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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設計，讓城市更快樂》閱讀心得 

 
一、前言－何為幸福快樂？   

 對人們而言，何謂幸福？何為快樂？是有一份良好的工作？還是能

住在人人稱羨的豪宅之中，觀看著美景度過每一日？有一百個人就會

有一百種不同的幸福定義。 

 馬克‧吐溫在其創作《Captain Stormfield's Visit to Heaven》

中提過：「幸福本身不是一件『東西』──幸福只存在於跟不幸的對照

之中……」由此可知馬克‧吐溫認為幸福不是一種定義，而是與不幸

比較後得到的。一個人對幸福的定義不僅僅只有一種形式，而是在與

不幸對照後又會產生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幸福定義。 

 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市長佩尼亞婁薩說：「幸福的一項要件是平等，

或許不是收入上的平等，但至少是生活品質上的平等，而更要緊的是

建立一個環境，讓人身處其中不會有低人一等或被排擠的感覺。」；另

一位市長潘納羅薩亦主張：「我們或許沒辦法把經濟弄到最好，我們或

許沒辦法讓每個人都像美國人一樣有錢，但我們可以把城市設計得讓

人有尊嚴，讓人們得到心靈上的富有，城市可以讓他們快樂起來。」 

 為達此目的，城市的規劃、設計成為一項重要的議題。作者在書中

探討各國家都市發展形態所造就的不快樂、私家車成為大宗所造成的

不自由，儘管臺灣與各國的都市發展型態不盡相同，但道路上的汽機

車亂象也是一直以來臺灣交通的問題所在。本書透過不同的觀點及例

子為如何設計讓人們能感到幸福快樂的城市提出可以改善的方向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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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二、專書摘要 

 (一)離散城市亦離散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從核心市區遷出外圍，越來越多的離散城市就此出現。讓人民

「逐不動產而居」的原因不外乎是核心城市的房價過高，但無論人們

搬離多遠，工作仍不免落腳在各核心市區，以至於通勤的時間跟著一

起拉長。離散城市的房價不像核心市區那樣高不可攀，能以低了許多

的價格獲得舒適生活的房子應該是件幸福的事，但長時間的通勤卻大

大影響了這快樂指數。 

  人們必須花上大把時間在車子裡承受行駛中的壓力，無法在下班

後立即回到溫暖的家中休息，日復一日地過著早出晚歸的生活，回到

家也是直接進車庫，關鐵門，如此累了一整天又有誰有那個時間、體

力和熱情去顧及與隔壁鄰居的人際關係呢？如同作者於書中提到住在

遠離核心市區聖華金郡山屋的藍迪一家人，藍迪與鄰居有「三不」，分

別是不認識、不喜歡、不太相信，會邁向這個生活型態正是人為所造

成的。人際關係是幸福生活中極重要的一環，伴隨著壓力和不信任，

生活在一個無法完全放鬆的城市裡又如何能發自內心地感到快樂。 

 (二)私家車興起－走味的自由 

  隨著工業興起，科技與量產技術有了驚人的進展，亨利‧福特於

密西根州高地公園市打造出流線形的生產線，讓汽車的量產變為可能。 

  起初，汽車的出現被視為一種侵略、威脅，但在駕駛人、賣車及

造車的商人們聯合的思想戰後，逐漸地，欲改善交通安全問題所需控

制的對象開始由汽車駕駛人轉向了行人。 

  哈德遜汽車公司的洛伊‧查平說：「汽車讓人有一種可以對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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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迫中逃開的感受。」，另一位讀到交通博士的美國人米勒‧麥可林塔

