灑在臉上的溫暖，品嚐咖

啡，看街頭藝人表演，逛逛小農市集、甚至單純的坐在長凳或

噴泉邊，與朋友、親人或初次見面的陌生人聊天，享受街道的

樂趣。 

（三）環環相扣，與乾淨地球共存共榮 

我們如何移動？買什麼商品？怎麼尋找快樂？丟棄那些

東西？把多少碳扔進大氣裡？等都是最根本的經濟效應，我們

會發現真相不只是匯聚在單一的物體或建築上，而是匯聚在能

源、交通、經濟與空間幾何關係等，氣候變遷與能源危機跟城

市有連帶關係，城市永續性與美好生活可以是改變氣候變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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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危機的副產品。 

我們會問社區居民：「社區的核心價值在哪裡？」，很少人

會主動提起氣候變遷，他們會說社區想要的是經濟發展、居住

品質、方便的交通，還有合理的交通成本等，是所有連結到幸

福的想法，而獨缺環保概念，阻礙了我們採取行動去對抗氣候

變遷。但只要把重心放在能源、效率與讓生活變好這三者之間

的關係上，城市就可以做到科學家、理性、良心、以及數據都

做不到的事情，快樂城市的計畫也能是個能源計畫，是氣候計

畫，也是經濟發展計畫、就業計畫。 

「生活品質的追求」與「氣候行動」不是兩條平行線，而

是互補的兩種努力，只不過強調生活會變好，一般民眾才會比

較有感，至於城市氣體碳排放量的污染則會容易被忽視，就算

民眾對自身或環境的健康無感，城市設計、健康與氣候變遷相

互連動的關係，使人暴露在空氣污染與交通意外的危險中，社

會的財務負擔會增加，同時影響自身的健康、銀行帳戶的存款

也會減少。 

其實只要我們少開車，多搭乘交通運輸，車輛共乘，騎自

行車、走路或甚至駕駛電動車，就可以改善環境污染，使身體

更健康，空氣更清新，生活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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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拯救城市，就是拯救自己 

形塑城市的各種力量，時不時會讓人有點頭昏腦脹，在營

建業者超有錢的情形下、政府如無制定完整法規或因應作為，

就會造成營建業者鑽法律漏洞，在難以硬體改革的現實面前，

我們很容易感到渺小而氣餒。修復城市應該不是我們普通人做

得到的境界吧!這是哪個單位要負責的事情，政府一定知道吧!

這個單位無論是誰，應該都距離我們很遙遠吧!這三個驚嘆

號，是我們想逃避拯救城市時很方便就能找到的藉口。 

形塑城市是誰的權利？如果我們一輩子都住在某處公共

的地區中，那當然就有權利參與空間的形塑，我們的身分上既

是「市民」(citizen)，實際上也是城市裡的「住民」(denizen)，

形塑城市不只是設計，社會、政治與經濟關係都要進行徹底的

轉型，這樣城市住民才能從國家手中取回城市的主導權，建立

屬於所有人的未來。每一個人都是「市/住民」，因為生活，因

為終日在其中穿梭，所以我們自然而然就是城市的守護者與主

人，只要想通這一點，承認這一點，就可以充滿無比的力量去

拯救城市，同時也拯救自己。 

拯救城市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社區彩繪」，民眾為了讓

所居住的社區多采多姿，自發性的將路口、牆面、地板畫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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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動物與色塊，夢境般場景吸引大批遊客、攝影玩家，原本

孤寂的社區頓時熱鬧起來。 

據學者研究指出，路口修復(例如：彩繪)對於人的心裡健

康會產生何種效果？比較結果令人驚豔，兩者比較顯示，路口

修復做為一種干預手段，其影響所及不僅是看得到的「硬體風

景」，就連人內心的「心裡風景」也產生了蛻變。在路口修復

後，抑鬱的人變少了，受訪者說他們睡得比以前好，日子比從

前愜意有趣，鄰居變可愛了，然後他們自認身體健康也比以前

進步-別小看這點，因為就人類心理上的安心與感受而言，我

們對自身健康的評價比專業醫師的看法更重要，說得簡單一

點，就是維持原狀的隔壁社區或許沒有變糟，但住得離修復的

路口近，卻讓人變快樂、也變健康了。 

三、心得發想 

(一)設計迷人有魅力的城市 

沒有市民就沒有城市，市民不僅止住在城市的居民，他們

還以某種自由選擇的方式生活其間，並為自己的命運負起責

任，正如法國思想家盧梭在《民約論》中所言：「大多數人認

為城市就是城邦，以為中產階段就是公民。這些人只知道房子

聚集就有城市，卻不知道公民就是城邦」。馬克思說：「城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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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主題」。當一群人聚集生活在某一個特定的地方，就有

利於團體研商、做出決定，並一起創造出城市命運共同體，打

造迷人有魅力的城市。 

各國的城市設計雖有迷人之處，但與其設法將台灣變臉成

另一個地方，我們何不設法創造出自己獨一無二的「台式」風

味，除了台北 101 之外，還有中正紀念堂、蘭陽博物館、中台

禪寺、東海大學之路思義教堂，而高雄的現代建築，除了知名

的 85 大樓外，還有紅毛港的高字塔、高雄國家體育場、美麗

島捷運站、高雄展覽館等，還有值得一提的是台灣各地區的老

街建築，例如淡水老街、九份老街、南庄老街、鹿港老街、安

平老街等。台灣獨特迷人的城市建築不勝枚舉，處處都充滿不

同的感受，也是遊客必定造訪的旅遊景點。 

(二)打造健康綠能城市 

交通，非靠汽車不可嗎？比許多國家早一步現代化的歐美

國家，早已嘗到汽車城市所帶來的苦果，近 30 年來已經開始

努力修補過去的錯誤，許多歐洲城市甚至結盟，誓言共同努力

朝向「無車城市」(Car-Free Cities)的願景努力，減少汽車

交通，增加其他交通選項做起，最終希望免去人們買車的需

要，讓汽車城市變回人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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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顯示，大量排放到大氣的溫室氣體，特別是二氧