克也提出：「我們的立國精神是自由，而汽車所帶來的是美國精神中不

可或缺的一個部分－－遷徙與移動的自由。」種種的發言成功地帶領

了新風向，由汽車產業主導，私家車路權開始擴張，政府也越來越向

汽車本位靠攏，高速公路的概念逐漸興起，道路建設所造福的對象已

經逐漸由人轉變為汽車。跟著新時代的來臨，自由一詞也演變出獨特

的解釋意義，自由再也不是指人們可以自由地移動，而是私家車能自

由的移動，不受任何阻礙的移動。 

三、啟發與心得 

  人類是一種需要連結與歸屬的生物，除了去締造、維持人與人之

間的關係外，人們也會因為各種原因，被迫甚至是自願割捨種種牽絆。

在書中談及的離散城市發展，將目光移到臺灣來看，也會發現極相似

的生活型態。 

  臺北為臺灣的首都，每天都有超過上千名的通勤族從不同地區搭

車或開車前往位於首都的工作崗位。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可想而知，

正是市中心的蓬勃發展衍伸致地價高漲，大多數人只能退而求其次的

往其他縣市或是房價較為便宜的郊區居住，也因為如此，通勤族總是

過著早出晚歸的日子。就以居住在桃園地區的通勤族為例，當人們以

自行駕車當代步工具，雖然時間掌控上最為便利，但在幾乎一人一車

的模式下，塞車的問題成為通勤族的夢魘，每天都需要花上近一小時

的交通時間才可抵達工作地。若想要避免塞車問題，也有不少人會選

擇搭乘高鐵作為通勤方式，以桃園到臺北為例，單趟高鐵票費用為一

百六十元，來回則要三百二十元，一個月的交通費下來都是上千塊起

跳，對大多數上班族而言是筆不小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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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中提到「黃金通勤時間是16分鐘。」但以上述為例，大多數的

人們在通勤上所花費的時間是遠遠超過這黃金通勤時間的。就算有便

利的大眾交通工具可以縮短通勤的時間，仍必須考量交通花費所帶來

的經濟壓力。開車通勤遠比一般人以為的帶來更多的痛苦和緊繃感，

特別是上下班時段的塞車盛況，其所需要的集中力，會使人累積大量

的疲憊感，不僅在上工前就已像結束一個會議般勞累，使工作效率不

如預期，在忙了一天的下班回程更容易讓人脾氣暴躁。如此浸泡在長

時間的極大壓力之下，內分泌失調便是身體遲早都會反映、抗議的現

象，這種通勤生活就是個惡性循環，令人的身體和心靈都更加不健康。 

  此外，作者強力抨擊的汽車文化，在臺灣也是一項嚴重且令各機

關頭疼的問題。 

  在監理機關服務的我們不難發現，如今的社會走向，一戶家庭有

個兩、三輛車，甚至是四、五輛汽機車簡直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為

了家中成員上班或是移動需要，在經濟許可，汽車價位可以負擔的狀

況下，買車已經是極其普遍的行為。汽車擁有率不斷攀升，交通事故

的發生率也不客氣地急起直追。各方學者及專業人士亦積極地思考並

推出種種方法來改善道路上的安全問題，包含近年內的銀髮駕駛人管

理政策和加重酒後駕車違規駕駛人的處分，但在這些政策問世後是否

有成效，成效是否如預期也是我們該思考的一個問題。 

  以監理單位近期積極推動的銀髮駕駛人管理政策來看，大多數年

邁的銀髮駕駛人們就算許多身體機能已衰退，在政府所規定的檢查或

測驗不合格下依然不願意將駕駛執照繳回，仍要冒著危險和違規駕車

的理由是什麼，是否就如同本書所說的，現今的道路已變成讓車子走

的道路，而非讓人行走的道路。在汽車當道的現在，上了年紀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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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又怎麼可能放心地放棄駕車改用自行車或雙腳移動？或許有人會說，

他們也可以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政府機關當然也有考慮到後續的問題，

政策中所提供的儲值卡片不正是為了讓已經沒有駕照的銀髮族們方便

移動而想出的方案。那麼此時我們便要開始思考，臺灣的公共運輸系

統是否有便利到讓人們願意以它為主要的代步工具？在臺北，人們想

移動有多種方式可以選擇，班距緊密的公車系統、密集設站的 Ubike、

幾分鐘就會來一班的捷運等等；反觀南部地區，卻沒有了上述那麼多

樣且便捷的移動方式，居民仍然以汽車和機車來代步為大宗，由此可

以得知南北公共運輸發展狀況不一也是一大問題。 

  再看向不降反升的酒駕肇事率，明明已經加重了違規的處分方式，

為何酒後駕車的人數卻沒有明顯的降低，再犯率也高居不下。是立法

者們想出的處罰方式不夠嚴格，還是酒是如此令人著迷的東西，使違

規者們願意一而再再而三地為了它受罰，我想都不是。這時我們可以

回到書中所討論的－－我們所居住的城市，它的設計有讓人民感受到

幸福和快樂嗎？人類喝酒的原因有很多，會因為開心而喝酒，但因為

心情不好而想藉酒澆愁也是眾多理由之一。心情不好正是體現了生活

得不快樂，再加上城市的設計讓人沒有汽車就無法移動，許許多多的

原因加在一起就導致了酒後駕車的狀況遲遲無法有效地改善。 

  儘管我們不能把錯誤全推給城市的設計問題，但卻可以嘗試從這

個角度來思考加以改善，透過作者所觀察的結論，沒有過度密集的生

活空間令人無法喘息，也不要離散到人民需花大量時間通勤，減少通

勤族的上下班時間，讓城市的設計有適度的生活密集度，排除汽車至

上的城市規劃，就像內文提到的：「提供空間給車子，車子就會出現；

提供空間給行人，行人就會出現。」，經由改善生活環境，減少城市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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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人的巨大壓力，讓居民能獲得心靈上的快樂。當人感受到幸福快樂，

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就可以減少，也能使人際關係獲得改善，增加對城

市的歸屬感及對周遭的信任感，如此一來那些因為生活不愉快而想大

口喝酒以宣洩壓力的人是不是就有機會能大幅地減少了。 

四、結語 

  很難想像最初的街道都是給「人」走的。道路不只是道路，也是

市集、是遊樂場、是公園，任何人都有權使用街道，在街道上生活，

大人可以放心地讓小孩在街道上玩耍，不用擔心會有汽車突地從一旁

衝出傷著孩子。反觀現今的道路，只剩下汽車和機車在上頭橫衝直撞，

人們卻得小心翼翼地被隔在兩旁的人行道行走，有時甚至連讓人們行

走的空間都沒有，如此怎麼能說這個城市是適合人居住，能讓人快樂

的處所？ 

  或許大部分的人自出生以來面對的就是這種汽車至上文化，潛移

默化的習慣很難說改則改，突然抽走大家主要的交通工具也必然會遭

遇強大的反彈聲浪，但我們仍可以從小地方開始著手改進。在臺灣各

處慢慢地可以發現一些城市設計正在改變，自行車車道的規劃，我們

能見到越來越多的自行車騎士出現，因為他們知道這個道路如今有條

屬於自行車的空間，不用再害怕需要和汽機車爭道；再者，公車專用

車道的出現也大大增加了大家搭乘公共運輸工具的意願，公車也有屬

於自己的行駛道路，無需和私家車擠在同一條道路上，可以讓人們更

加有效率地在城市中移動；環境綠美化的意識也逐漸抬頭，城市內不

再只有高樓大廈和筆直的馬路，設計者把空間挪了出來，開始建造大

大小小的公園，不僅為城市添增了綠意，也讓人們有接觸大自然的機

會，居民可以帶著一家大小到公園散步、玩耍和運動。這些城市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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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都應證了書中所言，我們只要提供了空間給行人，行人便會出現。 

  比起不斷地承諾要如何讓經濟成長、提出各種政策要讓人們有感

薪水在增加、生活在進步，我們更應該要回歸到一切的根本。沒有人

民就沒有城市，要人民感到快樂，就要使城市居住起來能讓人快樂；

要讓城市居住起來幸福快樂便要從城市的設計著手，所有的問題都是

環環相扣的。什麼樣的設計，什麼樣的城市能讓人過得幸福，這才應

該是人們與政府應該攜手努力的目標。 