化碳，是造成當今全球暖化與其他氣候變遷現象的主要元凶；

而石化燃料的使用是影響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因素，雖然許多

工業也大量使用石化燃料，但私人用車確實得為氣候變遷負起

一部分責任。 

規劃人性化城市，交通方案不該只有一種選項，主要的做

法可包括：改善市區的步行環境，增設行人徒步區，發展完善

的大眾運輸系統，建構自行車環境，提供更安全更環保的電動

車，宣導共享 Ubike 單車及汽車服務及推廣無車日活動等。解

決交通除了駕駛私家車外，還有其他更省錢、更便利的交通選

項，讓人們在城市移動同時也讓身體更健康。 

隨著環保意識抬頭，發展綠能城市是全球趨勢，設置風力

發電、水力發電、太陽能發電，將大自然的能量，轉化為綠色能

源，以達到減碳之目的，並推動綠能建築，政府應帶頭統籌規劃，

協調公部門與企業，共同落實綠能政策，打造健康綠能城市。 

(三)建構智慧 e化城市 

ｅ化城市就是資訊城市，是以數位科技為基礎的概念，將

市民日常生活中的需求，透過資訊流之整合，提供各項 e 化網

路資訊，以最快最便捷的網路服務平台(Facebook、官網、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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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等)，讓市民上網就可以查詢切身相關資訊，以提昇市民

生活品質，建構智慧 e 化城市。 

全球科技發展迅速，雲端時代已全面來臨，網路科技大行

其道，各種創新如雨後春筍般不斷冒出，城市設計當然也要跟

上時代潮流，帶入創新元素，以交通運輸為例，隨著科技日新

月異及網路全面普及，民眾使用「電子票證」(一卡通、悠遊卡)

搭乘公車或捷運，公車亭有「LED 面板」顯示車輛抵達時間，

下載「iBus 公車動態資訊系統」即可查詢公路客運資訊、票價

與時刻表等服務，利用「Google 導航」規劃路線，「國道電子

計程收費 ETC」即是高速行動支付，種種 e 化資訊，讓民眾在

城市中移動可以更快速又省時。 

人們透過行動支付買杯咖啡，一邊喝咖啡、一邊上網，手

指敲著鍵盤或滑一下手機就可以線上購物，而這就是一般人的

日常生活，政府及私人企業的創新，可以發展出更適合民眾的

服務方式與更適切的資訊內容，現今政府也積極推廣智慧生活

與智慧城市，整合各項資訊科技，應用到城市中的能源系統及

基礎建設，如電力系統、自來水系統、交通系統、建築物等生

活系統，進而發展幸福的智慧 e 化城市。 

四、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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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就在一念之間，城市規劃與幸福藍圖存在你我的心中，千

萬不要懷疑這是不切實際的目標，我們當前的挑戰是會採取什麼樣的

方式去設計城市？又會以什麼樣的態度在城市中生存？我們會改變

什麼？只要認定改變城市的面貌就可以創造幸福，相信城市就會越來

越幸福。 

3 月 20 日是聯合國所訂的「世界快樂日」，聯合國永續發展解決

方案網絡因此發布《2018 年世界快樂報告》，根據蓋洛普全球民調結

果，訪談各國民眾自評快樂程度，列出各國人民的快樂排行榜，全球

最幸福國家就是聖誕老人居住的地方—芬蘭，緊接而來則是去年的冠

軍挪威，這些北歐國家雖然是全世界稅收最高的國家，但是這些稅收

運用於人民的福利，所以北歐國家在生活方面擁有良好的奪冠條件；

台灣今年名列第 26 名，比去年進步了 7 名，在亞洲各國位居首位，

名次高於日本、南韓、香港、新加坡與中國，由此顯示台灣的風景優

美、設備 e 化、交通便利、娛樂多元、適合居住、機能性高等各項優

點，會讓人民感受到快樂的氛圍。 

利用台灣城市優勢，擴大創新服務，例如台灣應用物聯網，透過

汽車擋風玻璃上的 eTag 計算高速公路使用里程來收費；Youbike 上

的 RFID(無線射頻)將數據傳回行控中心，中心就能知道哪裡缺車、

哪裡車位滿了，即時做進一步的配車調度；近年來臉部辨識系統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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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在手機、門鎖、機場自動通關…等，讓生活更安全也更便捷；VR

（Virtual Reality）虛擬實境，是最新流行趨勢，利用電腦技術模

擬出一個立體、3D 空間，提供使用者在視覺等感官的模擬，彷彿身

歷其境，VR 有多面向的研究應用，不只用在遊戲，在醫學領域中，

可透過 VR 直播手術過程，打破了傳統醫科教學的限制。 

健康有魅力的設計，讓城市更快樂，創造出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結合政府、企業、市民的力量，攜手與城市一起蛻變，共同面對經濟

與環境的衝擊，運用雲端科技多元創新，相信我們絕對可以打造一座

幸福城市，讓彼此快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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